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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_84_BF_E7_AB_A5_E5_c38_59628.htm 教育条件必须适合于儿

童心理的内因，才能使儿童心理不断得到发展。但是，从教

育措施到儿童心理得到明显的发展，又不是立刻实现的，而

是以儿童对教育内容的领会或掌握为其中间环节，是要经过

一定量变质变过程的。 (1)领会是教育和发展之间的中间环节

，教育并不能直接、立刻引起儿童心理的发展，亦即本质性

的变化，它引起儿童心理的发展总是以儿童的领会作为中间

环节的。这就是说，教育必先引起儿童对知识、技能、道德

、品质的领会、掌握、学习，然后才有可能促进儿童心理的

发展。 事实上，并不是所有教给儿童的东西，儿童都能立刻

领会。教育和领会之间总有一定的距离。对于儿童来说，从

教育到领会是新质要素的不断积累、旧质要素不断消亡的细

微的量变质变的过程，从不知到知、从不能到能过程中的一

些渐进性的细微的质的变化。 教育条件对儿童起什么作用，

可以有种种不同的情况，例如，教材太容易了或太难了，都

同样不能引起儿童学习的需要，甚至还会产生一些不良的后

果，使矛盾向不正常的方面转化(如对学习感到乏味或畏惧、

厌恶等)。只有当教材的难度适当的时候，只有当教材具有一

定的难度而又为儿童经过一定努力能够加以克服的时候，才

有产生真正领会、掌握或学习活动的可能。这就是说，教育

并不等于领会。教育能否引起儿童的领会，首先是以学习内

容的难度、结构的复杂性是否适合于儿童已有的心理水平并

能引起学习的需要为转移的。 例如，对于刚刚进入小学一年



级的孩子来说，只能从教他学会10或20以内加减法运算开始

，使他掌握算术知识，而且要从实物运算开始，否则就无法

使儿童领会。 关于教育如何可以更好地引起儿童的领会，这

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应当由儿童心理学和教育心理学共同来

研究和解决。 (2)从领会到发展是比较明显、比较稳定的质变

过程。儿童在掌握某些知识、技能以后，并不能立刻引起他

的心理发展。掌握知识、技能是新质要素不断积累、旧质要

素不断消亡的过程，是一些不明显的细微的量变质变的过程

，只有在这些不明显的细微的量变质变的基础上产生比较明

显、比较稳定的新质变化的时候，我们才能说儿童心理真正

得到了发展。 例如，儿童在掌握新词的时候，这些词起初只

是消极的，还没有包括到儿童的积极词汇中去，或者只是初

步地成为他的积极词汇，而这些词汇还没有熟练地经常地参

与到他的言语活动中去。因此，他虽然掌握了一些新词，但

是并没有达到明显的质的变化，并不能引起儿童言语的发展

。 又如，小学儿童学习5的乘法，他虽然能求出5×2、5×3

、5×4等等算式的得数，但是他们的计算方式是：5×2就是5

＋5，5×3就是5＋5＋5，5×4就是5＋5＋5＋5。这时，乘法运

算还没有成为他们熟练的智力活动，因而还没有达到明显的

质的变化，还不能引起智力活动的发展。只有当他真正掌握

乘法九九表时，不假思索地就可以计算出5×2、5×3、5×4

、5×5等等，并能熟练地解答算题的时候，才能看作是智力

活动上的一个小的比较甲早的质变，这就是智力活动上的一

个小的发展。 苏联心理学家的研究指出，从教育到儿童领会

教材、到儿童智力活动的发展，是经过很多阶段的。例如，

一年级小学生领会算术的时候，智力活动形成的一般过程是



：①听教师的讲解和演示，获得一般表象；②运用具体的事

物(如石子、小棍)实地完成计算活动；③在儿童掌握实物计

算以后，开始不用实物，而是用出声的口头言语来完成计算

活动；④在儿童掌握了出声的口头言语计算以后，开始在脑

中用内部言语，即“心算”的方法来完成计算活动；⑤上述

活动的各个环节逐渐消失了、简化了，一看算题就能很快地

进行运算。这就是说，儿童真正掌握了运算的智力活动。 当

儿童真正掌握了某种运算(例如乘法九九表)的智力活动，达

到熟练的、稳定的程度并能熟练地用以解答算题以后，也就

是说，当旧的暂时神经联系系统改造成为新的暂时神经联系

系统以后，就可能在他心理上产生以细微的量变质变为基础

的一些比较明显、比较稳定的新质的变化。许多小的、部分

质变和发展，就能构成千个大的质变和发展。在儿童思维的

发展上，从先学前期的直觉行动思维，到学前时期的具体形

象思维，到学龄时期的初步抽象思维、形式逻辑思维、辩证

逻辑思维，就是一些较大的质变，较大的发展。这些较大的

质变、较大的发展又是在一些小的质变、小的发展基础上逐

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儿童心理学的主要任务在于：揭示儿

童心理发展上这些小的和较大的质变或发展的一般过程、具

体指标和形成规律。 父母和教师的任务在于创造条件，使学

习的内容适合于儿童心理的内部矛盾，在儿童已有的心理水

平上引起新的学习需要，从而有节奏地、循序渐进地引导儿

童健康地、尽最大可能地向前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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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