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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课程目标、培养目标以及毕业要求的指导与制约。

一 是 要 完 善 课 程 内 容 。 围 绕 “ 双 证 ” 导 向 ， 加 强 学

生道德教育。依照学生身心以及认知发展的特点与规律，

增设心理辅导章节，例如心理健康概述、常见心理辅导方

法、常见心理问题及解决策略等。

二是要优化课程内容体系。教育心理学课程内容体系

的编排，应从四个维度进行：学生心理、学习心理、教师

心理和教学心理。在每个维度下再设置具体的相关章节，

为了保证章节设置的科学性、系统性，同时便于学生对知

识的建构，应遵循“逐渐分化、整合协调”的原则，使学

科知识形成结构化、系统化、网络化的整体，促进学生知

识的掌握与应用。在课程内容体系的系统化、完善化的同

时，也应根据前沿研究、时代要求，不断更新、完善相应

课程内容。教育的根本任务是立德树人，在保障内容体系

完善、更新的同时，也要确保学生品行的培养，在课程内

容中恰当地嵌入思政元素，进行思政化教育，培养合格的

社会主义建设者。

2、丰富教学方式方法

围绕“双证”导向标准，以教师教学、学生学习为中

心，丰富教学方法，以教促学。教学过程是教学内容在师

生之间转化的过程，它既是教师对课程内容的传授过程，

也是学生对知识建构、内化和理解的过程。教育教学过程

中，涉及教师、学生两个主体，教育教学最终的落脚点是

学生的学习与成长，教学的方法影响学生的学习与学生成

长的速度与高度，而面对教育心理学课程容量大、内容抽

象、学生缺乏积极性等不利现状，教学方法的丰富革新就

十分必要。

围绕“双证”导向标准，教学方法的丰富革新应以教

师教学、学生学习为中心开展相关工作。

一 是 传 统 讲 授 法 、 夯 实 基 础 。 讲 授 法 适 用 于 基 本 概

念、原理原则等比较抽象的理论性内容。例如学习理论、

心理发展理论、学习动机理论等部分内容，这些内容比较

抽象，学生难于理解内化，就需要老师采用传统讲授法精

讲细讲。

二 是 体 验 式 教 学 法 ， 进 行 体 验 、 增 进 认 知 。 体 验 式

教学法是融合角色扮演、讨论合作法等多种教学方法于一

体的综合教学方法。该教法强调学生的心理体验，适用于

心理健康教育。一般分为三步，即设置问题情境；角色扮

演，体验感受，尝试问题解决策略并组织同学讨论；总结

与感受分享。

三是试教法，提升学生师范素质。试教法适用于教育

心理学中“影响因素、策略”等知识的教学，对于这些易

于理解的知识点，可以让学生提前准备，随堂进行5-10分

钟的微课后，再由教师进行点评。该教法能促进学生学习

的主动性、言语表述能力与实际教学能力。

四是案例教学法。运用所学知识点、利用典型案例，

培养师范生对教育问题的分析、反思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从而能够有效地促进师范生的专业发展。该教法主要的步

骤为：知识点→案例→学生讨论分析→教师点评。

五是组建学习共同体——探究、发现性学习。学习共

同体是建构主义学习理论提出的理念，一般是由6个左右的

学生组成一个学习小团体，就某个问题进行讨论、争鸣，

最后形成共同的意义建构。该法有助于学生学习积极性的

提高，同时有助于学生学会思考、勇于探索。

3、注重发展性评教

围绕“双证”导向标准，以学生评教、教师评学为两

翼，注重发展性评教，以评带教，以评促学。教学评价具

有以评带教、以评促学的作用，对教育教学有重要影响。

基于“双证”导向标准，灵活多样性的综合评教就十分必

要，通过网络平台进行“教师评学、学生评教、教师自评

与学生自评”来促进师生的积极性、自主性，形成师生共

进、教学相长的良好教学生态。评教中既要关注结果，又

要注重过程。针对教育心理学的教学评价过度关注结果性

评价而忽视发展性评价；评价指标单一；重知识的考察而

忽视对学生创新能力、实践能力评价等问题，教学评价应

从两个主要方面加以完善：提高学生课堂表现、平时成绩

比例，突出发展性评价、过程性评价，改变一卷定分的评

价方式，兼顾平时成绩和期末成绩；增加主观题、案例分

析题考核比例，提高学生解决问题的能力和实践能力。

总 之 ， 学 生 能 力 的 发 展 与 培 养 是 学 校 教 育 的 根 本 宗

旨，师范生作为未来的教育者，他们能力发展的状况直接

影响未来职业适应和教育专业化水平。学生能力的培养、

发展贯穿于整个学习和教学过程的始终，与教学内容、教

学方法和评价有直接关系。故此，要重视发展性、过程性

评价，加大平时考核力度，注重实践，努力提升师范生的

综合素质，为我国教育事业的良性发展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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