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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心理发展的内涵 



发展心理学的研究对象 

个体心理发展 

广义心理的理解： 

1、发生 

  从无到有 

2、发展 

  从简到繁，从低级到高级 

 



二、心理发展的基本性质 

人类的心理由动物心理发展而来，与动物心理有
联系但又有本质的不同。 

人类的心理是人类祖先在劳动过程中、在言语的
参与下逐渐形成和发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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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方向性和顺序性 

 出生→婴儿→幼儿→童年→少年→青春期→成年→老年  

  （阶段 低级→高级）和顺序性（动作→语言） 

      比如儿童：圆方.上下.不是.利己利人 

（2）不平衡性 

    按年龄间，不均衡的速率向前进展     

    第一个发展加速期：婴幼儿期（从出生到幼儿期) 

    第二个发展加速期：少年期(青春期) 

（3）普遍性（共同性）和差异性（特殊性进程、
内容、水平） 

（4）增长和衰退的辩证统一 

  (0-18岁）增长为主→中年（增长=衰退）→老年（主衰退） 

二、心理发展的基本性质 



心理发展的动因 

 一、遗传和环境在心理发展中的作用 
 
单因素论： 

遗传决定论(高尔顿):名人家谱调查 
环境决定论(华生):著名论段 （S－R公式） 

            （斯金钠）：通过“操作”、“强化”任意塑
造人的行为。“正如一个雕刻师塑造一块烂泥一样” 

 

二因素论： 
  遗传、环境相互作用  吴伟士(R. S. Woodworth) 

  没有揭示出遗传和环境之间复杂的本质关系 



心理发展的动因 

   
三、社会学习的行为发展 
   

   观察学习、（周围的人和事，模仿，榜样力量） 

   替代强化。（成功与失败） 

    儿童的模仿、学习是主动的，有选择的 

 

   班杜拉（社会学习理论的 

               新行为主义） 



                                             

              人 

 

 

 

 行为                社会 

班杜拉的三元交互决定论： 
人、行为、社会 

  新行为主义的理论。 

  实质:个人通过观察他人的行为及其强化结果
习得某些行为。 



心理发展的动因 

   
 
四、社会文化因素决定心理发展 
   

   
社会文化历史经验促进了人类心理
的发展。 

 

心理的实质——社会文化历史通过

语言符号的中介而不断内化的结果.  
维果斯基 



心理机能 
低级心理机能——受生物进化规律制约 

 

高级心理机能——受社会历史发展规律制约 

               （社会历史文化知识经验） 

动物适应方式——身体与外界直接接触 

人类适应方式——身体与外界间接接触，    

                中介：工具 

语言、符号 



心理发展——一个人的心理是在环境与教育的影响下，

低级心理机能向高级心理机能的转化过程。 

 

★人类心理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原因： 

  ①人类心理（包括儿童）的发展源于社会—文化历史的
发展，受社会规律所制约； 

 

  ②语言符号使心理活动得到质的改变，儿童掌握了语言才
能真正从低级－－－高级 



教育和教学与心理发展的关系： 
 

1、最近发展区 

    指儿童独立解决问题的实际水平，与在成人指导下或有
能力的同伴合作中解决问题的发展水平之间的差距。 

 

2、教学应当走在发展的前面 

 

3、学习和指导的最佳期限 

   个体的发育成熟为前提 

   以一定的心理技能发展为条件 



五、心理发展是主体和客体相互作用的结果 

皮亚杰的认知发展理论  

  

       内因、外因相互作用的发展观 

主要观点： 

1、主体、客体的相互联系、相互制约 

2、主客体互动关系 

3、主客体受个体主观能动性的调节 
皮亚杰 



认知结构——是一种内在的心理结构，是不同发展水平的儿
童对外界事物作出反应的组织方式。 

 

图式最初来自遗传，是一些先天性的无条件反射，以后在适

应环境的过程中，图式不断丰富起来。（自动思维播种信
念收获行动，播种行动收获习惯，播种习惯收获性格，
播种性格收获命运。）。 
 

图式从低级向高级发展是通过同化和顺应两种形式进行的。 

1、图式（scheme） 

 认知发展本质的心理发展建构学说 

☆ 皮亚杰：智力的本质就是适应，智慧就是适应 



2、途径 

同化（吸收、扩容）-－是主体将环境刺激信息纳
入并整合到已有的图式之中，以加强和丰富原有
的认知结构。  
   例：小孩学舞蹈（老师鼓励？） 

 

顺应（改变，也叫异化）-－是主体已建立的认
知结构不能同化外界新的刺激，就要按新刺激的
要求改变原有认知结构或创造新的认知结构，以
适应环境的需要。即内部图式已发生改变。 

     同化是量变；顺应是质变。  



3、趋向 

平衡（equilibrium）-是主体的发展趋向，主体主
动趋向于与环境平衡； 

  这种平衡是通过同化和顺应两种机能实现的。 

 

  皮亚杰强调主体在认知发展建构过程中的主动性。 

 

 心理起源于动作，动作是心理发展的源泉.  



