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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

本章从以下几个方面对学前儿童心理发展进行总体性介绍： 第一， 学前儿童

心理发展的界说， 包括研究对象、 研究任务与价值， 以及学科性质； 第二， 学前

儿童心理发展的研究方法； 第三， “儿童心理学—发展心理学—发展科学” 的学

科发展历程。 前两个问题有助于学习者形成学前儿童心理发展的概括认识， 第三

个问题有助于学习者把握学前儿童心理发展的整体发展脉络。

学习目标

１ 掌握学前儿童发展心理学的研究对象。
２ 理解学前儿童发展心理学的研究内容与领域。
３ 理解学前儿童发展心理学的研究任务与价值。
４ 明确学前儿童发展心理学的学科性质。
５ 掌握学前儿童发展心理学的各类研究方法及其特点。
６ 描述儿童发展科学学科发展历程， 并记住标志性事件及人物。

关键词

儿童心理学　 发展心理学　 学前儿童发展心理学　 研究方法　 研究伦理　 发

展科学

也许我们早已离开了童年， 但童年终生与我们相连———究竟是什么使我们成

为那样的孩子？ 又是什么使我们变成今天这样的成人？ 这些都需要儿童心理发展

研究予以解答。

第一节　 学前儿童心理发展的界说

一、 学前儿童发展心理学的研究对象

　 　 心理学是研究人的心理活动及其发生、 发展规律的科学， 既研究个体心理，
如认知、 情绪与动机、 能力和人格等， 又研究团体及社会心理。 心理学的研究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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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于行为与经验的不同方面， 形成了心理学的许多专门领域， 如人格心理学、 实

验心理学等， 也形成了心理学与其他学科的交叉， 如社会心理学、 工程心理学、
教育心理学、 健康心理学等。

在众多的分支学科中， 研究人类个体心理发展的学科最初被称为 “儿童心理

学”， 这是由于当时的研究聚焦于儿童。 随后研究者将发展的范围逐渐扩展至终

生 （即从受孕到死亡）， 形成 “发展心理学”。 最近发展心理学日益显示出跨学

科性， 对个体发展的探索不囿于发展的某个侧面， “发展系统思想” 为诸多领域

的整合提供了基础， 包括生理发展、 知觉与动作发展、 个性发展、 情感与社会性

发展、 文化与发展、 认知发展、 发展的个体差异以及人类的积极发展等， 逐渐形

成 “发展科学” （Ｌｅｒｎｅｒ， ２００６）。

拓展阅读　 

发展心理学

发展心理学研究个体从受精卵开始到出生、 成熟， 直至衰老的生命全程中心

理发生、 发展的特点和规律， 即研究个体毕生的心理发展特点和规律。 人的身心

在生命进程中表现出量和质两方面的变化， 且与年龄有密切的联系， 既表现出发

展的连续性， 又表现出发展的阶段性， 从而形成年龄特征。 发展心理学正是研究

各种心理活动的年龄特征。 具体而言， 包括以下两个部分和四个方面。
两个部分： 一是人的认知过程发展的年龄特征， 包括感觉、 知觉、 记忆、 思

维、 想象等， 思维的年龄特征是其中最主要的研究； 二是社会性发展的年龄特

征， 包括兴趣、 动机、 情感、 价值观、 自我意识、 能力、 性格等， 人格的年龄特

征是其中最主要的研究。
四个方面： 一是心理发展的社会生活条件和教育条件； 二是生理因素的发

展； 三是动作和活动的发展； 四是言语的发展。

［资料来源］ 林崇德  发展心理学 ［Ｍ］ ． 北京： 人民教育出版社， １９９５： ３－４


学前儿童发展心理学又称学前儿童学、 学前心理学等， 无论是在儿童心理

学、 发展心理学还是在发展科学的框架内， 它都是重要的甚至是核心的组成部

分， 它以特定年龄阶段个体——— “学前儿童” 为研究对象， 是研究个体从受孕、
出生到入学前 （０ ６岁） 心理与行为发生、 发展的现象及规律的一门学科。

众所周知， 心理成长经历是一部多侧面的发展故事， 包括学习、 技能和知识

的获得， 注意和记忆能力的提高， 神经元和其他生物能力的增长， 人格的形成与

改变， 对自己与他人理解的增进与重组， 情绪和行为调节的发展， 和他人沟通与

合作的进步以及各种各样的其他成就……学前儿童心理发展既关注学前儿童心理

活动的一般规律， 又探究认知、 情绪及社会化等具体领域的发展规律。 面对纷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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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杂的发展现象， 研究者大多倾向于将学前儿童心理发展划分为三大领域———生

理与动作发展， 认知与言语发展， 情绪、 人格与社会性发展 （表 １－１）。

表 １－１　 学前儿童发展心理学的研究领域

研究领域 含义及特征 研究问题举例

生理与动作发展

考察身体的构造方式———大脑、
神经系统、 肌肉、 感觉能力、 饮

食和睡眠需求等对心理与行为的

影响

考察儿童动作的发展及其与心理

发展的关系

什么决定了儿童的性别？
哪些因素会导致胎儿畸形？
儿童的神经系统经历了哪些发展？
个体动作发展遵循何种轨迹？
动作发展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

认知与言语发展

研究认知发展， 包括注意、 记忆、
学习、 知觉、 思维、 想象等， 也

包括社会交往中和个体的认知活

动中所使用的语言

婴儿期能够回忆起的最早记忆是

些什么内容？
空间推理能力是否与练习有关？
个体的问题解决能力如何发展？
孩子如何获得言语？
双语是否有利于发展？

情绪、 人格与

社会性发展

研究个体独有的持久特质， 及生

命过程中与他人的互动和社会关

系的发展变化和保持的方式

新生儿对父母和其他人的回应是

否有差别？
管教儿童的最佳过程是什么？
对于性别的认同感何时发展起来？

发展是一个有机的整体， 各个领域的发展相互影响， 其中生理与动作发展为

心理发展的基础。 在真实世界中， 没有一种因素会孤立于其他因素而单独起作

用， 在不同的影响因素之间， 存在着稳定而持续的交互作用。 学前儿童发展的每

一个领域———生理与动作， 认知与言语， 情绪、 人格与社会性发展贯串整个发展

全程 （图 １－１）。

二、 学前儿童发展心理学的研究内容

（一） 学前儿童心理发展的普遍模式

学前儿童发展心理学的根本目标就是要揭示心理发展的普遍模式， 这一模式

既包括外显的行为特质， 又包括内在的特征。 例如： 儿童的身体动作是怎样发展

变化的， 认知如何发展变化， 语言怎样发展， 情绪发展变化有何特点， 人格与社

会性是如何形成的等问题， 这构成了学前儿童心理发展的主要研究框架。 儿童心

理发展普遍模式的建立， 反映出各种社会文化背景下儿童共同具有的发展过程，
这为我们认识儿童心理发展提供了有意义的参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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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１　 学前儿童心理发展的过程与阶段

（二） 学前儿童心理发展的个别差异

对个体心理发展普遍模式的描述， 提供了儿童发展研究的基本框架。 然而，
人类发展既存在普遍性规律， 也存在个别化规律， 每个人和每个人群均同时拥有

共同性、 独特性， 这必然也是发展研究的核心内容。 儿童总是千差万别的， 就像

我们在现实中观察到的那样， 尽管心理发展遵循相同或相似的模式， 但就每个个

体而言， 儿童做的每件事———从迈出第一步到学会控制大小便———他们表现出的

状态都是多样的。 从来就没有两个孩子遵循完全一样的发展轨迹。 毫不夸张地

说， 在发展过程中似乎只有 “个别差异” 才是 “普遍” 存在的。
研究者看待个别差异的眼光随着时间推移与研究深入而发生变化。 在过去很

长一段时间里， 个别差异是从误差或缺陷的角度被理解的， 它被认为是实验控制

缺乏或测量不当所致， 或干脆被看成某种缺陷或异常的指标。 然而， 尽管差异是

绝对的， 但这并不意味着 “有人一定属于缺陷人群， 有人一定属于优势人群”。
人类发展科学日益达成共识： 万物是动态的， 个别差异是发展 “多样性” 的体

现， 差异是实质而非误差。
（三） 学前儿童心理发展的影响因素

每个儿童是如此相同又如此不同， 那么心理发展的普遍性与个别差异是如何

形成的？ 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
目前， 学者们普遍认为遗传与环境交互影响心理发展。 遗传属于内在的先天

因素， 环境属于外在的后天因素， 遗传的作用在孩子出生时就已经充分体现了，
而环境则在孩子成长过程中不断施加影响。 遗传与环境两者在某一时间、 某一地

点形成共同单元， 共同影响着个体的发展。
学前儿童心理发展的内外影响因素中蕴含着丰富的论题还有待探索， 如争论

不休的 “遗传—环境” 之间的复杂关系， 又如遗传与环境各自所包含的要素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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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对心理发展的影响。 以 “环境” 因素为例， 需要探索的问题可能有： ① 环境

包含哪些要素？ 关于这一点， 儿童接触时间最长、 影响最大的几个因素分别为家

庭 （父母的养育方式、 文化水平与职业状况、 父母个性、 亲子关系的质量、 家庭

类型、 家庭的物质生活条件等）、 学校 （师生关系、 同伴关系、 班级气氛） 和社

区 （邻里关系、 社区文化娱乐设施、 社区社会支持体系等）。 ② 这些要素对不同

（如年龄、 个性、 认知等） 的孩子有怎样的影响？ ③ 这些要素如何与遗传一起影

响孩子的发展？ ④ 如何为孩子营造健康发展的环境？
（四） 学前儿童心理发展的机制

发展研究不仅要了解儿童发展的普遍模式、 个别差异以及影响因素， 还要进

一步解释儿童发展的原因与机制， 进而构建有关发展的理论体系。 以儿童言语获

得为例， 为什么儿童在出生后的短短三四年内， 就能基本上掌握并运用本民族的

语言？ 母语不同、 语言环境不同， 为什么儿童言语发展会经历如此相似的历程？
围绕这些焦点问题， 有人提出先天的言语获得机制， 也有人强调模仿在言语获得

中的巨大作用。 对心理发展原因与机制的揭示， 有助于更好地利用儿童发展的规

律， 也为儿童心理发展的培养与干预提供了依据。
值得一提的是， 在探索原因与机制的过程中， 当前的发展科学倾向于采用系

统的观点， 从种系发展与种族发展视角进行探索也颇为盛行， 这使得比较心理学

（研究动物演进过程中的心理发展， 即低级动物的反射如何演化至类人猿的心

理） 与民族心理学 （对不同历史发展阶段各民族的心理进行比较研究） 也被纳

入发展科学的范围之内。
（五） 学前儿童心理发展的实践

儿童心理学从诞生之日起就是一门理论密切联系实际的学科， 发展心理学与

发展科学也继承了这一传统。 应用发展心理研究是沟通基础研究与活生生的人的

活动之间的桥梁， 旨在探索教育或临床干预如何进行、 课本与课程如何设计、 社

会政策如何制定与达成等实际应用问题。 应用发展研究关注的是环境中个体或群

体的问题， 而非对个体认知、 情感与人格等某些独立方面的考察。
这就是说， 理论的构建不仅要解释现象发生发展的过程与原因， 而且应该结

合社会实际和儿童的需要来帮助其达到最优化的发展。 帮助儿童顺利地度过每个

发展阶段， 帮助儿童解决发展中遇到的困难或暂时障碍， 这是儿童心理发展研究

的最终目标。

三、 学前儿童发展心理学的研究任务与价值

（一） 研究任务

学前儿童发展心理学的研究任务可以用三个 Ｗ 来表示。
第一， Ｗｈａｔ———描述， 解决 “是什么” 的问题， 探索学前儿童心理发展过

程的一般模式、 共同特征。 为了进行描述， 研究者要仔细地观察不同年龄阶段个

体的行为， 试图说明人的一生是怎样发展变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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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 Ｗｈｙ———解释， 解决 “为什么” 的问题， 对发展变化的过程进行解

