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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思想政治教育的心理机制
要点提示

１．阐述教育对象思想政治品德的形成过程既是学习的过程也是接受的过程。 

２．借鉴西方的学习理论和道德教育理论，阐述教育对象在思想政治品德 学习
过程中的心理机制。 

３．借鉴心理学的接受理论，阐述教育对象在接受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的 心理
机制，揭示各种心理要素在接受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作用及互动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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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思想政治教育学习的心理机制

思想政治教育以一定的心理活动为基础。
思想政治教育相对于教育者来说是教育活动，相对于教育对象来说则是一种学

习活动。教育对象的学习心理直接影响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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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学习的内涵及过程

１.学习的内涵
学习的概念有广义和狭义之分。
从广义上讲，学习是人和动物在社会生活过程中，凭借经验而产生的行为或行

为潜能的比较持久的变化。学习是学习者适应环境的生命活动。无论是动物还是
人类，只有通过学习不断调整和改变自己的心理和行为，才能适应不断变化的自
然和社会，实现与环境发展的动态平衡。

狭义的学习多指人类的学习，也特指学生的学习。人类的学习是人在社会实践
中， 以语言为工具，主动掌握人类社会历史经验和个体经验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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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的学习是人类学习的一种特殊形式，既与人类的学习有共同之处，又有其
特点。具体表现为：
• 首先， 学生的学习是以掌握间接经验为主的，它与人类从实践开始认识客观

世界的过程有所不同。
• 其次， 学生的学习是在教师的指导下，有计划、有目的和有组织地进行的。

这就要求教师要采用行之有效的方法，帮助学生学会学习，使其掌握前人的经
验，并建构自己的认知结构。

• 最后， 学生的学习具有一定程度的被动性。学生的学习应该和人类的学习一
样，是积极主动的过程。但当学生意识不到他当前的学习与将来的生活实践的
关系时，他就不愿为之付出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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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学习的过程

学习的过程是指进行学习的内部过程或心理过程。关于学习的过程，各种理论
派别提出了不同的模式，如条件反射模式、信息加工模式以及生成模式等。无论
各种理论观点如何解释学习的过程，它们对学习的基本过程的阐述都是一致的，
即学习的基本过程包括接收信息、理解信息、记忆信息、应用信息。当然，学习
的基本过程不是这样简单直线进行的，有时会有曲折和反复，也会出现交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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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提出了学习过程的七个阶段：立志、博学、审问、慎思、明辨、时习、笃
行。孔子强调“问”和 “思”的重要性，把“审问”和“慎思”当作学习的重要
阶段。

美国著名的教育心理学家加涅（ＲｏｂｅｒｔＭ．Ｇａｇｎｅ）运用现代信息
加工理论，把学习分为八个阶段：动机阶段、选择阶段、获得阶段、保持阶段、
回忆阶段、概括阶段、作业阶段、反馈阶段。

诺曼 （Ｎｏｒｍａｎ）在1978年还提出了知识习得三阶段论，认为知识习得
要经历增生、重建、融会贯通三个阶段。



思想政治教育心理学（第三版）                               新编21世纪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系列教材

（二）思想政治品德学习的心理依据

１.学习理论 
学习理论是对学习规律和学习条件的系统论述，它主要研究人类和其他动物学

习行为的特征，解释有机体为什么学习、怎样学习和学习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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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刺激-反应学习理论。 

反应学习理论也称行为主义学习理论，它是出现最早、成果最多、理论最丰富 

的一个学派，通常是西方学习理论的主体部分。行为主义理论是刺激论基础。刺
激-反应学习理论的理反应学习理论的核心观点认为，学习过程是有机体在一定
条件下形成刺激与反应的联系从而获得新的经验的过程。该理论学派的代表人物
有桑代克、华生、巴甫洛夫、斯金纳和班杜拉等人。
• 第一，强调环境的刺激作用。
• 第二，突出强化在学习中的价值。
• 第三，关注“邻近”对学习过程的影响。
桑代克还提出，学习即刺激与反应之间建立的联结。他在“联结学习理论” 

中提出以下三条基本规律：
                         练习律     准备律     效果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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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认知学习理论。 

认知学习理论与刺激-反应学习理论截然相反。它认为影响个体行为的主要因
素不是外界环境，个体行为是个体的需要、动机等内在心理因素与环境互动的结
果。因此，认知学习理论要研究的是个体处理环境刺激时的内部过程，而不是外
显的刺激与反应。它的主要代表人物有布鲁纳、柯勒、托尔曼、奥苏贝尔等。

认知结构学习理论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 第一，强调知识结构的掌握。
• 第二，强调学习过程。
• 第三，注重直觉思维。
• 第四，强调内在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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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建构主义学习理论。 

建构主义学习理论认为，事物的感觉刺激（信息）本身并没有意义，意义不是
独立于人而存在的，而是由人建构起来的。学习是学习者主动建构知识意义的过
程。建构既是对新信息意义的建构，又包含对原有经验的改造和重组，是新旧经
验之间的双向作用过程。代表人物有皮亚杰、维果茨基、斯腾伯格、卡茨、特罗
克等。



思想政治教育心理学（第三版）                               新编21世纪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系列教材

建构主义学习理论主要反映在知识观、学习观、学生观及师生角色的定位等方
面，基本观点如下：
１）知识观。
第一，知识不是对现实的纯粹客观的反映，它只不过是人们对客观世界的一种

