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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学生的心理发展 





               第二章 学生的心理发展 

• 乌申斯基（К.Л.Ушинский
）曾说过，我们不要告诉教师应该怎
么做，但要对他们说，请研究学生的
心理发展规律，并在遵循规律及其使
用条件的同时积极加以实践。  



  第一节  心理发展概述 

• 一、发展与心理发展：     

• 个体发展是个体从生命开始到生命结

束的连续的系统性的变化，包括生物、

认知、社会情感的变化。儿童青少年

发展包括生理成长与心理发展。 



第一节  心理发展概述 

• 生理方面的发展包括大脑的发育、身高

和体重的增强、生理机能的改变等。 

• 心理发展包括认知与语言的发展、人格

社会性发展等。 

• 认知发展是指儿童青少年的注意、观察、

记忆、想象、思维与学习等方面的成长

与进步。 



第一节  心理发展概述 

二、心理发展的一般规律 

• 阶段性和连续性 

• 方向性和顺序性 

• 不平衡性 

• 普遍性与差异性 

• 各个阶段发展的制约性（如语言与思维） 

• 逐渐分化（如动作）和同一性 

 



• 三、影响心理发展的因素 

• （一）遗传、生理成熟对于心理发展的影响 

• 遗传与生理成熟是发展生物学前提和基础。遗传基因

为儿童身心发展提供一个基本的序列图谱。在遗传素

质的基础上，儿童的心理发展才有了可能，遗传确定

了发展上的基本时间进程。  

                     第一节  心理发展概述 



第一节  心理发展概述 

• 心理发展的物质基础是人的大脑，

人类大脑有1000至2000亿个神经元

（神经细胞），它们之间构成了复

杂的联系——突触联系，制约着儿童

青少年心理发展的水平和方向。在

儿童青少年发展的历程中，大脑的

发育成熟是制约发展的重要前提。  



第一节  心理发展概述 

• （二）环境与教育对于心理发展

的影响 

• 遗传与成熟是发展的前提与基础，环境与教

育是发展的决定性因素。遗传具有稳定性，

发展的可塑性和发展的空间是由环境与教育

提供的，发展的水平与内容完全是环境与教

育作用的结果。  



第一节  心理发展概述 
 

• （三）影响心理发展各因素的辩证关系 

• 影响儿童身心发展的因素，从静态分析的角度而言，可以分为

两大类即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前者包括遗传素质、机能、已

有的知识经验和身心发展水平、主观能动性；后者包括自然环

境、社会环境。从动态综合的角度而言，主体自身的活动是影

响并直接实现身心发展的综合性、根本性因素，或者说，活动

是影响人身心发展的“现实性因素”。内外因的矛盾构成了心

理发展的动力。 



第一节  心理发展概述 

• 遗传与环境因素对心理发展的作用并不是孤立

的，而是相互依存、相互渗透的。 



• 四、理解心理发展对于教师的重要意义 

 

 

• 教育教学要依据儿童青少年身心发展的顺序性，由浅入深，由易到

难，由低级到高级的顺序进行。要“循序渐进”不要“拔苗助长” 



第一节  心理发展概述 
• 教育教学既要看到儿童青少年身心发展的稳定

性，把它作为施教的出发点和依据；同时又要

看到可变性，尽量创造良好的社会和教育条件，

充分挖掘潜力，使之更快更好地发展。依据身

心发展具有个别差异性，因材施教。 

 



 



第二节  皮亚杰的认知发展理论 

皮亚杰(Piaget.J)是瑞士著名心

理学家和哲学家，于20世纪60年

代创立了“发生认识论”。 



主要观点： 

发展的实质是个体与环境不断互相作用的过程。 

心理发展涉及图式、同化、顺应和平衡四个概念。 

四个阶段：感知运算阶段 

                前运算阶段 

                具体运算阶段 

                形式运算阶段 



主要观点： 

发展的实质是个体与环境不断互相作用的过程。 

心理发展涉及图式、同化、顺应和平衡四个概念。 

四个阶段：感知运算阶段 

                前运算阶段 

                具体运算阶段 

                形式运算阶段 



一、认知发展的动力与过程 

• 认知发展是一个在已有心理结构即图式的基础上，通过同化、顺应和平衡，

不断反复，逐渐发展的过程。因此，要理解皮亚杰认知发展理论就需要理解

他提出的图式、同化、顺应和平衡的概念。  

• 图式(schema)：表示一种认知结构或者心理结构，是指支配儿童行动的心理

模式，是人脑中已有的知识经验的网络 。 



• 2．同化(assimilation) 

