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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高等学校教师资格理论考试
高等教育心理学学科考试大纲与说明

（2024 年版）

一、考试性质和目的

（一）考试性质。

高等学校教师资格制度是我国针对高等学校教师行业的职

业准入实行的一项职业资格认定制度，对规范高等学校教师任

用标准，促进高等学校教师队伍高素质专业化，提高高等学校

教育质量具有重要意义。

广西高等学校教师资格理论考试是自治区教育厅依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国务院《教师资格条例》和教育部《<

教师资格条例>实施办法》组织领导的、自治区招生考试院负责

实施的职业资格认定考试，考试结果将作为申请认定高校教师

资格的条件之一。

（二）考试目的。

通过本学科的考试，考查高等学校教师资格申请人对学与

教的基本心理规律的把握，对高等教育心理学原理的理解，以

及运用高等教育心理学的理论知识分析、解决高等教育教学过

程中的问题的能力，促使申请人树立科学的教育心理观，掌握

教育心理学的基本理论和方法，并能将教育心理学的理论知识

与自己所学的专业知识结合起来，形成现代高校教师应具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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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心理素养。

二、命题依据和原则

（一）命题依据。

根据此考试大纲与说明，参考高等学校教师岗前培训教材

《高等教育心理学》（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年6月第1版），

结合我区高校新入职教师实际进行命题。

（二）命题原则。

1.导向性原则。

命题应符合高校教师专业化发展要求，引导考生做好职前

准备，充分发挥教师资格理论考试的导向作用，促进考生学习

掌握高等教育心理学的基本理论，养成现代高校教师应具备的

职业心理素养。

2.科学性原则。

命题应符合高等学校教师资格理论考试的性质、特点和要

求；遵循认知规律，适配考生的认知水平，满足考生职业发展

需求；注重考查内容的基础性与发展性；紧密联系高校教师工

作实际；试卷设计科学、严谨，语言表述恰当、规范，试题答

案准确、合理。

3.客观性原则。

试卷内容应具有较广的覆盖面，反映学科主要内容和基本

要求，试卷题型、难度比例适当，信度、效度高，能够客观评

价考生的学习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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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基础性原则。

按了解、理解、运用三个知识和能力水平层次进行考查，

重点考查考生掌握高等教育心理学的基本概念、基本规律、基

本原理的情况，以及分析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杜绝偏题、怪

题。

5.公平性原则。

面向全体考生，充分考虑不同专业考生的实际，避免文化、

地域、民族、性别等背景差异对考生正常答题的影响，保证考

试的公平公正。

6.人文性原则。

全面体现为考生服务的宗旨，试题指导语和试题设计充分

考虑考生答题的心理需求，帮助考生正常发挥。

三、考试能力要求和内容构成

（一）考试水平层次说明。

高等教育心理学学科的知识和能力水平要求由低到高依次

是了解、理解、运用三个层次，高水平层次的测试要求包含低

水平层次的测试要求。

1.了解水平。

要求对下文所列高等教育心理学的基本概念、基本观点、

基本理论有初步认识，识记相关概念的定义、基本理论的内容、

有关原理的基本观点及相关事实。这一层次所涉及的主要行为

动词有：了解、知道、说出、识记、比较、简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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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理解水平。

要求对下文所列高等教育心理学的基本概念、基本观点、

基本理论有较深刻的理性认识，能理解高等教育心理学的基本

概念、基本观点及基本理论，并对其进行解释、说明或概括。

这一层次所涉及的主要行为动词有：理解、描述、说明、表达、

推测、想象、判断等。

3.运用水平。

要求具备运用所学高等教育心理学的基本理论知识解决高

校教育教学问题的能力，能对教育心理现象进行推断和预测，

正确阐释具体的教育心理事件发生的原因、意义及影响；学会

解读、分析高等教育心理现象并懂得运用高等教育心理学的方

法解决教育教学中的相关问题。这一层次所涉及的主要行为动

词有：掌握、使用、运用、解决问题等。

（二）考试内容构成。

1.高等教育心理学概论。

（1）心理学概述。

了解心理学的研究内容、心理学的研究任务及常用的研究

方法；知道心理学主要流派的代表人物及主要观点。

（2）教育心理学概述。

了解教育心理学的概念、研究内容及学科性质；知道教育

心理学的发展历史。

（3）高等教育心理学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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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高等教育心理学的概念；了解高等教育心理学的内容

