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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亚杰的认知发展理论皮亚杰（Jean Piaget，18961980）是

当代著名的儿童心理学家。他把心理学的研究同生物学、逻

辑学以及认识论结合在一起，着重研究儿童的认知、智力、

思维是怎样发展起来的，从而形成了“发生认识论”。这种

学说，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验方法上都有其自身的特色

，成为当代儿童心理学最重要的一个学派。这个学派以他长

期从事研究工作的地点来命名，又称为“日内瓦学派”。他

对儿童心理学的重要贡献，是关于儿童认知发展的阶段理论

。他把结构主义思想引入心理学，认为儿童智力的发展由于

认知结构的不同水平而表现出阶段的特征。因此，他的学说

从哲学思潮的归属上来说，属于结构主义流派。皮亚杰的“

发生认识论”把个体知识的发生与发展归纳为两个主要方面

，即知识形成的心理结构（认知结构）和知识发展过程中新

知识形成的机制。他认为新知识乃是连续不断构成的结果。

他把智力的本质看作是一种适应（adaptation），即在主体和

客体相互作用过程中产生并通过主体不断自我调节而建构，

或再建心理结构的机制。制约儿童智力发展的重要因素是成

熟（主要指神经系统的成熟）、物理经验、社会经验和平衡

。适应是通过两种形式来实现的：同化（assimilation）和顺应

（accommodation）。同化就是把环境因素纳入机体已有的图

式或结构之中，以加强或丰富主体的动作；顺应是主体的图

式，不能同化客体，因而需要改变主体动作以适应客观变化



。个体通过同化和顺应这两种形式来达到机体与环境的平衡

（equilibrium）。如果机体和环境失去平衡，就需要改变行为

以重建平衡。这种不断的平衡不平衡平衡⋯⋯的过程就是适

应的过程，也就是儿童智力发展的实质和原因。皮亚杰把表

征儿童在不同年龄阶段的智力结构的概念称之为图式

（scheme）。图式就是动作或心理运算的结构。儿童智力结

构的发展从感知动作图式开始，经过同化、顺应、平衡而依

次建构起新的图式，如表象图式、直觉思维图式以至运算思

维图式等。运算图式是最重要的认知结构，他的认知发展阶

段理论就是以运算思维结构为主要标志而划分的。皮亚杰的

认知发展阶段理论在不同时期的著作中有不同的划分方法，

但基本观点是一致的。这里按四个阶段简介如下。（一）感

觉运动阶段（0～2岁）皮亚杰认为，在这一阶段，儿童是靠

感知动作来认识和适应外界环境，从而形成了动作图式的认

知结构。在这个阶段，儿童虽然只有动作的智慧而没有表象

的和运算的智慧，但真正的认知过程将从这个阶段的习得中

产生，因而这一阶段是重要的。它又可分为六个分阶段。新

生儿期（0～1个月），儿童以先天的无条件反射来适应环境

，这时，他们还不能分辨自我和非我；1～4个月，形成了最

初的习得性适应动作；4～8个月，出现了有目的的动作；8

～12个月，动作的目的和手段逐渐分化；12～18个月，儿童

能在重复的活动中发现有效的手段来达到自己的目的；18个

月～2岁，儿童开始用言语作为信号来描述外部世界。言语机

能的出现，加速了儿童智力的发展，同时也标志着本阶段的

结束和前运算阶段的开始。（二）前运算阶段（2～7岁）本

阶段的基本特征是：各种感知运动图式开始内化为表象或形



象图式。特别是由于言语的发展，促使儿童日益频繁地用表

象符号来代替外界事物，重现外部活动，出现了“表象性思

维”。但这一阶段的心理表象还只是静态性质的物的图像，

而没有符合逻辑的推理。这一阶段又可分为两个分阶段。1．

儿童开始运用象征符号的时期（2～4岁）言语是一种社会生

活中产生的象征性符号，但在本阶段中，儿童对言语的运用

还不是概念的，他们常常把某一词语用于个别现象而不会用

于同类的另一现象。他们只能作从特殊到特殊的传导推理

（transduction），而不能作从一般到特殊的演绎推理。他们

既不能认识同类客体中的不同个体，也不能认识不同个体变

化中的同一性。但由于言语的发展，儿童不仅能在头脑中复

活过去感知过的事物，而且可以把自己的经历传递给别人和

对未来进行想象，从而使儿童的智慧得到迅速的发展。2．儿

童开始从前运算逻辑思维向运算思维过渡（4～7岁）本阶段