 

认知结构的发展——涉及图式、同化、顺应和平衡四个概念。  

 认知发展本质的心理发展建构说 

图式 
同化（量变） 

顺应（质变） 

平 衡 



感知动作图式 

主要特征：主要凭借感知和运动之间的关系获得动
作经验，形成一些低级的行为图式。 

主要手段：嘴的吸吮、手的抓取等。 

从反射行为---- 初步问题解决者 
客体永久性，即大约在9―12个月，当某一客体从儿童视野中

消失时，儿童知道该客体并非不存在了。  

这时认知活动处于感知动作思维水平，只限于对当前直接感知
的环境施以动作。 

（1）感知运动阶段（0―2岁）： 

(感知训练和干预的关键期) 

心理发展四阶段： 



（2）前运算阶段（2―6、7岁）： 

表象图式 

主要特征——符号性、直觉性、非逻辑性 

    把上一阶段中获得的感知运动图式内化为表
象系统，具有了符号功能，开始能够运用语言或
符号来代表他们经历的事物，但还不能很好地掌
握概念的概括性和一般性。 

    缺乏逻辑性 



（2）前运算阶段（2―6、7岁）： 

具体表现为： 

（1）泛灵论 无法区别有无生命的事物 

    一棵树和一块石头都跟人类一样，具有同样
的价值与权利。 

（2）自我中心  只从自我的观点看世界 

（三山实验） 

 

http://www.hudong.com/wiki/%E4%BB%B7%E5%80%BC
http://www.hudong.com/wiki/%E6%9D%83%E5%88%A9


（2）前运算阶段（2―6、7岁）： 

具体表现为： 

（3）不能理顺整体和部分的关系 

         妈妈不理我了，妈妈不爱我了 

（4）思维的不可逆性 

    形状、方位变化难以复原 

    只知道A>B，不知道B<A。 

（5）缺乏守恒。  

     （守恒实验） 



（3）具体运算阶段（6、7岁―11、12岁）  

 

运算图式 

靠具体经验支持的逻辑思维水平 

  主要特征：符号性和逻辑性、缺乏抽象性。 

获得了： 

   守恒概念， 

   脱自我中心性， 

   思维具有可逆性， 
 

  可以进行逻辑运算，但仍需要具体事物的支持 



（4）形式运算阶段（11、12岁―14、15岁） 

 

抽象逻辑思维水平 

主要特征：能够提出假设，凭借演绎推理等形
式解决抽象问题，其认知活动达到抽象逻辑思维
水平。   

 

1、思维形式摆脱思维内容 

2、进行假设—演绎推理 



儿童发展四阶段 

阶段 年龄 典型特征 

感知运动 0-2 感知动作思维，客体永久性 

前运算 2-6/7 表象思维，泛灵论＼自我中心
＼思维不可逆＼未掌握守恒 

具体运算 6/7-11/12 具体逻辑思维，可逆＼守恒 

形式运算 11/12-
14/15 

抽象逻辑思维，假设＼演绎＼
推理 

 心理发展阶段说  



儿童早期心理发展的关键期 

主要观点： 

1. 早期发展的优劣，对毕生影响 

2. 早期是独特的发展时期 

3. 早期发展变化既迅速又显著 

4. 早期对环境改善和负面影响较为敏感 

 

      如果错过了敏感期，学习起来较为困难，
发展缓慢 

 



儿童心理学流派 



婴儿生理和动作 

婴儿大脑的可塑性 

  生物因素和早期经验影响 
 

婴儿大脑的可修复性 

  大脑具有一定的补偿能力 

  一侧半球受损后，另一侧可能产生替代性功能 

  5岁前，语言中枢受损伤，另一侧会产生替代。
但超过5岁则很难替代。 



婴儿的动作发展 

婴儿动作发展对心理发展的意义 
 

动作发展是心理发展的源泉 

婴儿动作是心理发展水平的指标 

婴儿动作发展促进了空间认知的发展 

婴儿动作的发展促进了社会交往能力的发展 

 

