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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作为认知发展的高级教程，弗拉维尔的《认知发展》一书(第四版)对认知发展的诸多问题作了十分全
面的阐释，书中既描绘了儿童思维迷人的特征，又阐明了该领域研究中的变化和令人振奋之处。
与第三版相比较，本版加重了信息加工观，社会文化观，理论变化观，新皮亚杰主义，神经科学及制
约性理论等内容的分量。
任何希望了解人类认知发展的人，都可以成为本书的读者，尤其适合专业人员阅读参考，或作为大学
生和研究生课程的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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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约翰·H·弗拉维尔，斯坦大学心理学教授。
在美国西北大学获学士学位，在克拉克大学获硕士学位和博士学位。
到斯坦福大学之前，曾任教于罗切斯特大学和明尼苏达大学。
研究领域涉及记忆、交流、社会认知和其他过程的发展方面。
曾著有或合著六本书，包括《让·皮亚杰的发展心理学》。
儿童发展研究会和美国心理学会发展分会前任主席。
美国心理学会突出科学贡献奖获得者，并获得巴得巴黎大学和罗切斯特大学的名誉学位。

　　帕特丽夏·H·米勒，佛罗里达大学心理学教授。
在堪萨斯大学获学士学位，在明尼苏达大学获博士学位。
在佛罗里达大学前，曾任教于密歇根大学。
她的认知发展研究涉及社会认知、策略、记忆、元认知、性别差异和知识。
著有《发展心理学理论》，是另两部发展心理学书籍的合著者。
另外，是《儿童发展》杂志和《心理学学报》要志的编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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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    欲对婴儿视觉做一个全面的说明，必须介绍各种影响人类视觉活动的不同神经系统(视网膜、外
侧膝状核、视皮层、上丘脑)的解剖和生理特点。
针对我们的目的，引用能够提供这种介绍的资料(Atkinson，1998；Hiekey & Peduzzi，1987)，伴以一些
关于婴儿视觉的生理基础的一般结论，已经足够。
首先，所有这些相关的系统在婴儿出生时都还没有完全发展，在某种程度上或多或少都是不成熟的。
因此，新生儿所拥有的视觉功能，就其质量而言，很少可以和婴儿后期相比拟。
这并不是说新生儿看不到东西，因为他们的确能够看到东西，只是他们的视觉系统尚有许多方面有待
发展。
其次，这些发展中至少有一些是很快发生的，因为主要的变化发生在生命的最初几个月。
因而至6个月时，婴儿的视觉系统已经成熟了很多，与刚出生的时候相比，与成人更相似。
最后，在婴儿的视觉表现中可观察到的许多变化，似乎反映了底层的神经系统所发生的生物一成熟变
化，尤其可能是视皮层的变化。
    新生儿视觉系统的不成熟也表现在其他方面。
我们的视觉质量不仅依赖于视网膜及有关脑中枢的功能，而且依赖于将影像集中于视网膜上最理想位
置的各种眼动机制(Aslin，1988)。
凝视某个刺激，扫描复杂视野中的各个部分以及追踪在空间运动的物体，各类眼动对于这些活动来说
是不可或缺的。
如果我们要避免重影，则我们必须能够同时将两眼凝视于同一个对象。
我们的瞳孔必须能够扩大和缩小，以对明度的变化作出反应。
我们也必须能够调节眼睛的晶状体，以使不同距离的对象能够投影于视网膜的中心(这一过程称为适
应)。
新生儿及年小婴儿所具有的完成这些事情的能力是有限的，而这一限制也影响了他们的视觉质量。
    那么，在这些不同的身体条件的限制下，新生儿的视觉如何呢?回答该问题的方式之一是用视敏度这
一术语。
