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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是父母心中的最爱
。

孩

子 的健康成长牵动着父母 的心
。

父母们总是希望 自己的孩子能够

得到完善的教育
,

成长为人格健

全的人
。

俗话常说
,

三岁看大
,

七岁看

老
。

人生发展心理学的研究表明
,

在出生之后的最初几年中
,

孩子

获得的人生经历对于他们一生的

成长常常起着关键性 的作用
,

幼

年时期形成的行为模式在孩子长

大以后很少发生重大变化
。

语言的早期发展

掌握语言大概是每个人在儿

童时期的最突出的成就
。

语言的

掌握对于思维和人格的发展有极

其重要的意义
。

虽然不 同国家的

jL童在掌握母语的过程 中总有着

自己的特色
,

但总的来说
,

全世界

的孩子在语言的发展过程中都有

共同的规律
。

首先
,

儿童语言的发展有 阶

段性
, 、

这种阶段性是随着孩子的

年龄增加而发展变化的
,

通常不

会出现跳跃
。

首先是单词句阶段
,

用一个词表达多种意义 ; 然后是

多词句阶段
,

用两个 以上的词表

达意思 ; 最后才是完整句阶段
。

父

母对孩子进行语言教育时
,

应该

了解这些阶段的特点
,

同时又要

通过正确的教育
,

引导孩子的语

言向较高的水平发展
,

。

有些父母 亲会认 为孩子只能

听懂这些
“

儿语
” ,

或者觉得小儿

说
“

儿语
”

很有趣
,

故也用同样 的

语言和孩子讲话
。

如孩子见到小

狗说
“

汪汪
” ,

而父母则也用说
“

汪

汪
”

来继续教或强化孩子
。

但是
,

这样做很可能拖延 了孩子过渡到

说完整句子的时间
,

因为这样做

减少 了孩子接 触成人语 言 的机

会
。

因此
,

不论孩子怎样说话
,

做

父母的都应该用正确 的语言来 回

答
,

用标准的说法来指导孩子 的

行为
。

如告诉他
“

小狗来了
” 、 “

大

汽车来了
”

