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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_84_BF_E7_AB_A5_E5_c38_59657.htm 儿童的有目的、有系统

的观察力的发展，是在学习过程中实现的。同时，它又是成

功地完成学习任务的重要保证。因此，教师必须在教学过程

中有意识、有计划地发展儿童的观察力。 第一，发展儿童观

察力的首要条件是在进行观察之前向儿童提出并明确观察的

目的任务和实现这些任务的具体方法。在培养儿童的观察力

时，首先必须给儿童提出观察的目的任务，只有这样，才能

正确地组织儿童的注意，使它指向于必须知觉的方面。 其次

，教师也要有计划地培养儿童善于独立地给自己提出观察的

目的任务，而不是处处依赖教师的指示。一般说来，小学儿

童还不善于自觉地随时地给自己提出观察周围有关事物的任

务。儿童常常东张西望，而不会有目的地去观看，常常随随

便便地听，而不会有目的、有计划地听。但是，这种情况是

可以改变的，在教师有意识地培养下，儿童是可以学会有意

识地、细心地观察和他的学习内容有关的事物的。 再次，教

师不但要向儿童提出观察的目的任务，而且要指导儿童进行

观察的具体方法，即有计划、有次序地去观察。对于低年级

儿童说来，单有观察的目的任务还不够，还必须把观察活动

分成一定的步骤来进行。例如，先要看一个事物的大概的整

体，然后再去看它有哪些个别的部分，以后又怎样把这些个

别的部分联系成为一个整体等等。当然，对于年龄大一些的

儿童，就可以帮助他们事先确定观察的计划。这样，儿童就

可以逐步学会合理地组织自己的知觉和观察的能力。 第二，



培养儿童知觉和观察技能是发展儿童观察力的另一个重要条

件。 在培养儿童的观察力时，首先明确观察的目的任务，并

把目的任务加以具体化，这是十分必要的。但是单依靠这一

点是不够的。要想使儿童的知觉和观察富有成效，还必须培

养儿童善于观察的技能，首先是看和听的技能。 在小学低年

级儿童面前展现一幅图画，他们常常会被整个图画吸引着，

忽而看看这里，忽而看看那里，这样，当然就不能很好地进

行知觉和观察。教师必须培养儿童善于支配自己的视觉，有

目的地去看那些应当看的东西。为了做到这一点，教师需要

进行有系统的教育工作。 儿童在进行知觉和观察时的另一个

缺点是：不能把主要的东西和次要的东西区别开来，有时只

是抓住次要的东西，而把主要的东西丢掉了；为了培养儿童

在知觉和观察时能抓住主要的东西，首先要求教师组织儿童

知觉和观察的对象和过程。例如，在挂图上把主要部分加以

扩大，或运用比较图，使需要观察的事物的特点更加突出。

对于比较复杂的、有连续性的事物或活动，要引导儿童有步

骤地观察，并能时时注意它们之间的关系。对于中高年级的

儿童，就可以逐步培养他们自觉地掌握知觉和观察的技能，

而不要处处依赖教师的指示和帮助。 第三，在知觉和观察时

，要尽可能有较多的感觉器官参加活动。 在教学过程中，使

儿童尽可能有较多的感觉器官参加活动是保证儿童更好地掌

握教材的条件之一。儿童在学习某一教材时，如果单单听讲

，就不如既听讲，又观察物体，又动手操作，可以更好地提

高学习效果。因为这样可以提高皮质的分析综合活动，从各

方面来加强儿童所形成的暂时联系。例如，教师在讲“蔬菜

”时，只是口头讲，效果不大，如果能在讲的时候，让儿童



看到各种蔬菜的样子，又能尝到它们的味道，那么，他们的

印象就会深刻得多。又如，在让儿童感知画片上的物体时(共

十张画片，每张画片上画着一个物体)，一组只用听觉来感知

，一组只用视觉来感知，另一组用视觉和听觉来感知，同时

还让儿童高声地说出这些物体。结果只用听觉的一组能正确

重现60％，只用视觉的一组能正确重现70％，而听觉、视觉

和言语动觉同时并用的一组则正确重现86.3％。 第四，在知

觉和观察时，要尽可能有儿童的言语参加活动。 在儿童知觉

和观察时，有言语参加活动，可以提高知觉和观察的质量。

因为人的知觉形象，通常总是用词来表示的，是和词有联系

的，而且有词参加知觉和观察过程，人就能更好地对事物进

行分析和概括。通过词，把所感知的事物归入自己已有的知

识系统，从而能更好地理解它们。 第五，在教学中正确运用

直观性原则。 在教学中充分利用教材的直观性，可以保证儿

童对于所学习的内容有完整、鲜明而精确的表象，使儿童所

掌握的知识具有更坚实的感性基础。为要正确地运用直观性

原则，应该特别注意如下几点。 (1)应使直观教材的形象和实

际事物相符合。有些教学挂图上画的物体常常和实际事物不

符合，这就会给儿童造成错误的表象。例如，把马、熊、狗

都画得差不多一样大小，以致儿童以为熊比马大，这是不对

的。一幅良好的教学挂图，既要能突出主要的方面，而不流

于繁琐，又要能和已熟悉的物体作比较，使儿童更容易理解

。 (2)应注意言语和直观的正确结合。在教学中使用直观教具

，必须注意使言语和直观正确地结合起来。言语和直观相结

合可以按时间配合分为三种形式：一是先直观后讲解；二是

直观和讲解同时；三是先讲解后直观。三种不同方式应当如



何正确运用，要看具体情况而定。一般说来，三种方式在引

起儿童的心理活动方面是起着不周的作用的，讲解前运用直

观教具偏重于激起儿童学习的积极性，和提供感性经验作为

抽象概括的基础。与讲解同时运用直观教具，偏重于以感性

经验支持抽象思维的进行和继续保持儿童的注意。讲解后展

示直观教具，可以帮助儿童把已学过的教材进一步加以具体

化，以加深儿童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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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