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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指大多数小学生在成长过程中所表现的一般现象。尽管由

于遗传、环境、营养、体育锻炼、疾病等因素可导致个体间

的差异，但一般规律还是普遍存在的。我国将少年儿童生长

发育过程作如下年龄分期：婴儿期，从出生到1岁；幼儿前期

，l～3岁；幼儿期(学前期)，3～6或7岁；童年期(小学年龄期)

，6或7～11或12岁；青春发育期，约10～20岁。一、生长发育

是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小学生的生长发育，是从孕育生命的

一个卵细胞开始由量变到质变的复杂过程，不仅是身高、体

重的增加，而且全身各个器官也在逐渐分化，机能逐渐成熟

。量变与质变虽各有一定的缓急阶段，但两者经常交替进行

。例如由婴儿到青春期过程中，消化系统的长度和胃的容积

显著增加，其结构和功能也逐渐完善。各种消化酶的含量增

加，胃酸分泌增多，浓度升高，消化系统从只能容纳少量流

质食物逐渐达到能消化复杂的固体食物。又如大脑在逐渐增

大、重量增加的过程中，其皮层记忆、思维、分析等功能也

在发展，并且大脑在体积和重量长成以后，它的功能还在不

断发展、完善。二、生长发育的不均衡性和程序性人从小到

大总是不断地生长发育，既有连续性又有阶段性。每一个阶

段都有其特点，区别于其他阶段，同时每一个阶段又彼此有

规律地交替、衔接，尽管由于多种因素的作用，不可能所有

的人都按一个速度生长发育，但总的趋势是一致的。(一)第

一个生长高峰期 由胎儿时期开始到出生后1岁，为第一个生



长高峰期⋯以身高、体重为例，身高在孕中期(4～6个月)增

长最快，三个月时间约增加27.5厘米，超过成熟胎儿身高

的1/2；体重在孕末期(7～9个月)增加最快，三个月约增加2

250克，超过成熟胎儿体重的2/3。出生后的婴儿虽然增长速度

有所减慢，但在第一年内身高仍增加20～25厘米，为出生时

身高(约50厘米)的酌1/2；体重增加6 000～7 000克，为出生时

体重(约3 000克)的2倍。无论身高、体重，在出生后第一年，

都是出生后增加最快的一年。第二年内身高增加约10厘米，

体重增加约2 500～3 500克，是出生后增长速度较快的阶段。

此后增长速度显著下降，身高每年增长约4～5厘米，体重每

年约增加1 500～2 500克，直到10岁左右。(二)第二个生长高

峰期女孩约10～12岁、男孩约12、14岁进人第二个生长高峰

期，即青春发育期。这个时期一个重要的特点是女孩生长发

育的年龄一般比男孩早两年左右。10岁以前，男女孩体态差

异较小，男孩稍高于女孩。10岁以后女孩无论身高、体重等

平均数都高于男孩，形成发育曲线上的第一次交叉；12岁左

右男孩开始发育，约14岁男孩的身高、体重又超过了女孩；

形成发育曲线上的第二次交叉。此后男孩各项指标的数值一

直高于女孩，最终形成了男女在身高、体重等方面的显著差

别。三、人体各部分生长发育的程序及规律人体各部分生长

发育虽不平衡，但却依照程序遵循着一定的规律。比如在生

长发育的两次高峰期，身体各部分发育比例不同。第一次高

峰期先长头颅，后长四肢，特别是下肢后期增长较快，这就

是头尾发展规律。第二次高峰期头颅增长不明显，而是下肢

发育迅速。从7岁开始，人体的生长发育遵循向心律发展。其

各部分发育的程序是：足小腿下肢手上肢，即自下而上，由



四肢的远端向躯干，所以称“向心律”。从生物力学的理论

分析其发展顺序也是符合向心律的。人体活动及总负荷的大

