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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_84_BF_E7_AB_A5_E5_c38_59577.htm 思维是人脑对客观事物

的概括的、间接的反映，是客观事物的本质和规律的反映。

它是在人的实践活动中，在感知觉的基础上，以表象为中介

，借助于词、语言和过去经验而实现的一种高级的心理过程

。 儿童刚生下来，是没有思维的，他们只有从先天带来的一

些无条件反射。虽然在整个乳儿时期(包括新生儿期)，从心

理的产生到各种心理过程的发展，确实有非常巨大的变化。

但是从严格意义上讲，还是没有真正思维现象的出现。。因

为人的思维是和第二信号系统，即言语相联系的。如果从整

个个体心理的发展来看，乳儿时期只能说是思维产生的准备

时期，或者最多也只能说是逐步出现了思维的一些萌芽表现

。 从儿童心理的产生到儿童思维的萌芽，是在儿童机体与生

活环境不断相互作用中，感性认识(感觉、知；觉、表象)产

生和发展的基础上，在分析综合能力不断提高；语言开始出

现，以及生活经验逐渐丰富的条件下实现的。 儿童生后的头

半年，主要是感觉和知觉的发展时期。 在儿童五条件反射中

，主要的认识成分是一些感觉。而在儿童条件反射形成以后

，不但发展了反映事物个别属性的各种感觉，而且更重要的

是发展了反映事物的整体知觉。知觉是高一级的认识能力，

它是在各种感觉的基础上形成的对复合刺激物(即整个物体)

的反映，是分析综合能力统一发展的产物，它本身包含着概

括能力的最初萌芽。但只是对有关事物属性的直观的、泛化

的概括，还不是内部化的、表象或词的概括。 由于儿童知觉



的概括性的萌芽，因此，在儿童知觉中逐步形成了一个新的

认识机能，这就是逐步认识到物体的常住性或稳定性，即知

觉或认识到物体的经常存在。当然，儿童知觉或认识物体的

经常存在，要有一个发展过程。一般认为，大约到一岁左右

，儿童就逐步形成了认识物体的经常性和永久性的能力。这

种知觉能力主要表现在知觉常性和客体永久性。 如前所述，

知觉常性是指当知觉条件(如距离、形状、明度等)，在一定

的范围内发生变化时，而个体的知觉映象仍能保持相对稳定

。例如，虽然某一事物的距离、远近或形状大小发生一定的

变化，但这事物的主要特征不变时，还是被知觉为同一事物

。这是外界事物的变化性和稳定性的矛盾统一在人脑中的反

映。关于儿童知觉常性出现的时间，有不同的意见。有的研

究认为，形状常性和大小常性在儿童头一年的下半年出现(J.

Piaget，1953)。也有的研究认为，3个月的乳儿也可以看到知

觉常性的最初表现，而6个月的乳儿则可以追视一个滚走的物

体，虽然距离远了些，看起来，应当小了些，但他还能看成

是同一物体(H．Mcgurk，1972)。知觉常性的出现，就使儿童

能更好地认识事物的稳定的属性。 和知觉常性有密切联系的

是客体永久性，即儿童对过去曾经接触或采取过行动的某一

客体，当它不在面前时，还能“想起”(重现)这个客体。一

般认为，大约在儿童8～12个月时，即将满1岁的时候，由于

动作(特别是手的动作和行走的动作)的发展和言语的产生，

客体永久性也开始出现。前面说过，例如，在这以前，你和

孩子“藏猫儿”的时候，你一躲开，他看不见了，也就不找

了，以为世界上不存在“你”这个人了。可是在一周岁左右

时，你再和孩子做“藏猫儿”游戏时，你叫他一声，然后再



躲起来，孩子就会用眼睛到处找。客体永久性，实质上，也

就是表象的最初形态。 表象，这是感性认识的最高形式。它

是个体过去已经感知过但现时并不直接感知的那些事物的感

性映象，它是个体过去对事物的反映在头脑中留下的痕迹，

在以后的活动中的恢复、重现和不断完善。它具有一些新的

特点：(1)它不再受客体知觉的直接制约，而是在客体不在的

时候，也能在脑内“想起”这个客体，它是真正离开客体的

“内部化”的心理活动；(2)表象是由于对脑内保留的关于外

界刺激痕迹的分析综合，而不是像感知觉那样只是对当时的

直接刺激的分析综合；(3)由于儿童言语的产生，更加强了这

种“内部化”的表象活动的概括性和间接性，即词的概括作

用；(4)表象不但能使个体回忆起过去，而且也能使个体预见

未来(例如寻找消失了的东西)，加强了主体的能动性。 由于

表象的这些新的特点，特别是由于语言的参加，就为从感性

认识向萌芽状态的抽象思维过渡提供了可能性。 总之，在儿

童生后的第一年中，由于动作的发展，由于感觉、知觉和表

象的发展，由于语言的产生和经验的积累，具有一定概括性

和间接性的思维活动就开始产生了。虽然它实质上，只能说

是思维的萌芽，但它有着无限的发展前途。在儿童今后的生

活活动(游戏、学习、劳动)中，儿童的思维就从这种萌芽状

态开始，一步一步地发展成为典型的、高级的人类的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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