   没有动作就没有心理 

http://kongfuip.cn/showtopic-207.aspx


婴儿动作发展的规律性 

  婴儿主要动作的发展： 
婴儿手的抓握动作发展  

重点是五指分化、手眼协调。 
手的动作是婴儿认识事物的重要途径。 

独立行走是儿童发展的一个里程碑 
使儿童的躯体移动从被动转为主动 
扩大了认知范围 
增加了主动交往的机会 
为自主性提供了必要的条件  
  

 整体动作 向 分化动作发展 
 具有一定的方向性和顺序性 
  头尾原则   近远原则    大小原则 

 

成
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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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单元  婴儿的学习 

模仿学习 

  出生两三天至二十天就能模仿人的表情  

条件反射学习方式 

  是最基本的学习方式 

  喂奶姿势做出食物性条件反射 

偏好新颖刺激的学习形式 

  同一刺激重复出现，反应变弱；新刺激，又变强。 

  习惯化－－去习惯化 



婴儿的认知发展 

一、婴儿感知觉的发展 

感知觉是个体发展中最早发生，最早成熟的心理过程 

它不是被动的，而是主动的、有选择性的过程 

 

婴儿期是感知觉发展的最重要时期，也是最迅速
的时期。 

更是感知能力发展的干预和训练的 

 最宝贵时期。 



（一）视觉的发展  

视觉集中 ：出生后３周视线开始集中，26厘米    

  处—理想的 视焦点 

视觉追踪 ：追视移动的红环（出生后12～48小时） 

颜色感觉：辨别颜色能力（出生后15天）；辨色 

          力基本趋近成熟（3～4个月） 

对光的察觉：察觉光的闪烁（生后24～96小时） 

视敏度：视觉灵敏程度  (24小时-近1/3成人，7 

            岁最快) 



（二）听觉的发展 

听觉辨别能力：对声音的反应主要有三种表现，  

        即感受抚慰、警觉、痛苦。 

语音感知：尤为偏爱母亲的声音。 

音乐感知：偏爱轻松优美的音乐曲调。 

视听协调能力：定位。 



（三）婴儿空间知觉的发展 

  1、跨感觉通道的知觉：信息整合 

      手眼协调、视听协调 

   

  2、模式知觉: 

    知觉 部分－ →整体（人脸等） 

 

 3、深度知觉: 

   视崖实验（吉布森、沃克）， 

   约6个月开始，2个月也可能开始 



二、婴儿注意和记忆的发展 

婴儿的注意 
  最早表现先天的定向反射（声源） 
  不随意注意到随意注意 
 
婴儿注意的发展趋势特点： 
1、受刺激物外部特征的制约。 
  图形、适合刺激物 

2、受知识经验的支配。 
  易注意与已有经验不匹配的新刺激 

3、注意受言语的调节和支配。 



婴儿言语发展 

婴儿言语发展 

 

按结构和机能分为： 

  语音的发展、语义的发展、语法的发展、语用
的发展 



语音发展 

 

发音的阶段性 

1、简单发音阶段（0~4个月）  

  1个月内偶尔会吐露ei，ou等声音，第2个月
发出m～ma声，第3月出现更多的元音和少量辅音，
比如a，ai，e，ou，m，h等。 

2、连续音节阶段（4~9个月）  

  连续的音节，比如，ba～ba，da～da，na～
na等，大人常误以为这时的ma～ma，pa～pa是宝
宝在叫妈妈爸爸。 



语音发展 

 

3、有意义的语音、学话的萌芽（9~12个月）  

  开始模仿大人发音，开始把词和对应的事物
联系起来，开始对词义产生理解。 

 

婴儿发音的特点： 

1、不同民族国家呈现普遍规律性 

2、真正掌握母语的各种发音，要到第一批词出现
时 

3、3岁左右基本掌握母语的全部发音. 



词汇的发展 

    1~1.5岁第一批词汇 （50－60左右） 

      3岁词汇量达1000 

 

掌握词汇的特点： 

1、从所熟悉的事物开始 

2、词义与成人不尽相同，扩大词义、缩小词义、
部分表达 



句法的发展 

 

1、单词名到多词句 

2、简单句到复合句 

 

     单词句→双词句→电报句（1.5岁）→完整
句（3岁） 

       球——妈妈鞋——他觉觉了——老师教我们做游戏 



婴儿与成人之间的言语交往 

1、前语言交往 

   主要利用手势 

  （1）把“听话人”引向特定的物体和事件 

  （2）要什么东西 

2、言语交往 

   能够把自己关于物体、物体的属性和物体
间关系 按类别组织起来 

3、成人对婴儿 

   重在表达策略和技能 

   内容、技能、技巧、策略  



 

