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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编

总　　论



第一章

导　　论

儿童发展心理学是一门什么性质的学科？它研究哪些内容，有哪些基本的理论？它经历了哪些历史变

化？有哪些具体的研究方法？这些都是本章主要讨论的问题。

第一节　概　　述

一、儿童发展心理学与发展心理学的关系

发展心理学，从狭义上说，就是指人类个体发展心理学。它研究个体从受精卵形成到死亡的整个生命过

程中心理和行为的发生与发展的规律，以及人生各个阶段的心理年龄特征。从广义上说，发展心理学包

括动物心理学或比较心理学——比较动物演进过程中不同阶段的代表性心理，研究动物种系心理发展的
图景与规律；比较处于人类不同历史时期的各民族的心理，研究人类种系心理发展的历史轮廓和规律，

以及研究人类个体一生心理发展规律的个体发展心理学。

从逻辑上讲，发展心理学应全面地研究人生的各个阶段，但很长时间以来，人们把主要精力集中于研究

婴儿、儿童与青年。“发展心理学”一词就往往同“儿童心理学”、“青年心理学”、“发生心理学”等词交互使
用。所以，至今仍有不少发展心理学实际上仅是以儿童为研究对象的发展心理学。

发展心理学最初的研究兴趣仅限于学校儿童，后来才往前推移到学前儿童，再扩展到新生儿与胎儿。第

一次世界大战后，发展心理学家开始研究青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只对成年早期作了很有限的一些

研究。所以，1933年，迈尔斯（Miles）曾提醒人们，对成年早期、中年期和老年期的发展了解太贫乏
了。

而今，随着社会的进步，老年人口比例迅速增长，老年人的个人和社会问题也越来越引起人们重视，于

是在发展心理学中又分化出一个特殊的分支——老年心理学。最近又有学者强调中年期的研究，因为人
们在中年期若能很好地适应生理、心理上的变化，老年期的适应问题就会大大减少。

总之，现在的发展心理学已逐步分化出各个以专门年龄阶段为研究对象的分支学科。它主要包括婴儿心

理学、幼儿心理学、儿童心理学、青年心理学、成年心理学、中年心理学和老年心理学。

儿童发展心理学是发展心理学的一门分支学科，是研究儿童心理发展规律的科学。

儿童发展心理学所研究的儿童有一个科学的年龄范围，不同于常识所称的“儿童”（如幼儿、小学生），
一般是指从出生到青年前期，即从出生到17、18岁左右。

二、儿童发展心理学研究的内容

儿童发展心理学研究的内容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1．描述儿童心理发展的普遍模式

一个生理上和心理上软弱无助的新生儿是怎样一步步生长、变化和发展起来的，这是儿童发展心理学首

先要探讨的问题，也是儿童发展心理学得以创立的一个基本前提。儿童的身体动作是怎么发展变化的，

儿童的语言是怎么发展的，儿童的认知是怎么发展的，儿童的社会行为是怎么发展的，儿童的情绪是怎

么发展的，儿童的个性是怎么形成的，儿童的道德是怎么发展的，等等，研究诸如此类的问题都是为了

描述和了解儿童心理发展的模式。如，儿童出生时只会哭，到4、5个月时能发出类似说话的呀呀学语，
到第一年末左右说出第一个词，然后又逐渐地说出由两三个词组成的电报句，继而从不完整句到完整

句，从简单句到复杂句。这就是儿童伴随年龄增长口头语言发展的模式。真正的心理发展模式应该具有

普遍意义，即反映生活在各种社会文化背景下的儿童共同具有的发展过程。如皮亚杰描述的儿童思维发

展的四个阶段就被认为是儿童思维发展的普遍模式。



2．揭示儿童心理发展的原因和机制

这部分的内容主要回答或研究引起儿童心理变化发展的原因。例如，儿童是怎样获得语言的？为什么儿

童能在出生后短短的三四年内就能基本上掌握本民族的语言？为什么在不同民族或不同国家的儿童，尽

管他们的母语都不相同，可是语言的发展都会经历相似的阶段呢？这里有没有先天的语言机制呢？如果

说皮亚杰所揭示的儿童思维发展阶段是儿童思维发展的普通模式，那为什么必须经过这四个阶段呢？思

维阶段不变地推移的原因或条件是什么呢？对上述内容的研究和回答标志着儿童心理科学的成熟水平。

许多心理学家根据收集到的资料，然后提出自己的种种理论假设，通过进一步的观察、实验验证等，构

建种种儿童心理发展的理论。

3．解释和测量个别差异

虽然每个儿童发展经历的阶段，或发展变化的模式是相同的，但每个儿童心理发展的速度、发展最后达

到的水平、各种心理过程和行为的特点并不相同。有的儿童外向、热情、喜爱交往，有的儿童内向、冷

漠、讨厌与人接触；有的儿童擅长艺术，有的儿童善于抽象思考；有的儿童攻击性很强，有的儿童乐于

助人；有的儿童软弱自卑，有的儿童孤傲好胜……儿童与儿童间存在的这些差异是怎么造成的呢？如何
测定这些个别差异呢？这也是儿童发展心理学研究的基本内容。

4．探究不同环境对发展的影响

儿童生活在不同的环境里——家庭、邻居、学校、社区、文化团体、社会经济团体、亚文化团体。这类
环境有时候被描述为儿童行为的生态圈。不同的生态环境对儿童发展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这又是一

