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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龄中期，是指十一二到十四五岁这一时期，相当于初中阶

段。少年期是儿童期向青年期过渡的一个时期，因此，它具

有半儿童半成人的特点。这个时期是儿童心理发展发生巨大

变化的转变期，在整个儿童心理发展过程上占有特殊重要的

地位。少年期是在学龄初期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在学龄初

期儿童开始以学习为主导活动，并掌握了读、写、算的一些

基本知识和技能；同时也领会了一些道德准则和形成了一定

的道德行为习惯；思维也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开始从具体形

象思维向抽象逻辑思维过渡。这一切为少年期儿童心理发展

打下了一定的基础，准备了必要的条件。儿童进入初中后，

无论在学习活动上，在集体生活上，或在生理发展上，都发

生了很大的变化，具有与学龄初期本质不同的特点。1．学习

活动的特点初中学生虽然仍以学习为主导活动，但与小学相

比却大不相同。首先是学科门类增多，学科内容深化。小学

课程只有八门，到中学增至十多门。学科内容也扩大和加深

了，特别是数学、物理、化学要求学生掌握许多抽象的科学

概念、公式、定理、规律等基本知识。其次，在学习方法上

也发生了变化。(1)由于课程门类增加，必须学会合理安排自

己的学习时间，订出切实可行的学习计划，以免忙乱。(2)在

课堂上由于讲授内容增加，理论性和科学性都大大加强，要

求学生能够当堂理解消化，记好笔记，以便课后复习，独立

完成作业。(3)由于学习内容扩大和加深，死记硬背的学习方



法已无法适应，要求学生能够独立思考，对学习材料进行逻

辑加工；把新知识纳入旧知识的系统里去；能够自觉分析问

题，解决问题，做到学得活、记得牢、用得上。只有这样才

能适应学习上的新变化。2．集体生活的变化在小学，教师是

班级集体的核心，是维护集体生活的杠杆，班级的集体生活

需要教师具体细致地加以组织和指导。到了初中阶段，班主

任则是通过班干部，依靠积极分子来进行工作，同学真正成

为班集体的主体。因此，同学的独立性与自觉性都大大提高

，与集体的关系也更密切了，他们开始自觉地关心和维护集

体的荣誉，努力完成集体交给的任务，为集体办好事。特别

是初中后期，在班级里共青团组织逐步代替了少先队组织，

同学积极要求参加共青团，这在集体生活上引起了巨大的变

化：首先是社会活动和社会工作增加了，同学们的集体意识

开始较密切地与祖国的社会主义事业联系起来，同学之间的

同志感的产生和发展有了明显的社会意义；其次，集体活动

的内容和形式也发生了变化，要求适合青少年特点，讲求实

效。3．生理上的变化少年期是身体迅速成长的时期，这时身

体迅速长高长大，性腺机能也开始发生作用，引起了生理上

和心理上的一些变化，比如第二性征的显露和性感的产生。

在神经系统的发展上，特别是大脑皮层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少年期脑的重量已达到成人脑重的水平，大脑皮层分析、综

合的机能也有显著的发展，为少年期抽象逻辑思维的发展提

供了生理基础。少年期上述的这些特点，是少年心理发展的

依据和条件，教师应该根据这些特点，采取正确措施，克服

他们身上可能出现的缺点和偏差，发展他们在学习上和工作

上的自觉性和独立性，使他们健康地成长。 100Test 下载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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