释， 确定影响发展模式及特征的因素和内在机制。
第三， Ｗｈｅｎ———预测， 解决 “何时” 的问题， 揭示各类模式和特征发展变

化的时间规律， 进而对可能发生的事件进行预测。
在三项任务中， “描述” 为先， 但这并不意味着它是最简单的任务， 要清

楚、 透彻地描述事物同样需要付出艰辛努力。 例如， 研究者想要对 “５ 岁男孩和

女孩的果断性” 这一问题作出描述， 就不仅要对 “果断” 作出明确定义， 还要

在此基础上全面探索 “何时、 何地、 针对何种事件， 不同性别孩子的果断性表现

与差异”， 还有必要去确认这些结论 “是否适用所有文化中的 ５ 岁男孩和女孩”
等问题。 充分的描述能够提供发展的事实， 但这还只是个起点。 研究者还要去

“解释” 和 “预测” 所观察到的现象。 例如， 在上述 “果断性” 研究中， 描述之

后还要去探索这一性别差异受到哪些因素 （如生物因素及社会文化） 的影响以

及这些因素如何发挥作用， 即 “解释”， 有了解释就可以建立有关理论。 再进一

步根据已有的知识与理论， 我们可以去推测一个特定行为将要发生的可能性， 如

“要挑选一个洋娃娃， 同为 ５ 岁的甜甜和涛涛谁会更快作出决定？” 这就是 “预
测”。

描述、 解释、 预测三项任务逐层递进， 构成学前儿童心理发展的研究任务。
然而从更广阔的角度看， 这三项任务服务于一个共同的目标———使发展最优化，
研究者和实践者希望通过自己的研究结果来帮助儿童向积极的方向发展， 达到优

化发展的目的。 有时这项研究任务也称为 “控制”。 控制包括两层意思： ① 使行

为发生或不发生———引发行为、 维持行为与终止行为； ② 影响行为发生的形式、
强度与频率。 如果我们从控制层面探索儿童的 “果断性”， 那么就会关心诸如

“如何培养果断品质” “如何避免儿童形成与果断相反的品质 （优柔寡断、 盲目

武断） ” “如何使优柔寡断的孩子变得果断” 以及 “如何让个体在需要的时候表

现果断” 等问题， 这些问题的解决要建立在前三项任务的基础上。
当然， “优化发展” 这一任务不只限于发展的某个方面， 它会渗透到学前儿

童发展的方方面面， 例如： “如何增进烦躁、 不敏感婴儿与父母之间的情感联

系” “怎样帮助学习困难的儿童获得学业成功” “如何为缺乏社交技巧的儿童提

供帮助， 预防他们因没有好友或被同伴拒绝而产生情绪障碍” 等。 在对现象作出

描述、 解释、 预测之后， 优化发展是心理发展研究的最高目标。
（二） 研究价值

个体可能向更好的方向变化， 也可能向更坏的方向变化。 发展心理学家的研

究旨在促进健康和积极的 “个体↔情境” 关系。 在个体的实际生态环境中， 充

分利用内外资源去塑造个体的生活历程， 是发展心理学研究的核心价值。 发展科

学研究者能为个体发展设计一种 “能描述、 解释和优化实践 （使发展最优化）
三位一体的科学议程” （Ｌｅｒｎｅｒ， ２００６）。

然而， 对于未来的学前教育工作者而言， 学习学前儿童发展心理学具有更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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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的意义。 首先， 在现实意义方面： ① 有助于了解学前儿童心理的特点， 走

进童心世界； ② 有助于树立正确的儿童观； ③ 有助于做好学前教育工作； ④ 有

助于为儿童提供更加适合的环境。 其次， 在理论意义方面： ① 有助于有效反思

自己的心理活动； ② 有助于了解学前儿童心理发展的规律。
正如 《儿童的世界》 一书前言中所述： “只有知道了我们是怎样的人， 又是

如何变成了这样的人， 我们才有希望创造出一个更美好的世界。 只有知道了儿童

对自己周围的影响是如何反应的， 我们才能为他提供更好的教育、 更好的家庭环

境和更好的生活开端。 这样他们就会有更好的准备去发挥他们自己的潜力， 并帮

助社会发挥社会潜力。”①

四、 学前儿童发展心理学的学科性质

儿童心理学具有应用研究的传统， 但对这一传统的重视并未使当代发展心理

学与发展科学沦为纯应用的技术， 研究者不再只关心认知及社会性功能的某些独

立的方面， 而是去拓展实践的专业性功能， 将研究提升到了 “应用的基础研究”
层面。 作为 “应用的基础研究”， 当前的学前儿童发展心理学研究不仅要整合发

展心理学各领域的研究成果， 还要借助于心理学其他领域的研究成果， 如临床、
认知、 教育、 神经及社会心理学， 甚至涵盖更广的学科， 如人类学、 生物学、 通

信工程、 经济学、 学习科学、 语言学、 数学及政治科学等。

第二节　 学前儿童心理发展的学科发展历程

由于学前儿童心理发展镶嵌于儿童心理学、 发展心理学以及发展科学的演化

历程之中， 因此有必要梳理该学科漫长的发展演变历程。 这既有助于了解学前儿

童心理发展的学科历史， 又有利于把握学前儿童心理发展在整个发展学科中的重

要地位。

一、 西方儿童心理学发展历程

（一） 儿童心理学的准备阶段

西方儿童心理学形成的准备时期经历了漫长的几千年。 在封建社会以前， 儿

童的地位是不受重视的， 儿童很小就随同成人进行劳动， 仅仅作为附庸价值、 工

具价值而被动地依附于成人， 儿童应有的内在价值被忽视。
文艺复兴以后， 一些人文主义教育家提出尊重儿童、 了解儿童的教育思想，

为儿童心理学的诞生奠定了最初的思想基础。 １６９３ 年， 英国人洛克 （ Ｊ Ｌｏｃｋｅ）
提出 “白板说” （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ｔａｂｕｌａ ｒａｓａ）， 认为儿童心理发展的原因在于后天、 在

① 黛安·Ｅ 帕普利， 萨莉·Ｗ 奥尔兹  儿童世界： 从婴儿期到青春期 ［Ｍ］． 华东师范大学比较教

育研究所 《儿童世界》 翻译组， 译  北京： 人民教育出版社， １９８１：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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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教育， 并强调培养儿童的兴趣， 发展儿童的独立能力。 卢梭 （ Ｊ Ｊ Ｒｏｕｓｓｅａｕ）
在 《爱弥儿》 （Ｅｍｉｌｅ， Ｏｒ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１７６２） 中提出 “自然教育理论”， 主张对儿

童进行教育必须遵循自然的要求， 顺应人的自然本性， 反对成人不顾儿童的特

点， 按照传统与偏见强制儿童接受违反自然的所谓教育， 干涉或限制儿童的自由

发展。
１９世纪是儿童心理学演化过程中的重要时期， 儿童心理学的发展源于两股

力量的交会———既是社会需要的产物， 更是科学探索不可避免的结果。 从科学发

展的角度而言， １９世纪的两个核心思想直接塑造了儿童心理学： 贝尔 （Ｋ Ｅ Ｖｏｎ
Ｂａｅｒ， １７９２—１８７６） 的发展原理与达尔文 （Ｃ Ｒ Ｄａｒｗｉｎ， １８０９—１８８２） 的进化论。

贝尔是 １９世纪最伟大的原创性生物学家之一。 贝尔以他在胚胎学和解剖学

方面的实证性研究为基础， 归纳出个体发展变化的一般原理， 提出发展是沿着前

后相继阶段， 按照从一般到具体、 从相对同质到愈加分化的层级组织结构顺序推

进的。 他对复演说提出了挑战， 认为需要对发展过程本身做更严格的研究， 而不

能根据对进化的类比来理解。
达尔文的进化论则使人们开始认识到事物的本质和规律要从事物发展变化上

来研究， 为从发展变化的观点研究种系发生、 人类发展开辟了新思路， 促进了对

动物心理与儿童心理的研究。 达尔文在其进化论思想的推动下， 还研究了个体心

理的发展， 并根据长期观察自己孩子心理发展的记录， 写成了 《一个婴儿的传

略》 （Ａ Ｂｉ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ｌ Ｓｋｅｔｃｈ ｏｆ ａｎ Ｉｎｆａｎｔ， １８７６） 一书， 这是儿童心理学早期的专

题研究成果之一。
１８７９年， 冯特 （Ｗ Ｗｕｎｄｔ） 在德国莱比锡大学建立第一个心理学实验室，

成为心理学独立的标志性事件， 现代心理学渐入正轨。 然而， 心理发展最初并没

有成为新心理学研究的焦点， 甚至受到了某种程度的忽视。 例如， 冯特发现在实

验室中研究儿童会遭遇到很多困难， 所以他认为 “坚持， 就同有时坚持 ‘如不

分析儿童心理， 就无法完全了解成人心理’ 的观点一样， 是完全错误的， 而与其

相反的观点才是应采取的正确立场” （ 冯特， １９０７， ｐ ３３６）。 幸运的是这并没有

扼杀心理发展研究， 而是使得心理发展研究有自己独特而又相对独立的历史， 使

其根源于胚胎学和进化生物学而不是实验心理物理学。
（二） 儿童心理学的形成阶段

１８８２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是西方儿童心理学诞生的时期。 这一时期有关儿

童心理发展的研究快速发展， 到 １９世纪 ９０年代已经产生了专门的研究机构、 学

术期刊、 有影响力的教科书、 专业协会及心理诊所。 尽管如此， 对用哪一年作为

发展心理学的百年开端， 学界还没有形成强烈的共识， 有以下几个里程碑式的日

期可供选择： 霍尔 （Ｇ Ｓ Ｈａｌｌ） 在美国克拉克大学创立儿童发展研究所 （１８９０
年） 与 《教育学报》 （１８９１年）； 几乎在同一时期， 比纳 （Ａ Ｂｉｎｅｔ） 在巴黎大学

奠定了现代实验儿童心理学的基础 （１８９３年） 并创立了 《心理学年鉴》 （Ａｎｎｕ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 １８９４年）； １８８２ 年普莱尔 （Ｗ Ｐｒｅｙｅｒ） 整理对自己孩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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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头三年的观察记录并出版了 《儿童心理》 （Ｃｈｉｌｄ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
普莱尔的著作采取科学的研究方法系统探索了儿童心理， 被公认为是儿童心