• 皮亚杰认为智慧的本质是适应（adaptation），而适应的是通过同

化（assimilation）与顺应（accommodation）来调整图式以对环境

做出反应。 

• 同化就是把新感知的材料或经验纳入到已有图式中从而理解新事

物的过程。  



• 3.顺应(accommodation)：改变已有图式来理解新经验的过程。  

• 4.平衡(equilibration)：同化与顺应之间的不断协调。当个体的经验不

能与预期相匹配时，它就会出现。 

• 认知发展的过程就是已有的图式-同化-不平衡-顺应-平衡-… 

• 认知不平衡（cognitive disequilibrium） 



第二节  皮亚杰的认知发展理论 

• 皮亚杰认为，图式虽然最初来自先天遗传，但一经和外界接触，

在适应环境的过程中，图式就不断变化、丰富和发展起来，永远

不会停留在一个水平上。他用图式、同化、顺应、平衡四个基本

概念阐述个体认知结构的活动过程，形成他具有自己特色的建构

理论。 

• 主体与客体的相互作用的活动是认知结构产生的源泉，让儿童获

得充分活动的活动机会，对他们的认知发展是极为必要的，不可

缺少的条件。 



（一）四个概念 
       图式、同化、顺应、平衡 

       1、图式：有结构有组织的动作或者知识 

       2、同化：将外界刺激纳入已有图式的过程。 

       3、顺应：改变已有图式以适应外来刺激。 

       4、平衡：个体在变化环境中保持稳定的内部状态。 

       ※平衡是通过同化和顺应实现。 



（二）认知发展阶段 

1、感知运动阶段 （0-2岁） 



客体永久性 



（二）认知发展阶段 

2、前运算阶段 （2-7岁） 

（1）泛灵论 

（2）自我中心主义——集体的独白 

（3）思维具有不可逆性 

（4）思维存在集中化，未获得物体守恒的概念 





（二）认知发展阶段 

3、具体运算阶段 （7-11岁） 

（1）具备守恒观念 

（2）获得思维可逆性 

（3）能理解原则和规则，但在实际生活中只能刻板地

遵守规则，不敢改变 

（4）去集中化 



（二）认知发展阶段 

4、形式运算阶段 （11岁以上） 

（1）推理能力得到提高 

（2）采用逻辑推理、归纳或演绎的方式来解决问题

（命题运算） 

（3）能理解符号的意义、隐喻和直喻，能做一定的概

括 



阶段 年龄 特征 

感知运算 0-2 
（1）低级的行为图式 
（2）获得客体永恒性（9-12月左右） 

前运算 2-7 

（1）泛灵论 
（2）自我中心主义 
（3）思维具有不可逆性 
（4）未获得物体守恒的概念 

具体运算 7-11 

（1）具备守恒观念 
（2）获得思维可逆性 
（3）能理解原则和规则，但在实际生活中只能刻板地
遵守规则，不敢改变 
（4）去集中化 

形式运算 11-成人 

（1）推理能力得到提高 
（2）采用逻辑推理、归纳或演绎的方式来解决问题
（命题运算） 
（3）能理解符号的意义、隐喻和直喻，能做一定的概
括 



练习 

1、皮亚杰认为2-7岁的儿童处于（     ）。 

A 感知运算阶段 

B 前运算阶段 

C 具体运算阶段 

D 形式运算阶段 



练习 

2、知道大明是小明的哥哥，就知道小明是大明的弟

弟，这是（     ）认知阶段思维的特点？ 

A 感知运动阶段 

B 前运算阶段 

C 具体运算阶段 

D 形式运算阶段 



• 三、皮亚杰认知发展理论的评价 

• 贡献：皮亚杰的认知发展理论把儿童理解为一个充满好奇的、积极主动

的探索者，认为发展是有阶段、有顺序的，他通过观察和实验发现了儿

童认知发展许多重要方面，揭示了儿童每一阶段的一些显著的特征，许

多方面无疑是正确的。 



• 局限： 

• （1）社会文化对儿童认知的发展重视不够 

• （2）皮亚杰可能低估了他所认为的前运算阶段与具体运算阶段儿

童的思维能力，而高估了形式运算阶段青少年的思维能力。--（低

估了儿童，高估了青少年） 

• （2）皮亚杰提出形式运算出现于青春期早期，但近来研究表明具

体运算阶段的儿童能够进行抽象推理，尽管是不完善的。皮亚杰提

出认知发展有四个阶段，但也可能认知发展还存在第五阶段。 



• 启示： 
• （1）不仅关注儿童思维发展的结构，还应该关注思维的

过程； 

• （2）认识儿童的自主性，积极参与在学习中的作用（活
动教学）； 

• （3）不强调对儿童进行成人化的教育； 

• （4）承认发展进程的个体差异。 



第三节 艾尔金德、维果斯基的认知
发展观点  

• 一、艾尔金德的青春期社会认知发展观点 

• 艾尔金德（Elkind, 1967, 1981）提出青春期思维模式带有青春期自我中心主义

的倾向，即假设世界中所有的人都按照自己（青少年自己）所看到的来观察

世界。这种青春期自我中心主义有两个独特而有趣的表现：一是个人神话

（personal fable），另一是假想观众(imaginary audience)。 



第三节 艾尔金德、维果斯基的认知
发展观点  

 

