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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学前心理学》在充分借鉴国内外优秀学前教育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在对我国学前教育特点与规律进
行分析的前提下，由多位具有丰富学前心理学教学经验的教师共同完成。
本教材力图将抽象的基础知识简明化，使其内容贴近实际，融人生活，适合学生；将经典理论与最新
研究成果相结合，注重学生的实践技能与理论水平的提升，突出实用性与操作性。
在编写体例上，强调案例的运用，每单元均以故事或经典实验等引入；在主文中设置有情境案例、拓
展阅读、相关链接、思考与练习等栏目，图文并茂，形式活泼，可读性强。

全书共分为十四个单元，主要内容包括：胎儿期的发育，学前儿童的注意，学前儿童的感知觉，学前
儿童的记忆，学前儿童的想象，学前儿童的思维，学前儿童的情绪与情感等。

本书由刘新学、唐雪梅担任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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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正是由于这种自觉的目的和对行动的意识，人才能产生符合目的的行动，同时又制止
那些不符合目的的行动。
离开了自觉目的，就没有意志可言。
行动的目的越明确，目的的社会价值越大，意志的水平就越高，行动的盲目性和冲动性也就越小。
2.意志表现为意识对行为的调节意志是意识的能动方面，它表现为人的意识对行为的自觉调节和控制
。
就是在行动之前，活动的目的与结果，就以意识到的观念或表征形式存在于人的头脑中，拟订行为方
式、选择方法、确定步骤、靠意识调节行动，使它服从于预定的目标。
意志对行为的调节表现在两个方面：即发动行为和制止行为。
发动行为表现为推动人们从事达到预订目的所必需的行动；制止行为表现为制止与预定目的不相符合
的愿望和行动。
这两方面在实际生活中是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
有所为则有所不为。
人的意志行动，并不是经过一次的发动和制止就可轻而易举地完成，往往需要反复多次，克服内在外
在的困难和干扰，才能完成。
这就是一方面人根据预定目的支配自己的活动；另一方面，人活动的结果，又不断地反馈给人的意识
，进行判断、调节和校正人的活动，最后才能实现预定目的。
3.与克服困难相联系克服困难是意志行动的核心。
人的意志行动总是与调动人的积极性去克服困难、排除行动中的各种障碍分不开的。
平时轻而易举的事，如口渴顺手拿起水杯喝水，不是意志行动。
而某一次考试失败后认真分析原因，勇于自我反思，坚持不懈地努力，最终克服困难提高成绩，这就
是意志行动。
一个人能克服的困难越大，表明这个人的意志越坚强；反之则表明其意志薄弱。
因此，人在活动中克服困难的水平就成为衡量意志强弱的标志。
意志行动中的困难包括外部困难和内部困难。
外部困难即实现目的过程中所遇到的客观阻力，如物资设备不足、缺乏必要的工作条件、人员以及恶
劣的自然条件，也包括来自家庭、社会和他人的阻挠等。
内部困难主要是指个体本身在心理和生理方面的障碍，如经验不足、能力较差、身体上的疾病、情绪
干扰、懒惰、自信心不足等。
外部困难和内部困难是相互影响的，一般来说，外部困难通过内部困难发挥作用。
（二）意志行动中的动机冲突人行动的产生都有其内在的原因，也就是有某种动机。
动机存在于人的整个意志行动之中，是推动和激励人进行意志行动的直接心理原因和动力。
动机是在需要的基础上产生的。
人在同一时间内的需要是多种多样的，各种需要之间存在着矛盾和冲突，因此，由需要转化的动机是
复杂多样的，各种动机之间充满了矛盾冲突。
意志行动中的心理冲突情况是很复杂的，德国著名心理学家勒温（Klewin，K.）按动机冲突的形式把
它分为三类。
现在心理学界比较一致的，从形式上看，大致可以把动机冲突分为以下四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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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学前心理学》是全国学前教育专业“十二五”系列规划教材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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