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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书是为师范类学生编写的教材，是在江苏教育出版社2000年出版的《基础心理学》基础上发挥团体
智慧编写而成的。
《基础心理学》自2000年出版之后，经过5年的使用，一方面较好地实现了课程改革的目标，尤其是该
教材与学校教育和教学实际的紧密联系，使得公共心理学课程对师范生的吸引力大大增强了，同时也
使师范生将心理学知识应用于实际生活的能力得到了提高；另一方面，在使用的过程中也发现了一些
不足之处，如体系不尽合理，内容稍显单薄。
《新编基础心理学》就是在上述背景下产生的一本面向全日制高师学生的心理学教材，也是以南京师
范大学为主体编写的第四本公共心理学教材。
与以往教材相比，本书具有以下几方面的特点。
一、具有时代性。
在本书的写作过程中，我们有选择地吸收了国内外心理学研究的最新成果，这一特点一方面体现在教
材的正文中，另一方面通过书中大量的阅读材料反映出来。
这些阅读材料以篇幅短小又相对独立于正文的形式呈现，其中包含心理学研究的新发展、重要的心理
学实验、心理学研究与应用的案例分析以及有影响的代表性人物介绍等内容。
二、注重基础性。
我们认为，作为心理学的入门教材，必须注重对心理学基础知识的介绍，应该以深入浅出、生动活泼
的方式将心理学的基本概念和理论介绍给学生，只有在掌握了最基本的心理学知识的基础上，才能进
一步引导学生去学习其他与学校教育和教学有关的心理学分支学科。
三、突出师范性。
本书依然保持了原《基础心理学》将心理学知识与教育、教学情境相结合的特点，并进一步充实了和
师范教育有关的内容，比如将注意和课堂教学、记忆和学习、情绪与健康、动机理论与学习动机、智
力与智力开发等内容有机地结合起来；另外还新增了“学与教的心理”、“学校社会心理”和“青少
年心理健康与教育”等概论性的内容，从而一方面使得教材的内容更能满足师范生未来职业的需要，
另一方面也为学生进一步学习其他与师范教育有关的课程做了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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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一本系统介绍心理学基本原理及其应用的新作，具体内容涉及心理科学的发展及其研究方
法，感知觉与注意、学习与记忆、语言与思维等认知过程，动机与情绪，以及人格的形成和发展等。
书中介绍了心理科学近年来的新进展以及所积累的新知识，并就一些重点问题作了深入探讨，为人们
了解当代心理科学的整体概貌提供了有价值的学习和阅读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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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　　二、感觉记忆的发现　　三、感觉记忆的特征　第三节 短时记忆　　一、短时记忆的概念　
　二、短时记忆的发现　　三、短时记忆的特征　第四节 长时记忆　　一、长时记忆的概念　　二、
长时记忆的习得　　三、长时记忆的存储　　四、长时记忆的提取　　五、长时记忆的遗忘　第五节 
记忆在学习中的应用　　一、感觉记忆重在集中注意　　二、短时记忆充分运用组块和复述　　三、
长时记忆的多种策略　　【附录】记忆也会“说谎”第六章 思维与想象　第一节 思维概述　　一、
思维的概念　　二、思维的心智操作　第二节 问题解决的思维过程　　一、问题解决的概念　　二、
问题解决的策略　　三、影响问题解决的因素　第三节 创造性思维及其培养　　一、创造性思维的概
念　　二、创造性思维的过程　　三、创造性思维的培养　第四节 想象　　一、想象的概述　　二、
想象的种类　　三、想象的品质及其培养第七章 情绪　第一节 情绪概述　　一、情绪的概念　　二
、情绪的变化　　三、情绪的功能　　四、情绪与文化　　五、情绪与认知　第二节 情绪的种类　　
一、基本情绪　　二、与他人有关的情绪　　三、与自我有关的情绪　　四、情绪状态　　五、情绪
与情感　第三节 情绪与个体发展　　一、情绪与身体健康　　二、情绪与人际交往　　三、情绪与学
习　第四节 常见情绪问题分析与健康情绪培养　　一、常见情绪问题分析　　二、健康情绪的培养—
—兼谈情商第八章 需要和动机　第一节 需 要　　一、需要的概念　　二、需要的种类　　三、重要
的需要理论　第二节 动 机　　一、动机的概念　　二、动机与行为效率　　三、动机的种类　　四
、成就动机　　五、成功与失败的归因　第三节 学习动机　　一、学习动机的概念　　二、影响学习
动机的主要因素　　三、学习动机的激发　　【附录】运用动机理论来改善教学和学习第九章 智力与
