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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

探索学前心理学





项目一　学前儿童心理学概述

１ 掌握学前儿童心理学的研究对象和内容.

２ 掌握学前儿童心理研究主要学派的理论观点.

３ 初步掌握学前儿童心理学的基本研究方法.

４ 了解影响学前儿童心理发展的因素.

５ 了解学前儿童心理学的理论流派,及各学派代表人物的主要观点.

孟子三岁时父亲去世,由母亲一手抚养长大.孟子小时候很贪玩,模仿性很强.他家原来住在

坟地附近,他常常玩筑坟墓或学别人哭拜的游戏.孟母认为这样不好,就把家搬到集市附近,孟子

又模仿别人做生意和杀猪的游戏.孟母认为这个环境也不好,就把家搬到学堂旁边.于是,孟子学

乖了,开始跟着学生们学习礼节和知识.孟母认为这才是孩子应该学习的,心里很高兴,就不再搬

家了.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 “孟母三迁”的故事.

随着环境的变化,孟子也发生相应的变化,这就是环境在影响心理的发展.

任务一　学前儿童心理学研究的对象和内容

一、 学前儿童心理学研究的对象

学前儿童心理学是发展心理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是研究个体从受精卵开始到上小学之前的

心理发生发展特点和规律的科学.

学前期儿童的身心发生急剧的变化,可塑性比较强,受到心理学者与教育学者的关注.一些学

者形象地用三个 “w”来表示学前儿童心理学的研究任务,即 what (是什么),描述或揭示学前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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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心理发展过程的共同特征与模式;when (什么时间),这些特征与模式发展变化的时间表;why
(什么原因),对学前儿童心理发展变化的过程进行解释,分析发展的影响因素,揭示发展的内在

机制.

儿童的学前期一般分为五个时期:胎儿期,精、卵细胞结合到小儿出生前;新生儿期,胎儿娩

出、脐带结扎时起,至生后满２８天;婴儿期,出生２９天,到满１周岁之前;幼儿前期,１周岁后

到满３周岁;幼儿期,３周岁到入小学前.








































 



发展心理学与学前心理学的关系

发展心理学研究个体从出生到衰老整个漫长过程中心理的发生、 发展. 可以分为儿童心

理学、 成年心理学、 老年心理学等. 但该学科更多研究个体从出生到成熟时期心理的发展,

且主要研究儿童心理的发展, 因此儿童心理学几乎成为发展心理学的代名词. 研究儿童心理

发展各阶段也可以分别成立一些学科, 如学前心理学、 小学生心理学、 青年心理学等. 学前

心理学是发展心理学的一个组成部分或分支, 而且是内容最充实的分支.

二、 学前儿童心理学研究的内容

学前儿童心理学研究的内容可以概括为以下四个方面.

(一) 学前儿童心理发展的影响因素

影响儿童心理发展的因素是多种多样的,但大致可以分为两大类:一是遗传,二是环境.作为

影响儿童心理发展的两大因素———先天生物因素和后天环境因素,并非各自独立地发生作用,而是

在人类生命伊始———受精卵形成起,就纠缠在一起,它们互相依赖、互相渗透,共同构成一个影响

儿童心理发展的立体空间系统.

遗传与环境,哪个是人类心理和行为发展的首要决定因素,发展学家们曾经有过激烈的争论.

遗传决定论的鼻祖是优生学创始人高尔顿.他用家谱调查作为遗传决定论的证据,研究认为个体的

发展及其个性品质早在生殖细胞的基因中就决定了,发展只是这些内在因素的自然展开,环境和教

育仅起一个引发的作用.环境决定论的创始人是行为主义者华生,环境决定论者认为儿童心理的发

展完全是外界影响的结果,强调环境教育的作用.

现在一般持遗传与环境相互作用的观点,这种观点认为两种因素是相互依存的,即任何一种因

素作用的大小、性质都依赖于另一种因素,它们之间不是简单的相加或组合;两个因素间是相互转

化和渗透的关系,即当前对环境刺激做出某种行为反应的有机体是它的基因和过去环境相互作用的

产物.

(二) 学前儿童心理的年龄特征

学前儿童心理年龄特征是指学前儿童在一定条件下,在儿童发展的各年龄阶段中所形成的一般

的、典型的、本质的心理特征.学前儿童心理年龄特征主要针对学前儿童心理的年龄阶段.在一定

的社会和教育条件下,学前儿童从受精卵到出生、成熟,各个年龄阶段是相互连续的,同时又是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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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区别的,一个时期紧接着另一个时期,旧的阶段被新的阶段代替,如此循环往复,螺旋向上

发展.

从许多具体的、个别的儿童心理发展的事实中概括出来的学前儿童心理的年龄特征,是代表该

阶段儿童一般的、典型的和本质的东西.例如,乳儿期主要是身体迅速增长时期;婴儿期是品德的

萌芽时期,是一个以 “好”与 “坏”两极性为判断标准的品德时期;幼儿期则主要是情境性品德发

展阶段.在认识过程中的思维发展上,学前儿童也表现出比较明显的年龄特征,比如,婴儿期为直

观行动思维阶段,幼儿期为具体形象思维阶段.

(三) 学前儿童心理发展的特点

１发展具有方向性和顺序性

正常情况下,心理发展具有一定的方向性和顺序性,既不能逾越,也不会逆向发展,按由低级

到高级、由简单到复杂的顺序进行.比如,个体动作的发展,遵循自上而下、由躯体中心向外围、

从粗动作到细动作的发展规律,这些规律可概括为动作发展的头尾律、远近律和大小律,体现在每

个儿童身上,都是如此.

儿童体内各大系统成熟的顺序是:神经系统、运动系统、生殖系统;大脑各区成熟的顺序是:

枕叶、颞叶、顶叶、额叶;脑细胞发育的顺序是:轴突、树突、轴突的髓鞘化.这种方向性和不可

逆性在某种程度上体现出基因在环境的影响下不断把遗传程序编制显现出来的过程.

２发展具有连续性和阶段性

学前儿童心理发展的各个阶段所表现出来的质的特征,称为儿童心理年龄特征.儿童心理年龄

特征是在一定社会和教育条件下,在儿童发展的各个不同年龄阶段中所形成的一般的、典型的、本

质的心理特征.在一定的社会和教育条件下,学前儿童从出生到成熟大约经历了胎儿期、新生儿

期、乳儿期、婴儿期、幼儿期.这些时期对应着不同的年龄阶段.这些阶段是相互连续的,又是相

互区别的.一个时期接着一个时期,新的阶段代替着旧的阶段,既不能跨越,也不能倒退.

