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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3日，四川省心理学会基础

教育学生学习心理专业委员会成立

大会暨“学习心理学与学习科学视域

下基础教育的教与学”学术研讨会在

成都市新津区教育科学研究院举行。

此次会议让“学习心理学与学习科

学”这一领域重新得到专家和教师们

的认识和关注。

“2021年，我们开始了学习力的

一系列课题研究，在研究过程中，我

们发现很多老师对教育领域里至关

重要的学习科学知之甚少。”四川省

心理学会基础教育学生学习心理专

业委员会主任委员王友强说。此次研

讨会上，在专家的引领下，31位来自

省内幼儿园、中小学的研究者交流了

在教学中提升学生“学习力”的探索，

就“学习心理学和学习科学”概念、目

的、教学实践进行了深入交流。

◆时代需求：“金矿银矿不如开
脑矿”

“学习能力是一个人的重要能

力，在实际教育教学中，由于认知和

心理发展程度的不同，学生对于学习

方法的掌握参差不齐，‘学而不得法’

是学生中较为普遍的现象。”在研讨

会第一个环节，四川省心理学会理事

长、成都师范学院教授卢雄代表学会

秘书处宣读基础教育学生学习心理

专业委员会成立通知。卢雄表示，该

专委会的成立是完善中小学学习能

力研究工作体系的一件大事。他希望

专委会不断深化基础教育中学生学

习心理研究工作，积极推动我省中小

学学生学习心理的健康发展。

“未来的学校必须把教育的对象

变成自己教育自己的主体。受教育的

人必须成为教育他自己的人；别人的

教育必须成为这个人自己的教育。这

种个人同他自己的关系的根本转变，

是今后几十年内科学与技术革命中

教育所面临的最困难的一个问题。”

王友强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学会

生存：教育世界的今天和明天》开始，

阐释了关注“学习科学”的重要性和

必要性。

王友强说，20世纪初，从巴甫洛

夫的实验、皮亚杰对儿童学习的研

究，几十年过去了，“学习科学”从种

子期到繁荣期经历了近百年的历史。

世界平民教育家晏阳初认为：“金矿

银矿不如开脑矿。”20世纪末，国外关

于学习科学的专著不断出版，如《人

是如何学习的：大脑、心理、经验及其

学校》《剑桥学习科学手册》《国际学

习科学手册》等。而国内的研究相对

滞后，2022年，四川省心理学会组织

了120多名优秀教师编写了《初中生

学习能力自我提升》1-6 册，现已公

开出版。基于此，基础教育学生学习

心理专业委员会应运而生，并得到省

内老师们积极响应，目前为止，专委

会会员达300人（含11个集体会员单

位成员）。

此次研讨活动聚焦“开脑矿”，共

收到了主题论文160多篇。经省内13

名特级教师和正高级教师盲评、终

审、会审，评出一等奖 20 篇、二等奖

35篇、三等奖50篇，最后将在四川省

心理学会网上公示并颁发证书。

◆专家建议：心理学视野中的学
习方式变革

在“学习心理学与学习科学视域

下基础教育的教与学”学术研讨会环

节，成都师范学院教育与心理学院院

长、教授唐安奎就“心理学视野中的

学习方式变革”作主题报告。

唐安奎说，20年前的学习方式变

革倡导“自主、合作、探究”，这一具有

革命性的影响的改革在理念上更新

了教师认识，有助于人们突破工业革

命以来标准化的学习模式，有助于在

信息化时代构建个性化、主动、能动

的学习方式。但在实践中，不少学科

教师抽象地理解自主、合作、探究，对

如何融入学科实践和教学不清楚。

“一些所谓的自主、合作、探究缺乏学

科依托，经常出现虚假探究、无意义、

无价值探究的问题。”唐安奎说，“为

了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整体推进，我

们要强调学科实践，两个关键词：一

是实现实践育人，二是实现学科育

人。这是未来学习变革的重要内容。”

