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略论我国发展和教育心理

学工作的某些特点

刘 范

中国科学晚心理研究 所

我国的发展和教育心理学工作
,

包括教学和科研工作
,

近年来己陆续恢复和蓬勃发展
,

并继续在实践中开阔自己的道路
。

全国各地心理学机构先后恢复或新建
,

每个省
、

市
、

自治区

第一次都有了自己的心理学工作者
。

经过大家的共同努力
,

普遍开设了有关的心理学课程
,

出版了各级各类学校的心理学教科书
,

并取得了数以百计的科研成果
。

尽管同我们自己所要

求的相比
,

还感到有这样那样的不足之处
,

这大都是前进中的不足
,

是第二位的
。

在我们的工作中
,

包含着一个同国外交往的问题
。

我们的工作成绩
,

同时也是对国际上发

展和教育心理学的贡献
。

各个国家由于社会
、

文化条件的不 同
,

它们的心理学各有 自己的传

统和特点
,

我们需要学习它们的长处
。

这要作一番调查研究
,

了解国外
,

了解 自己
,

尽量作

到知己知彼
。

在这里知己是十分重要的
,

因为它是 个立足点
。

有了这个立足点
,

就心 中有

数
,

可以确定对国外要学什么
,

不学什么
,

怎么学
,

避免盲目性
,

做到洋为中用 , 有了这个

立足点
,

就可 以根据自己的实际
,

相长避短
,

发展我们的发展和教育心理学事 业
,

赶 超 外

国
。

我们的发展和教育心理学有哪些主要的特点呢 首先
,

是辩证唯物主义作指导思想
。

在

我国
,

有着最佳的学习辩证唯物主义的有利条件
。

发展和教育心理学工作者普遍接受 了这种

指导思想
,

并且大都在自己的工作中通过不同的途径 自觉地贯彻
。

早在五十年代末期
,

我国

的心理学工作者就曾以辩证唯物主义为指导
,

从理论上探讨过心理现象的矛盾问题
,

心理的

内容与形式的辩证关系间题
,

心理发展的动力问题
。

在近年的工作实践中
,

广大发展和教育

心理学工作者以辩证唯物主义为指导
,

研究教育与心理发展的关系问题
,

品德教育中的认识

与行动的矛盾统一间题
,

认知发展中直接认识与间接认识的辩证关系问题
,

等等
。

虽然我们

这些方面的成绩还是初步的
,

其中可能还有某些缺点
,

但它的总 的方向是正确的
,

它是富有

生命力的
,

将不断壮大和成熟起来
。

对于我 国的发展和教育心理学工作者来说
,

这一点似乎平常
,

是老生常谈
。

究其实
,

这

种平常就包含着不平常 我们感到它平常
,

正是因为或主要因为辩证唯物主义对于我们 已经

耳濡目染
,

习以为常
,

已经渗入我们的思想
,

体现在某些工作中 而对于别的心理学工作者
,

则未必是这么回事
。

我们也看到国外有一些心理学家作出了努力
,

用辩证唯物主义指导自己

的工作
,

有的发表了以辩证法为标题的著作
。

但相对地说这是少数
,

是凤毛麟角
。

大多数心

理学家在他们的工作中则是采取其它的观点的
。

举一个例子
’

随着近代科学技术的发展
,

心

理学出现了一条新 的探索道路
,

即从信息论来研究心理现象, 有的朋友既是心理学家
,

又是



电子计算机专家
,

孜孜于这样的研究
,

就认为这是一条全能的途径
,

可以解决心理学的各种

间题
。

至于这是心理学研究的一条可能的途径还是唯一的途径
,

是电子计算机模拟人的某些

认知活动还是人模拟电子计算机
,

电子计算机的工作和人的思惟在本质上是同一的还是两回

事等这一类的间题
,

他却很少考虑的
。

就 目前情况看
,

要建立我们 自己的以辩证唯物生义为指导的发展心理学和教育心理学
,

还有许多的工作要做
。

由于工作恢复的时间还不算长
,

全国心理学工作者所积累的有关科学

资料同我国数以亿计的儿童和青少年的数量相比还很不足
,

其中有些还没有来得及 反 复验

证
,

更缺乏较长期的追踪研究资料 , 我们没有进行经常性的理论探讨
,

没有对已有科学资料

进行不断的整理和系统概括
。

这是我们还要继续作更多的努力的
。

我国的发展和教育心理学是紧密结合我国自己的实际的
。

教育心理学工作是为了研究和

解决我国教育实践中的心理学问题
,

发展心理学研究我国儿童和青少年心理发展的规律
,

也

是与教育密切联系的
。

在当前
,

它们都为培养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人才这一极端重要的任务服

务
。

其实
,

每一个国家的心理学
,

都是同本国的实际情况相关联的
,

这是一种普遍现象
。

各

个国家的实际情况不同
,

决定着心理学的一定差异
。

比如
,

西德的心 理 系 毕业生的就业
,

各个地区不同
,

但据说普遍是参加医学心理学工作的最多
,

有的地 区约
,

最高的约 拓 ,

美国则临床心理学工作者占 拓
。

这都是由他们的社会需要所决定的
。

在我国则这方面工作

者所占比率要低得多
。

反之
,

美国的教育心理学工作者只 占 了书
。

而在我国
,

教育心理学工

作者几近半数 , 加上与教育相联系的发展心理学工作者
,

则远超过半数
。

在研究的内容方面
,

也可看到我国发展和教育心理学工作同国外的一些差异
。

我们的教

育方针是要使学生在德
、

智
、

体等方面得到全面的发展
。

因此
,

关于德育方面的心理学问题

的研究受到了应有的重视
。

据 。年夏的一次不完全的抽样来估计
,

要参加这方面的教育心

理学研究的约占整个教育心理学研究工作者的一半
。

而在第二十二届国际心理会议上
,

与儿

童和学生品德发展有关的论文
。

’

