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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认证背景下师范类专业的课程建设
———以“社会心理学”课程为例

杨 娟
(西南大学 心理学部,重庆400715)

摘要:普通高等学校的师范类专业认证以“学生中心、产出导向、持续改进”为基本理念,强调以师范生

的学习效果为导向,对照师范毕业生核心能力素质要求,评价师范类专业人才培养质量。目前,师范专业的

“社会心理学”课程存在针对性教材缺乏、应用技能训练不足和科学研究训练薄弱等问题。由此,对标师范类

专业认证理念,对心理学(师范)专业的社会心理学课程提出如下建设策略:深化“理论基础、应用提升、研究

深化”的课程理念,建设基于“问题导向”的课程体系,实施“翻转课堂”教学,开展注重“过程评价”的课程考

核。针对师范专业的社会心理学课程建设有利于促进师范生卓越培养目标的达成,让学生学会教学、学会育

人、学会发展,成长为优秀教师、教育工作者和未来的教育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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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全面保障和提升师范类专业人才培养

质量,培养和造就党和人民满意的高素质专业

化创新型教师队伍,2017年10月,教育部印发

《普通高等学校师范类专业认证实施办法(暂
行)》,提出分级分类开展师范类专业认证,以
评促建,以评促改,以评促强[1]。心理学(师范)

专业毕业生是中小学心理健康教师的主要来

源,心理学师范类专业办学质量直接决定中小

学心理健康教师队伍整体素质,是影响中小学

教育质量的重要因素。近年来,我国心理学

(师范)专业的课程改革取得了积极进展,为心

理健康教育提供了强有力的师资保障。但与

此同时,教师教育综合改革也面临内涵式发展

亟待引导等新情况和新问题。由此,适应教育

改革的时代要求,培养不但具备良好心理学专

业素养的师范生,而且具备良好胜任力的中小

学心理健康教师,在专业认证背景下推进心理

学课程的改革与建设,成为我国心理学(师范)

教育的重要课题。
“社会心理学”是心理学(师范)专业的必

修课程,是一门研究如何看待他人、如何相互

影响,以及如何与他人互相关联的科学。通过

社会心理学课程的学习,可以帮助师范专业学

生掌握扎实的心理学基础知识、思想和方法,

同时还可以培养师范学生良好的心理素质,使
其增强抗压能力,胜任中小学心理教育各项工

作,并且具有乐观开放、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

与人生追求。本文以“社会心理学”课程为例,

在分析现有课程问题的基础上,提出对标师范

类专业认证理念的课程建设策略,以期对专业

认证背 景 下 的 心 理 学 课 程 建 设 及 实 践 有 所

助益。

  一、师范类专业认证理念的解读与

分析

  师范类专业认证理念为“学生中心、产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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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向、持续改进”。“学生中心”强调遵循师范

生成长成才规律,以师范生为中心配置教育资

源、组织课程和实施教学。要求师范类专业要

把培养目标和全体学生的毕业要求达成情况

作为评价的核心。在培养目标上,要围绕师范

生毕业要求以及毕业后一段时间内所应具备

的从教能力进行设定;课程与教学、合作与实

践、师资队伍和支持条件等,均要以有利于达

成培养目标与毕业要求为导向;各种质量保障

措施与制度的目的在于推进师范类专业质量

的持续改进和提高,确保师范生培养质量满足

从教所需的知识能力素质要求。“产出导向”
强调以师范生的学习效果为导向,对照师范毕

业生核心能力素质要求,评价师范类专业人才

培养质量,重点关注师范毕业生“懂什么”和
“会什么”,而不仅仅是“教了什么”。要求专业

按照“反向设计,正向施工”的基本思路,面向

基础教育改革发展需要,以培养目标和毕业要

求为出发点,设计科学合理的培养方案和课程

大纲,采用匹配的教学内容与教学方法,配置

足够的软硬件资源。要求教师明确自身在课

程教学中的主体责任,最终通过课程目标、毕
业要求和培养目标的定期评价与持续改进,保
证师范毕业生的核心能力素质达到要求。“持
续改进”强调聚焦师范生核心能力素质要求,
对师范类专业教学进行全范围、全过程跟踪与

