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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考察历史上不同的儿童发展观，人们普遍认为正确的儿

童发展观主要应包括以下几点。（一）儿童的发展是以个体

的生物遗传素质为基础的个体的生物遗传素质，指的是儿童

个体从亲代的遗传的基因中得到的、同时具有人类和个体特

性的生物机体因素。正是这一生物因素所特有的对内外环境

刺激的自我调节机制，不停地创造了儿童生命过程中的种种

变化。但是，遗传素质为儿童的发展只提供了一种潜在的可

能性，我们说它只是一种潜在的发展可能性，是因为一方面

遗传素质所具有的发展能力，并不会确定地转变为儿童发展

的现实。因为儿童的身体和心理的发展变化，都离不开必要

的外界条件。身体的发展要从外界吸收营养成分，而心理的

发展，更需要有适当的外界刺激，才能调动起儿童机体的自

我调节机制，使儿童获得某些发展。另一方面，遗传素质转

变为发展现实的过程，也并不是一种完全取决于外在影响性

质的过程，遗传素质自身具有蕴含着生物特点的自身演变规

律。外界刺激并不能改变儿童机体的成熟规律，恰恰相反，

这些规律却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外部刺激可否转变为儿童

发展。只有那些顺应了儿童发展规律、可以与儿童自我调节

机制产生相互作用的外在刺激，才能在儿童的发展过程中起

作用。所以，旨在引导儿童发展的教育活动，就必须把尊重

儿童发展的规律作为教育实践的重要原则。（二）儿童的发

展蕴含于儿童主体的活动之中儿童的发展既不是一种先天存



在于儿童机体内等待发现和发掘的结构或功能，也不仅仅是

完全由外在环境刺激的性质所决定的一种反映模式。儿童的

发展，是作为一个生物和社会个体的儿童运用自我调节机制

的活动结果，也就是说，儿童主体的活动是儿童发展的源泉

。在这里我们所说的儿童主体活动，是儿童依据自我调节的

能力水平，对与自己有关系、也有意义的内外刺激进行反应

的过程。在这一反应过程中，主体原有的发展水平和主体赋

予外界刺激的意义，是制约活动的关键性因素。新生儿对语

言内容不会产生反应；食物对饥饿的人更有意义。能够引起

儿童反应的外界刺激，是那些儿童认为与己有关，愿把它们

和自己原有的反应结构联系起来──或纳入原有结构，或用

以改变原有结构的外部刺激。把外在刺激与自己原有反应结

构之间建立联系，是儿童活动的实质。强调这一点，是为了

避免一种常见的误解，即把儿童所参与的外在于儿童的客观

活动过程，看做是儿童发展的根源。事实上，这种外在活动

只是刺激的形式，儿童与这种刺激形式的相互作用过程，才

是儿童主体的活动。所以，坐在教室里的学生，虽然都参加

了课堂教学这一活动过程，但只有那些对课堂活动内容进行

加工──认知、思考、与自己原有经验建立联系等的学生，

课堂活动才会对他们的发展产生影响。这也是我们提倡教育

活动要调动学生的积极性、注重学生的感受和发挥学生的主

体性等原则的原因。（三）实现发展是儿童的权利实现发展

是儿童的权利，这种观念在当代已经成为一种世界性的共识

。以往人们对儿童生存的关注，主要集中在儿童的生命保护

和健康保障方面。1989年底联合国大会通过的《儿童权利公

约》明确提出了儿童“发展的权利”问题和保障措施。儿童



发展的权利越来越受重视，也得到很多的支持，重要措施之

一就是向他们提供教育机会。1990年9月“世界儿童问题首脑

会议”通过的《儿童的生存、保护和发展世界宣言》指出：

“最优先地重视儿童的权利、儿童的生存以及儿童的保护和

发展。”“为所有儿童，不论他们的背景和性别，提供教育

机会；使儿童做好准备以参与生产性就业和终身学习的机会

，即通过职业培训，使儿童能在一种支持性的、培育性文化

环境中长大成人。”在获得发展是儿童的基本权利，接受学

校教育成为实现儿童发展权的重要保障的前提下，受教育也

就当然地成为儿童的权利之一。我国《未成年人保护法》

第14条规定：学校应当尊重未成年人的受教育权利，不得随

意开除未成年学生。承认和尊重儿童的发展权、受教育权，

有助于我们理解学生在实践中的地位、作用等问题，处理好

师与生、教学内容与学生发展、教育活动与学生发展等的关

系。（四）把握儿童发展需要澄清的几个问题1．儿童的发展

不是简单的“变化”两个字就可以概括得了的。变化是一个

中性的概念，只表明儿童的状况在不同的时间和空间条件下

前后的差异，并不一定表明变化的意义。即变化在儿童的生

长过程中，既可表现为进步，也可表现为退步。但发展是一

个有方向、有价值选择成分的概念，即只有儿童身心的发展

是沿着由简单到复杂、由初级到高级的序列演变时，我们才

将这种变化称之为发展。而且其心理方面的变化，尤其是社

会思想和行为方式方面的变化，则是以社会文化的主流价值

及其发展趋势，作为儿童社会性行为的发展方向。2．儿童的

发展是其生理成熟与生活的社会环境条件相互作用的过程，

而不是一个单纯的生理成熟过程。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之一



，就是人的遗传基因和生理成熟过程不能决定人的行为方式

。在人的生理成熟过程中，人的行为变化具有极大的可塑性

，一个人在特定的环境条件下，会如何思想与行动，不取决

于这个人是什么人种，而取决于这个人以往的社会生活经验

。也就是说，正常的生理素质和成熟过程，只为儿童个体的

发展及其连续性提供了必要的条件，它使儿童个体的发展成

为可能，但这个条件还不够充分，实现儿童个体的发展，还

必须有儿童个体生存的环境条件和儿童与环境条件的相互作

用及其作用方式的参与。即儿童的生活环境以及儿童如何反

应这个环境决定着儿童个体发展的现实性。在经历了同样的

生理成熟过程后，印度狼孩与同龄其他儿童在思维、行为等

方面存在的巨大差别，对此做出了很好的说明。 100Test 下载

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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