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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teaching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knowledge instruction is emphasized, but emotional 
experience and communication is neglected. By citing the specific case from the teaching of expe-
rimental psychology, this article discusses how to apply the concepts of integration of cognition 
and emotion to the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To create a positive and pleasant learning atmos-
phere, this article analyses the mutually adjusting teaching technology of cognition and emotion in 
the process of project proposing and in the design of the project proc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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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实验心理学教学中注重知识的传授而缺少情感的体验与交流。引用实验心理学课中的具体案例，探讨知

情交融理念如何在实验心理学中应用。为营造出使学生积极、愉快的学习气氛，具体分析了课题的提出

和过程设计中认知与情绪相互调节的教学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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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实验心理学是用实验方法，研究心理现象和行为规律的科学。包括进行心理学实验的原理、方法、

仪器等。知情交融理念注重认知与情感相互促进，以情促知、知情交融，创设情景使学生在愉快的气氛

中积极学习。现实中实验心理学教学中，注重实验方法、原理、程序和有条不紊的实验过程，显得枯燥

无味。如何使单一的认知与识记的知识，赋与情感化的因素使两者融合，提高学生学习兴趣，是一个值

得研究的命题。 

2. 教学设计 

2.1. 课题的提出 

2.1.1. 课本知识与师生的关系 
首先课本知识是学生获取知识的主要载体，也是是教师传授知识主要媒介。学生乐于学习书本知识

需要教师的桥梁作用。因此教师要优化课本内容，疏理知识结构。 
其次学生是学习的主体。以学生现有知识和阶段年龄心理特征为基础，分析课本知识使学生“跳一

跳才能摘到桃子”(闫承利，1998)。从而对教学内容感兴趣，激发学习需要。 

2.1.2. 课题的展示方式 
首先在课件中用醒目的文字展示课题，使学生明确知道一节课的学习内容。 
其次说明关于课题的背景知识。如：在教学影响闪光融合临界频率(CFF)的因素时，提示学生闪光融

合临频率的定义及在现实生活中的应用。初步感知知识的本质和应用的可能，诱发学生学习动机。学习

动机是推动学生学习以达到学习目的的内部心理动力(王有智，2006)。 

再次给予知识情感色彩。如：我们可以在实验台前演示影响闪光融合临界频率的因素，大家有兴趣

吗？ 

3. 过程设计 

3.1. 实验流程的说明 

实验心理学中实验流程知识偏认知、重识记，需要教学技术的调节。知情交融理念就是期望通过创

设一定的教学条件，使学生的认知与情绪活动在积极互动的基础上产生愉快的心理状态，促进学生对学

习内容的接受和掌握；期望有意义学习的产生，即迎合学生头脑中以有的认知结构或知识结点，从而产

生知识本质的联系；期望“寓教于趣”激发学习动机和学习主动性使学习具有掌握教材所需的学习心向(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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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中，2006)。 

