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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学前儿童发展》共分概论、生命的开始、成长的孩子、思考的孩子、社会的孩子和发展的孩子
六个部分。
系统地阐述了学前儿童发展领域的基本理论，特别介绍了近年来的新理论、新观点。
在每个部分后附有研究报告、问题与讨论和推荐阅读。
内容涉及政策研究、文化比较以及早期教育模式等。
旨在突出研究的实践指导意义，拓展研究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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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而环境论者则认为经验和养育是婴儿发展的决定因素。
洛克（J.Locke，1632-1704）认为婴儿的心灵生来是一块白板，在后天生活中接受各种各样的影响而成
长。
环境的力量决定着儿童成为什么样的人。
经验主义心理学家威廉·詹姆士（w.James，1842-1910）则主张，婴儿的世界是一种“开放着的、嗡嗡
作响的混乱状态”，而经验帮助婴儿组织和建立心理秩序。
行为主义的创始人华生（J.Watson，1878-1958）坚定地主张环境决定着发展的一切，坚信婴儿心理的
发展可以由成人塑造。
　　随着研究的深入，人们不再把遗传和环境看成静止的、固定不变起作用的因素。
美国心理学家鲍德温（J.M.Baldwin，1861-1934.）的观点被更多的人接受。
他认为儿童本身和环境都不是控制发展的因素，先天和后天因素同样重要，大部分人类的特征是“两
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在发展过程中，儿童的本性特征与其所处的社会环境相互作用，形成了一个密不可分、互相交织在一
起的网络。
我国的儿童心理学家朱智贤（1979）认为遗传为儿童的发展提供可能性，而环境提供了现实性，其中
教育条件起主导作用，但不意味着环境和条件可以机械地决定儿童的发展。
　　萨莫夫（A.Sameroff，1983）和山德勒（M.Chandler，1975）提出的交互作用模式（Intercorrelative
Effect Model），体现了关于天性和养育的争议在近几十年取得的发展。
他们认为，遗传结构和环境经验在个体发展的过程中是相互影响的。
环境因素影响着遗传基因的特性起作用的方式、程度和途径；遗传特性影响着环境动因的起作用的因
素、方式和程度。
遗传与环境之间的相互影响贯穿在婴儿、儿童时期乃至一生。
他们提出的交互转换的观点也在婴儿心理发展研究中被广泛采用。
这种观点认为，在个体发展的任何一点上，任何经验的效应均有赖于具体经历的性质与个体的天赋结
构。
两者的交互作用影响发展的全程。
本书将涉及儿童的基因与遗传特征、气质、身体与认知发展规律等先天条件的作用，同时也会探讨后
天养育中的教育、营养、健康、社会关系、社会经济地位、文化背景等环境影响。
这两方面对正常的发展发育都是必要的，遗传与环境的相互作用构成了个体的发展。
二、连续性与阶段性心理活动同世界上其他事物的发展一样，存在旧和新的变化。
儿童发展是行为技能的积累，还是包含着质的飞跃和阶段性变化？
试想一下，一方面，婴儿对外界刺激的反应与成人一样，只是不能迅速地处理大量的信息。
这表明个体的发展是一个连续的过程，需要逐渐掌握某种技能。
另一方面，婴儿对世界的一些理解只是出现在特定的时间段中，而以后的发展时期，在认识和组织上
会出现不同的特点。
这表明个体的发展需要经过一系列的阶段。
连续的发展好像走上坡跑，不断地提高。
而在阶段论中，发展是不连续的，好像爬楼梯，在每一阶段内的发展相对稳定，而逐级迈进的过程经
历着迅速的转变。
　　如何将发展的过程划分为合理的阶段呢？
儿童在不同阶段上发展的规律通过年龄表现出来。
每一个年龄分期都具有一般的和典型的特征，体现了能力发展的一般趋势和伴随的社会期望。
儿童的发展阶段可以分为学前期和学龄期。
学前期指从个体形成到入学，包括胎儿期（从怀孕到出生）、婴儿期（出生-2岁）和儿童早期（2-6岁
），其中婴儿期还包括新生儿期（出生-1个月）、乳儿期（1个月-1岁）和学步期（1-2岁）；学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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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儿童中期（6-ll岁）和青少年期（1l-18岁）。
我国的研究者认为婴儿期（通常指3岁前）、幼儿期（3-6岁）和学龄期（6-18岁）是个体在教育和环
境影响下成熟的主要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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