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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的心理过程与个性特征，从他出生直至死亡，都在不断

地变化着。教育心理学所研究的心理发展主要是个体从出生

到成年期间所发生的积极的心理变化，是个体在成长期间对

客观现实的反映活动不断扩大、逐步提高和完善的过程。在

发展心理学中，个体心理发展的研究包含着更广泛的内容，

除了成长期间的心理发展以外，还要研究个体走向衰老和死

亡时期的心理变化。本书作为教育心理学教材，着重从前一

种意义上来研究心理的发展。人的心理发展所经历的过程和

形式，同一切事物一样，是一个从低级到高级、从简单到复

杂、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但是，心理发展又有其不同于其

他事物的特点，这种特点主要是因为个体心理是一个包含着

许多心理因素的多层次动态系统。每一心理因素的形成和发

展，都是从缓慢的积累发展到一定年龄阶段而发生质的变化

的；各种心理因素的发展变化是不同步的。同时，它们之间

又相互影响，形成各种心理因素错综复杂的交替变化。因此

，心理发展过程就划分为不同的阶段，每一阶段又可分为若

干小的阶段。各阶段之间既是连续的，又是不同质的或不完

全同质的。说它们是连续的，是因为有些心理因素可能没有

变化或变化较少，而有变化的心理因素其变化也是在前一阶

段中逐渐孕育形成的；说它们是不同质或不完全同质的，是

因为有些心理因素已经发生了根本质变。这种心理发展的阶

段性表现在不同的个体之间，可能发生得有早有晚，有快有



慢，但一般说来，这些阶段是不可逾越的，各个阶段的次序

也是不会颠倒的。有些心理学家强调心理发展过程的连续性

，而忽视在一定年龄阶段上某些心理因素在短期内迅速变化

；另外，也有一些心理学家过分强调不同年龄阶段的心理差

异，而把心理发展过程看作是不连续的，这两种观点都不全

面。实际上心理发展的连续性并不排斥某些心理因素在一定

年龄阶段的迅速变化。例如，在言语发展上，儿童的言语从

一岁到一岁半时，以单词句为主，其内容大多是反映生活中

的需要，言语交际能力发展缓慢；一岁半以后，在短期内就

出现了大量的双词句。根据布雷因（Braine）对一个儿童言语

发展的研究，从一岁半开始，儿童每月双词句的发展数量分

别为14、24、54、69、350、1 400，到两周岁时，双词句的总

数是2 500，其内容所涉及的范围非常广泛，言语交际的能力

和积极性都大为提高。但是，这种突发性的改变是在前一阶

段的基础上，经过相当时间的积累才得以达到的。二、心理

发展的动力制约心理发展的因素，包括先天的和后天的两个

方面。婴儿出生时受之于父母的机体，是心理发展的基础；

这时他已经具有了心理发展的素质，这种素质是由遗传所决

定，但是心理素质只是心理发展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

件。心理素质为心理发展提供了可能性；要实现心理发展，

还必须有后天因素的作用。心理发展的后天因素有神经系统

的发育和外界环境的影响。神经系统的发育仍然是物质基础

的进一步发展，而心理活动是一种机能，对这种机能的实现

起决定作用的是环境的影响，教育则是在影响儿童心理发展

的客观环境中起主导作用的因素。客观环境，特别是教育对

儿童心理发展的作用并不是机械的、单向的，而是在主体和



客体之间的相互作用中实现的。儿童出生后，首先以本能活

动的形式接触外界事物，各种事物不断地反映在儿童的头脑

里，形成了一定的心理状态。随着儿童活动范围的扩大，接

触的事物日益增多，儿童心理的内容也越来越丰富。儿童以

他已有的心理状态为基础，采取这样或那样的行动去应付外

界事物，如果他的行动不足以应付外界事物，就产生一种需

要，通过学习提高自己的心理水平，或是改变自己的心理状

态，这样儿童的心理就会随着环境和教育的影响而不断得到

发展。因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第一，心理发展的动力是

已有的心理状态与外界环境和教育之间的矛盾，这个矛盾的

不断产生和解决推动了个体的心理发展；第二，在这一矛盾

中，环境和教育起着决定性的作用；第三，外因通过内因起

作用，环境和教育的影响必须成为个体自身发展的需要时才

能促进个体心理的发展；第四，这个矛盾在个体生存的整个

时期内是一直存在的，特别是在儿童时期更为活跃，成年以

后，由于心理发展已趋于成熟，其作用虽然存在，但已相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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