3.1.1. 教学环境中认知与情绪的相互调节 
首先教学环境中人际关系主要指师生关系，建立和谐、民主的师生关系，对课堂教学有着重要的影

响。良好的师生关系能使学生保持积极的学习心向、保持活跃的思维状态、增添课堂活力，利于达到知

情交融的教学效果。如：师生共同想象电影胶片与影屏上连续画面的关系？五彩霓虹灯的闪烁技术与人

的闪光融合临界频率的关系？这样在师生的交流中，放松课堂学教学的严肃气氛、促进学生学习的积极

性，有助于和谐课学教学气氛的形成。 
其次运用适当的期待激励措施使学生心理充满自信、向往成功，即学生心理环境的知情调节。教师

通过开放性问题的提问，使学生相信自己。如似动现象的影响因素？ 
再次教师运用多媒体技术等物质资源，改善教学环境提高教学效率。如：实验台平面图在课件中以

图片的形式展示出来，学生直观的看到将要看到的实验台，为此而向往走进实验室，激发学生的求知欲

和学习热情，从而关注实验程序的讲解。 

3.1.2. 教学组织中认知与情绪相互调节 
首先实验心理学中可以有类似角色转换时的情绪体验，并且师生共同倾听学生对实验程序知识的理

解。如：学生谈谈心理旋转实验中字母不同角度卡片的放置顺序。学生在理论知识的基础上谈谈实验中

随机化的问题是很有挑战性的问题。有见解的学生可以加深对心理旋转知识的理解，也体验到做师长的

喜悦之情。在这个过程中，教师多鼓励、多引导。 
其次突出重难点，进度张弛有序。教师要在实验程序中关键的步骤上浓墨重写，对于像怎样变换卡

片这样的细节操作轻描淡写。如：似动的演示实验中重点是 A、B 两视场的明度调节。而调换卡片奔腾

的马与棒状图的方法可以一带而过。重点部分既影响实验操作又能体会知识在实验中的应用，从而增加

学生的学习兴趣和知识应用的好奇心。 
再次根据教学的难度，合理设置教学的坡度(张耀庭，郭勇，2007)。原有以学习过的心理学知识通过

实验再次体会，教师引导学生利用迁移，运用旧知识来掌握新知识。即心理学中的知识点与实验过程步

骤的对应关系。如：理解设置心理旋转实验中不同角度卡片与认识过程反应时间的关系。用心理旋转认

知过程学生已经学过的知识帮助理解实验中不同角度卡片设置，降低难度、加深理解。 
最后表情调节也是课堂组织中的一个很重要因素。教学活动中教师表情的合理运用会给学生心理和

情绪带来积极的影响，从而为枯燥的实验程序的学心增添情感的色彩。需要注意的是教师要保持乐观向

上的精神状态，以和颜悦色的面部表情感染学生，使学生产生情感上的共鸣。同时教师的动作、姿势表

情方面，应保持举止从容，注意课堂上不随便做与课堂无关的小动作。如不断的来回走动、抓耳挠腮等，

为知情交融的教学创设良好的情绪氛围。 

3.2. 实验室操作 

这一阶段在实验流程课堂教学之后，学生将要进入真正的实验操作阶段。学生要把心理学知识和实

验操作的流程应用于实践，面对仪器学生不知道怎样操作才能达到预期的效果。此时需要教师运用教学

技术使学生体验到成功的喜悦，激发学生乐于实践的心理需要。 

3.2.1. 示范实验法 
教师在实验台前示范完成的实验流程，让学生体会按照实验流程的指导操作一定能获得理想结果的

信心。激励学生自己动手独立操作的心理动机。如影响 CFF 的因素实验：(1) 接通电源、打开机器、被

试试实验。(2) 选一个条件调整颜色、亮度和占空比。(3) 正式实验按“ABBA”即“渐增渐减渐减渐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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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次序实验并记录实验数据。(4) 更换被试重复上面的实验。把复杂的实验操作过程示范给学生，减轻学

生的心理负担，放松心情愉快学习。 

3.2.2. 分解实验法 
“把复杂的实验过程加以分解，以便于学习者的理解逐步引向深入”是支架式教学技术的启发。每

一次小的成功，给学生一次小的鼓励，最后实现实验完美的独立操作。如似动实验、心理旋转实验等可

以分解为两处阶段，即两视场明度的调节和主题实验。 

3.2.3. 榜样激励法 
班杜拉观察学习是指学习者不是自己直接学习体验学习的结果，而是通过观察他人的行为及行为的

结果得到强化还是惩罚，从而习得行为的学习方式(施良方，2001)。如似动实验：(1) 分十人一组，共十

组。(2) 选出兴趣高的学生做组长，培训组长。(3) 细致的教授组长每一个细节。要求组长耐心、全部转

授给组员。并且在转授时，要求细致入微。此时有不懂的继续与教师交流。总之，组员在观察组长做实

验的同时，想象做学生的他也可以完成同样的实验，从而产生积极的学习态度。教师陪伴所有的学生完

成实验的全过程，并且及时发现有进步的学生并加以表扬和鼓励。组长的榜样作用和教师的耐心指导，

有利用知情交融的和谐课堂气氛的形成。 

3.3. 问题讨论和实验数据分析时认知与情绪的调节 

3.3.1. 小组合作讨论 
小组合作学习有利于成员认知目标的实现，同时也实现学生情感的交流有利于实验心理学课堂教学

的情感目标的实现。小组合作应关注组员的共同进步与成长、关注组员和组间的适度竞争、关注教师成

为合作学习的促进者角色，从而创造出知情交融的合作学习、相互学习的氛围(文涛，2002)。如：分十组

讨论影响似动现象的因素。讨论分析影响 CFF 因素的数据分析。讨论结果由各小组推荐一人报告评比。

最后完成实验报告册的填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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