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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掌握认知发展的概念。

2.掌握婴幼儿想象萌芽的时间及表现。

3.了解婴幼儿的学习方式。

4. 理解并掌握婴幼儿感知觉的发生与发展特点及其表现。

5. 理解并掌握婴幼儿注意、记忆的发生与发展特点及其表现。

6. 理解并掌握婴幼儿思维的发生与发展特点及其表现。

7.关爱并尊重婴幼儿，树立职业规范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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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认知发展是最重要、最基本的心理发
展领域，是其他心理发展的基础。
      认知发展与知识获得等学习活动密切
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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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案      例 

       妞妞1岁了，妈妈开始有意识地在她情绪稳定的时候，给她讲一些小故事,

可是每当这个时候，爸爸就在旁边看电视,且不时地过来逗逗妞妞。 对此，妈
妈很有意见,认为在孩子听故事时，周围环境要保持安静,这样可以培养孩子专
注的品质;而爸爸则认为，1岁的小孩子哪听得懂故事,重要的是爸爸妈妈多陪陪
她，家庭气氛欢乐开心,这样对孩子的身心成长才是最有帮助的。
      思考：妞妞的妈妈和爸爸对于培养孩子的不同做法，到底谁是对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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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认知发展概述1

婴幼儿认知发展



      认知( cognition)源自希腊文，原意是“知识”或“识别”。它既指
知识本身，又指获得知识、运用知识的过程。认知过程包括感觉、知觉、
记忆、想象、思维等几种认知形式。注意则是这些认知形式的伴随状态。
      认知发展是指个体认知结构和认知能力的形成及其随年龄和经验增
长而发生变化的过程。认知发展包括感知、注意、记忆、思维和想象等
方面的发展。
      婴幼儿认知能力经历了从简单到复杂、从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过程。

一、认知和认知发展的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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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感知觉

            感觉是人脑对直接作用于感觉器官的客观事物的个别属性的反映。如苹
果具有颜色、口感、重量、形状等个别属性，这些个别属性在我们头脑中的
反映就是感觉。包括视觉、听觉、触觉、味觉、嗅觉及对身体位置和机体状
态变化的感觉。
      知觉是人脑对直接作用于感觉器官的客观事物的整体的反映。例如，当
我们拿到一个苹果，将它的颜色、口感、重量、形状等个别属性在头脑中综
合起来，并将之称为“苹果”时，就是知觉。信息在大脑里被解释的过程就
是知觉。知觉是一个学习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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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思考

          感觉和直觉的联系和区别有哪些？感觉和直觉的联系和区别有哪些？

婴幼儿认知发展



      共同点都是对直接作用于人脑的客观事物的反映，“直接作用” 意
味着“在眼前”，即通过感官能直接感知到的事物。
      其区别在于:感觉是对事物个别属性的反映，而知觉是对事物的整体
的反映;感觉是收集信息的过程，知觉则是对由感觉收集的信息在头脑中
进行解释的过程，所以，感觉是知觉的基础，没有感觉也就没有知觉。
不过，事物的个别属性不能离开事物的整体而存在，在现实生活中，纯
粹的感觉很少，当我们感觉某一事物的个别属性时，马上就知觉该事物
的整体，感觉和知觉总是结合在一起的，因此，我们常把感觉和知觉统
称为“感知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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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注意

            注意是心理活动对定对象的指向和集中。
      指向性和集中性是注意的两个基本特性。①注意的指向性是指人在每一
瞬间，心理活动选择了某个对象，而同时忽略其他对象。②注意的集中性是
指当心理活动指向某个对象的时候，它们会在这个对象上集中起来，并且保
持一段时间。“全神贯注”这个词就是对注意这两个特性的描述。
      注意本身不是一种独立的心理过程，而是伴随各种心理过程的一种心理
状态，是心理过程的共同特性。离开了心理过程，注意便不能独立存在;离
开了注意，心理过程也无法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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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意注意 有意注意

  特点 
目的 没有自觉的目的 有自觉的目的

意志努力 不需要做意志努力 需要做意志努力

引起或
保持的
条件 

客观条件 
刺激物的强度、新异性、
运动变化、对比关系

 

主观条件 
人对事物的需要、兴趣、
态度、情绪状态、知识经
验等

明确活动的目的和任务、培养间接兴
趣，用意志力和干扰做斗争，合理组
织活动

      特性 
初级、与生俱来、不学就
会被动的、 不自觉的

高级、后天获得、主动的、自觉的、
人所特有的

     局限性    难以长时间维持 时间长会感觉枯燥、乏味、易疲劳

    有效活动 两种注意共同参与、交替进行，将智力活动和实际操作结合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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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记忆

