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dvances in Psychology 心理学进展, 2024, 14(8), 15-21 
Published Online August 2024 in Hans.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ap 
https://doi.org/10.12677/ap.2024.148515  

文章引用: 宁子昂, 于忠卉(2024). 教育心理学视角下高校教学管理的应用. 心理学进展, 14(8), 15-21.  
DOI: 10.12677/ap.2024.148515 

 
 

教育心理学视角下高校教学管理的应用 

宁子昂，于忠卉 

南京林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苏 南京 
 
收稿日期：2024年6月13日；录用日期：2024年7月26日；发布日期：2024年8月2日 

 
 

 
摘  要 

近年来，随着我国教育体系的持续改进和社会发展的需求，对人才的全面要求也在提升。企业和事业单

位不仅寻求理论知识和实践技能俱佳的人才，还强调其必须具备坚实的心理素质。在高等教育的人才培

养过程中，除了理论和实践技能的培养，还应融入心理学的元素，以增强学生的心理韧性。鉴于此背景，

本文首先介绍教育心理学的核心概念及理论体系，然后探讨当前我国高校教学管理现状中存在的问题，

进一步阐释教育心理学在高校教学管理中的应用价值，并提出应用教育心理学改善高校教学管理的具体

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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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with the continuous improvement of China’s education system and the needs of 
social development, the overall requirements for talents are also rising. Enterprises and public in-
stitutions not only seek talents with excellent theoretical knowledge and practical skills, but also 
emphasize that they must have a solid psychological quality. In the process of talent training in 
higher education, in addition to the cultivation of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skills, psychologi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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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ements should also be incorporated to enhance the psychological toughness of students. In view 
of this background, this paper first introduces the core concepts and theoretical systems of educa-
tional psychology, then discusses the existing problems in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Chinese college 
teaching management, further explains the application value of educational psychology in college 
teaching management, and puts forward specific strategies for applying educational psychology to 
improve college teaching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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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我国教育理念不断进化的当下，心理学在教学领域的影响力日益增强。鉴于高校学生在学习和生

活过程中常面临个人发展的局限性，且多数学生存在不同程度的心理问题，此时教育心理学的作用变得

尤为关键。将教育心理学融入教学管理，可以全面优化课程内容、教学方法和激发教学动机。此外，随

着就业市场竞争的加剧，高校毕业生仅凭丰富的知识储备已难以应对日益增长的工作压力。在这种背景

下，强大的心理承受能力成为应对激烈社会竞争的必备条件。因此，高校在教学管理中应用教育心理学，

从心理学角度出发，帮助学生培养坚韧不拔的意志，为其未来的成长和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 

2. 教育心理学的概念和理论体系 

2.1. 基本概念 

教育心理学是一门应用心理学的分支，它探讨了教育环境中个体的学习过程、心理发展和行为表现。

该学科的核心目的是通过理解这些心理过程来优化教育实践，以提高教学效果和学习效率。其研究对象

涵盖了从婴幼儿到成人的全年龄段学习者，关注点包括学习者的认知发展、情感态度、动机激励以及行

为技能。这一领域试图通过科学的研究方法，揭示影响学习的多种因素，如智力、记忆、解决问题的策

略、以及社会文化背景等。教育心理学的应用广泛，它不仅为教师设计和实施教学策略提供理论依据，

还帮助教师更好地理解和回应学生的多样化需求。在课程设计、教学方法、学生评估和教育政策制定等

方面均有显著的实践指导意义。通过实证研究，教育心理学家能够提出具体的干预措施，以促进学生的

学业成就和心理健康。 

2.2. 理论体系 

2.2.1. 行为主义理论 
行为主义理论是教育心理学中的一个基本视角，它主张人类行为可以通过对其外部表现的观察来研

究和理解。这一理论的核心观点是行为是对环境刺激的反应，可以通过强化和惩罚来调节和控制。行为

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包括约翰·沃森(John B. Watson)和 B.F.斯金纳(B.F. Skinner)，他们强调通过条件反射

和操作性条件作用来解释学习过程。在教育设置中，行为主义理论强调通过正向强化来增强期望的行为，

通过惩罚或消极强化来减少不希望的行为。例如，当学生完成作业并获得好成绩时，给予表扬或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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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增强他们完成作业的行为。反之，如果学生行为不当，适当的惩罚或剥夺某些特权可以用来抑制不