• 个人神话（personal fable）：个人神话是指青少年会通过想象描绘出一个有关

自己命运与个人形象的故事，这些故事预示着个人形象就像是大英雄或反抗恶

势力的大领袖等。作为故事的核心，青少年所扮演的角色是以前从未有过的，

故事情节如此独特，以至于没有人能够理解它。青少年往往认为自己是无敌的。

（如吸烟与健康） 

 



第三节 艾尔金德、维果斯基的认知
发展观点  

• 假想观众(imaginary audience)：青春期自我中心主义青少年认为他认为非常

重要的问题，其他人都会和他一样关注这样的问题。因此青少年非常关注自

己，认为别人也同样关注他自己。当青少年因身体的细微变化表现出不断地

观察自己时，他同样感到他们也被周围的人仔细观察，别人都像观众，一直

在看着他。很显然这只是假象观众。 



第三节 艾尔金德、维果斯基的认知
发展观点  

 
• 二、维果斯基认知发展观

点 

• 维果斯基：前苏联心理学家维果斯基

（Vygotsky,1896-1934），社会文化历史学派的

创始人。他主要研究儿童心理和教育心理，着重

探讨思维与言语、教学与发展的关系。提出了心

理发展的社会文化观点。 

• 20-38岁研究心理学，以哲学为基本研究方法，认为人

的心理发展具有社会性。 



第三节 艾尔金德、维果斯基的认知
发展观点  

•  强调人类社会文化对人的心理发展的重要作用，以

及社会交互作用对认知发展的作用。 

•  维果斯基创立的“文化——历史”发展理论用

以解释人类心理本质上与动物不同的那些高级

的心理机能。（文化、教育与环境） 

 



第三节 艾尔金德、维果斯基的认知
发展观点  

 
• （一）维果斯基的认知发展的社会文化观点 

• 1．心理活动工具——语言符号 

• 心理活动工具即思维工具——语言符号。 

• 语言符号的使用能够使得传递社会文化知识经验成为可能，

这就使人类的心理发展规律不再受生物进化规律所制约，

而受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所制约。 



第三节 艾尔金德、维果斯基的认知
发展观点  

 • 2.两种心理机能 

• 维果斯基认为个体心理的发展是一个人的心理（从出生到成年）是

在环境与教育影响下，在低级心理机能的基础上，逐渐向高级的心

理机能转化的过程。心理机能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标志有四个方面

（1）心理活动的随意性（目的性，受意识的支配） 

• （2）心理活动的抽象-概括性 



第三节 艾尔金德、维果斯基的认知
发展观点  

 

• （3）各种心理机能之间的关系不断地变化、组合，形

成间接的、以符号或词为中介的心理结构 

• （4）心理活动的个性化（上升到人格、个性）。 

 



第三节 艾尔金德、维果斯基的认知
发展观点 



第三节 艾尔金德、维果斯基的认知
发展观点  

 
• 3.高级心理机能是不断内化的结果 

• 维果斯基认为从个体发展来看，儿童在与成人交往过程中通过掌握

高级的心理机能工具-语言符号这一中介（mediation）环节，使其在

低级的心理机能基础上形成了各种新质的心理机能，高级心理机能

是不断内化的结果。  



第三节 艾尔金德、维果斯基的认知
发展观点  

 
• 4．最近发展区 

• “最近发展区域”(the zone of proximal)是维

果斯基用来解释儿童怎样学习的关键概念之

一。维果斯基认为儿童常处于能独立解决问题的

认知水平，这一水平就是实际发展区域。与之相

比较，他认为有些时候，儿童在帮助下可以解决问

题，达到一个较高的水平，他称之为最近发展区

域。  



第三节 艾尔金德、维果斯基的认知
发展观点  

 



第三节 艾尔金德、维果斯基的认知
发展观点  

• 5.自言自语（private speech） 

• 维果斯基认为自言自语是一种学习的机制，它有助于将共

享的知识变成个人的知识，即当遇到有困难的任务时，会

看到幼儿不断对自己说话，他们在重述以前提供给他们的

建议。后来，尽管个人言语变成无声的了，但它仍很重要。  



第三节 艾尔金德、维果斯基的认知
发展观点  

• 6.支架(scaffolding ) 