      记忆是过去经验在人脑中的反映。人们感知过的事情、思考过
的问题、体验过的情感或从事的活动，都会在人们头脑中留下印象，
其中有一部分作为经验能保留相当长的时间，在一定条件下还能恢
复，这就是记忆。 记忆的分类

记忆内容

形
象
记
忆

语
词
逻
辑
记
忆

情
绪
记
忆

瞬
时
记
忆

长
时
记
忆

短
时
记
忆

动
作
记
忆

保持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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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信息加工的观点来看，记忆是对信息的输人、编码、贮存和
提取的过程。
     记忆过程可以分为识记、保持、再认和回忆三个基本环节。

识记 保持 再认和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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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思维

            思维是人脑对客观事物间接、概括的反映，是以词为中介，

通过概念、判断和推理的形式反映事物的本质属性和内在规律。   

      思维具有两个特性:概括性、间接性。

      思维的基本形式有三种:概念、判断、推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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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思维是一个从无到有、从萌芽到成熟的发展过程，经历一系列演变。演变
的历程主要表现在:①从思维工具的变化来看，从借助于感知和动作，到借助于
表象，再发展到借助于概念。②从思维方式的变化来看，从直观行动思维，到
具体形象思维，再到抽象逻辑思维。③从思维反映的内容来看，从反映事物的
外部现象和联系，发展到反映事物的本质和内在联系;从反映当前事物，发展到
反映未来事物。
     思维与解决问题关系密切:思维产生于问题，思维的主要作用在于解决问题。
心理学上讲的解决问题，是指人们在活动中面临新情境与新课题，又没有现成
的有效对策时，所引起的一种积极寻求问题答案的心理活动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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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件 
头脑中要有相当数量的记忆

表象
 具备一定的内部智力操作能力，即
对记忆表象进行加工改造的能力。

六、想象

          想象是在头脑中对已有的记忆表象进行加工改造、创造新形象的
心理过程。根据目的性，想象分为无意想象和有意想象；根据新形
象的创新程度，想象分为再造想象和创造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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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知觉的发生与发展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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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一、感知觉对婴幼儿发展的意义

(三)早期感知经验对婴幼儿成长至关重要

(一 )感 知 觉是人生最早出现的认识过程，是婴幼儿认知发展的基础

 (二)感知觉是婴幼儿认识世界的基本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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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思考

结合实际谈谈结合实际谈谈婴幼儿早期感知经验对其成长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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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视觉的发生与发展

          （一）视觉敏锐度的发展
      视觉敏锐度(简称视敏度，俗称视力)是指眼睛精确辨别细小物体或远距离
物体的能力。婴儿刚出生时就具备视觉能力，但并不成熟。婴儿出生时的视
敏度为20/400(准确地说是在20/200~ 20/600)。
     视觉敏锐度是测查新生儿视觉发展的重要指标。测查婴儿视敏度方法是:将
两个圆型卡片同时呈现在婴儿面前，其中一个是灰色的圆，另一个是黑白条
纹的圆，假如婴儿视敏度良好的话，他就会长时间盯着那个有条纹的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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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颜色视觉的发展
       颜色视觉是指辨别颜色细微差异的能力。
       辨别颜色依靠的是视锥细胞，刚出生的婴儿是不能辨别颜色的，世界
被他们知觉为黑、白、灰。从第8周开始，M和L视锥细胞率先开始发挥作
用，而S视锥细胞则在3~4个月之后才开始发挥功能。一般来说，婴儿从3

个月开始能辨别彩色和非彩色，眼中的世界开始有了色彩。
      婴幼儿对色彩有偏爱，喜欢饱和度高的颜色(如鲜艳的红色、品蓝)，胜
过于不饱和的颜色(如浅红、淡蓝)。红色特别能引起婴幼儿的兴奋，对波长
较长的橙色、黄色也比较偏爱，但对波长较短的冷色不是十分喜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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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听觉的发生
      研究发现，个体出生之前就已经具有听觉的功能。母亲在怀孕期间，胎儿
的听觉系统已经开始发育并发挥作用了，孕期4~6个月，内耳开始能够执行其
功能了，胎儿能够听到母体外面的声音且对其有所反应，甚至还能分辨声音。
出生第1天的新生儿已经有了听觉反应。83.31%新生儿对“嘟嘟”声和尖锐刺
激的声音能引起反应，并以眨眼、动嘴、转头和哭闹等反应方式显示出能够区
分音调高低、音响大小和声音持续时间的区别; 2~ 3个月的婴儿听到声音时会
表现出“倾听”; 3~4个月会转头寻找声源; 8~9个月能辨别声音，能对不同的
声音做出不同的反应，如听到和蔼的声音便微笑，听到严厉的声音会惊哭。

