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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培养学生的学科兴趣和科学思维、引导学生主动学习是教学改革的关键因素。心理学史是一门探讨心理

学发展历程和理论演变的学科，其教学改革对于提升心理学专业总体教学效果具有重要意义。以心理学

史课程教学为例，结合课程特点、课堂反馈和学情分析，采用基于问题的教学模式进行课堂教学改革实

践研究。为提高教学效果，从“意识的本质是什么？”，“心理学要不要放弃意识问题？”，“意识研

究如何重出江湖？”，“人类的本性，潜能和价值”四个研究主题入手，采用小组合作和课下指导的方

式，引导学生理论结合实践，加深对心理学史上关键科学问题的理解，优化了心理学史课堂教学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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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ultivating students’ interest in the discipline and scientific thinking, and guiding them to learn 
actively are the key factors of teaching reform. History of psychology is a discipline that explores 
the development and theoretical evolution of psychology, and its teaching reform is of great sig-
nificance in improving the overall teaching effect of psychology majors. Taking the teaching of the 
history of psychology course as an example, the problem-based teaching model is adopted to car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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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ut practical research on classroom teaching reform, taking into account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course, classroom feedback and analysis of the learning situation.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teach-
ing effect, from “What is the nature of consciousness?”, “Should psychology abandon the problem 
of consciousness?”, “How can consciousness research make a comeback?” and “Human Nature, 
Potential and Value”, we use group cooperation and under-class guidance to guide students to 
combine theory with practice, deepen their understanding of key scientific issues in the history of 
psychology, and optimise the teaching process in the classroom of the history of psych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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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PBL 教学法在心理学史课程教学中的潜在优势 

心理学史是一门探讨心理学发展历程和理论演变的学科，涵盖了从古代哲学思想到现代心理学的发

展历史[1]-[3]。学习心理学史需要了解不同时期人们对心理现象的理解，并了解心理学家的贡献与成就。

课程内容通常包括古希腊哲学的思想、启蒙时代的心灵哲学、结构主义、功能主义、行为主义、人本主

义、认知心理学等心理学的各个阶段和主要学派[2] [4] [5]。学生将通过阅读经典文献、研究心理学家的

生平和思想来深入理解心理学史。通过学习心理学史，学生将能够更好地理解心理学的本质、基本概念

和方法，并将其运用于实际研究和实践中。这门学科为学生提供了一个知识框架，使他们能够了解心理

学思想的演变及其对人类社会发展的影响。然而，心理学史课程需要学生掌握大量的历史背景、发展脉

络等内容，对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提出了较高的要求。此外，心理学史课程中的理论框架较为抽象，难

以与实际生活相结合。学生往往难以理解其中的意义和应用，缺乏对课程的认同感和兴趣。关键的是，

心理学史课程缺乏实践与应用的环节，学生难以将所学知识联系到实际问题中，缺乏实际操作的机会，

无法体验到知识的价值和意义。 
在传统教学模式下，课程缺乏互动性和参与度。学生只是被动地接受教师的讲述，缺乏主动思考和

参与讨论的机会，导致学习过程显得枯燥乏味。目前，心理学史的教学需要解决一些重要问题[6] [7]。首

先，如何平衡历史背景和理论发展的介绍，以确保对心理学发展过程的全面了解。其次，如何培养学生

批判性思维，让他们能够评估不同理论的优缺点，并将其应用于当前心理学研究中。最后，如何激发学

生的兴趣，使他们能够主动参与学习，深入思考和讨论心理学史的重要议题。因此，若要提高心理学史

教学质量必然要对传统教学模式进行改革。 
PBL (Problem-Based Learning)是一种基于问题的教学模式，它强调学生主动参与、自主学习和问题

解决能力的培养[8]-[10]。PBL 的核心是通过真实的问题情境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动力。学生在团队合

