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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_84_BF_E7_AB_A5_E5_c38_59872.htm 儿童进入学校以后，在

教学的影响下，想象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第一，想象的有意

性迅速增长。在教学过程中，教师要求儿童按照教学的目的

产生符合教材内容的想象，因此，想象的有意性、目的性就

迅速增长起来。例如，在阅读课中，要求儿童进行有系统的

、生动的讲述或表情朗读；在作文课中，要求儿童围绕主题

进行连贯的构思；在绘画中，要求儿童通过想象来设计富有

美感的构图等等。 第二，想象中的创造性成分日益增多。低

年级儿童的想象，还和学前儿童差不多，想象中富于模仿性

、再现性，儿童想象的内容常常是事物的简单重现。这种情

况是和儿童的抽象逻辑思维水平发展很低这一事实密切相联

系的。在教学影响下，随着儿童言语和抽象思维的发展，想

象中的创造性成分便日益增多，想象也更富有逻辑性。例如

，同是一个作文题目(如描写秋天的景物或记一次参观游览活

动)，低年级儿童写的内容就比较简单、贫乏，而中高年级儿

童就能写得比较细致、丰富，并且有逻辑布局。 当然，在整

个小学时期内，儿童想象的复杂性、概括性、逻辑性的水平

，还是不高的。他们对于缺乏必要的知识经验或不熟悉的事

物，想象总是简单而贫乏的。 第三，想象更富于现实性。学

前儿童的想象常常不符合现实事物，或不能确切地反映现实

事物。小学低年级儿童也具有这个特点。例如，学前初期儿

童只能以几根乱七八糟的线条来表现一个人、一只动物、一

幢房子或一棵树。而学前晚期和小学低年级儿童，就能有简



单的布局和突出的细节。但是由于他们知识经验水平的限制

，他们所画的事物还常常是不完整的，而且大小比例、前景

后景一般表现得不正确，不符合现实事物。在教学的影响下

，由于儿童知识经验的积累，中年级以上的儿童，在绘画的

时候，就能不但注意所画的事物的完整性，而且能初步运用

透视关系来更好地、更真实地表现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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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