三、听觉的发生与发展

婴幼儿认知发展



      (二)语音听觉
      婴幼儿的语音感知对于语言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语音听觉是语言发展的
开端，新生儿具有普遍的语音敏感性。在1岁之内，婴儿能够分辨所有语言
的语音，但如果在0~ 12个月没有接触不同语言语音的经验，对非母语语音
分辨力就会下降。所以，对特定语言的听觉经验对婴幼儿语音敏感性有重
要的影响作用。
      婴儿对母亲的声音尤为偏好，对母亲说话的声音尤为敏感。研究发现，
婴儿很早就能辨别母亲和其他人不同的声音。当母亲从一个婴儿看不见的
地方呼唤其名字时，10~ 12天的婴儿会转向母亲，而其他女性呼唤他时则
毫无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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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视听协调能力的发展
      婴幼儿的日常生活和各种活动不是依靠单一感官就能进行的，而是需要
多种感官协作方可进行，心理学称之为“多感官信息整合能力”。
      婴幼儿的多感官信息整合能力主要表现在视听协调能力的发展上。
      出生后不久的婴幼儿就能表现出视听协调活动，如婴幼儿在听到声音时
会将头转向声源，这意味着婴幼儿调整头部位置使双眼平行地对着声源。
当声音刺激和视觉刺激出现在不同方位时，婴幼儿则倾向于注视声音刺激
来源的方向。
       例如，看电视，史培基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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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触觉对婴幼儿发展的意义
      ①触觉是最早发育的感觉，也是出生后最初几个月里最为成熟的感觉。
新生儿身体各个部位对触摸很敏感，如当触碰新生儿嘴部附近的脸颊时，他
们会试图寻找乳头，新生儿也喜欢成人的抚摸，这些都体现了触觉对新生儿
的适应生存功能。
      ②触觉有助于刺激早期身体的生长发育。
      ③触觉是婴幼儿探索世界的主要方式。
      ④触觉是父母与孩子之间相互影响的基本途径，婴幼儿通过安慰性接触
建立依恋关系，对社会性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四、触觉的发生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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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婴幼儿触觉的发展
       婴儿一出生时就有了触觉反应，其先天的无条件反射，如吸吮反射、
抓握反射、巴宾斯基反射都是触觉反应的表现。新生儿触觉最敏感的部位
是嘴唇、手掌、脚掌、前额、眼睑和手。婴儿触觉的发展主要表现为触觉
探索活动的形成，以及在活动过程中与其他感觉的结合上。
     1.口腔触觉探索      2.手的触觉探索     3.触觉与其他感觉的协调活动

婴幼儿认知发展



       1.口腔触觉探索 

       1~4个月婴儿的口腔触觉活动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有规律、节奏明显
的吸吮活动，另一种则是无明显节奏或规律性，但它却发挥着探索功能。
      个体1岁以前，尤其是手的探索活动形成之前，口腔触觉一直发挥着重
要的探索功能。即使在手的探索活动出现后，口腔仍是他认识物体的重要
手段。可以说，在1岁半至2岁(甚至有时到3岁)，幼儿仍然以口腔触觉探索
作为手的触觉探索的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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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手的触觉探索
     (1)手的本能触觉反应阶段。出生后的新生儿有本能的触觉反应，如抓握反射。
      (2)眼手协调阶段。眼手协调是指视觉和手的触觉协调一致的活动。 婴儿5

个月左右，出现眼手协调动作。
      (3)积极的、有目的的探索阶段。7个月左右开始出现积极主动地触觉探索。
当婴儿学会手眼协调之后，他逐渐会用手去摆弄物体，把东西握在手里，或把
它转来转去。再大些的婴幼儿能够用双手去摆弄物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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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触觉与其他感觉的协调活动
     5~6个月的婴儿，不仅出现视觉和触觉的协调活动，还出现听觉
和触觉的协调。有实验研究发现，让婴幼儿坐在黑暗的房间里，他
能够做到:在看不见玩具而只凭听见玩具发出的响声时能够伸手去抓
玩具。研究表明，5~6个月的婴儿，其听觉对手的指导甚至比视觉
还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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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婴幼儿的味觉和嗅觉