３发展具有不平衡性

儿童心理各个组成成分的发展速度不相同,整个心理变化速度也不同,如存在关键期等.关键

期也叫敏感期或临界期,指的是儿童各种心理机能的发展有一个最佳年龄段.如果在这个最佳年龄

段为儿童提供适当的条件,就会有效地促进这方面心理的发展,如果错过了这一时期,将来就很难

弥补.危机期主要是指在发展的某些特定年龄时期,儿童心理常常发生紊乱,表现出各种否定和抗

拒的行为,如有人认为３岁、７岁、１１~１２岁都是发展的危机年龄.

(四) 学前儿童心理发展的个别差异

发展的个别差异主要指不同个体在心理发展过程中表现出来的心理状况、速度和水平等方面的

差别.虽然同一年龄阶段的儿童无论在身体还是在心理方面都存在着发展的共同趋势和规律,但对

于每个儿童而言,其发展的速度、发展的优势领域、最终达到的发展水平等都可能不相同.现代基

因研究表明,虽然个体基因的９９９％都和父母完全相同,但就是那０１％的不同,造就了包括血型

和眼球颜色在内的３００万个不同的遗传性征,这些不同也成就了每个人的个体差异.

还有一种特殊的个体差异表现形式,如白痴学者 (idiotsavant),是指轻度或中度精神发育不

全 (IQ值低于７０),但同时在某 (些)方面又具有超群认知功能的人.其特殊才能可表现在推算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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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计算数字、音乐、绘画、背诵、查阅字典、下象棋,甚至是某一专业知识领域.神经电生理假

说认为,白痴学者可能是由大脑皮层各区发展不平衡所造成的,患者在总体上脑功能发育不全,但

局部区域可能存在代偿性的超常发育.
众多心理学家曾专门研究了个体心理发展上的差异,并由此建立起 “差异心理学”.研究发现,

不同的个体在心理发展过程中其心理机制、运动系统的活动能力、感觉和知觉的灵敏度、智力、知

识范围、学习成绩、兴趣、态度以及其他种种不同的心理特征都存在着程度不等的差异性.

三、 研究学前儿童心理学的意义

学前儿童心理的研究,既有理论意义又有实践意义.

(一) 理论意义

１为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提供科学依据

学前儿童心理的研究主要揭示儿童心理发展的规律,并探讨内在的心理机制,分析影响学前儿

童的各种因素,这些研究可以对认识人类的认识过程起帮助作用.所研究的内容涉及哲学中一些最

基本的问题,也就是心身关系问题,它与认识论和辩证法密切相关.列宁在 «哲学笔记»中指出:
认识论和辩证法是由很多科学构成的.

认识论要研究物质和意识的关系问题、意识的起源问题、认识和实践的关系问题、感性认识和

理性认识的关系问题、认识发展中的矛盾问题和量变质变问题等.所有这些哲学理论问题,当然不

是凭空产生的,而是从很多科学中概括出来的.学前儿童心理学正是从人的个体心理发展方面来论

证这些问题的一门科学.

２有助于了解学前儿童心理发展的规律

学前心理学主要研究学前儿童的心理发生发展规律,是心理学的一个分支.心理发展规律是指

心理发展过程中的本质联系和本质特征.对于学前儿童心理的研究,可以帮助把握学前儿童各种心

理过程的发生和发展趋势.学前儿童并不是天生就具备了人类的各种心理过程,其各种心理过程的

发展是有一定的顺序和发展方向的,而且这些顺序和发展方向带有客观规律性,不以人们的意志为

转移.学前心理学的重要研究内容之一,就是要努力探讨学前儿童各种心理过程中带有规律性的发

生发展趋势.学前儿童心理可以让人们科学地认识学前儿童的年龄特征.儿童年龄特征是儿童所特

有的不同于成人的特征,包括儿童生理发育的年龄特征、儿童心理发展的年龄特征.儿童生理年龄

特征是指和儿童生理成熟有关的年龄特征;儿童心理年龄特征是指儿童在每个年龄阶段中形成并表

现出来的一般的、典型的、本质的心理特征.一方面,儿童心理发展要以生理发展为基础,年龄越

小,生理年龄特征对儿童心理发展的制约相对越大;另一方面,儿童心理发展和他的知识经验有

关,而知识经验的积累需要时间,时间是儿童心理发展的必要条件,年龄对儿童心理发展有规律性

的制约作用.可以看到,研究学前儿童各种心理过程的发生发展趋势是纵向角度,而研究学前各年

龄阶段的心理特征则是横向角度.
研究学前儿童心理学,可以充分认识学前儿童的个别差异.学前儿童的心理是各不相同、因人

而异的,但个别差异的表现并不是无规律可循.学前儿童心理学不仅要研究儿童心理发展的个别差

异的表现及其规律,更重要的是要研究这些差异是怎么形成的,主要受哪些因素的影响.同时学前

儿童心理学还要积极探讨关于儿童心理的基本理论问题,深入分析学前儿童心理发展的影响因素,

以及各种因素如何相互作用的规律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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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实践意义

１学前儿童心理学可以为学前儿童教育提供支持

学前儿童心理学要用儿童心理发展的科学规律,来为学前儿童的教育事业提供帮助.儿童出生以后

其生理与心理的发展对所接受教育具有重要的影响.母亲怀孕以后的情况与儿童出生以后的发展有密切

的关系.儿童出生以后,或者在托儿所养育,或者在家中抚养,关系到儿童早期的发展,如果起点不好,

以后改正或补救就会比较困难.父母或保育工作者必须知道乳婴儿身心各方面的特点,针对这些特点进

行保教工作,才可以恰当地为孩子打下良好的发展基础.

２学前儿童心理学可以促进教育理论的发展

著名的教育家裴斯泰洛齐、赫尔巴特等,十分强调心理学在教育中的运用,以至于当代一些有

影响的教育改革理论都是建立在有关心理学的基础之上的.例如,苏联教育家赞可夫的新教育体系

吸收了心理学家维果茨基关于 “最近发展区”的理论;美国布鲁纳的结构主义教学理论则受到瑞士

心理学家皮亚杰关于儿童认知结构理论的影响;保加利亚洛扎诺夫的暗示教学法则是以无意识心理

研究为主要理论依据的.未来的幼儿教师不只是进行教书育人的工作,还要善于在自己教书育人的

实践中不断探索,不断改革,积极进行学前儿童教育科研工作.

３学前儿童心理学可以为儿童社会工作者提供服务

学前儿童心理学可以为儿童医务者提供帮助.作为一个儿童医务工作者,不但要有医学方面的

专业知识,同时也要具备学前儿童心理学方面的知识,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对儿童进行服务.尤其

是在儿童神经质和精神病的治疗上,学前儿童心理学的知识显得更为重要.学前儿童心理学可以为

儿童文艺工作者提供支持.儿童文学艺术作品的创作,在考虑思想政治道德时,必须同时考虑到儿

童心理的年龄特征,考虑儿童身心的特异性.