个重要的研究课题。如不同的家庭结构（完整家庭或不完整家庭，主干家庭或核心家庭，独生子女家庭

或多子女家庭）对儿童发展会有什么不同的影响呢？同样的家庭结构，不同的儿童教养方式（如专制

的、民主的、溺爱的、冷漠的等）对儿童个性形成有什么影响呢？农村环境和城市环境对儿童发展有什

么影响？社会经济地位高的和社会经济地位低的家庭对儿童的教育有什么不同特点呢？进托儿所、幼儿

园与在家抚养会对儿童产生什么不同影响呢？居住在高层公寓里与居住在平房里是不是也会对儿童发展

有不同影响呢？了解儿童生态环境对儿童发展的影响可以进一步揭示儿童心理发展的原因和机制，也能

为如何正确指导儿童健康地发展创造条件。

5．提出帮助和指导儿童发展的具体方法

描述儿童心理发展的模式，揭示儿童心理发展的机制和原因，测定和解释发展的个别差异，探讨不同环

境对发展的影响，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为了帮助儿童顺利地度过每个发展阶段，帮助儿童解决在发展中

遇到的困难或暂时的障碍。我们不仅要解决发展是什么、为什么的问题，还要解决怎么办、怎么指导发

展的问题。理论的构建不仅仅是为了解释种种心理现象发生发展的过程和原因，还应该结合社会实际用

来指导儿童正常、健康地发展。前面的研究可以称为基础理论研究，而后一部分的研究可以称为应用性

研究。这两个部分的研究是促进和繁荣儿童心理科学所不可缺少的。而且这两部分的研究有时也不是绝

对分离的。例如，有些心理学家试图利用儿童对不同声音呈现时的吸吮模式的变化来测定还不会说话的

婴儿是否具有区别不同语音的能力。几年后，临床心理学家利用这种技术来确定儿童的听觉是否有损

伤，而这并非是前面做这些研究的心理学家的初衷。

三、儿童心理学研究课题的来源



儿童发展心理学要永远保持旺盛的生命活力，需要不断深入地提出新问题，创造各种新的研究方法解决

新问题。新的研究课题来自哪里，如何选择研究课题，选择什么样的研究课题，这是每个学习和研究儿

童发展心理学的人都需要考虑和选择的。

缪森（P. H. mussen, 1990）在与同行合著的《儿童发展和个性》一书中描述了儿童心理学研究课题的来
源（见图1-1）。

图1-1　儿童心理学研究问题的来源

研究问题的来源：来自基本理论和社会争端；而对每一类问题的回答又反过来有助于形成另外一些研究

课题。

从图1-1中可见，儿童心理研究的问题来自三个源头：（1）对儿童发展过程本身的探究和描述。如儿童
的游戏如何发展，儿童对母亲的依恋要经过哪几个阶段，思维如何发展等等。（2）对基本理论假设的
检验。如乔姆斯基认为儿童语言的获得与儿童头脑中具有先天的语言获得装置有关。什么是语言获得装

置？有没有语言获得装置？这就要通过几种方法对这种理论假设作检验。弗洛伊德认为，喂食和大小便

训练与儿童人格的发展有关。是不是真的有关呢？这些都是需要进一步探讨的问题。（3）儿童的社会
实际问题。例如，现在我国独生子女家庭越来越普遍，独生子女因为没有兄弟姐妹，他们会不会变得

很“自我中心”、依赖、自私，甚至成为“问题儿童”呢？独生子女是不是就比多子女家庭的孩子行为问题
多呢？这是一个非常实际的问题。又比如，父母离异会对儿童产生什么消极影响？如何帮助这些儿童从

家庭的阴影中走出来？等等。

儿童发展心理学是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的交叉点，我们在学习和研究儿童发展心理学时，都必须同时把

握这两个方面。

第二节　儿童发展心理学的基本理论问题

围绕儿童发展心理学研究的对象或任务，产生了几个基本的理论问题。有些问题已有较满意的回答，有

些问题还在争论和探究之中。

一、关于遗传与环境的争论

在探讨儿童心理发展因素的过程中，很长时间以来存在着关于遗传和环境在发展中作用的争论。这种争

论有时又称为“先天与后天”之争，“成熟与学习”之争，或“生物因素与社会因素”之争。这场争论从中世
纪开始一直持续到最近，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