理学最早的经典著作， 它像是一剂强烈的催化剂促进了未来心理学和生物学的发

展， 因此更多的人认为 “将 １８８２年作为发展心理学的开端是比较合理的” （Ｃａｉｒｎｓ
＆ Ｃａｉｒｎｓ， ２００６）。

拓展阅读　 

普莱尔前先驱性的研究

应当指出， 对儿童心理发展的观察研究工作， 并不是从普莱尔开始才有的，
有一些先驱性的研究给普莱尔的集大成工作提供了前提条件。

（１） 提德曼 （Ｔｉｅｄｅｍａｎｎ）， 德国人， 医生。 他用日记法对自己孩子的发展

做了详细的观察记录， １７８７ 年出版了 《儿童心理发展的观察》 一书， 当时并未

引起人们的注意， 过了五六十年 （即 １９世纪中期）， 才受到国际上的注意， 产生

很大的影响。
（２） 罗别许 （Ｌｏｂｉｓｃｈ）， 法国人， 儿科医生。 １８５１ 年出版了 《儿童心理发

展史》， 偏重儿童生理发展的研究， 受到当时人们的热烈欢迎。
（３） 席格门 （Ｓｉｇｉｓｍｕｎｄ）， 法国人。 １８５６年出版了 《儿童与世界》， 记录他

的儿子出生以后的动作、 语言等方面的发展。
（４） 库斯漠 （Ｋｕｓｓｍａｕｌ）， 德国人。 １８５９ 年出版了 《新生儿心理生活的研

究》 一书， 这是对较多婴儿进行观察实验以后统计整理的结果， 在当时说来， 是

一种具有新特点的研究———利用实验法。 如他把糖水、 盐水、 奎宁水等分别放入

新生儿口中， 观察他们的反应。
（５） 太因 （Ｔａｉｎｅ）， 法国人， 研究儿童和种族的语言发展。 １８７６ 年出版了

《儿童与民族语言的研究》 一书。
以上这些研究的共同特点是： ① 大多限于早期年龄， 尤其是 ３岁以前； ② 大

多限于感知觉、 动作、 语言发展的研究， 思维、 个性方面的研究很少； ③ 大多

是用日记法 （或传记法）， 观察研究较多， 其他方法较少； ④ 由于方法上的问

题， 科学性一般不是很高。 但是他们却为普莱尔的研究工作积累了经验和材料。

［资料来源］ 朱智贤  儿童心理学 ［Ｍ］ ． 北京： 人民教育出版社， ２００３： １５


除了普莱尔以外， 在这一时期鲍德温 （ Ｊ Ｍ Ｂａｌｄｗｉｎ） 、 比纳、 霍尔、 施太

伦 （Ｗ Ｓｔｅｒｎ） 及弗洛伊德 （Ｓ Ｆｒｅｕｄ） 等人也对儿童心理学的诞生与发展做出了

巨大的贡献。
１ 普莱尔 （Ｗ Ｐｒｅｙｅｒ， １８４１—１８９７）
普莱尔早年在德国受过生理学训练， 他在用生理学观点研究儿童时逐渐认识



·１０　　　 · 学前儿童心理发展

到， 如果缺少对人类从孕育到成熟的仔细分析， 那么生物学的科学方案将是不完

整的； 而且儿童是如此复杂， 应该将胎儿与出生后的孩子分开研究， 将儿童的体

质与心理分开研究。 为此， 他以自己的儿子为观察对象， 设置了一套相当科学的

研究方法。

拓展阅读　 

普莱尔观察的原则

普莱尔预计到了观察和分类中的大部分问题， 包括可靠性和观察者一致性问

题。 他报告说自己 “毫无例外地严格坚持” 以下原则：
（１） 只有直接观察才能被调查者引用， 并且为了精确起见， 这些直接观察

还要和其他研究者的结果进行比较。
（２） 要立刻把所有的观察详细记录下来， 而不管它们是否乏味或只是 “无

意义的发音”。
（３） 观察中要尽可能保持平静自然， 尽可能避免 “人为造成儿童紧张”。
（４） “观察中任何长于一天的中断都要找另一个观察者来代替原来的观察

者， 当原来的观察者重新工作后， 他需要核对他观察中断期间另一位观察者观察

到和记录下了什么。”
（５） 同一个孩子每天至少要被观察三次， 并且所有偶然观察到的现象都要

被记录下来， 这种观察法不比那种一边参照具体问题一边系统确定现象的方法

要差。

［资料来源］ 威廉·戴蒙， 理查德·勒纳  儿童心理学手册 （第 ６版）： 第一卷 ［Ｍ］ ． 林

崇德， 李其维， 董奇， 主译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９： １１３



基于大量翔实的观察资料， １８８２ 年普莱尔出版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 《儿童

心理》 一书。 在这本书中， 普莱尔将儿童心理发展分为三个部分： 一为 “感觉

发展”， 解释儿童在感知与情感两个方面的发展特点， 论述儿童视觉、 听觉、 触

觉、 嗅觉、 味觉、 机体觉和各种初步情绪、 情感的发展； 二为 “意志发展”， 分

析关于坐立、 抓握、 指向、 站立， 以及其他运动模式的形成； 三为 “智力发

展”， 探讨语言的理解、 社会认知以及言语与思维的关系。 除了对婴儿期和童年

早期的研究， 在出版 《儿童心理》 四年后， 普莱尔出版了 《特殊的胚胎生理学》
（Ｓｐｅｃｉａｌ ｅｍｂｒｙｏ Ｐｈｙｓｉｄｏｇｙ）， 这两本书分别涉及胚胎发展和出生后发展两个阶段，
普莱尔认为两者相互依赖并互为补充。

普莱尔向后来的研究者示范了如何在生物科学的框架内运用跨学科的技术进

行儿童研究， 他为发展心理学提供了方法和理论的双重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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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比纳 （Ａ Ｂｉｎｅｔ， １８５７—１９１１）
比纳是法国第一个著名的实验心理学家。 他为心理学的行为研究提供了一种

实用的、 多途径的、 多样本的方法， 而并非仅依靠内省法和心理生理实验法。 比

纳曾以他的两个年幼女儿为被试进行记忆与知觉实证研究。 他还曾与合作者以几

百名儿童为被试对记忆发展做过一系列著名的研究。
在众多的成果中， 比纳对儿童心理学最大的贡献是和西蒙于 １９０５ 年编制的

第一个测量儿童智力发展的标准量表， 旨在促进弱智儿童的筛查与教育。 经过多

次修订， 该量表现已经成为最具影响力的儿童智力量表之一。 比纳的研究启示：
评价高级认知的个体差异需要宏观策略而不是微观策略， 创建一门人类心理与行

为发展的实证科学将是力所能及的事。
３ 霍尔 （Ｇ Ｓ Ｈａｌｌ， １８４４—１９２４）
霍尔受冯特影响在美国创办第一个心理实验室， 他把普莱尔的著作翻译成英

文， 是推动美国儿童心理学研究最有影响的人物。 在理论上， 他运用当时生物学

上的复演说来解释儿童心理发展， 认为胎儿在胎内的发展复演了动物进化过程，
儿童时期的心理发展则复演了人类进化过程。 因此， 他认为在行为方面青少年不

再快速重演祖先的心理特征， 儿童时期是一生中最具可塑性和最有可能发生改变

的时期。
尽管霍尔的复演说引起很大争议， 但对推动美国儿童心理学的发展有着重要

意义。 有人这样评价： “自他起， 在儿童研究的沙丘上就一直有挖掘者， 但从某

种意义上讲， 霍尔是前无古人而后有来者。” （Ｋｅｓｓｅｎ， １９６５）
４ 鲍德温 （Ｊ Ｍ Ｂａｌｄｗｉｎ， １８６１—１９３２）
美国学者鲍德温是有关儿童认知与社会性发展的先驱与领袖。 他的研究范围

广泛， 一生卷帙浩繁， 包括 ２１本书和 １００多篇文章， 其中 《儿童与种族心理学》
（１８９５年） 是在 “新心理学” 的框架内建立发生认识论的最早尝试之一； 而

《心理发展的社会与伦理解释》 （１８９７ 年） 一书是美国心理学家在儿童社会认知

发展方面的第一部著作。
鲍德温论述颇丰， 而有关心理发生的问题始终是他理论与哲学思考的核心。

他的个体发生论的观点挑战了当时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意识是 “一种固定不变

的物质， 它的特性也是固定不变的”， 提出一种新的观点——— “意识是一种不断

增长和发展的活动， 而不是一种不变的物质……发展是一种螺旋的进化过程， 它

的构成要素造成了它的复杂形式然后又藏身其中”。 （Ｂａｌｄｗｉｎ， １８９５） 鲍德温将

发展分为三个部分： 儿童认知的发展、 人格的社会和认知基础、 行为的个体发生

与种系发生的关系， 三者相互交织、 密不可分。
５ 施太伦 （Ｗ Ｌ Ｓｔｅｒｎ， １８７１—１９３８）
从 ２０世纪初到 ２０世纪 ３０ 年代早期， 施太伦在德国推动建立儿童心理学的

理论和体制基础， 是儿童心理学的先驱之一。 他不仅提出了心理年龄可以转变为

智力商数， 还致力于将心理学中的差异心理学、 个性心理学与发展心理学这三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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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域建立成三个不同的学科。 《６ 岁以前早期儿童心理学》 源于他和夫人对他们

孩子的长期而系统的观察， 拓展了观察的年龄范围 （此前的儿童观察研究多限于

三岁之前）。 他还很早就认识到人类发展研究需要一个统一的视角， 提出个体是

一个复杂单元， 它既不完全由内部因素决定也不完全由外部因素决定。
６ 弗洛伊德 （Ｓ Ｆｒｅｕｄ， １８５６—１９３９）
与前面几个学者相比， 弗洛伊德与心理发展的关系有些不同， 他只在临床背

景下观察了几个孩子， 从未在传统实验背景下观察。 然而他所倡导的精神分析理

论却是 ２０世纪心理发展研究领域中很有影响力的学说之一。
精神分析对发展心理学家特别有吸引力的是： 关注具有形成和决定作用的早

期经验， 婴儿期和童年早期发生的事情奠定了成人人格和精神病的基础， 发展的

主要动力限于人生最早的那几年。 精神分析及其衍生模型将很多发展的过程———
交互作用、 双向性、 行为可塑性、 生物行为组织———与个体发展中某些关键点联

系起来。 这些关键点是婴儿期或儿童早期在发展过程中产生的性格结构与倾向，
它决定着个体一生当中适应的性质和质量。 关于精神分析的理论将在发展理论一

章中进一步介绍。
综上所述， １９世纪末到 ２０世纪初， 心理发展研究以 “儿童心理学” 的面貌

正式成为独立学科。 在儿童心理学刚刚诞生这一阶段， 其出现与发展并非一个系

统连贯的过程， 各类观点云集， 学者们以不同的视角开展研究， 该领域的成果和

理论各不相同又各有依据， 相互之间有争议又都观点新颖。 虽然此时的研究在方

法和理论上均未取得一致， 但已经聚焦于某些特定的主题———意识和智力的个体

发展、 意图与思想、 行为之间的关系、 进化和发展的关系、 天性和教养、 早期经

验的影响， 以及发展何时停滞、 道德发展、 科学怎么为社会做出贡献等 （Ｃａｉｒｎｓ
＆ Ｃａｉｒｎｓ， ２００６）。 至此， 发展研究作为一门跨学科、 充满新思想、 新方法和新发