另外,学前儿童心理学对于儿童广播工作者、儿童玩具工作者等,都有极其重要的学习价值,

如果能结合自己的业务来把握儿童心理的特点,就能更好地改进自己的工作,从而不断提高自己的

工作水平和质量.

４学前儿童心理学可以为儿童心理健康提供帮助

学习学前儿童心理学可以帮助相关工作者把握幼儿心理健康教育的规律,增强从事儿童心理健

康教育的自觉性.２０１１年,国务院颁布的 «中国儿童发展纲要 (２０１１—２０２０年)»强调:“儿童时

期是人生发展的关键时期.为儿童提供必要的生存、发展、受保护和参与的机会和条件,最大限度

地满足儿童的发展需要,发挥儿童潜能,将为儿童一生的发展奠定重要基础.”国家要 “降低儿童

心理行为问题发生率和儿童精神疾病患病率”.国务院国办发 〔２００３〕１３号 «关于幼儿教育改革与

发展指导意见的通知»指出: “要尊重儿童的人格尊严和基本权利,为儿童提供安全、健康、丰富

的生活和活动环境,满足儿童多方面发展的需要;尊重儿童身心发展的特点和规律,关注个体差

异,使儿童身心健康成长,促进体、智、德、美等全面发展.”

学前儿童心理学是学前教育专业的一门专业基础理论课.未来的幼儿教育工作者学习该学科,

可以避免工作中的盲目性,提高教育工作效率,科学地教育儿童,同时还能巩固为学前教育事业服

务的专业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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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二　学前儿童心理学的研究方法

学前儿童心理学的研究方法主要有以下几种.

一、 观察法

观察法 (ObservationMethod),是指研究者通过感官和辅助仪器,有目的、有计划地对处于自

然情境下的学前儿童在日常生活、游戏、学习和劳动过程中的表现进行观察,观察对象包括其言

语、表情和行为,并根据观察结果分析儿童心理发展的规律和特征的方法.在研究中,人们除了借

助自己的眼睛、耳朵去感知、观察外,还可以运用照相机、闭路电视装置、录像机等现代技术手段

来进行观察.

观察法是研究幼儿心理活动的基本方法.因为学前儿童的心理活动有突出的外显特征,所以通

过对他们外部言行的观察,可以了解他们的心理活动.借助观察法,可克服研究对象在各种能力、

反应方式和特点方面的局限,能比较客观、有效地观测他们的行为.许多儿童心理研究都是利用观

察法,如达尔文的 «一个婴儿的传略»,陈鹤琴的 «一个儿童发展的顺序»等.皮亚杰喜欢在家庭、

学校或者游戏场所等儿童自然活动的情况下观察儿童,他认为,自然状态的观察更有利于取得客观

的结果.

运用观察法研究学前儿童心理时应注意:①观察前,观察者要做好准备.②观察时,尽量使儿

童保持自然状态.③对儿童观察记录要求详细、准确、客观,不要带任何主观偏见.④儿童的行为

不稳定,观察应排除偶然性,观察的次数要多.另外,还要考虑到各种误差,如观察者的期望效

应、观察仪器设备的干扰等.

观察法最大的优点在于:①它能通过观察直接获得资料,不需其他中间环节.因此,观察的资

料比较真实.②在自然状态下观察儿童,能获得生动的资料.③观察具有及时性的优点,它能捕捉

到儿童正在发生的现象.④观察能收集到一些无法言表的儿童活动资料.局限性主要有:①受时间

的限制.②受观察对象限制.③受观察者本身限制.④观察者只能观察表面现象不能直接观察到本

质.⑤观察法不适用于大面积调查.

二、 实验法

实验法 (ExperimentalMethod),即有计划地控制各种条件,并通过在各种条件中引起或改变

某一条件来研究儿童心理特征的变化,从而揭示特定条件与心理活动之间关系的方法.运用实验法

可以揭示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或两者间相关程度的大小,从而发现并概括出儿童

教育现象中的客观规律.

实验法中必须考虑三个变量:①自变量,即实验者安排的刺激情境或实验情境.②因变量,即

实验者预定要观察、记录的变量,是实验者要研究的真正对象.③控制变量,即实验变量之外的其

他可能影响实验结果的变量.实验法主要有两种,即自然实验法 (FieldExperiment)和实验室实

验法 (LaboratoryExperiment).

自然实验法又称现场实验法,是指在实际生活情境中,由实验者创设或改变某些条件,以引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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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被试某些心理活动并进行研究的方法.比如,在正常的儿童游戏活动中,分析各年龄幼儿的基

本活动特点,从中发现幼儿游戏活动的规律.与观察法的不同之处在于研究者可以对某些条件进行

控制,避免研究者处于被动的地位,使自然实验法兼具观察法和实验法的优点.正因为如此,自然

实验法和观察法一样,成为研究学前儿童心理的主要方法.由于儿童摆脱实验室实验可能产生的紧

张心理而处于自然状态中,因此得到的资料比较符合实际.自然实验中的实验情境不易控制,在许

多情况下还需要由实验室实验来加以验证和补充.

实验室实验法是指在实验中严格控制实验条件,并借助专门的实验仪器引起和记录儿童的心理

现象并进行研究的方法.严格控制实验条件,有助于发现儿童行为和心理活动的因果关系,并可对

实验结果进行反复验证.实验室实验法最主要的优点就是能严格控制实验条件,可以通过特定的仪

器探测一些不易观察到的情况,取得有价值的科学资料.比如,在儿童情感实验室中通过设计不同

的情境实验,诱发出特定情绪,利用生理学方法 (遥测记录包括心率、心律、血压、呼吸、皮肤电

反应、体温等生理信号的变化)和行为学方法 (通过观察被试对象面对不同刺激时的表现,对他们

的行为动作、面部表情和语音信号进行分析)对儿童的情绪进行研究,从而达到对儿童情绪能力进

行评估的目的.但是实验情境带有很大的人为性质,儿童往往意识到正在接受实验,有可能干扰实

验结果的客观性,具有局限性.

三、 问卷法

问卷法 (QuestionnaireMethod),是通过由一系列问题构成的调查表,收集资料以测量学前儿

童行为和态度的基本研究方法.问卷是研究者用来收集资料的一种技术,它的性质重在对儿童意

见、态度和兴趣的调查.问卷的目的,主要是在经由儿童填写问卷后,从而得知有关受测者对某项

问题的态度、意见,然后比较、分析大多数儿童对该项问题的看法,以作为参考.在儿童心理与教

育方面,很多问题无法直接测量,只能通过问卷的方法进行间接测量.

