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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出发，基于当前社会变革下大学生的心理状况和需求，提出了社会心理学课

程的改革建设方案，旨在拓展学生的社会实践能力、增强理论与实际的结合，以培养更具社会竞争力和

创新能力的应用型人才。本研究通过实证调查，总结了当前大学生的社会心理特征，包括网络社交倾向

性、跨文化适应性和压力应对能力等，并基于这些数据，制定了相应的教学目标和教学内容调整。改革

后的教学模式在课程安排上新增了多个与社会热点问题相关的案例分析模块，加强师生互动，通过实际

案例将理论知识与现实问题紧密结合。结果表明，课程改革对于提升大学生的社会实践能力和社会适应

能力具有积极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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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ocial psychology, this study proposes a reform and construction progr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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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 the social psychology course in response to the psychological conditions and needs of college 
students under the current social changes, aiming at expanding the students’ social practice ability 
and enhancing the combination of theory and practice, in order to cultivate applied talents with 
more social competitiveness and innovation ability. Through empirical investigation, this study 
summarizes the current social psych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of college students, including online 
social tendency, cross-cultural adaptability and stress coping ability, etc. Based on these data, the 
corresponding teaching objectives and teaching content adjustments are formulated. The reformed 
teaching mode adds several new case study modules related to hot social issues in the course ar-
rangement, strengthens teacher-student interaction, and closely integrates theoretical knowledge 
with real-life problems through actual cases. The experimental results show that the reform of the 
course has a positive effect on improving the social practice ability and social adaptability of col-
lege students, and it also has a certain reference significance for the modernized teaching reform 
of college cour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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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和人际交往模式的日新月异，大学生群体所面临的心理压力及其对社交能力的

需求亦在不断增长。传统的社会心理学课程在理论教学和实际应用之间存在一定的脱节，已不完全适应

当代大学生的教育需求。针对此类问题，本研究基于深入分析的数据驱动模式，提出了社会心理学课程

的创新性教学改革方案，以期更加精准地服务于学生的个性化学习和实际操作能力的提升。改革内容集

中在强化互动性教学与社会实践相结合的多维度模式，并引入了基于项目的学习评估与多维能力评测机

制，着重培养学生的社会适应性、批判性思维和团队协作能力。课程以现实社会中的热点问题和案例研

究作为主要载体，不断探索理论与现实的桥梁，旨在提高学生对社会心理学应用的敏感性和解决问题的

实战能力。 

2. 社会心理学课程概述 

2.1. 课程发展回顾 

随着人际关系日益复杂以及网络时代的高速发展，社会心理学课程应对社会实际需求提出了更新的

思考及改革方法。社会心理学经历了从重理论导向到实践应用导向的转变。课程内容不仅涵盖了个体心

理向群体心理的扩展，还注重应用社会心理学的方法来解决实际问题，如网络社交、跨文化交流、压力

管理等现代社会紧密相关的议题。在课程体系上，从重知识传授过渡到重视学生参与度和应用能力的提

升。社会心理学课程的教材也经历了从侧重西方理论与研究方法的传统模式，向融合中国社会特色和本

土研究成果的改革模式转变[1]。在课程设置的过程中，基于大量涉及社会问题案例的实践探讨，课程设

置也日益注重切合实际，促进了学生与社会的更好链接。通过调整教学内容和方式，如引入社会热点事

件的讨论和自主专题研究，课堂不再单向的知识传授场所，而成为开放互动、培养创新素养和社会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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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的平台[2]。评价方式的改革，如采用多维度评价标准，促进了对学生综合能力的真实反映，不仅限

