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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B9_B4_E6_9C_9F_E7_c38_514613.htm 个体渡过了色彩斑烂

和无忧无虑的幼年期以后，就跨人了人生的奠基阶段童年期

。 童年期在人们的心目中是美好的。它是人的生命中一段颇

为清新纯净、天真无邪的时期，是一段充满生气、不知烦恼

的时期。提起童年，就会使人联想起金色、明亮、温暖、闪

闪发光。自童年期起，人对自己生活经历的记忆较清晰而系

统了。一般地说，人对童年的回忆总是温馨而富有情趣的，

不管这个童年是在茅草屋里还是在大洋楼里渡过。 童年期一

般与学龄初期相吻合，自6、7岁到11、12岁。在实施普及义

务教育的国家里，儿童从这段时期起开始学校生活。在此，

我们以在校儿童作为分析的对象。把童年期称作人生的奠基

时期主要指两个方面：童年期是培养社会各种人才所必经的

奠基时期，同时也是为个人的一生发展奠定基础的时期。正

因为如此，蔡元培先生高度评价为童年期的发展作出贡献的

小学教师，在他看来，小学教师其责任比大总统还大。 (一)

童年期的年龄特征 童年期的总特征，从发展速度上看，这是

一个相对平稳的时期。儿童的身体缓缓生长，心理上一般也

没有十分尖锐的自我冲突。从发展的性质上说，儿童开始掌

握积累人类文化的主要工具书面语言。借助于书面语言与学

校，儿童开始有计划、有步骤地、系统地学习人类所创造的

文化与知识，开始较有目的地认识外部世界。他们对外界的

认识不再满足于“周围”这一范围，另一方面，童年期是儿

童承担社会义务的起点。学习成为儿童生活中的主要活动并



要受到他人的评价，经受选拔，它表明完成这种活动是社会

的要求，带有一定的强制性。此外，儿童在童年期的交往范

围扩大，他在不同的活动和情境中属于不同的群体，担任不

同的角色。综合上述三方面，我们把童年期看作是儿童超越

家庭范围的社会化的起始阶段，也是儿童因角色、活动、他

人评价的多样化而引起的对自发形象反尽的开始时期，或称

为整体性的自我意识的萌生时期。 由此可见，在童年期，身

体的发展并不明显。12岁的儿童大脑的重量已与成人相差无

几。身高、体重逐年稳步发展、整个体质向增强的方向发展

。然而，相对于小学生要承担的、尤其是小学一年级时骤然

增加的、陌生的学习任务，儿童的各种器官及其功能状态还

是较脆弱的。这向教育提出了保护儿童健康的任务童年期的

发展主要表现在心理方面。与幼儿相比，儿童的认知不仅有

量的丰富，而且有质的变化。在认知来源上，发生了由口头

语言、形象实物为主逐渐过渡到以书面语言、不用实物伴随

的概念为主，在认知过程方面，由情景或表象相随的认知过

程逐渐变为经验归纳型的过程，同时无意识的、自然情景下

的学习也逐渐失去了为主的地位，由有意识、有目标的、在

专门的学习环境中有教师指导的学习来代替。这一切促成儿

童对世界的认识从日常经验向科学概念转化，由逐个掌握个

别、分散的知识向掌握系统化的知识过渡。在儿童的头脑里

逐渐形成了一个外部世界的概略图。认知方面的另一个重要

特点是儿童在道，德认知方面有较大的发展，他们逐渐理解

社会的道德规范，根据行为的实际效果或用这个规范来评价

别人的行为与思想。并由自己对他人的评价，以及别人对自

己的评价逐渐转向自己对自己行为的道德评价。然而，在这



方面，儿童的认识与实际行为还不能做到完全一致，无论是

对外部事物的认知，还是对道德规范的认知，儿童还都带有

情绪色彩，也没有达到高度抽象的水平，总的来说，认知还

处于较粗略的水平。 儿童的情感体验开始复杂化。这与集体

，各种儿童组织在儿童生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儿童活动内

容的丰富多样化以及与学皎中教师等成人、不同年级的儿童

多方面交往关系的形成密切相关，也与儿童理解能力的提高

、知识的扩展相关。他们能感受别人较复杂的情感，与其进

行层次丰富的情感交流。也就是说，激起情感的因素已不局

限于个人生理或心理需要的满足，他人的遭遇、感受，书中

的情节、人物的命运都可能唤起儿童丰富的情感活动。这也

是儿童开始社会化的一种表现。在学习或其他活动中，儿童

的情感主要是由结果是否成功，活动内容或形式、过程是否

丰富、有趣，他本人在活动中担任的角色是否是自己希望承

担的，教师和其他同学对他的表现是否重视和给予积极的评

价等引起的。这些方面若能较稳定地引起学生积极的情感反

应，那么，经过一段时间就可能形成儿童对学习乃至学校生

活的积极态度，相反，则会产生消极的态度。因此，儿童在

学校中的情感生活是十分值得教育者关注的问题。了解儿童

的情感并不是很困难的事情，因为儿童还不会掩饰自己的情

感。另外，儿童的情感还较易随情景而变化，对儿童来说，

没有持久的哀伤，也没有不能忘怀的欢乐。唯有在与成人交

往中逐渐形成的．，对某一特定对象产生的或畏惧、或亲近

、或崇拜的感情能较稳定的保持。 儿童的意志在童年期有较

大的发展，学习活动的目的性、集体性、持久性与复杂性都

