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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_82_B2_E5_BF_83_E7_c38_537266.htm 1、心理发展问题的探

讨有种系心理发展和个体心理发展两个维度。 2、个体心理

发展及其基本特征？ 答：个体心理发展，是指人类个体从受

精卵开始，在出生、成熟、衰老直到死亡的整个生命历程中

所发生的一系列心理变化。个体心理发展有四个基本特征：

①连续性；②顺序性；③差异性；④不平衡性。 3、心理发

展的年龄特征和阶段划分？ 答：心理发展的年龄特征是指在

某一个年龄阶段形成和表现出来的一般的、典型的、本质的

心理特征。 心理发展的阶段划分：个体心理发展分为10个阶

段：即胎儿期（受精卵~出生）、乳儿期（0岁~1岁）、婴儿

期（1岁~3岁）、幼儿期（3岁~6、7岁）、童年期（6、7

岁~11、12岁）、少年期（11、12岁~14、15岁）、青年初期

（14、15岁~17、18岁）、青年期（17、18岁~25岁）、成年

期（25岁~65岁）、老年期（65岁以上）。 4、制约个体心理

发展的因素？（本章重点，论述、填空、概念） 答：制约个

体心理发展的因素主要有：遗传、环境和教育。 1、 遗传素

质和生理成熟 遗传素质：通过遗传获得的，与生俱来的解剖

生理特征称为遗传素质。 生理成熟：是指机体结构和机能发

育完善的程度。 ① 遗传素质是心理发展的物质前提。 每一个

具有正常遗传素质的个体，都有可能发展成为一个具有正常

心理发展水平的人。 ② 遗传素质奠定了全体差异的最初基础

。 ③ 生理成熟为心理发展提供了新的可能性。 2、 环境和教

育 ① 环境使心理发展的可能性转变成现实性。 ② 社会生产



方式决定心理发展的方向和水平。 ③ 教育在个体心理发展中

起主导作用。 5、个体心理发展的动力？ 答：环境和教育在

个体心理发展中起决定作用，但它们只是心理发展的外部原

因，个体心理发展的根本原因不在外部，其真正的动力来自

于内部，个体在实践活动中产生的心理内部矛盾是心理发展

的真正动力。心理内部矛盾的产生离不开个体的活动，活动

是连接主体与客体的纽带和桥梁。 6、中学生的心理经历了

从青春期到青年初期两个阶段。 7、初中生心理发展的主要

特点？ 答：1、初中生思维发展的特点。①抽象逻辑性；初

中生的抽象逻辑思维属于“经验型”的抽象逻辑思维，而高

中生是“理论型”的。②独立性和批判性；③片面性和表面

性；④自我中心性。 2、初中生自我意识的发展特点。自我

分化导致初中阶段自我意识具有矛盾性的特征：①自我评价

；②自我体验；③自我控制。 3、初中生情绪情感发展的特

点； 4、初中生人际交往的发展特点； ①初中生与父母的关

系：⑴与父母的交往频率的下降；⑵父母对交往过程的控制

性减弱；⑶与父母冲突的情感含量增加。②初中生与教师的

关系；③初中生与同伴的关系。 5、初中生学习活动的特点

：①学业成绩开始分化；②学习的主动性和被动性并存；③

自学能力提高。 8、高中生心理的主要特点？ 答：1、高中生

性意识的发展特点：①身心发展的不平衡；②异性交往明朗

化。 2、高中生自我意识的发展特点：①独立意识增强；②

自我意识分化；③关心自我评价；④客观自我评价；⑤自尊

心增强；⑥道德意识高度发展。 3、高中生世界观的发展特

点：通过参与各种社会活动和生产劳动，逐渐树立起正确的

立场和观点，逐渐学会了用科学的方法分析问题。 4、高中



生兴趣和理想的发展特点：①高中生的兴趣发展特点：高中

生的兴趣多指向事物的内部规律和深层次的理论，他们不易

被外在的情境和表面的特点所左右。并且学科兴趣发生分化

，偏科现象较为普遍。②高中生的理想：具体形象仍占重要

地位，但概括性的理想越来越多。缺乏现实性，理想与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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