语法的获得 

   1.5~ 2.5岁是婴儿获得母语的基本语法的关
键期 

    3岁掌握母语的基本规律。 

 
影响言语获得的因素： 

1、人脑的结构和机能 是生物性前提 

2、认知发展 是句法发展的基础 

3、儿童与周围人的言语交往 是句法的必要条件 

4、学习和模仿 是句法习得的重要条件 

5、主动探索语法规则，不断假设、检验、修正 



婴儿期的社会性发展 

 一、婴儿的气质 

   是婴儿各自不同的明显而稳定的个性特征。 

 

按活动特性分： 

1.情绪性 情绪反应突出 

2.活动性 乐于运动游戏 

3.冲动性 易冲动、不稳定 

4.社交性 主动接触、交流 



根据：适应性、节律性、情绪状态、趋避性、反应
强度表现。 

容易抚养型：易于适应环境（40%）他们的行为倾向

于有规律性，容易适应。教育策略：防止今后面临复杂冲突
时无法适应 

抚养困难型：难于适应环境（10%）他们在吃、睡和

一般活动中都不规律。他们是情绪型的。教育策略：充满爱
心，耐心引导 

发展迟缓型：适应环境缓慢（15%）他们对新的经验

适应比较缓慢，很少表现强烈的情绪──无论积极还是消极
的情绪。教育策略：顺其自然，因势利导。 

混合类型（35%） 

气质类型 



（一）笑的发展  

  1．自发性微笑（0―5周）：生理性微笑  

  2．无选择的社会性微笑（5周―4个月）：声音、面孔 

 3．有选择的社会性微笑（４个月以后）：熟人、陌生人 

 

（二）哭的发展  

1．生理反射性的哭→应答性的哭→主动操作性的哭。 
     后种哭是主动的，从经验中学到的，是社会性的哭。 

 

2．新生儿有多种不同模式的哭声，啼哭的规律都是相同的。 

3．婴儿啼哭的5种原因：饥饿、瞌睡、身体不佳、心理不适、感
到无聊。 

 

二、情绪的发展 



  依恋是婴儿最初的社会性情结，是 

情感社会化的标志。 

（一）婴儿依恋的发展阶段（鲍尔比）： 
无差别的社会反应阶段 （0 ~ 3个月）：一切人 

有差别的社会反应阶段（3 ~ 6个月）：对母亲及其它人 

特殊情感联结阶段 （6个月 ~ 3岁）：特别对母亲的依恋 

互惠关系形成阶段：把母亲当作伙伴，可以暂时离开 

鲍尔比 

三、社会性依恋 



不安全依恋 

（二）依恋的类型：对母亲的依恋 

安全型：与母亲亲密  

回避型：没有建立亲密感情 

反抗型（矛盾型）：寻求        

           和对抗 

安斯沃斯 

积极地依恋 

http://image.baidu.com/i?ct=503316480&z=0&tn=baiduimagedetail&word=%D3%A4%B6%F9%BF%D6%BE%E5&in=31506&cl=2&cm=1&sc=0&lm=-1&pn=10&rn=1&di=1582817520&ln=2000&fr=&ic=0&s=0


依恋的类型 

 安全型依恋（约占65％－70％） 
母亲在，以妈妈为中心探索，母亲是“安全基地“ 

母亲离开时，婴儿会有明显的不安 

当母亲返回时，婴儿有温暖的回应（跑上前，要拥抱等） 

母亲在场时，对待陌生人很随和大方 

 回避型依恋(约占20％) 
母亲在不在场影响不大，母亲不是“安全基地”；对母亲的情感

联系和依赖较少 

当母亲离开时，婴儿很少表现出抑郁；显得很冷漠 

当母亲返回时，婴儿没有温暖的回应 

这类婴儿对待陌生人很随和大方，但是有时候又很冷漠 

 



依恋的类型 

反抗型依恋（焦虑型依恋） （约占10%） 

与母亲在一起，又无法把母亲作为安全探索的基地 

母亲要离开之前，总显得很警惕，有点大惊小怪。如
果母亲要离开他，他就会表现的极度的反抗。 

母亲回来后，表现矛盾，想亲近母亲，又对母亲的离
去生气，发脾气。从而抵抗母亲的温暖性安慰。 

对陌生人相当戒备 

 