他们的判断仍受直觉调节的限制。皮亚杰曾用一些实验来说

明直觉调节的特点。给五六岁儿童看两只大小、形状相同的

玻璃杯A1和A2，并向A1和A2注入同等数量的液体，问两只杯

的液体是否相等，得到了肯定的回答。然后，将A2的液体倒

入一个又高又细的玻璃杯B中。再问A1与B的液体是否相等，

儿童的回答往往是说A1多，因为它宽，或说B多，因为它高

。这是因为这个年龄阶段的儿童只能把注意集中于事物的一

个维度，而不能同时注意事物两个维度的变化。继续下去，

儿童们的看法常常会发生混乱，一会儿说B多些，一会儿又

说A1更多。这表现了儿童的直觉思维已经开始从单维向多维

度过渡，具有“守恒”特点的运算思维即将形成。（三）具

体运算阶段（7～12岁）在皮亚杰看来，运算思维的基本特点



就是守恒。这是内化的、可逆的动作，儿童能够在头脑里从

概念的各种具体变化中把握其本质的、恒定的东西。这种守

恒性通过两种可逆性来实现：一种是逆反性，例如，-A是 A

的逆反或否定；一种是互反性，例如A＞B和B＞A是互反的，

儿童自身的左右和他对面人的左右就是互反关系。运算思维

又可分为具体运算和形式运算两种水平。具体运算阶段是守

恒已经出现，但还没有同具体事物完全分开而形成脱离具体

事物的形式运算的阶段。同形式运算思维相比，这一阶段具

有以下特点：（1）具体运算思维一般离不开具体事物的支持

，离开具体事物而进行纯粹形式逻辑推理时，就会感到困难

；（2）这些运算系统是零散的，还不能组成一个结构的整体

。如上述两种可逆性，在这个阶段的儿童思维中还是互相孤

立的，而没有把它们之间的复杂关系在一个系统内综合起来

。在这个阶段，儿童能够掌握的最重要的运算系统是分类。

例如，燕子（A）＜鸟（B）＜动物（C）。另一是序列化。

例如，给儿童一组长短相差不多的棍子，他们会使用系统的

方法，先找出最短的，然后逐步达到按长短次序排列为A、B

、C、D⋯⋯等等。对于这样类型的运算，儿童在本阶段，可

以借助具体事物的帮助顺利地予以解决。以上这些运算系统

对于儿童形成数的概念、时间和运动概念、几何关系概念特

别重要。（四）形式运算阶段（12岁以后）具体运算思维的

不断同化、顺应、平衡，逐步地出现了新的运算结构，这就

是形式运算思维，是一种接近成熟的思维形式。其特点有以

下三点。（1）这种思维可以摆脱具体事物的束缚，把内容与

形式区分开来。皮亚杰认为，“形式运算在本质上是由反映

分类、序列等内化动作的那些命题之间的蕴涵和矛盾等逻辑



关系所组成的”，故又称为命题运算思维。（2）能进行假设

──演绎推理。形式运算思维力图运用“隔离变量”的方法

来解决现实问题。特别是确定多种元素之间复杂的因果联系

，这个特点使思维达到可能性的广阔领域。皮亚杰说：“形

式思维的一般特征，超出与经验事实直接有关的转换的框架

之上，并且从属于假设──演绎运算。”“形式思维的最基

本的特征是在现实与可能性之间方向上的逆转”。（3）形式

运算思维之所以能实现现实与可能之间的逆转，这是因为这

些“可能运算本身并不是孤立的，而是彼此联系”，构成一

个组合系统。所谓“隔离变量”方法的运用，就是在全部可

能组合之中寻找并确定某种关键的组合。所以“这种完全的

组合系统是形式思维的标志”。皮亚杰研究了形式运算图式

的逻辑结构。他认为，形式运算的命题之间有四种关系，并

用符号来表示如下：非（否定）和（联结）或（析取）∨如

果⋯⋯则（蕴涵）形式运算图式就是在这四种关系的基础上

所形成的结构化整体。皮亚杰及其学派对认知发展阶段的研

究，从理论到实验都有独到之处。他的学说包含着丰富的科

学内容，为教育心理学和儿童心理学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

献，因而受到全世界心理学工作者的重视。20世纪以来，有

关认知发展的心理学研究课题，大多与皮亚杰所提出的问题

有关。他对儿童思维的研究，在西方国家的儿童教育、中小

学课程改革及教学方法改革等方面，也有一定影响。但皮亚

杰的理论也有不足之处，他强调适应对儿童心理发展的作用

，而忽视社会和教育的重要意义，他着重研究认知发展的逻

辑结构而较少涉及生理发育和心理结构的研究，因而也不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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