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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E4_BA_8C_E7_AB_A0_E7_c38_518699.htm 一、认知发展的阶

段理论 瑞士心理学家皮亚杰认为认知发展不是一种数量上简

单累积的过程，而是认知图式不断重建的过程。他从逻辑学

引进“运算’’的概念作为划分智慧发展阶段的依据。从婴

儿到青春期的认知发展分为感知运动、前运算、具体运算和

形式运算四个阶段。 (一)感知运动阶段(0～2岁) 这一阶段儿

童认知发展的主要特征：感觉和动作的分化。 1．最初，所

有的儿童都有本能的反射行为。如：把你的手放在婴儿的手

掌中，他将会抓握。这些最初的行为都是本能的，是儿童建

立其最初的图式的基础。 2．随后的发展是组织自己的感觉

与动作以应付环境中的刺激。最初这种学习是通过偶然的方

式进行的，以后是通过有目的的试误进行的。 3．这一阶段

后期，儿童由最初的尝试错误式的解决问题发展到更有计划

性的解决问题，此时我们称之为的“思维，，开始萌芽。这

意味着儿童能够思考和规划其行为了。因此，这一阶段的儿

童只有动作智慧，而没有表象和运算的智慧，其思维只处于

萌芽阶段。 (二)前运算阶段(2～7岁) 他们的思维有如下主要

特征：认为外界的一切事物都是有生命的；所有的人都有相

同的感受，一切以自我为中心；认知活动具有相对具体性，

还不能进行抽象的运算思维；思维不具有可逆性等。具体而

言： 1．儿童的言语和概念以惊人的速度发展。 2．思维仍然

是原始的，体现为集中化和不可逆性两个特点。 3．只注重

状态。如将牛奶从一个容器倒入另一个中，学前儿童会忽视



倾倒这一过程，仅仅注意起始状态(一个容器中的牛奶)和结

束状态(另一个容器中的牛奶)。 (三)具体运算阶段(7-～11岁) 

这个阶段的标志是儿童已经获得了长度、体积、重量和面积

的守恒。所谓守恒，是指儿童认识到客体在外形上发生了变

化，但其特有的属性不变。具体而言： 1．认知结构中已经

具有了抽象概念，思维可以逆转，能够进行逻辑推理。 2．

能通过表象进行逻辑思维和群集运算，但仍需要具体事物的

支持。 3．自我中心的思维向去自我中心或客观性思维的方

向发展。 (四)形式运算阶段(11～15岁) 大约青春前期左右，

儿童的思维开始发展到形式阶段。 1．命题之间关系 本阶段

的儿童的思维是以命题形式进行的。他们不仅能考虑命题与

经验之间的真实性关系，而且能看到命题与现实之间的关系

，并能推论两个或多个命题之问的逻辑关系。 2．假设一演

绎推理 这一阶段的儿童能够运用假设一演绎推理的方式来解

决问题。他们能在考察问题细节的基础上，假设这种或那种

理论或解释是正确的，再从假设中演绎出从逻辑上讲这样或

那样的经验现象实际上应该或不应该出现，然后检验他的理

论，看这些预见的现象是否确实出现。 3．抽象逻辑思维 本

阶段的儿童能理解符号的意义、隐喻和直喻，能做一定的概

括。 4．可逆与补偿 本阶段的儿童不仅具备了逆向性的可逆

思维，而且具备了补偿性的可逆思维。 5．思维的灵活性 本

阶段的儿童不再刻板地恪守规则，反而常常由于规则与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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