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概述
第七章 幼儿学习概述

第一节 学习的含义及其意义

接下来，我们首先来了解学习的含义及其意义。其实我们每天都

在进行学习，包括我们在上这门课的时候，看录像、做作业，都是在

学习。那么对于学习这样一个熟悉的概念，同学们能不能试着给它下

个定义呢？对于越是熟悉的东西，我们可能往往越不好把我它的定

义，那我们就一起来看一看一些心理学研究者对学习下的定义。

1.心理学研究者对学习下的定义：

行为主义倾向的心理学家认为，学习是由联系或经验引起的相对

持久的行为变化。在这样一个定义当中，强调的是行为的变化，而且

这种变化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即不是暂时性的变化。比如，你发烧

的时候，意识模糊，说话含混不清，但是当病好了的时候，又恢复正

常了。那么这种变化就是暂时性的，不是长时间的，不属于“学习”；

另外，即便这种变化是持久的，也应该是由练习或经验引起的，而不

是其他因素引起的。这是行为主义倾向的学者对学习的定义。

希尔加德在他的《学习论》中提出了对学习的定义，相比行为主

义者所提出的定义更为详细。他认为，学习是一个主体在某个规定情

境中的重复经验引起的、对那个情境的行为或行为潜能的变化。也就

是说，在某个规定情境当中，由重复经验引起了行为变化；而这种变

化在希尔加德看来还有可能是行为潜能的变化。不过，这种变化是不



能根据主体的先天反应倾向、成熟或暂时状态来解释的。先天反应倾

向指的是膝跳反射等先天的反应倾向，不能称作学习。主体的成熟状

态而引起的行为的变化也不是学习，比如一个孩子，一岁的时候够不

着墙上的某个按钮，但长高之后他够得着了，他的行为虽然发生了变

化，但是由于机体的成熟引起的，而不是反复的训练达到的。另外，

暂时的行为变化也不是学习。比如参加运动会之前服用了兴奋剂，这

就让他的成绩有了大幅度的提高，行为和行为潜能发生了变化，但这

也不是学习，因为不是由于训练引起的，而是因为暂时的药物作用引

起的。所以，希尔加德对引起行为变化的因素也做了一个界定，比行

为主义者提出的学习的定义更为确切。

另外，加涅在《学习的条件和教学论》中提出了学习的定义。他

认为，学习是人的倾向或能力的变化。值得注意的是，加涅认为的学

习不再是行为的变化，而是人的倾向或者能力的变化。这种说法也有

一定的道理。行为的变化只是一种外显的东西，究其根本，就是一种

能力的变化；而有时候能力发生了变化，假如不表现出来，我们也看

不到行为的变化。此外，这种变化能够保持且不能单纯归因于生长过

程，这和希尔加德的观点一致。

2.“学习”定义中的三个要素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几位心理学家各有侧重，对学习所下的定义

也不一致，那么我们应该怎样来给学习下定义呢？那就要抓住“学习”

