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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学习与发展——中小学生心理能力发展与培养》原是我主持国家教委“七五"教育科学重点研究项目
的总成果，1992年由北京教育出版社出版，出版后获得社会各界的肯定和支持。
1995年此书荣获国家教委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1998年初，应我的请求，北京教育出版社十
分友好且无私地将此书的出版权转交给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作为北京师范大学的学子和教授，我很想修订好此书，再次献给广大的读者。
由于时间和各种条件的限制，我不可能对此书进行彻底的修订。
在修订过程中，我保留了原著的基本观点、基本思路、基本框架和我们课题组获取的基本素材。
但在下边几个方面作了修订：第一，根据近年来国际心理学界对认知（智力与能力）发展的新进展，
我适当引进了一些新观点和新思想。
第二，根据近年来自己、弟子们和课题组的研究新成果，我更换了不少资料，并在这些资料上修正了
一些观点，例如第八章、第十二章等有较大的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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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学习与发展—中小学生心理能力发展与培养》是著者在长期深入教育实践、从事教改实验的基础上
，结合自己的智能观所写成的专著，近50 万字，4篇12章。
本书阐述了学习的实质和规律、学习与学生发展的研究史、著者自己教改实验的方法，着重地指出学
习的目的是为了学生的发展。
本书讨论了各种智力与能力的理论。
提出了自己的智能观及其教改实验的效果，分析了智能发展的条件、脑机制、原因和特征,着重论证了
中小学生智能发展的特点。
　　本书探讨了智力与能力的培养途径，强调培养思维品质是发展智能的突破口，并以中小学生的数
学能力与语文能力为样例，指出学科能力的培养途径。
　　本书研讨了学生全面发展与因材教的关系，提出如何从非智力因素人手培养智能的原理和方法，
强调在整体改革中滲透学生智能的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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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林崇德，1941年生，浙江省宁波市象山县人，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任中国心理学会副理事长，国务院
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国家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兼教育学心理学学科组召集人，并兼
任26所大学兼职教授或客座教授。
已发表学术论文160余篇，专著16部，主编近4000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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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教学与发展篇　第一章  教与学的活动　　第一节  教学是师生交互作用的活动　  　一、教师教的活动
　　　二、学生学的活动　　　三、教与学的交互作用　　第二节  对学习规律的探索　  　一、学习
理论的鸟瞰　　　二、学习规律的揭示　　　三、学习研究的新进展　　第三节  学习是认识的一种
特殊形式　  　一、人类的认识是一种实践性的反映　　　二、学生的学习是一种特殊的认识或认知
活动　　第四节  教学的目的旨在学生的发展　  　一、关于学生发展的两种根本不同的观点　　　二
、教学与发展的辩证关系　　　三、教学过程的根本任务在于培养人才　第二章  学习与发展的研究
简史　　第一节  西方对“学习与发展”的研究　  　一、对“学习与发展”进行科学研究　　　二、