“变革不是支离破碎的，而是以

育人为根本取向的变革。”唐安奎提

醒教师们要关注四个方面的学习方

式变革，一是面向真实情景的项目式

学习，这是学习方式变革的趋势；二

是基于融通的跨学科学习，新课标提

出 10%课时的跨学科主题学习怎么

组织实践需要教师们深入探究；三是

基于思维发展和高阶思维发展的深

度学习；四是在日益开放的时代中，

如何打破壁垒，把封闭的学习变为与

实践相结合，构建无疆域、无边界的

学习方式，需要学校系统谋划、整体

推进，方能实现中国式教育现代化。

如何实现学习方式变革？唐安奎

说，心理学发展到今天已经有一两百

年了，所有成流派的心理学家或多或

少论及到“学习科学”，从传统的行为

主义、认知主义、神经科学、人本主义

从各自不同角度都讨论到认知或是

学习的问题。教师要超越原来熟悉

的、凭经验和感觉、模仿的状态，理

性、科学进行研究。

◆教师探索：让师生都成为自我
教育者

研讨会分为学前教育、中小学教

育两个分论坛。中小学教育组，来自

仪陇中学、通江县实验中学、成都市

川化中学、新津区教科院、新津中学

等15位校长、教研员、教师代表围绕

“学习心理学与学习科学视域下基础

教育的教与学”主题进行了精彩纷呈

的分享。

“所有的求学，最终都是为了自

学；所有的教育，最终都是为了自我

教育；所有的学习，最终都是为了自

主学习。教育的最终归宿，是让师生

都成为卓越的自我教育者。”新津中

学的陈晓玲在从什么学习科学、学习

力提升的策略两方面论述了自己的

研究成果。新津区实验初级中学的冯

志净的“初中生学习时空管理实践研

究”从发现学生学习时空管理能力

差，导致学习效率低的现状到提出培

养途径：四象法则、二八法则、PDCA

循环（计划、执行、检查、处理），循环

往复，阶梯式上升。成都市川化中学

肖成的“学习心理学与学习科学视域

下数学建模实践研究”从新课标要求

出发，提出了策略：科学设计实验，建

立模型理论；教师和学生共同探讨；

运用多媒体技术，打造多维空间。新

津区实验高级中学毛灵交流了“组建

学习共同体，促进农村中学生英语学

习力提升”。通江县实验中学牟超介

绍了批判性思维的培养……15个研

究成果，从管理、学科、心理学各层面

切入，内容丰富、来自实践，很接地气。

学前教育论坛，来自新津区、高

新区、天府新区、大邑县等地16个探

索——“倾听——抵达儿童内心，赋

予成长支点”“链接入学准备，在自主

学习中提升幼儿学习力”“一日生活

中幼儿语言表达能力的培养策略浅

析”等，聚焦孩子学习力提升，以生动

的案例将老师教的策略和学生学的

方法呈现了出来，详细地阐述了学生

倾听、自主、合作、反思、创造等学习

力提升的过程，与会教师如沐春风，

收获满满。

弗洛伊德说，未被表达的情绪永远

都不会消失，它只是被活埋了，有朝一

日，会以更丑恶的方式爆发出来。在教育

学生的过程中，教师常会遇到学生有负

面情绪的情况，如果忽视学生的负面情

绪，直接说教或者批评，对于一部分胆子

比较小的学生，这种情绪会被压抑，久而

久之，学生对老师会心生怨恨；胆子比较

大的学生可能当场会和教师发生冲突。

那么，在教育学生的过程中，对学生出现

的情绪问题，教师应该怎么应对呢？

一、看见学生的情绪
教师要做一个有心人，能敏感地捕

捉到当下学生的情绪，当观察到学生有

情绪时，一定不要忽略对方的情绪直接

进行教育。学生带着情绪，不仅听不进任

何道理，并且还有可能产生逆反心理，这

时的教育非但起不到任何作用，还很可

能会激化情绪，导致过激行为。日常生活

中，一些学生因为非常小的事情而发生

很激烈冲突、造成严重后果，正是由于情

绪没有得到及时关注并处理造成的。正

确做法是，当教师捕捉到学生的情绪，一

定不要急着说教，而是让他把情绪表达

出来，如，“某某同学，你现在是不是有点

委屈？”或者是“我觉得你好像有点激动，

是吗？”这样，学生就会感受到被共情，会

感到有一束光照亮了自己，自己的内心

被老师“看见”，被理解的感觉油然而生，

这对缓解情绪有很大的帮助。

二、接纳学生的情绪
当学生情绪被“看见”，他们通常会

一股脑地说出自己的委屈、愤怒等。教师

让学生敞开了心门，他们的情绪也有了

宣泄通道。但是，有些老师听到学生的不

合理或者错误的认知时，往往会打断他

们说话，或者立即进行评价。如，“你这样

想是不对的。”“这点小事算什么嘛，没关

系的，豁达一点。”这其实是在否定学生

的感受，认为其不应该有这样的情绪，或

这样的情绪是不对的。学生重新感受到

不被理解和不被接纳，本已敞开的心扉

会再次关上。经常被否定的学生，会拒绝

下一步的沟通，因为每一次“掏心掏肺”