定义中的三个要素。第一，主体身上必须产生某种变化。这里我们弱

化了到底是哪种变化。第二，这种变化是相对持久保持的。它不是暂



时性的状态。第三，主题的变化是由他与环境相互作用产生的，是后

天习得的。如果先天就具备这种能力，那么也不是学习。比如小孩儿

三四个月大的时候被放入水里，就会有非常漂亮的划水的动作，就会

游泳，这种行为是先天游泳（潜水）反射，不是学习得来的。那么将

这个三个要素连起来，我们就可以说，学习是主体身上产生的相对持

久保持的某种变化，这种变化是由他于环境相互作用产生的。换句话

说，后天习得某种相对持久保持的变化就是学习。

3.学习的意义

接下来我们来了解学习的意义。从生物进化的观点看，学习是有

机体适应环境的手段。

图 1 选择性繁殖与白鼠走迷津错误次数间的关系

图 1 是选择性繁殖与白鼠走迷津错误次数间的关系。我们可以看

到，一共有六组数据。研究中把小白鼠分成两组，一组是聪明组，一

组是愚笨组。方法就是让小白鼠走迷宫，所采用的指标不是时间的长

短，而是它们进入盲路的次数。进入盲路次数少的小白鼠比较聪明。

在这个实验的开始，随机抽取一群白鼠，记录它们进入盲路的平均次

数，然后给它们做了相对的区分，错误次数多的是愚笨组，次数少的



是聪明去。

在第一次的数据中，两组的差别并不大。聪明组进入盲路的次数

有 190 次左右，愚笨组有 210 次左右。接下来，把这两组白鼠分开

喂养，不能与外界交流。这就意味着白鼠们只能在自己所属的组当中

繁衍后代，这就是选择性繁殖。一段时间之后，第二代产生了。再对

它们进行走迷宫的测试，发现第二代的平均错误次数上虽然有差距，

但差距并不大。但是从第三代的数据中我们可以看到，两组的平均次

数之间有着很大的差距，而越往后，差距越大。到了第六组，聪明组

的错误次数讲到了 140 次以下，而愚笨组已经接近 300 次了。聪明

组的后代越来越聪明，愚笨组的后代越来越笨。而无论哪个组，它们

都是在持续不断地学习的。所以，从生物进化的观点来看，学习是有

机体适应环境的非常重要的手段。这种学习得来的能力似乎是可以进

入到生物的遗传当中，从而推动生物的进化的。从这里，我们可以看

到学习的重大意义。所以，今天的好好学习也是为了整个人类的越来

越聪明。

从个体的发展上来看，学习可以塑造和改变人性。在《三字经》

中，有着这样两句广为流传的话：“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

远。”人在年幼的时候，没有受到社会恶习的侵染，品性都是善良的，

他们后来的巨大差异是由后天形成的。所以，学习是可以改变和塑造

人性的。宋朝的张载也提到，“学所以为人。”我们之所以能成长为一

个社会人，就是因为我们是处在不断的学习当中的。讲到这里，我们

会想到一个很典型的例子——狼孩。70 年代的时候，在印度北部的



一个小村庄里，发现了一个“小怪物”，长得像人，但见了人就跑，

而且是四肢着地。于是就进行了一次围捕，抓到了两个狼孩。从外形

上看，他们的确是人，但他们的生活习惯又和人有着很大的差别。他

们直接吃生的事物，用牙齿撕咬；白天无精打采，深更半夜的时候特

别精神，要出去活动；而且他们从来不穿衣服。这些都不是人的习惯。

从生物学的角度来说，他们的确是人这样的生物个体；但他们却又不

是社会人。由于缺乏学习，对于人所习惯的一些社会习性他们是缺失

的，他们学到的完全是狼的习性。所以，从人的发展来看，想要具有

人的特性，就需要不断的学习。

从社会的角度看，学习是适应社会发展、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途

径。最近，穿越剧热播，在剧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古代的人也是人，

但是穿越到了近代之后，却无法适应社会。比如要用银行卡取钱，用

手机、电脑进行通讯等等。所以，无论从哪个角度，学习对于人来说