良行为。此外，行为主义理论还倡导使用小步学习法，即将复杂的学习任务分解成一系列简单的步骤，

每完成一步便给予即时的反馈。观察学习理论是行为主义学习理论中的另一个重要观点。该理论突出了

榜样的示范效应，并关注认知过程在行为形成中的作用。此外，观察学习理论也着重于个体通过观察他

人而进行的自我塑造过程(赵海燕，2009)。 

2.2.2. 认知主义理论 
认知主义理论关注人类的认知过程，包括感知、记忆、思考和解决问题的方式。与行为主义不同，

认知主义不仅仅关注外在行为，更强调内在的认知结构和心理机制。认知主义理论的代表人物如让·皮亚

杰(Jean Piaget)和杰罗姆·布鲁纳(Jerome Bruner)等，他们提出的理论强调了学习者如何主动地构建知识和

理解世界。皮亚杰的发展阶段理论提出，儿童通过同化和顺应过程在不同发展阶段构建认知结构。布鲁

纳则提倡发现学习和教育的螺旋式结构，强调教学应与学生的认知发展水平相适应，并逐步提升复杂性。

此外，认知主义也重视信息处理理论，该理论将人脑比作计算机，研究信息的接收、处理、存储和回忆

过程。这一视角促进了对学习过程中注意力、语言理解、记忆策略等方面的深入研究。 
在教育实践中，认知主义理论支持使用问题解决和批判性思维训练作为教学策略，鼓励学生通过探

索和交互来积极构建知识，这不仅有助于知识的深层次理解，也促进了高阶思维技能的发展。 

2.2.3. 人本主义理论 
人本主义理论在教育心理学领域强调以学生为核心的教育方法，重视促进每个学生的个体潜力及其

自我实现(汪风炎，2006)。该理论视学习为一种个性化的自我实现和价值实现过程。卡尔·罗杰斯(Carl 
Rogers)和亚伯拉罕·马斯洛(Abraham Maslow)是这一理论的主要倡导者，他们提出学习过程中自我概念的

重要性，以及个体作为一个积极主动、自我驱动和自我实现的存在。特别地，罗杰斯强调了人的主动性

和自我导向性(杨馨辉，2003)而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阐明了人在基本需求得到满足后，将追求更高层次

的自我实现。在教育实践中，人本主义理论主张创建一个支持性强和安全的学习环境，使学生能够自由

地表达自己的思想并探索个人兴趣。此外，它倡导根据每个学生的独特需求和学习速度定制个性化的学

习路径，反对将所有学生纳入单一的、统一的教学模式。这种方法旨在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尊重并实现

每个学生的个性和潜力。 

3. 涉及教学管理的管理学相关理论 

3.1. 科学管理理论 

科学管理理论，由弗雷德里克·泰勒在 20 世纪初提出，主要强调通过科学方法优化工作效率和生产

力。在高校教学管理中，这一理论的应用涉及将科学原则和定量方法应用于教学计划、课程设计和资源

配置，以提高教育过程的效率和效果。科学管理理论在教学中的体现包括系统地分析和设计教学活动，

确保每个部分都能达到最优化。例如，通过时间和任务管理来调整教学流程，确保教学活动有序进行。

此外，该理论还倡导对教学方法和技术进行经验化测试和评估，以便选择最有效的教学策略。泰勒主义

在教学管理中的运用还包括对教师培训和发展的科学管理，通过专业发展工作坊和持续教育来提高教师

的教学技能和效率。 

3.2. 行政管理理论 

行政管理理论由亨利·法约尔提出，主要关注组织结构和管理的基本职能，即计划、组织、指挥、

协调和控制。在高校教学管理中，这一理论的核心是确保教学活动的结构化和系统化。应用于高校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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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行政管理理论强调制定详细的教学计划，这包括课程目标、教学内容和评估标准的明确。通过有

