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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与教育 一、心理发展的含义 1、心理发展：是指个体从出

生、成熟、衰老直至死亡的整个生命进程中所发生的一系列

的心理变化。 2、心理发展的基本特征 ①连续与阶段性：后

一阶段的发展总是在前面基础上发生的，且又萌发着下一阶

段的新特征 ②定向性与顺序性：心理发展总是的一定的方向

性和先后顺序 ③不平衡性：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发展速率 ④差

异性：发展速度及发展的优势领域不同 3、心理发展的年龄

阶段划分：入学年龄 0-1岁：乳儿期； 1-3岁：婴儿期； 3-6

、7岁：幼儿期； 6、7岁-11、12岁：童年期（读小学）； 11

、12岁-14、15岁：少年期； 14、15-17、18为青年初期（读高

中） 14、15岁-25岁：青年期； 25岁-65岁：成年期； 65岁以

后：老年期。 二、童年期和少年期的心理特征 （一）童年期

： 1、一生中发展的基础时期，也是生长发育最旺盛、变化

最快、可塑性最强、接受教育最佳时期。 2、学习成为主导

活动。 3、思维由形象过渡到抽象逻辑思维；自我意识发展

；道德观念过度到比较抽象。 （二）少年期：特别是初二，

为分化期，成绩上去了就不会下来。生理变化引起心理变化

1、这一时期是个体从童年期向青年期过渡的时期。 2、半成

熟与半幼稚、半独立与半依赖的矛盾。 3、主要特点：抽象

逻辑思维占主导；随意性增强；成人感产生；关心自己和别

人的内心世界；道德行为更加自觉。 （三）青年初期 高中时

期：智力成熟。思维从经验到理论。道德感、理智感有了发



展。 自我意识（说话时，总是我认为。。。）有了发展。 三

、中学生心理发展的教育意义 （一）学习准备： 学习准备是

指学生原有的知识水平或心理发展水平对新的学习的适应性

。其中纵向指从出生到成熟各个年龄阶段的准备；横向指每

个年龄阶段的各个内部因素相互影响和作用而形成的动力结

构。 学习准备是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 总之，学习准备不仅

影响新学习的成功，也影响学习的效率。同时，学习也会促

进学生的心理发展，新的发展又为进一步的新学习作好准备

。 （二）关键期：教育的关键期是指心理对教育影响的敏感

期。身体或心理的某一方面机能或能力最适宜于形成的时期

。只要适时、适当，效果会最佳，事半功倍。 1、奥地利生

态学家劳伦兹在研究鸟类的自然属性时，发现了“印刻”现

象。提出了关键期理论。 2、心理学家在研究儿童行为学习

时引入了“关键期”理论，认为儿童的心理发展同样存在着

关键期。如2岁是口语关键期； 4-5岁是书面语关键期、10-12

少年是身心发展关键期。 3、教育意义：依据学生的学习准

备水平，抓住关键期，进行适时、适当的教育。 第二节 中学

生的认知发展与教育 一、认知发展的阶段理论（皮亚杰） （

一）感知运动阶段（0-2岁）：动作思维 儿童的认知发展主要

是感觉和动作的分化。 （二）前运算阶段（2-7岁）：形象思

维 儿童的各种感知运动模式开始内化为表象或形象模式。即

处于形象思维阶段。（单维、不可逆、自我中心） （三）具

体运算阶段（7-11岁）：动作思维→形象思维 儿童的认知结

构中已有抽象概念，可以进行抽象思维。其标志是获得了长

度、体积、重量和面积的守恒。守恒指儿童认识到客体在外

形上发生了变化，但其特有属性不变。 （多维、可逆、去自



我中心、具体逻辑推理） （四）形式运算阶段（11-15岁）：

抽象思维 思维水平已接近成人水平，能用命题进行推理，能

进行可逆思维，思维具有灵活性。 二、认知发展与教学的关

系 （一）认知发展制约教学的内容和方法 皮亚杰认为：学习

从属于发展，从属于主体的一般认知水平各门具体学科的教

学都应研究如何对不同发展阶段的学生提出既不当时的认知

结构的同化能力，又能促使他们向更高阶段发展的富有启迪

