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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心理学》教学大纲 

一、课程类别      专业必修课 

二、教学目的 

系统地理解和掌握心理学基本概念、基础知识和基本理论，建立基础心理学

的知识结构，为学习教育学和各科教学论奠定基础。理解心理学知识与现实生活

的关系，学会用心理学知识理解和分析心理现象，加深对教育现象和教育规律的

认识，树立科学合理的教育观念。了解各种心理学理论和研究成果，学会用心理

学的理论知识分析各种心理现象。 

三、开课对象     心理学专业函授（业余）本科 

四、学时分配 

      总学时：132 其中面授：33 学时  实验：  学时  自学：99 学时 

五、教学内容与基本要求、教学的重点和难点 

    第一章  心理学的研究对象与方法（面授 3 学时、自学 9学时） 

    教学内容： 

    1.1  心理学是研究心理现象的科学 

    1.2  心理学的任务 

    1.3  如何研究心理学 

    教学任务： 

    理解心理学究竟研究什么。什么是心理学？探讨心理学的任务，既研究心理

学的理论和实践意义；最后掌握心理学的主要研究方法。 

教学重点和难点：心理的结构和心理学的研究方法。 

 

第二章  心理的神经生理机制（面授 3学时、自学 9学时） 

    教学内容： 

    2.1  神经系统的进化 

    2.2  神经元和神经系统 

    2.3  脑功能的各种学说 

    教学任务： 

    了解神经系统的进化过程；神经系统的结构；掌握关于脑功能的各种学说。 

教学重点和难点：神经系统的结构与脑功能的各种学说。 

 

第三章  感觉（面授 3学时、自学9学时） 

    教学内容： 

    3.1  感觉的一般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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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视觉与听觉 

    3.3  其他感觉 

    教学任务： 

    掌握关于感觉的一般概念，理解视觉与听觉的生理机制和基本现象；理解其

他的感觉。 

教学重点和难点：视觉与听觉的生理机制和基本现象。 

 

第四章  知觉（面授 3学时、自学9学时） 

    教学内容： 

    4.1  知觉的一般概念 

    4.2  知觉的特性与种类 

    4.3  错觉 

    教学任务： 

    掌握关于感觉的一般概念；熟悉知觉的特性；理解几种重要的知觉，掌握关

于错觉的概念和种类。 

教学重点和难点：知觉的特性，错觉的概念和种类。 

 

第五章  意识和注意（面授 3 学时、自学 9学时） 

    教学内容： 

    5.1  意识的一般问题 

    5.2  意识的不同状态 

    5.3  注意 

    教学任务： 

    熟悉意识的概念与特性，区分几种不同的意识状态；掌握注意的概念、种类

与认知-神经机制。 

教学重点和难点：意识的不同状态，注意的种类和关于注意的认知理论。 

 

第六章  记忆（面授 3学时、自学9学时） 

    教学内容： 

    6.1  记忆的一般概念 

    6.2  记忆的神经生理机制 

    6.3  几种不同的记忆 

    教学任务： 

    熟悉记忆的一般概念；了解记忆的神经生理机制；掌握感觉记忆、短时记忆、

长时记忆的概念和特点。 

教学重点和难点：对不同类型记忆的区分；感觉记忆、短时记忆、长时记忆

的概念和特点。 

 



 3 

第七章  思维和语言（面授 3 学时、自学 9学时） 

    教学内容： 

    7.1  思维的一般概念 

    7.2  思维的种类 

    7.3  语言 

    教学任务： 

    熟悉思维和语言的一般概念；了解思维的各种形式；掌握语言理解和语言产

生的规律。 

教学重点和难点：语言理解和语言产生的规律，问题解决。 

 

第八章  动机（面授 3学时、自学9学时） 

    教学内容： 

    8.1  动机的一般概念 

    8.2  动机的理论 

    8.3  动机的种类 

    教学任务： 

    熟悉动机的一般概念；了解思维的种类；掌握动机的各种理论。 

教学重点和难点：动机的理论。 

 

第九章  情绪和情感（面授 3 学时、自学 9学时） 

    教学内容： 

    9.1  情绪和情感的概述 

    9.2  情绪的理论 

    9.3  情绪的调节 

    教学任务： 

    熟悉情绪和情感的一般概念；了解情绪的各种理论；掌握情绪调节的一般方

法。 

教学重点和难点：情绪的理论与调节。 

 

第十章  能力（面授 3学时、自学9学时） 

    教学内容： 

    10.1  能力的一般概念 

    10.2  能力的种类和结构 

    10.3  能力发展与个体差异 

    教学任务： 

    熟悉情绪和情感的一般概念；了解情绪的各种理论；掌握情绪调节的一般方

法。 

教学重点和难点：情绪理论与情绪调节。 



 4 

第十一章  人格（面授 3学时、自学 9学时） 

    教学内容： 

    11.1  人格的一般概念 

    11.2  人格理论 

    11.3  人格测验 

    教学任务： 

    熟悉人格的一般概念；了解关于人格的各种理论；掌握人格测验的一般方法。 

教学重点和难点：人格的结构和理论；人格测验和人格成因。 

六、教材及参考书目 

    （一）教材 

    彭聃龄主编，《普通心理学》，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 年 

    （二）参考书目 

    1、孟昭兰主编,《普通心理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 年 

2、黄希庭主编,《心理学导论》,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 年 

3、张春兴主编,《现代心理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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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教育学》教学大纲 

一、课程类别      专业必修课 

二、教学目的 

通过对现代教育学的学习，使高师生掌握从事中学教育、教学工作必备的教

育基础理论知识，逐步树立正确、科学的教育观，初步形成运用所学理论知识解

决中学教育、教学实践问题的能力和研究中学教育、教学的能力。 

三、开课对象      心理学专业函授（业余）本科 

四、学时分配 

      总学时：120 其中面授：30 学时  实验：  学时  自学：90 学时 

五、教学内容与基本要求、教学的重点和难点 

    第一章  绪言（面授 2学时、自学 6学时） 

教学内容： 

1.1  教育学的研究对象 

    1.2  教育学产生和发展的阶段 

1.3  教育学的研究方法 

1.4  学习教育学的意义和方法 

    1.5  学习教育学的意义 

1.6  学习教育学的方法 

    教学任务： 

    通过教学，使高师生对教育学这门学科有一个总体认识，了解教育学研究的

对象教育学产生和发展的四个阶段，认识学习教育学的意义，掌握学习教育学的

方法，提高学习教育学的自觉性和积极性。 

教学重点和难点：重点是教育学产生和发展的阶段；学习教育学是掌握教育

规律的有效途径。难点是教育学产生和发展四阶段中的代表人物和代表作；教育

工作中运用教育理论对指导教育实践的重大意义。

 