评价,并将评价结果用于教学改进,形成“评
价—反馈—改进”闭环,建立持续改进质量保

障机制和追求卓越质量文化,推动师范类专业

人才培养能力和质量不断提升。

  二、专业认证背景下社会心理学课程

存在的问题

  社会心理学课程的建设和改革坚持“理论

知识和实践操作”相结合的原则,不断完善“启
发式、互动式和研究式”教学模式,在教学方法

上更加强调“学以致用”。虽然已有的教学改

革取得了积极成效,但师范类专业认证实行的

是三级监测认证,其中第三级定位于师范类专

业教学质量卓越标准认证,强调建立健全基于

产出的人才培养体系和运行有效的质量持续

改进机制,以赶超教师教育国际先进水平为目

标,以评促强,追求卓越,打造一流质量标杆,
提升教师教育的国际影响力和竞争力。对标

这一卓越标准,“社会心理学”作为支撑心理学

(师范)专业的核心课程,其建设和改革还有待

进一步深入推进。笔者在社会心理学课程的

教学实践中,发现其尚存在以下问题:
(一)普及性教材多,针对性教材缺乏

在中国社会心理学的萌芽阶段,学者们翻

译出版了多部西方社会心理学著作。21世纪

初期,本土学者逐渐开始编撰拥有自我话语体

系的社会心理学教材,其中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0年出版的《社会心理学》、人民教育出版社

2015年出版的《社会心理学》和北京大学出版

社2018年出版的《社会心理学》教材使用较为

广泛。与此同时,西方的社会心理学著作也在

中国本土占据了一部分市场,包括人民邮电出

版社翻译出版的戴维·迈尔斯所著的《社会心

理学》、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出版的艾

略特·阿伦森等所著的《社会心理学:阿伦森

眼中的社会性动物》以及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翻译出版的道格拉斯·肯里克所著的《自我·
群体·社会》。这些教材都力图完整呈现社会

心理学作为一门学科的全貌,内容涵盖社会心

理学的基本理论、社会化、社会角色、自我意识

与人格、社会态度、社会认知、人际关系、人际

沟通、群体心理、社会影响、利他与侵犯,以及

社会心理学在管理、法律、健康和环境方面的

应用等。也有少部分教材关注社会心理学的

特定领域,例如人民邮电出版社出版的《社会

心理学的经典实验》和《文化比较研究中的社

会心理学》等。这样的教材体系安排虽然可以

帮助师范专业学生掌握扎实的社会心理学基

础知识、思想和方法,但是由于师范学生未来

的工作定位是基础教育领域,对于应重点利用

哪些社会心理学知识来开展有针对性的教育

教学,他们可能并不完全清楚。另外需要注意

的是,目前针对师范专业的课程体系中,其实

也包括基础教育领域所需的与心理教育相关

的技能和实操课,例如心理能力训练、中小学

心理辅导、中学生行为问题与矫正等,部分与

社会心理学有关的知识点也由此融入了这部

分课程。然而,由于这类课程更加关注实际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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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因此事实上,目前专门针对师范专业的社