            成人不同的人际关系 

    可追溯婴儿时期与母亲形成的依恋关系 





（三）早期教养对依恋的影响 

1、对日后人格特征的影响 

2、内在工作模式的形成 

   情绪情感、性格、社会性行为、人际交往 

 

（四）衡量婴儿期，母亲教养方式的三个标准： 

1. 反应性：  对儿童发出的信号积极应答 

2. 情绪性：  对孩子笑、说、爱抚 

3. 社会性刺激：互动模仿、亲子游戏、共同活动 

 



四、婴儿自我的发展 

自我意识是个人作为主体的我，对自己 

    以及对自己与他人的关系的认识。 

  把自己作为主体从客体中区别出来，这是
人的个性特征的重要标志之一，也是区别于动
物心理的重要标志之一。 

 

婴儿自我意识的发展是从自然人向社会人转
化的具有关键意义的重要标志。 

 

威廉•詹姆斯 



（一）主体我的发展（5―15个月）  

•8个月之前，主体我认知尚未发生； 

•9―12个月，产生了初步的主体我，能将自己作为活动的主
体来认识； 

•12―15个月，主体我得以明确的发展，这时婴儿已能将自
己与他人分开。 

 

（二）客体我的发展（15―24个月） 

•15―18个月，开始能把自己作为客体来认知，表现为可利
用外表特征来认识自己； 

•18―24个月，具有明确的客体我的认知，这一时期婴儿有

了用语言标定自我的能力，具有了用适当人称代词（如我，
你）称呼自己和他人。  

•  这是个体自我意识发展的第一个飞跃。 



基本原则：超前一步（提前一两个月）进行教育训练。 

发展规律：5个月左右的婴儿喜欢伸手够悬挂的玩具。 

  早教策略：4个月时在婴儿床铺上方悬挂一些玩具，使其
能够得到，锻炼手眼协调能力，培养探索精神。 

 

发展规律：1岁2个月左右的婴儿会走路。 

  早教策略：1岁左右扶其行走。 

 

发展规律：1岁半左右是语言发展快速期。 

  早教策略：1岁2、3个月进行发音、理解和表达训练。 

 

发展规律：2岁左右的婴儿爱听故事。 

  早教策略：1岁半以后多讲故事，要婴儿复述，培养理解、
想象和表达能力。 

早期教育策略 



幼儿期心理的一般特点 

  1、游戏是解决幼儿渴望参加成人社会实践活动与能
力低的矛盾最有效的主导活动方式     

  2、认识活动的具体形象性（主要通过感知，依靠表象
认识事物甚至思维也难以摆脱知觉形象的束缚。如辨别棋
子数受棋子排列形式影响）  

  3、心理活动与行为的无意性（幼儿控制、调节心理活
动和行为的能力很差，很容易受其他事物活动影响而改变
活动方向） 

  4、开始形成最初的个性倾向（兴趣、爱好、行为习惯、
才能及对人对己的态度等独特的倾向。） 

幼儿期的心理发展 （3―6、7岁 ） 



   游戏是幼儿期儿童的主导活动 
 

关于游戏的理论 

精力过剩论：人需要活动倾向,剩余经历活动 

重演论：重演人类历史的发展过程。 

精神分析论：（弗洛伊德）通过游戏主动控制情境，以调节
情绪、释放焦虑、补偿愿望。 

认知论：（皮亚杰）游戏是一种同化过程，儿童的认知水平
反映在游戏活动中，如幼儿前运算阶段的特点反映在象征性
游戏中。 

第一单元  幼儿的游戏  



幼儿游戏的主要特点——象征性游戏 

  象征性地使用替代物进行假装游戏。 

 

（1）主题游戏为主 如：玩老鹰捉小鸡 

（2）要有现实的替代物，替代物与实物形状有某种相似
性。竹竿骑马 

（3）想像建构虚假游戏情境。如：太阳上盖房子 

（4）游戏中富有创造性 

（5）游戏的动机主要在于活动过程，而不重视结果。 
 



三个阶段： 

1．非社会性游戏   婴儿期 

    独自游戏、旁观游戏：一个人 

2．平行游戏：幼儿初期 

    在一起，玩自己的 

3．社会性游戏 

   协同游戏：幼儿中期和末期。 

    没有角色之分。共同玩一个无目标的游戏 

   合作游戏：有组织，有一定目的，彼此协调合作。 

游戏的社会性发展 



记忆容量：3岁3个，6岁6个 
 

记忆发展特点 

1. 无意识记为主 → 有意识记 

2. 形象记忆为主 → 词语记忆 

3. 机械记忆、意义记忆同时发展相互
作用 

 

