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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学》与《教育心理学》学习心得体会

赵 燕

最近一段时间，我通过对教育理论的学习，特别是《教育学》和《教育心理

学》理论基础知识的学习，让我学习到了许多《教育学》、《教育心理学》相关的

知识，收获颇多，同时也对自己曾经建立在没有理论、没有系统知识、盲目从众

的对当前我国教育体制和教育机制以及我国的教育目标、培养目标进行的批判进

行了一定的反思和深思。通过对两学的学习，让我认识到要想成为一名优秀的教

师或者教育工作者并不只是动动口、动动手的课堂简单传教，而是一项集知识、

技术、智慧与经验和反思批判为一体的综合性的教学行动。

在当前的教育背景和教育思潮中，有着不同的国别地域、不同的年龄阶段特

征和不同的生活习惯的学生群体。作为一名优秀教师应该是集知识智慧、品德修

养、教书育人、激情创新、及教师的学科素养和专业素养为一身、有着热情和同

情心、富于激励和想像倾向性从事普通而又不平凡的社会发展的开拓者，是传授

学生系统的科学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操作技能和心智技能），是保证实现国家

教育目的和培养目标，提高课程质量和教学水平，提高学生的身体素质和心理素

质，促进学生健康成长成才的最有力保障，是实现国家生产力发展，科学技术水

平的提高和提高我国综合国力提高的最有力和最可靠保障。正如改革开放总设计

师邓小平同志而言，“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要实现我国在尖端科技领域欠缺

或者落后于科学技术发达的国家时，教师可以为振兴国家的科学技术培养大批的

人才。因此，作为一名优秀的教师，我们应该以自己的职业为荣，我们应该默默

埋头于教育和教学工作之中，我们应该肩负起培养祖国优秀骨干力量的重任，最

大限度地激发学生潜能，才能培养出高素质、高创新能力的社会人才。 我非常

重视和珍惜此次的两学培训，为的就是自己能够更多的结合教育学和教育心理学

的知识去理解学生的学习行为和教育工作者的教学行为，用科学的方法论指导我

对中国目前的教育体制和机制对我国教育作出公正合理的指点和批判！

下面就近期的学习，谈谈我的心得体会：

首先，我了解了一些基本理论知识，通过对《教育学》的系统学习，我认识

了教育学的历史发展过程、综合因素对教育发展的影响、个体发展的相关知识和

我国的教育目的基本精神、以及与教师教学活动紧密相关的如教学、课程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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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级管理等等。通过对《教育心理学》的学习，初步了解了教育心理学的发展历

程、学习的基本理论、学习动机、学习策略和学习迁移、态度与品质的实质和培

养、心理健康发面的有关知识、以及与教学过程有关的心理学如教学设计、教学

测量和评价、教师心理、学生学习心理和学习行为等等。这只是此次培训中笼统

的概括的系统知识。下面结合教材《教育学》和《教育心理学》对我认为我国的

教育体制和机制存在的明显的不足和明显缺陷的地方谈谈自己的看法：

问题之一：由于受到古代教学思想的影响，我国教育体制仍旧存在极强的阶

级性，专制性和刻板性。纵观中国教育的发展，从古代的孔孟，到汉代董仲舒“罢

黜百家，独尊儒术”，再到隋唐科举制度，宋代的程朱理学以及明代的八股文，

儒家教育思想在我国古代教育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我国的教育领导权都是完全

掌握在统治者手中，这就出现了教育的专制性和阶级性。我们现在的教学内容和

形式过于单一和刻板，学生成了做题的机器。要改变这一现状要求我们的政府，

我们的党在制定教育目的的时候应该放宽对教育的政治象征性作用，给学校教育

和地方教育更多的自主权，在某种程度上教育相对独立有利于教育的民主发展!

问题之二：经济的发展与教育的发展背道而驰。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国

的经济建设取得了显著的成就，这是有目共睹的。然而，我国学校教育却没有培

养出国际一流的人才。而这其中最根本的原因就是经济发展与教育事业的发展没

有齐头并进。教育投入不足，所以很多学校的基础设施和教育设施投入不足，这

个在高校体现比较明显。我认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要想永远保持其相对的人才

优势和经济优势，用于教育支出应该占到国民经济收入的 10%才能促进教育的可

持续发展。

问题之三：教育目的不明确，课程结构不合理，教学方式陈旧是影响我国教

育质量最为关键的因素。由于受政治的影响，我国的教育目的具体体现为培养社

会主义的建设者和接班人，发展学生的智力、体力和创造能力，关注学生个性的

发展。这极其抽象的三段文字难道可以把我国的教育目的全都包括了吗?其实教

育目的的制定还是不够全面合理。我国的课程结构过于单一这是不争的事实，小

学基本就语文、数学、英语，而按照课程标准规定我国小学三年级开始综合实践

课，我认为这种没有规定评分的课程对于很多学校和学生都是无视和没有作用

的。中学教育我们采用分科课程为主，分为文科和理科。我认为这种分科是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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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而且应该突出学生的独特兴趣和爱好。目前我国很多老师都是受传统教育思

