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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岁到十一二岁这一时期，这时儿童进入学校，开始以学习

为主导活动。学龄初期大致相当于小学教育阶段。 学龄初期

是儿童心理发展的一个重大转折时期，这个时期的第一个特

点是：从这个时候起，儿童开始进入学校从事正规的有系统

的学习，学习逐步成为儿童的主导活动。 学习和游戏是不同

的。学习是在教师的指导下有目的、有系统地掌握知识技能

和行为规范的活动，是一种社会义务。因为这是社会物质和

文化生活延续和发展所必需的。学生的学习和成人的劳动具

有同等的社会意义，在学习过程中，儿童必须系统地掌握知

识技能，养成适应学校集体(班集体、少年先锋队集体、全校

集体)的个性品质。他不仅要学习自己有兴趣的东西，而且要

学习他虽不感兴趣但必须要学的东西。这就是说，学习和游

戏比较起来，不但具有更大的社会性、目的性和系统性，而

且从某种意义上讲具有一定的强制性。 学习之所以成为学生

的主导活动，是在一定的社会和教育条件下，儿童心理需要

和旧的水平不断矛盾统一的过程中实现的。 学前晚期儿童在

动作方面，已能作较长时间(如20～30分钟)的行走，初步掌握

书写用具和使用日常工具(如剪刀、锤子等)。在言语方面，

已能自由交际开始产生内部言语。在心理发展方面，虽然无

意性和具体形象性仍占主导地位，但是有意性和抽象概括性

也在开始发展，个性倾向正在形成。所有这些成就都为儿童

进入学校从事正规学习准备了必要的前提。 就在学前儿童身



心发展所达到的基础上，一方面，社会和教育开始有可能向

儿童提出更高的要求──进入学校从事正规学习，亦即要求

儿童系统地掌握人类关于自然和社会的知识经验，自觉地服

从和执行集体的行为规范；另一方面，儿童所达到的心理发

展却又不能完全适合于这些新的要求，如前所述，学前晚期

儿童无论有意识、有目的的观察、注意、识记的能力，或者

抽象逻辑思维和意志行为的能力，都还是很差的。这样一来

，就使社会和教育向儿童提出的入学学习的要求所引起的种

种需要和儿童已经达到的心理水平之间产生了新的矛盾。在

教育影响下，这些新的矛盾的不断产生和解决，就推动学龄

初期儿童的心理不断地向前发展。 在学校的生活条件下，儿

童的学习和儿童的心理总是互相促进、交互发展的。儿童心

理的发展给儿童的学习提供了可能性；儿童的学习又反过来

促进儿童心理的发展。在学习过程中，儿童的各种心理过程

的有意性和抽象概括性，言语能力特别是书面言语能力，积

极自觉地克服困难完成学习义务和符合集体要求的个性品质

，就能更好地发展起来。 正确地、有计划有节奏地引导学龄

儿童心理发展的矛盾运动的过程，也就是有计划有节奏地引

导学龄初期儿童不断掌握基本知识技能和行为规范的过程，

同时，也是儿童心理的新的品质──有意性、自觉性、抽象

逻辑思维能力和比较稳定的个性倾向──不断形成和发展的

过程。 学龄初期儿童的第二个特点是：逐步掌握书面言语和

向抽象逻辑思维过渡。 学前儿童也能初步掌握书面言语，但

是占主要地位的仍然是口头言语。学前儿童也能初步进行抽

象逻辑思维，但是占主导地位的仍是具体形象思维。这就大

大地限制了儿童掌握人类知识经验的可能性和它的广度及深



度。 儿童进入学校从事正式学习以后，他的首要任务就是掌

握读、写、算这些最基本的知识技能，以便为进一步掌握人

类的知识打下最初的基础。在掌握读、写、算这些最基本知

识技能的过程中，同时发展了儿童的书面言语能力，发展了

儿童的抽象逻辑思维，发展了儿童各种心理过程的有意性和

自觉性。 从小学时期起，言语，特别是书面言语成为儿童学

习的专门对象。儿童在识字、阅读、作文、数学等学科中，

掌握书面言语，扩大知识范围，这就为儿童进一步掌握人类

知识经验开辟了广阔的道路。 在掌握书面言语、扩大知识范

围的过程中，也就发展着儿童的各种心理过程。这时，儿童

不但要去思考，解决各种问题。(如算术应用题)，而且要去

记住那些应该记住的东西，要注意如何去识记和熟记，以便

记得更好些。这就促使儿童掌握概念和进行判断、推理的抽

象逻辑思维能力发展起来，同时也就发展了各种心理过程的

有意性和自觉性，如有意知觉(观察)、有意注意、有意识记

、有意想象等等。 当然，学龄初期儿童书面言语的发展和抽

象思维的发展还是初步的，但却是一个真正的开端，它为以

后少年和青年时期掌握有一定体系的科学知识奠定了最初的

基石。 学龄初期儿童的第三个特点：儿童有意识地参加集体

生活。 学前儿童也初步参加集体生活，不过他们还不能很清

楚地意识到自己与集体的关系，意识到集体生活的目的和要

求，意识到自己在集体中的地位和任务。 儿童从进人小学时

期起，就使他有可能意识到自己和集体的关系，意识到自己

的权利和义务。“小学生”这个称号已和“孩子”这个称号

不同了，这就意味着他已开始成为参加社会集体生活的成员

，他从事的系统学习是为了准备参加祖国的建设。从此，他



在家庭和学校里的地位，他和周围人的关系都发生了本质的

变化，这就突出地表现在儿童的新的义务和权利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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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