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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_84_BF_E7_AB_A5_E5_c38_59664.htm 一年级儿童的知觉还具

有学前儿童的特点，在知觉过程中，无意性、情绪性仍然表

现得很明显。很多观察证明：小学一年级儿童观察图画或标

本、实物的时候，常常容易离开观察的目的，而把注意力放

到次要的、与观察要求不相干的方面去。在教学的影响下，

儿童知觉的有意性、目的性就逐渐发展起来，知觉过程逐渐

成为儿童所能自觉支配的过程。 众所周知，在课堂教学中，

儿童不能只注意自己感兴趣的事物，他必须学会摆脱一切不

相干的事物的引诱，而使自己的知觉服从于一定的目的。否

则他将不能完成自己的学习任务。这也就是知觉的有意性、

目的性发展的重要条件。 小学儿童知觉的有意性、目的性的

发展，首先表现在知觉的选选择性上。 一切知觉都具有选择

性，这就是说，没有“一般的”知觉，任何知觉都符合于一

定的目的任务。例如，在教学过程中，儿童必须知道应当看

什么，应当听什么，而不是随便地看，随便地听。但是，初

入学的儿童还不善于支配自己的知觉活动来更好地完成某种

学习任务。因此，他们知觉的选择性还很低级，知觉过程常

常受不相干的情绪或兴趣的影响。在教学过程中，在教师的

指导下，随着儿童知识经验的发展，随着儿童心理的有意性

的发展，儿童知觉的选择性逐步提高起来。儿童日益能够迅

速地、熟练地从知觉对象中分出基本的需要感知的东西来。 

小学儿童知觉的有意性和目的性的发展，同时表现在知觉的

持续性上。 一年级儿童由于注意不稳定，常常不能在比较长



的时间内持续地去知觉和观察某一事物。例如，如果让一年

级儿童在地图上找出一个地名，一般说来，这常常是一个很

困难的任务。低年级儿童，在知觉一个不大复杂而又跟自己

的经验和兴趣相符合的事物的时候，是可能持续一个比较长

的时间的。但是，如果这个任务比较复杂、比较困难，那么

，他们就常常不能坚持地完成知觉和观察的任务。在小学时

期内，在教学的影响下，随着儿童知识经验和智力的发展，

他们不但可以去知觉比较复杂的事物，而且能长时间地、有

效地进行知觉和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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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