展途径的事业， 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
（三） 儿童心理学的分化拓展阶段

第一次世界大战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 是西方儿童心理学的分化拓展时

期。 这一时期各种心理学理论流派纷纷出现， 如皮亚杰的儿童认知发展理论、 行

为主义的心理发展理论等， 而此前的理论家， 如鲍德温、 比纳、 弗洛伊德等也继

续发挥着 （甚至更大的） 影响。 这个时期的儿童心理学不断得到丰富和拓展，
实证研究获得空前发展， 已逐渐走向成熟。 然而在这个过程中， 儿童心理学的研

究分裂成各个独立的小领域、 主题和理论， 得到最多关注的有以下领域。
１ 心理测验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ｃ ａｌ ｔｅｓｔ）
在 ２０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很多发展学家眼里， 建立一个可信的儿童心理科学

的主要障碍与其说是理论方面的， 不如说是方法方面的。 比纳—西蒙量表

（Ｂｉｎｅｔ⁃Ｓｉｍｏｎ Ｓｃａｌｅ） 为儿童心理发展的精确研究和对智力的量化提供了测量工

具。 用于个别施测的斯坦福—比纳量表 （Ｓｔａｎｆｏｒｄ⁃Ｂｉｎｅｔ Ｓｃａｌｅ） 推动了发展心理

学在诊所、 学校、 军队和工业中的应用。 心理测验， 尤其是智力测验的长足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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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 为不同时间、 不同个体和不同条件下的系统比较铺平了道路， 也为不同背

景、 不同种族和不同环境经历的个体之间的比较提供了工具， 使研究者重新研究

遗传和环境问题成为可能。 然而遗憾的是， 智力测验的方法并没有催生统一的智

力发展理论。
２ 纵向研究 （ ｌｏｎｇｉｔｕｄｉｎａｌ ｓｔｕｄｙ）
与心理学的其他学科不同， 心理发展研究与纵向研究具有天然的联系， 如果

缺少个体从出生到成熟的纵向研究， 就不能掌握人类或动物的发展过程。 然而在

发展研究中， 纵向研究最初并未获得应有的重视。 随着研究方法与工具的进步，
推孟 （Ｌ Ｍ Ｔｅｒｍａｎ） 于 １９２１年开展了对 “行为—认知特征” 的第一次大规模纵

向研究， 他在加利福尼亚挑选了 ９５２个 ２ １４岁的超常儿童， 在儿童及成年期的

几个不同阶段， 对样本的人格特征、 生活成就和社会适应等进行评价。 实验对象

被追踪调查的时间长达 ６０ 年， 研究数据提供了有关毕生发展的丰富信息。 还有

学者采取了更具创造性的研究思路， 如布勒分析了约 １００ 名青少年的日记， 分析

日记的方法为纵向研究提供了创新的替代方法 （Ｂüｈｌｅｒ， １９３１）。
３ 行为主义与学习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ｉｓｍ ａｎｄ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行为主义的代表人物华生 （Ｊ Ｂ Ｗａｔｓｏｎ， １８７８—１９５７） 认为心理学是自然科

学的一个纯粹客观的分支。 华生对发展的贡献经历了两个阶段： 实证阶段与理论

阶段。 在实证方面， 他首先研究了新生儿和情绪反应的条件反射， 被早期的 《儿
童心理学手册》 （ Ｈａｎｄｂｏｏｋ ｏｆ Ｃｈｉｌｄ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 ） 称为是 “开创了实验儿童心理

学的人”。 在理论方面， 华生于 １９２８年出版了一本很有影响力的畅销书 《婴儿和

儿童的心理照顾》， 践行了 “科学应该为人们提供培养儿童的更好、 更有效方

法” 这一观点， 这使华生一度成为培养儿童科学方法的象征。 但由于对内在心理

活动的忽视， 华生的理论被批评为 “没有感情、 没有头脑” 的儿童心理学。 斯

金纳 （Ｂ Ｆ Ｓｋｉｎｎｅｒ） 与班杜拉 （Ａ Ｂａｎｄｕｒａ） 后来从不同角度发展了华生经典行

为主义理论。 有关华生及其后继者的观点将在心理发展理论一章中进一步介绍。
４ 成熟与成长 （ｍａ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ｇｒｏｗ）
当华生作为儿童发展行为主义和环境决定论的代言人时， 美国的另一位学者

格塞尔 （Ａ Ｇｅｓｅｌｌ， １８８０—１９６１） 成为倡导 “成长和成熟” 对发展行为的作用的

领军者。 格塞尔是一位富有创新精神的方法论专家， 他是第一个在行为分析中采

用双胞胎作为被试的人之一。 １９２８ 年， 他出版了 《婴儿期和人的成长》 一书，
旨在提供对正常儿童与特殊儿童的心理发展过程、 模式、 速度的客观记录， 并探

讨遗传与环境在早期智力发展和人格形成中的作用， 提出 “成长是一个持续的自

我条件反射过程， 而不是被两种力量牵强地控制着的戏剧性事件” （Ｇｅｓｅｌｌ，
１９２８）。

５ 社会性与人格发展 （ｓｏｃｉａ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ｉｔｙ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美国人门罗 （Ｗ Ｓ Ｍｏｎｒｏｅ） 是 “儿童社会意识” 研究的先驱， 他在著作中

记述了很多关于社会性发展的问卷研究。 但在此之后， 问卷法的抽样及计分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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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方面的缺陷一度使社会性研究出现断裂， 直到 ２０世纪 ２０ 年代中期另一种实验

社会学的行为研究方法被引入到婴儿和儿童的社会行为研究中。 在接下来的 １０
年间， 研究者热衷于将行为分为不同的行为单位。 到 １９３１ 年， 布勒 （Ｂüｈｌｅｒ）
对这一领域研究直接涉及儿童社会行为模式的观察。 这些研究为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

这一领域再度兴起奠定了基础。
６ 道德发展 （ｍｏｒ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道德发展一直受到发展学家的关注。 在 ２０ 世纪二三十年代， 道德发展表现

出三大进展： ① 在诚实和亲社会性行为的评价中短期实验操作的使用； ② 对自

然观察的规则制定和道德判断的观察研究的运用； ③ 对可用于评价特殊经历的

态度问卷的精细修订 （Ｃａｉｒｎｓ ＆ Ｃａｉｒｎｓ， ２００６）。 这一时期， 皮亚杰提出了儿童道

德发展阶段理论。
７ 语言与认知发展 （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ａｎｄ 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从 １９２４年开始， 语言和思维的发展问题终于得到了主流发展学者的关注。

一些学者关注语言本身， 试图探明年幼的孩子是如何以令人惊讶的速度掌握这种

非常复杂的符号系统。 最著名的两位学者是皮亚杰和维果斯基 （Ｌ Ｓ Ｖｙｇｏｔｓｋｙ），
尽管两人关于语言与思维的具体观点并不一致， 然而他们都关注儿童语言的发

展， 并将其视为理解儿童思维模式发展的工具。
８ 发展心理生物学与习性学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ａｌ ｐｓｙｃｈｏｂｉ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ｅｔｈｏｌｏｇｙ）
有关染色体传递遗传信息的革命性发现， 大大促进了发展科学对遗传机制的

理解。 斯佩曼 （Ｈ Ｓｐｅｍａｎｎ） 通过实验提出环境力量在个体发展过程中的作用，
一旦处于行为发展的关键时期， 它所产生的作用将会是不可逆的或者不易改变的

（Ｗａｄｄｉｎｇｔｏｎ， １９３９）。 这些实验为生物发展的机体理论提供了经验例证。
值得一提的是， 这一时期该领域起引领作用的学者中， 有一位是中国人———

郭任远。 郭任远师从托尔曼 （Ｅ Ｃ Ｔｏｌｍａｎ）， 受到华生启发， 他设计了一系列富

有启发性的研究。 他证明了社会模式的主要特征可以改变， 也可以创造新的特

征。 例如， 如果从幼年开始就将小猫和老鼠养在一起， 最终可以使猫 “喜欢”
上老鼠， 而不是猫 “消灭” 老鼠。 而同时， 欧洲的习性学家洛伦兹 （Ｋ Ｌｏｒｅｎｚ）
在其论文 《鸟环境中的伙伴》 （１９３５ 年） 中提出 “关键期”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ｐｅｒｉｏｄ） 的

经验作用不能用当时已有的学习和联想原理加以说明， 并区分了四种印刻现象

（ｉｍｐｒｉｎｔｉｎｇ）。
可见， 在 ２０世纪的二三十年代， 发展研究得到了丰富与拓展， 人们曾做过

各种尝试去建立一个整合理论， 但遗憾的是， 没有哪个模型能够囊括所有的研究

活动， 并为这些活动提供统一的方向。
（四） 儿童心理学的演变与发展阶段

２０世纪中期以后， 西方发展心理学的发展和演变表现在理论发展和具体研

究两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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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理论发展方面

在理论发展方面， 西方发展心理学学派出现了克服片面性、 极端性， 相互吸

收、 融合的趋势。 有些学派的影响几乎消失， 如霍尔的复演说。 施太伦及格式塔

学派等则不断更新其内容， 继续发挥影响作用。 经典行为主义经历了崛起、 主导

和衰退等过程。 精神分析的一些基本假设重新得到重视， 新精神分析与新行为主

义为适应发展变化的形势， 不断调整和发展， 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 如社会学习

理论就经历了一个兴起、 衰落和新生的过程。 社会生态学、 发展心理生物学和习

性学， 以及发展精神病理学等不断为发展研究提供新的生长点。
受到电子录音、 编码和计算机分析技术的影响， 新技术和新方法的应用接踵

而至。 从新的投射程序到权威的问卷或学习研究的简要实验程序， 研究方法呈现

生态化趋势， 新方法的快速涌现使得研究方法的生命周期从 １５年缩短至 １０年。
２ 具体研究方面

在具体研究方面， 一个显著的变化是发展研究从儿童发展逐渐扩展到个体毕

生发展， １９５７年美国 《心理学年鉴》 （Ａｎｎｕ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 用 “发展心