体系；理解学习高等教育心理学对新入职高校教师的意义；学

会运用高等教育心理学的学习方法。

2.大学生认知发展与教育。

（1）大学生认知的特点。

掌握皮亚杰的认知发展理论和维果茨基的认知发展理论；

了解大学生感知、注意、记忆和思维等认知发展的特点；理解

智力的定义；理解斯滕伯格的智力三元理论；学会运用加德纳

的多元智力理论；掌握大学生智力发展的特点以及大学生智力

的培养方法。

（2）大学生认知风格的差异。

理解认知风格的含义；掌握认知风格的类型及其对学习的影

响。

（3）大学生的学习特点。

掌握大学生的学习特点及其表现；理解学习适应及学习适

应不良的含义；了解大学生学习适应不良的表现；理解大学生

学习适应不良的原因；掌握培养大学生良好学习适应的方法。

3.大学生人格发展与教育。

（1）人格概述。

理解人格的含义及特征；了解人格结构；掌握气质和性格

的定义及类型；掌握影响人格发展的因素。

（2）大学生人格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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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埃里克森人格发展理论；掌握大学生自我意识的定义

及发展特点；了解大学生人生价值观的含义及结构；掌握大学

生人生价值观发展特点。

（3）大学生人格教育。

掌握大学生常见的人格缺陷和人格障碍类型；了解健康人

格的标准；掌握培养大学生健康人格的方法。

4.大学生心理健康与教育。

（1）大学生心理健康概述。

了解大学生心理发展的特点；掌握大学生心理发展的主要

矛盾；理解健康与心理健康的定义；了解大学生心理健康的标

准；理解影响大学生心理健康的因素。

（2）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

了解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主要任务、原则和主要内容；

掌握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途径。

（3）大学生常见的心理异常类型与辅导方法。

理解心理异常的定义及大学生常见的心理异常类型；学会

运用大学生心理辅导的常用技术和方法。

5.学习及学习理论。

（1）学习概述。

理解学习的定义及分类；了解学习理论的发展。

（2）行为主义学习理论。

理解桑代克的联结主义学习理论；掌握经典性条件作用理



— 7 —

论和操作性条件作用理论。

（3）认知主义学习理论。

了解苛勒的顿悟说；理解布鲁纳的认知结构学习理论；理

解奥苏伯尔的有意义学习理论。

（4）人本主义学习理论。

了解马斯洛的学习理论；掌握罗杰斯的学习理论；理解人

本主义学习理论在课堂中的应用。

（5）建构主义学习理论。

掌握建构主义学习理论的知识观、学习观和教学观；掌握

建构主义学习理论的课堂教学模式。

6.不同类型的学习与教学。

（1）知识的学习。

了解知识的分类；理解陈述性知识和程序性知识的概念及

学习过程。

（2）学习策略的学习。

理解学习策略的概念；掌握学习策略的分类；了解学习策

略的教学；掌握培养大学生良好学习策略的方法。

（3）品德的学习。

理解品德的概念与心理结构；掌握皮亚杰的儿童道德认知

发展阶段理论、柯尔伯格的儿童道德发展阶段理论和班杜拉的

社会学习理论；掌握品德学习的一般过程和规律；理解大学生

品德发展的特点及存在问题；学会运用培养大学生良好品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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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7.大学生学习动机。

（1）学习动机概述。

理解动机和学习动机的定义及分类；学会运用耶克斯－多

德森定律；掌握奥苏伯尔关于学习动机主要心理成分的观点。

（2）学习动机的理论。

掌握需要层次理论和归因理论；理解强化理论、成就动机

理论、自我效能感理论和自我价值理论。

（3）大学生学习动机的培养。

学会运用培养大学生学习动机的方法。

8.高校课堂管理心理。

（1）课堂管理概述。

理解课堂管理的概念；理解课堂问题行为与良好学习行为

的含义；掌握高校课堂管理的目标；了解高校课堂管理的功能。

（2）高校课堂问题行为的预防。

学会运用预防高校课堂问题行为的方法；了解创建恰当的

课堂物理环境的方法；掌握教师权威的类型及树立教师权威的

方法；掌握有效的课堂教学方法；理解教师领导方式的类型及

其与课堂心理氛围之间的关系。

（3）高校课堂问题行为的处置。

掌握高校课堂问题行为的处置方法；了解移走导致分心的

刺激信息；学会运用非惩罚性的方法处置课堂问题行为；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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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课堂行为问题的非暴力沟通方式；掌握培养和提高学生保

