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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_84_BF_E7_AB_A5_E5_c38_59669.htm 内部言语是和逻辑思维

、独立思考、自觉行动有更多联系的一种高级的语言形态。

它的重要特点是：先想后说或先想后做，对有关自己所要说

的、所要做的思想活动本身进行分析综合，用批判的态度来

对待自己的思想内容和思维活动。换句话说，内部言语的主

要特点在于以自己的思想活动作为思考对象。例如，儿童在

回答教师的问题时，必须先考虑怎样回答；在作文或做书面

作业的时候，必须先考虑怎样写或怎样做；在演算习题的时

候，必须先考虑运算的层次、方式方法等等。学前晚期儿童

，已初步表现出内部言语的萌芽，但很不发展。初入学的儿

童还和学前儿童差不多。学龄初期儿童的内部言语是在学前

时期言语发展的基础上、在学校教学的条件下逐步发展起来

的。儿童进入学校开始了以学习为主导活动的新的生活。这

时，无论是在上课时回答问题、复述课文，或者在课外完成

书面作业，都需要仔细想一想，然后再说或再做，这就促使

儿童的内部言语迅速地发展起来。学前儿童还不善于把言语

和行动分开，还不会在行动之前通过内部言语来想一想。这

个特点，在初入学的儿童身上，也表现得很明显。有经验的

教师都知道，初入学儿童的困难之一，就是不善于把教师的

言语指示当作动作的指针，不善于在教师指示之后，先想一

想再说或再做，例如在上体操课的时候或抄写的时候常常这

样。儿童在学习过程中，由于很多学习活动和作业都需要预

先听教师的指示，都需要自己先想一想，才能说或做，这就



把儿童的言语和儿童的行动逐渐分离开来，使儿童的言语对

儿童的行动逐步起着自觉的调节作用。内部言语也和书面言

语一样，是在口头言语，即在出声言语的基础上形成起来的

。学前儿童主要是以出声言语作为自己的思维的物质外衣的

。儿童在入学以后，出声思维仍然是可以常常见到的，出声

思维便于对思维本身进行检查，同时，它又是过渡到无声思

维的重要环节。无声思维是以内部言语作为思维的物质外衣

的。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应该特别注意发展儿童的内部言语能

力，亦即发展儿童的独立思考能力。在教师提出需要思考的

问题以后，不要性急地要求儿童仓促回答，而应该使儿童有

想一想的机会，并且有意识地指导儿童如何去想(当然，有些

非常简单的问题是不要多想的)。在要求儿童解决一些困难的

问题或完成一些困难的作业的时候，应该先用一些例题(例如

算术)让儿童先进行出声的思维(回答教师的提问或同学间互

相商量)，然后再转入无声的思维。内部言语的发展也是和书

面言语的发展密切联系的，书面言语永远需要事先加以思考

，如要先说什么，后说什么，怎样说法等等。因此，一方面

，书面言语可以促进内部言语更快地发展起来；另一方面，

由于内部言语的发展，又可以反过来使书面言语越来越完善

。内部言语的发展又是和儿童的智力发展水平，特别是思维

水平密切联系的。一方面，内部言语的形成和发展是儿童智

力活动，即抽象逻辑思维和独立思考能力发展的重要前提；

而另一方面，儿童智力活动的形成和发展又给内部言语提出

更高的要求，促使内部言语不断向前发展。众所周知，学习

越复杂，思维越复杂，就越需要复杂的内部言语活动。由此

可见，内部言语的发展，是以儿童的口头言语的发展、书面



言语的发展和智力活动的发展为前提的，同时，它又反过来

促进儿童的口头言语、书面言语、智力活动的进一步发展。

学龄初期儿童内部言语的发展，大体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

一阶段：出声思维阶段。初入学儿童还不善于考虑问题，这

时，主要是通过出声的思考和回答教师的问题来培养内部言

语能力。第二阶段：过渡阶段。最初，在比较容易而简单的

问题中，培养儿童在出声思维的同时，学会短时间的无声思

维，这时教师常常提醒儿童：“想一想。”以后，就以通过

向儿童提出比较困难而复杂的问题，要求儿童进行比较长时

间的思考，与此同时，内部言语也就具有了更加复杂的性质

。第三阶段：无声思维阶段。在教师的教学影响下，随着儿

童学习内容的复杂化，随着抽象思维和独立思考问题的要求

日益提高，内部言语从一个年级到另一个年级就日益复杂起

来，它在儿童的有意识的生活中也就占着越来越重要的地位

。内部言语的发展不是在小学时期就全部完善了的，在人的

以后的各个时期，以至终身，都在不断地发展着和完善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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