都非常重要。

第二节 幼儿学习的脑科学基础

那么我们在了解了学习的定义和学习的意义之后，一起来看看第

二个部分的内容——幼儿学习的脑科学基础。在这个部分当中，我们

要介绍：1.脑在学习中的基础作用；2.环境对脑发育的作用。脑和学

习两者是相互作用的。

1.脑在学习中的基础作用

可以说，大脑是使我们成为这个世界的主宰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器



官。正是因为人类的大脑非常发达，才拥有了高于其他动物的智慧。

图 2 不同生物的脑的形态

在图 2 中，有不同生物的脑的形态。其中哪一个是人脑的呢？人

的大脑是有两个半球的。人的大脑之所有有聚集了高于其他生物的智

慧，是因为人的大脑脑重比较大，皮质层、蛋白酶的含量高，神经元

的分布比较密集。有人可能会想，大象的大脑也很大很重，那大象岂

不是比人还聪明？大象的确很聪明，但是它的大脑还是不足以和人类

的大脑相匹敌。因为大象的相对脑重不如人类。相对脑重是大脑在整

个人的体重中占的比例。从目前的研究来看，相对脑重最大的生物是

蚂蚁。

我们的智慧来源于大脑，而假如我们的认知出现了问题，也依旧

离不开大脑。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可能会碰到有多动症的孩子。多动

症的主要发病原因来源于先天遗传因素，可能是前额叶的发育出现问

题、波有异常、出生时有脑损伤等。所以遇到多动症的孩子，我们

也不能过多地责怪他们，因为这是先天性的疾病，他们无法控制自己

的行为。

另外一种情况，就是学习困难。有一部分学习困难的孩子是因为

他们的大脑发育有问题，导致感觉统合失调。有的在大动作或精细动



作中出现了问题，有的则是在其他领域表现出了困难。不管怎么说，

只要大脑出现了问题，往往会在认知、学习的过程中有所表现。所以，

大脑在学习中有非常重要的基础作用。有一个健康的大脑才能保证我

们正常的学习。

在人的发展过程中，影响大脑发育的指标除了脑重之外，还有大

脑神经纤维的生长。

图 3 大脑神经纤维的成长

从图 3 中可以看到，我们刚出生的时候，认知能力非常弱，因为

大脑没有发育成熟，大脑的神经纤维分布就像一张有一个大洞的渔

网，稀稀拉拉。但是随着人的成长，越来越密集，等到 6 个月的时候，

就已经相当密集了。正是因为我们的大脑神经纤维不断地变密集、变

粗、变长，人的学习认知的能力才会不断提高。

图 4



美国韦恩州立大学儿科神经生物学家丘加尼教授利用“正电子发

射计算体层摄影”技术，对婴儿大脑进行扫描观察，发现婴儿脑部的

各个区域在出生后一个接一个地活跃起来。就像入夜的城市，一家又

一家地亮起了电灯（图 4）。这就说明了人是由不成熟逐渐变为成熟

的，也为我们证实人生头三年的经历是人一生发展的关键时期而提供

了重要的依据。

图 5 智力成长曲线

图 5 是智力成长曲线。我们看到，横坐标是年龄，纵坐标是智力

水平。随着年龄的增长，智力水平在不断发生变化。从出生一直到

16 岁左右，智力快速增长，几乎呈直线上升趋势。有一位心理学研

究者提出，假如到 18 岁，人的智力可以发展为 100%的话，那么到

他 5 岁的时候就已经发展了 50%，5 岁到 8 岁又发展了 30%，而从

8 岁到 18 岁就发展了 20%。从这个说法当中也可以看到，10 岁前

都是孩子智力发育非常重要的时期，假如这个时期我们的教育能够给

孩子以支持，那么会促进他的智力发展，但假如过了这个时期，便于

事无补了。

从图 6 中我们可以看到，从出生到 18 岁，智力飞速增长，18



岁到 32 岁左右，智力水平维持在一个较高的位置。我们应该也有一

些亲身感受：幼儿园的孩子从 3 岁入园到 6 岁毕业，智力水平有很

大的变化；但是大学生进校和出校时的智力水平却相差无几。此外，

35 岁之后，人的智力水平逐渐下降。这就是很多单位在招聘员工的