会心理学教材仍然十分缺乏。
(二)基础性知识学习为主,应用技能训练不足

社会心理学的基础知识量非常丰富,可以

按照个体过程、人际过程和群体过程逐步展

开。基础知识的学习虽然必不可少,但由于社

会心理学本身的学科性质决定了其应用特质,
因此“学以致用”才是学习社会心理学的根本

宗旨[2]。尤其是心理学(师范)专业的培养目标

是学生在毕业后五年左右能够在基础教育领

域开展心理健康教育,因此知识学习的应用性

就显得更加重要。如前所述,目前部分针对师

范专业学生的心理能力训练等技能课程中,虽
然包括少量与社会心理学有关的知识点,但遗

憾的是,由于并没有与知识讲解有机结合,往
往导致理论与实践操作脱节。在前期的教学

过程中,笔者虽然已经尝试采用小组讨论的方

式,让学生以3~4人组成小组的形式集体汇报

学习成果,试图让学生将基础性知识运用于社

会生活,用其解释社会中自我和他人的行为,
但最终依然感觉课堂的实践操作程度低,而与

师范生毕业后即将开展的心理健康教育密切

相关的应用教学则更少。

(三)课堂讲授为主,科学研究训练薄弱

师范专业学生的培养目标不仅导向学会

教学、学会育人,还需要学会发展。目前笔者

所在学校的社会心理学课程学时为48个课时,
如果想让学生了解社会心理学的全貌,讲授式

教学应该是最可行的。但传统的“填鸭式”讲
解教学、“单一化”的教学手段以及“过场化”的
教学评价,无法满足师范类专业认证中对于社

会心理学课程的要求。师范专业学生还应该

能够通过科学研究来解决个人专业成长过程

中所面临的问题,能够运用批判性思维关注、
分析和解决教育教学实践中的问题,能够掌握

心理教育研究的基本方法和技能,具有创新意

识与科学思维。

  三、对标专业认证理念的社会心理学

课程建设策略

  围绕师范类专业认证“学生中心、产出导

向、持续改进”的基本理念,结合心理学(师范)
专业学生在毕业后五年左右能够在基础教育

领域开展心理健康教育教学这一“产出导向”,
笔者认为社会心理学课程建设应主要聚焦课

程理念、课程体系、课程实施和课程考核四个

方面。具体见表1。
表1 对标师范类专业认证理念的社会心理学课程建设策略

维度 具体内容

课程理念 理论基础,应用提升,研究深化

课程体系
设计基于问题导向的课程体系。根据中小学生三大类问题行为安排教材内容,增加对于中

小学生问题行为的案例分析

课程实施
教师讲授过程:教师讲授,案例分析,学生讨论

翻转课堂:学生展示和分析,教师点评

课程考核
强调过程评价。翻转课堂评分作为平时成绩,占较大比重。突出能力培养,创新考核形式,

提倡科研报告式的中期考核

  (一)课程理念

对标师范类专业认证理念,笔者认为社会

心理学课程理念应为“理论基础、应用提升、研
究深化”。它是社会心理学课程建设的行动指

南,指导课程体系设定、课程教学实施以及课

程质量评价。“理论基础”旨在强调社会心理

学的科学本质。理论是对社会中已有人类行

为的总结,也可以用来预测还未发生的人类行

为。虽然大多数社会心理学实验所得出的可

信结论都有点像常识,但社会心理学家是通过

设计一系列的科学研究方法,来系统验证有关

人类社会行为的假设、猜想和观点的,而不是

依赖民间智慧、常识抑或是哲学家、小说家、政
客、名人等的观点来立论。因此,社会心理学

的课程体系必然是建立在社会心理学理论基

础之上的。“应用提升”旨在强调以师范生的

实际操作能力为导向,对照心理学师范毕业生

核心能力素质要求,评价心理学师范类专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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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培养质量。要求师范生能根据自身所掌握

的社会心理学基础知识,结合中小学教育,尤
其是中小学生的身心发展特点,综合利用课

程、讲座、实践等多种形式全面育人,这是社会

心理学学习的最终目标。“研究深化”旨在强

调通过科学研究的方式来解决实际工作中所

遇到的疑惑和难题。面对基础教育中遇到的

现实问题,尤其是与社会心理学相关的问题,
需要师范毕业生采用科学研究的方式来加以

解决。科学问题源自于工作和生活,科学问题

的解决又为工作和生活服务,其间过程既深化

了社会心理学理论,又为理论的提升和修正提

供了现实依据,二者相辅相成。
(二)课程体系

师范专业学生毕业后要在基础教育领域

开展心理健康教育教学,因此要真正实现“学
以致用”,就应从工作对象的“问题”出发设计

课程体系。中小学生常见的心理健康问题包

括社会认知问题、人际关系问题和性心理问

题[3]。社会认知能力是学生正确认识自我、认
识社会、明辨是非、解决问题的基本能力,同时

也是学生形成正确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的

关键所在[4]。中小学生的心理活动集中指向自

我,特别关注自己的身心变化和感受,同时其

明辨是非的能力较弱,容易受到环境的影响。
人际关系问题包括与师生关系相关的抵触、逆
反心理,与同伴关系相关的孤独感、情绪压抑

和抑郁心理,与父母关系相关的逆反和极端情

绪[5]。中小学阶段的学生增加了对同伴的依

赖,与父母家庭的联系被削弱,而对于教师,则
是信赖与批评共存。两性话题是青春期发展

的中心内容,男女性别的差异不仅表现在生理

基础上,也表现在社会适应性和社会行为上,
男女性别角色问题以及两性交往问题皆是这

个年龄段学生极为关注的问题[6]。
针对上述中小学生常见心理健康问题,面

向师范专业学生的社会心理学课程体系应该

更具针对性和适切性。具体而言,一方面,对
社会心理学课程参考教材的有关章节内容进

行整合、增补、压缩和删减(详见表2),重点聚

焦与社会认知问题、人际关系问题和性心理问

题相关的概念、理论及方法;另一方面,在涉及

相关理论时,结合中小学生具体心理问题和行

为表现进行剖析,尽量通过具体案例来彰显社

会心理学知识的应用性。

表2 对标师范类专业认证理念的社会心理学课程体系设计

章节目录 教学内容 问题导向

第一章 导论
社会心理学的基本概念以及社会心理

学中的重要问题

第二章 研究方法 社会心理学研究中的调查法和实验法

第三章 社会中的自我
自我 的 概 念,自 我 效 能 和 自 尊,自 我

服务偏见

社会认知问题(自我中心,低自尊,习得

性无助)

第四章 社会信念和判断
信念固着,归因理论,代表性直觉、易得

性直觉

社会认知问题(过度自信,错误归因,

错觉思维)

第五章 行为与态度 态度与行为的相互影响
社会认知问题(印象管理,自我辩解,

认知不协调)

第六章 从众和说服
从众,从众的 原 因,影 响 从 众 的 因 素,

说服的途径,说服的四大要素

人际 关 系 问 题(盲 从,逆 反,个 性 化,

极端思想的危害)

第七章 群体影响
社会助长,社 会 懈 怠,去 个 体 化,群 体

极化,群体思维

人际关系问题(搭便车,去个体化,极端

行为)