1．绝对决定论

争论的双方把遗传与环境完全对立起来，或者是强调遗传决定发展，完全否定环境的作用；或者是环境

决定发展，完全否定遗传的作用。遗传决定论以优生学创始者高尔顿（Galton, F.）为代表。他认为个体
的发展及其品性早在生殖细胞的基因中就决定了，发展只是内在因素的自然展开，环境与教育仅起引发

作用。他在《天才的遗传》（1869）一书中写道：“一个人的能力乃由遗传得来，其受遗传决定的程度
如同机体的形态和组织之受遗传决定一样。”

环境决定论以行为主义创始人华生为代表。他的一句名言是对绝对环境论的极好写照：“给我一打健康
的婴儿和一个我自己可以给予特殊培养的世界。我保证在他们中间任意选择一个，训练成我想要培养的

任何一种专家：医生、律师、艺术家、大商人，甚至是乞丐、小偷，而不管他的天赋、爱好、能力、倾

向性以及他祖宗的种族和职业。”（1930）



2．共同决定论

极端的遗传决定论和极端的环境决定论逐渐失去了影响力，因为许多事实都证明，儿童心理的发展不可

能没有遗传的作用，也不可能没有环境的作用。于是，既承认环境影响，又承认遗传影响的共同决定论

出现了。共同决定论的代表人物是“辐合论”的倡导者斯腾（Stern, W. 1871—1938）。辐合论的核心是，
人类心理的发展既非仅由遗传的天生素质决定，也非只是环境影响的结果，而是两者相辅相成所造就

的。这是一种折衷主义的发展观。斯腾在《早期儿童心理学》一书中提到，“心理的发展并非单纯是天
赋本能的渐次显现，也非单纯由于受外界影响，而是内在本性和外在条件辐合的结果”，“两种因素同为
发展的不可缺少的成分，虽然其所占比重可因事而异”。

图1-2是斯腾说明遗传和环境双重作用的示意图。这里X1、X2代表不同的机能，它们具有不同程度的遗

传和环境的影响。从图中可见，X1机能的环境影响较大，而X2机能的遗传影响较大。

图1-2　遗传和环境双重作用示意图

另一个共同决定论者鲁克森伯格（Luxenburger, H.）则用另一幅图表示遗传与环境的作用（见图1-3）。

图1-3　遗传与环境的作用

如图1-3所示，机能X1的遗传因素为E1，环境因素为u1；机能X2的遗传因素为E2，环境因素为u2；用E与u
的比例来显示两者的关系。对角线的两端是最极端的例子，百分之百地受遗传或环境的影响。

这两个图示似乎表示：发展＝遗传×环境，或者，发展＝遗传＋环境。可是，遗传和环境是不同的两种
质，“×”或“＋”的结果究竟是什么呢？许多人提出了这种责难。

格赛尔（Gesell, A. 1880-1961）认为支配发展的因素有两个：成熟和学习。学习与生理上的“准备状
态”有关，在未达到准备状态时，学习不会发生，一旦准备好了，学习就会生效。这就是成熟—学习原
则。格赛尔的理论——成熟优势论，主要来自双生子研究。图1-4是格塞尔“双胞胎爬梯实验”的结果。

图1-4　双胞胎训练爬梯的结果

图1-4中，两个双胞胎（同卵），在不同时间开始训练爬楼梯，最后达到的成绩是一样的，说明成熟前
的训练不起多大作用。据此，格赛尔提出了等待儿童达到能接受未来学习的水平的观点。他认为影响发

展的机制是生理上从不成熟到成熟的变化过程。这个过程就是为学习作准备的“准备过程”。格赛尔还认
为，儿童的发展有一定的生物内在进度表，它与一定年龄相对应。所以，他特别重视“行为的年龄值与
年龄的行为值”，制订出了婴儿的“行为发育常模”（《发育诊断学》，1941）。格赛尔虽然认为“素质构
成因素最终决定对所谓‘环境’的反应程度乃至反应方式”，但也认为在评价生长时“不应忽视环境影响
——文化背景、同胞、父母、营养、疾病、教育等”。他还提出了“儿童的成长特征实际上是内在因素与
外在因素之间相互作用的最后产物的表现……”但是，格赛尔提到的“相互作用”并未在他的理论中得以
体现。而实质上他的成熟优势论还是偏向于遗传决定论或内因论。