时候要求员工年龄在 35 岁以下的原因。所以，图 6 也彰显了早期教

育的重要性。

智力在早期的发育中，不光是发展速度快，它还有一些关键的截

点，就构成了人的关键期或敏感期。关键期的理论来自于洛伦兹的研

究。洛伦兹是一个生物学家，他对家禽的研究很在行。他发现，家禽

在破壳而出的短暂时间内，最先看到了什么生物，在脑中就会认定这

个生物就是它的妈妈。比如，小鸭子破壳而出的时候，最先看到的是

鸭妈妈，那么它的脑中就会形成印刻，认定鸭妈妈就是自己的妈妈。

洛伦兹发现这个现象之后，做了一系列非常有趣的实验。第一个实验

是，找到一群即将破壳的鸭蛋，并将母鸭赶走，自己蹲在鸭蛋边上，

等着它们破壳。结果，这些小鸭子破壳而出之后，就认定了洛伦兹是

它们的妈妈。他去哪儿，小鸭子们也去哪儿。

也许有人会想，假如是其他生物出现在破壳的小鸭子旁边，鸭子

们会不会人它做妈妈呢？关于这一点，洛伦兹也想到了。他想的是，

假如放一个无生命的东西在即将破壳的鸭蛋旁，鸭子们会不会形成印

刻呢？于是，他在即将破壳的鸭蛋边放了一张椅子，那么这群小鸭子

在出生的几个小时之内看到的都是这把椅子。当洛伦兹尝试着搬起这

把椅子移动的时候，小鸭子没有动。它们并不把无生命的形象当成母



亲。

但是，无生命的东西和有生命的东西的区别就在于，无生命的东

西不会动。假如，用一个会动的无生命的东西，会不会让小鸭子们形

成印刻呢？于是，他做了第三次实验。他在即将破壳的鸭蛋边上放了

一个氢气球，并用一个鼓风机吹动氢气球不断摆动，等着看小鸭子会

不会把氢气球当成妈妈。答案是肯定的，因为氢气球不停地在动，它

们就把它的形象印刻在脑中了。所以，洛伦兹只要拿着这个氢气球，

就可以带领着小鸭子们到处走了。但是如果过了刚出生的时间，小鸭

子们就不认了。所以，家禽对母亲形象的印刻是在刚出生内的几个小

时之内的，如果过了这个时间段，这种印刻则无法形成。也就是说，

这个印刻有一个非常关键的时期。

那么人在发展的过程当中，对某些事物的刺激是不是也有关键的

时期呢？所以一些研究者就在洛伦兹研究的基础之上提出了关键期

概念。人在发展的过程中，在某个时期可能对某种刺激对位敏感。在

这个时期，假如用这种刺激来刺激孩子，他就会形成相应的反应。但

假如过了这个最为敏感的时期，则事倍功半。

图 6 儿童成长中的关键期

图 6 是目前研究者们提出的关键期。如图所示，1—3 岁是儿童



口语学习的关键期，假如过了这个时间，再要学习说话就比较困难了。

在我的身边有一个例子，一个小朋友在出生以后，很起来很正常，但

到了 1 岁左右，家长就发现有些不对劲了，叫他也没有什么反应，而

且那些原本的自发的音也减少了。检查之后发现，原来这个孩子是先

天性的耳聋。要治疗的话，需要人工耳蜗植入。于是家长领着孩子去

北京治疗，当时是九十年代，这个手术的报价的二十万，对于当时来

说，是一笔不小的数目。所以家长因为经济的原因，只好放弃治疗，

并计划这几年努力工作攒钱，争取在孩子上学前装一个人工耳蜗。最

后，在孩子 5 岁多的时候，给孩子装了人工耳蜗。家长觉得一块石头

落了地，因为还有一年多的时间孩子才上学，他们相信在一年多的时

间内可以教会孩子说话。但是很快，他们就发现，教孩子说话非常困

难，反复地教都无济于事。这其中的问题就在于，5 岁多已经过了孩

子学习口语学习的关键期了，他对语音刺激已经不敏感了，此时，学

习的进展自然很慢。所以，关键期是孩子发展中非常重要的一点。

从图 6 可以看出，4—5 岁是儿童书面语言学习的关键期。也许

你会想，能说话就行了，书面语言有那么重要吗？事实上，生活中有

些人，口头功夫很厉害，巧舌如簧，但是写起文章来却十分头痛。这

就是书面语言没有发展好的表现。所以，在 4—5 岁的时候，应该让

孩子看图画书，来刺激孩子的刺激语言。

我们还可以看到，5 岁是孩子掌握数概念的关键期。也许一个两

三岁的孩子已经学会了数数，但事实上，他会的仅仅是将“1、2、3……”

