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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心理学》

前言

　　为了全面提高高等学校教师素质，使其具备教师职业所必需的教育科学知识，增强教书育人的技
能，明确教师的职责和行为规范，以更好地适应高等教育改革和发展的需要，浙江省于1991年开始在
普通高校试行青年教师岗位培训制度。1991年10月，浙江省教委下发《普通高校试行教师岗位培训制
度的意见》，1996年又在总结试点工作的基础上制订了《关于实行高校教师岗位培训制度的意见》。
通过边实践、边总结、边探索、边完善，逐步形成了一套规范化、制度化、经常化的岗位培训制度。
　　编写切合实际，符合青年教师需要的教材是搞好岗前培训工作的重要环节。浙江省通过试点实践
和广泛征求意见，在省教委的主持下，于1992年组织专家编写了《高等教育学》、《大学心理学》、
《高校教师伦理学》三本讲义及教学大纲，在1996年又编写了《高等教育法规基础》讲义。随着《中
国教育发展纲要》、《面向2l世纪教育振兴计划》、《教师法》、《教育法》、《教师资格条例》及
《高等学校教师培训工作规程》的颁布和实施，原国家教委在1996年4月印发了《高等学校教师岗前培
训暂行细则》和《高等学校教师岗前培训教学指导纲要>>，从政策上规范了高校教师岗前培训工作。
随着高等教育面向2l世纪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计划的实施，高等教育的教育思想、教育观念、教
学内容、教学体系、教学形式、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等正面临全面的更新和提高，社会对高等学校的
教育教学工作也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　　为了进一步做好高等学校教师岗前培训工作，提高培训
质量，浙江省教委组织省内的专家学者，依据《高等学校教师岗前培训教学指导纲要》，对原试用讲
义进行了大幅度的修改、调整和充实，并将这四本教材确定为今后高等学校教师岗前培训的主要参考
教材。改编后的教材，更加体现了内容的现代性、科学性、实践性和针对性，突出了理论的实际运用
和启发对高等教育工作的思考。因此在教学中，要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在开展理论教学的同时
，结合教学实践，拓宽培训形式，改革教学方法，促进岗前培训结果和质量的不断提高，使高等学校
教师岗前培训不断完善，更趋规范。　　浙江省教委副主任　郑继伟　　1999年10月