一、记忆的发展 

幼儿的认知发展 



记忆策略——人们为了有效地记忆而对输入信息采取有助于
记忆的手段和方法。  

记忆策略的发展： 

  →没有策略，5岁以前； 

  →过渡阶段，5―7岁，不能主动运用，但经过诱导可以运
用； 

  →能主动而自觉地采用策略，10岁以后记忆策略稳定发展。 

  

幼儿能运用的记忆策略有： 

  →视觉复述策略，即不断地注视目标刺激，以加强记忆； 

  →复述策略，口头重复 

 →特征定位策略，即“捕捉”突出特征，以便于记忆 



二、幼儿思维的发展 

幼儿期思维的主要特征——
具体形象思维，思维的抽象概括性

得到初步发展。 

 

（一） 具体形象思维的特点 

具体形象性的 

   可塑性 

   动态性 

四岁作品 

五岁作品 

四岁半作品 



1. 由近及远 

2. 由表及里 

3. 由片面到全面 

4. 由浅入深 

 

幼儿，自我中心现象  三山实验 

幼儿，认知有一定的计划性和预见性 

幼儿认知发展的趋向性 



1. 提问类型的变化：是什么→为什么（指向事物的
内部、本质、联系） 

 

2．幼儿概括能力的发展  

  幼儿的概念水平属于形象概括水平， 

    从幼儿末期开始出现本质抽象水平的概括  

（二） 抽象逻辑思维获得初步发展 



三、幼儿想象的发展 

想象是人脑对已有表象进行加工整合而形成新表
象的心理过程 

特点： 

1、无意想象经常出现，有意想象日益丰富 

  小鸡走路，小鸡是我的好朋友 

2、再造想象占主要地位，创造想象开始发展 

  讲故事 

3、通过良好的教育和训练，创造想象显著发展 

                  



三、言语的发展 

幼儿期是儿童言语发展的关键性时期 

（一）词汇的发展 

1．词汇量的增加  

   3岁1000个，6岁3000个，7岁4000个 

  年增加量最大的年龄段是3―4岁，增加率约为
70%  

2．词类的扩展 

   先实词，后虚词 

   名词最多，其次是动词、形容词、数词、量词 



三、言语的发展 

幼儿期是儿童言语发展(词汇)的关键性时期 

（一）词汇的发展 

3、词义的深化  

  由泛化→分化→概括化→精确化 

 

 特点：笼统含糊、非常具体、概括性逐渐增加 

 



 从不完整句到完整句 

  单词句→双词句→电报句→完整句 

简单句→复合句 

 两个主要条件： 

  1、掌握足够的词汇 

  2、逻辑思维的开始发展 

陈述句→多种形式的句子 

无修饰句→修饰句 

  

句法结构的发展 



1．从对话语向独白语发展  

 

2．从情境语向连贯语发展 

 

  幼儿期（3—5岁）是口语发展的关键期， 

 独白语连贯语的发展是儿童口语表达 

能力发展的重要标志。 

口语表达能力的发展 



语用技能： 

1、早期沟通的手势 

2、听的语用技能 

3、说的语用技能 

 

幼儿说的语用技能主要表现为： 

1、对影响有效沟通的情境因素十分敏感 

2、对同伴的反馈易于作出积极反应 

3、能够有效地参与谈话 

语用技能的发展 



自我意识的发展 

 

幼儿自我评价能力的发展 ： 

依从成人的评价→独立评价 

外部评价→内部评价 

简单、笼统→具体 

主观情绪性评价→ 客观评价 

幼儿期的社会性发展 



自我情绪体验的发展   

自尊是最值得重视的幼儿情绪体验 

    自尊是自我价值的评价和体验。 

 

1、随年龄的增长而迅速发展 

2、自尊水平的高低在一定程度上预测以后的情绪发展
和适应性 

 

•高自尊（生活满意、幸福感） 

•中等自尊 

•低自尊（不良情绪、不适应、人际交往差） 



自我情绪体验的发展   

高自尊的父母教养方式： 

1. 温暖、关爱，积极接纳孩子，热心参与孩子的游戏等。 

2. 严格要求、不强制管束。 

3. 民主。 

4. 以身作则，树立榜样。 



第一反抗期（危机期） 

  对周围的事情都想“我自己做”，对父母
的帮助、指示、阻止总要用“不”来反抗。这
就是第一反抗期，大约在幼儿3、4岁时出现。 

  要自己做，喜欢听表扬  

 

 

