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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59/2021_2022__E3_80_8A_E

6_95_99_E8_82_B2_E5_c38_59349.htm 由于研究者对心理实质

的见解不同，因而对于心理发展实质的理解存在分歧。分歧

的焦点是：个体的心理发展究竟是先天生理成熟的表现还是

后天环境影响的结果。围绕这一问题，出现了一些完全对立

的观点，同时也有人试图调和对立观点而提出了折中的看法

。下面扼要列举几种有代表性的心理发展理论。（一）个体

心理发展的内发论观点该观点认为人类个体的心理发展完全

是由个体内部所固有的自然因素预先决定的，心理发展的实

质是这种自然因素按其内在的目的或方向而展现的。外部条

件只能影响其内在的固有发展节律，而不能改变节律。内发

论观点又称自然成熟论、预成论、生物遗传决定论等。以美

国心理学家霍尔（G.S.Hall）、奥地利心理学家彪勒（K.B

ühler）等为代表，从生物发展来看心理发展，将个体的心理

发展过程视为复演物种进化的过程，心理发展是按预先形成

了的生物学形式，即按遗传程序进行的，一两的遗传胜过一

吨的教育（参见朱智贤，1980）。比如，霍尔认为胎儿的发

展复演了动物进化的过程，而出生后的心理发展则复演了人

类进化的过程。以弗洛伊德（S.Freud）为代表的精神分析理

论认为，存在于个体的潜意识中的性本能是人的心理发展的

基本动力，是决定个人发展的永恒力量。以马斯洛

（A.H.Maslow）为代表的人本主义心理学家则认为，人的心

理发展是人固有潜能的自我实现的结果。人不是被浇铸、塑

造或教育成人的，环境的作用最终只是容许或帮助他，使他



自己的潜能现实化。环境、文化等外界因素只是阳光、食物

和水，但不是种子（马斯洛，1987）。从上述观点来看，内

发论认为心理发展与生理发展没有什么根本的实质性的区别

，心理发展是先天因素成熟的结果，完全否定后天学习、经

验在其中的作用。这就导致了以生理发展曲解心理发展，这

是内发论的根本错误所在，是庸俗进化论观点在心理发展问

题上的一种表现。（二）个体心理发展的外铄论观点该观点

与内发论相反，认为个体心理发展的实质是环境影响的结果

，环境影响决定个体心理发展的水平与形式。这种观点又称

心理发展的环境决定论、外塑论或经验论等。行为主义心理

学的心理发展观可以看作是外铄论的典型代表。华生

（J.B.Watson）认为，环境与教育是心理发展的唯一条件，教

育是万能的。他曾扬言，“给我一打健康和天资完善的婴儿

，并在我自己设置的特定环境中教育他们，那我愿意担保，

任意挑选一个婴儿，不管他的才能、嗜好、定向、能力、天

资和他祖先的种族，都可以把他训练成我所选定的任何一种

专家：医生、律师、艺术家、商界首领乃至乞丐和盗贼”（

赫根汉，1986）。斯金纳（B.F.Skinner）继承了华生的环境决

定论观点，认为人的行为乃至复杂的人格都可以通过外在的

强化或惩罚手段来加以塑造、改变、控制或矫正。外铄论把

心理发展看作是外界环境影响的结果，否认心理发展的内因

作用。其根本错误在于否认心理反映的能动性，是一种机械

主义的发展观。（三）个体心理发展的社会文化历史观点该

观点认为，人类个体心理发展的实质是在与周围人的交往过

程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而不是与生俱来的固有本能，心理

发展受人类的社会文化历史制约。这种观点是由前苏联心理



学家维果斯基首先提出，后经列昂节夫和鲁利亚等人的进一

步完善，形成了社会文化历史学派，又称“维列鲁”学派。

维果斯基认为应区分两种心理机能：一种是作为动物进化结

果的低级心理机能，这是个体早期以直接的方式与外界相互

作用时表现出来的特征。另一种是作为文化历史发展结果的

高级心理机能，以符号、语言等间接方式与外界相互作用时

表现出来的特征。高级心理功能具有一系列的根本不同于低

级心理功能的特征，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第一，心理活动

的主动、随意性，即心理活动是主体按照预定的目的而自觉

产生的。第二，心理活动的抽象概括性，这是由于语言的使

用及其思维的参与而导致的。第三，心理结构的形成是以符

号或词等为中介的，具有间接性。第四，心理活动的个性化

，个性的形成是高级心理机能发展的重要标志。低级心理机

能和高级心理机能是两条完全不同的发展路线的产物，前者

是种系发展的路线，后者是文化历史发展的路线。虽然两种

机能在个体心理发展过程中是融合在一起的，但在人类个体

心理发展过程中，高级心理机能的发展是其本质标志，也是

不同于动物的根本所在。个体心理的发展是在教育和环境的

影响下，在低级的心理机能的基础上，逐渐向高级的心理机

能的转化过程。具体讲，就是在特定的社会文化历史条件下

，个体借助于语言符号而进行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交往、相互

作用，致使其心理活动逐渐由外部向内部转化，心理机能逐

渐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社会文化历史观点从种系和个体发展

的角度分析了心理发展的实质，强调心理发展的社会文化历

史的制约性，这对于摒弃庸俗的进化论和机械的环境决定论

都是有积极意义的。（四）个体心理发展的建构观点该观点



认为个体心理的发展是在主客体及内外因相互作用的基础上

，通过主体不断建构心理结构，从而产生心理的量变和质变

而实现的。以瑞士心理学家皮亚杰（J.Piaget）为代表，他既

反对心理发展的内发论，又反对外铄论。他在《发生认识论

原理》（1972，1981）一书中指出：“认知的结构既不是在

客体中预先形成了的，因为这些客体总是被同化到那些超越

于客体之上的逻辑数学框架中去；也不是在必须不断地进行

重新组织的主体中预先形成了的。”在他看来，心理发展既

不是起源于先天的成熟，也不是起源于后天的经验，而是起

源于个体与环境不断的相互作用中的一种心理建构过程。在

皮亚杰的心理发展理论中，有四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即图式

（schema）、同化（assimilation）、顺应（accommodation）

和平衡（equilibrium）。图式是个体对世界的知觉、理解和思

考的方式，也即心理活动的结构和组织。同化即把环境因素

纳入已有的图式中，使之成为自身的一部分，从而加强和丰

富原有图式。顺应即改变原有图式，以适应环境。同化是图

式的量的变化，表现为认知发展的一种暂时的平衡。而顺应

则是质的变化，是图式的重建与调整，表现为认知发展的一

种新的平衡。图式的形成和变化的过程就是心理发展的过程

，通过同化和顺应而导致的不断发展着的平衡状态，实际上

就是心理的发展。心理发展受到成熟、物理环境、社会环境

及其平衡这四种因素的影响，使得内在的心理结构既表现出

连续的量变，又表现出阶段性的质变。与内发论和外铄论相

比，皮亚杰的建构论对心理发展的论述更为丰富生动，而且

更为深刻真实。但皮亚杰在心理实质问题上怀疑和反对反映

论观点，他曾断言，反映论是完全错误的，这不能不给其建



构论蒙上一层神秘主义的阴影。事实上，反映有机械与能动

之分，而心理结构的建构过程恰恰是能动的反映过程。不依

据能动的反映论观点，那么图式、同化、顺应和平衡等概念

也将失去其应有的科学心理学意义。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

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