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育心理学】

【Educational Psychology】
一、基本信息

课程代码：【2020275】

课程学分：【2】 

面向专业：【英语】

课程性质：【专业限选课◎】

开课院系：外国语学院英语系

使用教材：【主 教 材：1. 《教育心理学》，罗伯特.斯莱文, 人民邮电出版社,  2017.

参考教材：1.《当代教育心理学》, 陈琦，刘儒德，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

           2. 《教育心理学》, 伍尔福克,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2008.

           3. 《教育心理学》，边玉芳，浙江教育出版社，2009.】

课程网站网址：

https://elearning.gench.edu.cn:8443/webapps/discussionboard/do/conference?toggle_mode

=edit&action=list_forums&course_id=_45708_1&nav=discussion_board_entry&mode=cpview 

先修课程：【《基础英语》（1-2）】

二、课程简介（必填项）

《教育心理学》的内容包括教育心理学领域内的主要理论、基本概念、基本规律与方法，反映

了当前有关的新理论与新进展。该课程围绕学生、教学和学习三大主题内容进行阐释，涉及的内

容包括学生如何发展和学习，教师如何在教学之前和教学过程中作出决策，教师如何证明学生正

在学习、正在迈向成功。其中的实践部分引领学生将教育心理学的理论知识迁移到现实的课堂教

学中，帮助学生将来成长为一个“有意识的教师”。本课程的设置旨在使英语专业（教育方向）

的学生初步具有教育心理学的基本知识，为将来考教师资格证和走上教育工作者岗位打下基本的

理论基础；并通过深入阅读和理解这些基本知识，结合这些理论在现实的课堂教学和教育过程中

的运用，能够用理论分析教育心理学现象，并且能有一定的将理论迁移到实践中的能力，具备成

为一名教育工作的基本素养。

课程思政：在课程教学中注重加强师德师风教育，突出课堂育德、典型树德、规则立德，引导

学生树立学为人师、行为世范的职业理想，培育爱国守法、规范从教的职业操守，培养学生传道

情怀、授业底蕴、解惑能力，把对家国的爱、对教育的爱、对学生的爱融为一体，自觉以德立身、

以德立学、以德施教，争做有理想信念、有道德情操、有扎实学识、有仁爱之心的“四有”好老

师，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发展道路。

三、选课建议 

《教育心理学》是英语专业（教育方向）二年级学生的专业限选课程。因教材为英文原版，

其前提是学生应具有扎实的语言基本功、一定的英语阅读技能、辩证的思维方法和初步的科学研

究方法，同时学生应具备一定的自主学习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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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课程与专业毕业要求的关联性