父母教育要因势利导、循循善诱 

长大感 



幼儿期的心理卫生 

一、组织多种形式的游戏 

二、鼓励孩子的同伴交往 

三、培养良好的生活行为习惯 

四、培养其独立性 



附：理想父母的条件 

1、把孩子的人格健全、道德完善放在首位。 

2、心境年轻，家境轻松自由愉快。永远保持年轻心境，懂得把
童年、童心还给孩子，让孩子轻松自由、愉快成长。 

3、善于发掘。天赋、潜能、特长 

4、身份平等。应该是以大朋友的平等身份来对待孩子，而不是
以长辈的身份来压制孩子和以棍棒的方式教训孩子的父母。 

5、家庭关系和谐，能以身作则、一诺千斤的父母。 

6、永远欣赏孩子，抱有希望。永不对孩子失望，决不吝啬自己
的表扬和鼓励，决不使用侮辱性批评语言的父母。 

7、善于学习，富有教育智慧。具有教育理性和自觉、 

8、努力配合学校、社区、对孩子进行全方位、多层次的教育 



童年期的心理发展 

（6、7岁～11、12岁）小学阶段 

    学习是儿童的主导活动 

 
学生学习的一般特点 

（1）以学习间接经验为主 

（2）必须在教师的指导下进行 

（3）具有一定程度的被动性和强制性 

童年期的学习 



      学习是儿童的主导活动 
 

逐渐转向以掌握间接经验为主 

  低年级：通过直接抽象的方式学习物理经验 

  高年级：已能运用抽象逻辑、多重抽象来获得数理经
验 

“学会学习 ” 

   学习态度、学习方法、学习习惯 

      学习策略、记忆策略 

学习促进儿童的心理积极发展 

 

    童年期的学习     



一、记忆的发展 

1. 记忆容量 

    记忆广度已经与成人水平接近 7±2 个信息单位 

2.记忆的主要特点 

有意识记>无意识记（小学阶段， 四年级有意识记
开始超过无意识记） 

意义记忆>机械记忆（逐渐）（7岁，意义识记为28%；
10岁，44%；12岁，45%；15岁，83%） 

抽象记忆>形象记忆（增长速度） （五年级后超越
明显） 

童年期的认知发展     



3 记忆策略的发展特点 

复诵（主动背诵） 

  5岁10%，7岁60%，10岁85%， 

组织 

  归类：简单联想归类→功能关系归类→  按概念进
行分类     

   低年级不能用，高年级自发用 

   言语命名策略实验：6－8岁记忆策略最佳段 

系统化（条理化）：3年级开始，提高 

巧妙加工：无意义的→有意义 



二、思维的发展 

1  小学儿童思维发展的基本特点 

质变（形象思维→形象逻辑思维） 

    具体运算阶段 

    不能摆脱形象性的逻辑思维 

是形象思维向抽象逻辑思维过渡的转折期 

转折年龄为9－10岁（小四） 

基本特征 



概括能力的发展  

直观形象水平 7-8岁  低年级 

形象抽象水平8-10岁  中年级 

初步本质抽象水平   高年级 

2 思维形式的发展特点 



推理能力的发展  

演绎推理能力的发展 

  三个水平： 

  1、运用概念 对直接感知的事实演绎推理 

  2、通过言语表述的事实演绎推理 

  3、自觉地运用演绎推理  

归纳推理能力的发展   个别到一般 

类比推理能力的发展  上两种的结合 

2 思维形式的发展特点 



3 新的思维结构形成 

掌握守恒（把握本质不变性）达到数概念和长
度守恒在6-8岁、液体守恒和物质守恒在7-9、
面积守恒和重量守恒在8/9-10岁、容积守恒在
11-12岁 

思维具有可逆性：反演可逆性认识到改变形状、
方位还可以变回来；互反可逆性两个运算互为
逆逆运算，A=B 反运算B=A； 

两维互补：补偿关系的认知  从两个维度的补
偿关系上认识事物的不变性 



幼儿的“三山实验” 

 

