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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实施素质教育要从幼儿抓起，这是因为幼儿期是人生中身心迅速发展的阶段，是可塑性最强，开
发全脑功能的最佳时期，如何依据科学心理学规律和方法启迪和开发幼儿的智力和创造力，培养幼儿
具有求知欲望和探索精神，使他们成为社会所期望的人才，这不仅是当前社会关注的重要问题，也是
我们科研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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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方富熹，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中国心理学会常务理事，发展心理专业委员会主任。
在儿童心理发展研究领域做了大量研究。
曾主持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重点项目：“关于儿童认知发展和促进的研究”，以及多项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项目和全国教育科学“九五”重点项目。
主持了中国科学院和德国马普学会的院级合作项目：“儿童认知和社会认知发展的跨文化对比研究”
，以及中美、中澳等国的儿童心理发展的跨文化研究等，并于1983年、1989年、1995年等在美国和德
国多次研究访问。
在国内外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近百篇。
 方格，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中国心理卫生协会常务理事，青少年心理卫生专业委员会主任。
多年来从事儿童心理发展研究，主持和参与了多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和国际合作项目，尤其在儿
童认知发展研究领域做过大量的实验研究并取得丰硕成果。
曾作为合作研究教授分别于1986年、1992年、1995年在美国密西根大学人类发展研究中心、美国伊利
诺大学儿童认知实验室、德国马普人类发展与教育研究所访问。
在国内外已发表论文八十余篇。
 林佩芬，浙江省特级教师，优秀教师，宁波市优秀教师，名教师，优秀辅导员。
“王宽诚育才奖”获得者。
现任宁波市江东区中心幼儿园园长。
从教二十多年，是浙江省著名的幼教专家。
她领导的幼儿园参与了“幼儿认知能力综合训练”的实验和课程设计，并取得了显著的成果，成为浙
江省示范幼儿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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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幼儿认知发展研究的目标内容和方法第二章 幼儿认知发展与教育的理论第三章 幼儿身体的生
长和动作发展第四章 幼儿的主导活动第二篇 幼儿信息加工能力和自控能力的发展第五章 幼儿信心加
工能力的发展第六章 幼儿自控能力的发展第三篇 幼儿对自然事物和社会事物的认知发展第七章 幼儿
对类别关系的认知序列推理能力的发展第八章 幼儿数概念和运算能力的发展第九章 幼儿空间的认知
发展第十章 幼儿测量概念和技能的发展第十一章 幼儿对时间的认知发展第十二章 幼儿对因果关系的
认知发展第十三章 幼儿对运动和速度的认知发展第十四章 幼儿语言的发展第十五章 幼儿社会认知的
发展第十六章 幼儿认知发展的个体间和个体内部差异第十七章 幼儿创造思维的发展和培养第十八章 
幼儿认知能力综合训练的目标内容和方法附录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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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让他们比较两个形状相同、大小不同的物体时，他们不会区分，而只会分别指着两
个物体说：“这个大、这个大”或“两个都大”、“两个都不大”等等。
对于“有多大”的问题，儿童更不能理解。
幼儿对“大小”的意义理解有困难，这是毫不奇怪的，对于成人来说，使用“大小”一词就具有很大
的灵活性，有时是指二维空间，如“这张纸比那张纸大”，“这块地比那块地大”；有时指三维空间
，如“这个房间比那个房间大”（指容积），“这个沙发比那个沙发大”（指体积）；有时甚至指一
维空间，如“我穿的鞋码比你的鞋码大”（指尺寸）等等。
难怪幼儿会把“大小”用做一个“万能”的概念，即不论物体在长短、高矮、粗细、宽窄等任何一方
面发生变化时，儿童都一律用“大些”、“小些”、“大”、“小”来表示。
儿童发展心理学的一个通则是儿童头脑理解的比他能用口头表达出来的强。
一个让儿童实物操作的研究表明，幼儿知觉区分大小的能力随年龄而迅速增长。
如让幼儿按顺序排列三个大小不同的圆柱体，2.5岁～3.5岁做对的占25％，3.5岁～4.5岁做对的占67％
，而4.5岁～5.5岁则占100％。
 幼儿对物体形状和大小的认知发展是以知觉的恒常性为基础的。
形状知觉和大小知觉都有恒常性。
这是指知觉系统在一定的范围内对客观事物保持稳定的认识，而不随知觉条件或视觉映象模式的改变
而改变。
如看一个物品，不论远看、近看，觉得它的大小仍是一样的；从不同的角度看一个正方形，仍知觉它
是一个正方形。
这种恒常性之所以产生，是由于物体的形状和大小是靠视觉、触摸觉和动觉来感知的，虽然知觉条件
（如距离、位置角度等）发生了改变，物体的形状、大小在网膜上的投影视像也会跟着改变，但由于
人在生活中多次从不同的距离、角度观察某一事物，同时又经常用触摸觉来验证所获得的视觉形象，
经过反复的实践，视觉信号便与手的触摸印象联系起来，随着这些联系的巩固，就保证了以后对该物
体的形状和大小的正确知觉。
因而发展幼儿的形状、大小知觉就要鼓励幼儿多看、多摸，多用手去操弄物体，如在学步儿阶段（1
岁～2岁）就可让儿童玩形式板游戏，将各种不同形状的木块放在相同形状的凹槽之中，或玩“七巧
板”，将各形状的木块拼成一个正方形或苹果、梨子的形状等，发展他们的触摸觉。
婴幼儿的天性是爱动的，喜欢这也摸摸，那也碰碰，如果成人感到这种行为十分“讨厌”，禁止婴幼
儿触摸物体，也就剥夺了他们成长所需要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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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实施素质教育要从幼儿抓起，这是因为幼儿期是人生中身心迅速发展的阶段，是可塑性最强，开发全
脑功能的最佳时期，如何依据科学心理学规律和方法启迪和开发幼儿的智力和创造力，培养幼儿具有
求知欲望和探索精神，使他们成为社会所期望的人才，这不仅是当前社会关注的重要问题，也是我们
科研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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