作用的适应内容。 （二）教学促进学生的认知发展 适当的教

育训练是可以提高学生的认知发展水平的。 （三）、最近发

展区：介于儿童现有水平和即将达到的发展水平之间的差异

。 维果斯基强调教学不能只适应发展的现有水平，教育要适

当走在发展的前面，从而跨越发展区而达到新的发展水平。 

第三节 小学生的人格与社会性发展 一、人格的发展：成人 人

格又称个性，是指决定个体的外显行为和内隐行为并使其与

他人的行为有稳定区别的综合心理特征。 （一）人格发展阶

段理论（埃里克森） 认为儿童的人格发展是一个逐步形成的

过程，必须经历八个顺序不变的阶段。每一阶段都有其发展

危机，解决危机可以有助于发展健全的人格。 1、基本的信

任感对基本的不信任感（0-1岁半）：对父母产生一种信任感

2、自主感对羞耻感与怀疑（2-3岁）：培养自主性。儿童初

步尝试独立处理事情，鼓励幼儿则会使他养成自主自动的个

性；过分溺爱和保护或批评，会使儿童怀疑自己而产生羞耻

感 3、主动感对内疚感（4-5岁）：培养主动性，其活动范围

扩大。父母细心回答，对儿童的建议适当鼓励或妥善处理会

使儿童发展了主动性；当儿童与他人发生冲突时会产生内疚

感。 4、勤奋感对自卑感（6-11岁）：他们追求工作完成时所



获得的成就感及由有成就带来的师长认可与赞许，由此，；

当 5、自我同一性对角色混乱（12-18岁）：自我统一性是指

个体组织自己的动机、能力、信仰和经验而形成的有关于自

我的一致性形象。青春期 （二）人格发展理论的教育含义 影

响人格发展的因素有：家庭教养模式、学校教育和同辈群体 

指明了每个发展阶段的任务，给出了解决危机、完成任务的

教育方法，有助于教师采取有针对性的相应措施，因势利导

。 二、自我意识的发展 （一）含义：是个体对自己以及自己

与周围事物的关系的意识。 包括三种成分：自我认识（知）

；自我体验（情）；自我监控（意）。 （二）自我意识的发

展： ①生理自我：指个人对自己身体、外貌、体能等方面的

意识。 ②社会自我：指个人对自己在社会关系、人际关系中

的角色的意识，包括个人对自己在社会关系中的作用和地位

的意识，对自己所承担的社会义务和权利的意识等。 ③心理

自我：个人对自己心理活动的意识，它包括个人对自己的人

格特征、心理状态、心理过程及行为表现等方面的意识。 第

四节 个别差异与因材施教 一、学生的认知差异及其教育含义 

（一）认知方式差异：认知方式又称认知风格。 1、场独立

与场依存 2、深思型与冲动型 3、辐合型与发散型 （二）智力

差异 1、智力与智力测量 （1）比纳西蒙量表 （2）斯坦福比

纳量表：IQ是140为天才 （3）韦克斯勒量表 2、智力的差异

： （1）智力的个体差异:呈正态分布 个体内的差异：个人智

商分数的构成成分的差异 个体间：个体与同龄团体的常模相

比较表现出来的差异 （2）智力的群体差异：性别、年龄 （

三）认知差异的教育含义 1、认知方式无好坏之分； 2、智力

是学习成绩的可靠预测指标。 3、据认知差异要因材施教： 



①应该创设适应学生认知差异的教学组织形式。 ②采用适应

认知差异的教学方式，努力使教学方式个别化。 ③运用适应

认知差异的教学手段。 二、学生的性格差异及其教育含义 （

一）性格：是指个体在生活过程中形成的对现实稳固的态度

以及与之相适应的习惯化了的行为方式。 （二）性格的差异

1、性格的特征差异：对待现实的性格特征；性格的理智特征

；性格的情绪特征；性格的意志特征。 2、性格的类型差异

：外倾与内倾；独立与顺从；理智、情绪与意志。 （三）性

格差异的教育含义 教育要适应个体的性格差异。 性格虽不会

决定学习是否发生，但它却影响学生的学习方式，性格也作

为动力因素而影响学习的速度和质量、影响到对学习内容的

选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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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