第二章  教育的概念（面授 2 学时、自学 6学时） 

    教学内容： 

    2.1  教育的质的规定性 

    2.2  教育的基本要素 

    2.3  教育的历史形态 

    教学任务： 

    通过教学，使高师生了解教育的基本概念、质的规定性，构成教育的四大基

本要素，教育产生和发展的三个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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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重点和难点：重点是教育的基本概念、教育的质的规定性、教育的要素、

教育产生和发展的三个阶段。难点是教育的质的规定性，教育产生发展三个阶段

的特点。 

 

第三章  教育与人的身心发展（面授 2学时、自学 6学时） 

    教学内容： 

    3.1  影响人的发展诸因素及其作用 

    3.2  教育要适应年轻一代身心发展的规律 

教学任务： 

通过教学，使高师生了解影响人的身心发展的四个因素：环境、遗传、教育、

主观能动性，了解人的身心发展的特点及其教育因采取的措施。 

教学重点和难点：重点是教育在人的身心发展中的作用；难点是环境、遗传、

教育、主观能动性在人的身心发展中的辨证统一性。 

 

第四章  教育与社会发展（面授 2学时、自学 6学时） 

    教学内容： 

    4.1  教育与社会诸现象的关系 

    4.2  教育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 

    教学任务： 

    通过教学，使高师生了解教育与社会诸现象之间的关系，了解教育在社会主

义现代化建设在所起的巨大的作用。 

教学重点和难点：重点是教育与社会诸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教育在社会主

义现代化建设在所起的巨大的作用。难点是教育与社会诸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 

 

第五章  教育目的（面授 2学时、自学 6学时） 

    教学内容： 

    5.1  教育目的概述 

    5.2  我国的教育目的 

    教学任务： 

    通过教学，使高师生明确教育目的是学校教育活动的基本出发点和归宿，理

解和掌握教育目的的作用、制定依据，明确我国的教育目的和中学的培养目标，

掌握实现教育目的的基本对策；了解教育对社会发展的促进作用。 

教学重点和难点：重点是我国社会主义教育目的的基本含义；教育的功能。

难点是实现教育目的的对策。 

 

第六章  学校教育制度（面授 2学时、自学 6学时） 

    教学内容： 

    6.1  学校教育制度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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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  我国的学校教育制度 

    教学任务： 

    通过教学，使高师生理解和掌握学校教育制度的概念、建立的依据，我国学

校教育制度发展的历史、学制改革的现状、义务教育普及的情况。 

教学重点和难点：重点是学校教育制度的概念、建立的依据、学制改革的现

状、义务教育普及的情况；难点是学制改革的趋势。 

 

第七章  课 程（面授2学时、自学6学时） 

    教学内容： 

    7.1  课程概述 

    7.2  课程计划 

    7.3  课程标准 

    7.4  课程改革 

    教学任务： 

    通过教学，使高师生理解和掌握课程的概念，制约课程的主要因素，了解课

程计划，教学大纲和教材对教学工作的指导意义，学会正确对待和使用教学大纲

和教材。 

教学重点和难点：重点是课程计划、教学大纲和教科书的概念。难点是课程

改革及其趋势。 

 

第八章  教学（上）（面授 2 学时、自学 6学时） 

    教学内容： 

    8.1  教学工作的意义和任务 

    8.2  教学过程 

    8.3  教学原则 

教学任务： 

通过教学，使高师生在理解和掌握教学的意义、任务、规律和原则的基础上，

确立学校工作必须以教学为主和教学工作必须遵循教学规律和原则，为毕业后做

好教学工作奠定理论基础。 

教学重点和难点：重点是教学的意义、任务和原则。难点是教学规律。 

 

第九章  教学（下）（面授 2 学时、自学 6学时） 

    教学内容： 

    9.1  教学方法 

    9.2  中学生学习方法与指导 

    9.3  教学组织形式 

    9.4  教学工作的基本环节 

    9.5  教学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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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学任务： 

    通过教学，使高师生掌握教学方法的概念，明确教学方法对提高教学质量的

重要，培养高师生恰当地选择和运用教学方法的能力，使学生确立明确的重视教

学方法和学法指导的教学观点。理解和掌握教学组织形式、教学工作的基本环节

和教学评价的基本理论知识，尤其是要熟练掌握中学教学工作各个环节的基本要

求和作法，树立重视搞好教学工作全过程的观点，形成从事中学教学工作的基本

技能，初步了解国内外中学教学改革的情况。 

教学重点和难点：重点是中学常用的教学方法，教学组织形式和教学工作的

基本环节。难点是指导中学生学习方法的意义和途径，教学评价。 

 

第十章  德育（上）（面授 2 学时、自学 6学时） 

    教学内容： 

    10.1  德育概述 

    10.2  德育的内容 

    10.3  德育过程 

    教学任务： 

    通过教学，使高师生懂得在中学进行思想品德教育的重要意义，明确中学思

想品德教育的任务和内容，使学生掌握思想品德教育过程的主要特点，从而树立

重视思想品德教育的思想，加强进行思想品德教育的责任感。 

教学重点和难点：重点是思想品德教育的意义、任务和内容。难点是思想品

德教育过程的特点。 

 

第十一章  德育（下）（面授 2学时、自学 6学时） 

    教学内容： 

    11.1  德育原则 

    11.2  德育的途径 

教学任务： 

通过教学，使高师生理解掌握德育的原则、途径和方法的基本知识，在此基

础上，树立从学生实际出发，热爱、尊重、信任学生，坚持正面教育的思想，并

培养学生采用多种形式，通过多种途径，综合运用德育原则的能力。  

教学重点和难点：重点是德育的原则、途径和方法。难点是把德育原则结合

实例进行分析研究。 

 

第十二章  美育（面授 2学时、自学 6学时） 

    教学内容： 

    12.1  美育的意义和任务 

    12.2  美育的过程和原则 

    12.3  美育的途径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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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学任务： 

    通过教学，使高师生理解美育在人的素质发展中的不可替代性，了解审美心

理的形成过程，美育的原则、途径和方法。 

教学重点和难点：重点是美育的意义；美育的途径和方法；难点是学生审美

心理的形成过程、美育的过程。 

 