要求儿童为完成各种形式的学习活动付出意志努力，从维持



注意到按时完成作业，从遵守纪律到克服学习中遇到的各种

障碍。儿童期是发展儿童意志的最佳时期，由于儿童的意志

力还较薄弱，因此，更需要教育者的积极引导和帮助。如果

一个孩子在小学毕业时还不能自觉地、独立完成他能承担的

任务，这将成为今后发展中的一个不利因素。 儿童与幼儿不

同，他能按活动的要求计划自己的行为，对自己的行为能加

以有意的注意，能反思自己的行为过程及其后果，他重视别

人对他的评价与态度，还会比较这些评价，作出自己认可的

选择。儿童会对自己不同方面的能力作出不同的评价。这些

都使他关于自我的意识丰富化、整体化。这是个体整体性自

我意识觉醒的表现，但这一时期的自我意识，大多是与别人

，尤其是在儿童心目中有权威的成人对他的评价吻合的，也

与儿童在群体中所处的地位吻合的。一般地说，在集体中担

任小干部的儿童，自我评价较高；被老师和同学视为“差生

”，者，自我评价就较低。这种从外界评价转向内部的自我

意识是自我意识形成过程中必经之路，也是发展水平还处于

低级阶段的表现。然而，在这方面还有 一个值得引起注意的

特点：不管怎样的孩子，到童年后期都已开始出现对未来自

我的构思。他们会思考这样的问题：我长大以后想做什么?他

们以某种理想的、脸谱式的职业形象作为自己未来的榜样。

这意味着儿童的自我意识在时态上出现了向“未来”转化的

信号。婴儿对自己只有即时性瞬息式的感受，幼儿的眼睛和

心态与他正在进行的现在的活动紧紧连在一起，而儿童，他

们的心态意识虽主要还是集中在今天，但他们已经会期待、

会向往。尽管这种向往是简化的，短暂的、不稳定的，但儿

童的时间观念中，未来不再是空白的了。 (二)童年期的教育 



童年期因其发展的平缓和无尖锐冲突而未引起发展心理学家

的充分重视。但对于教育家来说，儿童由于童年期所具有的

天真、对成人依赖，平静的心态，可塑的品格，极强的吸收

能力等特质都是接受教育的黄金时期。无论是为了国家还是

个人的未来，人们都没有任何理由忽视童年期的教育。 童年

期教育的核心任务是帮助儿童学会学习并热爱学习；学会在

特殊的社会环境学校中生活并热爱学校、集体，做学校、集

体的小主人，旨在为今后的学习和形成积极的、有所作为的

人生态度打下坚实的基础。儿童未来的具体生活道路很难准

确预测，但要有继续学习，发展小学获得的基础知识、技能

的能力是最起码的学力要求，积极的人生态度可以帮助人渡

过众多的难关，可以使人生出勇气、生出希望、生出力量、

生出智慧。如果我们的教育能从小学起就注意造就这样的态

度，那就是对每个个体发展的最宝贵的贡献。但在现实教育

中，我们常常只记住了前者，忽视了后者。 为此，小学教育

要在使学生获取知识的同时，发展多种能力和培养良好的心

理品质，使学生的身心都能得到健康的、扎扎实实的发展。 

儿童的身体比起幼儿来虽强健得多，但与繁重、持久的学习

任务相比还是弱的，因此，关心儿童的身心健康，增强儿童

的体质仍是十分重要的，这一点在儿童进入小学的最初一年

尤其要注意，不要使儿童一进入学校就产生惧学、厌学的心

理。我国近十年来开展的有关“低幼衔接”的试验就是试图

合理解决这一普遍存在的问题。当然，对儿童健康的关注、

保护以及增强儿童体质的意识与措施应贯穿于小学教育乃至

各级学校教育的全过程。这一任务在儿童时期之所以尤其重

要，是因为儿童还不懂也不会意识到要保护自己的身体和各



种器官，成人教育者在这方面的责任就更为重大，稚嫩的身

体可以锻炼得结实，也容易受到损伤。近些年来，我国小学

生近视率的提高、心血管、神经性疾病的增多是不可小视的

问题。在小学期间，养成良好的作息习惯和清洁卫生习惯是

对身体健康的积极保护。 在学习方面，除教学内容外，读、

写、算和手工操作的技能技巧的训练对儿童智力的发展和今

后学习能力的发展具有最重要的意义。其中手工操作往往被

忽视，然而具有发明创造能力的人一般在童年期就有所表现

，动手能力的训练错过了这一时期，奏效就较慢。另外，最

为艰巨的是学生熟练掌握、运用书面语盲的能力。在学习过

程中，教师应着重培养学生的学习自主性。包括合理安排学

习时间，独立完成作业，检查、订正作业错误，努力克服学

习中的困难。这一阶段学生自信心的发展是与能否克服困难

密切相关的，也与教师的坪价相关。所以，教师在指导、帮

助学生学习的过程中，对孩子进步与独立性的关心与鼓励比

什么都重要。教师要相信学生会成功，并善于通过多种方法

使儿童在学习中逐渐学会运用自己的力量去获取成功。教师

应创造良好的学习心理环境。 小学生道德品质的发展关键是

要认真做到言行一致、校内外一致。言行不一现象的存在，

不只因为小学生缺乏坚强的意志，以及习惯或道德行为的形

成需要一定数量与强度的实践训练，有时还与教育者的具体

做法欠妥有关。比如，让小学生去讲一些空洞的大话，而这

些空话与他们的现实生活无法挂钩，这显然很难使儿童做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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