对“学习与发展”研究的新进展　　第二节  苏联对“学习与发展”的研究　  　一、对“教学与发展
”作心理学的理论研究　　　二、关于“教学与发展”的实验教学　　第三节  中国对“学习与发展
”的研究　  　一、古代的“教育与发展”观　　　二、艾伟是我国最早对“学习与发展”作心理学
研究的学者　　　三、朱智贤的教育与发展观　　　四、对“学习与发展”的实验研究　第三章  在
教学实践中研究学生的发展　　第一节  在教学中探索学生心理发展是心理学研究的新趋势　  　一、
生态化运动　　　二、坚持在教育实践中研究心理学的方法与手段　　　三、儿童心理学与教育心理
学中国化的研究意义和途径　　第二节  在教学中研究学生心理发展的方法　  　一、研究的理论与实
际　　　二、研究的方法与措施心理能力发展篇　第四章  智力与能力的概述　　第一节  关于智力与
能力及其发展的理论　  　一、有关智力与能力的主要观点　　　二、智力与能力研究的新进展　　
　三、智力与能力发展与培养的理论和实践　　第二节  思维是智力与能力的核心　  　一、概括是思
维的基础　　　二、培养思维品质是发展智力与能力的突破口　　　三、最终要发展学生的逻辑思维
能力　　第三节  思维是一个系统的结构　  　一、探索思维结构的理论基础　　　二、思维心理结构
的组成因素　　　三、思维结构是静态结构与动态结构的统一　第五章  心理能力发展的哲学问题　
　第一节  先天与后天的关系　  　一、遗传与生理成熟是智力与能力发生、发展的生物前提　　　二
、智力与能力发展的脑科学研究　　　三、环境和教育在智力与能力的发生、发展上起决定作用　　
　四、实践活动是智力与能力发展的源泉　　第二节  外因与内因的关系　  　一、中小学生智力与能
力的内部矛盾是智力与能力发展的动力 　　　二、什么是中小学生智力与能力的内部矛盾　　　三、
客观的要求必须适当　　第三节  年龄特征与个别差异的关系　  　一、智力与能力发展年龄特征的一
般概念　　　二、年龄特征的稳定性与可变性　　　三、年龄特征与个别差异问题在教育工作上的意
义　第六章  中小学生智能发展的特点　　第一节  中小学生智能发展的一般特征　  　一、小学生智能
发展的一般特征　　　二、中学生智能发展的一般特征　　第二节  中小学生概括能力发展的特点　  
　一、小学生概括能力发展的特点　　　二、中学生概括能力发展的特点　　第三节  中小学生思维
品质发展的特点　  　一、小学生思维品质的发展　　　二、中学生思维品质的发展　　　三、思维
品质发展的内在关系及其完善　　第四节  中小学生辩证逻辑思维发展的特点　  　一、小学生辩证逻
辑思维的发展　　　二、中学生辯证逻辑思维的发展心理能力培养篇　第七章  培养思维品质是发展
智能的突破口　　第一节  国内外心理学界关于思维品质发展与培养的研究　  　一、国外心理学界对
思维品质的研究　　　二、中国心理学界对思维品质的研究　　第二节  关于思维品质深刻性、灵活
性、独创性、批判性和敏捷性的实质　  　一、关于思维的深刻性　　　二、关于思维的灵活性　　
　三、关于思维的独创性　　　四、关于思维的批判性　　　五、关于思维的敏捷性　　第三节  培
养思维品质是发展智能的突破口，是提高教育质量的好途径　  　一、一则实验的列举　　　二、研
究思维品质的重要性　　　三、发展学科能力离不开思维品质的培养　第八章  中小学生数学能力的
发展与培养　　第一节  关于中小学生的数学能力　　  　一、运算能力、空间想象能力和逻辑思维能
力是中小学生数学能力的基本内容　　　二、中小学生在数学学习中的思维品质　　　三、对中小学
生数学能力结构的基本认识　　　四、概括是数学能力的基础　　第二节  中小学生数学能力的发展
　  　一、小学生数学能力发展的特点　　　二、中学生数学能力发展的特点　　第三节  中小学生数
学能力的培养　  　一、加强数学概括能力的培养　　　二、重点放在培养学生的数学思维品质上　
第九章  中小学生语文能力的发展与培养　　第一节  关于中小学生的语文能力　  　一、听说读写能力
是中小学生语文能力的基本内容　　　二、中小学生在语文学习中的思维品质　　　三、对中小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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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文能力结构的基本认识　　　四、概括是语文能力的基础　　第二节  中小学生语文能力的发展　  
　一、中小学生语文“听”的能力的发展　　　二、中小学生语文“说”的能力的发展　　　三、中