第十三章  体育（面授 2学时、自学 6学时） 

    教学内容： 

    13.1  体育 

    13.2  卫生 

    教学任务： 

    通过教学，使高师生理解体育的意义、任务、内容、组织形式、体育的过程、

基本要求；学校卫生的主要内容。 

教学重点和难点：重点是体育的意义、任务、体育的过程、基本要求；难点

是体育的过程。 

 

第十四章  班主任（面授 2学时、自学 6学时） 

    教学内容： 

    14.1  班主任工作概述 

    14.2  班集体的培养 

    14.3  班主任工作的内容和方法 

    教学任务： 

    通过教学，使高师生理解班主任工作的意义、任务、对班主任的基本要求；

了解班主任工作的内容和方法；能根据班集体形成发展的规律组织和培养班集

体。 

教学重点和难点：重点是班主任工作的意义、任务、对班主任的基本要求；

班主任工作的内容和方法；班集体形成发展的规律。难点是如何根据班集体形成

发展的规律组织和培养班集体。 

 

第十五章  教师与学生（面授 2学时、自学 6学时） 

    教学内容： 

    15.1  教师职业概述 

    15.2  教师的素质结构 

    15.3  学生的本质属性 

    15.4  中学生的年龄特征与教育 

    教学任务： 

    通过教学，使高师生理解教师的社会地位、作用和劳动特点，在此基础上较

为深刻地认识教师工作的意义，培养热爱教师职业的思想感情，通过对教师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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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的认识，使高师生懂得教师素质的重要性及完善教师素质的途径和方法；通

过教学，使高师生明确中小学生在教育过程中的地位，掌握中学生的年龄特征与

教育的辩证关系，懂得教育工作必须适应并促进学生的身心发展的基本规律，初

步树立正确的学生观。 

教学重点和难点：重点是教师的作用和劳动特点；教育在人的身心发展中的

作用。难点是教师的素质结构；中学生的年龄特征与教育。 

 

六、教材及参考书目 

    （一）教材 

    扈中平主编，《现代教育学》（第 2版），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 年 

    （二）参考书目 

1、王守恒主编，《教育动力论》，人民教育出版社，00 年 

2、南师大教育系主编，《教育学》，人民教育出版社，84 年 

3、邵宗杰主编，《教育学》，华师大出版社，9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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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统计与测量》教学大纲 

一、课程类别    专业必修课 

二、教学目的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在理解统计的基本思想基础上，掌握心理统计学

的计算方法及公式，结合心理学问题能够正确解释计算结果，并能正确理解统计

方法的意义和应用条件，能将统计基本理论和方法运用于心理学实际问题的研究

中，从而提高学生分析问题、判断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为学习心理学专业知

识、研究心理学问题提供科学的工具。验证心理学构想的各种理论,方法和测验.

掌握人类测评的理论,了解心理测量学性质,能够独立进行标准的行为,人格和能

力测验,并在将来发展自己的测评工具,和对新的测评工具作出正确评价。 

三、开课对象    心理学专业函授（业余）本科 

四、学时分配 

      总学时：156其中面授：39 学时  实验：  学时  自学：117 学时 

五、教学内容与基本要求、教学的重点和难点 

    第一章  心理统计学概述（面授 2学时、自学 6学时） 

教学内容： 

1.1  统计方法在心理和教育科学研究中的作用 

    1.2  基本术语 

1.3  统计学的特性和法则 

    教学任务： 

    通过教学，使学生对统计学这门学科有一个总体认识，了解统计学研究的对

象，认识学习统计学的意义，掌握学习统计学的方法，提高学习统计学的自觉性

和积极性。 

教学重点和难点：重点是统计学的研究对象和作用是什么？心理实验数据的

特点，统计学的特点和遵循的法则；难点是理解统计学的思想内涵。 

 

第二章  数据资料的整理和描述方法（面授 2学时、自学 6学时） 

    教学内容： 

    2.1  心理统计学中的研究方法 

    2.2  测量水平 

    2.3  统计表 

    2.4  统计图 

    2.5  频数分布表与频数分布图 

    教学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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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教学，使学生了解统计学中的基本研究方法、如何制作统计表与统计图，

学会制作频数分布表与频数分布图。 

教学重点和难点：重点是测量水平的度量,各种统计图的适用条件与制图要

点, 频数分布表和频数分布图的编制。难点是掌握各类量尺的特点，频数分布表

的编制。 

 

第三章  集中趋势的度量（面授 2学时、自学 6学时） 

    教学内容： 

    3.1  算术平均数 

    3.2  中数 

    3.3  众数 

    3.4  平均数、中数、众数之间的关系和比较 

教学任务： 

通过教学，使学生了解平均数、中数、众数的概念与适用范围，了解平均数、

中数、众数之间的关系。 

教学重点和难点：重点是平均数，中数和众数的定义及各自的公式及适用条

件；难点是掌握不同平均数及各集中量数的计算公式及适用条件，理解平均数、

中数、众数之间的关系。 

 

第四章  离中趋势的度量（面授 2学时、自学 6学时） 

    教学内容： 

    4.1  离散性质 

    4.2  离中趋势的度量 

    教学任务： 

    通过教学，使学生了解测量数据所体现的离散性质，掌握度量数据离中趋势

的方法。 

教学重点和难点：重点是方差和标准差的计算公式、意义和应用。难点是各

种差异量数的意义及适用的数据资料。 

 

第五章  相关分析（面授 2学时、自学 6学时） 

    教学内容： 

    5.1  相关的基本概念 

    5.2  常用相关分析方法及其计算 

    5.3  质与量相关 

    教学任务： 

    通过教学，使学生明确各种相关的计算方法和适用条件，理解相关系数的意

义，学会解释相关系数的计算结果。 

教学重点和难点：重点是掌握积差相关和斯皮尔曼等级相关的计算方法和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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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条件，点二列相关和二列相关的区别。难点是掌握各种相关系数的正确使用方

法及计算公式。 

 

第六章  概率和概率分布（面授 2学时、自学 6学时） 

    教学内容： 

    6.1  概率的基本概念 

    6.2  概率的定理 

    6.3  二项分布 

    6.4  正态分布 

    6.5  样本分布 

    教学任务： 

    通过教学，使学生理解和掌握了解概率的定义及性质及概率的思想，掌握几

种概率分布的特点。 

教学重点和难点：重点是理解正态分布，平均数样本分布的意义；难点是正

态分布的概念、计算及应用。 

 