想的影响，只会系统地传授学生基本知识，只知道指导教学这种模式，而对于发

现教育、情境教学和合作学习从不尝试，所以很多教师只会灌输学生知识，而不

会指导学生发现知识 ，这对于学生个性和创造性的培养是非常不利的。我想这

也是我国教育很失败的一个方面，也是我们培养不出杰出优秀的人才的一个重要

原因。要解决这个问题，我认为日本在这个方面做得最好，日本把优秀的年轻的

教师分配在小学教育上，从心理学角度而言，小学教育是培养学生个性、创造力、

思维能力的一个关键时期。而我们国家恰恰相反。

问题之四：德育停留在书面口头上，而没有付诸于日常社会实践中。我们中

国的教育很重视德育（思想品德的教育）。从小学一年级就开始开设德育课程，

但是学生的素质却并没有获得相应的提升。我认为德育是一个内化的过程，是我

们从依从到认同再到内化的过程。皮亚杰的认知道德理论、科尔伯格的道德两难

法，我认为是培养学生德育很好的方法。而要掌握这些道德的培养方法就要求教

师有很高的知识素养和能力。同时道德的形成也应该重视家庭的道德教育，家庭

是对孩子进行道德检查监督的有效手段。

问题之五：在传统的教育背景下，教师管理过于专断型，班级管理比较落后。

在我国由于受班主任能力和素养的影响，我国中学的班级管理存在普遍的问题。

由于受到分数的影响和班主任职业权威的影响，班级管理过于专断型。还有就是

学生参与班级管理的积极性很低。虽然这些问题并不是每个班主任都存在的，但

是在我们国家中学教育中普遍存在。这就要求我们班主任树立民主教育思想，尊

重学生，要求我们班主任主动与学生交流沟通，建立良好的师生关系和建立朋友

式的师生关系。班主任是班级建设的设计者，班级组织的领导者和人际交往的艺

术家，这就体现了在现代班级为主体的制度化教育体制下班主任的重要作用。

问题之六：学校教育忽视了对学生的心理健康教育。在我国现有的教育体制

中，小学、中学、高中基本上都没有开设心理课程，大学部分学校只是形式性的

开了几节课。这体现了我国教育体制没有以学生为本，没有关注学生的身心健康

和个性的发展，没有重视学生心理健康问题。心理健康教育的目的是预防精神疾

病，保证学生心理健康的需要，提高学生的心理素质，促进其人格健康发展的需

要，为教育教学提供理论依据。所以心理健康教育非常重要，应该作为一门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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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学科真正地帮助学生解决心理问题或者提供心理咨询和治疗。

问题之七：我国教育没有重视学生个性的发展，学校教育的创新意识和创新

能力基本为零。在很多教师的教育思维定式模式中，有个性的学生就是那种坏学

生。其实个性及人格是创造性的重要特征。在教学中，我们不能忽视或者孤立有

个性的同学，对于他们，我们更应该因材施教，注重培养学生的个性和创造性。

问题之八：教育资源在空间上分布不均。在我国，由于受经济发展水平和长

期历史的影响，我国经济整体在东部地区比较发达，中部和西部地区比较落后，

城市发展比较迅速，而乡村发展比较滞后。我国经济发展的这种二元不平衡现象

导致我国的教育发展也呈现了相关的问题。现在在一些落后地区或边远乡村，教

育投入和教育教学基础设施相当落后。在西部的大片乡村，在中东部一些人口相

对较少的乡村，就连学校教师也相当缺乏。要改变这种空间地区上的不平衡，需

要国家和教育部门加大扶贫教育力度，提高财政对教育的支持，稳固、扎实地推

进当地教育事业的发展。

当然，由于我国正处于转型期，我国的教育体制机制也面临着重大转折，我

们应该认真反思在教育机制体制改革中存在的问题，积极采取相关举措，促进我

国教育事业的可持续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