理学” 代替 “儿童心理学”。 在这一领域， 人们在 ２０ 世纪上半叶研究的很多问

题又重新变成了研究的中心， 如运动与感觉发展、 思维和语言的认知变化， 以及

社会与人格的交互作用等。 认知与意识、 思想与行为、 个体发生与种系发生、 天

性与教养、 道德以及发展的社会应用等主题在这一时期仍然是研究的焦点。 发展

心理学的所有研究领域在这一时期几乎都有所扩展、 创造和批判。
在这个快速发展的时期， 发展心理学的研究者呼吁为发展研究制定一个综合

统一的框架。 研究者日益达成共识： 任何单独的信息来源或单独调查者都不能被

过分推崇， 因为发展心理学研究已变成了一个跨学科、 国际性的运动， 已经不限

于发展心理学的框架， 而是逐渐变成一门真正的交叉性科学———发展科学。
综上所述， 经历了 “儿童心理学—发展心理学—发展科学” 这一演化历程，

有关心理发展的研究日渐丰富， 研究领域不断拓展。 由儿童心理学向发展心理学

的转变体现了研究对象由仅聚焦儿童拓展为终身发展； 而第二次由发展心理学向

发展科学的转变 （这一转变还在进行中） 则体现了发展的内容将不仅仅限于个

体的心理发展， 而演变为一个跨学科性的、 比较性的领域。 然而， 无论如何演

变， 学前儿童心理发展不仅是发展研究最早触及的领域， 而且将是最为重要的研

究模块之一。

二、 我国儿童心理学发展历程

中国古代没有产生儿童心理学， 但有着丰富的有关儿童心理发展问题的论

述， 其中最著名的是孔子。 例如， 关于先天与后天的关系， 孔子提出 “性相近，
习相远” 的观点； 关于心理发展的年龄特征， 孔子也有 “吾十有五而志于学，
三十而立， 四十而不惑， 五十而知天命， 六十而耳顺， 七十而从心所欲， 不逾

矩” 的论述； 关于个体差异， 孔子将人分为 “上智” “中人” 与 “下愚”。 又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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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的 “性善论”、 荀子的 “性恶论” 以及王阳明的 《训蒙大意示教读刘伯颂

等》， 均蕴含丰富的儿童发展思想。
但是， 我国学前儿童心理发展的科学研究起步较晚。 ２０ 世纪 ２０ 年代前后，

一些西方儿童心理学著作被陆续介绍到我国， 推动了我国儿童心理的研究。 我国

最早的儿童心理学家陈鹤琴先生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所讲授儿童心理学课程， 其

内容就根据西方儿童心理学家的著作编译而来。 最早的儿童心理学研究者也是

陈鹤琴， 他采用日记法观察、 记录了自己的长子陈一明， １９２５ 年写成了 《儿
童心理之研究》 一书。 ２０ 世纪 ３０ ４０ 年代， 浙江大学的黄翼对儿童的语言发

展和性格评定进行系列研究， 重复了皮亚杰的一些实验， 出版了 《儿童心理

学》 《幼儿心理健康个案研究法》 等多部著作。 此外， 这一时期， 儿童心理测

验的研究也逐步展开。 随着弗洛伊德理论的传入， 开始出现关于儿童心理卫生

的研究。
新中国成立之初， 儿童心理学是心理学中占有重要地位的分支， 中国心理学

会在 ２０世纪 ６０年代成立的第一个专业委员会就是 “儿童与教育心理学专业委员

会”。 当时主要是学习苏联的儿童心理学， 翻译出版了一批有关儿童心理学的教

材、 著作与论文， 如巴甫洛夫的高级神经活动类型学说， 同时也出现少量结合我

国实际的探索性研究。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迎来了我国儿童心理学的第一个繁荣时期， 不仅有人对皮

亚杰、 瓦龙等人的儿童心理学观点进行了述评， 还涌现了大量本土研究成果，
涉及生理机制、 心理过程机能、 个性发展、 思维发展等； １９６２ 年出版了我国

第一部以马克思主义观点为指导的儿童心理学教科书———朱智贤先生的 《儿童

心理学》。
经历了 “文革” 期间的被迫停顿后， １９７８ 年中国心理学会首先重建了儿童

与教育心理学专业委员会， 我国儿童心理学的研究迎来了又一个繁荣期。 我国学

者就早期发展与教育、 学习与发展的关键年龄、 语言发展、 道德发展等论题展开

研究， 开始重视方法学的研究， 国外先进的研究成果被陆续介绍到国内。 从 ２０
世纪 ８０年代中期开始， 朱智贤先生率领我国的儿童心理学工作者开始研究我国

儿童心理发展的特点， ９０年代初出版了 《儿童青少年心理发展与教育》； ２０世纪

９０年代对儿童心理学的研究更加细化， 随后陆续出现一批优秀的教材， 如孟昭

兰的 《婴儿心理学》、 陈帼眉和庞丽娟教授的 《学前心理学》 等。 北京师范大

学发展心理学研究所主办了 《心理发展与教育》 期刊， 专门发表发展心理学和

将发展心理学研究成果运用于教育工作的文章。 这一时期的研究主要集中于：
① 儿童认知发展， 初期主要研究儿童数学认知， 以后研究范围扩大至儿童对自

然现象的认知、 社会认知和其他一些问题； ② 汉语儿童语言发展； ③ 社会性发

展， 包括自我意识发展、 道德判断和道德观念发展、 影响儿童社会性发展的因素

等； ④ 超常儿童心理学研究； ⑤ 独生子女心理研究； ⑥ 儿童心理发展的跨文化

研究。 （缪小春， ２０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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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世纪以来， 我国发展心理学进一步发展， 研究主要涉及以下几个方面：
重新验证国外的研究发现， 对比国内外人类心理发展的异同点， 揭示中国人心理

发展的特点； 针对中国儿童心理发展特有的重要现象， 揭示中国文化、 经济和政

治背景下心理发展的特点； 修改心理学的概念与旧理论， 创建新概念与新理论，
以适应中国人心理发展的特点； 改进与创新研究方法等 （林崇德， 陈英和，
２００９）。

经过多年的发展， 我国的学前儿童发展已经建立起完备的研究体系， 在众

多领域取得了丰富的研究成果， 这些成果既丰富了学前儿童发展心理学的理论

体系， 又在一定程度上指导了我国的学前教育实践， 在社会上产生了较广泛的

影响。 但是， 目前的研究仍然存在一些不足， 尤其是与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

家的儿童心理学研究存在一定的差距。 随着时代的变化和发展以及人们价值观

念的变化， 儿童的心理也发生着快速的变化， 对儿童心理发展的系列研究仍待

加强， 研究者需要继续努力推进发展心理学的中国化， 在与国际发展心理学研

究保持同步的同时， 又能够有所超前、 有所创新， 更好地服务于我国的学前教育

实践。

第三节　 学前儿童心理发展研究

要开展心理发展研究， 首先要确定收集研究资料的渠道， 进而选择合适的设

计模式， 然后采用合适的具体研究方法实施研究。 最后， 由于以儿童为研究对

象， 学前儿童心理发展研究过程中还必须充分考虑研究伦理问题。

一、 资料来源

对个体心理发展进行科学研究， 就需要对大量丰富的信息资料进行综合分

析。 学前儿童心理发展收集资料的四个主要来源包括个人记述、 历史记载、 跨文

化比较以及科学发现。
（一） 个人记述

对大多数人而言， 生活一天天过去， 日复一日、 年复一年， 不知从何时起长

大了， 也不知从何时起又变老了， 我们并不会刻意去思索其中的原因及过程。 不

过对了解个体的行为及心理发展而言， 个体经验对人生心理发展的性质及过程提

供了第一手资料，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它是最肯定、 最明确的信息来源。

拓展阅读　 

儿 童 体 验

我才 １０个月大的时候， 我的母亲出走了。 她把我丢给我的外祖父、 外祖母，
我就是在他们的农庄里长大的。 直到 ５岁才再次见到了我的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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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直到 ９岁才知道我有了另一个父亲， 我的弟弟和妹妹是异父弟妹， 我感

到失望难受。 从那以后， 我觉得自己的生活失去了价值……我也恨自己……我只

有这么一种感觉， 那就是我还活着。 为什么呢？ 因为它使我感到多么痛苦不幸……

［资料来源］ 詹姆斯·Ｏ 卢格  人生发展心理学 ［Ｍ］ ． 陈德民， 等， 译  上海： 学林出

版社， １９９６： ６．


（二） 历史记载

实际上， 个体经验不可能脱离社会历史而独立存在。 在不同的历史时期， 人

们的儿童观差异很大， 人们对儿童发展的理解也有所不同。 例如， 在中世纪及其

以前的社会里， 在成年人眼里儿童只是 “缩小了的大人”， 儿童并没有被当作一

个有独立人格的个体来看待， 在成人世界里 “儿童” 是缺失的。 早期绘画中出

现的儿童形象便是小大人， 儿童穿的衣服常常是由成人穿旧的衣服缩小改制做成

的， 他们与成人干一样的活儿、 玩一样的游戏。 从 １８ 世纪后期到 １９ 世纪中期，
随着社会观念的变化发展， 才有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尊重儿童、 发展儿童天性的

重要性。 因此， 即使具有相似的个人经验， １４ 世纪与 １８ 世纪的儿童也是很不同

的， 在我们经历的各个年龄阶段的生活中， 个体经验总是更广阔的历史文化事件

的一部分。
（三） 跨文化比较

如果说 “历史记载” 以时间为线索纵向追踪发展的背景， 跨文化研究则是

从横向把握发展的空间变异。 跨文化比较研究关注的问题是： 其他地域、 其他文

化中的个体是怎样发展的？
不同文化中的个体具有不同的发展趋向。 例如， 印度孩子的家训是： 一切

人都应该结婚， 同父母选定的人结婚， 早婚， 而且一直保持这种婚姻关系； 法

国的儿童被教育 “不要去坚持要求自己的利益”； 俄国人则要求孩子在公共场

合规规矩矩， 一切行动要听从成人的训诫。 这体现了不同文化背景下儿童发展

体验的多样性。 我们再以婴儿抚育方法为例， 来看看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差异

（表 １－２）。
在跨越自己民族与文化的界限后， 常常能进一步加深对个体发展的理解。 在

一种文化中发现的原理和理论， 若能够同样解释其他文化背景下的个体发展， 则

它们就具有更大的正确性， 会受到更广泛的承认。 因此， 跨文化研究使得研究结

果不被过度概括化， 并且也成为确定人类的心理发展中是否真的存在共同性的

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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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２　 各国家婴儿抚育方法①

地理位置 儿童抚育方式 潜在的假设

俄国

长时期用襁褓包紧； 有奶妈和老年

妇女照料婴儿； 护理时表现出温暖

和宽容， 训练孩子自己大小便、 逐

步断奶

婴儿好动， 需要对其身体而不是情

绪进行控制， 承认个人不可侵犯；
让婴儿与社会有更多的接触； 情感

具有积极的价值

波兰

用襁褓包孩子； 允许哭叫， 一下子

就断奶； 在不用襁褓后仍限制其肢

体活动， 衬尿布

婴儿是非常脆弱的， 在锻炼孩子的

长期过程中， 最初几个步骤非常重

要； 把身体的 “清洁” 和 “肮脏”
部位分开来

波兰和俄国

（犹太家庭）
襁褓包得很松， 特别强调对孩子的

热情和安慰， 衬尿布

同母亲身体接触上的亲近， 会传递

给孩子温暖和爱

日本

（ “二战” 后）

与婴儿睡在一起； 婴儿一哭叫就去

哄他； 婴儿开始咿呀学语就立即与

他答话

婴儿出生时太孤独； 重视社会依赖

性和合作性

危地马拉农村的

印第安人

母亲一直守护着婴儿， 到哪里都带

着婴儿， 抱得紧紧的， 仔细照看

婴儿发病和死亡率高是因为邪恶的

神灵在攻击脆弱的婴儿

拓展阅读　 

性别角色的跨文化比较

跨文化比较能告诉我们某一发展现象是否具有一般性。 来看看男性和女性在

我们的社会中所扮演的角色。 在我们的文化中， 男性角色要具备传统要求的特

点， 诸如独立性、 果断性和控制性。 相比之下， 对女性的期望是有教养、 敏感。
男性和女性的这些特征是普遍适用的吗？ 男女的生理差异一定会导致他们在行为

方面的性别差异吗？
１９３５年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 （Ｍａｒｇａｒｅｔ Ｍｅａｄ） 比较了新几内亚岛三个