第七章  总体参数估计（面授 3学时、自学 9学时） 

    教学内容： 

    7.1  均值的点估计、区间估计与标准误 

    7.2  总体平均数的估计 

    7.3  标准差与方差的区间估计 

    7.4  相关系数的区间估计 

    7.5  比例数的区间估计 

    教学任务： 

    通过教学，使学生理解和掌握点估计和区间估计的概念、意义及关系，学会

各参数区间估计的计算方法及解释。 

教学重点和难点：重点是平均数区间估计的计算和应用。难点是理解点估计，

区间估计的意义和应用。 

 

第八章  假设检验的基本原理和程序（面授 3学时、自学 9学时） 

    教学内容： 

    8.1  提出待检验的假设 

    8.2  确定被检验的统计量的样本分布 

    8.3  选择检验的显著性水平和临界区 

    8.3  计算被检验统计量的值并作出结论 

教学任务： 

通过教学，使学生在理解和掌握统计检验的基本原理和统计检验的过程。 

教学重点和难点：重点是理解假设检验中的两类错误。难点是单侧检验与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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侧检验的区别，临界值及应用。 

 

第九章  假设检验（面授 3学时、自学 9学时） 

    教学内容： 

    9.1  平均数的显著性检验 

    9.2  平均数差异的显著性检验 

    9.3  方差的差异检验 

    9.4  相关系数的显著性检验 

    教学任务： 

    通过教学，使学生掌握假设检验的各种条件的公式和对检验结果的解释。 

教学重点和难点：重点是样本统计量与总体参数的差异检验及两个样本统计

量之间的差异检验的方法。难点是理解各种假设检验的适用条件。 

 

第十章  方差分析（面授 3学时、自学 9学时） 

    教学内容： 

    10.1  方差分析原理 

    10.2  单因素方差分析 

    10.3  双因素方差分析 

    教学任务： 

    通过教学，使学生懂得方差分析的基本原理及计算步骤。 

    教学重点和难点：重点是不同实验设计的方差分析原理及计算步骤。难点是

掌握完全随机设计和随机区组设计的方法及适用的条件。 

 

第十一章  心理测量学的性质（面授 3学时、自学 9学时） 

    教学内容： 

    11.1  心理测量学的主旨 

11.2  什么是心理测验 

    11.3  心理测验的类别 

11.4  心理测验的用途 

11.5  心理测验的发展 

教学任务： 

通过教学，使学生理解掌握心理测量学的主旨，在此基础上，理解心理测验

的类别和用途。掌握心理测验发展的历史脉络。 

    教学重点和难点：测验及用途。 

 

第十二章  常模和测验分数的意义（面授 3 学时、自学 9学时） 

    教学内容： 

    12.1  测量的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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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2  基本统计原理 

    12.3  频率分布 

    12.4  分布描述 

    12.5  相关与回归 

    12.6  常模 

    教学任务： 

    通过教学，使学生理解常模和测验分数的意义。 

教学重点和难点：分数转换的意义,常模的建立。 

 

第十三章  信度和效度（面授 3学时、自学 9学时） 

    教学内容： 

    13.1  信度和效度的性质与原理 

    13.2  信度和效度的种类 

    13.3  影响信度和效度的因素 

    13.4  信度系数的解释 

    教学任务： 

    通过教学，使学生理解信度和效度的的性质、原理、种类和影响因素。 

    教学重点和难点：真分数模型,信度估计方法；多元回归,效度系数的应用。 

 

第十四章  测验的编制与实施（面授 3学时、自学 9学时） 

    教学内容： 

    14.1  测验编制的基本程序 

    14.2  题目类型 

    14.3  测验实施与记分 

    教学任务： 

    通过教学，使学生理解测验编制的基本程序，如何选择题目的类型，掌握测

验实施与记分的方法。 

    教学重点和难点：测验的记分方法。 

 

第十五章  心理测验（面授 3 学时、自学 9学时） 

    教学内容： 

    15.1  能力测验 

    15.2  人格测验 

    15.3  兴趣,态度与价值测验 

    15.4  心理测验的应用 

    教学任务： 

    通过教学，使学生理解各种心理测验，并能够对所学得的各种测验进行应用。 

教学重点和难点：个体差异的诊断，智力及其本质，投射测验的效度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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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趣与职业测量，测验的误用与滥用,心理学家的职业道德标准。 

 

六、教材及参考书目 

    （一）教材 

张厚粲等著，《现代心理与教育统计学》，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年 

    戴海崎，张锋等主编，《心理教育测量》，暨南大学出版社，1999 年 

    （二）参考书目 

    1、张敏强主编，《教育与心理统计学》，人民教育出版社，2002 年 

2、甘怡群等主编,《心理与行为科学统计》，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年 

3、邵志芳主编，《心理与教育统计学》，上海科学普及出版社，2004 年 

4、金瑜主编，《心理测量》，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年 

5、宋维真，张瑶编著，《教育与心理测量》，科学出版社，1988 年 

6、漆书青，戴海崎，丁树良编著，《现代教育与心理测量学原理》，江西

教育出版社  1998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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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体解剖生理学》教学大纲 

一、课程类别      专业必修课 

二、教学目的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学员应掌握人体各部分的基本结构、形态和位置；机体

各系统、器官正常的生理功能。了解人体结构与功能、人体与环境的关系以及人

体功能活动的一般规律。掌握本课程的基本知识和术语。 

三、开课对象    心理学专业函授（业余）本科 

四、学时分配 

      总学时：156 其中面授：39 学时  实验：  学时  自学：117 学时 

五、教学内容与基本要求、教学的重点和难点 

    第一章  绪论（面授 2学时、自学 6学时） 

    教学内容： 

    人体解剖生理学的研究对象、任务、研究方法及与医药科学的关系。 

    教学任务： 

    了解人体解剖生理学的研究对象和任务。 

    教学重点和难点：人体解剖生理学的研究对象。 

 

第二章  细胞和基本组织（面授 2学时、自学 6学时） 

    教学内容： 

    2.1  细胞 

    2.2  基本组织 

    教学任务： 

    通过教学，使学生了解细胞的基本形态结构，上皮组织的一般特点、分类及

功能，骨骼肌、心肌形态结构特点，神经元的形态结构、化学性突触的光、电镜

下结构。 

教学重点和难点：各种上皮细胞的的结构特点、主要分布与功能；疏松结缔

组织中主要细胞成分。 

 