问卷形式主要分为三种.①结构式或封闭式问卷.这种问卷提出问题,并提供可选择的答案,

只允许在问卷所限制的范围内进行挑选.题型主要有:是否型、选择型和评判型.②开放式或非结

构型问卷.问卷只给出问题,不提供答案,让被试自由回答.③综合型.由于研究需要,有时也可

以综合开放与封闭两种问题的优点,比如,问卷以封闭型为主,适当加入若干开放性问题.

问卷法的优点主要有:抽样范围较广,节约时间和经费;操作简单易行;可以自由地表示意

见,使调查结果更为可靠.但也存在不足:问题需要精心设计,如果问题表达不准确,便不能得到

真实的回答;抽样需要认真考虑样本的代表性;对于虚假回答难以辨别,可能会导致所得结果不可

信.另外就是客观事情非常复杂,问卷的测查能力有限.

四、 测验法

测验法 (TestMethod),是根据一定的测验项目和量表,来了解儿童心理发展水平的方法.一

般是采用标准化了的项目,按照预定程序,对儿童心理发展的某个方面进行测量,并将测量的结果

与常模相比,从而确定儿童心理发展水平或特点.测验主要用来查明幼儿心理发展的个别差异,也

可用于了解不同年龄幼儿心理发展的差异.在测验过程中应注意,对幼儿进行心理测验一般应采用

个别测验,不宜用团体测验.测验人员必须受过训练,要善于与幼儿合作,幼儿心理活动的稳定性

差,不能单凭一次测验的结果作为判断幼儿心理发展水平的依据.

运用测验法时,所采用的量表是非常重要的.国际上已有一些较好的婴幼儿发展测验量表,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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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henbach儿童行为量表 (１９７０,CBCL);格塞尔成熟量表 (１９４０);贝利婴儿发展量表 (１９６９);

韦克斯勒学前和小学智力量表 (１９６７);PPVT图片词汇测试,它适合３岁零３个月至８岁零５个月

的孩子使用.

测验法的优点主要表现在使用简便,在较短时间内能够粗略了解儿童的发展状况,测验量表的

编制十分严谨,结果处理方便,可以直接进行对比研究.量表的种类较多,可以适应不同研究目的

的需要.测验法的不足在于,使用灵活性差,对施测者的要求较高,结果难以进行定性分析,儿童

测试的成绩可能受练习、测验经验的影响.另外,测验法无法反映儿童思考的过程或方式;测验题

目很难同时适用于不同生活背景的各种儿童.

另外,研究学前儿童心理的方法还有调查法、谈话法和作品分析法等,对幼儿心理研究比较有

影响的还有自然反应法,包括视觉追踪法、视崖反应法、回避反应法、抓握反应法等.儿童心理研

究有很多方法,但在实际研究中往往综合运用各种方法.

随着学前儿童心理科学研究的不断深入和现代科学技术及社会的迅速发展,学前儿童心理学的

研究方法表现出许多新特点,例如,研究思路的生态化、研究方式的跨学科和跨文化、研究手段的

综合化和现代化、多元统计技术的大量应用、研究各方面的计算机化等.

任务三　影响学前儿童心理发展的因素

影响学前儿童心理发展的因素主要分为两大类:生物因素和社会因素.

一、 生物因素

现代研究证明,遗传因素对儿童发展具有很大的影响.例如,有一种 “三色体病”,是在第２１
对染色体上多了一条染色体,这种儿童一生下来就有躯体和智力上的缺陷,称作 “先天愚”.另外,

如大脑发育不全、先天愚型、先天性聋哑、苯丙酮尿症、精神分裂症、躁狂抑郁症等,都会导致明

显的精神问题和心理障碍.胚胎期遗传控制权争夺研究指出:来自父亲的某些基因会促进胎儿对母

亲营养的需求,导致胎儿超重;而来自母亲的基因却有相反的作用,出生以后来自父母基因的这种

内部遗传争夺仍在继续.哈佛大学文理学院进化生物学教授大卫海格说: “遗传印迹疾病证据表

明,父母双方基因的冲突贯穿人类发育的整个过程.”

家族的身高可以影响儿童成年身高,个体成年身高与父母的平均身高之间存在较高的遗传度,

该现象被称为生长发育的 “家族聚集性”.另外,性成熟早晚、生长突增模式、月经初潮年龄等,

也与家族遗传有关.大量研究表明,种族对遗传有很大的影响,不同种族在身高、坐高、骨龄、齿

龄、初潮年龄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例如,在同样生活条件下成长的非裔和欧裔美国儿童,成年身

高的均值虽无明显差异,但前者的腿长超过后者.在美国长大的日本儿童,生活环境与美国白人相

近,但其腿长却低于同等身高的白人儿童.骨龄研究也证实,手腕部继发性骨化中心出现的中位数

年龄,黑人自出生后１~２年起就比其他种族领先;黑人儿童的恒牙萌出时间平均比白人早一年.

东亚各国 (中国、日本、韩国等)儿童的共同特点是,自婴幼儿开始骨龄一直落后于非裔和欧裔美

国儿童,但在青春期阶段骨的干骺愈合速度却显著超过后两者.这种青春期骨龄成熟的加快现象,

被认为是亚洲儿童成年身高矮于白种人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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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遗传因素而影响儿童心理发育的原因有:父母或家族近亲中有遗传疾病、某些有遗传倾向

的精神障碍、父母近亲结婚、父母接触有毒害的物质或酗酒、吸毒造成染色体突变、母亲为高龄产

妇等.胎儿发育期,母体的健康状况以及外界各种因素的作用,也可能影响胎儿的正常发育.孕妇

若在受孕的头３个月受到流感、风疹、肝炎等病毒感染,可引起胚胎染色体畸变,或胎盘血循障

碍,供氧不足,从而影响胎儿发育.不当用药,或接触农药、吸毒,以及环境温度过高或过低等化

学、物理因素也影响胎儿正常发育.





























































 



父母智力与孩子智力间关系

德国心理学家调查了２６７５名父母和他们１００７１个子女的智力的关系, 发现了以下规律

(表１Ｇ１).

表１Ｇ１　不同智力组合的双亲和子女智力的关系

父母智力组合 子女智力优秀 子女智力一般 子女智力低下

优＋优 ７１５％ ２５４％ ３０％

优＋劣 ３３４％ ４２８％ ２３７％

一般＋一般 １８６％ ６６９％ １４５％

劣＋劣 ５４％ ３４４％ ６０１％

二、 社会因素

影响学前儿童心理发展的社会因素很多,主要可以分为家庭、幼儿园与社会三个方面.