部落中的性别角色， 她的观察结果引发了争议。 在阿拉佩什部落中， 不论是男人

还是女人都被教导着去扮演我们认为属于女性的角色： 相互协作、 攻击性低并且

关心别人的需求。 相比之下， 蒙杜鲁古部落的男人和女人都被培养成攻击性较高

的、 对他人的情感反应迟钝的角色———按西方的标准是男性行为模式。 最后， 加

蒙布拉部落展现了一个与西方模式截然相反的性别角色的发展模式： 男性是被动

① 詹姆斯·Ｏ 卢格  人生发展心理学 ［Ｍ］． 陈德民， 等， 译  上海： 学林出版社， １９９６：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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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情感依赖型的、 社交敏感型的， 而女性是有控制性的、 独立的和果断的。
米德的跨文化比较指出， 文化学习较之生理差异对男人和女人的典型行为模

式影响要大。 所以我们非常需要像米德这样的跨文化比较。 没有跨文化比较， 人

们会很容易错误地认为在我们的生活中正确的东西在其他任何地方都是正确的，
借助跨文化比较， 我们开始认识生理和环境因素对人类发展的影响。

［资料来源］ Ｄａｖｉｄ Ｒ Ｓｈａｆｆｅｒ， Ｋａｔｈｅｒｉｎｅ Ｋｉｐｐ 发展心理学： 儿童与青少年 （第 ８版） ［Ｍ］ ．
邹泓， 等， 译  北京：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２００９： ４８４．


（四） 科学发现

获得人生心理发展信息的第四个渠道是科学发现。 心理学常常通过实验或有

控制的行为观察来开展研究， 这是目前最常用的信息来源。 通过科学发现获得的

可靠研究数据有助于进一步理解人类行为变化的原因。 有关科学发现具体的研究

设计及方法将在本节随后的内容中详细介绍。
总之， 面对源源不断的信息， 这四个信息系统提供的视野使得我们对个体心

理如何变化、 如何趋于稳定有了更深刻的理解。

二、 研究设计

人在一生中如何成长变化是所有心理发展研究者工作的核心。 在探索心理发

展时， 研究者需要同时关注个体的发展以及个体所处的变化着的环境条件。 然

而， 年龄增长会影响个体的发展， 环境也会随着时间推移而发生变化， 进而影响

个体心理发展。 我们该如何区分个体心理发展变化是由年龄变化引起的还是由环

境变化造成的？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 研究者提出了三种主要的研究设计———横向

设计、 纵向设计与序列设计。 横向设计和纵向设计是用以测定个人心理发展的，
而序列设计则主要测量一代又一代人的心理发展模式。

（一） 横向设计

横向设计又称横断研究， 是指在同一时期对不同年龄阶段儿童的特点进行研

究， 进而发现某一生命周期中发生的变化。 例如， 为了测量 ３ ５ 岁儿童的形象

思维发展情况， 便可以在同一时间段对 ３ 岁、 ４ 岁、 ５ 岁三组孩子的形象思维进

行测试， 整理数据便可得到 ３ ５ 岁儿童形象思维发展过程。 当然， 横向设计可

以研究发展的某一个方面， 也可以对心理发展进行全面的研究。

拓展阅读　 

横向研究得出的儿童行为问题发生率

重视独生子女的心理卫生已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重点。 运用父母填写的阿成

贝切 （Ａｃｈｅｎｂａｃｈ） 儿童行为量表 （Ｃｈｉｌｄ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Ｃｈｅｃｋｌｉｓｔ， ＣＢＣＬ）， 在同一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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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内对山东省 ３８２７名 ４ １１岁儿童的行为问题作了检验， 结果见表 １－３。

表 １－３　 不同年龄、 性别儿童行为问题现患率 （％， Ｎ＝２０１６）

年龄（岁）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０ １１ 合计

男 １４ ４０ １６ １８ １２ ４５ １２ １１ １３ ０８ １３ ３０ １３ ３１ １１ ６４ １３ ３４

女 １１ ２６ １４ ８３ １８ ３５ １５ ６３ １８ ９１ １２ ６０ １４ ６２ １０ ７６ １４ ５４

合计 １２ ９４ １５ ５５ １５ ０７ １３ ７５ １５ ８６ １２ ９３ １４ ００ １１ １８ １３ ９３

　 　 研究揭示： 从总体上看， １３ ９３％的儿童有行为问题， 远高于儿童发育和躯体健康问题

（刘贤臣等， １９９８）。

［资料来源］ 桑标  儿童发展心理学 ［Ｍ］ ．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２００９： ２１．


由于横向设计经济、 高效， 其结果可以迅速用于评价修正理论， 解决日常生

活中的问题， 因此大多数的发展研究均以横向设计为基础。 然而横向设计也面临

批评， 主要问题是对于因时而异的心理发展过程采用单一测量方法降低了其可靠

性， 以致无法通过横向设计确定行为的原因。 因为每个人都处于特定的同辈群

体， 如果我们通过横向研究发现不同年龄的人存在某些差异， 这可能源于各个同

辈群体间的个体差异， 而不是年龄本身所致。 例如， １５ 岁的人在智力测验中表

现好于那些 ７５岁的人， 这可能是因为老年人智力水平衰退， 但也有可能是两组

被试本身存在个体差异， 如 ７５ 岁老人在婴儿期没有像年轻人那些获得充足的营

养、 在青年期没有获得较好的教育等。
（二） 纵向设计

纵向设计又称追踪研究， 是指在一段相当长的时间内对同一个或同一批被试

进行重复研究， 即对同一批人进行长期的跟踪研究。 若采用纵向设计探索 ３ ５
岁儿童形象思维的发展， 则需要抽取一些 ３岁的孩子作为研究对象， 定期 （如半

年） 对其形象思维发展水平进行测量， 直到他们长到 ５ 岁， 整理数据亦可得到

３ ５岁儿童形象思维发展过程。 这种定期的、 系统的研究， 不仅有助于找出个

体发展的规律， 还可以提供大量描述个体生活的信息。

拓展阅读　 

纵向设计得出的儿童行为问题发生率

为探讨家庭计划生育政策对儿童心理发展有何影响， １９８４—１９９５ 年的 １２ 年

期间在南京针对同一群体的儿童进行阶段性的追踪调查， 进行了一个相同计划下

的纵向调查研究 （陶国泰， １９９９）。 １９８４—１９８５年初次调查南京市区与近郊区学

前期儿童 ６９７ 名， 平均年龄为 ５ ７ 岁。 其后分别于 １９８８—１９８９ 年 （平均 ９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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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 １９９０—１９９１年 （平均 １１ ７ 岁） 及 １９９４—１９９５ 年 （平均 １５ ７ 岁） 对同一

组儿童进行三次追踪调查。 调查均用父母报告的阿成贝切儿童行为量表

（ＣＢＣＬ）。 结果如图 １－２所示， 行为问题的总分值随年龄增长而明显下降； 关于

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的行为问题， 男女性别具有不同的发展趋势。
研究结果提示独生与非独生子女的行为问题差别只有少许， 且发展到青少年

期这些差异有大致消失的趋势， “行为改善” 更多地见于男孩而非女孩。

　
图 １－２　 独生与非独生儿童之行为问题总分的发展性演变

［资料来源］ 桑标  儿童发展心理学 ［Ｍ］ ．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２００９： ２２．



纵向设计还有一种变式， 被称为微观发生设计。 该方法的主要特点是： 给儿童

呈现一项新任务， 并在一连串间隔中观察儿童从开始学习到稳定掌握该任务的情

况。 在这一 “微观世界” 的纵向发展中， 研究者可以精确观察到变化是如何发生

的。 这种方法对研究认知发展特别适宜， 能够很好地考察儿童在获得知识时所采用的

策略。
一项微观发生研究考察了幼儿错误信念理解与抑制技能出现的先后关系

（Ｆｌｙｎｎ ｅｔ ａｌ ， ２００４）。 研究者以 ２１ 名幼儿为被试， 均龄 ３ 岁半， 每周四重复进

行 ２项错误信念理解任务和 ２项执行控制任务。 研究结果表明， 大部分儿童在很

好地理解错误信念之前都能在一项执行控制测验上有很好的表现。 可以认为， 当

儿童在完成错误信念任务时， 需要抑制现实的、 具有优势的关于物体当前位置和

当前形态的表征。 因此， 研究结果支持执行控制是心理理论发展的必要条件， 而

不是心理理论的发展促进了自我控制。
微观发生研究在实施过程也有一些困难。 研究者必须专心地研究若干小时的录

像， 多次分析被试的每个行为。 另外， 儿童变化所需的时间是难以预测的， 它要求儿

童的能力与任务要求之间细致地匹配， 而练习效应也会歪曲微观发生设计的结果。
总之， 纵向设计能够提供更加丰富、 详细的信息， 避免横向设计中不同年龄

阶段个体本身差异对结果的影响， 增加结果的可靠性。 但是纵向设计也有不足之

处， 如它需要大量的时间、 经费； 被试一再参加同一类甚至同一个测量， 会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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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的客观性； 随着时间的推移， 可能出现被试的流失、 主试的更替； 等等。 而

最主要的困难还在于无法将年龄和时间影响分离开来， 即 “被试的变化究竟是由

时间引起的， 还是被试独特的生活经历？” “如果重复实验， 社会环境的变化是

否会引起不同的结果？”
（三） 序列设计

序列设计又称时序设计， 是指将横向设计与纵向设计融合在一起， 以便更好

地考察心理发展变化的特点与转折点， 它调查的是出生于不同时期的同样年龄的

个体的发展变化 （图 １－３）。 例如， 对儿童形象思维感兴趣的研究者会通过考察

三组儿童 （在实验开始时分别为 ３ 岁、 ４ 岁、 ５ 岁） 的行为来展开序列研究， 在

接下来的几年里， 参加实验的被试每年都要参加一次测试。 也就是说， ３ 岁组的

儿童在 ３岁、 ４岁、 ５岁时接受测试； ４ 岁组的儿童在 ４ 岁、 ５ 岁、 ６ 岁时接受测

试； 而 ５岁组的儿童在 ５岁、 ６ 岁、 ７ 岁时接受测试。 这种方法比单独使用横向

设计与纵向设计更有效率 （图 １－３）。

图 １－３　 发展研究采用的三种研究设计①

拓展阅读　 

序列设计研究案例

假设在 １９４５年对 ２０ 岁群体样本 （１９２５ 年出生的群体） 进行性别角色态度

评定， 然后在他们 ４０ 岁 （１９６５ 年） 和 ６０ 岁 （１９８５ 年） 时再做重新评估。 在

１９６５年对另一组 ２０岁群体样本 （１９４５ 年出生的群体） 进行性别角色态度评定，
以后也是每隔 ２０年再重新评估一次。 该项研究既有两次纵向研究， 又有横向研