持良好课堂行为能力的方法；掌握课堂管理中常用的惩罚方式。

9.高校教师的职业心理发展。

（1）高校教师的职业角色。

理解高校教师职业角色的含义及类型；了解教师职业角色

形成的标志；掌握教师职业角色形成的过程；理解教师职业角

色的作用。

（2）高校教师的基本心理素养。

理解教师职业心理素质的具体内容；掌握教师应具备的专

业知识和教学能力。

（3）高校教师职业生涯的发展。

了解教师职业生涯发展的特点；掌握教师职业生涯的发展

阶段及影响因素；理解专家型教师的基本特征；掌握新手型教

师成长为专家型教师的途径；了解高校教师职业生涯规划的意

义；理解高校教师职业生涯规划的含义；学会运用高校教师职

业生涯规划的方法。

10.高校教师的工作压力及心理调适。

（1）高校教师的工作压力概述。

理解压力、高校教师工作压力的概念；掌握高校教师的工

作压力源；理解工作压力对高校教师的影响。

（2）高校教师工作压力下的不良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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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高校教师工作压力下不良的生理反应；理解高校教师

工作压力下不良的心理反应和不良的行为反应；掌握高原现象

的含义及表现；掌握职业倦怠的定义及心理成分。

（3）高校教师工作压力的常用调适方法。

学会运用高校教师常用的认知调节法、心理分析法和行为

调控法等工作压力调适方法。

四、考试形式及试卷结构

（一）考试形式。

考试采用无纸化、闭卷形式。

全卷满分为100分，考试时间为60分钟。

（二）试卷结构。

1.题型与分值。

题型 题量（小题） 每小题分值（分） 合计分值（分）

单项选择题 18 2 36

多项选择题 5 4 20

判断题 19 1 19

填空题 5 1 5

材料分析题 4 5 20

合计 51 /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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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内容结构。

模块 考试内容 分值（分）

一、概论 高等教育心理学概论 约5分 约5分

二、学生心理

大学生认知发展与教育 约12分

约35分大学生人格发展与教育 约12分

大学生心理健康与教育 约11分

三、学习心理

学习及学习理论 约10分

约32分不同类型的学习与教学 约12分

大学生学习动机 约10分

四、课堂管理心理 高校课堂管理心理 约8分 约8分

五、教师心理

高校教师的职业心理发展 约10分

约20分
高校教师的工作压力及心理调适 约10分

3.不同难度试题分数比例。

容易题、中等难度题、较难题的赋分比例约为7∶2∶1。

4.不同水平层次分数比例。

了解层次、理解层次、运用层次的赋分比例约为4∶3∶3。

五、题型示例

（一）单项选择题（本大题共18小题，每小题2分，共36分）

【例】张磊是一个性情急躁、争强好胜的人，做事喜欢尽

快完成，时间紧迫感强。他的这些行为表现表明其性格属于

○ A.D型性格

○ B.C型性格

○ C.B型性格

● D.A型性格

答案：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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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多项选择题（本大题共5小题，每小题4分，共20分）

每小题给出的四个选项中，有两个或两个以上是符合题意的，请将

其选出。错选．．、．多选或未选均不得分．．．．．．．．．，．少选且选择正确的．．．．．．．．，．每选对一个．．．．．

得．1．分。．．

【例】树立教师权威的方法有

○ A.实施严厉的惩罚

● B.确定课堂活动流程

● C.主动为课堂设定好的基调

● D.向学生明确地传达教师的期望

答案：BCD

（三）判断题(本大题共19小题，每小题1分，共19分）

【例】自我防御是一种消极的应对方式。

○ A.正确

● B.错误

答案：B

（四）填空题（本大题共5小题，每小题1分，共5分）

【例】高等教育心理学是研究高等教育过程中学生的学与

教师的教的（ ）的科学。

答案：心理现象和规律

（五）材料分析题（本大题共4小题，每小题5分，共20分）

每小题给出的四个选项中，有两个或两个以上是符合题意的，请将

其选出。错选．．、．多选或未选均不得分．．．．．．．．．，．少选且选择正确的．．．．．．．．，．每选对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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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1．分。．．

【例】

某高校学生正在进行学习经验交流会。

夏荷说:“学习是有策略的，比如我上课就采用康奈尔笔记

法，把笔记分为主栏、提示栏和小结栏……”

“学习最好能在理解的基础上进行，通过列提纲，画表格，

绘制思维导图……”张冬梅说。

“一个人要成功，就要合理分配时间……”江海说。

材料中的大学生采用的学习策略有

● A.组织策略

● B.精加工策略

○ C.元认知策略

● D.时间管理策略

答案：ABD

广西壮族自治区招生考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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