(一) 家庭对学前儿童的心理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作用

一些研究表明,不良的家庭环境和有问题的教养方式,常常导致儿童学业不良、品德偏差或行

为异常,而且还影响学前儿童的社会性发展.儿童青少年学习不良、反社会行为、违法犯罪行为和

家庭教育气氛、父母教养方式等家庭环境密切相关.还有一些研究证明,家长抚养行为、亲子互

动、家庭环境质量对儿童早期智力发展具有显著影响.气质与性格也受父母的态度和教养方式的影

响.前苏联著名教育学家苏霍姆林斯基曾把儿童比作一块大理石,他说, “要把这块大理石塑造成

一座雕像需要六位雕塑家———①家庭;②学校;③集体;④儿童本人;⑤书籍;⑥偶然出现的因

素”.可见家庭在塑造儿童的过程中起到的作用.

家庭的自然结构影响学前儿童心理学的发展.家庭社会学理论认为,家庭是一个系统,由家庭

成员构成.家庭是儿童出生的摇篮,是其人生的奠基石;家庭对儿童成长的影响是长远和深刻的.

家庭结构是在婚姻关系和血缘关系的基础上形成的共同生活关系的统一体,主要包括代际结构与人

口结构,是二者的统一体.根据家庭代际层次与亲属关系,我国的家庭结构大致可以分为四种:主

干家庭、核心家庭、联合家庭和单亲家庭.

核心家庭———由夫妻及其未成年子女组成;

主干家庭———由夫妻、夫妻的父母或者直系长辈以及未成年子女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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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家庭———由核心家庭或主干家庭加上其他旁系亲属组成;

单亲家庭———由父母单独一方组成的家庭.

美国社会学家研究表明,离婚家庭中有３７％的孩子学习不好,２０％不守纪律,９％离家出走.

据我国黑龙江省少管所的调查表明,女性单亲家庭的青少年犯罪占总数的３８３％,男性单亲家庭青

少年犯罪占总数的３２５％.英国心理学家调查了许多不同类型的家庭后发现,在品德不良的学生

中,有５８％来自残缺家庭.另外,由于部分农民进城务工,出现了实际上的家庭结构不完整的问

题,生活在这样的家庭中的儿童在心理发展上可能也会受到一定影响.有研究表明,父母外出打工

的农村留守儿童在人身安全、学习、品行、心理发展等方面都存在不同程度的问题.

家庭经济条件对学前儿童心理发展具有重要影响.国外学者曾对不同经济条件家庭的儿童智力

发展进行过研究,他们按经济条件的好坏,将一批８个月大的婴儿分为两个组进行智力测量,当这

些儿童４岁时再进行测量.结果发现,家庭经济条件好的儿童的智商高于家庭经济条件差的儿童.

从智商在７０以下的儿童的人数来看,家庭经济条件差的儿童人数是家庭经济条件好的儿童人数的

７倍.

另外,在家庭教育中,家长的儿童价值观、对孩子的期望、家庭教育方式等对儿童心理发展起

着重要作用.美国心理学家怀特 (BWhite)对４００名儿童的调查研究发现,父母对１~３岁儿童的

教育方式可决定他们一生主要的个性品质.

(二) 幼儿园对学前儿童的心理发展起主导作用

幼儿园作为有目的、有计划、有系统地对幼儿施加影响的教育机构,是一种特殊的人造社会环

境,在影响学前儿童心理发展的各因素中居于主导地位.幼儿园有明确的教育目的与教育内容,对

幼儿的影响处于主导地位.幼儿园教育教学的水平越高,对学前儿童心理发展的主导作用越大,就

越能促进儿童心理向教育所指导的方面发展.相反,如果教育不当,不仅不能促进儿童心理的正常

发展,反而会抑制或摧残儿童心理.

儿童评价发展的研究表明,学前初期儿童对自己或别人的评价往往只是成人评价的简单再现,

而且,对成人的评价有一种不加考虑的轻信态度.到学前晚期,开始出现独立的评价,逐渐对成人

的评价持有批判的态度.如果成人对儿童的评价不客观、不正确,儿童往往会提出疑问、申辩,甚

至表示反感.由此可见,幼儿园对儿童的评价,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儿童评价能力的发展.

学前教育要促进和影响学生心理发展,必须在幼儿园教育工作中,以教师为主导,以学生为主

体,充分发挥儿童的主动性、积极性和独立性;根据心理各方面发展相互联系和相互制约的特点,

使学生的各种心理过程和个性心理特征得到全面的发展,要积极引导儿童在各种实践活动中能动地

发展智能,培养良好的心理素质.根据心理发展具有不平衡性和个别差异的特点,幼儿教育必须按

照学前儿童心理发展的不同水平和个别特点,进行不同的心理发展教育.




























 



１９７８年, ７５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在巴黎聚会. 有记者问当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卡皮

察: “在您的一生中, 您认为最重要的东西是在哪所大学、 哪所实验室里学到的呢?”

这位白发苍苍的诺贝尔奖获得者平静地回答: “是在幼儿园.” 记者感到非常惊奇, 又问

道: “为什么是在幼儿园呢? 您认为您在幼儿园里学到了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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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贝尔奖获得者微笑着回答: “在幼儿园里, 我学会了很多很多. 比如, 把自己的东西

分一半给小伙伴们; 不是自己的东西不要拿; 东西要放整齐; 饭前要洗手; 午饭后要休息;

做了错事要表示歉意; 学习要多思考, 要仔细观察大自然. 我认为, 我学到的全部东西就是

这些.” 所有在场的人对这位诺贝尔奖获得者的回答报以热烈的掌声.

(三) 社会是影响学前儿童心理发展的重要环境因素

社会环境包括物质环境和精神环境.社会的物质环境制约着儿童心理发展的水平和速率,也是

儿童个性差异产生的重要条件.如,从一个农村与城市儿童发展的比较研究中发现,农村儿童的运

算水平普遍落后城市儿童２~３年.再如,在社会认知方面,对于城市儿童常见的 “公交车上给老

人让座”这一社会现象,农村儿童感到很茫然.同时,社会生活的现状,例如战争、动乱、严重的

自然灾害和社会经济制度的重大变革等,都可以直接或间接地对儿童的心理行为发展产生影响.

