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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来我国儿童发展教育心理学
研究的发展趋势

石 绍 华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 )

1 9 7 9年 《心理学报》复刊
,

标志着我国心理学新时期的开始
,

至今已十年 了
。

如
{

何评 价

这十年来我国儿童发展教育心理学研究 ? 我们试图通过对十年中发表的有关文献进行调查
,

来分析这一领域的研究状况和动向
。

为此我们 收集了14 种心理学期刊 和 97 种相关期刊上有关

儿童发展教育心理学的文献共 22 74 篇
,

建立了 19 了9一 1 9 8 8年我国儿童发展教育心理学文献数

据库
,

经过参考有关文献
,

请教有关专家
,

在反复讨论
、

修改的基础上
,

确定了对这些文献

进行数量和质量测量的标准
,

从各领域文献数量随年度变化趋势
、

研究的一般水平
、

研究者

和期刊等几个方面进行了分析
。

本文是这项研究的一部份结果
。

一
、

总的情 况

共收集到近十年的有关儿童发展教育心理学文章 22 74 篇
。

在当前发行的 5 种主要心理学

学术期刊 ( 《心理学报》
,

《心理科学通讯》
,

((, 合理发展与教育》
,

((, 合理学探新 》
、

《心理学动态》 ) 中
,

十年来共发表了儿童发展教育心理学文献 750 篇
,

而这几种 期刊这些

年共发表文献 2 2 8 0篇
,

儿童 发展教育心理学文献 占全部文献的32
.

89 %
。

在19 80一1 9 87 年8 年

中美国心理学会编的 《Psy ch ol o gi ca l A b st ra ct 》共收集了文献 24 23 42 篇
,

其中发展 心 理

学文献 10 99 9 篇
,

占4
.

5 4 %
。

由于我们选择文献与 (( P sy e h o lo g ie a l A b st r a c t》 选择的范

围不 同
,

因此这种比较只能作为参考
。

西德霍斯特和尼克尔对 西德 19 4 7一 19 7 8 年儿童心理学所

做的分析
,

我们也可 以作一个对照
。

他们查阅了讲德语 国家的24 种期刊
,

包括心理学
,

儿科

学
,

儿童精神病学
,

教育学
,

社会学等各方面的杂志
,

发现32 年中一共发表了 4 79 篇论述儿

童发展教育心理学的文献
,

占这一时期发表心理学文献总数的6
.

7 %
。

日本 H iro s hi
一

A z u m a

在题为 “ 日本行为发展研究的现代趋势
” 的文章指出

,

在 19 7 6一二9 88 年 日本心理学会的年会

上
,

发展心 理学组所报告的文献数量占全部文献量的1 1
.