第八章 偏见和攻击 偏见的根源,攻击的原因 人际关系问题(校园欺凌)

第九章 基因、文化和性别
进化和文化对行为的影响,性别的相似

性和差异性
性心理问题(性别角色问题)

第十章 亲密与吸引 人际吸引的因素,爱情,亲密关系的结束 性心理问题(两性交往问题)

08



  从长远来看,关于心理学(师范)专业社会

心理学课程的建设,需要更加凸显教材的针对

性。首先,未来教材的编制应该基于中国本土

视角,更多地运用国内社会心理学相关研究成

果,增强学生对于教材中社会现象的代入感,

使其加深对相关理论的理解。其次,教材内容

应根据实际教学经验和社会调查,总结中小学

生在社会认知、人际关系和性心理等方面的突

出问题,并结合中小学生群体身心发展的阶段

性特征,综合分析中小学生社会心理问题的根

源。在此基础上,教材还应针对中小学生前述

心理健康问题增设应用板块,结合教育心理学

相关技巧,引导和帮助心理学(师范)专业学生

能在未来的教育教学中解决实际问题。

(三)课程实施

“学以致用”是社会心理学学习的根本宗

旨。尤其是对于师范专业的学生而言,应能根

据自身所掌握的社会心理学基础知识,结合中

小学教育及中小学生的身心发展特点,综合利

用课程、讲座、实践等多种形式全面育人。为

了训练和提高师范专业学生的应用能力,社会

心理学课程中涉及“问题导向”的教学可增加

翻转课堂,把讲台交给学生,实现师生角色互

换。具体而言,对学生进行分组后,让其选定

与教学内容相关的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相关

案例,制作课件,并呈现于课堂,教师则全程指

导、当堂点评,最后总结、反思(参见表1)。教

师的课堂讲授与翻转课堂一前一后,围绕相同

的心理健康教育相关问题展开,能够让学生在

这个过程中更加牢固地掌握基础知识,并且灵

活地运用相关知识。

(四)课程考核

首先,为了使师范专业学生的科学研究能

力与应用能力培养紧密结合,应强调对社会心

理学课程进行全过程考核。学生在翻转课堂

中所表现出来的基础知识掌握情况、发现问题

和解决问题的能力等都应作为考核内容。课

后还可让学生以小组的形式针对课堂上的问

题进行进一步研究,然后提交研究报告,并作

为中期考核成绩(参见表1)。由于学生已经通

过翻转课堂对该研究问题进行了深入分析和

思考,并且教师也在课堂上进行了相关点评与

思路讨论,因而可以使课后的研究调查与课堂

教学实现呼应与贯通。其次,为了突出能力培

养目标,还应创新考核形式,加大过程考核的

成绩比重。

四、结 语

课程是教学体系的基本单元,是人才培养

的重要载体,是专业建设的基本内容。课程问

题虽然是教育过程中最微观、最普通的问题,

但它要解决的却是教育中最根本的问题,即培

养人的问题[7]。当前,我国正处于从教育大国

向教育强国迈进的关键时期,提升教育质量成

为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的核心要求,而教育质

量的根本落脚点在于课程。针对目前心理学

(师范)专业“社会心理学”课程中存在的问题,

对标师范类专业认证理念,从课程理念、课程

体系、课程实施和课程考核四个方面提出建设

策略,以期助力师范生卓越培养目标有效达

成,为国家培养更多符合未来发展需要的专门

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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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rriculumConstructionintheContextofTeacher
EducationAccreditation:TheCourseofSocialPsychologyasaCase

YANGJu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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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Basedontheideaof"student-centeredness,outputorientationandcontinuousimprove-
ment",theaccreditationofteachereducationprogramemphasizesthelearningeffectofnormal
students,andevaluatesthetrainingqualityofnormalstudentsaccordingtotherequirementsofthe
corecompetenceandqualityfornormalgraduates.Takingthecourseofsocialpsychologyasanexam-
ple,thispaperputsforwardtheconceptof"theoreticalbasis,applicationorientationanddeepeningre-
search"fortheconstructionofthesocialpsychologycourse.Aimedattheteachingofsocialpsychol-
ogyforpsychology-majoredteachereducationstudents,a"question-oriented"teachingsystemshould
bedesigned,teachingcontentof"appliedoperations"shouldbeaddedon,anda"research-oriented"
teachingmodeshouldbeemphasized.Theconstructionofsocialpsychologycurriculumfortheteacher
educationmajorwouldpromotetheattainmentofnormalstudentstraininggoals,allownormal
studentstolearntoteach,toeducateandtodevelop,growingintoexcellentteachers,teachingstaffand
educatorsinthefuture.
Keywords:accreditationofteachereducationprogram;curriculumconstruction;socialpsychology;
applicationorientation;deepening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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