    刚出生时，婴幼儿就具有高度发达的味觉和嗅觉能力。
       味觉与生俱来，婴儿一出生就能分辨出无味、甜味、酸味、苦味和

咸味，对多种味道有着不同的面部表情。普西特( 1979)研究发现，新生儿
对不同味道的食物会表现出不同的吸吮模式，当他们通过奶嘴吸吮到甜水
时，会对吸吮动作做出明显调整，他们会放慢吸吮速度，就好像是在品味
甜甜的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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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嗅觉是一种较为原始的感觉，嗅觉与人的情绪密切相关。婴儿一出生
就会表现出对不同气味做出不同的反应。索斯维南等人( 1997)研究发现，
当浸有不同气味的棉球凑近出生不到48小时的新生儿的鼻孔时，他们会做
出不同的反应，闻到酸味和甜味时的心跳、呼吸和身体动作反应截然不同，
闻到甜味时会吸吮和舔嘴唇，闻到酸味是时会撅起嘴巴、皱起眉头、频繁
眨眼，闻到苦味会嘴角向下，显得很不开心，甚至吐口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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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面孔知觉的发生与发展

    婴儿从2个月起能够知觉人脸，2~3个月的婴儿开始对面孔做出有意义
的反应，他们会对熟悉的面孔笑，就好像认识他们。3个月的婴儿已经能够
从特征相似的女性面孔中认出自己的妈妈。对3~6个月的婴儿来说，也能
对陌生人进行区分，他们喜欢看那些漂亮的成人面孔，而不喜欢那些不好
看的面孔。6~7个月的婴儿开始学到了完全根据面部特征辨别不同人的本
领。8~ 10个月的婴儿能够“懂得”妈妈脸上的一些表情，并做出积极地
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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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深度知觉的发生与发展

   吉布森和沃克(1961)用视崖装置对36名6~ 14个月的婴幼儿进行实验，
结果发现，只有3名男孩子穿越了视觉悬崖，大多数婴幼儿爬到“悬崖"边
都拒绝穿越，即使母亲在深侧呼唤，婴幼儿也不会过去，有的哭泣，有的
后退躲开悬崖，有的透过玻璃看着悬崖一边拍打着 玻璃;而母亲在浅侧呼唤
时，几乎所有的孩子都迅速地爬回母亲身边。这个研究表明，大多数婴幼
儿对浅侧和深侧的区分是非常明显的，说明6~7个月的婴儿已有深度。

  婴幼儿的深度知觉随着年龄的递增、经验的丰富而不断发展。
  视崖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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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形状知觉的发生与发展

   出生后不久的婴儿已经能够知觉形状，随着年龄增长和知觉物体经验的增
加，其形状知觉逐渐发展起来。

   研究发现，出生不久的婴儿已能对不同图形做出不同反应。婴儿出生后7

天就可以区别曲线和直线，3个月大时具有了分辨简单形状的能力，8、9个月
以前就获得了形状恒常性。个体2岁以后往往在游戏或日常生活中表现出能够
区分辨别一些物体的大小、形状或颜色等属性;也常常说出有关大小、形状和
颜色的语词。

   我国学者研究发现，2岁7个月到3岁的幼儿在认识物体时，100%按照物
体的形状选择，这表明在这- -时期幼儿认识物体时，首先注意的是物体的形
状，而不是物体的颜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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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案      例 

      若兮13个月了，妈妈带她去超市里的淘气堡玩，每次若兮都会
被五颜六色的大积木吸引。在各种形状的积木中，若兮总喜欢拿起
圆形的积木玩，一玩就是很长时间，妈妈担心对她对其他形状没有
认知机会，所以总是用别的形状的积木转移她的注意力，但若兮还
是会找圆形的积木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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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意的发生与发展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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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意是婴幼儿心理发展中的重要内容，是婴幼儿探究外在事物及其内
心世界的“窗口”，注意能使婴幼儿有选择地接受外在环境中的信息，及
时发觉环境的变化并调节自己的行为，还能使婴幼儿为应付外界刺激而准
备新的动作，集中精力于新的情况。     

一、注意对婴幼儿发展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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