序的组织结构来分配教学资源和职责，确保教师和教学支持人员能够有效协作。此外，指挥职能涉及教

学领导的决策制定和执行，确保所有教学活动符合既定目标。协调是管理过程中至关重要的，它涉及在

教师、学生和管理人员之间建立有效的沟通和协作机制。控制职能则通过定期的教学评估和反馈来监控

教学过程，确保教学质量符合预期标准，及时调整教学策略以应对不断变化的教育需求。 

3.3. 系统管理理论 

系统管理理论在教学管理中的应用强调将教学活动视为一个互联互动的系统，其中各组成部分相互

作用以达成整体目标。这一理论源自路德维希·冯·贝塔兰菲和其他学者的工作，他们提出组织应被视

为开放系统，与外部环境进行动态交互。在高校教学管理的实践中，系统管理理论指导管理员和教师理

解和优化课程设计、教学方法、学生评估和教育技术等各方面的相互依存关系。通过这种方式，管理者

能够确保教学系统的每个组件都能有效地支持学习目标的实现，并对外部变化做出适应。此外，系统管

理理论还强调反馈机制的重要性，即通过持续监控和评估教学成果来调整教学策略和过程。这种整体的

视角使得教学管理更加灵活和应变能力强，能够根据学生的反馈和教学成效进行必要的调整，从而提升

教学质量和学生的学习体验。 

4. 我国高校教学管理现状中存在的问题 

从中国高校教育实践的角度来看，尽管许多高校已经引入了教育心理学这一学科，但在教育教学工

作中有效应用教育心理学仍面临一些挑战(雷花露，2023)。 

4.1. 教师教学方法的局限性 

在我国高校的教学管理现状中，教师教学方法的局限性是一个显著的问题，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

教学质量和学生的学习体验。教师的教学方式往往较为单一，其中传统的讲授法和谈话法等仍是主流的

教学方法。尽管这些传统方法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有效地传递知识，但它们也可能导致学生参与度较低，

同时在课堂上难以对学生的疑问给予即时的反馈。这种教学方式的局限性在于缺乏足够的互动和学生主

动学习的机会，从而影响学习的深度和广度(徐琨，李亚臻，2023)。此外，大班授课的普遍现象也制约了

教师采用互动式和参与式教学方法。此外，评价体系的不完善也加剧了教学方法的局限性。当前的评价

机制过于侧重于考试成绩和学术成就，而非学生能力的全面发展，这导致教师在教学中往往偏重于知识

的灌输，忽视了培养学生的实际应用能力和创新思维。 

4.2. 学生学习动机和参与度不足 

学生学习动机和参与度不足是另一个突出的问题，对教学效果和学生个人发展均产生了负面影响。

学生学习动机的缺乏部分源于传统教育模式的局限性，其中以教师为中心的教学方式和以考试为导向的

评价体系，往往忽略了学生兴趣的培养和自主学习的重要性。由于教育心理学是一门相对较新的学科，

其历史尚短，并作为心理学的一个分支领域，许多学生对此并不熟悉，有些甚至认为学习教育心理学仅

仅是为了应对考试。很多学生认为教育心理学是一门“纯理论”的学科，觉得它无法与自己的日常生活

相联系(徐琨，李亚臻，2023)。此外，学生参与度不足也与课程内容的实用性和相关性不强有关。许多课

程内容脱离实际，无法激发学生将所学知识与现实世界联系起来的兴趣。这种情况下，学生很难感受到

学习的直接价值，从而导致动机降低和参与度下滑。教学资源的不均衡分配也是一个因素。在资源有限

的环境下，尤其是在一些地区和特定学科，缺乏足够的教学设施和学习材料，这进一步削弱了学生的学

习体验和参与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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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课程内容与市场需求脱节 