作的环境中，通过提出问题、搜集信息、分析和解决问题等一系列活动来进行学习。这种模式强调学生

的主动参与和探索，培养了他们的批判性思维、问题解决能力、团队合作能力以及社会交往能力。在 PBL
中，教师不再扮演传统的知识传授者的角色，而是充当学习的引导者和指导者。学生需要根据问题的性

质，运用多种资源进行信息搜索和分析来获取知识和技能，通过批判性思考和协作讨论来制定解决方案。

以往研究发现，该方法对人文社科类的课程具有很好的效果[11]-[13]。 
PBL 教学法对心理学史课程教学具有潜在优势。首先，它能够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主动性，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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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情境的引导，使学生积极参与、深入思考，培养批判性思维和问题解决能力。其次，PBL 强调学生

的合作与协作，可以促进学生之间的团队合作和社交交往，培养他们的团队合作能力和领导力。最后，

PBL 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通过实际问题的解决，帮助学生将所学知识应用于实际情境中，增强他们的

学习成果的实用性和可持续性。因此，将以培养能力为目标的 PBL 教学法应用于心理学史教学具有重要

的意义。 

2. 心理学史课堂改革目的设置 

(1) 提高学生的批判性科学思维和问题解决能力：通过 PBL 教学，激发学生主动思考和探究问题的

能力，培养他们的批判性思维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应对日益复杂和多变的社会需求。 
(2) 加强学生的团队合作和沟通能力：通过小组项目的设计和学生角色分配，促进学生的互相学习和

协作，提高他们的团队合作和沟通能力，在实践中培养应对团队工作场景的技能。 
(3) 整合理论与实践，提升学生的应用能力：通过将心理学史的理论内容与实际案例相结合，帮助学

生将所学知识应用到实际问题的解决中去，进一步提升他们的实践能力和创新思维。 
(4) 促进学科整合与学科交叉：通过 PBL 教学的跨学科特性，有助于促进不同学科之间的交流与合

作，激发学生跨学科思维和学科整合的能力，在跨学科合作中培养学生的多元视角和解决复杂问题的能

力。 

3. 教学改革开展情况与主要措施 

在教学过程中，研究进度和教学进度同步。PBL 的实施过程在心理学史课程中可分为课前、课中和

课后三个阶段。在课前，教师通过设计引人思考的问题情境和激发学生兴趣的活动，激发学生的学习兴

趣。在课中，学生以小组合作的方式研究和讨论心理学史相关问题，并通过资源整合和实践应用将理论

联系到实际。在课后，教师通过评估和反馈，帮助学生反思和改进自己的学习过程，并持续跟进评估和

改进教学效果，提高学生的参与度和学习质量。效果的评估是基于课程结束后的问卷调查，来获得学生

对教学效果的主观评价，并在考试结束后，基于课堂评价对试卷得分进行分析。 
(1) 问题设计与情境创设： 
设计开放性、引人思考的问题情境，激发学生的主动学习兴趣。结合心理学史的核心概念和主题，

设计相关的问题，确保问题具有挑战性和启发性。创设情境，将学生置于历史事件中，让他们能够体验

当时的环境和背景。为此，我们设置了 4 大主题和 8 大争议问题(见表 1)。以心理学史上意识的本质是什

么为例，构造主义学派和机能主义学派对意识问题有一系列争论，要求同学们分别收集两个学派的代表

人物及其观点和经典实验，聚焦意识的成分和功能这一核心主题，深入理解该历史时期心理学家对意识

的看法。关键的是，进一步要求学生来设计心理学实验对上述争论进行验证，从理论和实验两个层面来

全面理解该主题。 
(2) 小组合作与角色分配： 
如何有效组织学生分组，确保每个学生都能积极参与并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能？需要考虑到学生的兴

趣、能力和学习风格，合理安排小组成员的角色，如组长、记录员、讨论主持人等，以促进协作和互助

学习。我们当前的做法是设定心理学史上的四个重要研究主题，学生基于对上述主题的兴趣组成小组(由
3~5 名学生组成)，在小组内根据自己的兴趣和专长选择角色，并明确各个角色的职责与贡献，使每个人

