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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4_E6_95_99_c76_584596.htm 二 成熟对个体发展的影响 人具

有某种先天素质，是在发展过程中逐步成熟的，人的各种身

体器官的构造和机能在出生时是很不完备和孱弱无力的。个

体的器官和整个系统的结构、功能都随年龄而发展。 人的机

体的成熟程度制约着身心发展的程度和特点，它为一定年龄

阶段身心特点的出现提供了可能和限制。有些早期运动机能

和获得是直接建立在成熟的生理基础上的。在这方面，格塞

尔的双生子爬楼梯的实验能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他以一对

满46周的同卵双生子为被试，其中之一先作每天10分钟的爬

梯训练，共6周。然后测量两个孩子爬同一楼梯所需要时间，

结果是，受训儿26秒，未受训儿45秒完成爬楼梯的任务。然

后当这对双生子满52周时，再对他们同时进行为期两周的相

同的爬梯训练。测量结果是，他们只用10秒钟就完成了爬梯

任务。格塞尔据此提出了个体发展的成熟决定论。这虽然夸

大了成熟的作用，但教育中充分重视成熟的意义非常必要。

成熟的作用在思维、情感、个性等高级心理活动中也同样有

不可忽视的影响。 三 环境对个体发展的影响 环境泛指个体生

活其中，影响个体身心发展的一切外部因素。若按环境的性

质来分，环境可分为自然环境(包括自然条件与地理环境)和

社会环境(包括政治、经济、文化以及与个体相关的其他社会

关系)。若按环境的范围分，可分为大环境(指个体所处的总

体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如某一国家、某一地区，和小环



境(与个体直接发生联系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如一个家

庭，一所学校。在同一国家或地域内，人们的大环境通常相

差不大，但小环境却千差万别。我们很难改变大环境，但小

环境却随个体自身的活动和选择而改变。小环境对个体的影

响更为直接，所以，教育者更多地把注意力集中在小环境上

，但由于社会的变化不断加快，社会通讯、交往手段更加丰

富和便利，大环境对人尤其是对青少年的影响也环境对个体

发展的影响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1．为个体的发展提供了

多种可能，包括机遇、条件和对象。 人生活在不同的小环境

中，这些环境所提供的条件并不相同，对个体发展的意义也

不相同，因而不同环境中人的发展有很大区别。但个体对环

境的作用也不是消极的，处在同环境中的个体，其发展水平

也不会完全相同的。个体对环境持积极态度，就会挖掘环境

中有利于自己发展的因素，克服消极的阻力，从而扩大发展

的天地。所以教育者不仅要注意为受教育者的发展提供较有

利的条件，更要培养受教育者认识、利用和超越环境的意识

和能力。 2．环境对个体发展的影响有积极和消极之分。 在

同一环境中，各种因素作用的方向、力量的大小是不相同的

。对于教育者来说，分析、综合利用环境因素的积极作用抵

制消极影响是极其重要的和困难的工作。教育需要研究如何

既保持校园小环境的有利条件，又积极加强与社会的联系。

充分利用社会的有利教育力量。 四 学校教育在个体发展中的

特殊功能 学校教育是由承担责任的教师和接受教育的学生共

同参与和进行的，这是学校活动中主体的特殊性。学校教育

的环境具有极大的人为性，具有明确的目的、有指定的教育

内容与活动计划、有系统的组织和特殊的教育条件。学校弥



漫着科学、文化和道德规范的气息。这些构成了学校教育环

境的特殊性。从个体活动的角度看，学校中的个体活动与其

他社会活动的区别，在于有教师的指导，活动的结果还要接

受检查。这种特殊性使学校在影响人的发展上具有独特的功

能： 1．学校教育按社会对个体的基本要求，对个体发展的

方向与方面作出社会性规范 社会对个体的要求和期望有体质

、思想道德、知识能力等方面，并提出一系列规范。学校根

据这些要求，针对不同年龄、不同专门人才培养的要求而作

相应的变化，并有意识地以教育目的和目标的形式去规范学

校的其他工作，通过各种教育活动促使学生达到规范的目标

。 2．学校教育具有加速个体发展的特殊功能 学校教育目标

明确、时间相对集中、有专人指导并进行专门组织的教育活

动，此外，学校教育使个体处在一定的学习群体中，个体之

间发展水平有差异，这也有助于个体的发展。如果学校教育

能正确判断学生的最近发展区，这种加速作用将更明显、更

富有成效。苏联心理学家维果茨基的研究揭示：教育对儿童

的发展能起主导作用和促进作用，但需要确定儿童发展的两

种水平，一种是已经达到的发展水平，表现为儿童能够独立

解决的智力任务，另一种是儿童可能达到的发展水平，表现

为"儿童还不能独立地解决任务，但在成人的帮助下，在集体

活动中，通过摹仿，却能够解决这些任务"。这两种水平之间

的距离就是"最近发展区"。把握好最近发展区，能加速学生

的发展。 3．学校教育，尤其是中小学的基础教育对个体发

展的影响不仅具有即时的价值，而且具有延时的价值。 学校

教育的内容大部分具有普遍性和基础性，即使专门学校的教

育内容，也属该领域内普遍和基础的部分，因而对人今后的



进一步学习具有长远的价值，此外，学校教育提高了人的需

求水平、自我意识和自我教育的能力，这对人的发展来说，

更具有长远的意义。 4．学校教育具有开发个体特殊才能和

发展个性的功能 在开发特殊才能方面，普通学校教育内容的

多面性和同一学生集体中学生间表现的才能的差异性，有助

于个体特殊才能的表现与发现。在个性发展方面，因为学校

教师和领导具有教育学和心理学方面的素养，这有助于他们

发现学生个性独特性的价值，并且尊重和注重学生个性的健

康发展。同时，学生在群体中的生活也有助于每人从其他人

的身上吸取闪光点，丰富自己的个性。 当然，学校教育对个

体发展特殊功能的发挥，不是没有条件的，它要求学校按照

教育规律办事，并且积极协调各方面的影响。 编辑特别推荐

： 2009年教育硕士考试教育学3月每日一练汇总 2009年教育硕

士考试教育学4月每日一练汇总 轻轻一点，好资料即刻拥有!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