２０１８年,教科文组织在 “可持续发展目标—２０３０年教育”指导委员会会议之际发布新数据,

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１/３的少年儿童失学,女孩的情况比男孩更为严重———女孩的失学率是男

孩的１２３倍.大量学生在校学习后依然不认识简单的单词,无法进行基础的加减运算,这种社会

状况对儿童心理发展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

尽管儿童是在家庭中成长的,但家庭是社会最基本的细胞,也势必会受到社会文化的浸染.当

代社会,现代媒体已经成为主要的传播媒介,对儿童的认知学习、娱乐休息、品质形成和行为方式

等方面都会产生重大的影响,这些现代媒体在带来积极作用的同时也产生了许多负面作用,这就是

所谓的 “双刃剑”.美国研究发现,不足７岁的儿童玩电脑游戏会影响大脑的正常发育.同时,随

着儿童越来越多地沉迷于电脑游戏、手机游戏、电视节目等室内娱乐活动,大自然正在从他们的生

活中消失.而大量研究也表明,现代媒体中大量的暴力、凶杀、色情等情节和场面也使儿童、青少

年的攻击行为明显增多.可见,不良的大众传播内容,已经成为妨碍青少年心理行为健康发展和提

升犯罪率的关键因素.

８岁孩子趁网课看直播,两小时 “看”走４万多元

２０２０年新冠疫情期间,由于学生不能到学校上课,教育部门要求各学校利用网络平台教学.

在线上网课本是为了 “停课不停学”,没想到四川省自贡市自流井区居民王女士的８岁儿子借上

网课之机,用奶奶的手机看直播,两小时就 “看”掉奶奶４万多元.

３月１４日,王女士来到自流井公安分局东兴寺派出所报警称:“警官,我儿子拿他奶奶的手

机看直播,刷走了４万多元钱,能麻烦你们帮我们找回来吗?”

民警详细了解得知:３月１２日１４时许,王女士８岁的儿子郭某某在家上网课时,偷偷拿着

奶奶的手机在 “××视频”里看直播.原来,郭某某最近迷恋上了一款 “迷你世界”的游戏,听

主播小姐姐说:“直播间里观众送礼物,我就给周榜榜一送 ‘擎天柱皮肤’.”郭某某很想要这款

“皮肤”,便用奶奶的手机一直给主播小姐姐刷 “豪华火箭”、送 “钻石”,不到半小时的时间,奶

奶手机里４万多块钱便全部被花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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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１６时许奶奶拿回手机时,才发现手机里的４万多元钱不翼而飞.通过询问才知道孙子

把手机里面的钱全部拿去刷礼物送主播了.之后,奶奶和妈妈便带着孩子来派出所报警求助.

了解情况后,民警联系 “××视频”相关工作人员说明情况.该平台经核实,８岁的郭某某

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超越行为能力的行为需要监护人代理或追认,未经代理或追认视为无效

行为.所以,无论打赏主播是赠与行为还是消费,对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而

言,都不是可以独立实施的法律行为类型.因此,平台决定返还郭某某打赏的钱款.

民警提醒广大家长:防控疫情在家,家长应多陪伴孩子,避免孩子沉迷手机和网络.

任务四　学前儿童心理学的理论流派

历史上有很多学者对学前儿童的心理进行研究,形成很多学派,以下介绍影响比较大的几个理

论观点.

一、 成熟理论

俗话说 “拔苗助长,适得其反”,也经常听说孩子的成长要 “顺其自然”,才能 “水到渠成”.

这里面就渗透着成熟理论的基本内涵.

(一) 成熟与学习

成熟理论简称成熟论,其代表人物是美国心理学家格塞尔 (ArnoldLuciusGesell,１８８０—

１９６１)(图１Ｇ１).格塞尔认为,个体的生理和心理发展都是按基因规定的顺序有规则、有次序地进

行的,发展是由机体成熟预先决定和表现的.格塞尔把通过基因来指导发展过程的机制定义为成

熟.个体出生以后,成熟继续指导着其成长与发展.因此,成熟是推动个体发展的主要动力.同

时,除成熟之外,学习也是支配心理发展的另一大因素.但二者所起作用是不同的,成熟是一个内

部因素,决定着心理发展的方向和模式,而学习是一个外部因素,对个体的发展不起决定作用.换

言之,成熟是内部的关键因素,在此基础上学习才起作用.

图１Ｇ１　美国心理学家格塞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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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个体发展的测量———格塞尔行为发育诊断量表

成熟理论认为,个体心理发展具有方向性,如动作的发展就遵循由上而下、由中心向边缘、由

粗到细这样的发展规律.发展取决于成熟,而成熟的顺序取决于基因决定的时间表,因此年龄就成

为心理发展的主要参照物.格塞尔收集整理了数以万计儿童的发展行为模式,于１９２５年推出了格

塞尔行为发育诊断量表 (即年龄常模),后经多次修订并被翻译成多种文字.１９７４年修订版本的各

年龄测试内容包括幼儿行为的五个方面:适应、大运动、精细运动、言语与个人社会行为.每个儿

童可以通过与同龄人的行为发育常模进行比较来判断其心智发展水平.该诊断量表在临床实践中运

用十分广泛,成为当今儿科临床和儿童心理发展研究的一个重要参照.

通过对儿童行为的观察与归纳,格塞尔总结出三个重要观点:
(１)发展是遗传因素的主要产物;
(２)在儿童成长过程中,发展质量较高与较低的年头有序地交替;
(３)在儿童的身体类型和个性之间有明显相关.

(三) 成熟发展的本质———结构性变化

格塞尔认为,成熟是个体从一种发展水平向另一种发展水平实现的突然转变,发展的本质是结

构性的.只有结构的变化才是行为发展变化的基础,生理结构的变化按生物的规律逐步成熟,心理

结构的变化表现为心理形态的演变,其外显的特征是行为差异,内在的机制仍是生物因素的控制.

儿童在成熟之前,处于学习的准备状态.所谓准备,是指由不成熟到成熟的生理机制的变化过程,

只要准备好了,学习就会发生.

格塞尔强调成熟并不是说人类行为完全决定于遗传因素,而是表明身体成长为心理发展和个性

形成提供了天然的物质基础.但成熟理论过于注重基因规定好的顺序,对外在的环境与教育作用关

注不足是它的局限性所在.

二、 行为主义理论

行为主义心理学以美国心理学家华生 (JohnBroadusWatson,１８７８—１９５８)为创始人,他认为

心理的本质是行为,心理、意识都被归结为行为.反对研究意识,主张只研究人的行为;反对用内

图１Ｇ２　生理学家巴甫洛夫

省法,主张用实验法.他提出S—R 公式,认为有什么刺激,就会

发生什么反应;反过来有什么反应,就可以推论出是由什么刺激所

引起.他提出的主要研究方法有四个:观察法、条件反射法、言语

报告法、测验法.他的主要著作是 «行为主义的心理学»(１９１９)和

«儿童心理教养法»(１９２８)等.

行为主义学派的渊源还要从巴甫洛夫 (图１Ｇ２)的条件反射

说起.

(一) 巴甫洛夫的观点

巴甫洛夫学说的核心是条件反射学说 (经典条件反射学说),他

把意识和行为看作反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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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无条件反射和条件反射

反射根据产生条件的不同分为无条件反射和条件反射.