第三章  人体各主要系统的解剖（面授 3学时、自学 9学时） 

    教学内容： 

    3.1  概述 

    3.2  运动系统 

    3.3  消化系统 

    3.4  呼吸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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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  泌尿系统 

    3.6  生殖系统 

    3.7  循环系统 

    3.8  神经系统 

    3.9  皮肤 

教学任务： 

通过教学，使学生了解人体的解剖方位及术语，掌握人体标准姿势、轴、面

和方位等解剖学术语，了解人体八大系统的构造、分类和功能。  

教学重点和难点：关节的基本结构；骨骼的分部与组成；肌的形态与功能、

全身肌的分布；消化管各段的解剖和组织特点；呼吸系统的组成；肾的形态和位

置，肾单位的组织结构；生殖系统的组成、功能；心、血管系统和淋巴系统的组

成、功能；神经系统的组成；皮肤的组织结构特点和附属器。  

 

第四章  人的基本生理功能（面授 2学时、自学 6 学时） 

    教学内容： 

    4.1  细胞的生理功能 

    4.2  生理功能的调节 

    教学任务： 

    通过教学，使学生了解刺激、兴奋、刺激阈和兴奋性的概念；细胞膜的物质

转运方式；静息电位和动作电位的概念及产生机制，掌握神经调节；体液调节、

自身调节、自身调节的机制；内环境与稳态；反馈的概念。  

教学重点和难点：兴奋在同一细胞上的传播；前负荷、后负荷对肌肉收缩的

影响。内环境理化性质相对恒定的重要意义；人体功能活动的调节方式。  

 

第五章  血液（面授 3学时、自学9学时） 

    教学内容： 

    5.1  血液的组成与特性 

    5.2  血细胞的形态和生理 

    5.3  血液凝固和止血 

    5.4  血型和输血 

    教学任务： 

    通过教学，使学生明确血液的组成及功能，理解红细胞、白细胞、血小板的

形态、正常值和生理功能；掌握凝血过程、输血的原则。  

教学重点和难点：血液的理化特性；血浆渗透压的组成，正常值及作用；血

液的 pH 值；红细胞生成的调节与破坏；纤维蛋白溶解及生理意义；ABO 血型系

统；Rh 血型系统。 

 

第六章  循环系统生理（面授 3学时、自学 9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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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学内容： 

    6.1  心脏生理 

    6.2  血管生理 

    6.3  心血管活动的调节 

    6.4  血量的调节 

    6.5  器官循环 

    教学任务： 

    通过教学，使学生理解和掌握心的泵血功能、心肌细胞的生物电现象、心肌

的生理特性、体表心电图的特点；各类血管的功能特点、血流量、血流阻力和血

压、微循环、组织液的生成及淋巴循环；神经调节与体液调节；血量及其调节；

冠状循环与脑循环的特点。 

教学重点和难点：血液在心脏内的单方向流动及其原理；心电图各波的意义；

动脉血压的概念、正常值、生理变异、形成原理及影响因素；心脏的神经支配与

血管的神经支配；血量的调节；冠状循环的血流特点。  

 

第七章  呼吸生理（面授 3学时、自学 9学时） 

    教学内容： 

    7.1  概述 

    7.2  肺通气 

    7.3  气体交换和运输 

    7.4  呼吸运动的调节 

    教学任务： 

    通过教学，使学生理解和掌握呼吸的概念与过程；肺通气的动力与阻力、肺

容量和肺通气量；气体交换与气体在血液中的运输；呼吸中枢与呼吸节律，呼吸

的调节。 

教学重点和难点：呼吸的概念；呼吸的三个环节；肺通气量，胸内压的形成

及变化；影响肺换气的因素；呼吸的化学性反射调节。  

 

第八章  消化系统生理（面授 3学时、自学 9学时） 

    教学内容： 

    8.1  概述 

    8.2  消化道的运动 

    8.3  消化液的分泌 

    8.4  吸收 

教学任务： 

通过教学，使学生理解和掌握消化、吸收的概念和消化的方式，消化管平滑

肌的生理特性，消化腺及其分泌，消化道的神经支配和胃肠激素。 

教学重点和难点：消化和吸收的概念；胃的运动形式；胃液、胰液和胆汁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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泌的调节；糖、蛋白质、脂肪的吸收形式和途径。 

 

第九章  能量代谢与体温（面授 3学时、自学 9学时） 

    教学内容： 

    9.1  能量代谢 

    9.2  正常体温及其波动 

    9.3  体温调节 

    教学任务： 

通过教学，使学生掌握能量的来源和利用，影响能量代谢的因素，基础代谢

率；体温及其相对稳定的意义，体温的正常波动；产热过程与散热过程，温度感

受器，体温调节中枢。 

    教学重点和难点：影响能量代谢的因素；正常体温及其波动范围；体温调节

过程。 

 

第十章  尿的生成与排出（面授 3学时、自学 9学时） 

    教学内容： 

    10.1  肾的功能解剖与血液供应 

    10.2  尿的生成过程 

    10.3  肾的浓缩和稀释功能 

    10.4  肾对机体水盐代谢的调节 

    10.5  尿的排放 

    教学任务： 

    通过教学，使学生懂得肾的功能解剖和肾的血液循环及其功能特点；肾小球

的滤过功能，肾小管、集合管的转运功能；尿液浓缩的结构基础；肾在保持水平

衡中的作用，肾在保持体内电解质平衡中的作用；膀胱与尿道的神经支配，排尿

过程。 

    教学重点和难点：肾脏的血液循环特征；肾小球的滤过机能；抗利尿激素和

醛固酮的作用和分泌调节；排尿反射。 

 

第十一章  神经系统（面授 3 学时、自学 9学时） 

    教学内容： 

    11.1  神经元活动的一般规律 

11.2  反射中枢活动的一般规律 

    11.3  神经系统的感觉功能 

11.4  神经系统的躯体运动功能 

11.5  神经系统对内脏活动的调节 

11.6  脑的高级功能和脑电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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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任务： 