都会让自己被否定、被伤害。学生当下的

感受是真实的，在成年人看来很小的事

情，对于孩子来说可能“天大”。所以，当

学生倾吐感受和情绪时，老师要耐心倾

听，不论所讲内容是否符合自己的价值

观，不打断、不评价；可通过点点头等行

为对学生的感受表示理解，如：“哦，你觉

得老师误会了你，所以你很委屈。”或者

是“同学擅自拿了你的东西，确实挺让人

生气的。”学生感受到被允许、被接纳，就

是常说的“尊重学生”。当一个人被尊重

的时候，爱就发生了。

三、复盘学生的情绪
当学生的内心被看见、被接纳之后，

情绪基本会平复得差不多了。这时，教师

不能就此结束和学生的沟通，如果学生

的情绪每一次都止于被接纳，会产生弱

者思维，认为自己很可怜，需要全世界都

包容、接纳自己，不利于心理健康。教师

要趁机复盘其刚刚发生的情绪，启发思

考，提高认知。正如情绪的ABC理论描述

的，产生情绪的往往不是客观的事实，而

是人对事实产生的信念。青少年处于价

值观不稳定的阶段，会有一些成年人看

来很幼稚的信念，所以情绪才不稳定。每

次情绪结束，教师和他一起梳理和挖掘

情绪背后事件和信念，启发学生意识到

自己有误区，才能提高其认知能力并形

成积极思维。如，学生被老师批评后，会

非常愤怒，就要引导学生如何正确看待

批评。批评确会让人产生不好的感受和

情绪，但批评的背后往往是关心、担心、

重视。当学生认识到了事情的本质，以后

再面对批评可能就不会产生很大的负面

情绪了。

在教学生涯中，难免会遇到学生情

绪激动的时候，如果是简单粗暴地理解

成学生不尊重老师，或者是学生不懂事，

这是一种误解。作为老师，要通过敏锐的

观察捕捉学生的情绪，通过接纳让学生

感受到理解和尊重，同时启发思考，提升

认知，引导学生学会辩证思维。坚持这样

做，一定能成为情绪稳定、温暖有爱的老

师，在收获和谐幸福的师生关系同时，影

响学生的一生。

学习动力是推动学习前进的力

量，学习动力强的学生学习更加努

力，更容易克服困难，迎接挑战。当下

很多学生学习效率低下，没有学习的

动力，有些学生甚至产生了厌学情

绪。因此，教师应该帮助学生克服困

难，启发他们对未知的好奇心和培养

广泛的兴趣，并对学习保持积极情

感，从而使他们拥有惊人的学习动

力，能够主动、积极地获取知识。

一、学习动力的定义和构成
很多学者针对学习动力展开广

泛研究。如沈阳师范大学的学者田玲

认为：“学习动力包括学习需要、学习

目标、学习兴趣、自信心、情绪情感、

外在压力等要素。”美国学者诺埃尔·
兰迪认为：“学习动力是一种神秘因

素，它是由兴趣、抱负、灵感、价值观、

自信心等方面组成的一个混合体，它

是促进人们进步的关键。笔者认为：

“学习动力是驱动学习的原始动力，

是鼓励、指引学生学习的强大推动

力。它对学习活动起激活、维持和推

进作用。它由学习兴趣、学习动机和

学习态度三要素构成。

二、学习动力各要素的作用及其联系
彭聃龄主编的《普通心理学》中

认为兴趣是人们探究某种事物或从

事某种活动的心理倾向，人们对于自

己感兴趣的东西会表现出极大的积

极性，并且产生某种肯定的情绪体

验。杜威在1913年的《教育中的兴趣

和努力》中认为：“没有兴趣，就是思

考也会是草率和肤浅的。”兴趣是最

好的“老师”，它能激起大脑的兴奋状

态，能最大限度提高学习效率。如果

对学习没有兴趣，学习就会苦不堪

言。兴趣如同化学反应中的“催化

剂”，能促使学生产生求知欲望，是开

启学习动力的钥匙。

彭聃龄主编的《普通心理学》中

认为动机是由目标或对象引导、激发

和维持个体活动的一种内在心理过

程或内部动力，是构成人类大部分行