3．相互作用论

在共同决定论的基础上，一些心理学家进一步分析了遗传与环境两个因素的关系，提出了相互作用论。

相互作用论的代表人物是皮亚杰。他假设个体天生有一些基本的心理图式（schema），在个体与外部环
境作用时，利用“同化”与“顺应”的机制，不断改变和发展原有的心理图式，最后达到较高层次的结构



化，使儿童对环境的适应能力也越来越强。相互作用论的代表人物除皮亚杰外，还有阿纳斯塔西

（Anastasi, A. ）、沃纳（Werner, H. ）、瓦龙（Wallon, H. ）及苏联的维列鲁学派的心理学家。

相互作用论的观点是当前普遍承认的观点。它打破了是遗传决定发展，还是环境决定发展的长期的简单

化的机械争论的局面。相互作用论的基本论点可以归结为：

（1）遗传与环境的作用是互相制约、互相依存的。一个因素作用的大小、性质依赖于另一因素。如具
有精神分裂症潜在倾向的个体发病与否取决于个体遇到的环境压力，而没有这种遗传倾向的个体，即使

环境压力再大也不易发生这类疾病。一种严格的、高要求的教学，对高智力的儿童来说，能充分地发挥

其潜能，但对一个低智力的儿童来说，可能是适得其反。

（2）遗传与环境的作用是互相渗透、互相转化的。这就是说，有时遗传可以影响或改变环境，而环境
也可以影响或改变遗传。遗传改变环境的典型例子就是RH溶血病。如果怀孕的母亲是RH阴性，怀的第
一个孩子是RH阳性，这未出世的孩子的血液透过胎盘进入母亲的循环系统，使母亲的血液生产RH抗
体。当怀的第2个孩子又是RH阳性时，母亲的RH抗体就会进入孩子的血液，侵袭他的红细胞，造成流
产死胎、心脏缺陷等问题。对苯酮尿症的治疗是环境影响遗传作用的典型例子。（见本书第二章）

另外，从种系发展的角度看，遗传和环境本身就是互相包容的。遗传是种系与环境长期相互作用的结

果，或者说是种系以机能结构的形式巩固下来的环境作用的反映。从个体发展来看，从受精卵形成的一

瞬起，遗传和环境两个因素的作用就纠缠在一起，无法真正分离。

（3）遗传与环境、成熟与学习对发展的作用是动态的。不同的心理或行为，不同年龄阶段，遗传和环
境的作用大小也不同。通常是年龄越小，遗传的影响越大；低级的心理机能受环境制约少，受遗传影响

大；越是高级的心理机能（如抽象思维，高级情感）受环境的影响也越大。

由于相互作用论强调主体与客体的交互影响，尤其是皮亚杰提出的主体通过自己的“动作”与外部环境发
生作用，突出了主体的能动性，这是发展观点的重大改变。

遗传与环境，先天与后天的绝对化的争论基本上随着相互作用论的兴起告一段落，但是相互作用论就是

最完满的发展观吗？这正是需要进一步探讨的。就以皮亚杰的理论来说，他虽然描述了遗传与环境两个

因素如何相互作用而推动了儿童认知结构的完善化，但他还是过多强调遗传的或成熟的影响，而轻视教

育的力量。这一点已经遭到人们的批评。

我们认为，在继续完善儿童发展观的同时，应当着力做两件事：（1）如何使每一个儿童具有最优异的
遗传素质；（2）如何为每一个儿童创造能充分发掘其潜能的优良环境，而这应该是心理科学、医学科
学、教育和社会共同发挥的功能。

二、发展的连续性与阶段性

儿童心理的发展变化是连续的，还是分阶段的？或者说是渐进式的，还是跳跃式的？对此发展心理学家

们也存在分歧。一般强调发展是由外部环境决定的理论，不认为发展有什么阶段，而只有量的累进。行

为主义和社会学习理论都持这种观点。强调发展主要是由内部成熟或遗传引起的，如成熟论、皮亚杰的

认识发生论、弗洛伊德和艾里克森的新老心理分析理论都认为发展有阶段，是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以

上的理论都只是片面地强调了发展一个方面的特征。

心理活动与世界上其他事物的发展一样，当某些代表新质要素的量积累到一定程度时，于是新质就代替

了旧质而跃上优势地位，量变引起了质变，发展出现了连续中的中断，新的阶段开始形成（见图1-
5）。从图1-5中我们可以看出发展既是连续的，又是分阶段的；前一阶段是后一阶段出现的基础，后一
阶段又是前一阶段的延伸；旧质中孕育着新质，新质中又包含着旧质，但每个阶段占优势的特质是主导

该阶段的本质特征。例如，即使是处于前运算阶段的儿童，也还常常保留着感知动作阶段的动作思维特

征，同时也会有一些具体运算阶段抽象的概括和逆向的思考。发展是多层次、多水平的，而非单一的、

孤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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