这一问题体现在课程设置和教学内容未能及时反映行业发展趋势和市场变化，导致学生毕业后面临

就业难题。首先，一些专业的课程内容停留在理论和基础知识的传授上，忽视了实际技能的培训和最新

技术的教学。例如，信息技术和工程领域的快速发展要求教育内容持续更新，以包括最新的编程语言、

软件工具和工程实践，但教学内容更新的滞后性使得学生在进入职场时缺乏竞争力。其次，与行业界的

合作不够紧密也是导致课程内容与市场需求脱节的一个重要因素。缺乏行业输入的课程设计往往不能准

确反映职场的实际需求，这影响了学生的就业适应性和创新能力的培养。此外，高等教育中普遍存在的

理论与实践分离问题，使得学生虽然掌握了丰富的理论知识，但在实际工作中却难以将知识转化为解决

问题的能力。这种脱节不仅限制了学生的职业发展，也降低了高等教育的社会价值和实用性。 

5. 教育心理学在高校教学管理中的应用价值 

5.1. 增强学生学习动机 

学习动机是推动学生积极参与学习过程的关键心理因素，它直接影响学生的学习效率和成效。根据

教育心理学理论，动机可以通过外在激励和内在激励两大类方法来增强。首先，外在激励，如成绩奖励、

表扬、和物质奖励等，可以在短期内有效提高学生的学习动机。然而，教育心理学研究表明，长期依赖

外在激励可能导致学生的内在学习兴趣降低。因此，更为推崇的是内在激励的培养，这包括增强学习的

意义感、自主性和能力感。例如，提供选择性的学习活动可以增强学生的自主性；设置适度挑战的任务

可以提升学生的能力感；而将学习内容与学生的生活经验和职业目标相联系，则可以增加学习的意义感。

此外，应用目标设定理论，教师可以帮助学生设定具体、可达成的学习目标，这种方法被证明能有效提

升学生的自我效能感和学习成就。 

5.2. 优化教学管理工作体制 

通过运用教育心理学的原理和研究成果，高校能够更科学地设计和实施教学管理策略，从而提升教

学效果和管理效率。首先，教育心理学能帮助教学管理者了解不同学生的学习需求和心理特点，从而支

持制定更为个性化的教学策略。例如，利用认知发展理论和多元智能理论，教务管理可以更精确地进行

课程设计，确保教学内容和方法适应不同学生的认知水平和学习风格。其次，教育心理学的应用也有助

于改进教师培训和发展程序。通过教师培训，加强教师对学生心理发展阶段的理解，教师可以更有效地

进行课堂管理，更敏感地响应学生的行为和情绪变化，这对于创造积极的学习环境至关重要。 
此外，教育心理学提供的反馈和评估机制可以优化学习成果的测量方式。高校可以采用更多基于表

现的评估工具，如项目作业、组织讨论和实际操作测试，这些都是基于教育心理学研究支持的有效评估

方法。同时，结合信息化软件的辅助手段可以有效处理管理过程中出现的数据问题，构建以教育管理为

基础的大数据平台，为未来工作的执行提供方便(彭小伟，汪嘉琦，2022)。 

5.3. 促进情感和社会学习 

情感和社会学习是学生发展的关键组成部分，影响他们的学习效果和人际关系建立。第一，教育心

理学强调情感在学习过程中的作用，认为积极的情感体验能够增强学生的学习动机和参与度。高校可以

通过创建支持性和包容性强的学习环境，来满足学生的情感需要，这包括教师的情感支持、同伴之间的

正向互动以及正面的反馈和鼓励。第二，社会学习理论指出，学生通过观察、模仿以及与他人的交互来

学习社会行为。高校可以利用这一理论，设计更多的小组合作学习活动，鼓励学生在实际的社交情境中

学习和实践团队协作、领导力和冲突解决技能。第三，教育心理学提倡通过社会情感学习(SEL)课程来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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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地发展学生的自我管理、自我意识、社交技能、责任感和决策能力。这些技能的培养不仅有助于学生

的个人成长，也促进了他们的学术成功。 

6. 教育心理学在高校教学管理中的应用 

6.1. 坚持学生主体地位 

在高校教学管理中，教育心理学的应用强调坚持学生主体地位，这是实现教育目标和优化学习效果

的关键策略。学生主体地位的核心思想是将学生作为学习过程的中心和主导者，强调学生的主动参与、

自主学习和个性发展。首先，从教育心理学视角出发，认为学生不仅是知识的接受者，更是知识的建构

者。高校通过实施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方法，如探究式学习、问题解决法和合作学习等，可以有效促进

学生的主动探索和深入思考，这种教学方法能够激发学生的内在动机，增强学习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其

次，强调学生主体地位还涉及到教育评价的改革。传统的以考试成绩为主的评价体系逐渐向多元化评价

转变，如同行评审、自我评价以及基于项目的评估等，这些评价方式能更全面地反映学生的学习过程和

实际能力，从而支持学生的全面发展。此外，坚持学生主体地位还需要教师在教学过程中扮演引导者和

促进者的角色，而非仅仅是知识的传授者。教师通过倾听学生的意见和需求，尊重他们的个性和选择，

有助于建立平等和开放的师生关系，这种关系有助于学生自信心的增强和自我价值的实现。此外，教师

应持续关注学生的学习和生活状况，倾听学生的需求和诉求，并对行为偏差的学生进行恰当的引导。通

过这种方式，可以建立更和谐的师生关系，从而有效提升教育管理体系的改进成效(唐皇凤，文冬梅，2021)。 
在通过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方法，如项目基学习和翻转课堂，学生能够在学习过程中扮演更积极的

角色，增强了他们的批判性思维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此外，这种方法提高了学生的参与度和满意度，使