• 维果斯基同样认为，在学习过程中支架起了重要作用。

支架是指在学习过程中，给予儿童的帮助。与儿童发展

相适应的认知、社会情绪和行为的支架可以明显促进其

后来的认知发展（开发最近发展区）。 



• （二）维果斯基理论对教学

的启示： 

• 1.儿童通过将外部的对话加以内化来学习。 

• 2.儿童并不总是以最高能力水平进行反应的。  

• 3.语言和思维密切而复杂地联系在一起。  

 

第三节 艾尔金德、维果斯基的认知发展观
点  



第三节 艾尔金德、维果斯基的认知
发展观点  

• （三）维果斯基理论的延伸及教
学应用 

• 1.教学支架的概念； 

• 2.交互式教学模式； 

• 3.同伴合作模式； 

• 4.通过学徒制进行社会指导（新手到专家）。 



1.最近发展区的延伸与支架
(scaffolding )式教学 

       “支到时, 就会被收走。 

       维果斯基同样认为，在学习过程中支

架起了重要作用。与儿童发展相适应的认

知、社会情绪和行为的支架可以明显促进

其后来的认知发展。 

http://image.baidu.com/i?ct=503316480&z=0&tn=baiduimagedetail&word=%BD%C5%CA%D6%BC%DC&in=10272&cl=2&cm=1&sc=0&lm=-1&pn=116&rn=1&di=1119213132&ln=2000


    布鲁纳根据维果斯基的“最近发展区”概念，要求

教师在儿童学习过程中提供的支持也应具备这种动态

变化的特征，发挥这种暂时凭借的作用, 由此正式提

出了“支架式教学”。 

        支架教学：即指在教学中根据学生的需要为他们提

供帮助，并在他们能力增长时撤去帮助。 

1.最近发展区的延伸与支架(scaffolding ) 

式教学 



支架教学——学生在最近
发展区内学习有挑战的内

容 
教学支架的基本功能 

    提供支持 

    具有工具的性能 

    扩展学习者能达到的范围 

    使学生完成本不可能的任务 

    只有在需要的时候才选择使用 



3.维果斯基理论的延伸 
——合作学习 

          合作学习：是以学生为主体，以小组为

主要形式，为实现学习目标共同学习，组员

之间相互促进、相互提高的一种教学策略。

学生在小组中互相学习，在建立信任、团结

和集体感的同时掌握所学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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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维果斯基理论的应用 
——认知学徒 

        认知学徒：一位经验较少的学习者在一位专家的

指导性获得知识和技能的关系。（知识的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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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节  人格与社会性发展 

• 一、埃里克森的人格发

展理论（心理社会发展

理论）  

• 埃里克森(Eric Erikson 1902～1979)生于德国梅

茵河畔的法兰克福，父亲为丹麦籍。 

• 新精神分析学派的代表人物，重视社会

文化对于人格形成与发展的影响。  



第四节  人格与社会性发展 
• （一）埃里克森人格发展理论的基本观点 

• 埃里克森认为心理社会性发展经过一系列的发展阶段，每一阶段都

有发展上特定的目标、任务与要解决的主要问题。在每一个发展阶

段中，都有一个需要解决的心理社会性危机（psychosocial crisis）。

每一发展危机的解决对于后继人格发展都具有重要影响。 



第四节  人格与社会性发展 
• （一）埃里克森人格发展理论的基本观点 

   1.人格的发展受社会文化背景的影响和制约。 

    2.个体的发展贯穿人生过程的全程，在这个过程中存在着阶

段性。（8个阶段） 

    3.各个阶段都有特定的目标、任务和冲突，后一阶段发展任

务的完成依赖于早期任务、冲突的解决。 

    4.个体在不同的发展阶段，都面临着发展危机。 

 











第四节  人格与社会性发展 

• 对教育的意义 

 

• （1）帮助小学生度过勤奋与自卑的危机，让小学生建立积极的

自我概念，形成勤奋与信任感（认为自己有能力有价值的个体，

学生尽自己的最大努力维护自己的尊严和信心，而老师千方百计

的将学生的小缺点与自尊暴漏在阳光下）。 

• （2）帮助中学生获得自我同一性。 



第四节  人格与社会性发展 

• 二、自我同一性 

• （一）自我同一性发展 

• 自我同一性（self-identity），即对我是谁、我存在的意

义是什么、我要完成什么样的使命的认定。 

• 玛西亚（J.Marcia）的自我同一性地位理论（四种观点） 

 







第四节  人格与社会性发展 

• 三、社会性发展 

• 社会性发展描述了与他人交往、互动方面能力的提高，主要体现在社会观

点采择、同伴交往与社会问题解决等方面。 

• 社会认知：对他人思想、情感、行为方式的认识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