如关于人格
、

社会行为等的论文
,

仅占有关教育心理学的论

文总数的四分之一左右
。

汉语是我国的一种独特的语言
。

关于汉语儿童语言发展的研究
,

关于语文教学的心理学

研究
,

是我国的一种独特的研究领域
。

由于迅速培养建设人才的需要
,

我国的发展和教育心理学工作者比较重视超常儿童的心

理发展的研究
。

这与某些国家因其现实存在的问题而更注意于低常儿童的心理不同
。

随着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
,

我国的发展和教育心理学工作也将不断发展
,

它的构成将发

生一定变化
,

重点也可有所转移
。

不过
,

我们的发展和教育心理学的区别于国外的特点是不

会完全消灭的
。

工作内容上的某些差别有可能缩小
,

另一些差别则可能相反
,

还有可能产生

新的差异
。

总之
,

在可见的时期内
,

这种差异将继续存在
。

事实上我国儿童和青少年的心理发展本身也不是与国外完全相同的
。

就已有的资料来看
,

我国儿童认知发展的某些方面
,

如概念形成方面
,

临摹绘简单图形方面
,

一般就比某些国家

的儿童略早
。

这一事实曾经引起一些外国朋友的很大兴趣
。

看来
,

这也是一种规律性的现氛
例如

,

皮亚杰所研究划分的儿童认知发展的阶段
,

对某些国家的儿童
,

甚至对于同瑞士邻近

的国家如西德的儿童
’

就不适合
。

所以
,

我国儿童心理发展的某些特异性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

我们的工作对象是我们自己的儿童和育少年
,
他们在心理发展上的特异之点是我们应该充分



注意到的
。

在工作方法上
,

我国的发展和教育心理学工作者各自根据 自己的实际情况进行工作
,

表

现了多种多样的形式
。

这些多样化的形式适合于和取决于不同的工作条件和工作目的
,

是很

自然的
。

近年来每种方式以实践结果证明了它的合理性
。

其 中值得一提的是
,

一些观点接近
、

目标和兴趣相同
、

条件相似的发展和教育心理学工作者所采取的集体协作的方式
。

儿童认知

发展研究
,

儿童语言发展研究
,

超常儿童心理发展研究
,

学生品德教育的心理学研究
,

语文

教学和数学教学心理学的研究
,

都不同程度地采取了这种方式作为工作方法之一
,

尽管这种

方式在不同的工作中也具有其不同之点
。

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地域辽阔
、

人口众多
、

心理学工

作者的数量相对不足的国家
,

这是一种良好的工作方式
。

这也可以说是我们的发展和教育心

理学工作的一个特点
。

有的外国朋友带着称羡的语气说
“

你们的这种协作方式除了你们的国

家以外
,

其它的国家都是难以作到的
。 ”这种说法是符合客观现实的

。

以上简单提了我国发展和教育心理学工作的一些特点
。

这不是说我们的工作同国外没有

共同之处
,

更不是说我们可以闭关 自守
、

固步自封
,

不要学习国外的长处
,

特别是其研究技

术方面
。

各国的心理学有共性
,

也有个性
。

这里只谈我国发展和教育心理学的个性一面
,

是

为了便于从特殊到一般
,

去达到知己知彼
,

有利于洋为中用
,

有利于取长避短
,

以发展我国

的发展和教育心理学事业
。

随着工作的日益发展
,

我 国的第二个心理学刊物
《心理科学通讯》复刊

,

这是我国心理学

的一件大事
。

趁着这个机会
,

为了表示个人的衷心祝贺
,

把自己的一些很不成熟的看法写出

来
,

以就教于同志们
。

集中识字心理学理论问题的初步探讨

朱 作 仁

杭州大学

集中识字在我国
,

就其渊源来说
,

虽然是比较古老的 但自  年黑山学校开始在批邦

继承前人识字教学经验的基础上
,

大胆革新进行试验以来
,

已经有了二十多年的历史
。

人们

也许会对黑山和景山两校 以下简称 两山
”

的试验的优异效果表示佩服
,

但真正从心理学
、

教

育学或哲学理论高度加以概括并探讨
,

却是为数不多
。

本文试就下列几个间题作进一步讨论
。

一
、

关于 宜的举习潜力问

新近的研究表明
,

人的大脑的生理发展
,

到 了出生后的第二年末
,

实际上就完成了它的

成长过程
。

儿童五岁时的脑重 已达成人脑重的 多
,

甚至有的心理学家估计
,

儿童智力的潜

能只发挥了 多
。

那么
,

我们就识字量来说
,

小学低年级儿童的学习潜能究竟有多大 一年

级呢 二年级呢 一上
、

一下怎样 二上
、

二下又各是如何呢 这是集中识字试验给我们提

出的一个值得深思和进一步研究的理论间题
,

也是实践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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