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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类心理的发生 人类心理的发生有两个基本条件：一是

劳动，二是语言。 (一)劳动在人类心理发生中的作用 1．劳动

使人类心理有了产生的必要 人类要生存下去，就必须劳动。

而要劳动就必须在心理上发生为劳动所需要的变化。这种变

化包括：第一，概括性；第二，预见性和目的性。 2．劳动

使人类的心理有了产生的可能 劳动使人类的祖先的爪(前肢)

和足(后肢)产生了分工。由于手的灵巧，就使人类祖先能够

接受到没有手的动物所接受不到的刺激。人在劳动过程中产

生了手，又可以通过手的动作发现别的动物所不能发现的现

象以及现象之间的关系，从而使人类的心理有了和动物心理

不同的内容。因此，劳动使人类的心理有了发生的可能。 劳

动发展了人类的社会集体性。人类的祖先在共同劳动过程中

，产生了一定的社会关系和集体关系。集体劳动对人类心理

的发生有如下作用：首先，促进了知识经验的传递。因为在

参加集体劳动时，一方面要使用他人制造的工具，另一方面

自己也学会了制造工具的技能。其次，促进了人的自我意识

的发生。因为在集体劳动中，存在一定的分工协作。使得个

人的活动必须服从社会集体的要求，个人活动的目的必须服

从社会集体活动的目的，个人必须对自己与集体的关系有一

个正确的认识。这些都促进了人类自我意识的发展。最后，

促进了语言的产生。 (二)语言在人类心理发生中的作用 1．语

言产生的条件 (1)语言为劳动所必需 第一，语言是劳动过程所



必需的。集体协作交流。 第二，语言是劳动结果所必需的。

保存人类积累的知识经验。 (2)劳动使语言的产生有了可能 劳

动使人有了语言的发音器官和共鸣器。 劳动使人有了能够说

话和听话的大脑。 2．语言的作用 第一，语言是思想的直接

现实。人的语言是属于第二信号系统，即对词的刺激作出反

应。词具有概括性，代表人所反映的一类事物，使人们彼此

之间能够传达自己头脑中所反映的东西，并把认识的结果和

思维的成果记录下来，从而使人类思想的交流成为可能。 第

二，语言促使抽象思维的产生。 第三，语言使人类克服自身

认识的局限性，促进了心理向更为复杂的水平发展。有了语

言文字符号，人类就能够吸收许多间接的知识经验，开阔自

己认识的范围，使认识活动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 二、人

类心理的发展 心理发展的含义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心

理发展指个体或种系(即人和动物)心理发展和变化过程。狭

义的心理发展则指个体(即人)从出生到成熟再到衰老的过程

中心理发生发展的历史。 (一)心理发展的阶段性 心理发展是

一个量的不断积累，从而产生质变的过程。随着新质的出现

，心理发展就达到一个新阶段，表现出阶段性。这些阶段性

是与人的年龄相联系的。心理发展的阶段性有如下含义： 第

一，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心理发展具有不同的质的特征。 第

二，心理发展阶段，是从低到高，并按一定次序进行的。阶

段既不能逾越，也不能互换。 第三，前一个心理发展阶段都

是后一个心理发展阶段的基础。前一个阶段的心理没有发展

，后一个阶段的心理就不可能发生。 第四，心理发展过程中

相邻两个阶段不能截然划分，而有一定的交叉。同一阶段的

开始和结束，心理发展表现出很大的差异。 第五，心理发展



的阶段性是指在一定年龄阶段中，个体心理发展的一般的、

典型的、本质的特征。 通常，心理学家将人的心理发展划分

为如下几个主要阶段： 乳儿期(0-1岁)； 婴儿期(1.3岁)； 学前

期(3～6、7岁)； 学龄初期(6、7，11、12岁)； 少年期(11

、12-14、15岁)； 青年初期(14、15-17、18岁)； 青年中期(17

、18。25岁)； 成人期(25～40岁)； 中年期(40－60岁)； 老年

期(60岁以后)。 (二)心理发展的条件 遗传素质是心理发展的

生物前提。对于心理发展来说，遗传素质是心理发展的生物

前提和自然条件，没有这个前提和条件，相应的心理就不能

发展。传素质的作用。因为它只提供了心理发展的自然前提

和可能性，不能决定心理的发展水平。 环境和教育在心理发

展中起决定作用。遗传素质只提供心理发展的可能性，环境

和教育才决定心理发展的现实性。其中，教育条件在心理发

展中起主导作用。因为，第一，教育对个体心理发展施加有

目的、有计划、有系统的影响；第二，教育可以使个体的遗

传素质得到充分的发展，也可以通过教育，弥补个体某些遗

传素质的不足。 要使环境和教育对心理发展的决定作用得以

实现，必须做到教育本身从个体心理发展的实际情况出发，

从个体心理发展的水平或状态出发。也就是说，环境和教育

只是外因，这个外因要想起作用，必须通过心理发展的动力

这个内因。心理发展主要是由适合心理内因的那些环境和教

育条件所决定的。 3．心理发展的动力：也就是心理发展的

内因或内部矛盾。环境和教育只是外因，如果要对个体的心

理发展起作用，就必须通过个体心理发展的内因或内部矛盾

，才有可能起作用。 关于心理发展的动力问题，目前的主要

看法是：在个体不断的积极活动过程中，环境和教育向个体



提出的要求所引起的新的需要和个体已有心理水平或心理状

态之间的矛盾，是个体心理发展的内因或内部矛盾。这个内

因或内部矛盾就是个体心理发展的动力。 编辑特别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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