究， 如 １９６５年就分别对 ２０岁和 ４０岁的样本进行了评估。
研究可能出现三种截然不同的结果， 如图 １－４ 所示。 图 １－４Ａ显示出发展的

① 罗伯特·费尔德曼  发展心理学———人的毕生发展 （第 ４版） ［Ｍ］． 苏彦捷， 等， 译  北京： 世

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 ２００７： ４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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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龄效应 （ａｇｅ ｅｆｆｅｃｔ）， 即两个群体样本 （１９２５年出生的群体与 １９４５年出生的群

体） 在成年阶段出现了几乎完全一致的性别角色态度变化。 这些数据说明， 不论

在什么年代出生， 成人都体现出相同的与年龄有关的变化。 图 １－４Ｂ 则显示出发

展的群体效应 （ｇｒｏｕｐ ｅｆｆｅｃｔ）。 或许是由于成长的经历有所差别， １９２５ 年出生的

群体比 １９４５年出生的群体在性别态度上相对保守些。 此外， 随着年龄的增长，
两个群体的发展差异越来越大。 因此， 对性别角色的态度更多是受何时出生而不

是年龄多大的影响。 图 １－４Ｃ 则显示了另一种可能的结果。 两组样本在 １９６５—
１９８５年间都表现出更民主的性别角色态度。 这种转变显示出测量时间效应 （ ｔｉｍｅ
ｏｆ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 ｅｆｆｅｃｔ）。 不管样本中的成人在 １９６５ 年是 ２０ 岁还是 ４０ 岁， 由于

１９６５—１９８５年的社会变迁， 他们的性别角色态度变得更趋民主。 图 １－４Ｃ 所反映

的并不仅仅是一种假设， 研究发现大学生与他们的父母在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对妇女

角色的确采取了更为民主的态度 （Ｈｅｌｍｒｅｉｃｈ ｅｔ ａｌ ， １９８２）。

Ａ 年龄效应

Ｂ 群体效应

　

Ｃ 测量时间效应

图 １－４　 序列设计的几种假设结果

［资料来源］ 桑标  儿童发展心理学 ［Ｍ］ ．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２００９： ２５．


横向设计、 纵向设计与序列设计是发展研究中常用的三类研究设计类型， 它

们各有优势与局限 （表 １－４）， 这是在应用这些设计或这些设计的研究结果时必

须考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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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４　 三种研究设计的比较①

研究设计 基本过程 优　 点 缺　 点

横向设计
同时对不同年龄组

的被试进行测量

能证明年龄差异， 揭示

发展 趋 势； 花 费 较 少；
耗时较少

年龄趋势反映的可能是群体

差异而非真实的发展变化；
只能在某一时间点上观察被

试， 所以不能提供个体发展

的完整数据

纵向设计

隔一段时间对同一

被试 组 进 行 反 复

测量

能提供个体发展方面的

数据； 能揭示早期经历

与后来发展结果之间的

关系； 能揭示个体某些

方面有跨时间的相似性

及个 体 变 化 方 式 上 的

差异

花费时间较多， 代价较高；
被试与主试的变化会损害样

本的代表性， 从而限制了结

论的推广； 跨代变化使得结

果仅适用于所研究的被试

群体

序列设计

隔一段时间， 对不

同年龄段 （不同群

体） 的人进行反复

测量， 从而把横向

设计与纵向设计结

合起来

从同辈效应中区分出真

正的发展趋势； 可揭示

出一个群体的发展变化

是否与另一个群体相似；
比纵向设计花费小、 耗

时短

比横向设计花费多、 耗时

长； 尽管是最佳设计， 但把

所得结论推广到其他群体中

时仍然有问题

三、 研究方法

无论是采用横向设计、 纵向设计还是采用序列设计， 不仅要具体展开一项研

究， 还需要进一步选择合适的研究方法。
（一） 观察法

观察法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ｍｅｔｈｏｄ） 是指有目的、 有计划地观察儿童在一定条件下

语言和行为的表现， 然后进行分析处理， 从而判断儿童心理活动特点和规律的方

法。 儿童心理活动具有突出的外显性， 通过观察外部行为， 可以了解其心理活

动。 观察法是儿童心理发展研究的最基本、 最普遍的一种方法， 儿童发展早期的

许多研究都采取这种方法。
观察法可以分为自然观察与结构观察。 哈斯科特 （Ｍ Ｈａｓｋｅｔｔ） 和凯斯特勒

（Ｊ Ｋｉｓｔｎｅｒ） 设计了一项自然观察研究， 以比较幼儿园中受父母虐待和没有受父

① Ｄａｖｉｄ Ｒ Ｓｈａｆｆｅｒ， Ｋａｔｈｅｒｉｎｅ Ｋｉｐｐ 发展心理学： 儿童与青少年 （第 ８ 版） ［Ｍ］． 邹泓， 等， 译 
北京：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２００９： 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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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虐待的儿童的社会行为。 研究者首先对他们想要记录的行为进行操作性定义。
要观察的行为既有社会赞许行为， 如适时的主动社交行为和积极游戏， 也有不被

社会赞许的行为， 如攻击和恶言恶语。 他们观察了 １４ 个受虐儿童和 １４ 个非受虐

儿童在幼儿园游戏区中的活动， 采取时间取样的方法， 时间为 ３ 天， 每天在游戏

过程中对每个对象进行 １０ 分钟的观察。 为了减少观察者效应， 实验者站在游戏

区外观察。 观察结果表明， 受虐儿童与非受虐儿童相比， 较少主动发起社会交往

活动， 并表现出一定的社会退缩。 当他们与伙伴一起活动时， 受虐儿童表现出更

多的攻击性行为和其他不良行为。 事实上， 非受虐儿童常故意忽视受虐儿童发起

的积极交往活动， 好像他们不想与受虐儿童交往。
那些在自然情境中不常发生的或不被社会赞许的行为， 可以在实验室里设置

能引发这种行为的情境进行 “结构观察”。 例如， 库钦斯基 （Ｌ Ｋｕｃｚｙｎｓｋｉ） 让孩

子帮助实验者完成一项麻烦的任务， 然后实验者离开房间， 让孩子单独在房间里

接着完成任务， 房间里放置一些很有趣的玩具。 通过这个研究设计， 库钦斯基可

以知道， 当孩子认为没人能看到他时， 是否会作出不被社会赞许的行为———违背

自己的承诺。
无论是自然观察还是结构观察， 在进行观察时， 观察者一定要目的明确， 并

选择好观察对象。 为此， 观察前必须要确定观察内容、 选择观察策略、 制定观察

记录表。 具体来说， 根据观察目的和对象， 确定从哪几个方面进行观察； 观察时

要细致， 对被观察者的语言、 表情、 行为等方面的表现要做精确的记录， 切忌用

成人的言语或想法来修改儿童的言语或行为表现， 必要时可以录音或摄影； 全程

要尽量减少对被观察儿童的干扰和影响， 避免结果失真。
在实施过程中， 观察法可采用叙事法、 行为核查表、 追踪法、 时间采样法与

事件抽样法等方法收集与记录数据， 表 １－５就是时间采样法的记录表样例。

表 １－５　 观察法之时间采样法记录表①

观察行为
观察时间 （分钟）

１ ３ ５ ７ ９ １１ １３ １５ １７ １９ ２１ ２３ ２５ ２７

旁观 △ △ △

一个人玩 △ △ △ △

与同伴玩 △ △ △

集体游戏 △ △ △

　 　 注： 表中所显示的是对幼儿园某幼儿在自由游戏时的行为观察。 每隔 ２ 分钟进行一次观

察记录， 共 ２７分钟。 根据出现频率的变化， 对游戏行为的经过进行观察记录。

① 周念丽  学前儿童发展心理学 ［Ｍ］． ２版， 修订版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６： 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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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展阅读　 

叙事法范例———第 ４７８ 天

智慧的发展： 今天他玩的一个木球滚到了椅子下面， 他就跪下去拿， 不过椅

子的横档把他挡住了， 他拿不着就喊起来， 叫人来拿， 但是没有人去帮他。 后来

他爬到没有横档的一面拿到了。 这里可以证明他的智慧已经发展得很高了。 从前

他拿不着东西就喊叫， 并不能想出第二个办法来对付它， 现在一个方法不成功就

想出第二个来， 第二个不成又想出第三个来。 当儿童的智慧已经发展到这样的地

步的时候， 做父母的不应当事事为他代做， 以免阻止他智慧的发展。

［资料来源］ 张永红  学前儿童心理学 ［Ｍ］ ．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２０１１： ２４．


观察法的优点是可以在儿童行为发生时， 现场进行观察、 记录， 能够收集到

更加客观、 全面、 准确的资料。 当然， 观察法也有一定的局限性。 首先， 观察资

料的质量很大程度上受到观察者本人的能力水平、 心理因素的影响， 许多儿童发

展研究者所希望观察到的行为是否发生有时是难以预测的， 因此， 采用观察法未

必能时时奏效。 其次， 观察法很难查明引起结果的确切原因， 如哈斯科特和凯斯

特勒的观察表明受虐儿童在同伴中没有吸引力， 容易被同伴讨厌， 甚至被同伴拒

绝， 但却无法确定受虐儿童的消极行为导致了同伴的拒绝， 还是同伴拒绝导致受

虐儿童的消极行为， 抑或还有隐藏的其他因素。 再次， 观察法往往需要花费较大

的人力、 物力和较多的时间。
（二） 调查法

调查法 （ｉｎｖｅｒ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ｍｅｔｈｏｄ） 是指根据一定的研究目的和计划直接询问儿

童 （或儿童的父母、 教师） 一系列有关其行为、 情感、 信念、 思维方式等发展

方面的问题； 或者让儿童做一个简单的演示， 让他们说明为什么这样做， 以了解

他们的想法， 从中分析其心理特点。
调查法也是儿童发展研究中常用的收集资料的方法， 包括访谈法和问卷法

等。 尽管这些方法都是由研究者提出问题让被试回答， 但研究者对待被试的方式

是不尽相同的。 具体来说， 如要求被试口头回答调查者的问题就是一次 “访
谈”。 若将问题写在纸上， 要求被试将答案也写在纸上， 这种书面形式收集资料

的方法是 “问卷法”。 这些方法有助于在短期内收集到大量有用信息。
访谈法、 问卷法也存在一些缺点。 即使这些方法可以针对年幼儿童进行一些

调整， 如用不同表情符号代替数字或文字等级评定， 但也无法用在不能很好阅读

或理解言语的年幼儿童身上。 如果不能解决这一问题， 研究中观察到的年龄趋势

可能只反映了儿童在理解和沟通上的差异， 而不是心理真正的潜在变化。 此外， 在

对儿童和他们的父母 （或老师） 进行调查时， 研究者很难确定究竟谁说得更准

确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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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法中还有一种方法被称为 “临床访谈”， 它与普通访谈技术很相似， 研

