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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学概论笔记讲义2.2 第二节教育与个体发展 教育能否对社

会发生作用，归根结底，是看教育能否促进个体的身心发展

，培养社会所需要的人才，从而促进社会的发展。 教育能促

进个体的发展，同时教育也为人的身心发展的客观规律所制

约。 一、教育对个体发展的作用 教育作为有目的、有计划地

影响人的一种活动，较之其他环境因素对个体发展的影响，

更能起到主导作用。如康德所说“人只有通过教育才能成为

一个人。人是教育的产物。” 教育对个体发展的作用主要表

现为：（1）教育对个体发展作出社会性规范；（2）教育为

个体发展提供知识和能力基础；（3）教育开发个体的特殊才

能和发展个性。 个体的发展包括许多层面，社会发展是其中

十分重要的部分。个体的社会发展，主要是指个体社会化的

过程（即个体凭借其生理特点，在社会实践中通过学习而获

得符合特定社会要求的知识、技能、习惯、价值观、态度、

理想和行为模式，成为具有独特人格的社会成员并担负改造

社会的职责的过程）。 教育影响个体社会化的最大特点在于

它的目的性，因此，教育的影响具有较为明确的方向性。 在

一定意义上，学校教育是对社会文化环境的“纯化”。 教育

较之其他的环境因素更能提高系统化的各方面的基础知识，

从而为个人的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 教育可以根据个人及社

会的需要，通过一定的设计，培养和提高个体的某些技能，

加速人的一般发展进程。 在教育活动中，每个受教育个体在



人格、认知、性格等方面都具有差异性，经过教师的因材施

教，个体的特殊才能才有可能得到发挥，个性才可能得到张

扬。 二、教育要适应个体发展的特点与规律 教育制约着青少

年儿童发展的方向和进程，教育是发展不可缺少的外部条件

。 教育要真正发挥作用，必须考虑青少年儿童发展的内部矛

盾，要从他们身心发展的状态和水平出发，遵循发展的客观

规律。 个体身心发展的一般规律有：（1）身心发展具有一

定的顺序性和阶段性；（2）发展速度的不均衡性；（3）身

心发展具有稳定性和可变性；（4）身心发展具有个别差异性

。 儿童总是由具体思维发展到抽象思维；从机械记忆发展到

意义记忆；先有喜、惧等一般感情，后有智感、道德感等。

（身心发展的顺序性） 身心发展具有阶段性，每个发展阶段

经历着一定的时间，在这段时间内，发展主要表现为量变，

当发展由量变成为质变时，便推进到一个新阶段。 青年儿童

发展的顺序性和阶段性决定了教育和教学工作的顺序性、阶

段性。 身心发展速度的不均衡性表现为：（1）不同的年龄

阶段中，个体同一方面的发展有不同的发展速率；（2）个体

的不同系统在发展速度、发展起讫时间和到达成熟时期上的

进程不同（如有的方面在较早的年龄阶段即已达到较高的水

平，有的则要到较晚的年龄才能达到较为成熟的程度）。 教

育工作应注意个体身心发展的稳定性，要掌握每一阶段中比

较稳定的共同特征，不能任意地规定教育教学的内容与方法

。 教育工作要重视个体身心发展的可变性，充分利用发展的

可能性，促进青少年儿童有较快的发展。 青少年儿童身心发

展的个别差异是由遗传、环境和教育诸方面的因素造成的，

表现为：（1）不同儿童的同一方面的发展，在速度和水平方



面可能各不相同；（2）不同方面发展的相互关系上；（3）

不同儿童具有不同的个性心理倾向。 不同年龄阶段教育的个

体发展任务 1．幼儿期与学前教育 幼儿期是一个人的启蒙时

期，被公认为进行早期教育的最佳时期，此阶段中，有许多

对人生具有重要意义的最佳发展期：3岁前的语言；4岁开始

的图像知觉；5岁的数数与简单计算，以及生活、行为习惯与

节奏的初步养成等。 认知方面，幼儿最大的变化在于口语的

发展，2-3岁是语言学习的最佳时期。 幼儿的思维尚具有不可

逆性、静态性、不合逻辑等特征。 学前教育的独特任务是：

（1）帮助幼儿掌握语言工具和日常生活使用的各种器具；

（2）形成与他人合作或理解、服从外在规则及成人要求的两

种交往模式；（3）初步形成积极要求自己和相信自己学习能

力的态度等。 2．童年期与小学教育 是一个人一生发展的基

础时期，也是生长发育最旺盛、变化最快、可塑性最强、接

受教育最佳的时期。 小学生由口头语言逐步过渡到书面语言

。 思维开始从以具体形象思维为主要形式过渡到以抽象逻辑

思维为主要形式。 自我意义进一步发展，对自己有一定的评

价。 对道德概念的认识已过渡到比较抽象、本质的认识，并

开始从动机与效果的统一来评价道德行为。 小学教育阶段的

任务是：（1）在入学教育时，让儿童认识到自己的社会角色

发生了重要变化；（2）为未来作基础性的构建，培养学习兴

趣和良好的生活与学习习惯；（3）获得基础性、工具性的知

识与能力；（4）发展初步的抽象和逻辑思维能力，形成对己

、对人、对集体的积极态度；（5）培养对未知世界和新鲜事

物进行探究的欲望等。 3．少年期、青年初期与中学教育 少

年期学生半成熟、半幼稚。 抽象逻辑思维占主导地位，并出



现了反省思维。 思维的独立性和批判性有所发展，但仍带片

面性和主观性。 成人感产生，独立性强烈，社会高级情感迅

速发展。 道德行为更自觉，能通过具体的事实概括出一般伦

理性原则，并以此来指导自己的行为。 青年初期是个体在生

理、心理和社会性上向成人接近的阶段。 抽象逻辑思维已从

经验型转向理论型，开始出现辨证思维。 形成了理智的自我

意识，但自我肯定与自我否定常发生冲突。 意志的坚强性和

行动的自觉性有了较大的发展，但有时也会出现与生活相脱

节的幻想。 初中教育阶段的任务：（1）加强青春期教育；

（2）培养学生正确的判断和选择能力；（3）提供更多的选

择可能和自由探究的空间；（4）教会学生学会择友与交往，

学会自我防卫和保护自己。 高中教育阶段的任务：（1）加

强理想教育，培养学生用于承担责任、积极开拓、为创造更

美好的未来而努力奋斗的精神；（2）注意促进学生社会性的

发展，组织学生进行社会实践；（3）全面设计学校生活，让

学生身心在多方面得到发展。相关链接：上海教师资格证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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