8 %
。

在2 2 74 篇文献中
,

研究报告83 7篇
,

‘

介绍 国外有关研究的353 篇 (包括翻译
,

摘译
,

编译
,

整理录音
,

考察报告 )
,

教学体会
,

教学小结
,

工作小结 170 篇
,

综述性
,

陈述性文章

文献量随年度变化的趋势见图 才

共4 34 篇
;
介绍或纪念性文章60 篇

,

图1 儿童发展教育心理学文章量随年度变化趋势
·

1 5 9



19 % 年 心 理 发 展 与 教 育 第 3 期

图一 儿童发展教育心理学文章量随年度变化趋势

从图一可见
,

我国儿童发展教育心理学文献在 19 79一 19 84 年之间是直线上升的趋势
,

83

年在数量上有一个 飞跃
,

84 年达到峰值
,

85 年以后又迅速下降了
。

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

在 2 2 74 篇文献 中
,

研究报告
、

介绍国外情况和科普文献 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

通过结

合年度变化的分析
,

可以看出研究报告在 83
、

84 年迅速增加
,

达到一个相当的高度后
,

就保

持在这个高度附近
,

直到88 年才出现了较明显的下降
。

83
、

84 年是我 国儿童发展教育心理学迅速发展时期
,

这一时期儿童发展教育心理学的科

研
、

教学
,

普及工作都十分活跃
,

尤其是引进外国心理学和心理学的科学普及工作
。

从 85 年

下降
,

介绍 国外研究的文献在 85 年达到峰值 (64 篇 ) 以后逐年下降
。

我 国的心理学研究停裔了多年
,

与外 界隔绝了多年
,

刚一开放
,

需要 大量介绍
,

弓l进国

外研究和科学普及的工作
。

随着研究工作的深入
,

这方面的需要就逐渐减少了
。

在介绍
,

引

进外国研究方面
,

由于外国儿童发展教育心理学不断发展
,

每年还需要介绍新的 东西
;
加之

我们对外国先进的研究成果还有一个消化吸收的过程
,

所以下降的速度比较缓慢
。

科普工作

与社会需要是紧密相连的
,

科普文献量变化趋势似乎反映了社会上于83 年突然膨胀 起来的心

理学热
,

在 85 年又突然冷缩了
。

全部文献按其内容分成发展 教育
、

心理卫生三大领域
。

有关发展的文章 14 13 篇 (其中研

究报告 59 1篇 )
,

有关教育的文章 7 34 篇 (其中研究报告 2 05 篇 )
,

有关心理卫生的文章 1 20 篇

(其中研究报告36 篇 )
。

这三大领域又可分成28 个次级领域
,

有些领域还有三级
、

四级次领

域
。

下面
,

我们只分析研究报告的情况
。

我们发现研究报告数量在 88 年下降
,

主要是发展心理学这一主要领域研究数量的下降
。

二又 发展心 理学 研究状况 与动向

(一 ) 概况

发展心理学是研究的重点
,

在这领域
,

全部文章可 以归入 10 个次级领域
,

它们是
:

概论

(5 1篇 )
,

生理心理 (2 1篇 )
,

认知 (2 3 5篇 )
,

情 (包括情绪
、

情感
、

表情等 1 1篇 )
,

意

(包括动机
、

需要
,

意志
,

理想
,

兴趣
,

爱好
, ·

好奇心等 42 篇 )
,

人格 (23 篇 )
,

能力 (56 篇 )
,

社会性发展 (9 5篇 )
,

特殊儿童 (包括超常儿童
,

落后儿童
,

残疾儿童等 31 篇 ) 和其他

(27篇 )
。

结合年度变化的分析表明研究生理心理学的人不多
;
对情绪情感和人格方面的研究和对

特殊儿童
,

尤其是对超常儿童 的研究是逐步增长的
。

超常儿童的研究有 n 篇
。

概 论包括发展

研究的目的
,

任务
,

.

方法
,

对西方和苏联发展心理学的评价
,

对认知等各种理论的探讨等等
,

文章共有51 篇
,

也 占有不小的比重
,

其中评价 P ia g et 的 2 4篇
。

毫无疑问
,

在发展心理学研究中
,

最令人注 目的成果
,

是对认知和社会性发展的研究
,

这是近十年来相当活跃的两个领域
,

是发展心理学研究的重点
。

有关认知研究的文章共2 35

篇
,

占全部研究报告的38
.

84 %
,

有关社会性发展的文章共95 篇
,

占全部研究报告的 1 1
.

38 %
,

这两个领域 占了发展研究的总数的54
·

36 %
。

认知研究的变化趋势是富于戏剧性的
,

79 年只有两篇
,

81 年开始迅速上升
,

这 一上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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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到86 年
,

达到峰值
,

35 篇
。

87 年开始下降
,

88 年文章的数量低于82 年的水平
,

这一变化趋

势和息体变化趋势是大体一致的
。

88 年研究报告数量下降 主要是发展研究数量下降
,

而 发展

研究数量下降又是由于它的两个主要领域 一 认知研究和社会性研究数量下降造成的
。

社会性发展在88 年出现了明显的下降 (文献量从 87 年的23 篇下降到 14 篇
,

下降了主分之一

强)
。

认知研究所 占比例从85 年到 88 年呈直线下降趋势
,

研究报告在88 年比87 年下降了三分

之一
。

由于认知和社会性发展如此重要
,

值得对这两个领域作进一步具体分析
。

(二 ) 认知研究

有关认知研究的全部文章
,

可 以归入 5 个次级领域
,

即感知觉 (25 篇
,

占10
.

64 写 )
,

记

忆 (2 2篇
,

占9
.

3 6 % )
,

思维 (1 3 7篇
,

占57
.

8 7 % )
,

语言
、

言语 (4 6篇
,

占19
.