都能有所侧重并参与到问题解决中。鼓励学生在小组内展示各自的专长，共同解决问题和完成任务。 
(3) 学生指导与支持： 
如何提供适当的学生指导和支持，帮助他们在 PBL 过程中克服困难和挑战？需要设计良好的学生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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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Major research themes and controversial issues in the history of psychology 
表 1. 心理学史上的主要研究主题和争议问题 

主题 争议性问题 

意识的本质是什么？ 
意识由哪些成分构成？ 

关于意识的成分和功能争论 

心理学要不要放弃意识问题？ 
华生的绝对客观科学心理学之路 

行为主义学派的内部革命 

意识研究如何重出江湖？ 
计算机的产生和认知心理学兴起 

智慧的本质–皮亚杰的发生认识论 

人类的本性，潜能和价值 
从马斯洛和罗杰斯看人本主义思潮 

如何获得幸福–现代积极心理学 

 
导机制。针对每个主题都提供必要的学习资源和参考资料，包括书籍、期刊文章、学术报告等，帮助学

生深入了解心理学史的相关知识。定期组织导师讨论会或指导辅导时间，为学生提供机会分享和讨论他

们的进展、解答疑问。鼓励学生与同伴合作，互相交流与帮助，共同解决问题和克服困难。在指导和支

持过程中，导师会在第一次课程中进行文献检索和资料搜集的培训，并以其中一个主题为例提供心理学

家人物传记、学术著作和代表论文等关键资料，引导学生主动搜集信息。 
(4) 资源整合与实践应用： 
整合各种学习资源，如图书馆、在线数据库等，为学生提供多样化的信息来源。鼓励学生运用所学

知识解决实际问题，通过案例分析、模拟实验等方式将心理学史中的理论联系到实际应用中去，培养学

生的应用能力和创新思维。 
(5) 评估与反馈： 
设计多元化的评估方式，包括个人和团队绩效的评估，如学习日志、小组报告、展示演讲等形式。

及时提供针对性的反馈，帮助学生改进和进一步发展。鼓励学生自我评估和互评，促进他们对自己和团

队成员的认知和评价。例如，在其中的主题展示汇报环节，可以结合小组讨论过程和汇报成果进行评估，

重点关注学生的思考过程、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及团队合作与沟通的表现。 

4. 实施基本成效与特色 

在将 PBL 理念引入心理学史课程后，基于学生对教学效果的主观评价和心理学史期末考试成绩的量

化分析，可以发现 PBL 教学模式能有效提高心理学史的教学效果和教学质量。具体如下： 
1. 促进了学生的跨学科知识的整合，PBL 可以通过设计综合性和多学科的问题情境，促进跨学科知

识的整合和交流，提高学生的综合思维能力。 
2. 提高了学生问题解决和实践应用能力，PBL 强调学生主动、探究性的学习方式，通过资源整合和

实践应用，培养学生独立思考、解决问题和实践应用的能力。 
3. 提高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参与度，PBL 教学模式通过活动和角色扮演等方式要求学生体验著名心

理学家的心理过程，激发学生对心理学史的学习兴趣和积极性，提高学生的参与度。 
4. 促进学生团队协作和沟通能力，PBL 强调小组合作和讨论，在实践过程中，学生需要进行交流和

合作，从而培养团队协作和沟通能力，增强学生的社交技能和领导能力。 
PBL 教学模式能促进学生在课堂上的参与度和获得感，学生们对心理学的学习也产生了更大的好奇

心。同时，本教学实践也会进一步开展心理学史和其他心理学科的课程改革起到了一定的指导作用。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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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本次改革具有如下特色： 
1. 首次在心理学史的课程教学中引入 PBL 教学模式，发现了良好的效果； 
2. 采用问题为导向、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模式，培养学生批判性思维、团队合作和实践应用能力。 
3. 基于问卷调查和试卷分析的结果进行教学效果评估和反馈，促进教学效果不断优化和改进。 

