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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的掌握 概念是人脑对客观事物的一般特征和本质特征的

反映。概念是在概括的基础上形成起来的，是用词来标志的

。 从种系发展来看，概念是在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起来

的。但从个体发展看来，对于人类长期形成的概念只能逐步

来掌握。虽然概念总是以一定的词来标志的，但是，每个儿

童所掌握的同一概念的广度和深度是不同的，同一儿童在其

不同发展时期，对同一概念掌握的广度和深度也是不同的。

这个过程也就是从具体形象思维向抽象逻辑思维发展的过程

。 儿童最初概念的掌握跟儿童最初概括的特点相联系。儿童

要对某一类事物进行概括，首先需要对这些事物能够理解，

也就是说，要有关于这些事物的经验。同时，要有相应的作

为概括用的词。而这两者又是密切联系的。 儿童知识经验水

平的高低、词的水平的高低，制约着儿童概括水平的高低、

概念水平的高低。学前儿童的词的概括水平还是很低的，跟

成人的概括水平是不同的，因而学前儿童概念的水平也跟成

人概念的水平有所不同。 学前儿童的特点有三。 (1)概括的内

容比较贫乏。学前初期儿童还跟两三岁儿童一样，只能进行

初步的概括，概括的内容极其贫乏。每一个词，基本上只代

表一个或某一些具体事物的特征，而不是代表某一类的大量

的事物的共同特征。例如，“猫”只代表自己家里的小花猫

或少数他所看过的猫，“树”只代表自己家门前的树或少数

他所看过的树。到了学前晚期，概念所概括的内容才逐渐比



较丰富。 (2)概括的特征很多是外部的、非本质的。儿童虽能

概括某一类事物的共同特征，但常常把外部的和内部的、非

本质的和本质的特征混在一起，还不能很好地对事物的内部

的、本质的特征进行概括。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学前儿童大

多以功用性的定义来说明关于事物的概念。例如“杯子”，

这是喝水的；“衣服”，这是穿的。 (3)概括的内涵往往不精

确。儿童还不能进行本质的概括，因而概括的内涵往往不精

确。有时失之过宽，例如，把桌椅、柜子概括为“用的东西

”，把萝卜也归为“果实”这个概念里。有时又失之过狭，

例如，4岁小孩以为“儿子”一词就代表小孩，因此，有一天

看见一个高大而嘴上有短胡须的男人，说是幼儿园里保姆的

儿子，就感到非常惊奇。 正是由于这些特点，学前儿童概念

掌握的广度和深度都是很差的，他们一般只能掌握比较具体

的实物的概念，而不易掌握一些比较抽象的性质概念、关系

概念、道德概念。只有到了学前晚期，儿童才有可能掌握一

些比较抽象的概念，例如野兽、动物、家具、种子、勇敢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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