小学生语文“读”的能力的发展　　　四、中小学生语文“写”的能力的发展　　第三节  中小学生
语文能力的培养　  　一、以语文思维品质的培养为突破口　　　二、从听说读写能力培养入手全面
发展篇　第十章  智力活动中的非智力因素　　第一节  非智力因素研究的历史回顾　  　一、20世纪50
年代以前——非智力因素研究的产生阶段　　　二、从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非智力因素概念研
究的发展阶段　　　三、非智力因素概念研究的发展趋势　　第二节  非智力因素的结构　  　一、情
感　　　二、意志　　　三、个性意识倾向性　　　四、气质　　　五、性格　　第三节  非智力因
素的作用　  　一、智力因素、非智力因素与学业成绩三者的相互关系　　　二、对几个非智力因素
作用的剖析　　第四节  非智力因素的培养　　　一、发展中小学生的学习兴趣　　　二、培养中小
学生良好的学习习惯　第十一章  心理能力发展的个性差异　　第一节  心理能力发展水平的差异　  　
一、心理能力发展水平与智商　　　二、超常学生的研究　　　三、对成绩落后学生及时采取补救措
施　　第二节  心理能力认知方式的差异　  　一、对场独立性、场依存性的研究　　　二、认知方式
与中小学生思维品质的关系　　第三节  心理能力类型组合的差异　  　一、不同智力因素组合的类型
　　　二、生理类型的差异在心理能力上的表现　　　三、不同学科能力表现的类型　　第四节  心
理能力表现范围的差异　  　一、学习领域与非学习领域心理能力的差异　　　二、表演领域与非表
演领域心理能力的差异　　　三、学术领域与非学术领域心理能力的差异　第十二章  全面发展与整
体改革　　第一节  走向整体改革的必然性　  　一、单科改革面临着挑战　　　二、整体改革的层次
与类型　　　三、整体改革的内涵与方法论　　第二节  整体改革措施的心理学研究　  　一、端正教
育思想，把德育放在教改的首位　　　二、改革教育内容　　　三、改革教学方法　　　四、改革评
价方法和手段　　第三节  整体改革有助于学生心理能力的发展　  　一、整体改革促进心理能力的发
展　　　二、心理健康教育不可忽视　　　三、继续作“单科改革走向整体改革”的探索　　　四、
整体改革的关键是抓教师队伍的建设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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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客观现实是不断发展的，这就不断向中小学生提出新的要求、任务和问题，从而使他们的思维结构、
智力与能力、智力品质等等，跟客观现实的要求、任务或问题之间发生矛盾，这就是新的需要和原有
水平或主观内部状态的矛盾。
这对矛盾互相依存，也互相转化。
矛盾双方是同一的，又是斗争的。
其结果不外乎两种情况：一种是新需要被原有的智力与能力结构所同化，且趋于一致，则促使智力与
能力在原有水平的基础上发展；另一种是新需要被原有的智力与能力结构所否定、排斥，则使智力与
能力保持原有的水平。
是第一种状况好，还是第二种状况好，要看其内容和智力与能力发展的方向。
例如，新的求知欲的需要状态，促使主体在原有水平上去学习探索，获得知识，发展智力与能力，这
有利于中小学生智力与能力健康的发展。
但是，如果是错误的课题或认识倾向等需要，与中小学生的原有水平相适应，则往往使他们的智力与
能力退步；与此相反，原有智力与能力结构否定了错误的智力与能力课题，这种原有水平的“保持”
则意味着发展和进步。
在实践活动中，中小学生不断地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这样，就使智力与能力内部矛盾的双方达到了
一致、统一。
在这个一致、统一的基础上，由于实践不断向中小学生提出新的要求、任务或问题，在他们的智力与
能力上又会产生新的矛盾。
就这样，矛盾不断地发生，不断地解决，就推动了他们的智力与能力不断地向前发展，成为中小学生
智力与能力发展的动力。
总之，这对矛盾体现了智力与能力发展内外因的辩证关系，揭示了动机系统产生的基础，表现出新旧
“反映”之间的对立统一，从而能够阐明智力与能力活动发生变化、“新陈代谢”的基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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