为的基础。哈佛大学的柯比教授在

《学习力》一书中写道：“任何人的学

习，都一定要通过他的头脑，一定要

转变为他愿望的动机，才能使自己行

动起来，被强迫学习的东西是不会保

存在心里的。”动机又分为内部动机

和外部动机。内部动机是指因学习活

动本身的意义和价值所引起的动机。

外部动机是指因学习活动的外部后

果而引起的动机，如学习是为了获得

好成绩、或是得到表扬、鼓励、荣誉、

避免惩罚等。外部动机要转为内部动

机才能形成更为持久的学习，为了让

学习者更为有效和坚持学习，应激发

以内驱力为主的学习动机。当学生具

备了内在学习动机，就会产生主动、

认真学习的意愿。

社会心理学家沙莲香提出态度

是人们对一定对象相对稳定的内部

制约化的心理倾向。哈佛大学博士爱

德华·班菲德认为：“在学习中，能否

具有超越常人的学习力，很大程度上

取决于你的学习态度。”端正的学习

态度对激发学习动力有积极作用，如

学习自信心，相信自己有能力完成学

习任务，对学习持积极情感；学习自

主性，学习具有主动性和自觉性，学

习才会动力十足。

当学生真正对学习产生了兴趣，

就产生了以内驱力为主的学习动机，

教师再引导学生树立端正的学习态

度，学习就会产生持续不断的动力，

有了学习动力，学生就会积极探索和

进取，进而取得好成绩。所以，我们既

要重视学生兴趣的培养、动机的激

发，也要树立学生端正的学习态度。

三、培养学生学习动力的实施策略
策略一：培养学习兴趣
培养学习兴趣的方法多种多样，

笔者通过多年的教学实践发现良好

的教学氛围、新颖的教学设计、丰富

的教学活动、多样化的教学方式等可

以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以英语学习

为例，为了提升英语学习的趣味性，

课前导入可以通过丰富的图片、视

频、歌曲等方式吸引学生的注意，促

使学生积极思考探索，课堂中通过有

效提问、鼓励质疑、活动教学等方式

维持学生的注意力，激发探究心，课

后通过学唱英语歌、英语电影赏析、

趣配音、英语话剧等实践活动让学生

体会到英语学习的乐趣，由“要我学”

到“我要学”。

策略二：激发学习动机
学习动机受多种因素影响，包括

个人因素和外部因素。如兴趣、爱好、

好奇心、归因、奖励、荣誉、任务的难

度、教师和家长的期望等。在教学中，

笔者发现培养学习兴趣、保持学习的

好奇和求知欲、引导学生正确归因、

合理设置目标、正确运用奖惩手段等

途径可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动机，如有

的学生把学习失败归为能力不足，容

易灰心，产生无助感，因此，教师可以

通过归因训练，让学生把失败归为努

力不够，摆脱失望，同时给予学生积

极反馈，使他们更加努力。

策略三：树立端正的学习态度
对于教师而言，可以从以下几个

方面引导学生树立端正的学习态度：

①引导学生确立学习目标，如单元目

标、课时目标，周目标、月目标等。②

通过设计难度适中的任务，让学生不

断获得成功体验，进而增强学习自信

心。③以生为本，培养学习自主性，如

每天自觉完成作业、预习课文、积极

参加各式各样的活动等。学生树立了

端正的学习态度，明确了学习目的，

这样才能取得良好的学习效果，就会

对学习产生浓厚的兴趣，产生持续不

断的学习动力。（本文系四川省哲
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四川省
基础教育研究中心课题《县域初中
生学习力培养研究》，项目编号
JCY2022-14成果之一。）

