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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ass="mar10">第一节 中学生的心理发展概述 1、什么是心理

发展和基本特征？ １、定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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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变化。 ２、

特征：①连续性和阶段性；②定向性和顺序性；③不平衡性

；④差异性 2、简述中学生在认知、情感、社会性等方面发

展的特点？ 认知发展特点： 1中学生的认知结构体系基本形

成；2中学生认知活动的自觉性明显增强；3认知与情感、意

志、个性得到协调发展。 情感发展特点： 1随着自我意识的

发展，产生了与社会评价和自我评价相关的情感；2自相矛盾

的情感；3少年的热情与冲动；4选择性友谊的建立；5情感的

社会性更加明朗。 高中生的情感发展特点：1个性化的情感

；2浪漫主义的热情。 观察力发展的特点： 1目的更明确；2

持久性明显发展；3精确性提高；4概括性更强。 记忆发展的

特点： 1有意记忆占主导地位；2理解记忆成为主要的识记方

法；3抽象记忆占优势。 社会性发展特点：中学生社会性发

展特点：1、中学生的心理比小学生有更大的社会性，在很大

程度上则更多地取决于社会和环境以及伙伴关系的影响。2、

中学阶段是理想、动机和兴趣形成与发展的重要阶段，是世

界观从萌芽到形成的重要阶段，是品德发展和行为选择的重

要阶段。3、中学生的思想比较敏感，易走向极端。%考*试

大%4、是一个过渡时期，希望受人重视，把他们看成大人，

当成社会的一员。 第二节 认知发展与教育 3、皮亚杰认识发



展的阶段理论及其教育价值？ 1、皮亚杰的认知发展理论的

基本内容：建构主义的发展观：发展是一种建构过程，是个

体在与环境的不断的相互作用中实现的。所有有机体都有适

应和建构的倾向，同时，适应和建构也是认知发展的两种机

能．适应包括同化和顺应两种作用和过程，个体的心理发展

就是通过同化和顺应日益复杂的环境而达到平衡的过程． {2}

认知发展阶段论 皮亚杰认为，在个体从出生到成熟的发展的

过程中其认知结构在与环境的相互作用中不断重构．从而表

现出按不变顺序相继出现的四个阶段。每一个阶段都有它主

要的行为模式，标志着这一阶段的行为特征，其中每一个阶

段都是一个统一的整体，而不是一些孤立的行为模式的总和

。 2、认知发展阶段论：感知运动阶段(0-2岁)；前运算阶

段(2-7岁)；具体运算阶段(7-11岁)；形式运算阶段(11-16岁)。

㈠感知运动阶段（02岁） 特点： 感觉和动作分化；客体守恒

性是后来认知活动的基础。 ㈡前运算阶段（27岁） 特点：各

种感知运动图式开始内化为表象或形象图式，开始运用语言

或较为抽象的符号来代表他们经历过的事物。认为一切事物

都是有生命的，即万物有灵论；以自我为中心；认知活动具

有相对具体性；思维具有不可逆性、刻板性。 未获得物体守

恒概念。 ㈢具体运算阶段（711岁） 特点：具有抽象概念，

能进行逻辑推理；获得了长度、体积、重量和面积的守恒；

理解原则和规则，思维仍需要具体事物的支持。 ㈣形式运算

阶段（1116岁） 特点：思维是以命题形式进行的；能根据逻

辑推理、归纳或演绎的方式解决问题； 不再刻板的恪守规则

。 3、影响发展的因素：1成熟、2练习和经验、3社会性经验

、4具有自我调节作用的平衡过程。 皮亚杰认知发展理论的



教育价值：（1）充分认识儿童不是小大人是教育获得成功的

基本前提（2）遵循儿童的思维发展规律是教育取得成效的根

本保证。 4、维果斯基的发展观及其教育意义？ 维果斯基的

发展观的基本内容：1文化历史发展理论；2心理发展观；3内

化学说，认为儿童通过教学才掌握了全人类的经验，并内化

于自身的认知结构中。内化学说的基础是他的工具理论； 4

教育和发展的关系最近发展区。 教育意义：维果斯基是一个

建构主义者。%考*试大%首先，他认为心理发展是一个量变

与质变相结合的过程，是由结构的改变到最终形成新质的意

识系统的过程。其次，强调活动，认为心理结构是外部活动

内化的结果，维果斯基认为活动是以语言及其他符号系统为

中介的社会性活动。第三，强调内部心理结构，认为新知识

必须在旧知识的基础上建构。 维果斯基的思想体系是当今建

构主义发展的基石，研究者提出了不少教学模式：一种叫支

架式教学。要点：首先，强调在教师指导的情况下学生的发

现活动，其次，教师指导成分将逐渐减少，最终要使学生达

到独立发现的水平，将监控学习和探索的责任由教师向学生

转移。对合作学习、情境学习等也有一定的指导性。此外，

