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庞杂，编排上缺乏逻辑性，与中小学教育教学实际联系松

散， 对学生的实操性指导欠缺；课堂基本上沿用了教师

讲、学生听的传统教学方法，将教师绝对主导化，课堂气

氛沉闷，无法发挥学生课堂学习的主动性；课程多为理论

知识学习，与实践结合不紧密。针对上述问题，为了达到

“双证”要求，《教育心理学》急需从课程内容设置到教

学进行大幅度的调整与改革。

“双证”视域下《教育心理学》课程改革的四个焦点

师范认证和教师资格证“双证”要求，督促师范院校

进行改革。“双证”作为保持师范院校的师范特色、提升

师范生的教育实践能力的政策、准则，也是衡量公共基础

课程建设的指导标准。师范院校公共《教育心理学》要想

建成使学生终身受益又深受学生欢迎的课程，必须从以下

几个方面进行：

1、课程目标的明确化、具体化

课程目标是教学工作的出发点、导航灯和方向标。课

程目标应与培养目标、毕业要求相一致。各种版本的教育

心理学课程目标比较笼统、宽泛，缺乏实际操作性。对比

“双证”要求，对被考核者的考查目标更加细致、明确、

具体，同时更加强调对学生实际能力的培养。因而，需要

对《教育心理学》课程的目标重新定位。

2、课程内容的更新、完善及思政化

课 程 内 容 改 革 是 课 程 改 革 的 关 键 ， 师 范 院 校 公 共 教

育心理学课程改革也不例外。迄今为止，师范院校公共教

育心理学课程选用教材版本繁多，内容体系总体呈现以下

特点：内容仍以传统学科知识体系为主，与实际教育教学

联系松散，缺乏实际操作性、指导性，编排上缺乏系统逻

辑性。根据“双证”要求以及师范生基本学情，教育心理

学的内容应遵循“逐渐分化，整合协调”的原则进行完善

化、系统化。

3、教学方法的优化

教 法 制 约 甚 至 决 定 学 法 ， 从 而 影 响 学 习 效 果 。 一 直

以来，大部分教师仍然沿用教师讲、学生听的传统教学方

法，将教师绝对主导化，课堂气氛沉闷，无法发挥学生课

堂学习的主体性。教学往往注重知识的传授，忽视了学生

情 感 与 实 践 能 力 的 培 养 。 根 据 “ 双 证 ” 要 求 以 及 防 疫 需

要，结合现代教育技术、构建混合式教学模式，充分调动

学生的学习积极性，营造灵动、融洽、和谐的教学氛围。

4、教学评价的多元化

教学评价是检验教师教学效果的重要指标，它贯穿在

教学过程的始终，有以评带教、以评促学的作用。因此，

多元化的综合评教十分关键，评教应兼顾课堂表现、作业

撰写，既关注结果，又注重过程。评教应是灵活的、多元

的发展性评价。

“双证”视域下《教育心理学》课程改革的路径

课 程 改 革 的 初 衷 是 提 升 教 育 教 学 质 量 ， 促 进 学 生 发

展。因而，教师、教学、学生、学习就成为课程改革要考

虑的重要因素。作为师范院校的师范生，获得教师资质，

成为一名合格、优秀的人民教师是基本目标。综合上述教

育心理学课程状况，同时考量“双证”既要求考查师范院

校教学过程，又考查教学结果，既考查学生对知识掌握，

又考查学生能力发展的导向，教育心理学课程的改革应该

是多层面、多视角的。 

1、构建多元化的课程内容体系

围 绕 “ 双 证 ” 导 向 标 准 ， 以 课 程 目 标 、 培 养 目 标 与

毕业要求为支架，构建结构化、系统化、网络化的课程内

容 。 课 程 内 容 是 师 生 交 流 的 最 主 要 信 息 ， 是 实 现 课 程 目

标、培养目标以及实现毕业要求的载体，同时课程内容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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