无条件反射是有机体生来就有的,在种系发育过程中形成而遗传下来的条件反射,其神经联系

是固定的.比如婴幼儿的吸吮反射、抓握反射、防御反射等.

条件反射由信号刺激物所引起,是有机体生活过程中适应环境变化,在无条件反射基础上逐渐

形成的,其神经联系是暂时的.

２两种信号系统

巴甫洛夫将客观环境中所有刺激分成两种性质不同的信号刺激物,认为存在着两种信号系统,

第一信号系统和第二信号系统.以具体事物作为条件刺激而建立的条件反射系统称为第一信号系

统.比如,第一次吃了酸梅流唾液,下次看到酸梅就流唾液, “望梅止渴”就是第一信号系统的活

动.用词语作为条件刺激建立的条件反射系统称为第二信号系统, “谈梅生津”就是第二信号系统

的活动.

第一信号系统是人与动物共同具有的,依靠它只能对事物直接反映.第二信号系统为人所独

有,是人脑高级神经活动的重要特征,可以间接概括地反映现实.

两种信号系统是密切联系的,前者是后者的基础,后者是前者的抽象化和概念化.后者是社会

的产物,不仅是信号的信号,而且还代表着社会的要求,调节着第一信号系统的活动,调节着人的

行为,使人在反映客观事物时具有目的方向性和自觉能动性.两种信号系统协同活动,是组织人类

心理活动特有的生理机制.

３对行为主义的影响

巴甫洛夫的研究结果对行为主义学派产生了很大影响.华生用条件反射法排斥主观内省法而推

崇客观观察法的实验技术,后来把条件反射法作为形成一切习得性行为甚至人格的一把钥匙.斯金

纳在经典性条件反射的基础上发明了斯金纳箱,提出了操作性条件反射原理.

４与行为主义的区别

巴甫洛夫的观点与行为主义学派还是有区别的.一方面,行为主义学派不同意巴甫洛夫提出的

人与动物高级神经活动虽有联系,但彼此之间有本质差异的观点;另一方面,行为主义学派反对研

究意识,而巴甫洛夫并不否定意识.但巴甫洛夫的研究为行为主义学派提供了借鉴和基础.

巴甫洛夫的最大贡献首先是他关于条件反射的研究.该项研究的成果———条件反射理论又被行

为主义学派吸收,并成为制约行为主义的最根本原则之一.其次,由于他对行为主义学派的重大影

响而被视为行为主义学派的先驱.

(二) 华生的观点

１机械主义的发展观

华生 (图１Ｇ３)在心理发展问题上的突出观点是环境决定论.主要体现在:
(１)心理学的研究对象是可观察的行为,而不是意识.

否认遗传的作用,认为一切行为都是刺激—反应的学习过程.认为条件反射是行为形成的基础

单位,学习的决定条件是外部刺激,刺激是可以控制的,所以不管多么复杂的行为都可以通过控制

外部刺激而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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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心理学的研究方法是客观的方法.

华生提出了四大研究方法:观察法、条件反射法、言语报告法、测验法.条件反射法在心理学

中的广泛应用主要归功于华生.
(３)心理学的研究目标是预测和控制人的行为.

华生夸大环境和教育的作用,他曾说: “给我一打健康婴儿和一个我可以自由控制的环境,我

保证在他们中间任意选择一个,都能培养成我想要培养的任何一种专家,如医生、律师甚至是

乞丐或小偷,而不管他的天赋、能力、爱好以及他祖宗的民族和职业.”

图１Ｇ３　行为主义创始人华生

正因为华生重视行为,轻视高级心理活动;重视环境,轻视主观能动性,其观点不免陷入机械

主义.

２对儿童情绪发展的研究

华生对心理发展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情绪发展的课题上.情绪发展的课题又分为两种:重点是研

究儿童在非学习性情绪反应基础上形成的条件反射;同时,他也重视儿童嫉妒和羞耻行为的研究.









































































 



通过条件反射习得害怕

华生运用条件反射理论所做的婴儿害怕实验, 为心理发展的行为决定论做了最有力的说

明. 男孩艾伯特１１个月时与小白鼠玩了３天, 后来, 当艾伯特开始伸手去触摸白鼠时, 脑

后突然响起了钢条的敲击声. 艾伯特受到了惊吓, 但没有哭. 第二次, 当他的手刚触摸到小

白鼠时, 钢条又被敲响, 他猛然跳起, 向前摔倒, 开始哭泣. 如此反复多次以后, 当小白鼠

单独出现时, 艾伯特会表现出极度恐惧, 转过身去, 躲避白鼠. 在这个实验里, 白鼠成为剧

烈声响的替代刺激, 引发了艾伯特的条件反射. 华生据此解释说, 任何行为 (包括情绪),

不论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 都可以通过条件反射习得. 华生进而说明, 艾伯特虽然最初形成

的条件反射是对白鼠的恐惧, 以后则泛化到多种皮毛动物, 并表现出对皮毛上衣和圣诞老人

的胡子也产生恐惧. 华生提示, 许多成年人的厌恶情绪、 恐惧症和焦虑, 虽然本人做不出什

么合理的解释, 很可能是多年前由某一条件作用过程引起的. 应该看到, 这样的实验本身是

有违道德的, 但不可否认, 它为行为的习得与消除提供了事实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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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关于儿童的怕、怒、爱的研究.

华生声称刚出生的婴儿只有三种非习得性情绪反应:怕、爱、怒.后来由于环境的作用,经过

条件反射,促使儿童情绪不断发展.他指出儿童的情绪在家庭环境中形成,父母是情绪的种植者和

培养者.到３岁时儿童全部的情绪模式已经初步成型.这时父母已经决定了儿童将来是一个快乐健

康、品质优良者,或是一个怨天尤人的精神病患者,或是一个睚眦必报、作威作福的桀骜者,或是

一个畏首畏尾的懦夫.

华生强调情绪是一种模式反应.他通过实验研究分析了怕、爱、怒的基本模式.这三种基本情

绪模式主要由条件反射和习惯形成.华生对情绪发展所做的一系列实验研究,在心理学史上被誉为

“经典实验”之一,也是华生的一个开创性贡献.
(２)关于儿童嫉妒和羞耻的研究.

华生通过实验研究认为,嫉妒的产生既不存在于恋母情结,也不是独子 (女)对弟 (妹)出生

的仇恨.嫉妒是一种行为,是爱的刺激受到限制,从而引起了反应.这种反应属于愤怒的反应,除

了原始内脏的反应之外,还包括身体习惯的模式,如争斗、发泄不满的词语等.