小次序是：足小腿大腿手臂躯干头。按照形态和功能统一的

法则，负荷量和强度最大的是下肢，依次是上肢和躯干，向

心律恰好适应上述功能的需要。在整个生长发育过程中，人

体各部分的比例，从胎儿时一个大的头颅(约占身高1/2)、较

长的躯干和短小的下肢，发育成到成人时的较小的头颅(约占

身高l/8)、较短的躯干和较长的下肢。从出生到成人的发育过

程中，头颅增长1倍，躯干增长2倍，上肢增长3倍，下肢增

长4倍。身体各系统的发育也是不均衡的。首先，人体出生后

神经系统尤其是大脑最先发育，此后到成熟期在结构和机能

上始终是发育和完善着。身体的其他系统如运动、呼吸、消

化、泌尿等系统的发育则与身高、体重的发育相似，呈波浪

式。淋巴系统的发育在十岁左右达到高峰，以后逐渐下降，

这说明小学生在十岁左右已获得了相当的免疫力。生殖系统

的发育在婴儿出生后的第一个十年内，几乎没有变化，而在

青春发育期开始以后才迅速发育。此时性意识觉醒，性器官

发育并趋于成熟，产生生殖细胞和分泌性激素，在性激素作

用下出现第二性征。从以上可以看出，身体各部分及各系统

发育时期虽有先后，但各系统的发育顺序却彼此相连，密切

相关，总是前一阶段的发育为后一阶段打下基础。四、生长

发育包括生理和心理两个方面小学生的身体发育和心理发展

是统一的，二者密不可分，互相影响，互相作用，相辅相成

。各系统的发育，尤其是神经系统的发育，为小学生的心理

发展奠定了物质基础，而心理的正常发展也能保证和促进小

学生身体的正常发育。某些生理上的缺陷可以引起小学生心



理发展的不正常。例如斜视的学生如果不及时进行治疗，常

会受同学们的讥笑，由此会产生自卑感。小学生的情绪与他

们的状态有一定关系，一贯情绪正常的学生常常是挺着胸、

抬着头，坐、立、行的姿势正确，精神振奋，动作敏捷，积

极参加学校的各项活动，能很好地完成任务；相反，情绪长

期低落的学生，往往外表也是病态的，弯腰，驼背，行动迟

缓，精神萎靡不振，注意力不集中。近年来国外研究表明，

家庭破裂的子女和非婚生子女遭受虐待、歧视，影响了正常

的生长发育，严重的可致身材矮小、骨龄落后、性发育迟缓

，成为社会心理性侏儒。这可能是由于不良心理环境对中枢

神经系统长期恶性刺激所导致的结果。五、生长发育有长期

加速的趋势生长发育长期加速趋势指小学生的身高与过去数

十年相比，有明显增长。女孩月经初潮已逐渐提前，这种情

况称为生长发育上的加速度，而这种发育上的加速度是世界

性的。19世纪以来，欧美学者从前后一二百年有关生长发育

资料的对比中发现，工业发达国家的小学生，一代比一代增

高。其中最突出的是女孩月经初潮年龄也明显提前。生活条

件优越者就更为明显。研究表明，目前低年级小学生的平均

身高较20世纪初增长5～10厘米；女孩月经初潮较一百年前提

早3年。这种长期加速现象还表现在生长发育的其他方面，如

头围、胸围、臀围、手长、足长等指标的增加。1978～1980

年我国对小学生生长发育的调查表明，7～14岁年龄组平均

每10年男孩增长2.3厘米，女孩增长2.1厘米。北京市1963

～1964年和1979年～1980年两次调查比较，16年间女孩月经初

潮年龄提前了0.8岁。生长发育长期加速趋势是整个人类机体

在组织结构上的一种深刻变化。导致加速现象的因素很多，



如良好的营养、丰富多彩的文化娱乐生活、体育运动的开展

、各种传染病的控制，以及群体卫生知识的普及等。尽管如

此，但是这种加速趋势不可能永远继续下去，必然会有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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