专业毕业要求 关联

LO11：具有较好的语言表达能力，理解、尊重他人，能在不同

场合用书面或口头形式进行有效沟通。
￭

LO21：学生能根据环境需要确定自己的学习目标，并主动地通

过搜集信息、分析信息、讨论、实践、质疑、创造等方法来实

现学习目标。

LO31: 掌握英语语言基本理论与知识，具备扎实的语言基本功

和听、说、读、写、译等语言应用能力。
￭

LO35; 熟悉教育教学法规,具备良好的思想政治品质和职业道德。 ￭

LO36:掌握中、小学英语教育基础知识和教学理论，具备开展英

语教学的基本能力；掌握现代教育技术和文献检索、资料查询

的方法，具备初步的教学科研能力。

￭

LO41: 遵守纪律、守信守责；具有耐挫折、抗压力的能力。

LO51：同群体保持良好的合作关系，具有团队合作精神；善于

从多个维度思考问题，利用自己的知识与实践来提出新设想。
￭

LO61：具备一定的信息素养，并能在工作中应用信息技术解决

问题。

LO71：愿意服务他人、服务企业、服务社会；为人热忱，富于

爱心，懂得感恩（“感恩、回报、爱心”为我校校训内容之一）

LO81：具有基本的外语表达沟通能力与跨文化理解能力，有国

际竞争与合作的意识。

备注：LO=learning outcomes（学习成果）

5、课程目标/课程预期学习成果

序

号

课程预期

学习成果

课程目标

（细化的预期学习成果）
教与学方式 评价方式

1

LO1

能就教育心理学的相关问

题用书面或口头形式进行

有效沟通。

教师讲解、小组讨论

课堂问答、

课堂展示、

纸笔测试



1.能够阅读英语原文，回

答预习问题，具备扎实的

语言基本功。

课前预习、教师讲解 作业、

课堂问答

2.理解教学心理学的基本

概念和理论，具备良好的

教师素养。

教师讲解、小组讨论 纸笔测试、

课堂问答

2 LO3

3. 应用所学教育心理学理

论，分析学习和教学行为，

指导学习活动与教学设计

具备开展教学的能力。

教师讲解、小组讨论 纸笔测试、

课堂展示

3 LO5 组成学习共同体，以同伴

互动的方式进行批判性思

考和讨论，能合作完成课

堂展示。

教师讲解、小组讨论 课堂展示

六、课程内容

第 1单元 了解教育心理学概况；

知道教育心理学的研究方法；

理解研究在教育心理学中的作用；

解读如何成为有意识的教师；

教学难点：作为决策的教学（理论应用于实践）。

课程思政：从专业认同角度挖掘思政元素，先请同学们思考并讨论一名优秀

的教师要具备哪些素质？之后结合暑假让同学们阅读 两本书 Marva Collin’

s Way 和 The Elements of Teaching, 看看和同学的发言有何异同，从而引

导学生对如何成为一名优秀的教师有了更深入的认识。

第 2单元 了解认知、语言与读写能力的发展理论；

知道人类发展的观点有哪些；

理解皮亚杰的认知发展理论；

了解维果斯基的发展理论；

教学难点：发展的产生和皮亚杰的发展阶段。

课程思政：通过具体案例，引发同学思考，如何才能根据学生的年龄和发展

阶段来组织教学，如何正确看待学生的错误，引导学生热爱教育事业，热爱

学生。

第 3单元 了解社会、道德和情感的发展；

知道人类发展的观点有哪些；

了解埃里克森心理社会发展的八个阶段和对教育的启示；

了解皮亚杰和科恩伯格的道德发展理论

教学难点：运用儿童和青少年的发展理论来改善教与学。

课程思政：结合道德和情感发展理论，让同学们思考如何教育不同年龄段的学

生，促进学生的社会情感发展，自觉以德立身、以德立学、以德施教，具 备高

尚的道德情操。

第 5 单元   了解行为学习理论；

理解行为学习的演变和原理；



知道社会学习理论如何帮助我们理解人类的学习；

教学难点：行为学习的原理。

课程思政:结合行为学习和社会学习理论，让同学们讨论如何帮助学生更好地学习，

同时以身示范，引导学生成为拥有扎实学习并保持终身学习的老师。

第 6单元    了解学习的信息加工理论和认知理论；

了解信息加工模型；

理解记忆或遗忘的原因；

知道何种策略有助于学生学习；

教学难点：认知教学策略如何帮助学生学习。

课程思政：结合信息加工理论，理解记忆和遗忘的原因，引导他们思考如何帮助

学生学习，对学生的遗忘，能够共情，理解学生的困难，爱护学生。

第 7单元     理解有效的教学；

了解直接教学和直接教学的方法；

理解学生怎样学习和迁移；

了解教学中如何运用讨论；

教学难点：运用直接教学的方法来改善教与学。

课程思政：结合直接教学以及推荐书目 Learning Teaching，请同学们思考他们

的语言课堂会倾向于采用什么教学方法，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 

第 8单元      了解学生中心与教学的建构主义取向；

        理解建构主义的学习观；

        知道教学中如何应用合作学习；

        了解如何教授问题解决技能与思维技能；

教学难点：建构主义学习观的定义和内涵。

课程思政：结合建构主义观点，请同学们讨论如何发挥学生的主动性，让他们

在真实体验和互动中建构知识和能力，并思考传统课堂的局限性，培养学生的

批判性思维。

第 9单元      了解有效教学的组成成分；

知道如何将学生分组以适应不同的成就水平；

了解什么是掌握学习；

知道有哪些个别化的教学方式；

了解针对高危学生的教育方案；

教学难点：如何调整教学以满足个体的需要。

课程思政：结合有效教学的组成成分，思考并讨论如何才能实现有效教学，提

高自己的授业解惑能力。

第 10单元     了解动机和动机理论；

理解如何提高成就动机；

了解如何提高学生的学习动机；

知道如何对学生的表现、努力和进步进行奖励；

教学难点：动机理论的原理。

课程思政：结合动机理论，讨论并思考如何激发学生的学习动机，引导他们爱

护学生，为学生的成长成才负责。

七、评价方式与成绩



总评构成（1+X） 评价方式 占比

1  期终考试（纸笔测试） 50%

X1 纸笔测试 15%

X2 课堂展示 15%

X3 作业、课堂问答 20%

撰写人：           系主任审核签名：          审核时间：2022.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