5. 结语 

PBL 教学模式尽管有许多优势，但在实施过程中仍然面临了不小的挑战。首先，PBL 强调问题解决

和实践应用，可能导致对于心理学史课程中大量重要的历史事件、人物和理论等知识点的压缩，这会影

响学生对于整体学科知识的了解和掌握。其次，PBL 注重学生自主学习和合作学习，但心理学史课程需

要学生掌握大量的历史背景、发展脉络等内容，对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提出了较高的要求，部分学生常

常因受挫而放弃主动学习。最后，PBL 需要教师为学生提供充足的资源和指导，而本人目前积累的心理

学史相关资料和教材尚有不足，在引导学生重复心理学史上著名的实验研究上也存在一定困难，需要更

多的教学准备和支持。 
以上问题需要教师在实施 PBL 的过程中充分考虑和解决，通过合理设计问题情境，提供适当的指导

和资源支持，确保学生既能够在 PBL 的环境中培养批判性思维和实践应用能力，又能够全面掌握心理学

史的核心知识和概念。 

基金项目 

安徽医科大学重点教研项目(2024xjxm10)。 

参考文献 
[1] 孙鹏, 姜立军, 李昂. 心理学史的重要性及科学历史思维的培养[J]. 传承, 2016(3): 134-135. 

[2] 叶浩生. 论西方心理学发展中的几种对立倾向[J]. 心理学报, 1997(3): 318-325. 

[3] 叶浩生. 心理学的历史编纂学:后现代主义的挑战[J]. 心理学报, 2008, 40(5): 626-632. 

[4] 申荷永. 心理学史与“核心课程” [J]. 心理科学, 1996(6): 376-378. 

[5] 杨莉萍, 王妍, 杨涵. 心理学史与理论心理学研究的几个现实问题——纪念高觉敷先生逝世 30 周年[J]. 心理学

探新, 2023, 43(2): 99-101. 

[6] 孟维杰, 张晓书. 论心理学史观与教学模式[J]. 阴山学刊, 2014, 27(5): 96-98. 

[7] 谢琛. 西方心理学史教学改革初探[J]. 合肥学院学报(综合版), 2017, 34(3): 133-137. 

[8] 崔炳权, 何震宇, 王庆华, 等. PBL 教学法的研究综述和评价[J]. 中国高等医学教育, 2009(7): 105, 118. 

[9] 吴刚. 基于问题式学习模式(PBL)的述评[J]. 陕西教育(高教版), 2012(4): 3-7. 

[10] 刘儒德. 问题式学习: 一条集中体现建构主义思想的教学改革思路[J]. 教育理论与实践, 2001, 21(5): 53-56. 

[11] 吕麦蓉. PBL 教学法培养学生创新能力的优势、困境与突破路径[J]. 现代职业教育, 2024(9): 73-76. 

[12] 王薇薇, 刘晔, 刘破浪, 等. 基于 PBL 模式的环境心理学教学改革实践[J]. 山西建筑, 2024, 50(7): 191-194. 

[13] 周忠信, 陈庆, 林艺雄, 等. PBL教学模式的研究进展和现实意义[J]. 医学与哲学(人文社会医学版), 2007, 28(15): 
72-74. 

https://doi.org/10.12677/ae.2024.1481484

	基于PBL理念的《心理学史》课程教学改革实践
	摘  要  
	关键词
	Teaching Reform Practice of “History of Psychology” Course Based on the Concept of PBL
	Abstract
	Keywords
	1. PBL教学法在心理学史课程教学中的潜在优势
	2. 心理学史课堂改革目的设置
	3. 教学改革开展情况与主要措施
	4. 实施基本成效与特色
	5. 结语
	基金项目
	参考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