通过教学，使学生理解掌握神经元之间相互作用的方式；反射中枢，中枢的

兴奋与抑制；丘脑、大脑和内脏的感觉功能；神经系统对躯体运动的调节；神经

系统对内脏活动的调节；条件反射，学习与记忆，大脑皮质的电活动与睡眠。  

教学重点和难点：中枢神经递质的种类；反射的概念和反射弧的组成；特异

性投射系统及非特异性投射系统的概念和功能；脊休克、腱反射及肌紧张的形成；

植物性神经系统神经末梢释放的递质及其受体；第一信号系统和第二信号系统的

概念。 

 

第十二章  感觉器官（面授 3 学时、自学 9学时） 

    教学内容： 

    12.1  概述 

    12.2  视觉器官—眼 

    12.3  位听觉器官—耳 

    教学任务： 

    通过教学，使学生理解感受器、感觉器官的定义和分类，感受器的一般生理

特性；眼的结构与功能；耳的结构与功能。 

    教学重点和难点：感受器的一般生理特性；眼球壁分层和特点；鼓膜的位置、

形态。 

 

第十三章  内分泌（面授 3学时、自学 9学时） 

    教学内容： 

    13.1  激素 

    13.2  垂体 

    13.3  甲状腺 

    13.4  甲状旁腺和甲状腺 C 细胞 

    13.5  肾上腺 

    13.6  胰岛 

    教学任务： 

    通过教学，使学生理解激素的分类与作用机制；垂体结构和功能；腺垂体分

泌的激素，生长素的生理作用；甲状腺的结构和作用；甲状旁腺激素、降钙素、

维生素 D3 的生理作用和分泌调节；胰岛的形态与结构，胰岛素的生物学作用及

其分泌调节。 

    教学重点和难点：激素的概念和化学分类；神经垂体释放的激素；甲状腺激

素的作用；甲状旁腺激素、降钙素、维生素 D3 的生理作用；糖皮质激素的主要

生理功能；下丘脑-垂体-肾上腺皮质轴；胰岛素的生理作用及分泌调节。 

第十四章  生殖（面授 2学时、自学 6学时） 

    教学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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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1  女性生殖 

    14.2  男性生殖 

    教学任务： 

    通过教学，使学生理解卵巢的功能，子宫内膜的周期性变化，卵巢功能和月

经周期激素分泌的调节，妊娠与分娩；生精作用，内分泌功能。 

教学重点和难点：卵泡的发育、成熟与排卵；内分泌功能。 

 

六、教材及参考书目 

    （一）教材 

    左明雪主编,《人体解剖生理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 年 

    （二）参考书目 

    1、Sylvia S. Mader 主编，《人体解剖生理学》(第 4 版)(影印版),北京高

等教育出版社,2004 年 

2、《人体解剖生理学》，北京师范大学、东北师范大学、南京师范大学、杭

州大学编.高等教育出版社,1982 年 

3、《人体解剖生理学》（第二版），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师范大学、东北师

范大学、南京师范大学、杭州大学编,199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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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心理学》教学大纲 

一、课程类别    专业必修课 

二、教学目的 

1、通过学习，使学生了解社会心理学的基本理论体系和学科框架，理解社

会心理学的一些基本知识，掌握社会心理学的基本概念和基本规律。 

2、通过学习，使学生能够对现实生活中的社会心理现象进行科学的理解与

分析，并能运用社会心理的知识提高自己的社会交往能力。 

3、通过学习，使学生在获得系统的科学知识的前提下，能够更有效地学习

应用心理学的其他学科的专业知识。 

三、开课对象    心理学专业函授（业余）本科 

四、学时分配 

      总学时：132 其中面授：33 学时  实验：  学时  自学：99 学时 

五、教学内容与基本要求、教学的重点和难点 

第一章  绪论（面授 3学时、自学9学时） 

教学内容： 

1.1 社会心理学的研究方法 

1.2 社会心理学的任务 

1.3 社会心理学研究的对象 

教学任务： 

了解社会心理的研究对象和研究任务；理解社会心理学同母体学科的关系；

了解学习社会心理学的意义；掌握社会心理学的独特的研究方法。 

    教学重点和难点：社会心理学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 

 

第二章  社会心理学发展简史及其理论学派（面授 3学时、自学 9学时） 

    教学内容： 

    2.1  社会心理学的产生 

2.2  社会心理学的主要理论学派 

2.3  现代社会心理学发展状况 

教学任务： 

了解社会心理学的产生及其发展的；理解五大派别的各自特色及代表人物；

掌握五派别的主要社会心理基本观点。 

教学重点和难点：五大派别的各自特色，五大派别的主要社会心理基本观点。 

第三章  个体的社会化（面授 4学时、自学 12 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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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学内容： 

    3.1  社会化的概述 

    3.2  社会化的因素 

    3.3  社会角色的获得 

    3.4  关于道德社会化的理论 

教学任务： 

通过教学使学生了解社会化的含义与基本特征；掌握社会化的因素；理解社

会角色的获得和道德社会化的三大理论。 

教学重点和难点：社会化的含义及内容；影响个体社会化的因素；角色扮演；

道德社会化的精神分析理论、认识理论、社会学习理论 

 

第四章  自我意识（面授 3学时、自学 9学时） 

    教学内容： 

    4.1  自我意识的概述 

4.2  自我意识的心理成份 

4.3  对人关系中的自我表现 

    教学任务： 

    了解自我意识的概念和种类；掌握自我认识和评价的方法；掌握影响对人关

系自我表现的因素。 

教学重点和难点：自我的种类，自我意识的基本特征，自我意识的功能；自

我意识的心理成分；影响对人关系中自我表现的因素；自我防卫的种类。  

 

第五章  社会知觉与印象管理（面授 4学时、自学 12 学时） 

    教学内容： 

    5.1  社会知觉的概述 

    5.2  影响社会知觉的因素 

    5.3  社会知觉中的若干效应 

5.4  社会知觉的归因理论 

5.5  印象管理 

教学任务： 

了解社会知觉的概念及种类；掌握社会知觉的影响因素；理解社会知觉的偏

差；掌握社归因的概念、归因的原则及偏差。 

教学重点和难点：社会知觉的种类；社会知觉中的若干效应（首因效应、近

因效应、晕轮效应、投射效应、仁慈效应、社会刻板效应）；社会知觉的归因理

论（归因的种类、根据线索进行归因的原则）； 

 

第六章  态度及其改变（面授 3学时、自学 9学时） 

    教学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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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  态度的概述 