说出来，对于数字具体的概念却不清楚。直到 5 岁，才真正掌握数字



的概念。另外，5 岁以前还是幼儿音乐学习的关键期。当然这并不是

说 5 岁之前就要教孩子学习乐器，因为他们的手指发育还未完全。可

以先给孩子们听一些乐曲，以培养对音乐节奏、音高、曲调等的感觉。

不过，乐器的学习也要尽早，因为“童子功”是之后的学习所弥补不

来的。再有，10 岁以前是动作技能掌握的关键年龄，在此之前学习

武术、舞蹈等比较好，超过这个时期，对于动作的学习则显得较为吃

力。

2.经验和环境对大脑发育的反作用

我们了解了大脑在学习中的基础作用，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我们

的学习对大脑的发育又有什么样的反作用，也就是经验和环境对大脑

的作用。这个作用我们也可以通过一系列的实验来验证。对小白鼠所

做的一系列实验表明，学习可促进大脑神经之间的联结线路增多；可

导致与特定任务相应的大脑皮层的特殊区域发生变化。在小白鼠的发

展过程中，假如提供不一样的环境，脑的发育情况也不一样。比如第

一个实验，一组小白鼠，同一窝出生，这就保证了大脑的先天素质是

一样的。把它们分成两组，一组生活在单一的环境当中，另一组生活

在复杂的环境当中。所谓复杂的环境就是它们的笼子里有很多游戏的

设施，比如转盘、滑轮、跷跷板等；此外，笼子里的色彩比较丰富；

而且还每天给它们放音乐，保证了环境的复杂。而另一组就没有这么

多刺激。两组白鼠的事物是一样的。一段时间之后，对它们的大脑进

行解剖，发现生长在复杂环境中的白鼠的大脑皮质层更厚，蛋白酶的

含量更高。这就说明它们大脑的神经网络更发达，学习能力也更强。



这两组白鼠先天素质基本一样，不同的就是它们所生活的环境。

所以，对于早期教育者来说，应该非常清楚，早期对于孩子脑智

能的开发，不应该只注重给孩子吃的东西，因为这只是因素之一，而

另一个方面就是我们所提供的学习和成长环境。这里的学习并不是一

定要让孩子读书，读书固然重要，但也要看读的是什么书；此外，要

让孩子的生活中有各种各样的环境刺激，让他的大脑有更加丰富的体

验，这对他的大脑发展才是更重要的。

第二个实验还是用小白鼠做的，分为四组：一，杂技演员组。这

组的小白鼠每天要进行走迷宫、翻过圈子等复杂的、四肢和头脑并用

的行为。二，强制操练组。让小白鼠每天几次地在转轮上跑半小时，

对它们进行强制性的身体锻炼。三，自愿操练组。有这样的锻炼器械

在它们的笼子里，但至于什么时候锻炼、锻炼多久，都看它们自己。

四，笼中土豆组。是十分安逸的一组，仅在笼子里面放了食物，也不

需要锻炼。这样的情况下，一段时间之后，对四组白鼠进行大脑的检

验。结果发现，杂技演员组的大脑发育较好；而强制操练组和自愿操

练组的心脏功能变好了，因为不停地在运动；至于笼中土豆组，大脑

和心脏的发育都处在最劣势。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如果环境布置得很

复杂，不仅需要身体运动，而且需要动脑，那么就能够促进大脑以及

身体机能的发育。

第三个实验是让刚出生的白鼠学习单眼走迷宫。捂上它的其中一

支眼睛，让它在迷宫中学习如何找到正确的路径。一段时间后，解剖

它们的大脑，发现它们的大脑有了变化。而有比较明显变化的区域是



和它睁着的眼睛相关联的区域，捂着的那只眼睛相对应的闹区没有变

化。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出，丰富的经验环境刺激会对大脑的发育提

供良好的营养。假如不给孩子环境刺激，那么他的大脑发育事实上是

没有达到他所能达到的最佳状态的。

3.幼儿园感觉统合器械的作用举例

以上就是在脑发育的过程中，大脑对学习的作用以及学习对大脑

的作用。那么在幼儿园的教育教学工作中，我们也会看到，很多大型

的活动器材，看上去很简单，但事实上，对大脑的发育是很有用的。

比如：滑梯可以刺激前庭体系，头部、颈部同时收缩，身体保护伸展

行为的成熟；滑板能够调节前庭感觉和触觉，引发丰富的平衡反应，

运动中大量的视觉情报，脊髓及四肢的本体感，使整体感觉统合运作

功能积极发展；蹦蹦床则可以强化前庭刺激，抑制过敏信息，矫治重

