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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心发展 人是主体与客体的统一，这是人与其他事物的根本

区别：1、人是认识和实践、社会和历史的主体。2、人是自

我认识和自我改造的客体。3、人是主体和客体的统一。 为

什么说人是主体和客体的统一？ 这是因为一方面，当人作为

主体进行认识和实践时，他同时又是一个认识和实践的客体

。另一方面，当人把自己作为客体来认识和实践时，他认识

到 自己是主体，体现着自己的主体属性。 人的特点及其对教

育的要求。 人是自然性与社会性的统一。人的自然性是指人

是自然存在物，具有自然属性。人的社会性是指人是社会存

在物，具有社会属性。总之，人既具有自然性，又具有社会

性，是自然性和社会性的统一。人的自然性与社会性统一的

观点是科学地进行教育的出发点。教育要培养人不能脱离社

会关系，必须依据社会关系的需要并在社会关系中进行。同

时，教育也要重视人的自然性，要按照人的发展规律进行教

育。 人是受动性与能动性的统一。人的受动性是指人的生存

和发展既要受到自身条件和自然环境的制约，又要受到社会

环境的限制。人向什么方向发展，如何发展，发展的程度如

何，都要受到自然和社会条件的限制。人的能动性是指人能

够按照自己的主观愿望发展自己。人的能动性具体表现在三

个方面：主体活动的目的性、计划性和预见性，主体活动的

选择性，主体创造性。总之，人既具有受动性，又具有能动

性，人既是主体，又是客体，是两者的统一。人的受动性是



能动性的前提和基础，但从根本上说，人的本质在于人的能

动性。人的受动性和能动性的统一观点是科学教育观的客观

依据。在重视社会条件和教育对人的发展作用的基础上，还

要把教育同人的自觉积极性结合起来。教育必须充分考虑人

的主观能动性，既要把学生看成教育的活动的客体，更要把

学生看成教育活动的主体；既要发挥教育者的主导作用，又

要尊重受教育者的主观能动性。 人是共性与个性的统一。人

的共性是指存在于人类一般特性之中，贯穿于一切历史阶段

之上，使人根本有别于动物的特性。个性是单个人所具有的

属性或特征的总和，它表示的是某个人区别于其他人的特殊

性。人的共性和个性统一的观点要求在教育上，一方面要坚

持统一的教育要求，使每个学生都能获得全面发展；另一方

面要坚持在个人全面发展的基础上发挥个人特长。 人的身心

发展的含义：人的身心发展是指个体从出生到死亡的变化过

程。其包括个体的发展和心理的发展两个方面，这两个方面

是相辅相成的。身体的发展包括肌体的发育和体质的增强两

部分。心理的发展包括认知和意向两方面的发展。身体的发

展是心理发展的物质基础。脑是心理的器官，心理是脑的机

能，心理的发展不仅寓于身体发展之中，而且随着身体的发

展而发展。同样，认识、情感、意志和性格等心理过程和特

征，也总是制约着身体的正常发展。因此教育促进人的身心

发展，必须是促进人的身心的和谐发展。（1） 人的身心发

展的一般规律： 1、人的身心发展的顺序性：人的身心发展

的顺序性是指人的身心发展是一个由低级到高级，由简单到

复杂、由量变到质变的连续不断的发展过程。人的身心发展

的顺序性，要求教育工作者要循序渐进地做好教育工作。2、



人的身心发展的阶段性：人的身心发展的阶段性是指个体在

不同的年龄阶段表现出来不同的总体特征及主要矛盾，面临

着不同的发展任务。人的身心发展的阶段性规律，决定了教

育工作必须根据不同年龄阶段的特点分阶段进行。在教育教

学的要求、教育内容和方法的选择上注意各阶段间的衔接和

过渡。3、人的身心发展的不平衡性：人的身心发展的不平衡

性是指个体身心发展不是一个匀速前进的过程。个体身心发

展的不平衡性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同一方面的发展速度在

不同的年龄阶段变化是不平衡的。二是不同方面发展的不平

衡性。 发展关键期：是指身体或心理的某一方面机能和能力

最适宜于形成的时期。在这一时期，对个体某一方面的训练

可以获得最佳成效，并能充分发挥个体在这一方面的潜力。

教育教学工作要抓住关键期，以求在最短时间内取得最佳的

效果。4、人的身心发展的互补性。人的身心发展的互补性反

映个体身心发展各组成部分的相互关系，它首先指机体某一

方面的机能受损甚至缺失后，可通过其他方面的超常发展得

