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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自进化心理学产生后，传统的教育心理学受到来自进化论思想的挑战。进化教育心理学是研究人

类朴素知识和学术知识之间关系的交叉学科。教育心理学在进化心理学的影响下提出了新的研究内容，包

括：学习动机的培养、学习能力的改变、教育的性别差异，以及学校角色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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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传统教育心理学的弊端 

19 世纪末，心理学理论开始应用于学校教学和教育学研究，教育心理学成为教育学和心理学之

间的桥梁。1910 年，美国心理学家桑代克创办《教育心理学杂志》，主张以动物实验心理学的模式

研究人的学习，建立了“科学的”教育心理学。[1]教育心理学的特殊功能是将心理学研究人性特质

的理论与方法转化为教师的智慧，用于学校教学，在学生身心成长上反映出教育的目的与理想。[2]

从孔子的“不愤不启，不悱不发”的启发式教学方法，到苏格拉底的“产婆式”教育心理学思想，

教育心理学的产生和发展已有 100 多年的历史了。尽管当前教育心理学研究和实践已取得了一定的

成绩，但随着教育理论的发展、学校教学模式的多样化以及教师和学生之间关系的变化，传统教育

心理学的弊端渐渐显露。 
首先，教育心理学的研究方法陈旧。[3]教育心理学自诞生以来，一直受科学主义思潮的影响，

力图精确而客观地用数据表达研究结果。研究方法的创新意识缺乏，大多数研究者力图纠正由于研

究方法的误用造成的不足，而学习者只关心如何熟练运用成熟的研究方法，他们都没有花时间和精

力从不同的角度思考更可行的研究方法。其次，教育心理学的研究内容体系的系统性与整合性不够

突出。[4]在教育心理学诞生的伊始，它的研究内容倾向于教育的基本理论，与教育学的基本理论研

究相差无几，并以学习心理为其主流，同时兼顾教学情境中的心理问题。随着心理学学科的发展，

教育心理学的研究内容中加入了道德心理、教学心理、教师心理和师生心理健康等问题，但教育心

理学的研究内容体系依然庞杂。此外，心理学的学习理论无法在教育上直接应用，因为形成学习理

论的心理实验室不能与学校环境和教育过程等同。尽管心理学的学习理论具有科学性，但在教育上

应用时，仍缺乏科学理论的必然性与普遍性。 
二、进化教育心理学的兴起 

传统的教育心理学忽视了一个基本事实，即知识产生和传递过程中的生物学进化属性。研究者

们渐渐认识到传统教育心理学的不足，并开始寻求一种可以指导教育心理学研究和实践的统一的理

论。而进化理论认为，人的行为是心理机制和环境之间相互作用的结果。心理机制影响行为，进化

理论承认物理和社会环境对行为的发展起重要作用，并从最基本的生物学角度看待人类的学习，把

人类学习某种技能看到适应的结果。研究者们把这种进化论思想也即进化心理学（evolutionary 
psychology）运用到教育心理学研究中，并使一门新兴学科的产生，即进化教育心理学（evolutionary 
educational psychology, 简称 EEP）。[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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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化教育心理学是一种探讨人类学习和教育的新的理论视角，在达尔文进化论思想的范畴之下，

在进化心理学的直接影响下产生的。进化教育心理学研究的是现代社会中的朴素知识（folk 
knowledge），包括朴素心理学（folk psychology）、朴素生物学（folk biology）和朴素物理学（folk 
physics），[6]以及由此产生的在认知系统中的推理和归因偏差与理论学习和技术性学习之间关系的