力不稳和运动中加强身体平衡的能力。

所以小朋友平时在户外做做运动，对大脑和身体的发展都是很好

的，并不仅仅是单纯的“玩儿”。

4.语言与脑发育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看语言和大脑的发育。这两者之间其实也是

非常有关联的。语言也是一种刺激，因为通过声音刺激我们才能够产

生语言。比如，各个民族各个国家的人的大脑的发育从出生之后是比

较一致的，但是，随着生活环境中不断地接受刺激，我们会发现，跟

我们的民族语言不相关音就会慢慢地减少、淡化。比如，中国人说普

通话，要涉及到 170 个因素，所以，普通话说得不错的中国人去学



英语，就会相对容易一些。但是美国人要学普通话，就相对较难了，

因为他们的民族语言中只包含了 110 个因素。所以，语言的不断刺

激对大脑的发育也是有影响的。此外，记忆和大脑的加工也是有关联

的，在此就不做赘述了，假如想要进一步了解学习和脑的关系，大家

可以在课后看一看我们提供的一个网上视频链接，叫《大智初开》。

第三节 幼儿人学习的特点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了解幼儿学习的特点。我们将从这些方面来

把握：幼儿是什么样的学习者；用什么样的方式进行学习；对于幼儿

的学习要提供什么样的条件和环境；每个孩子的学习都是一样的吗。

那么对于这几个问题的回答，我希望大家通过看以下几张照片来进行

思考。

图 7

首先我们来看第一张照片（图 7）。这张照片的场景有些乱，但

还是可以看出，这是一个很大的冰箱，而且冰箱里有一个小宝宝的背

影，他在寻找吃的东西。那么对于孩子来说，他这就是在进行学习和

探索。



图 8

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二张图片（图 8）。孩子在干嘛呢？孩子都喜

欢玩水，这本来无可厚非，但是这个小宝宝正在马桶里玩马桶里的水。

对于成人来说，这简直是一个反胃的场景，但是对于孩子来说，却是

其乐无穷。他在探索水的特性。

图 9

第三张图片（图 9）中有两个宝宝，一大一小。大宝宝高兴地举

着笔，而小宝宝的脸上则被他画得乱七八糟。但是此时大宝宝却很开

心，在这个过程中他一直在探索，在用他自己的方式学习。

那么结合这三张图片我们一起来想想刚才提出的几个问题。孩子

是什么样的学习者？他对环境的探索是在成人的要求下发生的吗？



当然不是。所以，孩子们是主动的学习者。那么他是怎样学习的呢？

是坐在教室里听课、记笔记吗？不是，他是通过游戏的方式进行学习

的。既然如此，我们要提供怎样的条件才能够保证他的学习呢？从物

理环境来说，一定要是安全的环境。我们刚才看到的是宝宝在马桶里

玩水，假如有一个火炉，宝宝也会去探索，而火炉对于孩子来说，就

是一个危险的因素。再有，孩子为什么会那么开心地举起手中的画笔，

请你看小宝宝脸上的作品，而完全忽略了妈妈的责备呢？因为他希望

通过展示来得到关注。所以孩子学习的条件应该是安全的、受重视的。

再看他的学习环境，不是在学校，而是在日常生活当中进行学习的。

另外，我们可以看出，三个宝宝学习的侧重点其实是不一样的，也就

是说，幼儿的学习，每个孩子的兴趣点、方式都不同。学习上，他们

表现出的是个体的差异。所以把握幼儿学习的特点，可以从这五个方

面。如果想要更加快速地记忆的话，什么样的学习者——Who；什

么样的学习方式——Way；什么样的学习环境——Where；在什么

样的条件下——Condition；个体差异——Difference。总结起来就

是“www.cd”，这样就比较方便记忆。

总结

关于幼儿学习的概述，我们今天给大家介绍了这样几个问题：学

习的含义及其意义；幼儿学习的脑科学基础，即脑的发育对幼儿的学

习有什么作用、学习的经验和环境对脑的发育又有什么样的反作用；

幼儿学习的特点，即幼儿是什么样的学习者、幼儿通过什么样的方式

学习、幼儿的学习需要什么样的条件和什么样的环境，以及学习的个



体差异。好，那么关于幼儿学习的概述我们就介绍到这里，谢谢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