于知识掌握的层面，更加注重对学生举一反三和解决问题能力的考察。在教学实践中，以案例分析和项

目进程管理这种更具现代感的教学模式，强化了学生对社会现象的深刻理解和批判性思维能力[3]。这种

转变引导学生主动探索社会心理学知识，使其在理解社会行为习惯和人际互动模式方面获得更多的洞见。

通过教改案例，社会心理学教学从理论与实践结合的角度进行了体系性的重构，这不仅提升了学生的知

识结构和心理素质，而且加强了课程对学科未来发展方向的引领作用，表明了教学模式与时代发展的同

步递进关系[4]。 

2.2. 当前课程现状分析 

在全球化浪潮和高速信息技术发展的今天，社会心理学这门学科也随之进入了重要的转型期。本研

究在详尽分析了当前社会心理学课程教学现状的基础上，指出课程面临的主要问题包括内容更新不够及

缺乏实践应用层面的深入探究。学生应对现实社会挑战的能力，特别是人际交往和个体发展方面的能力

培养，迫切需要课程教学的改革与创新。具体到课程内容虽然结构相对完整，但在应用领域的拓展上仍

显不足。此外，在课程安排上亦缺少与社会热点问题紧密联系的案例分析，无法满足大学生对于实际问

题解决与批判性思维培养的需求。改革后的课程结构应围绕社会心理学的基础理论与现实应用两大板块

展开，将基础知识与应用实践有机结合。在此基础上，通过引入模块化的教学内容、多样化的教学方式

和评估机制，提高课程教学的针对性与实效性。改革的核心是提升学生分析和解决实际社会问题的能力，

增强课程内容与社会发展的紧密联系。因此，在教学方法上应更多地采用互动讨论、工作坊、模拟实验

及多媒体教学等现代化手段，鼓励学生积极参与，加强实战模拟和案例研究。在评估机制上，舍弃单一

的笔试形式，转而采用基于项目的学习评估、学生反馈、小组合作表现等多元化评价方法。这样的转变

不仅有助于加强学生的理论知识对现实的应用转化，还能够激发学生的创新思维和团队合作能力，为他

们未来社会生活与职业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3. 教学实践的理论基础 

3.1. 教育改革背景探讨 

在社会快速发展与全球化浪潮冲击下，当前高等教育面临着新的挑战。社会心理学作为一个与人类

行为和心理活动密切相关的学科，其教学改革成为高校教学工作中亟需研究的重要课题。本研究旨在探

索社会心理学课程改革建设的理论基础，期待能够为高校社会心理学教育改革提供可借鉴的框架和启示。

教育改革的必要性已经成为学界共识，尤其是在多元化需求与知识更新速度日益加快的当下，传统的教

学模式已难以适应新世纪人才培养的要求。在这一背景下，社会心理学教育需要通过整合和创新教学模

式，促进学生批判性思维、创新能力及沟通协调能力的全面发展。更为重要的是，教育改革不仅仅关注

于知识的传授，还应该更多地侧重于学生能力的培养以及学生主体性的尊重与发挥。这种转变要求课程

设计者和教师在课程设置、教学方法和评价体系上进行创新性的调整。具体来说，对于社会心理学课程

改革而言，必须建立起一套与社会实践紧密联系、能够反映社会心理态势变化的教学体系。社会心理学

教学应当围绕社会热点问题，结合学生的生活经验及心理特点，通过各种教学方法，如情景模拟、角色

扮演、小组讨论以及案例分析等，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提升其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同时，教

学评价体系也应该从纯粹的知识掌握转变为能力的培养与实践的运用。为此，可以采用多样化的评价方

式，如过程性评价、同行评价和自我评价等，全方位、多角度地反映学生学习成果，进而达到激励学生

的目的。在教育改革的背景下，社会心理学课程改革建设应致力于构建学生中心、问题导向、能力为本

的教学新模式，以适应社会发展对高校心理学教育提出的新要求。 

https://doi.org/10.12677/ae.2024.144574


孟根达来 
 

 

DOI: 10.12677/ae.2024.144574 693 教育进展 
 

3.2. 实践教学的理论支撑 

在社会心理学的课程改革和建设中，实践教学的理论支撑是提升学生社会实践能力、理论知识应用

能力的重要基础。当前，教学理论已从单一的知识传授模式，转变为更重视知识的应用和技能培养。以

知识建构主义为导向，本课程致力于在学生心理素质的提升上效果显著，通过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式，