到部分补偿。人的身心发展的互补性规律，要求教育工作者

首先要树立信心，相信每一个学生，特别是暂时落后或其他

方面的缺陷的学生，通过其他方面的补偿性发展，都会达到

与一般正常学生一样的发展水平。其次要掌握科学的教育方

法，发现学生的优势，扬长避短，激发学生自我发展的信心

和自觉性。5、人的身心发展的个别差异：人的身心发展的个

别差异是指个体之间的身心发展以及个体身心发展的不同方

面之间存在着发展程度和速度的不同。人的身心发展的个别

差异性规律，要求教育工作者充分尊重每一个学生的个别差

异，做到因材施教，使每一个学生都能各得其所的获得最大



限度的发展。 三、关于人的身心发展的典型观点：1、遗传

决定论。遗传决定论的代表人物是英国的高尔登和富国的霍

尔，其基本观点是人的发展是由人的本能决定的，后天的环

境和教育只起加速或延缓的作用。此论的典型言论是：一两

遗传胜过一吨教育。 2、环境决定论。环境决定论的代表人

物是美国的华生，其基本观点是：人的发展是由后天的环境

决定的。环境决定论的典型言论是“合我一打健全的儿童，

一个由我支配的环境，我可以保证，无论这些儿童的祖先如

何，我都榻把他们培养成为任何一种人，或者是政治家、事

家、律师，抑或是乞丐、盗贼。” 3、二因素论。此论的代

表人物是美国的吴伟士和德国的施太伦，其基本观点是：人

的发展是由遗传和环境共同决定的。 以上三种观点各执一词

，片面地强调某一方面的作用，不仅在理论上行不通，在实

践上也是有害的。 第二节 影响人的身心发展的因素及其作用 

影响人的身心发展的因素主要有遗传、环境和学校教育 一、

遗传素质及其作用：遗传是上一代将种系特征传递绷带下一

代的活动。遗传为人的身心发展提供必要的物质基础，为人

的身心发展提供了可能性。 1、遗传素质是人的身心发展的

生物前提。人的发展总是要以遗传获得的生理组织及一定的

生命力为前提的。遗传焉的特点，特别是人的大脑神经系统

对人的发展有直接关系。 2、遗传素质的个别差异为人的身

心发展的个别差异提供了最初的可能。遗传素质存在着个别

差异，表现在高级神经活动类型、感觉器官的结构和机能等

方面，这些差别是个性形成的生理基础，是人的个别差异的

最初原因。 3、遗传素质的成熟机制制约着人的身心发展的

水平及阶段。 儿童的遗传素质是逐步成熟的。人刚出生时，



各种身体器官的构造和机能是不完备的，它们随着年龄的增

长而不断成熟，都符合年龄解剖学规律。4、不宜夸大遗传素

质作用。遗传素质仅为人的身心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为人

的身心发展提供了可能性，而不是决定人的身心发展的现实

性。而且遗传素质会随着环境的改变和人类实践活动的深入

而改变。“用进废退”和“获得性遗传”就说明了这一点。

当然这种改变是非常缓慢的。 二、环境及其作用：所谓环境

是指围绕在人们周围并对人的生存和生活发展发生作用的因

素，主要包括物质环境和精神环境两个方面。其作用是：1、

环境使遗传提供的发展可能性变成现实。与生俱来的遗传素

质能否适时发展以及向什么方向发展，并不是由遗传本身决

定的，而是由环境决定的。2、环境决定人的身心发展方向、

水平、速度和个别差异。在不同的社会生活条件下，人的身

心发展方向、水平、速度均不同，主要取决于社会生产、科

学文化发展水平的差异。3、环境的决定作用是通过人的内部

因素实现的。环境对于人类的身心发展来说是外部因素，外

部因素要通过内部因素才能起作用。 三、学校教育及其作用

： 1、学校教育在人的身心发展中起主导作用的原因是什么

？第一、学校教育是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培养人的活

动。第二、学校教育是通过受过专门训练的教师来进行的。

第三、学校教育能有效地控制和协调影响学生发展的各种因

素。 2、学校教育在人的身心发展中的主导作用的表现：第

一、学校教育对人的个体发展作出社会性规范。第二、学校

教育具有加速个体发展的特殊功能。第三、学校教育对个体

发展的影响具有即时和延时的价值。学校教育的内容具有普

遍性和基础性，因而对人今后的进一步学习具有长远的价值



。第四、学校教育具有开发个体特殊才能和发展个性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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