也强烈影响到建构主义者对教学和学习的看法。 第三节 社会

性发展与教育 5、埃里克森的心理社会发展理论及其教育意

义？ 一、埃里克森心理社会发展理论的主要观点： 儿童人格

的发展是一个逐渐形成的过程，它必须经历一系列顺序不变

的阶段，每一阶段都有一个由生物学的成熟与社会文化环境

、社会期望之间的冲突和矛盾所决定的发展危机，每一个危

机都涉及到一个积极的选择与一个潜在的消极选择之间的冲

突。个体解决危机的成功程序一般都处在从积极到消极的连



续体的某一点上。 埃里克森的心理社会发展理论的八个阶段

：1学习信任阶段2成为自主者的阶段3发展主动性阶段4变得

勤奋的阶段5建立个人同一性的阶段6承担社会义务的阶段7显

示充沛感的阶段8达到完善的阶段。 二、心理社会发展理论

的教育价值： 埃里克森的心理社会发展理论指出了人生每个

阶段的发展任务，这有助于教育工作者了解中小学生在不同

发展阶段所面临的各种冲突，从而采取相应的措施，因势利

导，对症下药。小学生正处于第四阶段：变得勤奋的阶段。

初中和高中阶段正是青少年儿童开始建立自我同一性的时期

，教师要理解学生需要大量的机会来体验各种职业和社会角

色，同时提供机会让学生了解社会，了解自我，通过讨论的

形式使他们解决自身所面临的问题。在这当中，要始终给予

学生有关其状况的真实的反馈信息，以便学生能正确认识自

己，确定合理的、适当的自我同一性。教师要最大限度的尊

重学生，切不可简单地将其当作“孩子”来看待，不要在其

同伴或其他有关人员面前贬低或轻视他们。 第四节 个别差异

与因材施教 6、试述学生的认知差异及其教育含义？ １、智

力是指处理抽象观念、处理新情境和进行学习以适应新环境

的能力。在我国，大多数心理学家认为：智力是指认识方面

的各种能力，即观察力、记忆力、思维力、想象力的综合，

其核心成分是抽象思维能力 2、智力测验：世界上第一个标

准化智力测验量表是1905年的比内－西孟量表（法国），后

来，在美国斯坦福大学心理学家推孟修订，1916年发表《斯

坦福－比内量表》现在成为世界上著名的心理测验量表。智

商（IQ）＝（智力年龄/实际年龄）X1001936年，美国的韦克

斯勒编制了“离差智商”的概念，平均数100，标准差为15IQ



＝100＋15×（个体测验分数－同年龄组的平均分）/同年龄组

的标准差 智力构成： 斯滕伯格的三元智力理论：信息加工活

动中的元成分、操作成分和知识习得成分；加德纳的多元智

能理论包括言语智力、数理智力、音乐智力、体能智力、社

交智力、自省智力。智力差异：个体差异：既有量的差异又

有质的差异。量的差异主要是指个体在IQ分数上的不同。质

的差异主要是指个体的构成成分的差异。 群体差异 ：智力的

性别差异、年龄差异，种族差异。 3、智力差异与因材施教 

（１）改革教学组织形式，适应学生的智力差异 （２）改革

教学方式，适应学生的智力差异。 学习风格的差异与因材施

教 学习风格是学习者在探究、解决其学习任务时所表现出来

的典型的、一贯的、独具特色的学习策略和学习倾向。 学习

风格的构成要素：1、学生风格生理因素；2、学生风格心理

因素3、学生风格的社会性要素 学习风格的认知要素：主要

特征表现在：一是持久性，二是一致性 ①场独立与场依存；

提出者：美国赫尔曼威特金 场独立性者对客观事物判断时，

倾向于用自己内在的参照，不易受外来因素的影响和干扰。

场依存性者对事物的知觉倾向于依赖外在的参照，难以摆脱

环境因素的影响。 ②反思型与冲动型； (杰罗姆卡根)与冲动

型学生相比，反思型学生表现出更成熟的解决问题的策略，

能更多地提出不同假设。而且反思型学生能够较好的约束自

己的动作行为，忍受延迟性满足，更能抗拒诱惑。 ③、整体

性和系列性：英国（戈登帕斯克），有些学生把精力集中在

一步一步的策略上，他们提出的假设一般说来比较简单，每

个假设只包括一个属性，这种策略被称为“系列性策略”。

就是说从一个假设到下一假设是呈直线的方式进展的。而另



一些学生则倾向于使用比较复杂的假设，每个假设同时涉及

若干属性。称为“整体性策略”，就是指从全盘上考虑如何

解决问题。 ④、心理自我调控理论：斯特伯格提出的。基本

思想是认为人具有与社会一样的自我管理或组织系统，研究

的重点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如何运用这种系统调控其认知活

动。。 （1）心理自我调控的功能：独立型、被动执行型和

分析评判型 （2）心理自我调控形式：专一型、等级秩序型

、多头并进型和随意无拘型 （3）心理调控的水平：整体抽

象型、局部具体型 （4）心理调控的范围：任务导向型和人

际导向型。 （5）心理调控的倾向：自由开放型和保守拘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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