等
。

这样
,

通过父母正

确的语言示范
,

孩子就能较早地

说出完整的句子
。

其次
,

孩子的语言发展需要

有正常的语言环境
。

语言行为包

括入和出两个方面
:
人是指理解

语 言
,

也就是 听懂 别人在说什

么 ; 出是指产生语 言
,

也就是 说

出 自己 的话
,

表达 自己心里的意

思
。

这两个方面是互相促进的
。

理解的语言越多
,

能表达的意思

通常也 越多 ; 同时
,

孩子越想要

表达 自己
,

他就会越努力地理解

和学 习别人所说的话
。

心理学研

究发现
,

0 一 7 岁是孩子语言发展

的关键期
。

这段时间
,

语言环境

的作用至关重要
。

在这一时期
,

如

果没有获得及时和足够的语言训

练
,

孩子很容易产生语言障碍
,

井

进而影响将来和语言有关的心理

发展
。

因此
,

在孩子的幼年时代
,

父

母亲应该让孩子尽量多地接触良

好的语言环境
。

例如
,

在孩子小的

时候
,

给孩子穿衣服
,

就对孩子说
“

穿衣服
” ,

要带孩子出门去
,

就说
“

出去玩
” ,

诸如此类
。

听得多了
,

儿童 自然就会做 出相应的反应
,

从而理解语言
。

不少父母亲认为
,

儿童不会说话前
,

不必对他们说

话
,

因为
“

反正孩子也听不懂
,

等

他们会说话了再说也不迟
” 。

殊不

知
,

正是因为儿童不会说话
,

才更

要多对他们说话
,

这样他们才能

早 日学会说话
。

对于 1 岁 以 内的孩子
,

这种

语言训练尤其重要
。

研究表明
,

即

使是 l一 3 个月的婴儿也会对声音

有听觉反应
,

能辨别声音的来源
,

会唯呀发声
,

能辨别讲话人的感

情
,

等等
。

因此
,

父母亲可 以多给

孩子听 丰富多彩的声音
,

包括音

乐
、

儿歌
、

故事
、

自然界的各种声

音等
。

不要给孩子限定一个非常

安静的环境
,

也不要只给孩子单

调的声音刺激
。

有研究标明
,

孩子

最喜欢看微笑的人脸
,

所以
,

父母



亲微笑着对孩子说话
,

会更让孩

子感兴趣
。

自我意识 的早期发展

在我们每个人所拥有的各种

特性 中
,

自我意识是一种非常特

殊的
、

人类独有的属性
。

它是指人

对 自己的认识和调节
,

其发展标

志着个性发展水平
。

自我意识表

现在认识方面
,

就是我们所关心

的自我感觉
、

自我观念和 自我评

价 ; 表现在情绪上
,

就是所谓的自

我感受
、

自爱和责任感 ; 表现意志

上
,

则是我们熟知的 自制力
、

自我

纪律等
。

从进化的角度来看
,

自我意

识是一种新 的事物
。

在地球上生

活着的上千万物种 中
,

人类是具

有这种发展完善 的特性 的惟一的

物种
。

我是谁 ? 我是什么 ? 在产生

觉知他人
—

社会觉知
—

之前

是不可能有这种 自我意识的
。

自我意识对一个人 的成长具

有深远的影响
,

它在较大程度上

塑造着一个人的人格
,

决定着一

个人的人生追求
。

人 的自我意识

使人 自身成为 自己的认识对象
,

而人所不断追求的就是实现对 自

己的最佳认识
。

但是
,

自我意识并

不是生来就有 的
。

儿童的自我意

识是在后天的成长和不断的学 习

过程中慢慢地形成的
。

有研究表明
,

在 5 个月前
,

幼

儿的自我意识还没有形成
。

幼儿

不知道 自己 的身体存在
,

所以会

吃手
、

吃脚
,

把 自己的手脚当成和

别的东西一样来玩
。

此后
,

幼儿逐

渐认识到手和脚是 自己身体 的一

部分
,

这表明了自我意识的出现
。

2 一 3 岁后
,

人际交往和语言的发

展使儿童掌握 了代词
“

我
” ,

这表

明 自我意识发 展真 正进人 了实

质阶段
。

表 明儿童不再把 自己当

作一个客体
,

而是一个主体来认

识了
。

在 1 周岁前后
,

两个重大的

转变出现在幼儿的生活中
:

一是

学会步行
,

二是学 习记忆言语
。

这两个变化对孩子 自我意识的发

展具有重大的意义
。

学会行走 扩

大了孩子的活动范围
,

增加了孩

子的自主性
,

发展了孩子 的感知

觉经验
。

由此
,

孩子逐渐认识到

自身是一个独立的实体
,

而有 了

自我感觉
。

而学习言语 的作用体

现在
,

通过词的中介作用
,

孩子

开始知道了 自己的名字
,

尤其是

对
“

我
”

字的掌握促进 了婴儿 自

我意识的产生
。

所 以
,

我们的父

母在孩子早期最好多给辣子 自主

活动 的机会和丰富的环境刺激
,

让他们充分接触周围的世界
,

在

感知世界的同时
,

促进 自我意识

的发展
。

自我评价也是 自我意识 中的

重要 内容
。

3 岁 以后的孩子开始 出

现 自我评价
。

起初
,

这种评价只是

成人对 自己 评价的简单重复
,

例

如
,

当你问
, “

你为什么是个好孩

子
”

? 3 岁的孩子会说
“

妈妈说我

是好孩子
” ; 4 一 5 岁的孩子会说

,

“

我给小朋友糖吃
,

我是好孩子
” ,

这表 明孩子能够局部地评价 自己

了 ; 6 岁的孩子会说
“

我能认真做

作业
,

对老师有礼貌
,

不打小朋

友
,

所 以是好孩子
” ,

这表明孩 子

能够从几个方面来评价 自己 了
。

智力发展较快 的孩子甚至会给出

概括性的 回答
,

例如
, “

我做什么

都认真
” 。

不过
,

在整个幼儿期
,

儿

童对 自己的评价能力是不高的
,

父母和教师对儿童的准确评 价
,

对儿童 自我评价能力的发展起重

要的作用
。

过高过低的评价
,

都不

利于儿童个性的健康发展
。

情绪体验也是儿童形成 自我

意识的重要内容
。

在婴儿期
,

孩子

的情绪体验就相当活跃
。

冷
、

热
、

饥
、

饱的感觉
,

在促成婴儿 自我认

识的同时
,

出现愉快和 恼怒的情

绪体验
。

2 周的婴儿会伸手踢脚来

表达愉快
,
l个月后常以微笑和逐

渐发出呵呵的声音来显示高兴
。

1 一3 岁以后
,

随着人际交往的扩

展
,

开始发展社会情感的自我体

验
,

他们会 因父母 的表扬而高兴
,

或被伙伴弄坏 自己心爱的玩具而

生气
,

因为没有得到 自己想要 的

礼物而伤心
,

或受到错怪而感委

屈
。

在这个时期
,

我们应该尽量给

孩子创造一 种良性情绪体验
,

使

孩子对世界形成一种积极乐观 的

态度
。

自我控制是儿童发展 中出现

较晚的部分
,

但却是 自我意识 中

至关重要的部分
。

从两岁的儿童

身上 可 以 观察 到 自我控制 的行

为
。

例如
,

如果母亲有事要离开一

会儿
,

会委托看护他的阿姨告诉

孩子
, “

稍箫一会儿
,

妈妈就会 回

来
,

不要哭
。 ”

孩子真的可 以忍耐

一会儿
,

这表明孩子已经具有 了

一定 的自控能力
。

有人曾经对 3

到 6 岁的孩子加 以测验
,

看他们

专心做同一件事能够 坚持多久
。

结果发现
,

3 岁 的孩子看 图画 画
,

一般只能坚持 1一 3 分钟
,

而且会

说话和做别的事情
。

4 一5 岁的孩

子可 以坚持 4 一 8 分钟
,

而 6 岁的

孩子就能够坚持独立画 完一张画

了
。

自我控制是人改造和提高 自

己精神生活的能力
,

是个性成熟

的重要标志
。

所以
,

父母在培养发

展孩子的自我意识时
,

要 了解儿

童生理发展的特点
,

合理适时引

导
,

例如
,

孩子摔了一跤
,

父母可

以转移他的注意力
,

让他 自己忍

受伤痛
,

自己爬起来
。

使孩子养成

良好的自我控制能力
。

父母亲对自己 的孩子都充满

着爱心
,

也都有
“

望子成龙
,

望女

成凤
”

的心态
。

用科学的方式对待

孩子的发展
,

将使每个孩子都能

够健康地成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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