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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

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647/2021_2022_2011_E5_B9_

B4_E5_B0_8F_c38_647080.htm 第三章教育与个人的发展复习

提要本章概述了儿童身心发展的动因和一般规律、影响身心

发展的因素及作用，着重论述了学校教育尤其是小学教育在

人的身心发展中的所起的特殊作用。知识点梳理1．身心发展

的概念人的身心发展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生理的发展，包括

身高体重的增加，骨骼构造的变化，神经组织的变化等。二

是心理的发展，包括认知和意向两方面的发展，认知的发展

指感知、记忆、思维等方面的发展；意向的发展，指需要、

兴趣、情感、意志等的发展。2．身心发展的动因(1)内发论

内发论者一般强调人的身心发展的力量主要源于人自身的内

在需要，身心发展的顺序也是由身心成熟机制决定的。孟子

是中国古代内发论的代表。(2)外铄论外铄论的基本观点是人

的发展主要依靠外在的力量，诸如环境的刺激和要求、他人

的影响和学校的教育等。我国古代的荀子、英国哲学家洛克

、美国行为主义心理学家华生，都是外铄论的代表人物。外

铄论者一般都注重教育的价值，关注的重点是人的学习。(3)

多因素相互作用论辩证唯物主义认为，人的发展是个体的内

在因素(如先天遗传的素质、机体成熟的机制、个体的主观能

动性等等)与外部环境(外在刺激的强度、社会发展的水平、

个体的文化背景等等)在个体活动中产生作用的结果。3．身

心发展的一般规律(1)身心发展的顺序性(2)身心发展的阶段

性(3)身心发展的不平衡性心理学家提出了发展关键期或最佳



期的概念，指身体或心理的某一方面机能和能力最适宜于形

成的时期。(4)身心发展的互补性互补性反映个体身心发展各

组成部分的相互关系，它首先指机体某一方面的机能受损甚

至缺失后，可通过其他方面的超常发展得到部分补偿。(5)个

体身心发展的个别差异性4．影响身心发展的因素及作用(1)

遗传及其作用遗传是指从上代继承下来的解剖生理上的特点

，这些生理特点也叫遗传素质。遗传是个体发展的物质前提

。它的作用表现在：①遗传素质为人的发展提供了可能②遗

传素质的差异是造成个体间个别差异的原因之一③遗传素质

的成熟制约身心发展的水平及阶段④遗传素质仅为人的发展

提供物质前提，而不能决定人的发展(2)环境及其作用人是在

一定的环境中生存和发展的，环境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人的

发展。环境包括物质环境和精神环境两个方面。人接受环境

的影响不是消极的、被动的，而是积极的、能动的。环境对

人的作用表现在：①环境使遗传提供的发展可能性变成现实

②环境决定人的发展方向、水平、速度和个别差异(3)学校教

育及其作用①学校教育在人的发展中起主导作用教育包括家

庭教育、社会教育、学校教育。学校教育对人的影响巨大而

深远，原因是：1．学校教育是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培

养人的活动Ⅱ．学校教育是通过专门训练的教师来进行的，

相对而言效果较好Ⅲ．学校教育能有效地控制、影响学生发

展的各种因素②学校教育在影响人的发展上的独特功能1．学

校教育对个体发展作出社会性规范Ⅱ．学校教育具有加速个

体发展的特殊功能Ⅲ．学校教育对个体发展的影响具有即时

和延时的价值Ⅳ．学校具有开发个体特殊才能和发展个性的

功能(4)个体在社会实践中主观能动性的巨大作用个体的实践



活动是个体发展得以实现，从潜在的可能状态转向现实状态

的决定性因素。个体的实践活动体系中第一层次的活动是人

作为生命体进行的生理活动。第二层次是个体的心理活动，

最基本的是认知活动。第三层次是社会实践活动，是人与环

境之间最富有能动性的交换活动，是一种能量的交换，体现

了人的主动选择。5．童年期儿童发展的主要特征(1)童年期

儿童生理发展的主要特征童年期是生理发展相对稳定与平衡

的时期，身高、体重、肌肉的强度和耐力、肺活量的增长都

相当均匀。(2)童年期儿童心理发展的主要特征①观察。教师

应引导儿童从观察知觉事物表面特征发展到知觉事物的本质

特征。②注意。小学生的有意注意不断发展，需要教师及时

提示和提出要求。③记忆。小学生记忆的主要方式是形象记

忆。要注意运用直观教学，使记忆系统化。④思维。小学生

的思维正处于具体形象思维向抽象逻辑思维的过渡阶段。抽

象思维能力相对较差。⑤情感。小学生的道德感比较模糊，

理智感大多和具体事物相联系。⑥自我意识。小学低年级儿

童独立评价自己的能力相对较差，中年级开始逐步学会把自

己的行为和别人的行为加以比较来评价自己的行为。(3)童年

期儿童的学习特征①低年级儿童难以深刻理解学习的意义②

学习动机是希望得到老师的称赞、父母的夸奖③低年级学生

对学习过程的形式感兴趣，而对学习内容和结果的兴趣相对

较弱④对学习结果的重视程度随年龄的增长而增强6．小学教

育的特殊任务小学教育是基础教育，根本任务就是打好基础

，即要求学好语文、数学，打好读、写、算的基础；全面推

进素质教育，为全面发展奠定基础；使4、学生初步学会运用

自己的手和脑，运用自己的智慧与体力，为培养具有高素质



的公民打下基础，为全民族文化素质的提高打下基础。 重点

难点提示本章的重点是识记相关概念，理解儿童身心发展的

一般规律、影响因素和作用以及小学教育的特殊任务，难点

是运用教育在人的发展中的作用理论分析教育的重要性。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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