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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发展与发展心理学概述



一、 什么是发展

要理解发展的意义，必须理解两个重要的过程，即成熟和学习，它们是发展变化的基础。

成熟是指个体按照物种典型的生物遗传和个体的生物遗传等生物学基础预先设定的生
物程序的发展过程。

人类成熟的生物学程序要求我们在大约一岁时就能行走和说出第一句有意义的话，在
11岁到15岁之间达到性成熟。

第二个关键的发展过程是学习。通过这个过程，我们的感觉、思想和行为产生了相对
持久的变化。大多发展变化都是成熟和学习的产物。



二、 发展心理学在追求什么

发展心理学追求的目标有三，分别是描述、解释和优化发展。

在追求描述的目标时，发展心理学研究仔细观察不同年龄段的儿童的行为，试图确定儿童随着时间的推移是

如何变化的。

发展研究接下来试图解释所观察到的变化。在追求解释的目标时，发展心理学希望明确：为什么儿童会像他

们通常表现的那样发展，为什么有些儿童的发展会不同于其他人。

最后，发展心理学希望通过应用发展研究所得到的认识，来帮助儿童朝着积极的理想的方向发展，从而优化

发展。



三、 发展心理学如何界定儿童发展问题和研究领域

 1. 发展心理学对儿童发展问题的界定

首先，儿童发展关注的是人的发展。

其次，儿童发展研究者关注儿童在生活中的变化和成长方式，他们也考虑儿童青少年生活的稳定性方面。

再次，虽然儿童发展的重点是童年和青春期，但发展过程始终贯穿人的生命中的每一个部分，从受孕开始，

一直持续到死亡。

最后，发展心理学强调采用科学的方法，探究儿童成长、变化和稳定性的模式。



 2. 儿童发展的研究领域与范围

 

 （1） 儿童发
展研究领域

（2） 儿童发
展的年龄范围
与个别差异

（3） 领域与
年龄的联系

（4） 发展的
年龄变化与世
代变化





第二节  儿童心理发展研究的基本问题





一、 遗传与环境在发展中的作用

 1. 绝对决定论

绝对决定论的争论双方把遗传与环境完全对立起来，或者强调遗传决定发展，完全否定环境的作用；或者认

为环境决定发展，完全否定遗传的作用。遗传决定论以优生学创始者高尔顿（F. Galton）为代表。

 
华生（J. 
Watson, 
1878—195

8）

• 环境决定论以行为主义创始人为代表。他的一句名言是对环境决定论的极好写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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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保证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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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遗传与环境在发展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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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 Stern， 1871—1938）。辐合论认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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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相互作用论

在共同决定论的基础上，一些学者进一步分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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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Piaget， 1896—1980）。



综合相互作用论的基本论点，可以归结为： 

第一，遗传与环境的作用互相
制约、互相依存。

第二，遗传与环境的作用互相
渗透、互相转化。另外，从种
系发生的角度看，遗传和环境
本身就是互相包容的。

第三，遗传与环境、成熟与学
习对发展的作用是动态的。



二、 发展的连续变化与非连续变化

 儿童发展研究面临的另一个重要问题涉及发展变化的性质，即发展是以连续的方式进行，还是

以非连续的方式进行，如图1-4所示。



二、 发展的连续变化与非连续变化

 从图中我们可以看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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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多发展心理学家认为，儿童心理发展是有阶段的，每个阶段具有不同于其他阶段的本质特征，这些特征与

一定的年龄相对应。但是，由于心理学家研究的领域不同，收集和拥有的发展材料不同，划分心理年龄阶段

的标准也不完全相同。



三、 发展过程中儿童的主动性与被动性

传统的儿童心理发展理论，无论是环境决定论、遗传决定论抑或是成熟势力论，都未把儿童看作是
发展中的主体、有能动性的主体、有自我力量的主体。现实生活中，不管是理论工作者还是实际工
作者，一般不会明确地认为儿童是消极被动的个体，但事实上有些人往往下意识地或不自觉地在这
样想、这样做。