Page 2



《大学心理学》

内容概要

《大学心理学》内容简介：当前高等教育面向21世纪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计划的实施，高等教育
的教育思想、教育观念、教育内容、教育形式、教育手段等也面临全面的更新和提高。
为了进一步做好高等学校教师岗前培训工作，提高培养质量，依据《高等学校教师岗前培训教材指导
纲要》，对原试用讲义进行了大幅度的修改、调整和充实，并将这四本教材确定为今后岗前培训的主
要参考教材。改编后的教材，更加体现了内容的现代性、科学性、实践性和针对性。突出了理论的实
际运用和启发对高等教育工作的思考。因此在教学中，要坚持理认联系实际的原则，在开展理论数学
的同时，结合教学实践，拓宽培训形式，改革教学方法，促进岗位培训效果和质量的不断提高，使高
等学校教师岗前培训不断完善，更趋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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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绪论第一节 心理学概述第二节 大学心理学的研究对象、任务和方法第三节 学习大学心理学的
意义第二章 青年心理发展理论第一节 近代西文青年心理发展理论第二节 个体心理的发展第三章 大学
生心理发展的一般特征第一节 大学生的认识第二节 大学生的情绪和情感第三节 大学生的自我意识第
四章 大学生的个性心理第一节 大学生的需要和动机第二节 大学生的气质、性格和能力第五章 大学生
的学习心理第一节 学习理论简介第二节 大学生学习活动的心理分析第三节 大学生的创造性学习第六
章 影响大学生学习的因素第一节 认识结构与迁移第二节 学习中的动机因素第三节 影响学习的其他因
素第七章 大学生学习的测量与评价第一节 测量与评价概述第二节 大学生学绩水平的测量与评价第三
节 大学生兴趣与变度的测量与评价第八章 大学生的人际奖惩与群体心理第一节 人际交征概述第二节 
大学生人际交往的类型和特点第三节 大学生群体类型及其对学生个体行为的影响第九章 大学生的心
理卫生第一节 心理卫生概述第二节 大学生心理障碍及其原因第三节 大学生心理卫生的途径与方法第
十章 大学教师的激励第一节 行为过程的一般规律第二节 激励的基本理论第三节 大学教师激励的基本
原则和方法第十一章 教师心理第一节 教师的职业心理与职业角色第二节 教师的心理素质第三节 教师
的威信与人际关系第四节 教师的成长与发展第十二章 大学校园文化心理第一节 大学校园文化的一般
特征第二节 校园文化形成与发展的社会心理因素第三节 校园文化的心理功能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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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    三、大学生自我意识发展的主要特点    大学生自我意识发展水平较高，渐趋稳定，但尚未完全
成熟。有关研究资料表明，学生自我意识由低级水平向高级水平的发展有三个上升期，三个平稳期。
上升幅度呈逐渐下降趋势，说明由儿童期向青年期的自我意识的发展越来越趋稳定。大学生自我意识
发展已达到较高水平。这不仅从大学生自我意识总体得分和自我评价的得分高可以证明，而且从自我
认识、自我体验、自我控制三者之间的关系比较协调，成为一个有机整体，也证明了大学生自我意识
发展水平是比较高的。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大学生自我意识已成熟、完善。例如，在理想我和现实我、
个体我和社会我等方面还存在着矛盾。    （一）大学生自我认识的主要特点    1．自我认识更具主动性 
  青年跨人大学的校门，一些十分紧迫的问题便摆在面前，这就是：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为什么
是一个这样的人？我可能和应该成为怎样的人？我的条件和前途如何?我一生已经做了些什么？还能做
些什么？这些问题的解答都涉及大学生的自我认识问题。大学生们总是十分感兴趣而又急迫地思考着
这些问题，强烈地期待着一个满意的或比较满意的答案。    自我认识的迫切性在少年期已有明显的表
现。但是大学生自我认识更具有主动性和自觉性，并具有更高的水平。他们往往主动地把自己与周围
的同学和老师作比较来认识自己、评价自己。他们往往主动地参照教材、报刊、杂志、文学作品中的
学者、专家、政治家、英雄模范人物和优秀教师，力图将社会的期望内化为自我的品质，并对自己作
出评价。    2．自我评价更客观    个人的自我评价在多大程度上是客观的，是与个人的实际情况相符合
的?随着年龄的增长，这种特性是怎样变化的?由于认识对象的不同以及自我评价的方法的不同，很难
检验自我评价是否符合实际情况以及符合的程度如何。通常，可以用两种方法来检验自我评价的客观
性。第一种方法是将个人自我认识中的抱负水平和活动的实际结果（如体育成绩、学习分数、测验得
分、科研成果等）进行比较，考察两者之间是否符合以及符合的程度。第二种方法是将个人的自我评
价与他人（教师、家长、同学）对被考察对象的评价进行比较，考察两者之间是否符合以及符合的程
度。研究表明，大学生自我评价与他人评价之间的相关都达到了显著水平。大学生由于生活经验的丰
富，理论思维的提高，以及抱负水平的稳定，他们评定自己和别人时克服了片面性，能辩证地从各个
侧面来分析自己、描述自己。既看到个人的优点，也看到个人的不足，立足于抓主要矛盾；既寄希望
于未来，也注意现实的具体状况，能综合过去、现在与未来评价自我。但大学生自我评价能力的发展
亦存在着不平衡性，部分学生自我评价过高，也有的学生自我评价过低。    3．自我形象结构的变化    
大学生自我形象的认知比高中生有了明显的变化，主要表现为：①大学生自我形象的丰富性。一般来
说，大学生能从更多的角度、更多的层次对自己进行观察、想象、评价，确定自己的形象。②大学生
自我形象的完整性。青少年都很重视自己的身体和外表，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对外表的操心通常
都会减少。青年大学生对自己的外表仍是相当重视的，但与此同时，他们也很重视“我”的另一些特
征，如智力、才能、意志、性格、活动的成绩、交往能力等。这说明大学生的自我形象具有完整性。
③大学生自我形象更具概括性。中学生对自我形象的描述往往是具体的，依据的是自己的局部特征，
而大学生的概括能力显然要胜出一筹。同样是描述自己的身份，中学生常用“我是中学生”、“我是
中国人”这样的语句，而大学生则喜欢用“炎黄子孙”、“龙的传人”、“新时代的开拓者”等。④
大学生自我形象更具稳定性。自我形象的稳定性，基本上同价值观的稳定性一样，是随着年龄的增长
而增长的。研究表明，成年人比青少年和儿童对自己形象的叙述更合乎情理。成年人的自我形象更少
受偶然因素的影响，少年时期和青年前期的自我往往会发生急剧的变化，属于青年中期的大学生的自
我评价的稳定性仍不及成年人，有时也会因偶然的因素而发生急剧的变化。此外，形成自己形象的那
些个性特征的稳定程度，在不同个体身上其表现也各不相同。    (二)大学生自我体验的主要特点    1．
自我体验的敏感性    大学生的自我体验比较敏感，凡涉及“我”的事物都会引起他们的兴趣，与“我
”相关的事物也往往能诱发连锁反应。大学生尤为关注自己在别人心目中的形象与地位，关心别人对
自己的意见和看法。有时别人无意间的一句问话会在他们的心头掀起轩然大波，他们会对此琢磨半天
，回味半晌。有时他们还会由此及彼，引发一连串的联想。    2．自我体验的丰富性和波动性    大学生
的自我情感体验比较丰富。有肯定的和否定的体验(喜欢自己还是讨厌自己、满意自己还是不满意自己
等)，积极的和消极的体验(喜悦还是忧虑、趣味无穷还是乏味无聊等)，以及紧张和轻松、敏感和迟钝
等体验。在这些丰富的体验中，大学生自我体验的情绪、情感基调是积极的、健康的。在自我体验方
面，男生比女生更有自信心，更富有活力，但容易急躁；女生则更热情，更迫切地要求取得成功，内
心舒畅感更明显，但容易发愁。处于青年中期的大学生，其自我体验仍有一定程度的波动性。比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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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心理学》