57 % ) 和注意
。

从结合年度变化的分析
,

可 以看出在这一领域最突出的是思维研究
,

发表文献 1 32 篇
,

占总数的59 %
。

思维研究所 占比例从 85 年开始下降 88 年发表的有关思维 的研究报告 比87 年

下降了近二分之一
。

这一领域可 以归入 5 个 3 级领域
:

( l ) 概念形成
,

( 2 ) 判断推理
,

( 3 ) 问题解决
,

( 4 ) 分类
,

抽象
,

概括
,

分析
,

综合
,

( 5 ) 想象
,

创造
。

分析结果表

明
,

思维研究中
,

概念形成是研究的重点
。

在概念形成的研究 中
,

又以数 概念发展的研究最

为突出
,

有45 篇文章是研究儿童数概念的形成
,

占思维研究的34 %
。

判断推理研究所占比例

也不少
,

这一小领域研究的发展趋势是波浪式的
,

思维研究在 88 年下跌
,

主要是判断推理研

究的下跌
。

我将重复Pi a g et 的各种守恒 的经典实验归入判断推理一类
,

这一领域 的明显下

跌
,

似反映了Pi
a g et 热开始降温

。

(三 ) 社会性发展

社会性发展是发展心理学中新 崛起的研究领域
, :

近年来发展较快
。

有关社会性发展的文

章可以归入道德认知
,

意识及 自我意识
,

人际关系 (包括人际关系
,

集体观念
,

合群
,

从众
,

适应
,

独立性
,

自信心
,

攻击一挫折 和亲社会行为)
,

独生子女及其他
,

具体情况见表 1
‘

表 l各年发表的有关社会性发展文章

一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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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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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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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8
。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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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370
电.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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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道德认知的共 41 篇
,

占这领域文章量的44 %
,

在88 年
,

这一领域 的研究明显下降了
。

从 Pi a g et 理论发展 出来的 K o h lb er g 的道德发展阶段理论
,

是我国儿童道德研究的主要指导

思想
,

由他首创的
“两难故事

” 法是我国儿童道德认知研究的主要方法
。

这一研究领域在

88 年的下跌
,

似也反映了Pi
a g et 影响的衰落

。

对于人际关系的研究
,

虽找论文不多
,

但可以看出一个发展趋势
。

意识及 自我意识问题

受到一定的重视
,

可能与近年我国心理学理论界展开对这一问题的讨论有关
。

独生子女的发

展教育问题
,

是我国当前重要的社会问题
,

对这一问题的研究
,

具有重大的理论和实践 意义
。

目前国际上较热门的研究课题一一挫折一 攻击行为在我国研究较少
,

仅有 4 篇论文
。

三
、

教育心理学研究状况与 动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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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概况

教育心理学的全部文献可以分成教学心理学 (文献 n 3篇
,

占55
.

12 % )
,

教育社会心理

学 (6 0篇
,

占2 9
.

27 % )
,

教育理论 (23篇
,

占1 1
.

2 2 % ) 和早期教育
,

家庭教育 ( 9 篇
,

占

4
.

39 % ) 四个次级领域
。

下面我们分别进行分析
。

(二 ) 教学心理学

教学心理学论文可 以分为
:

( l ) 语文教学
,

( 2 ) 外语教学
,

( 3 ) 数学教学
,

( 4 )

其他学科教学 (包括心理学
,

体育
,

其他自然科学
,

绘画和游戏 )
,

(5 ) 学习动机
,

兴趣
,

能力
,

学业成绩
,

( 6 ) 影响学业成绩的心理因素 (如考试焦虑
,

怯场和生物节律等 )
,

( 7 ) 教学理论
,

教学史
,

教学法
,

教材
。

数学教学论文最多
,

体育心理学近年也受到一定的重视
。

对影响学业成绩的心理因素的

研究也有发展的趋势
。

教学心理学在88 年并没有像总体趋势那样下降
,

而是继续保持上升
。

表 2各年发表的教学心理学文献 t

年代

数学

语文

外语

体育

其他学科

焦 虑怯场

学 习 能 力

教学理论

7 9 8 0 8 1 8 2 8 3 84 8 5 8 6 8 7 8 8 乞 %

3 2 2 8
。

3

3 14 1 2
。

4

6
。

2

6
。

2

2 5 4 3 6 3 5 2 9

8
。

0

7
。

1

6
。

2

2 5
。

7

(三 ) 教育社会心理学

教育社会心理学可分为
:

( 1 ) 人际关系 (班集体的发展
,

群体心理气氛
,

学生之间的关系 ) ; ( 2 ) 教师应具备的品质及培养
; ( 3 ) 学校管理

; ( 4 )

师生关系
,

校外活动
;

( 5 ) 对反社会行为和犯罪青少年的教育
。

表 3 教育社会心理学各年发表的文献t

年代

人 际关 系

教师 品质

课 堂

学校管理

校外活 动

反社会行为

7 9 8 0 8 1 8 2 8 3 84 8 5

0 0 2 8 9 4 0

在这 一领域
,

对犯罪青少年的心理分析和教育是研究 的重点
。

四
、

分析 与结 论

1
、

19 79一 19 88 年是我国儿童发展迅速
,

繁荣兴旺的时期
,

论文的数量之多
,

研究的范

围之广
,

都是前三十年远远不及的
。

83 年和 84 年是发表文献最多的时期
。

2
、

从 85 年开始
,

文献数量呈下降趋势
,

但是其中研究报告数量并没有下跌
。

下跌最多

的是科普文献
,

似乎反映了社会上于83 年突然膨胀起来的心理学热
,

在 85 年又突然冷缩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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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研究报告数量在83 年迅速上升之后
,

保持了一个稳步发展略有上升的趋 势
,

到88 年
,

研究报告数量有较明显的下跌
,

下跌的主要领域是认知和社会性发展
,

这两个领域主要在88

年出现 了显著的滑坡现象
。

这一现象的产生
,

可能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

( l ) 在全部研究报告中
,

发展研究下跌最多
;
发展研究中

,

认知和社会性发展下跌最多
。

认知研究中
,

以思维研究下跌最甚
,

思维研究中
,

又 以判断推理的研究下跌最多
;
在社会性发

展中
,

以道德认知的研究下跌最多
。

在发展 理论文献中
,

10 年发表51 篇文献
,

其中一半 (2 4

篇 ) 是关于Pi a g et 的
,

而88 年
,

关于Pi a g et 的理论文献一篇也没有
。

这些情况仅说明 Pi a g et

热已经开始降温
。

六十年代以前
,

Pi a g et 并未引起广泛的重 视
,

六十年代在美国出现 了对 Pi a g et 复兴的情

况
,

在德国是七十年代重演的
,

而我国这个热潮则是出现在八十年
。

有文献指出
,

拉丁美洲国

家的Pi a g et 热也是出现在八十年代
,

这 在第三世界国家中
,

也许是有代表性的
。

Pi a g et 的理论

可 以说是所有复杂的认知过程理论 中最综合性的理论
,

已经推动世界上越来越多的人从事研

究
。

这些研究不仅充实和发展 了Pi ag et 的理论
,

而且对Pi ag et 的理论也进行了批判
。

在我国
,

这些年的研究报告主要是重复Pi a g et 的实验
,

未见在理论上有重大发展
。

Pi ag et 影响的衰落预示着我国发展心理学领域可能会出现 一段时期低潮
。

道德认知的 研

究虽然在88 年下跌
,

但在今后一段时期可能会发展
。

(2 )
、

随着研究难度的增加
,

研究者在设计实验
,

完成研究工作中
,

越来越慎重
,

这

也会影响研究的数量
。

( 3 )
、

88 年科研经费和人员编制紧缩
,

这对研究数量可能也有影响
。

88 年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
,

科研和教学都受到一定的冲击
,

以上影响到88 年文献量下降

的几个因素在今后一段时期内将继续起作用
,

因此预计89 年和90 年文献 量不 会上升
。

4
、

有关意向 (包括意志
、

动机
,

需要
,

爱好
,

兴趣
,

理想等 )
,

人格
,

能力
,

天才儿

童等问题的研究 在发展
,

但都没有长足的进展
。

天才儿童 的研究可能还会继续发展
,

但这 一

小领域 的发展不会影响总的趋势
。

5
、

教学心理学
,

特别是数学教学和教学理论
,

文献 量呈上升趋 势
,

十年来发展较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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