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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4_E6_95_99_c76_643058.htm 第四节 个体心理发展的理论 一

、华生的行为主义心理发展理论 华生： 环境决定论的发展观

。除了极少数的简单反射外，一切复杂行为都取决于环境的

影响。否认遗传的作用。认为行为的产生是由刺激决定的，

刺激来源于客观，而不决定于遗传；片面夸大环境和教育的

作用，认为环境和教育是行为发展的惟一条件。 在儿童教育

方面华生主张： 第一，反对统一标准，提倡区别对待。 第二

，反对体罚儿童。 第三，教育的目的是培养儿童各种习惯。 

第四，对幼儿养护的要求。 第五，提倡对儿童青少年进行正

确的性教育。 二、精神分析心理学派的心理发展理论 (一)弗

洛伊德的心理发展理论 弗洛伊德认为，个体心理的发展，特

别是其人格的发展，是由原我、自我和超我三者相互斗争、

相互协调的结果。 弗洛伊德以"性"的发展作为划分的标准，

儿童心理发展的不同阶段是有区别的，这种区别主要是由其"

性"的发展所造成的。弗洛伊德所说的性，不仅包括性爱的本

能活动， 而且包括各种各样的情感，如对自我的爱、对双亲

的爱、对子女的爱、对朋友的爱和普遍的人道的爱、对艺术

品的爱、个人对国家的爱以及抽象的爱等等。 心理发展的具

体年龄阶段如下： 第一阶段：口唇期(0-1岁)。口唇初期(O

－8个月)的性感区是嘴唇。儿童的快感主要来自于嘴唇与舌

头的吸吮和吞咽活动。口唇晚期(8个月．1岁)的性感区是牙

齿、牙床和腭部。快感主要来自那些如咬和吞嚼等活动。 第

二阶段：肛门期(1～3岁)。这个时期的性感区集中在肛门周



围。儿童必须学会控制生理排泄过程，使其符合社会要求。

肛门初期的快感主要来自粪便的排出。肛门晚期的快感 主要

来自对粪便的克制。 第三阶段：前生殖器期(3～6岁)。这个

时期的性感区集中到生殖器区。这个阶段决定 一个人未来对

异性的顺应情况。此阶段男孩子出现恋母情结，女孩子出现

恋父情结。 第四阶段：潜伏期(6～1l、12岁)。弗洛伊德认为

，进入潜伏期，儿童的性的发展处于停滞阶段，也可以说是

出现了倒退。在这个时期，儿童前几个阶段出现的矛盾冲突

完全消失。因此，这是一个非常平静的阶段。于是儿童把所

有的精力都投入到学习中去。 第五阶段：生殖器期(11、12岁

以后)。这是发展的最后阶段，女孩在1l岁左右进人青春期，

男孩在13岁左右进入青春期。随着青春期的到来，在上一个

阶段沉寂了的性冲动又重新活跃起来。防御性冲动的方法主

要有二：一是采取禁欲的办法；二是采取理智化的解决办法

。 在此阶段，青少年开始脱离父母，去寻找他(她)们各自的

朋友或配偶。这种脱离父母的独立生活，一方面是他们成熟

的标志，另一方面又会使他们在情感上感受到痛苦，百考试

题。 (二)埃里克森的心理社会性发展理论 埃里克森认为，心

理发展主要是个人与社会交互作用的结果。因此，在了解人

的心理发展时，既要考虑到他的生物学影响，也要考虑到文

化和社会因素的影响。埃里克森把人的一 生分为八个阶段，

认为每个阶段都有一个特定的心理社会任务需要解决。 第一

阶段：学习信任阶段(出生～1岁)，主要矛盾是信任对不信任

。 第二阶段：成为自主者阶段(1-3岁)，主要矛盾是自主性对

羞怯、怀疑。 第三阶段：发展主动性阶段(3-6岁)，主要矛盾

是主动性对内疚感。 第四阶段：变得勤奋阶段(6-12岁)，主