1、4－7岁，具有自我中心现象，但不是认知的
主要成份 

2、9岁后，正确认知结果占主导地位，基本摆脱
自我中心 

3、8岁处于脱自我中心的转折期 

4 自我中心表现和脱自我中心化 



1、自我评价包括多个方面 

  身体外表、行为、成绩、运动能力、社会接纳等 

2、社会支持因素对自我评价起着重要作用 

3、对自我价值的评价与情感密切联系 

4、自我评价与学业经验、同伴交往、自信
心等密切关系 

一、自我意识的发展 

（一）自我评价能力的特点 

童年期的社会性发展      



独立性日益增长  自己上学 

批判性有一定程度的提高 

      评价他人 > 评价自己； 一分为二 

内容逐渐扩大和深化 

  身体自我→活动自我→社会自我→心理自我 

稳定性逐步提高 

    具体→抽象；外→内 

童年期自我评价的特点： 



1、认知和策略 

2、榜样的作用 

3、家庭教育对儿童自我控制能力的影响 

（二）影响儿童自我控制能力的因素 



（一）道德情感的发展 

  婴儿期：移情、共鸣 

  幼儿期：内疚、羞愧感 

  童年期：日益丰富 

 

（二）道德认知的发展 

  前道德阶段 

  他律道德阶段 

  自律道德阶段 

二、道德发展 



记者：您在哪些大学，哪个实验室学到了您认为
最重要的东西？ 

 

诺贝尔奖得主：是在幼儿时期。 

！！！！ 

    把自己东西的一半分给小伙伴，不是自己的
东西不要拿，东西摆放整齐，做错了事要表示歉
意，午饭后要休息，仔细观察周围的大自然。 

 

二、道德发展 



（三）道德行为的发展 

 1、亲社会行为 

   利他行为，表现为分享、合作、帮助、救助 

2、攻击行为 

   侵犯行为，表现为身体侵犯、言语的攻击、
对他人权利的侵犯 

 

  攻击行为的基本要素是伤害意图 

  欺负：是一种特殊形式的攻击行为。 

二、道德发展 



欺负及其特征 

 欺负——力量较强的一方有意地对另一方施加身体的或心理
的伤害行为。 

欺负有三个基本特征： 

（1）未受激惹性 

（2）力量的不均衡性 

（3）重复发生性 

欺负的三种类型： 

① 身体欺负 

② 言语欺负 

③ 间接欺负 

欺负特点：1、欺负发生率随年级升高而下降趋势 

    2、言语欺负多，身体欺负其次，间接欺负少 

  3、男生身体欺负多，女生言语和间接欺负多  

 4、欺负行为可预测将来的适应不良     ＊ 



（一）同伴交往的重要意义 

1、集体归宿感的心理需求 

2、促进社会认知和社会交往技能的发展 

3、有利于儿童自我概念的发展 

4、增进良好个性品质和社会责任感 

三、同伴关系的发展 



（一）同伴交往中儿童的人气特点  

受欢迎的儿童  

  学习好、主见、独立、热情、乐于助人、
善于交往和合作 

不受欢迎的儿童  

  攻击性、不友好、不合作、恶作剧 

受忽视的儿童  

  退缩、安静、依赖、顺从、被同伴忽视 

  影响儿童在同伴中是否受欢迎的基本因
素是儿童本人的社会交往能力 

三、同伴关系的发展 



（一）儿童对友谊认识的发展 

短期游戏伙伴关系：（3―5岁） 

   一起玩就是朋友  

单向帮助关系：（6―9岁） 

   对自己有帮助就是朋友  

双向帮助关系：（9―12岁） 

   能同享乐、不能共患难  

亲密而又相对持久的共享关系：（12岁以后） 

   信任、忠诚、分享、帮助 

四、友谊的发展 



（二）影响儿童选择朋友的因素  

相互接近  

   如坐位接近、邻近、家长是朋友 

行为、品质、学习成绩和兴趣相近 

   学习和行为有趋同性  

人格尊重并相互敬慕  

   注重学习、行为、品质 

人际交往中的协同关系 

   选择协同合作好、关系协调者 

四、友谊的发展 



儿童入学后 

（一）直接交往时间明显减少。 

（二）父母教养关注重点的转移。 

  父母在儿童教养方面所处理的日常问题的类型也发
生了变化。 

（三）父母对儿童的控制力量也在变化。     

   三阶段模式： 

父母控制（6岁以前）。 

共同控制（6―12岁）。 

儿童控制（12岁以上）。 

 

五、亲子关系的发展 



一、学会学习 

学习态度 

学习习惯 

学习方法  

童年期的心理卫生 

二、培养良好的品行 
日常学习和生活习惯 

低年级学生要侧重常规训练。 
  中年级学生要侧重热爱集体、热爱学
习和遵守纪律的教育。 

  高年级学生要侧重社会公德，意志品
质和爱国常识的教育，培养文明待人的习惯。 

习惯的形成方式主要采取依
靠简单的重复和有意识的练习。多
表扬，少批评。 



儿童的心理发展 
连通人的一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