营造以学生为主体的学习环境，鼓励学生在真实或模拟的社会场景中进行社会心理现象的探讨和分析。

基于此，课程强调沉浸式教学和情景模拟，使学生能够在类似实际的环境中完成从理论到实践的跨越。

在具体的实践教学中，要求教师落实到课堂教学的每一个细节，包括课程内容的设计、教学方法的应用、

资源平台的搭建等。例如，课程中设计了一系列针对性的社交网络分析、群体动力学观测、跨文化交流

模拟等实践活动，旨在提高学生的社会适应性和问题解决能力。这些活动利用案例分析、问题导向学习、

小组讨论等方式，使学生能够在实践中体验和运用社会心理学理论。研究指出，案例教学法等能有效促

进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的提升，同时增强他们的批判思维能力和沟通协作能力[5]。此外，课程还特别注重

评价机制的改革，引入项目驱动型和能力导向型评价，除了注重学生对知识的掌握程度，更侧重于学生

综合运用能力的评估，诸如社会心理分析能力、研究设计和实施能力、创新思维和团队协作能力的全面

测试。这样的教学改革策略，不仅要求教师具备更高水平的专业素养和教学能力，也需要学生积极适应

这一变革，投入到更加活跃和自主的学习过程之中。 

4. 实践教学方法探索 

4.1. 互动式教学策略 

在探索高效的实践教学方法过程中，互动式教学策略被证明对于增强学生的社会心理学课程学习体

验具有重要作用。互动式教学策略成功地将社会心理学理论与学生个人经验结合，通过加强情境学习与

互动反思，有效提升了学生的社会适应能力，为实现课程改革的教学目标奠定了坚实的基础[6]。采用该

策略的教学过程主要环绕结合社会心理学案例，通过现场角色扮演、现身说法、情景模拟和小组讨论的

形式，将课堂转变为一个情境化学习平台，让学生在模拟真实社会情境的过程中，提升社会认知和情感

理解能力。通过对传统教学模式和改革后教学模式下学生在团队合作和冲突管理能力的对比分析显示，

新模式明显提升了学生在这些方面的水平，打破了仅限传统课堂讲授带来的局限性[7]。例如，在讨论群

体动力时，教师可能利用多媒体展示真实企业内部团队协作的视频片段，并邀请学生进行角色扮演，体

验和分析不同角色在群体中的互动和心理反应。此举不仅让学生在模拟的社会情境中学习和运用概念，

还激发了学生对社会心理学知识的深入理解和批判性思考能力的提升。通过设立系列案例，触及个体与

群体、领导力与权谊、压力管理等多个领域，成功调动了学生的积极性，提高了信息的吸收率和应用能

力。此外，教学过程还注重引入多维度反馈和互评机制，使学生在体验中获得及时反思与评价，从而促

进持续的学习动力和社会适应技能的培养。根据调查结果，参与这一教学模式的学生，在处理实际冲突

和建立团队合作方面展现出更高的能力，并报告表示这种学习方式使他们在实践中更有信心、更愿意参

与到社会问题的解决之中。 

4.2. 案例分析与角色扮演 

在社会心理学课程的改革过程中，案例分析与角色扮演的实践教学方法被广泛探索和应用。案例分

析与角色扮演的实践教学方法可以帮助学生将理论知识应用到实际情境中，从而加深对社会心理学理论

的理解和应用能力。例如，通过案例分析与角色扮演，学生可以更好地理解群体行为的形成和变化，进

而学会运用相关理论分析现实生活中的社会互动。在案例分析教学环节中，教师精选与社会热点紧密相

关的案例。通过全班或小组讨论的形式，使学生们深化对于社会心理学概念的认识，例如认知失调、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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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动力等。每个案例都要求学生深度分析，并结合具体社会背景，挖掘背后的心理学原理。此阶段的目

的是培养学生们的批判性和分析性思维，提升他们对社会心理学实际应用的理解。 
在角色扮演环节，学生按照案例的背景信息进行角色分配，并模拟实际场景。在这个过程中，学生