    6.2  态度的改变 

    6.3  态度的测量 

教学任务： 

通过教学，使学生了解态度的概念、成份、功能及同行为的关系；掌握改变

态度的方法和测量的方法。 

教学重点和难点：态度的特性、态度的功能；态度与行为的关系；改变态度

的过程模式、改变态度的方法。 

 

第七章  侵犯与亲社会行为（面授 3学时、自学 9 学时） 

    教学内容： 

    7.1  侵犯及其控制 

    7.2  亲社会行为 

    教学任务： 

    掌握侵犯行为与利他行为的含义、产生的原因；理解侵犯行为的控制、利他

行为的模式和培养。 

教学重点和难点：产生的原因、侵犯行为的控制；影响亲社会行为的因素、

亲社会行为的培养。 

 

第八章  人际影响（面授 4学时、自学 12 学时） 

    教学内容： 

    8.1  社会助长与干扰 

    8.2  从众 

    8.3  服从 

    8.4  依从 

教学任务： 

通过学习，使学生了解人际影响、社会干扰、从众、服从、依从的概念；掌

握从众产生的原因、影响从众、服从、依从的因素。  

教学重点和难点：影响社会助长的因素；从众行为产生的原因、影响从众行

为的因素；服从原因；诱导他人依服的技术。  

 

第九章  人际关系与沟通（面授 3学时、自学 9学时） 

    教学内容： 

    9.1  人际关系 

    9.2  人际关系的测量 

    9.3  人际沟通 

    教学任务： 

通过教学，使学生了解人际关系、人际沟通的概念人际沟通的种类；理解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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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人际关系、人际沟通的因素；掌握人际关系的测量方法。 

教学重点和难点：影响人际吸引的因素；影响人际沟通的因素、有效的沟通

方法。 

 

第十章  群体心理（面授 3学时、自学 9学时） 

    教学内容： 

    10.1  群体心理的概述 

    10.2  群体心理若干问题的研究 

    10.3  大众心理现象 

    教学任务： 

    通过教学，使学生了解群体的含义、分类；掌握群体规范、内聚力、士气、

时尚、流言概念；理解群体规范、群体决策的作用、流言产生的原因；掌握内聚

力与士气的含义影响因素及其在社会心理现象中作用。  

教学重点和难点：时尚产生的原因分析；流言产生原因分析。  

 

六、教材及参考书目 

    （一）教材 

    时蓉华著，《社会心理学》，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 年 

    （二）参考书目 

    1、沙莲香主编，《社会心理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2 年 

2、朱启臻，张春明主编，《社会心理学原理及其应用》，中国社会出版社, 

2000 年 

3、侯玉波编著，《社会心理学》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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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心理学》教学大纲 

一、课程类别    专业必修课 

二、教学目的   

实验心理学的开设是为了使学生学会如何进行心理实验和研究。在教学中要

使学生掌握心理实验设计的原则、方法操作等与此有关的问题，达到能独立进行

一般的心理实验设计及操作、分析的水平，提高学生的科研能力成为心理学队伍

中的骨干力量。 

三、开课对象    心理学专业函授（业余）本科 

四、学时分配 

      总学时：120 其中面授：30 学时  实验：  学时  自学：90 学时 

五、教学内容与基本要求、教学的重点和难点 

    第一章  绪论（面授 3学时、自学 9学时） 

    教学内容： 

    1.1  实验心理学的一般问题 

    1.2  心理物理学 

    1.3  心理实验及其类型 

教学任务： 

通过本章的学习，使学生了解实验心理学的研究对象与任务，弄清实验心理

学的建立与发展过程。心理实验及其类型。 

教学重点和难点：实验心理学的对象与任务；心理物理学研究的问题（绝对

阈限、差别阈限、等量、感觉距离、感觉对比、刺激顺序、刺激量的评定）；心

理物理学方法；心理实验的基本形式；心理实验的类型。 

 

第二章  心理实验设计（面授 3学时、自学 9学时） 

    教学内容： 

    2.1  心理实验研究的程序 

2.2  心理实验中的自变量与因变量 

2.3  心理实验中的无关变量及其控制 

2.4  实验设计类型及方案 

2.5  实验研究的效度 

    教学任务： 

    通过本章的学习，使学生明确心理实验研究的程序，心理实验中的自变量与

因变量及控制，无关变量及控制。心理实验设计类型及方案的设定及实验研究的

效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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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重点和难点：韦伯定律；测量感觉阈限的方法（最小变化法、恒定刺激

法、平均差误法）；信号检测论、信号检测实验方法。心理学实验研究的程序。

实验研究的效度及自变量与因变量的控制。 

 

第三章  心理物理学方法（面授 3学时、自学 9学时） 

    教学内容： 

    3.1  感觉阈限的测量 

    3.2  信号检测论和心理物理实验 

    3.3  心理量表 

    教学任务： 

    通过本章的学习，使学生了解什么是心理物理学方法，明确感觉阈限的性质

及测量方法。了解信号检测论的有关知识。掌握心理量表的类型及制作方法并能

够进行具体操作。明确对数定律和幂定律的概念及关系。 

教学重点和难点：感觉阈限的测量方法（最小变化法、恒定刺激法、平均差

误法）；信号检测论。 

 

第四章  反应时间（面授 3学时、自学 9学时） 

    教学内容： 

    3.1  反应时间实验举样 

    3.2  测量反应时所用的仪器和方法 

    3.3  响反应时的因素 

    3.4  选择反应时 

    3.5  反应时技术和应用 

    教学任务： 

通过本章的学习，使学生了解测量反应时应注意的事项，掌握测量反应时所

用的一般仪器的使用方法，并能实际操作。了解影响反应时间的因素，明确反应

时的技术与应用。 

教学重点和难点：测量反应时所用仪器的使用方法；反应时技术与应用。 

 

第五章  听觉实验（面授 3学时、自学 9学时） 

    教学内容： 

    4.1  听觉刺激 

4.2  听觉现象及测定 

4.3  听觉空间知觉 

4.4  语音知觉 

    教学任务： 

    通过本章的学习，使学生了解有关听觉刺激的知识，明确听觉现象有及测定

的有关内容，掌握语音知觉及实验。 



 29 

教学重点和难点：听觉现象及测定（音高、响度、声音的掩盖、疲劳与适应、

声音的相互作用）。语音知觉及实验（清晰度、可懂度）。 

 