教学更具吸引力和效果，从而直接影响学生的学习成果和自我实现的程度。 

6.2. 提升教师的综合职业素养 

通过运用教育心理学的原理，高校能够设计和实施更为有效的教师发展计划，这些计划不仅提升教

师的教学技能，还增强了他们的心理、社会和职业能力。 
教育心理学强调在教师培训中整合认知和情感领域的学习，这意味着教师不仅学习如何传授知识，

还需了解如何支持学生的情感和心理发展。例如，通过情境模拟和角色扮演，教师可以学习如何识别和

应对学生的不同情感需求，这是提高教学互动质量的关键。并且，教育心理学的应用还包括利用多样化

的教学和评估方法，这些方法能够让教师更有效地满足学生多样化的学习需求。例如，差异化教学法允

许教师根据学生的先验知识、学习风格和兴趣来调整教学策略，从而提高教学的个性化和效果。教师的

综合职业素养还涉及到批判性思维和自我反思的能力。教育心理学鼓励教师定期评估自己的教学实践，

通过自我反思来识别教学中的问题和挑战，并寻求改进的策略。 
通过培训教师理解多样的学习风格、发展阶段及动机理论，教师能更有效地设计课程和交互策略，

从而提高教学质量。此外，这种培训增强了教师的自我反思能力，使他们能持续改进教学方法，增进与

学生的沟通，有效促进了教师的教学技能、情感智力及教育创新能力的全面发展。 

6.3. 利用小组动态理论增强课堂互动和合作学习 

小组动态理论关注于小组内的社会结构、成员行为和群体之间的相互作用，提供了一种有效的方法

来优化团队合作和学习成效。通过构建小组合作的学习环境，教师可以激发学生的社交技能和集体解决

问题的能力。小组活动鼓励学生之间的讨论和知识分享，这不仅增加了信息的曝光量，还通过不同视角

的碰撞促进了深层次的思考和理解。教育心理学研究表明，有效的小组互动可以提高学生的参与度和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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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动机，因为它满足了学生的归属感和认同感需求。其次，利用小组动态理论，教师可以识别和利用各

种群体行为模式，如领导性、合作性和竞争性等，来优化小组的功能和效率。例如，教师可以有意识地

配置小组成员，以平衡小组内的技能和性格类型，从而促使每个成员都能在小组中找到其角色和价值。

最后，教育心理学强调反馈的重要性，小组活动提供了丰富的即时反馈机会，帮助学生在实践中快速调

整和改进学习策略。教师的引导和反馈可以进一步增强小组内的有效沟通和协作。 
通过组织学生进行小组合作项目，促进了学生间的交流与协作，增强了问题解决和批判性思维能力。

这种方法不仅提高了学生的学习参与度，还促进了社交技能和团队精神的发展，从而提升了整体的学习

效果和学生的满意度。 

6.4. 坚持鼓励教育和严格教育相结合 

在高校教学管理中，教育心理学提倡将鼓励与严格要求相结合的教学策略，以促进学生的学术成就

和个人成长。这种策略基于理解学生的内在动机和行为表现，旨在创建一个既激励学生也培养其自律性

的学习环境。鼓励是激发学生内在动机的关键手段。通过积极的反馈、表扬和奖励，教师可以增强学生

的自信和成就感，从而提高他们对学习任务的承诺和热情。教育心理学研究显示，正向的情感支持和认

可可以显著提升学生的学习动机和持久性。同时，严格要求是确保学生达到教学标准和学习目标的必要

条件。教育心理学强调，设置明确和可达成的高标准要求能促使学生挑战自我，发挥最大潜能。通过适

度的挑战和恰当的期望设置，教师可以帮助学生逐步提高其认知和技能水平。结合鼓励和严格要求的教

学策略还涉及到适应性教学，其中教师需根据学生的反馈和表现不断调整教学方法和学习活动，以保持

教学的挑战性和激励性相平衡。这种动态调整有助于维持学生的高参与度和持续进步。 
这种策略通过激励学生的内在动机和设定明确的学术标准，平衡了激励与要求，有效提升了学生的

学习动力和成就感。同时，严格的标准确保学生达到教育目标，而适时的鼓励则增强了他们的自信和持

久的学习兴趣，从而促进了学生的全面发展和学业成功。 

7. 结语 

从教育心理学的视角来看，高校教学管理的应用具有深远的意义和价值。通过整合教育心理学的原

理与实践，高校可以更有效地解决教学与学习中的各种问题，提升教育质量和学生的学习体验。这包括

通过坚持学生主体地位和提升教师的综合职业素养，教育心理学还强调了小组动态和坚持鼓励教育和严

格教育相结合的重要性，这些都是提高学生参与度和学习成效的关键因素。因此，高校应持续探索和应

用教育心理学的研究成果，以确保教学活动能够满足当代学生的需求和挑战。通过这样的努力，我们可

以期待培养出更多具有创新精神和批判性思维能力的学生，为社会的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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