要矛盾是勤奋感对自卑感。 第五阶段：建立个人同一性阶

段(12-20岁)，主要矛盾是同一性对角色混乱。 第六阶段：承

担社会义务阶段(20-40岁)，主要矛盾是亲密感对孤独感。 第

七阶段：显示创造力阶段(40～60岁)，主要矛盾是创造力感对

自我专注感。 第八阶段：达到完善阶段(60岁以后)，主要矛

盾是完善对绝望。 三、皮亚杰的心理发展理论 (一)影响心理

发展的因素 皮亚杰认为，影响心理发展的因素主要有以下四

个： 第一是成熟。主要指神经系统的成熟。皮亚杰认为，成

熟在心理发展中的作用主要在于揭示新的可能性，但成熟本

身不是心理发展的充分条件。 第二是练习和习得经验。它同

样是心理发展中的一个主要而必需的因素。该经验又可分为

两类：第一类是物理经验，第二类是逻辑一数理的经验。 第

三是社会经验。这种因素指的是社会相互作用和社会传递过

程，也是心理发展的必要但不是充分条件。 第四是平衡。指

不断成熟的内部组织和外部环境相互作用的过程，是心理发

展的最重要因素，即决定因素。 (二)心理发展的动力 皮亚杰

认为，心理发展既不是起源于先天的成熟，也不是起源于后

天的成熟，而是起源于主体的动作。这种动作的本质是主体

对客体的适应。 适应有三种方式： 同化。同化是指把环境因

素纳人有机体已有的图式或结构之中，以加强和丰富主体的

动作。图式是指动作的结构或组织。 顺应。顺应是指改变内

部图式，以适应环境现实。 平衡。平衡是指同化作用服从于

客体的性质。是同化与顺应相互作用过程中的一种状态。这

种状态是暂时的，而不是绝对的。 (三)心理发展的阶段 皮亚

杰通过大量研究，提出了儿童青少年认知发展主要经过四个

阶段。 第一阶段为感知运动阶段(0～2岁)。该阶段儿童主要



是通过感觉动作图式和外界取得平衡，处理主、客体关系。 

第二阶段为前运算阶段(2～7岁)。该阶段儿童的思维具有自

我中心主义、直观形象 性、不可逆性、知觉的集中性等特点

。 第三阶段为具体运算阶段(7～12岁)。该阶段儿童形成了初

步的运算结构，出现了逻辑思维，儿童思维发展具有守恒性

、去自我中心主义、进行群集运算、具体逻辑推理等特点。 

第四阶段为形式运算阶段(12岁122后)。皮亚杰认为，思维发

展到形式运算阶段，就表明个体的思维能力已经发展到了成

熟水平。该阶段儿童思维发展具有假设--演绎推理、命题推

理、组合分析等特点。 皮亚杰认为儿童心理从一个水平向另

一个水平发展，从本质上讲，就是心理结构由量的积累(同

化)而发生质的变化(顺应)。新的心理结构是在旧结构的基础

上不断发展的结果。 四、维果斯基的心理发展理论 (一)社会

文化历史学说 维果斯基认为人的高级心理是随意的心理过程

，并不是人自身所固有的，而是受人类文化历史所制约的。

心理发展是指一个人的心理(从出生到成年)，在环境与教育

影响下，在低级心理机能的基础上，逐渐向高级心理机能的

转化过程。维果斯基提出个体心理机能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

标志有五点： 第一，心理活动的随意机能。即指心理活动是

随意的、主动的，是由主体按照预定目的而自觉引起的。 第

二，心理活动的抽象--概括机能。即指心理活动的反映水平

是概括的、抽象的，也就是各种功能由于有思维的参与而高

级化。 第三，各种心理机能之间的关系不断变化、组合，形

成间接的，以符号或词为中介的心理结构。儿童的心理结构

越复杂、越间接、越简缩，其水平越高。 第四，心理活动的

社会文化历史制约性。即指心理活动的起源是社会文化历史



发展的产物，是受社会规律制约的。 第五，心理活动的个性

