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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59/2021_2022__E3_80_8A_E

5_84_BF_E7_AB_A5_E5_c38_59381.htm 我们承认环境和教育对

儿童心理发展的决定作用，同时，又反对把环境和教育的决

定作用作机械的那种简单化的理解。也就是说，一方面，应

当承认环境和教育对心理的决定作用，因为心理是脑对客观

现实的反映，是由客观现实决定的；另一方面，也应当承认

环境和教育只是儿童心理发展的外部原因(外因)，亦即是外

部矛盾。这个外部原因如果要对儿童心理发展起作用，就必

须通过儿童心理发展的内部原因(内因)，亦即内部矛盾，才

可能实现。离开了儿童心理发展的内因或内部矛盾，环境和

教育这个外因或外部矛盾就无法起作用或不可能很好地起作

用。 那么，什么是儿童心理发展的内因或内部矛盾呢?关于儿

童心理发展的动力问题，目前还有各种不同的理解。一般认

为：在儿童主体和客观事物(客体)相互作用的过程中，亦即

在儿童不断积极活动的过程中，社会(包括广义和狭义的社会

因素)和教育向儿童提出的要求所引起的新的需要和儿童已有

的心理水平或心理状态之间的矛盾，是儿童心理发展的内因

或内部矛盾。这个内因或内部矛盾也就是儿童心理不断向前

发展的动力。第一，应当指出：儿童心理的内部矛盾是在儿

童主体和客观事物相互作用的过程中产生的，亦即在儿童不

断积极活动的过程中产生的。离开儿童主体和客观事物的相

互作用，离开了儿童不断的积极活动，也就没有什么儿童心

理的内部矛盾可言。 →新的需要(原有水平4) 环↑教 境｜育 

→新的需要(原有水平3) 环↑教 境｜育 →新的需要(原有水



平2)环↑教境｜育── 遗传(原有水平1)儿童心理发展动力直

观剖析图从原有水平1到原有水平4的发展过程是一个不断量

变质变的过程，儿童心理正是以这种不断量变质变的形式得

以发展的。儿童从出生的那一天起，就不是消极地接受环境

的影响，而是在不断的积极活动中反映客观现实──反映客

观现象中的各种矛盾，反映客观现实和儿童主体之间的各种

矛盾。儿童心理的内部矛盾就是这些矛盾在儿童头脑中的反

映。例如，当新生儿饿了的时候，就哭起来，积极地探索食

物，这时跟他发生关系的客观事物就可能组成各种不同的矛

盾关系。例如，母亲的乳头和母亲的指头在满足他的食物需

要上，关系是不一样的，是有矛盾的，因此，在他的头脑里

就产生不同的反映。也可能过些时候，要用牛乳代替母乳，

这时儿童跟他的环境就产生了新的矛盾关系，这种新的矛盾

关系也必然会在他的头脑中产生新的反映。因此，儿童心理

的矛盾是儿童主体和客观事物相互作用的结果，是在儿童不

断积极活动中客观事物的矛盾，客观事物跟儿童主体的矛盾

在儿童头脑中的反映。儿童心理的内部矛盾不但产生于儿童

的活动中，而且矛盾双方的转化和统一，也都是在儿童的活

动中实现的。事实证明：7岁儿童如果继续留在幼儿园中，他

在一定时候内仍保留学前儿童的心理特点，仍以游戏为主导

活动，从而仍以具体形象思维为主要的思维形式等等。儿童

及时进入小学和在新的生活条件下从事正规学习活动以后，

就能更快地实现着从具体形象思维向抽象逻辑思维的过渡或

转化。第二，所谓需要，也是一种反映形式。任何需要都是

在一定生活条件下，即在一定的社会和教育条件的要求下产

生的对一定客观现实的反映。需要这种反映和一般反映活动



不同之处在于，需要是一种追求和倾向于某种事物的关系的

体验，它是由个体和社会的需求所引起的反映和体验。需要

可以因个体的要求而产生。例如，由于口渴这一生理上的要

求，就产生对于水的追求和倾向。由于求知欲这一心理的要

求，就产生了对于书籍的追求和倾向。需要也可以因社会的

要求而产生。需要可以属于物质方面(如对水的需要)，也可

以是精神方面(如对阅读的需要)。而人的需要总是带有社会

性的。需要可以表现为各种形态，动机、目的、兴趣、理想

、信念等等乃是需要的不同表现形式。需要在人的心理活动

中，经常代表着新的一面、比较活跃的一面，需要总是不断

发展的，主客观的关系也在不断发展着，人的周围的事物变

了，人的需要也就跟着改变。一种需要满足了，又会产生另

一种需要。第三，所谓心理水平或心理状态，是过去反映活

动的结果。人们已形成的认识水平、心理特征，也就是一个

人心理发展的水平或状态。从生理机制上说来，也就是已经

形成的暂时神经联系系统，已经形成的动型。已有的心理水

平或心理状态，经常代表着人的心理活动中旧的一面，比较

稳定的一面。第四，新的需要和已有的水平或状态之间的对

立的统一和斗争，构成儿童心理发展的内部矛盾。这就是儿

童心理发展的动力。(1)儿童心理上的新的需要和已有的水平

或状态是统一的、互相依存的。这是因为，需要总是在一定

的心理水平或状态上产生的，换言之，需要依存于一定的心

理水平或状态。例如，3岁的儿童，只有最初步的口头言语发

展水平，因此，他只能掌握某些日常词汇来表达自己的愿望

，来跟别人进行简单的言语交际，而没有掌握书面言语的需

要。反过来说，一定心理水平或状态的形成，也依存于儿童



是否有相应的需要。例如，小学一年级儿童有了学习加减法

的需要，才能逐步掌握加减法的运算。同样，只有儿童进入

小学以后，有了掌握书面言语(阅读和书写)的需要，才会推

动他努力去提高自己的阅读和书写水平。(2)儿童心理上的新

的需要和已有水平或状态又是互相斗争、互相否定的。这是

因为：新的需要总是否定着已有的心理水平或状态，换言之

，心理发展的水平或状态总是满足不了日益增长的需要。例

如，一岁半左右的儿童，在学会了一些简单的词像“爸爸”

“妈妈”“娃娃”“球球”“帽帽”等等以后，自己非常高

兴，周围的人也很高兴，但是跟着这种水平的形成，就会产

生新的需要。因为单靠这些简单的词，并不能满足他进一步

交际的需要。当他对成人说“帽帽”的时候，并不能使人了

解他是要戴帽子，还是要玩帽子，还是帽子上脏了。因此，

就推动他进一步去学会一些简单的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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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