中高考是人生重要的考试，每个

考生都有要考出好成绩的愿望，也

都有不同程度的压力。为了让学生

考出好成绩，不仅要注重考前复习

的策略和方法，对学生进行必要的

考前心理辅导，也要给学生营造一

个轻松的学习环境、生活环境及精

神环境。学习环境及生活环境可以

通过室内外设施的改变，达到给学

生减压的目的，但精神环境的营造

需要更多的智慧。

绝大多数学校的毕业班学生与

非毕业班学生的精神环境是不一样

的，例如，毕业班学生每天要进行班

级集体早晚宣誓，全班同学集体呐

喊，誓词直指如何拼命学，如何考出

好成绩，在喧嚣的气氛中有着浓浓的

紧张感及压力感。有些学校把时间精

确到分秒，不希望学生浪费一分钟的

学习时间，课间时间被老师掐头去尾

后，基本没给学生留下休息的时间。

有些学校为了让老师多讲一点、学生

多学一点，延长早晚自习时间，学生

整天都在听课及做题。

适度紧张，是毕业班应有的精神

环境，但精神环境若处于过度紧张状

态，对考生应考是不利的，所以，给毕

业班学生一个适合的精神环境，是临

近中高考时每所学校都应重视的问

题。

首先，给考生一个相对轻松的班
级氛围。在教室布置上，教室里的励

志墙贴、考试倒计时提示牌等也应

适当清理，在教室里放置哑铃、拉力

器、跳绳、呼啦圈等既简单又不占地

方的健身器材，让学生课间时活动

一下身体；如果教室空间较大，在教

室后方的某一墙角处设置一个微型

茶吧或咖啡角，让学生在品茶及品

咖啡的同时聊聊天。在氛围营造上，

在非上课时间，打开教室里的音响

设备，播放一些学生喜欢的轻松的

背景音乐。在活动组织上，临近考

试，应减少或取消考前宣誓，将原来

用于宣誓的时间改成唱歌，让全班

同学同唱一首学生喜欢的歌曲，大

家齐声放声歌唱的过程非常有助于

减压。

其次，加大“考前陪伴”的力度。
考前陪伴比考前辅导更重要。如何进

行考前陪伴？以晚自习为例，很多毕

业班的晚自习都跟白天正课一样实

施教学。临近中高考，应把晚自习的

时间用于考前陪伴。例如：让学生在

这个时间段自主安排复习，全体任课

教师坐在教室外。虽然师生之间隔着

一道墙，但学生们更能够感受到教师

们陪伴的温暖。在这一过程中，学生

在自主复习中遇到问题，到教室外问

老师，老师进行一对一解答；学生想

跟老师聊聊天，老师就用心陪聊；有

心理困惑的学生想得到某位老师的

疏导，该教师就敞开心扉与学生进行

积极的心理互动。

再次，家庭及社会共同疏解学生
的考前焦虑。家庭层面，家长不要将

注意力集中在孩子模拟考试分数及

排名上，不要整天唠唠叨叨只谈学

习，更不要把自己的焦虑情绪转嫁

到孩子身上。考试前，家长应在搞好

后勤服务的同时，多跟孩子聊聊孩

子感兴趣的考试之外的话题，多跟

孩子一起散散步、打打球，营造轻松

的家庭氛围。社会层面，越是临近考

试越应淡化考试，通过媒体向毕业

班学生推送减压操、一分钟集体舞

等视频，助力考生减压。还应以科普

的形式，对学校及考生进行考前心

理健康辅导。

环境，能够释放出无声的语言及

力量，对人的影响可能会大于言语上

的疏导。在中高考即将来临之际，给

学生营造一个有助于释放压力、舒展

心情的精神环境，是考前每所学校必

做的功课，需要引起高度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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