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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_AD_A6_E5_84_BF_E7_c38_59289.htm 第二章 心理发展的制

约因素 （一）重点提示 1.遗传的概念。 遗传是指亲代将自己

的生物特征传递给子代的生物学过程。 2.遗传的影响力（从

教育的角度看待遗传影响力的三个基本观点）。 （1）儿童

个体发育发展的起源是遗传，遗传直接影响儿童个体体质方

面的发育发展；由于心理或行为的发展归根结底离不开体质

因素，所以遗传间接地成为儿童许多方面的心理发展或行为

发展的基础。 （2）遗传规定了个体能够发展到什么程度或

什么范围，儿童具有极大的发展潜力。 （3）儿童通过遗传

而继承到的特征，同这些特征的实际表现程度不是简单地一

一对应的。 3.社会化和个性化的概念。 社会化是生物个体通

过与他所处的社会环境相互作用，学习掌握基本生产、生活

知识和技能，遵从社会规范，成为社会人的过程。 个性化是

个体通过自己的实践活动与社会环境交互作用的产物，是人

的生物性与社会性统一的体现。 4.儿童社会化的特点。 根据

心理学的研究，儿童的社会化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1）遗传

因素是儿童社会化的生物学基础。 （2）儿童期是人一生社

会化的关键时期。 （3）儿童的社会化是通过社会教化和个

体内化实现的。 5.文化影响儿童发展的途径。 环境对儿童心

理发展的影响，最直接、最根本的就是文化的影响，其他各

种客观因素往往是通过文化这一中间环节去影响儿童的。文

化影响儿童发展的途径主要有三条： （1）民族、地域、习

俗、时尚的影响。 （2）大众传播媒介的影响。 （3）家庭、



学校及伙伴群体的影响。 6．社会文化对儿童社会性发展的

影响。 （1）社会文化因素对儿童社会认知发展的影响：儿

童的社会性依恋；儿童的友谊认知；儿童的性别角色认知。 

（2）社会文化因素对儿童社会行为发展的影响。 7．家庭教

育功能具有的特点。 社会文化是影响儿童心理发展的宏观环

境。对儿童来说，最接近、最具体的环境是家庭，家庭是影

响儿童心理发展的微观环境，家庭不仅对儿童早期的发展有

重要影响，而且对儿童一生的发展也会产生持续的影响。 家

庭教育功能具有的特点是： （1）启蒙性； （2）长期性； 

（3）感染性； （4）情感性。 8．家庭对儿童心理发展的影

响： (1)家庭客观因素的影响：家庭规模的大小；残缺家庭；

家庭中的人际关系；家庭经济条件。 (2)家长对儿童心理发展

的影响：家长的儿童价值观；家长对孩子的期望；家长的教

养方式。 (3)出生顺序对儿童心理发展的影响。 9．学校教育

在儿童心理发展中的地位。 学校教育是对儿童进行普遍社会

化的较为理想的组织过程，在影响儿童心理发展诸因素中起

主导作用。 学校是一种特殊的社会环境，具有相对独立性，

能根据预定目的和自身规律连续而有效地对儿童实施系统的

教育影响。 学校教育能积极主动地影响、充实、优化家庭教

育和社会教育。 学校教育具有可控性。 10．学校教育对儿童

心理发展的影响。 学校教育对儿童心理发展的影响具体体现

在： （1）教学内容的影响。学校教育对儿童施加影响是以

一定的教学内容为中介的，教学内容是实现教育目的和培养

目标的基本保证。教学内容实质上是文化的一种选择结果，

是对全部社会文化的一种不断提炼、浓缩、改造和序列化，

反映了当时社会历史条件下生产和科学技术文化发展的水平



，反映了社会政治经济对人的发展的要求。教学内容不仅向

儿童揭示特定社会的价值观念、行为准则，进行文化的灌输

，更重要的是为儿童提供了学习仿效的模式。 （2）教师的

影响。教师是对儿童进行社会化的专职实施者。教师的期望

对儿童的心理发展是一种巨大的教育力量。教师的期望会成

为一种外在的行为目标的诱因，唤起学生内心潜在的自我价

值意识和对高尚目标的追求。教师以自身的完整人格对儿童

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 （3）校风的影响。校风是学校全体

成员共同具有的、富有特色的、稳定的校园风气和精神面貌

。校风是一种无形的感染力量，无声的行动命令。校风是一

种不成规章的行为准则，不成条文的心理契约，通过集体舆

论对个体的品行作出权威性的肯定或否定，鼓励或制止。优

良的校风能陶冶师生的心灵，鼓励上进，抵制不良风气和行

为方式。 （4）同伴交往的影响。同伴交往包括儿童之间的

个体的交往和儿童与同辈群体的交往。儿童同辈群体是由年

龄、身份非常接近的儿童组成的群体。同辈群体使儿童的归

属感得到满足，又以群体规范约束儿童。同伴既是行为的强

化物，又是儿童评定自己行为的参照物。随着年龄的增长，

儿童与同伴交往的时间逐渐超过与成人交往的时间，对同伴

的依恋和友谊显著增长。 （二）难点内容 1．从教育的角度

看待遗传影响力的三个基本观点。 2．儿童的个性化和儿童

的社会化。 （三）本章名词 遗传 社会化 个性化 校风 100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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