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国高等学校教师培训教材《大学心理学》第四章第二节

PDF转换可能丢失图片或格式，建议阅读原文

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272/2021_2022__E5_85_A8_

E5_9B_BD_E9_AB_98_E7_c38_272865.htm 第四章 第二节 大学

生思维发展的基本特点从思维发展的类型与阶段来看，大学

生思维的特点已经由青年初期的思维形式向青年中期的思维

过渡，其特点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通过假设和理论观

念进行思维在大学这个阶段，由于理论观念的提高，对假设

的理解发展到一个新的水平，思维更加抽象，他们对理想、

可能性和非物质性有极大的兴趣。思维不再束缚于过去比较

狭窄的推论，思想上对恒定、必然、宇宙，计算机上的二进

制、复合命题、真值、定理等概念有了普遍的理解。二、思

维更加全面、灵活、有预计性青年的思维更为周密，他们既

考虑现实状况，也分析以往的影响及将来达到的可能性。了

解问题比较全面，注意细节，避免遗漏重要的部分。思维是

在应用知识或技能的过程中表现其灵活性的。大学生应用知

识的方式有三种：第一种方式是面临问题的情境直接应用已

有的知识；第二种方式是面临问题的情境对已有的知识稍加

改变，即可应用；第三种方式是问题情境条件复杂，必须把

已有的多种知识重新改组、综合应用才能解决问题。大学生

的思维基本上能达到这个水平。三、思维发展的形式化与命

题性一个命题就是一个能够表达相信、怀疑或否认的语句。

命题性思维允许一个人去审查超越当前所理解的现实的观念

，使他们考虑有多种可能性的假设，它可以对现实的条件加

以控制，它可以使观点更新颖，选择合理的命题思维。由于

大学生形成和检验命题的能力提高了，因而他们的科学思维



与政治思想也经历了重要的变化，他们的思想在科学概念和

政治概念范围内敏捷地在进行活动。对一定科学领域内或政

治思想领域内的问题的考虑，更为抽象，更为复杂，也更为

灵活。他们的思维处于或活跃于一定的思想体系之中。四、

思维成为自己活动的对象大学生的思维不仅更全面，而且假

设的能力也在提高，他们对自己思维的结果进行考察，看它

是怎样得来的，思维过程与结论是否一致，解决问题的思维

方法是否合适。根据我们对上海、北京、重庆、兰州等七所

大学八个系二、三年级学生的调查表明（参阅赵鸣九：《大

学生的学习和科研活动的心理特点》，见《西北五所高师院

校学术讨论会论文集》，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

第94页。），大学生的思维特点之一是独立地进行推理和论

证。解答习题或问题时，自己解答或大部分自己做的占73%

，依靠自己思考的占74%，而和同学共同解答与研究的占16%

，寻找现成答案或很少思考的只占12%，对不理解的问题喜

欢讨论的占36%，请教教师的占7%，两者兼有的占43%，两

者都不做的占7%。这体现了大学生喜欢独立地解答问题的特

点。但是他们的思维也充满了迷惘与困惑的情绪体验，诧异

地注意到现实生活中的不一致和不协调。如果他们在青年期

以前过分地依赖父母或高度评价父母的行为，当他们注意到

父母以前未有的特点时，就会动摇这种依赖的基础。大学生

内省思维的发展，冲破了以往形成的比较刻板的教条式思维

，学会用科学思维来鉴别自己的思维活动，对自己的思维过

程进行了自我分析，提高了思维的自我监控能力。五、青年

的思维更注重未来青年面临着许多今后生活的问题，考虑未

来，对未来生活作出决策成为大学生的一种思维模式。这个



时期的思想变化是超越现实去考虑理想、超越现实去考虑假

设，综合部分去考虑整体，越过“是什么”或“为什么”而

探索将来会有怎样的变化。在思维中掌握了大量的关系的结

合，推断出多种可能性，并能把很多观念组合起来，使青年

的概念化世界变得非常复杂。缺乏形式运算思维能力的青年

，在思考时依赖于直接的观察和具体行动经验的情境。随着

大学阶段逻辑思维、抽象推理的发展，他们的构想逐渐形成

一种独特的综合，即对过去、现在和前进中的未来的一种新

的综合。在青年的认识发展中，除了科学的、哲学的思考外

，又增加了自我分析与人际关系的思考。 100Test 下载频道开

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