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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的概念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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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已相对减弱。这里要特别指出，教育在儿童成长过程

中的重要作用。教育是教育者有目的、有计划地对儿童施加

影响的过程，教育者对儿童教育得当，就易于形成和解决心

理发展过程中的矛盾，促进儿童的成长。教育者的要求和指

向影响儿童心理发展的倾向性。三、心理发展的个别差异不

同儿童的心理发展过程基本上是相同的，但其发展速度、各

种心理机能的优势表现、情绪的稳定性、个性特征及其倾向

性等都存在着相当大的个别差异。例如，在智力发展上，据

日本铃木太郎的研究，在七岁儿童中，心理年龄（mental age

）恰好达到七岁标准的约占36.75%；达到九岁标准的占7.08%



；而仅及五岁标准的有4.51%。这就是说，同是七周岁的儿童

，其心理年龄的发展相差正负各两年。在个性发展上，各个

儿童所具有的能力、兴趣、性格、气质也各不相同：甲生有

丰富想象力，爱好文学，擅长作诗；乙生逻辑思维发达，偏

爱理科，数学成绩优异。儿童的心理品质和意志力等的发展

上也存在着个别差异，如有的学生聪明、努力，有的聪明但

不太努力，有的既不聪明也不努力⋯⋯。这种个别差异即使

在双生子中，在婴幼儿的早期学习中也常有发现。斯特雷耶

曾对一对一岁半的双生女婴进行识别能力和言语发展的研究

：一个女孩仅用22天，便能分辨和说出鸭、猫、兔的名称；

而另一个女孩经过35天的训练，仍然分辨不清这三种动物。

其他学者在对双生子女的追踪研究中，也曾发现他们在智力

、意志和性格以及社会行为方面有明显的差异。心理发展的

共性和个别差异，都是对儿童进行教育的心理依据。 100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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