智力开发　第一节 智力概述　　一、智力的概念　　二、智力研究的新理论　　三、影响智力发展的
因素　第二节 智力测验　　一、智力测验概述　　二、科学运用智力测验　第三节 智力开发　　一
、智力开发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二、智力发展的一般规律　　三、智力开发的基本方法与途径第十
章 人格　第一节 人格概述　　一、人格的概念　　二、影响人格形成与发展的因素　第二节 气质与
性格　　一、气质　　二、性格　　三、人格、气质与性格　第三节 人格理论　　一、人格特质理论
　　二、精神分析人格理论　　三、人本主义的人格理论　第四节 人格评估　　一、自陈量表法　　
二、投射测验　　三、谈话法　　四、自然实验法　　【附录】“大五”人格因素模型第十一章 学与
教的心理　第一节 学习心理　　一、学习心理概述　　二、学习的主要理论　　三、影响学习效果的
因素　第二节 教学心理　　一、教学心理概述　　二、教学心理的主要理论　　三、教学设计与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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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适应个别差异的教学　第三节 课堂管理心理　　一、课堂气氛的创设　　二、课堂纪律的维
持第十二章 学校社会心理　第一节 人际交往　　一、人际交往概述　　二、师生交往　　三、交往
能力的培养与交往障碍分析　第二节 人际关系　　一、人际关系概述　　二、师生关系　第三节 学
校群体心理　　一、群体与群体规范　　二、班集体的凝聚力　　三、学校中的非正式群体第十三章 
青少年心理健康与教育　第一节 青少年心理健康概述　　一、心理健康的含义与标准　　二、青少年
心理健康的现状与特点　　三、影响青少年心理健康的主要因素　第二节 青少年心理障碍的表现　　
一、情绪障碍　　二、行为障碍　　三、人际交往障碍　　四、人格障碍　　五、学习障碍　　六、
心身疾病　第三节 青少年心理教育　　一、心理教育的目标　　二、心理教育的形式　　三、心理教
育的内容　　四、心理教育的方法　　【附录】迈好青春第一步：初中阶段心理教育主题人名索引术
语索引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新编基础心理学>>

章节摘录

第三章 注意第一节 注意概述一、注意的概念注意（attention）是心理活动对一定对象的指向和集中。
这里所讲的注意的对象既包括外部世界的物体或现象，也包括我们自身的心理或行为。
注意的指向，是指心理活动对一定事物的选择。
在日常生活中，每一瞬间都有许多事物作用于我们，但由于感官功能的局限，我们的心理活动并不能
同时反映它们，而是有选择地指向特定的对象。
例如，学生在听老师讲课时，其注意力首先要指向老师的教学活动，而不能指向那些与教学无关的对
象。
但要能在意识中真正反映一个对象，仅将我们的感官指向对象是不够的。
如果把指向比作“入耳”的话，那么集中就是“入脑”，也就是说，我们要反映一个对象不仅要感知
到它，而且还要“意识”到它。
注意的集中，是指心理活动聚焦在被选择的对象上、离开一切无关的事物，并且抑制多余的活动。
如聚精会神地听课、全神贯注地阅读等，都是注意“集中，’的体现。
注意的集中就像舞台的聚光灯一样，聚光灯照到哪里，哪里的人物、景物就非常清晰，观众就能看得
非常清楚，而没照到的地方，尽管存在于舞台之上，却很难被清楚地看到。
同样，当我们将心理活动集中于某样事物，也就是将“意识之光”集中在该事物上面，这时注意的对
象就在我们心里变得非常清晰，而其他事物就不被反映或反映得不清晰。
不过，与探照灯不同的是，注意不仅可以照外部的对象，也可以照我们自身，即注意的对象既可以是
外部世界，也可以是我们自己的身体、行为和观念。
当我们“倾听内部的声音”、当我们每日“三省吾身”的时候，我们就是在注意我们的内心。
注意的指向性和集中性表明注意具有方向和强度的特征。
美国心理学家詹姆士在《心理学原理》一书中指出：“注意是心理以清晰而又生动的形式对若干种似
乎同时可能的对象或连续不断的思维中的一种的占有。
它的本质是意识的聚焦、集中。
它意指离开某些事物以便有效地处理其他事物。
”由于心理活动对一定事物的指向和集中，注意的对象就能够得到清晰、深刻和完整的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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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新编基础心理学》由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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