在取得成绩时，容易产生积极、肯定的情感体验，甚至骄傲自满，忘乎所以；而遇到挫折时，就容易
产生消极、否定的情感体验，甚至自暴自弃，悲观失望。    3．大学生的自尊心明显增强    多数大学生
具有较高的自尊心，表现为自尊的需要十分强烈，好胜、不甘落后，要求他人尊重。这是因为他们在
自我认识、自我评价的基础上，逐步认识到自己存在的价值、自己的地位和作用、自己的义务和责任
、自我的真正含义、自己的“惟一性”和“独立性”。同时，独立性的发展使他们强烈需要肯定自己
、保护自己、发展自己。另一方面，自尊的情感反应强烈。如果他们取得了成就，就会由衷地喜悦。
如果发生了挫折，他们也会久久思索，难以平静。遇到真诚的赞扬、尊重，他们会更加激动而更愿积
极向上。诚恳的善意的批评，会使他们倍感内疚；而不负责任的嘲笑、议论，或遭到忽视、误解或轻
蔑，则极易使他们难以忍受，甚至愤怒和反抗。值得注意的是，也有少数大学生存在着自卑感，如不
及时克服，一旦习惯化、巩固化以后，就会造成性格上的缺陷，严重的会产生自暴自弃的后果。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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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序为了全面提高高等学校教师素质，使其具备教师职业所必需的教育科学知识，增强教书育人的技能
，明确教师的职责和行为规范，以更好地适应高等教育改革和发展的需要，浙江省于1991年开始在普
通高校试行青年教师岗位培训制度。1991年10月，浙江省教委下发《普通高校试行教师岗位培训制度
的意见》，1996年又在总结试点工作的基础上制订了《关于实行高校教师岗位培训制度的意见》。通
过边实践、边总结、边探索、边完善，逐步形成了一套规范化、制度化、经常化的岗位培训制度。    
编写切合实际，符合青年教师需要的教材是搞好岗前培训工作的重要环节。浙江省通过试点实践和广
泛征求意见，在省教委的主持下，于1992年组织专家编写了《高等教育学》、《大学心理学》、《高
校教师伦理学》三本讲义及教学大纲，在1996年又编写了《高等教育法规基础》讲义。随着《中国教
育发展纲要》、《面向2l世纪教育振兴计划》、《教师法》、《教育法》、《教师资格条例》及《高
等学校教师培训工作规程》的颁布和实施，原国家教委在1996年4月印发了《高等学校教师岗前培训暂
行细则》和《高等学校教师岗前培训教学指导纲要>>，从政策上规范了高校教师岗前培训工作。随着
高等教育面向2l世纪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计划的实施，高等教育的教育思想、教育观念、教学内
容、教学体系、教学形式、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等正面临全面的更新和提高，社会对高等学校的教育
教学工作也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    为了进一步做好高等学校教师岗前培训工作，提高培训质量，
浙江省教委组织省内的专家学者，依据《高等学校教师岗前培训教学指导纲要》，对原试用讲义进行
了大幅度的修改、调整和充实，并将这四本教材确定为今后高等学校教师岗前培训的主要参考教材。
改编后的教材，更加体现了内容的现代性、科学性、实践性和针对性，突出了理论的实际运用和启发
对高等教育工作的思考。因此在教学中，要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在开展理论教学的同时，结合
教学实践，拓宽培训形式，改革教学方法，促进岗前培训结果和质量的不断提高，使高等学校教师岗
前培训不断完善，更趋规范。                                                         浙江省教委副主任  郑继伟                                       
                         1999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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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这本书在很多年前背过，因为是高校教师岗前培训的钦定教材，可惜几乎印象存留，应试的就是
如此。今天再翻看，觉得其实编写的也不错，有些东西没有考试的压力，也更容易往心里渗。这映证
了那句话：我热爱学习，只是讨厌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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