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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04年，笔者在华东师范大学心理学系获得发展与教育心理学专业博士学位后，到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研究视角开始转向工程教育领域的教学研究，逐渐感到当前国内教育心理学的
理论观念与工程教育实践工作明显表现出各种“不和谐”，这主要有：①纯粹的心理学研究追求科学
化规律，这与工程教育实践追求工程应用的目的不同；②教育心理学的原理大多由实验情境中获得，
这限制了它对复杂课堂情境的解释和处置；③教育心理学的结论大多是描述性的，这与工科教师需要
有针对性的教学方法存在差距；等等。
像数学教育心理学一样，在工程教育领域也有必要探索自己的工程教育心理学研究体系。
工程教育心理学应该是工程教育研究的一个基础性领域，它是心理学与工程教育相结合的产物，是一
门应用科学领域。
它应该成为教育理论研究者构建工程教育学科的基石之一；工程教育的课程设计者应该从这门学科领
域的基本原理出发，提出安排与变革课程的初步设想；工程教育的教学法研究者则要依据该学科领域
中一些重要结论，构想出一系列具体的教学方法或措施；教育心理学工作者则应该以该领域的发展为
契机，扩大教育心理学对教育实践特别是工程教育的影响；工科院校教师则直接运用该学科领域的理
论与实践成果来解释并指导自己的课堂教学。
本书大纲是笔者在博士后研究期间酝酿形成的，2006年夏天有幸随同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工程教育专业
委员会秘书处参加了第七次全国高等工程教育学术研讨会的组织工作，与会专家学者的一些精辟见解
给了笔者不少启发，对原来书稿的结构作了进一步完善。
并把给高等教育研究所、心理与行为研究所的硕士研究生讲授“教育心理学”课程时收集的一些案例
充实进来。
本书在结构上不是一般教育心理学理论体系+工程教育教学实例的模式，而是以工程师职业发展的三
个阶段为视角，围绕工程师职业能力培养的心理学规律展开，构成了本书的三个主体部分。
即工程师执业前的能力（包括工程基础知识、工程操作技能和工程伦理道德素质）准备部分、工程师
职业胜任力（包括工程问题解决能力、工程开发能力和工程管理能力）发展部分和专家型工程师形成
三个部分。
当然，本书在三个主体部分之前首先要探讨工程教育心理学的学科概念、研究方法及工程师的职业能
力模型等基本原理。
本书这种结构安排，力图在兼顾心理学研究的科学化规律的同时，更要关注工程教育实践追求工程应
用的目的和工科教师对“处方式”教学方法的需求。
本书的撰写，得到了中国工程院一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高等工程教育研究中心主任雷庆教授、副主任郑
晓齐教授的指导和鼓励，并得到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首都高等教育发展研究基地的经费资助；华东师
范大学心理学系吴庆麟教授、胡谊副教授等老师和同学为本书的修改提出许多宝贵意见，并无偿提供
了部分资料；本书的出版得到了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有关同志的热情帮助。
在此一并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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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工程教育心理学》在三个主体部分之前首先要探讨工程教育心理学的学科概念、研究方法及工程师
的职业能力模型等基本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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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胜任力的发展　第七章 工程问题解决　第八章 工程开发能力的培养　第九章 工程管理能力的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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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工程教育心理学>>

章节摘录

插图：二、工程操作技能形成的阶段费兹和珀斯纳（Fits&M.L.Posner）概括了较为成熟的人学习操作
技能的一般过程。
他们的分析为进一步详细研究操作技能提供了基础。
他们把操作技能的学习分为三个阶段：知觉阶段、联系阶段和自主阶段。
（一）知觉阶段知觉阶段也称认知阶段。
这一阶段主要是理解学习任务，并形成目标意象和目标期望。
目标意象主要是指学习者对自己解决问题的目标模式反应和操作形式，在头脑中形成一个表象，即明
确解决问题的目标模式。
而目标期望则是对自己的作业水平的估价，即明确自己能做得如何。
这两种期望都起着学习定向作用。
学习者在学习的起始阶段，首先要通过对示范动作的观察，对刺激情景的知觉，来形成一个内部的动
作意象，以作为实际操作时的参照。
而要形成这样一个意象，则需对线索和有关信息进行适当的编码，在形成目标意象过程中，学习者不
仅借助于对现有任务的知觉和有关线索的编码，也借助于先前的有关经验，也就是说，学习者通过从
长时记忆中激活有关信息，并有效地检索、提取出来。
在知觉阶段，学习者不仅形成目标想象，而且还依据自己以往成功或失败的经验，依据自己的能力和
目前任务的难易，形成自己作业水平的期望。
这一期望既表现在质的方面，即操作质量的好或坏；也表现在量和范围上，即能完成动作的多寡。
一般说来，有明确目标期望的学习，较之与目标期望模糊的学习更有效。
在知觉阶段后期，学习者要做的另一项任务是模仿，模仿是指仿效特定的动作方式或行为模式，是掌
握动作方式或行为模式所特有的一种学习方式。
它是操作技能掌握的开端，也是操作技能形成的一个先决条件。
模仿时，外显的动作有以下特征：在动作的速度与品质方面，表现为动作迟缓，动作形成的正确性、
稳定性与灵活性较差；在动作的控制方面，表现为不够协调，常有顾此失彼现象；在动作的控制方面
，表现为动作的执行往往是在视觉的监督下完成的，动觉的监督作用不明显；在动作的自我感觉方面
，常常感到紧张，容易产生疲劳。
（二）联系阶段在这一阶段，重点是使适当的刺激与反应形成联系。
由于即使是一个简单的操作，所包含的刺激和反应也非常复杂，所以联系的形成比想象的要复杂得多
。
例如，用台钻在钢板上钻出一个按埋螺钉孔，学习者必须知道不同深度的孔型和孔径并钻出，而且钻
透内孔的反应又必须成为钻外部锥形孔的刺激。
用加涅的话来说，就是必须建立操作时的动作连锁。
在这一阶段，必须排除过去经验中习惯的干扰。
例如已经学会开汽车的人，在学习开飞机时，因为飞机的转弯是用脚操纵的，所以他必须排除用手转
动控制盘的习惯。
学会使用化学天平的人，在学习使用物理天平时，常常把化学天平中的加滤纸垫的动作带到物理天平
里来，而在物理天平操作中是没有这个动作的，因此，他必须努力去纠正这些习惯性动作。
操作技能相互干扰是负迁移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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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工程教育心理学》为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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