究者往往喜欢向研究对象提供某个任务或某种刺激， 然后要求研究对象作答， 以

此来验证自己提出的假设。
临床法更具灵活性， 把每个研究对象当作一个独特的个体来研究。 在临床法

中， 尽管对所有研究对象提出的第一个问题都相同， 但其后的提问要根据研究对

象的回答来决定。 瑞士心理学家皮亚杰 （Ｊ Ｐｉａｇｅｔ） 就是采用这种方法研究儿童

的道德与认知发展。 但是， 灵活性也是临床法的潜在缺点。 因为对不同的被试所

提问题不同， 这种方式更易受到研究者偏见的影响， 也很难直接比较被试的回

答。 所以， 比较理想的是借助别的研究技术来验证临床法所得的研究结果。

拓展阅读　 

临床法实例

问： 你知道什么是撒谎吗？
答： 就是说的话不对。
问： 说 ２＋２＝ ５是说谎吗？
答： 是说谎。
问： 为什么？
答： 因为它不对。
问： 说 ２＋２＝ ５的这个男孩知道它不对吗， 还是只是算错了？
答： 他算错了。
问： 如果他算错了， 他有没有说谎呢？
答： 是的， 他是说谎。

［资料来源］ Ｄａｖｉｄ Ｒ Ｓｈａｆｆｅｒ， Ｋａｔｈｅｒｉｎｅ Ｋｉｐｐ 发展心理学： 儿童与青少年 （第 ８版） ［Ｍ］ ．
邹泓， 等， 译  北京：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２００９： １２


（三） 测验法

测验法 （ｍｅａｓｕｒｍｅｎｔ ｍｅｔｈｏｄ） 是指采用一套标准化的测验题目， 按规定程序

对个体心理的某一方面进行测量， 然后将测量结果与常模比较， 对心理发展水平

或特点进行评定或诊断的方法。 当前的儿童心理测验类型包括动作技能测验、 智

力测验、 语言能力测验、 个性测验等。 例如， 贝利婴儿发展量表 （１９６９ 年）、 韦

克斯勒学前和小学智力量表 （ １９６７ 年）、 卡特尔学前儿童人格问卷 （ １９７４
年）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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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展阅读　 

贝利婴儿发展量表

贝利婴儿发展量表 （Ｂａｙｌｅｙ Ｓｃａｌｅｓ ｏｆ Ｉｎｆａｎｔ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简称 ＢＳＩＤ） 是由美

国心理学家 Ｎ Ｂａｙｌｅｙ （Ｎａｎｃｅｙ Ｂａｙｌｅｙ， １８９９—１９９４） 制定的。 该量表于 １９３３ 年

发表， １９６９年最后修订， 主要用来评定两岁半以内婴幼儿的发展状况。 它包括 ３
个部分： ① 运动量表， 用于测查婴儿的大运动和精细动作； ② 智力量表， 用于

测查婴儿的视觉与听觉对刺激物的反应、 手眼协调的能力、 语言的感受和表达能

力以及认知能力等； ③ 行为记录： 用于记录婴儿的情绪、 合作性、 对父母和实

验员的反应、 兴趣和注意的广度等。
贝利婴儿发展表 （ＢＳＩＤ） 经过数千名美国婴儿的标准化测验， 具有完整的

信度和效度的检验资料， 是国际心理学家所公认的权威性婴幼儿发展量表。 我国

对该量表进行了修订和标准化， 建立了中国贝利婴幼儿发展量表常模， 并制作了

统计和编写手册。


标准化测验的主要优点是它能够测量出研究者所关心的心理与行为特征， 提

供个体差异方面的信息。 但其有效性和可靠性取决于测验本身的科学性， 以及测

验者运用测验工具的规范性及其解释。 此外， 跨文化心理学家不断作出提醒， 许

多心理测验都是在西方文化的背景下编制的， 有些标准化的正确答案可能对生长

于其他文化中的人们来说是不合适的， 这时测验结果可能仅仅显示了文化差异。
（四） 实验法

实验法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ｍｅｔｈｏｄ） 是指通过人为地、 系统地操作环境， 导致某

些行为发生变化， 并对之进行观察、 记录和解释， 进而探讨儿童心理发展的原因

和规律的科学方法。 实验过程中， 要求除自变量以外， 其他条件 （额外变量）
保持恒定， 以确定自变量 （原因） 与因变量 （结果） 之间的因果关系。

根据实验条件或实验控制的严密程度， 实验法可以分为实验室实验和现场实

验。 实验室实验是在实验室中利用专门的设备进行心理研究的方法， 能严格控制

无关变量， 也可以重复进行， 但用来研究比较复杂、 影响因素众多的心理现象有

局限性。 现场实验法指在儿童自然活动中控制或改变某些条件进行的实验， 与实

验室实验相比控制严密程度稍逊一筹， 与观察法有相似之处， 兼有观察法和实验

室实验法的特点。

拓展阅读　 

实验法实例———皮革马利翁效应

相传古代塞浦路斯岛上有一位年轻英俊的国王叫皮革马利翁， 他爱上了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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雕刻的一座象牙少女像， 他的无限深情感动了爱神， 少女雕像活了起来， 有情人

终成眷属。 心理学家罗森塔尔 （Ｒ Ｒｏｓｅｎｔｈａｌ） 借用这一神话故事的寓意， 用实

验的方法验证了教师期待对学生的影响。
１９６８年， 罗森塔尔和他的助手在一所小学实施了实验。 研究者对一至六年

级的所有学生进行了一项智商测验， 其实是 “一般能力测验”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Ａｐｔｉｔｕｄｅ
Ｔｅｓｔ Ｂａｔｔｅｒｙ， ＧＡＴＢ）。 不过， 研究者告诉学校班主任， 学生所做的是 “哈佛应变

能力测验”， 并谎称测验成绩可以对学生未来成就进行预测。 测验之后， 研究者

随机将学生分成实验组与控制组。 研究者对班主任宣称， 实验组的学生在 “哈佛

应变能力测验” 中成绩排在班级前十名， 而控制组学生成绩一般。 在学年结束

时， 研究者再次对所有学生进行了相同的智商测验， 并计算出每个学生智商的变

化程度， 对实验组和控制组学生进行了前后对比。
实验者检验了实验组和控制组学生智商变化的差异， 发现实验组的期末测验

成绩明显高于控制组的测验成绩， 那些被教师以为会有非凡成就的学生， 其智商

平均提高幅度显著高于控制组的学生， 尤其一、 二年级组中存在巨大差异。 “皮
革马利翁效应” 在学校教育中真真切切地发挥了作用。

［资料来源］ 边玉芳， 等  儿童心理学 ［Ｍ］ ． 浙江： 浙江教育出版社， ２００９： ４９－５１



除以上研究方法外， 儿童心理发展研究还会用到个案研究法、 人种志研究

法、 作品分析法、 生理学方法等。

四、 研究伦理

拓展阅读　 

你怎么看？

诱惑儿童或青少年产生欺骗行为的研究应放弃吗？
能欺骗被试吗？ 如故意错误地告诉被试研究目的， 或告诉他们一些有关自

身的不真实的情况 （如 “你的这个测验成绩很差” ）。
我们能在自然情境中观察被试而不告知他们已经被当作科学调查的对

象吗？
一个答案明明是错误的， 却告诉儿童的同学们说是正确的， 然后观察他是

否顺从同伴的判断。 能够这样做吗？
在研究程序中使用一些指责性的语言是否恰当？

［资料来源］ Ｄａｖｉｄ Ｒ Ｓｈａｆｆｅｒ， Ｋａｔｈｅｒｉｎｅ Ｋｉｐｐ 发展心理学： 儿童与青少年 （第 ８版） ［Ｍ］ ．
邹泓， 等， 译  北京：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２００９： ３０－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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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研究都要遵循一定的伦理道德原则， 研究者首先要有实事求是、 严谨审

慎的科学态度， 确保研究的客观性、 发展性与教育性。
学前儿童心理发展研究的对象是未成年人， 在设计和操纵涉及儿童的研究

时， 研究者除了需要遵循所有科学研究共有的原则外， 还会面临更多的研究伦理

方面的问题， 因此研究者必须按照更加严格的操作标准来保护研究对象免受身心

伤害。 为了保护参与研究的儿童以及阐明儿童研究人员的责任， 美国心理协会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ＡＰＡ， １９９２ ） 以 及 儿 童 发 展 研 究 协 会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ｆｏｒ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ｉｎ Ｃｈｉｌ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ＳＲＣＤ， １９９３） 通过了一些伦理规则，
较重要的条款如下。

（１） 避免伤害。 研究者不能使用任何可能伤害儿童的身体或心理的研究操

作， 儿童的福利、 兴趣和权利高于研究者。 在研究中被试的权利是最重要的。
（２） 知情同意。 研究者必须得到儿童父母及其他监护人的同意， 最好做成

书面文件， 必须告知研究的所有特点， 使他们依此来断定是否准许儿童参加研

究。 研究者必须详细解释被试有自由选择退出研究的权利。
（３） 保密。 研究者必须对所有来自被试的数据保密。 被试及相关人员有权

在正式的或非正式的数据收集和结果报告中隐瞒身份、 保护隐私。
（４） 欺瞒 ／接受询问 ／告知结果。 当一个研究项目必须隐瞒信息或进行欺瞒

时， 对欺瞒的运用必须是合理的， 而且不会造成伤害。 事后必须用被试能理解的

语言对被试解释清楚， 告知研究的真正目的及原因。

主要结论与应用

１ 学前儿童发展心理学是研究个体从受孕、 出生到入学前这一阶段 （０ ６
岁） 心理与行为发生、 发展的现象及规律的一门学科。 研究者大多把学前儿童发

展划分为生理与动作发展、 认知与言语发展、 情绪人格与社会性发展三大领域。
２ 学前儿童发展心理学研究的内容包括学前儿童心理发展的普遍模式、 学

前儿童心理发展的个别差异、 学前儿童心理发展的影响因素、 学前儿童心理发展

的机制以及学前儿童心理发展的实践。
３ 学前儿童心理发展是一门应用的基础研究， 其最大价值在于使发展最优，

研究任务可以用三个 Ｗ 来表示： Ｗｈａｔ： 描述 “是什么”、 Ｗｈｙ： 解释 “什么原

因” 和 Ｗｈｅｎ： 预测 “什么时候”。
４ 学前儿童心理发展研究的四种资料来源为个人记述、 历史记载、 跨文化

比较和科学发现； 三类研究设计为横向设计、 纵向设计与序列设计； 主要研究方

法有观察法、 调查法、 测验法和实验法。
５ 学前儿童心理发展的研究伦理主要包括避免伤害、 知情同意、 保密， 以

及欺瞒 ／接受询问 ／告知结果等。
６ 儿童心理学诞生的标志为 １８８２ 年普莱尔 （Ｗ Ｐｒｅｙｅｒ） 出版了 《儿童心

理》， 学科发展经历了准备、 形成分化拓展、 演变与增新四个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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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评价

１ 简述学前儿童发展心理学的研究对象与内容。
２ 简述学前儿童发展心理学的研究任务与价值。
３ 简述学前儿童发展心理学的研究方法。
４ 结合实际说明学前儿童发展心理学的主要研究伦理。
５ 了解发展科学的学科发展历程。

学术动态

由儿童心理学到发展心理学再到发展科学， “发展” 这一概念的内涵不断丰

富， 跨学科与比较性日渐浓厚， 随之带来了发展概念的进一步拓展。 在研究方法

上， 现场研究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 方法的综合化与多学科化趋势也日益明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