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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_84_BF_E7_AB_A5_E5_c38_59518.htm 在儿童生后第一年心理

发展的基础上，终于产生了带有一定概括性和间接性的人的

思维的萌芽。到了婴儿时期，即约从一岁末到三岁，在儿童

个体及其环境条件，特别是社会和教育条件的相互作用下，

这种萌芽状态的思维获得了进一步的发展。 (一)思维的直觉

行动性 婴儿时期的思维主要是直觉行动思维，其基本特点是

：这种思维与儿童的感知觉和行动密切相联系，儿童只能在

感知行动中思维，与此同时，由于儿童的词、语言的产生和

发展，也逐渐加强了这种思维中的概括性和间接性。 直觉行

动思维是在直觉行动中进行的思维，因此，儿童只能在自己

动作所接触的事物、只能在自己的行动中思维，而不能在感

知和动作之外思考，更不能考虑自己的动作、计划自己的动

作、预见动作的后果。例如，儿童身旁如果有布娃娃，他就

拿起来做喂布娃娃的“游戏”，布娃娃被拿走了，“游戏”

活动也就停止了。当儿童骑在竹竿上面的时候，就想到骑马

的活动，等把竹竿丢掉了，骑马的事就忘掉了。因此，儿童

还不能离开物体和行动来主动地计划和思考什么。观察证明

，当儿童的皮球滚到床下的时候，他立刻就往床下窜，如果

成人提醒他“你想想该怎么办”，儿童就会回答说：“是要

想，是要把它拿出来。” (二)直觉行动思维中最初的词的概

括调节作用 婴儿时期直觉行动思维中的词的概括调节作用是

逐步产生的。 一般说来，2～2.5岁的儿童的思维吏多地依赖

于直观和动作，而2～3岁的儿童的思维，词、语言的概括调



节作用才比较明显。 研究表明：2.5岁以后的儿童在完成认知

任务时，有三个不同层次：(1)不知有错误；不会改正错误

；(2)在直观对比后，发现有错误，能加以改正；(3)在头脑里

进行思维，不需直观对比就能调整自己的思维活动。 (三)想

象的发生 在婴儿时期，也可以开始看到想象的最初形态。想

象是借助于词实现的对已有的表象所进行的带有一定创造性

的分析综合活动。 新生儿没有想象。1～2岁的儿童，由于经

验的缺乏，由于言语发展较差，只有想象的萌芽，实际上，

还说不上是想象，最多只是一种生动的重现而已。例如，当

儿童拿到布娃娃的时候，就给布娃娃“穿”衣服、“喂”东

西，这时，在儿童的头脑里重现妈妈或阿姨给自己穿衣或喂

食的情景。 3岁的时候，随着经验和言语的发展，逐渐产生

了带有最简单的主题和主角的游戏活动。例如，把布娃娃当

做主角，给他穿衣、洗脸、喂饭等等。在这种游戏活动当中

，想象也就开始形成和发展起来。 但是，在整个婴儿时期，

想象的水平是很低的。第一，想象的内容总是非常简单贫乏

的；第二，想象经常缺乏自觉的、确定的目的，因而总是零

散片段的。 (四)人的意识的萌芽 直觉行动思维虽然仍是第一

信号系统和外部行动占优势，但这已是人的词的思维的开端

。人的意识是跟人的言语分不开的。由于儿童初步掌握了词

的思维，因而也就有可能初步地意识到外部事物的存在和自

己本身的存在，从而开始出现了最初的意识和自我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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