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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随年级增高而提高，具体表现在两大方面。1．小学儿童

观察能力的发展我国学者对幼儿园到小学高年级儿童观察图

画能力发展的研究，发现有下列四个阶段：①认识“个别对

象”阶段，儿童只看到个别对象，或各个对象的一个方面；

②认识“空间联系”阶段，儿童可以看到各对象之间能够直

接感知的空间联系；③认识“因果联系”阶段，儿童可以认

识对象之间不能直接感知到的因果联系；④认识“对象总体

”阶段，儿童能从意义上完整地把握对象总体，理解图画主

题。小学儿童分属于②、③、④阶段。其中小学低年级儿童

大部分属于认识“空间联系”和“因果联系”阶段；小学中

年级儿童大部分属于认识“因果联系”阶段；小学高年级儿

童大部分属于认识“对象总体”阶段。2．小学儿童观察品质

的发展与特点(1)观察的目的性。初入学的儿童，观察的目的

性较低。他们一般还不会独立地给自己提出观察任务，即使

对于教师提出的任务也不能很好地排除干扰，集中注意观察

的目的。他们的知觉主要由刺激物的特点和个人兴趣、爱好

所决定。因此，小学一年级儿童观察的时间短，错误较多。

三、五年级儿童有所改善，但提高不多。(2)观察的精确性。

低年级小学生观察事物极不细心、全面，常常笼统、模糊，

只能说出客体的个别部分或颜色等个别属性。对事物间细微

的差别难以觉察，不能表述。例如，在刚学写字时，常常不

是多一点就是少一横，“己”和“已”、“析”和“折”等



形近字常混淆。三年级学生观察的精确性明显提高。五年级

学生只是略优于三年级学生。(3)观察的顺序性。低年级学生

观察事物零乱、不系统，常常东看一下西看一下，看到哪里

算哪里。中、高年级学生观察的顺序性有较大发展，一般能

做系统观察，而且在表述观察的情况前，往往能先想一下再

做表述，即把观察到的点滴材料进行加工，使观察内容更加

系统化。(4)观察的深刻性。低年级学生对所观察的事物难以

从整体做出概括，他们往往较注意事物表面的、明显的、无

意义的特征，而看不到事物之间的关系，更不善于揭露事物

的有意义的本质特征。例如，有位教师将语文课本第三册《

美丽的公鸡》这课的插图涂上色彩，并且放大，让学生观察

。许多学生只看到公鸡的大红鸡冠、美丽的羽毛和金黄色的

爪子，而偏偏就没有看到公鸡站在水边欣赏自己的形象、表

现出洋洋得意的骄傲神态。三年级学生观察的深刻性有较大

的提高。随着抽象思维的发展，五年级学生观察的深刻性更

有显著发展，表现为正确判断明显提高。从以上小学生观察

各品质的发展，可以看出小学一年级学生各方面的水平都较

低，而经过两年的教育到小学三年级时，已有明显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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