解释、假设或假说，不是最终答案。 

第二，知识并不能绝对准确无误地概括世界的法则，在具体的问题解决中，人
们并不是拿来就用，一用就灵的，而是需要针对具体情景对原有知识进行再加工
和再创造。 

第三，尽管人们通过语言赋予了知识一定的外在形式，并且获得了较为普遍的
认同，但这并不意味着学习者对这种知识有同样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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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学习观。 

第一，主动建构性。
第二，社会互动性。
第三，情境性。
３）学生观。 

第一，建构主义强调，学习者并不是空着脑袋进入学习情境中的。
第二，教学不能无视学习者的已有知识经验，简单强硬地从外部对学习者实施

知识的“填灌”，而是应当把学习者原有的知识经验作为新知识的生长点，引导
学习者从原有的知识经验中生长新的知识经验。

第三，教师与学生、学生与学生之间需要共同针对某些问题进行探索，并在探
索的过程中相互交流和质疑，了解彼此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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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人本主义学习理论。
 人本主义学习理论是以人本主义心理学为理论基础的。人本主义学习理论认

为，学习是人固有能量的自我实现过程，强调人的尊严和价值，强调无条件积极
关注在个人成长过程中的重要作用。真正的学习经验能够使学习者发现自己的品
质，发现自己作为一个人的特征。从这个意义上说，学习即“成为”。成为一个
完善的人，是唯一真正的学习。 人本主义学习理论的代表人物有马斯洛、 罗杰
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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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学习的分类。 

• 无意义学习 

• 意义学习
２）学习的原则。
 罗杰斯根据其研究所取得的进展，归纳了以下几条学习的原则：

• 第一，人类生来就有学习的潜能。
• 第二，当学生觉察到学习内容与他自己的目的有关时，意义学习便发生了。
• 第三，涉及改变自我（改变对自己的看法）的学习是有威胁性的，并往往受到抵制。
• 第四，当外部威胁降到最低限度时，就比较容易觉察和同化那些威胁到自我的学习 内容。
• 第五，大多数意义学习是从“做”中学的。
• 第六，当学生负责地参与学习过程时，就会促进学习。
• 第七，当学生以自我批判和自我评价为主要依据，把他人评价放在次要地位时，独立性、创造

性和自主性就会得到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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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学习的方法。 

罗杰斯论述的学习原则的一个核心，就是要让学生自由学习，而做到这点的关
键就是信任学生。

为此，罗杰斯列举了以下几种有助于促进学生自由学习的方法。
• 第一，构建真实的问题情境。   第二，提供学习资源。
• 第三，使用合约。                    第四，利用社区。
• 第五，同伴教学。                    第六，分组学习。
• 第七，探究训练。                    第八，自我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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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西方道德教育理论

（１）卢梭的道德教育理论。
（２）康德的道德教育理论。
（３）杜威的实用主义道德教育理论。
（４）道德认知发展理论。
（５）人本主义道德教育理论。
（６）社会学习道德教育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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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思想政治品德学习的心理机制

个体接受思想政治教育的过程，就是个体的学习过程，即个体通过学习，接受
社会的影响和教育，形成社会所要求的政治观点、思想体系和道德规范，并转化
为个体的思想意识和行为方式。在以上过程中，很多心理活动和心理过程也适用
于思想政治品德的学习，构成了教育对象的学习心理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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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理解

（１）理解的内涵。 

所谓理解，就是个体逐步认识事物的关系，直至认识事物本质、规律的一种思
维活动。 

对知识的学习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机械的学习，一种是理解的学习。
理解的学习，不但识记所学的东西，而且理解所学的东西。

（２）理解的内容。
• 第一，对思想政治品德相关概念的理解。
• 第二，对思想政治品德形成及发展规律的理解。
• 第三，对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和各种社会规范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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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的理解。
 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要提高教育效果，就要在“理解”二字上下功夫。

具体来说，应注意解决好以下几个问题：
• 第一，感性材料要丰富。
• 第二，概念、原理要准确。
• 第三，知识要系统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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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迁移

（１）迁移的含义。
迁移是指在一种情境中获得的技能、知识或形成的态度对另一种情境中技能、

知识的获得或态度的形成的影响。
正迁移：     先前的学习对后面的学习起促进作用，其效果是正向的，称为正

迁移。正迁移对于提高学习效率具有重要的意义。
负迁移：    先前的学习妨碍、 干扰后面的学习，其效果是负向的，称为负迁

移。在学习过程中，迁移现象普遍存在。
这里的学习既包括知识、技能、能力的学习，也包括情感、态度、行为方式的

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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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学习迁移的几种学说。
• 第一，概括水平说。
• 第二，共同因素说。
• 第三，教材合理结构说。

（３）学习迁移的条件。
• 其一，已有知识经验概括水平越高，越容易向具体情境迁移。 

• 其二，新旧知识经验之间存在的共同因素越多，越容易发生学习迁移。
• 其三，认知结构即已有的经验结构越合理，越容易实现学习迁移。
• 其四，已有的知识经验越巩固，越容易实现准确的迁移。一个记忆不准、不牢

的人，不容易实现准确的迁移。
• 其五，智力水平越高，越容易迅速实现学习迁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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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学习迁移的促成。 

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同样存在着迁移现象。因此，运用学习迁移理论，在思
想政治教育过程中创造条件促使正迁移的发生，将有利于思想政治教育的开展和
教育效果的提高。
• 第一，扩大知识面。
• 第二，提高概括能力。
• 第三，调整心态。
• 第四，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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