心理学。[5] 
三、进化论思想对教育心理学的挑战 

从方法论看，进化心理学对传统的教育心理学提出挑战，进化心理学为教育心理学提供了一种

新的理论视角。作为一种“元理论（meta-theory）”，进化心理学只是一种思想和观点，并非一种

具体的研究工具和方法，但从进化观点出发来探讨教育心理学的研究方法，可以使教育心理学改进

原有的方法论，从另外一种角度来建立新的方法。教育在本质上是一种人文过程，教育心理学面对

的是有血有肉、有情感体验的人。因此那种死板的量化与实验方法在教育情境中必然存在局限性。

而进化论为基础的方法论，以适应机制（adaption function）和与环境的交互作用作为研究的目标，

在方法上给教育心理学家提供了另一种选择。 
从研究内容来看，进化教育心理学打破了原本教育心理学以基本理论和学习心理为主要研究内

容的界限。进化教育心理学把由朴素知识演化而成的认知和推理系统称为初级能力（primary ability），

把在现代社会中需要的对科学技术和学术能力称为次级能力（secondary ability）。[7]初级知识领域可

以称为初级朴素领域（primary folk domains），次级知识领域可以称为次级学术领域（secondary 
academic domains）。[8]因此，我们可以把对初级知识领域的学习称为初级学习（primary learning），

把对次级知识领域的学习称为次级学习（secondary learning）。人类的初级能力在进化的过程中逐渐

形成，次级能力需要进一步的学习才能获得。初级能力并没有完全地发展，它是一种内部的概念系

统和认知过程；而次级能力的发展包括对朴素系统的修正，使人类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学会特殊的

符合社会需求的能力。[9]在心理意识和认知机制产生的基础上，人类才能产生科学技术和学术领域

的知识。在进化论思想的影响下，教育心理学家开始探索采用何种教学方式才能缩短初级能力和次

级能力之间的距离。对于教育最基本、最关键的问题是，朴素知识和能力尽管是必需的，但对于现

代社会中的职业需求和社会机能来说已经不再足够。 
此外，教育过程中的心理现象并不发生于教师或学生的头脑中，而是一种社会分享，是一种在

不同情境中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包括师生的互动和学生之间的互动。从进化论观点来看，这种人与

人之间的关系可以追溯到原始社会人们狩猎和抢夺食物，女性年幼个体向成年个体学习如何采摘果

实，男性个体则学习如何狩猎，这种男女分工使教育要重视性别差异。教育心理学家开始从进化的

视角看待学习动机、学习能力、性别差异和学校教学。 
四、教育心理学研究内容的转变 

人类进化了特殊领域的认知能力和行为策略来适应不同的社会环境。但有时候这些能力和策略

并不能很好的适应变化着的社会环境，这就需要教育来弥补。人类的教育的目的是要缩小初级能力

和次级能力之间的差距，促使次级知识的学习，在不同的社会环境中形成不同的次级能力。教育心

理学在进化心理学的影响下提出了新的研究内容。 
（一）学习动机的培养 
人类在进化过程中形成了对生存和繁殖所需的资源的控制权，但学习的动机并非自然进化的结

果。在很多情况下，认知的偏差，以及推理、归因的偏好会与次级学习的活动需要相冲突，儿童在

这种冲突中的表现更为突出。儿童特别是男孩，喜欢群体竞争的活动，如小组体育运动。[10]由此可

见，儿童学习学术知识的动机并不是来自儿童自发的兴趣，而是来自对外界社会需求的反应，学生

并没有进化出天生的动机来学习学术知识。儿童喜欢对结合身体运动和符号象征的内容进行学习[11]。

人类进化了群居与合作等行为，在不同的文化和社会环境之间和内部，儿童对学习成绩的评估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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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就与自尊之间关系存在很大的差异，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与父母的教养方式和社会文化对活动和结

果的评价的差异有关。大部分儿童没有足够的学习动机，认知上也没有做好学习次级知识的准备，

教育的作用就是要设置一定的教育材料和课程，结合教师的引导和管理，让学生学习学术知识。 
（二）学习能力的改变 
人类次级知识的学习是建立在初级知识的基础上的，初级能力可以促进次级知识的学习，也可

以产生阻碍作用。新近的教育心理学研究要关注如何促进儿童在次级知识的学习中更好的运用初级

能力。语言能力是儿童与生俱来的，这种能力是在进化过程中形成的初级能力，但是这种语言能力

对于儿童掌握阅读和写作能力来说并不充分。语言能力是阅读和写作能力发展的基础，教育的目的

就是在语言能力的基础上培养儿童的阅读和写作能力。 
为了使初级能力促进次级知识的学习，首先要了解初级知识和次级知识之间的差距，即遥远度

的概念。遥远度（remoteness）是指需要掌握的科学知识与人类初级的认知模块方面相关的程度。[12]