化。个性的形成是高级心理机能发展的重要标志，个性特点

对个体机能发展具有重大的意义。 (二)心理发展的原因 维果

斯基提出个体心理机能从低级向高级发展的原因有三点： 第

一，是起源于社会文化历史发展的产物，是受社会规律制约

的。 第二，从个体发展来看，儿童在与成人交往过程中，通

过掌握高级心理机能的工具-语词、符号，使其在低级心理机

能基础上形成了各种新质的心理机能。 第三，是高级心理机

能不断内化的结果。 (三)教学与发展的关系 维果斯基将"教

学"概念分为广义和狭义两种。广义的教学是指儿童通过活动

和交往掌握精神生产的手段，它带有自发的性质；狭义的教

学是指有目的、有计划地进行最系统的交际形式，它"创造"

着儿童的发展。 关于教学与发展的关系，维果斯基主要从三

个方面来阐述。 第一，从"最近发展区"的角度。维果斯基认

为，在进行教学时，必须注意儿童有两种发展水平：一种是

儿童的现有发展水平。另一种即将达到的发展水平。维果斯

基把两种水平之间的差异称为"最近发展区"。它表现为"在有

指导的情况下，凭借成人的帮助所达到的解决问题的水平与

在独立活动中所达到的解决问题的水平之间的差异。"最近发

展区的提出说明了儿童发展的可能性。 维果斯基认为，重要

的不是今天为止已经完结了的发展过程，而是那些现在仍处

于形成状态的、刚刚在发展的过程。因此，弄清楚儿童发展

的两种水平，将大大促进教学对发展的作用。 第二，从"教学

应当走在发展的前面"的角度。维果斯基认为，教学"可以定

义为人为的发展"。首先，教学主导着或决定着儿童智力的发

展，这种决定作用既表现在智力发展的内容、水平和智力活



动的特点上，也表现在智力发展的速度上；其次，教学"创

造"着最近发展区。儿童两种水平之间的动力状态是由教学决

定的。 第三，从"学习的最佳期限"的角度。维果斯基认为，

学习任何内容都有一个最佳年龄。如果不考虑学习的最佳年

龄，从发展的观点来看是不利的，会造成儿童智力发展的障

碍。因此，在开始某一种教学时，除必须以儿童的成熟和发

育为前提之外，还必须将教学建立于正在开始但尚未形成的

心理机能的基础上，即教学应走在心理机能形成的前面。 (

四)智力形成的"内化"学说 内化最初的含义指社会意识向个体

意识的转化。维果斯基给内化概念赋予新的含义，指外部的

实际动作向内部智力动作的转化。维果斯基提出，一切高级

的心理机能最初都是在人与人的交往中，以外部动作的形式

表现出来的，然后经过多次重复，多次的变化，才内化为内

部的智力动作。内化的过程不仅通过教学来实现，而且也能

通过日常的生活、游戏、劳动来实现。 五、朱智贤的心理发

展理论 朱智贤从唯物辩证法出发，提出了儿童心理发展的几

个基本理论观点。 (一)先天与后天的关系 (二)内因与外因的

关系 (三)教育与发展的关系 (四)年龄特征与个别特征的关系 

人类心理的发生有两个基本条件：一是劳动，二

是______________。 信号性反应 1.心理发展的生物前提是 ，

没有这个前提，相应的心理就不能发展。 2．简述维果斯基

关于教学与发展的关系。 信号性反应是指能够建立 。 3．结

合实际，阐述心理发展的条件。 简述皮亚杰关于儿童心理发

展的阶段。 编辑特别推荐： 2009年教育硕士考试教育学3月

每日一练汇总 2009年教育硕士考试教育学4月每日一练汇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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