需要综合理论分析社会心理学问题，同时置身于不同角色的立场，进行情感认同和社会互动模拟。例如，

在一个关于工作场所歧视的案例中，学生可能需要扮演被歧视者、旁观者或管理者的角色，以此来理解

和应对不同角度的心理和行为模式。通过这种实践的方式，学生可以更直观地了解和感受社会心理学在

日常生活中的现实意义。 
通过持续的案例分析与角色扮演训练，学生在社会心理学的应用能力上得到显著提升。这种教学方

法已被证明可以增加学生的知识记忆保持率和学习动机。更重要的是，学生在应对真实的社会场景时，

能够更加灵活地运用社会心理学的知识去分析和解决问题，提升了他们的社会实践能力和心理抗压力。

角色扮演不仅提高了学生对知识的个人体验，更加强了对他人情绪和反应的共情能力，这对于培养未来

的社会心理学应用型人才至关重要。教师还将持续监测和评估学生的互动和参与程度，以确保角色扮演

和案例分析活动的教学效果得到积极的促进。随着课程改革的不断深化，案例分析与角色扮演的深度和

广度都将进一步扩展，以满足学生和社会需求的变化。 

5. 课程改革实施与挑战 

在社会心理学课程改革实施的过程中，紧密结合了社会学、心理学领域的理论研究和社会实际需求。

优化了原有课程体系，并增加了现代教学手段和技术的应用，以提高学生的实际操作技能和创新思维来

增强其社会竞争力。改革策略包括多元化教学内容的设计、课程评价方式的革新、以及学生实践能力培

养的强化。设计了具体的课程模块，涉及跨文化适应能力、压力应对策略等社会心理学核心问题，并通

过案例分析以及活动规划训练，引导学生形成扎实的理论基础和实践能力。针对课程评价方式，本次改

革强调过程考核的重要性，将学生在心理健康教育工作、案例分析、团体策划、小组活动中的表现作为

评价的重要依据，提高了平时成绩的比重，进一步鼓励学生积极参与课程实践活动。尽管改革在实施过

程中遇到了一些挑战，如课程内容的系统整合、教师与学生之间角色的重新定位等问题，但总体而言，

改革策略的实施已经在课程满意度、学生参与度以及社会心理素质等方面取得了积极效果。 
社会心理学课程改革面临着教学理念转变和教学模式创新的挑战，以及学生接受新教学模式的能力

等多方面挑战。在推进改革过程中，一个显著的挑战是如何在保留社会心理学核心理论的同时，整合中

国社会心理学的优秀成果。挑战还体现在创新教学方法的开发上，传统的教学模式难以激发学生的学习

动机和参与度。 
为此，我们引入了基于互联网的翻转课堂模式，利用网络平台和多媒体资源，让学生在课前接触到

更丰富的学习材料，课堂上进行更多的讨论和思辨，增强了学生的主观能动性。但是改革过程中也发现，

线下到线上的教学融合还存在一定困难，尤其是如何保障学习效率和课程质量的统一。另一个挑战来自

于学生对改革后课程满意度的提高，这需要在教学模式改革的基础上，深层次地挖掘学生的实际需求，

改进案例教学、提高师生互动品质。迎接这一挑战，我们通过持续的动态反馈机制，主动收集学生意见，

适时调整教学内容和方法，注重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能力和团队合作能力，通过项目化的学习任务和

多维度能力评价，真正实现教学方法的转型升级，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学生对新教学模式的满意度和参

与度。 

6. 小结 

在对社会心理学课程改革进行全面探索后，得出的结论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经过一系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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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模式的变革与优化，改革课程在提高大学生社会实践能力和社会适应力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通过动

态和多维度的评价机制，学生的理论知识和实际应用能力得到了有效提升，同时课程满意度得到显著提

高。从最终成效来看，这次社会心理学课程的教学改革取得了显著成果。它不仅有效地推动了学生社会

心理学基础理论和应用技能的双重提升，还确保了学生真正掌握了专业的应用技能。通过调整教学内容，

使其更加本地化并与实际紧密结合，使课程更加贴近学生的日常生活，从而增强了教学的实用性和趣味

性。值得指出的是，此次课程改革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在推广与实施过程中也面临着一些挑战。

例如，改革方案的具体落实需要教师在本土研究性教学上不断提高意识和能力，教学资源和手段的优化

还需要进一步探索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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