第六章  视觉实验（面授 3学时、自学 9学时） 

教学内容： 

视觉刺激 

    教学任务： 

    通过本章的学习，使学生和了解有关视觉刺有关知识，明确视觉实验应注意

的各种因素及克服方法。 

教学重点和难点：视觉实验应注意的因素及克服方法。 

 

第七章  颜色视觉实验（面授 3学时、自学 9学时） 

    教学内容： 

    7.1  光与颜色 

    7.2  各种颜色视觉现象 

7.3  颜色混合与标定 

7.4  颜色的测量和标定系统 

7.5  颜色知觉 

    教学任务： 

    通过本章的学习，使学生了解有关颜色视觉的知识和各种颜色视觉现象。明

确颜色混合的规律及颜色的测量和标定。了解颜色视觉实验的有关内容。 

教学重点和难点：颜色混合规律及颜色的测量和标定。 

 

第八章  形状知觉（面授 3学时、自学 9学时） 

    教学内容： 

    8.1  知觉研究的复杂性 

    8.2  轮廓、图形与背景 

    8.3  图形的识别 

    8.4  错觉和后效 

教学任务： 

通过本章的学习，使学生了解有关形状知觉的基本理论与知识，明确图形与

背景间的关系，掌握图形规则阈限的研究方法。了解有关错觉的基础知识及基本

理论。 

教学重点和难点：图形与背景间的关系、掌握图形规则阈限的研究方法；错

觉。 

 

第九章  深度与运动知觉实验（面授 3学时、自学 9学时） 

    教学内容： 



 30 

    9.1  深度知觉线索 

    9.2  深度知觉的准确性 

9.3  大小与距离知觉 

9.4  视运动知觉 

    教学任务： 

通过本章的学习，使学生了解深度知觉实验的有关知识，及深度知觉的影响

因素。掌握有关的实验和理论。 

    教学重点和难点：深度知觉线索。深度知觉的准确性。 

 

第十章  学习与记忆实验（面授 3学时、自学 9学时） 

    教学内容： 

    10.1  学习实验的一般问题 

    10.2  学习实验简介 

    10.3  学习实验设计程序及学习进程的描述 

    教学任务： 

    通过本章的学习，使学生了解有关学习实验与研究的基本知识，掌握学习实

验设计程序及学习进程描述的方法。 

教学重点和难点：学习实验设计程序；学习程序描述的方法。 

 

六、教材及参考书目 

    （一）教材 

    朱滢主编，《实验心理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年 

    （二）参考书目 

    1、郭秀艳主编，《实验心理学》，人民教育出版社，2004 年 

2、孟庆茂，常建华主编，《实验心理学》，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 年 

3、杨治良主编，浙江教育出版社，《实验心理学》，1998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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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心理学》教学大纲 

一、课程类别  专业必修课 

二、教学目的 

1、教育心理学的教学目的，是使学生掌握教育过程中的一些心理现象及规

律，并能在理解的基础上应用这些规律去解决实际工作中遇到的一些问题，提高

自己的教育和教学能力，成为教育战线上的骨干力量。 

    2、注重实际应用。学生学习教育心理学的目的主要在于：要用教育心理学

的有关理论来指导教学实践。那么就要求教师在教学中，要紧密联系教学实际，

将理论的讲解与理论的实际应用结合起来，使学生能真正学会该理论的使用方

法。 

3、提高教育能力。通过对教育心理学各章节的学习，要使学生能获得适应

将来教学环境的知识和能力，为未来教育、管理、教学、科研等工作打下坚实的

基础，使学生成为未来的教育专家。  

三、开课对象    心理学专业函授（业余）本科 

四、学时分配 

      总学时：120其中面授：30 学时  实验：  学时  自学：90 学时 

五、教学内容与基本要求、教学的重点和难点 

第一章  绪论（面授 3 学时、自学9学时） 

教学内容： 

1.1  教育心理学的性质、作用、历史和方法 

1.2  教育与心理发展 

1.3  教育心理学的主要派别 

    教学任务： 

    通过本章学习，应使学生了解教育心理学是一门什么样的学科，明确其研究

对象、学科性质、研究任务、主要的研究方法，弄清教育心理学产生的历史及现

状，掌握教育心理学发展中各派别的基本观点及区别。  

    教学重点和难点：教育心理学的学科性质及研究对象；各个流派的区别。  

 

第二章  学习心理（面授 3 学时、自学 9学时） 

    教学内容： 

    2.1  学习的概述 

2.2  学习的分类 

2.3  学习理论简介 

    教学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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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本章的学习，使学生深刻理解学习的基本概念，了解有关学习的几种有

代表性的基本理论。并能够运用一些基本的教学策略。 

教学重点和难点：学习理论简介。一些教学策略的理解、掌握和运用。 

 

第三章  学习的迁移（面授 3 学时、自学 9学时） 

    教学内容： 

    3.1  迁移的概述 

    3.2  有关迁移的理论和研究 

    3.3  影响迁移的因素 

    3.4  促进学习迁移的教学原则 

    教学任务： 

通过本章的学习，使学生了解学习迁移的基本概念、类型及其理论，明确影

响学习迁移的条件，掌握促进学习迁移的教学原则和方法。 

教学重点和难点：迁移理论和影响迁移的条件；如何促进学习的迁移。 

 

第四章  学习动机（面授 3学时、自学 9学时） 

    教学内容： 

    4.1  学习动机的概述 

4.2  学习动机理论 

4.3  影响学习动机形成的因素 

4.4  学习动机的培养和激发 

    教学任务： 

    通过本章的学习，使学生了解学习动机的基本概念和基本理论，并在此基础

上掌握培养与激发学生学习动机的有效方法，并能在实际教学情境下适当运用。 

教学重点和难点：学习动机的理论；学习动机培养与激发的实际运用。 

 

第五章  知识技能的掌握（面授 3学时、自学 9学时） 

    教学内容： 

    5.1  概念学习 

    5.2  原理的学习 

    5.3  技能学习 

    教学任务： 

    通过本章的学习，使学生了解概念学习、规则学习及认知技能学习的方式；

懂得技能与知识的关系；理解概念形成、概念同化、认知技能以及动作技能学习

的心理过程；明确记忆信息三个加工系统的特点及记忆策略；掌握提高概念教学

效果的有效方法。 

教学重点和难点：知识技能学习的过程；影响学生概念学习的因素与克服。 

 



以上内容仅为本文档的试下载部分，为可阅读页数的一半内容。如

要下载或阅读全文，请访问：https://d.book118.com/99705114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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