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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人的一生中第二个生理发育的高峰期，也是个体在心理上

逐步走向成熟的时期，它大致包括从小学高年级到高中三年

级（或11、2岁18、9岁）， 这一阶段是人生中的黄金时代。

中学生朝气蓬勃、充满幻想、富于创造。同时，中学生的心

理动荡不安、起伏不定。教师们每天面对的便是这些存在着

个性差异的、且身心发展不断变化着的学生，而非只会听话

的机器。教学的成功应当是在师生共同的探索努力下，发展

学生的智能，健全学生的人格，为将来服务社会，创造新生

活做好准备。因此，中学生的身心发展理论与学习理论是史

地教学研究的基础，也是构建史地教学心理学理论体系的基

础之一。在这些理论中，中学生认知发展、非智力因素与学

习规律三个问题是我们研究的中心内容。 中学生的认知发展 

认知（cognition）这一概念有广义与狭义之分，从广义来看

，它是指人认识、理解事物和现象并运用知识、经验解决问

题能力的总和，与“智力（inte-lligence） 的含义等同。 从狭

义来看，它指人运用表象和概念进行分析、综合、判断、推

理等认识活动的过程，与“思维”（thinking） 的概念等同。

这两层含义之间的关系可以看成是智力与思维的关系，智力

（或广义的认知）包含思维，思维是智力的最高级和最核心

的部分。中学生的认知发展是伴随着他们的生理与心理变化

而发展变化的，这种发展变化表现在量与质两个方面。一方

面，中学生的各项认知能力（如：感知觉、记忆、相象与思



维能力等等）在不断发展、完善。另一方面，中学生的认知

结构在发生着质的变化，能够熟练运用假设、抽象概念、逻

辑推理等方法更准确地更、有效地解决问题。认知发展理论

认为，儿童在获取知识时的思维方式与成人是不一样的，儿

童并非是思维方式与成人相似的小大人，而是在某一个年龄

段有着他自身独特的思维方式与结构。因此，要教学生知识

，教师并非只要有知识上的“一桶水”就行，而必需要了解

学生是如何学习知识的；要教学生思维，就需要了解学生是

如何思维的。中学生思维能力的发展 皮亚杰（Jean Piaget）的

认知发展理论认为，个体的认知发展在连续中呈现出阶段性

的特征，从出生到青少年的成长过程中，按各个阶段个体的

图式功能特征的不同，分为四个时期，即：（1）感觉动作时

期；（2）前运算时期： （3）具体运算时期：（4）形式运算

时期。中学生正处于第四个阶段，个体的思维能力已发展到

了成熟的阶段，这个时期思维能力的主要特点是：能将事物

的形式与内容分开，可以离开具体事物，根据假设来进行逻

辑推理，能按形式逻辑的法则思考问题。从总体上说，初中

生的抽象逻辑思维已占主导地位，但有时思维中的具体形象

成分还起作用（朱智贤，1979）。而高中生已能在头脑中进

行完全属于抽象符号的推导，并能运用理论去解决各种问题

，辩证逻辑思维能力已趋于优势（林崇德，1992）。在此以

后，个体的思维方式不会再有质的变化，随着生活经验的积

累，知识的丰富，思维能力当然还会发展，但只是量的变化

了。具体来说，中学生的思维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言语

技能 心理学界和语言学界一直在争论思维与语言之间究竟是

一种什么的关系。行为主义的早期代表人物华生 （J . B



.Watson） 认为思维是“无声的谈话”，而言语则是“大声的

思维”。由此确立思维与语言同一的理论；皮亚杰是现代“

思维决定论”的代表人物，他认为思维独立于语言，语言的

发展依赖于思维的发展，语言是思维的产物；语言决定论的

最新代表是美国心理学家勃鲁姆（Alfred F . Bloom），他

在1981年发表了《语言在思维形成中的作用中国与西方语言

对思维影响的研究》，进一步肯定语言对思维的决定作用，

认为语法结构的特点影响人们的思维方式。其实，很多心理

学家在研究中发现语言与思维的关系是双向的，它们是各自

独立的系统，但关系十分密切。维果茨基（Lev S. Vygotsky）

认为两者之间的发展在儿童期是平行的，它们的发展曲线常

会相交，在儿童思维的过程中，其自我中心语言起着舒缓其

紧张情绪，帮助其思维的作用。以上三种不同观点在各自的

阐释过程中都有其合理的方面，但是，我们更倾向于维果斯

基的观点，思维与言语之间的关系密切，常常合为一体，很

难分开。不过，我们在个案研究中发现，中学生在思考较复

杂的问题时，依然有这种现象：有时一个问题的答案可以通

过推理判断出来，可是却无法用语言清晰地表达出来，可见

思维有时领先与语言；同时，言语技能的高低也影响着思维

的深刻性与敏捷性，因此，两者之间是相互作用的关系[ ]。

根据上述认识及历史、地理教学的特点，在言语技能中，我

们主要选择“词语”、“语句”、“语段”及“篇章”的理

解技能，作为研究的主要对象，从阅读与表达（信息的吸收

与输出）两个方向来分析中学生言语技能的特点，为在此基

础上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奠定基础。 对“字词”的理解直接

影响中学生阅读、写作的水平，因此，语文教学将字词的掌



握定为基本目标，如：语文教学大纲规定，高中毕业生应掌

握 4000个以上的汉字。但是，我们在研究中发现，语文教学

要求掌握的字词，在理解的层次上与其它学科的要求不同，

一旦一个学生已掌握的词语在另一门学科中出现时，往往这

一词语的含义已发生了变化，然而，不少学生却并未察觉这

种变化。同时，也由于字词的学习大都采用记忆的方法，所

以，许多学生对自己常用的、或学习中遇到的字词一般不会

产生疑问。如：历史学科中的民族、战争、文明、时间等等

，地理学科中等降雨、气候、山脉、河流等等。在我们的调

查中，只有31% 的高二学生会对这些概念产生疑问，初二年

级只有10.4%。这种现象又会导致他们在学习这些学科概念（

或专业词语）时，依然采用语文学习中的记忆方法，这样一

来，学生掌握的学科概念就会很机械，很难灵活运用。史地

教学中的这一问题与字词的变式教学有关，而变式教学在这

两年才受到重视，大多数语文及史地教师依然采用要求学生

记忆的方法，去掌握字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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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