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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般原则是，在发展的背景下去理解学生的行为，在发展

的框架内去评价学生的行为，其中主要包括发展常模、发展

过程、发展的稳定性。(一)发展常模 在发展的背景下理解小

学生的心理机能和行为，首先要考虑发展常模。小学生的许

多行为是随年龄变化的，在某一年龄阶段很普遍的行为，在

其他年龄可能相对就不普遍。如对黑暗和想象中的生物的恐

惧在低年级小学生中相当普遍，但以后随年龄增长就减弱了

。承认小学生行为的发展变化对于心理健康测量是非常重要

的，因为，同样的行为在某一年龄阶段属于发展正常范围内

的，而在另一年龄阶段可能是病理的指标。小学生的心理具

有鲜明的年龄特征，因而在选择测量工具时应当考虑测量工

具是否提供了适当的、特定的年龄常模。心理的发展是不平

衡的，有些心理机能或行为在某些年龄阶段发展变化较快，

而在其他年龄阶段却相对平稳，年龄常模中年龄组的划分应

能体现这一特点。正确利用发展常模所提供的信息对测量结

果作出合理的解释，在心理健康测量中也是非常重要的。(

二)发展过程为了正确解释测量的结果，评价者还必须了解小

学生的发展过程。发展过程主要包括两个方面，其一是小学

生的一般发展过程，其二是每个小学生独特的个人发展史。

一般发展过程指年龄阶段的发展。每个年龄阶段的发展都是

一些相互联系的机能(如认知、情感、言语)或内因、外因相

互作用的结果。每个年龄阶段都有特定的发展任务或发展需



要，这种独特的发展需要导致了与年龄相关的发展变化。仅

把小学生的行为与年龄常模比较，并不能解释为什么一些行

为在某些年龄有明显的增多，不能确定它们究竟是正常发展

过程的变形，或是与正常发展有质的偏离的病理发展过程的

指标。小学生的个人发展史应包括小学生在不同发展阶段(如

胎儿期、婴儿期、幼儿期、学龄期等)的一般发展状况、既往

病史和家庭史。了解小学生独特的发展过程将有助于探明心

理问题形成的机制和原因。(三)发展的稳定性稳定性指的是

行为跨时间、跨情境的一致性。从发展的观点正确看待小学

生心理特质和行为的稳定性是非常重要的。稳定性的程度取

决于所测量的心理机能和行为的类型，取决于测量的是心理

机能和行为的哪些方面，取决于测量的是孤立的行为还是不

同维度行为的集合。例如，心理学研究普遍表明，外化行为(

如多动、攻击行为等)比内化行为(如恐惧、抑郁等)更为稳定

，不同维度的行为集合比孤立的行为更为稳定。正是考虑到

发展的稳定性和变异性，对小学生的心理健康测量必须基于

多种背景、多种信息源，这样才能作出综合的客观的测量。

为了更好地理解小学生跨情境的变异性，在测量小学生心理

特质和行为本身之外，对其他许多重要背景(如家庭、学校、

同伴等)的相关方面也应该进行测量，因为许多重要的环境因

素都会影响小学生的适应。(四)共生现象在小学生心理健康

测量中除了要考虑发展因素之外，还应当注意小学生心理问

题的共生现象。所谓共生现象，是指同一个学生的适应问题

或心理障碍总是两个或更多的问题相继或同时出现，很少是

孤立的单一问题。观察发现，许多小学生经常会出现多方面

的(如情绪、学习、社交等)问题，这种共生现象的高比率决



定了心理健康测量必须是综合性的。心理健康测量不仅应跨

越不同的背景，而且应跨越不同的心理机能，不仅要测量学

生、家长、教师所报告的问题，而且要测量在适应中那些潜

在的共生问题。有时我们会发现，一些最初报告的问题其实

并不是主要问题，一些症状可能会因其他共生问题而加重。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