华生认为羞耻与手淫有关.手淫后血压升高,皮肤的毛细血管膨胀,出现面红耳赤的状态.而

这种手淫的行为从小时候起便受到父母的制止或惩罚,因此以后无论遇到什么刺激 (语言的还是动

作的),只要与生殖器有关,就会引起儿童面红耳赤的状态,并产生羞耻情绪.

早期行为主义心理学强调客观与实证,注重刺激与反应间的可预测性,有助于对儿童行为发展

进程的了解.但由于华生重视行为,轻视高级心理过程的发展机制;重视环境,轻视个体的主观能

动性,从而显现出其局限性和片面性.

(三) 斯金纳的观点

在斯金纳 (图１Ｇ４)的理论体系中,与华生的SＧR理论不同的是他区分出了应答性行为 (刺激

先于反应而自动地诱发行为)和操作性行为 (反应在先,刺激在后).斯金纳把由可观察到的刺激

引起的反应称作应答性行为,把没有任何能观察到的刺激引起的反应称作操作性行为.

图１Ｇ４　行为主义心理学家斯金纳

１儿童行为的强化控制原理

(１)关于强化作用.
斯金纳为了研究操作性行为中的强化作用,专门设计了斯金纳箱 (图１Ｇ５),设计了 “杠杆→小

白鼠→食物”的路线,推导出小白鼠的活动是受到食物的强化,强化使反应的速率加快,目的性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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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他以动物研究为基础,试着把这种操作性反应原理应用在儿童身上,强调了塑造、强化与消

退、及时强化等对儿童的作用.

图１Ｇ５　斯金纳箱

①强化作用是塑造儿童行为的基础.
斯金纳认为,儿童偶尔做出某种动作而得到强化,这个动作后来出现的概率就大大增加.强化

次数增多,概率也随之加大,就导致了儿童操作性行为的建立.因此,只要控制好强化技术,就能

控制行为反应,塑造出教育者所期望的儿童行为.

②强化在儿童行为发展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
依斯金纳看来,儿童之所以要做某事是想得到成人的注意,要想使儿童的不良行为消退,可对

其行为不予理睬,不加注意.他认为练习次数对儿童行为的形成并不重要,而强化更为重要,只练

习不强化就不会巩固和发展一种行为.如对儿童的哭闹行为不予理睬,儿童过一会儿就会安静

下来.

③强调及时强化.
斯金纳认为若不及时强化是不利于人的行为发展的,如儿童帮父亲拿来拖鞋,应给予及时肯定

和夸奖,如果强化时间延迟了,孩子的行为将得不到巩固.
(２)积极强化与消极强化.
依照斯金纳的观点,强化分为积极强化和消极强化两类.尽管分类不同,其作用的效果都是增

加反应的概率.所谓积极强化 (正强化)作用,是由于积极刺激的加入增进了一个操作反应发生的

概率,这种作用是经常的.所谓消极强化 (负强化)作用,是撤销或减弱原来存在的消极刺激或者

条件以使这些行为发生的频率提高.

２儿童行为的实际控制

斯金纳重视将其理论应用于实际.
(１)育婴箱的作用.
斯金纳将小白鼠按压杠杆活动推广到儿童的抚养上.他的第一个孩子出生时,他决定做一个新

的经过改造的摇篮,即斯金纳的育婴箱.在实验箱里 “长大”的女儿过得开心快乐,长大后成为一

名很有名气的画家.于是,斯金纳的研究成果第一次普遍受到大众的注意和赞扬.在 «育婴箱»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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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论文中,他描述道:光线可以直接透过宽大的玻璃窗照射到箱内,箱内干燥,自动调温,无菌,

无毒,隔音;里面活动范围很大,除尿布外没有多余布料,幼儿可以在里面睡觉、游戏;箱壁安

全,挂有玩具等刺激物;可不必担心着凉和湿疹一类的疾病.这种照料婴儿的机械装置是斯金纳研

究操作性条件反射的又一杰作.其设计的思想是要尽可能避免外界一切不良刺激,创造适宜儿童发

展的行为环境,养育身心健康的儿童.后来,斯金纳发展了这种思想,写成小说 «沃尔登第二»,

把一个儿童成长的行为环境扩展到几千人组成的理想国.
(２)行为矫正.

斯金纳操作性行为的思想被用于行为矫正,即消退原理的运用.比如,教师、家长对儿童的寻

衅、吵闹、自伤行为都假装不知道,不予强化,儿童的问题行为逐渐淡化,最后消退.
(３)教学机器和教学程序.

行为塑造和纠正不良行为使教育者失去耐心,班级授课也很难做到因材施教,加上部分教师教

学水平的不足让斯金纳想到了设计教学机器.于是,辅助教学机诞生了.为保证效果,斯金纳还按

照一定原则设计了教学程序,如少量呈现信息、及时知道结果、学生主动学习等.这些改进和创新

弥补了课堂教学的不足,但也妨碍了教师主导作用的发挥.

斯金纳的行为发展观在行为矫正和教学实践中产生了巨大影响,使人们对行为的认识更接近现

实,但他的操作性条件作用的观点仍然具有机械主义色彩.

行为主义学派主张心理与行为的发展只是量的不断增加过程,是由环境和教育塑造的.

三、 社会学习理论

以华生和斯金纳为代表的新老行为主义学派主要通过对动物的实验来建构理论,且用这些理论

解释人类行为.这些理论受到抨击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忽视了行为的社会因素.美国心理学家班杜

拉 (AlbertBandura,１９２５—　)的社会学习理论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这种不足.

(一) 观察学习及其过程

图１Ｇ６　社会学习理论的

代表人物班杜拉

观察学习是班杜拉 (图１Ｇ６)社会学习理论的一个主要概念.

所谓观察学习,是指通过观察他人所表现的行为及其结果而进行的

学习.与刺激—反应学习不同,它不必直接做出反应,不需亲自体

验强化,只是通过观察他人在一定环境中的行为,并观察他人接受

一定的强化就能完成学习.

观察学习包括注意过程、保持过程、行动复现过程、动机过程

四个组成部分.个体首先要注意到某人的行为,受到启发和触动;

然后在头脑中保留这种行为的表象或语言线索;以此作为支撑在自

己的行动中复现出来;在不断执行中对行为的意义和价值进一步加

深理解,从而强化了该行为的动机,最终将某种行为固定下来.

班杜拉认为行为强化有直接强化、替代强化和自我强化等几种

方式.所谓直接强化,即通过外界因素对学习的行为者直接进行干

预.比如,对儿童的正确行为给予表扬和奖励.替代强化是指学习者如果看到他人成功或被赞扬的

行为,就会增强产生同样行为的倾向;如果看到失败或受惩罚的行为,就会削弱或抑制产生这种行

为的倾向,树立榜样就是利用替代强化的原理.自我强化是指行为达到了自己设定的标准时,以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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