若两种知识之间的差距较小，对教育的要求相对较低，教学量的需求较小；若两者之间的差距较大，

则需要较多的教育投入才能使儿童掌握这种次级知识，教学量的要求也较高。因此，在教学中，要

充分考虑到初级能力和次级知识之间的遥远度，运用正确的教育策略，使初级能力更好的促进次级

知识的学习。此外，人类对次级知识学习的目的是学会辨别重要的文化信息和学会社交技能，并能

灵活的运用这些方法和技术来进行社会生活。次级知识的学习需要使用学生的工作记忆以及可控的

问题解决策略，以此来形成对社会功能的心理模拟，并形成和运用处理复杂的社会情境所需要的行

为策略。[13] 
（三）教育的性别差异 
成人的性别差异是进化心理学关注的热点。进化心理学认为，人类的认知能力和社会行为存在

性别差异。造成这种的性别差异的潜在原因就是性选择（sexual selection）。[14]女性进化出更好的空

间方位记忆能力，而男性在辨别方向、解读地图和心理旋转上的能力更强。[15]成人行为的性别差异

可以追溯到儿童时期，这些差异与个体今后在社会中的职业选择有关。[16]因此，从儿童时期就要关

注人的性别差异。 
两性在进化过程中产生的性别差异对我们的教育产生重要的借鉴意义，在教育过程中要对男女

儿童采用不同的教育策略。男女儿童在次级数学能力上存在性别差异，男孩在解决具体数学问题和

几何方面的表现优于女该。[17]在问题解决中，男孩、女孩使用工具的动机会有所不同，这与进化过

程中男女分工有关。[18]两性在初级能力上的进化差异也许会导致次级能力的差异，因此在次级知识

的学习中，教师要充分考虑到男女的性别差异。今后的研究要关注男女性别差异对他们学习次级知

识的影响，进而采用何种教学策略来进行教学。 
（四）学校角色的转变 
现代社会的发展致使人类的初级知识和学术能力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学校的出现就是为了缩

小两者之间的差距。学校作为一种学习次级能力的中间机构，在现代社会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人类的次级学习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教师的素质和学校课程设置所挑选的教学内容，而这些教学的

内容要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改变，不同的社会发展进程需要人类学习不同的次级知识，学校的课程内

容也要作相应的调整。对当前社会中的教育来说，最主要的特点是正在发展的社会系统与认知偏差

以及儿童在学校的学习动机与学习能力之间的关系。学校的功能是在现代社会中组织一种活动，使

儿童能掌握次级能力来填补朴素知识和职业以及社会需求之间的差距，也即缩小初级知识和次级知

识之间的差距，并把适应社会环境的次级知识传给下一代，在后代的认知和行为中体现，这就是教

育的进化。 
教育的社会目的是促成儿童掌握次级知识和能力，并缩短初级知识和次级知识之间的差距。次

级学习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教师和课程设置的内容，因为教学的内容会随着社会的进步而改变，并



 
 
 
26                                   宁波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                                   2009 

使学生受益终身。学校应进化为传授“非自然经验”的机构，并为儿童学习适应现代社会的知识与

技能提供条件。从进化的观点来看，学术能力的学习对于学生和教育都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

社会发展对次级能力的要求越来越高，教师的地位和作用也越来越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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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ucational Psychology: Challenges from the Ideas of Evolutionism 

ZHAO Jing  

（Educational Administration Office, Zhejiang Education Institute, Hangzhou 310012, China） 

Abstract: Since the rise of evolutionary psychology, traditional educational psychology has encountered challenges from the 
idea of evolutionism. Evolutionary educational psychology is a cross subject which studi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olk 
knowledge and academic knowledge. Under the influences of evolutionary psychology, educational psychology has new 
research contents, including: cultivating of learning motivations, change of learning abilities, gender difference of education, 
and conversion of the role of schools. 
Key words: educational psychology; evolutionary psychology; evolutionary educational psychology; folk knowled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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