而如果把儿童看成是有主动性的个体，就必然会尊重儿童。尊重儿童，意味着将儿童看成是一个
个有自己气质特点、性格特点、兴趣爱好，有探究性的个体；重视对他们的鼓励和表扬；重视开
发每个儿童的“优势领域”；在教学上给儿童留有充裕的时间去阅读、思考、讨论、探索、发现、
创造，而绝对不是为了追求分数，追求升学率。

总之，要设法充分发掘儿童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实施人性化的和个性化的教育，真正让儿童作为发
展中的主体积极地参与并推动自身发展。



四、 发展的关键期和敏感期

关键期是发展过程中特定事件产生最大后果的特定时期，它出现于某些类型的环境刺激对发展正常进行必不

可少或个体暴露于某些刺激可能导致异常发展的时候，例如，母亲在怀孕的特定时间服用药物可能会对发育

中的孩子造成永久性伤害。

关于心理发展是否有关键期，最早起源于动物心理学家劳伦兹（K. Lorenz， 1903—1989）对动物印刻

（imprinting）行为的研究。

劳伦兹还认为这种现象只发生在极短暂的特定时刻，一旦错过了这个时机就无法再学会，因此又称关键期为

“最佳学习期”。



尽管早期的一些儿童发展专家非常强调关键期的重要性，但新近的认识发生了一些变化，在许多领域，个人

可能比最初想象的更灵活，特别是在认知、个性和社会性发展领域。

因此，现在大多数发展研究者更喜欢用敏感期，而不是关键期。在敏感期，机体特别容易受其环境中某些类

型的刺激的影响。敏感期是特定能力出现的最佳时期，在这一时期，儿童对环境影响特别敏感。

重要的是要理解关键期和敏感期概念之间的区别。关键期假定某些类型的环境影响会对发展中的个体产生永

久的不可逆转的后果；相比之下，虽然敏感期也假定缺乏特定的环境影响可能会阻碍发展，但后来的经验有

可能克服早期的不足。



五、 强调特定时期的发展与毕生发展

不同于传统的发展视角，毕生发展的视角强调： 

首先，生长发育与发展变化持续生命全程的每个阶段，由此给心理发展的遗传与环境、普遍性与特殊性等基

本理论问题带来了新的思考。

其次，每个人的环境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即个人的社会环境，是由其周围的其他人构成的。

最后，正如毕生发展学家巴尔特斯（P. Baltes，1939—2006）指出的那样，一生中各个阶段的发展既有得也

有失。



六、 儿童发展研究对子女养育和社会政策的影响

关于智力起源观对社会政策的影响程度，突出了涉及先天—后天这一问题的各种研究主题的重要性。

此外，遗传因素和环境因素的相互作用是复杂的，部分原因是某些遗传所决定的特征不仅对儿童行为有直接

影响，而且间接影响儿童环境的塑造。

同样，尽管我们的遗传背景指引着儿童朝向特定的行为，但是在没有适当环境时，这些行为不一定会发生。

概言之，一个特定的行为在多大程度上是由于先天，在多大程度上则是由于后天，这个问题极具挑战性。最

后，我们应该把先天—后天的影响看作是连续统一体的两端，特定的行为介于两端之间。



七、 关于发展特征的一些基本认识

1. 发展是一个持续和累积的过程
2. 发展是一个整体的过程

4. 发展的历史/文化情境

3. 发展的可塑性



七、 关于发展特征的一些基本认识

 1. 发展是一个持续和累积的过程

表1-3按时间顺序简单概述了人发展的各个阶段。本书的重点是人生前六个阶段的发展，即产前期、婴儿期、

学步期、学前期、儿童中期和青少年期。

产前期
婴儿期

学步期
学前期

儿童中期
青少年期





 2. 发展是一个整体的过程

发展心理学一度流行的做法是将研究者分为三个阵营： 

①研究身体成长和发展的方面，包括身体变化和运动技能的顺序发展。

②研究发展的认知方面，包括感知、语言、学习和思维。

③专注于发展的社会心理方面，包括情感、个性和人际关系的发展。但时至今日，我们知道这种分类方法可

能具有误导性，因为在这些领域工作的研究人员发现，发展的一个方面的变化对其他方面具有重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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