一个人的视敏度在操作上可以定义为所能检测到的最高空间频率。
通过呈现不同等宽度黑白条纹的图形，可以测量婴儿和成人的视敏度。
所能看清的条纹越窄(较高的空间频率)，即看到的是条纹而不仅仅是一块灰色视野，则视敏度越好。
新生儿的视敏度值在20／200到20／600的范围之间(Courage & Adams，1990；Dobson & Teller，1978)。
这显然不是很好(最好的也只是正常成人视敏度20／20的十分之一)，但这的确说明婴儿具有一些能够
看到刺激的图案结构的能力，对于年幼婴儿的视觉需要而言，或许这已经十分足够。
正如海恩林(Hainline，1998，p．8)所言，“年幼婴儿根本不必要是一个优秀猎手，或者完全不必要能
够阅读一份合同上优美的印刷字体”。
6个月时，婴儿的视敏度已发展到大约20／70左右，1岁时已与成人相当接近。
    另一重要因素是对比敏感性。
对比敏感性指的是辨别光亮强度差异(亮一暗差异)的能力。
假如刺激中的条纹比较宽，则不存在视敏度问题；但是当强度差异变小，即黑白条纹的强度都变得接
近灰色，这时我们仍然难以看清刺激的条纹。
由于强度差异倾向于集中在物体和物体各部分的边沿或轮廓，这对于我们辨别图案和背景的界限或物
体各个部分的起始和终止是很有帮助的。
因而像视敏度一样，对比敏感性对知觉图形的能力来说非常重要。
对比敏感性在婴儿刚出生时是很差的(或许也只是成人的十分之一左右)，但在婴儿期得到了迅速发
展(Kellman & Arterberry，1998)。
    本章我们以关于天性和教养问题的讨论开始。
要注意，特定的某种天性与教养之间的相互作用，似乎在早期的语音知觉中就起作用。
经验显然十分重要，但是经验并不意味着婴儿需要某种关于语音基本范畴的教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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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是天性提供了一些初始的可能性，然后教养的作用在于分离出对所学的语言而言是重要的那些方面
。
事实是，这种模式并非语音知觉所特有，它至少也适用于另一种听知觉形式，也就是音乐知觉。
像语言一样，音阶既表现出某种普遍性的特征，也表现出一些随文化情境的不同而异的变化。
例如，爪哇文化的“pelog”音阶中使用了不同的音程，因此具有某种显然不同于西方文化中主要音阶
的乐音。
6个月的婴儿能够同样好地觉察西方的主要音阶和“pelog”音阶中的调音错误，但是西方成人则往往
发现前者易于后者(Lynch，Eilers，Oller& Urbano，1990)。
至于语音，经验的作用与其说在于教导，还不如说在于保持：通常不用的辨别则将变得越来越难以作
出。
    范畴知觉确保婴儿能够听出其所学习语言中的重要语音对比(在一定时间里，还包括许多其他对比)
。
但范畴知觉不是言语知觉中惟一的重要成分，这种技能须得有库尔(Kuhl，1987)称之为等同分
类(equivalence classification)这种技能的补充。
等同分类指的是，认识到在声学特征上不同的刺激属于同一音位范畴，例如，所有各种不同的“pa”
，都只是同一基本声音的变式。
当然，这种等同部分地是以辨别的有限性为保证的，正如我们已经知道的，我们常常难以听出各种不
同形式的“pa”的差异。
然而在一些场合中，这种差异十分容易辨别，最显然的是当“pa”来自不同发音者时。
不能感知到母亲发出的“pa”和父亲发出的(在某些方面十分不同的)“Ps”之间所存在的某种基本相
似性的婴儿，在语言学习中的确将存在困难：幸运的是研究表明，2个月时，一些必要的能力已经就
绪；到6个月时，婴儿在面临无意义的差别时，已经能够十分熟练地识别这种基本相似性(Jusczyk
，Houston & Cood-now，1998；Kuhl，1987)。
要注意的是，这种能力不仅在言语知觉中十分重要，而且在最终的模仿言语的能力中也十分关键。
1岁婴儿要想在各个方面均与其父亲发出的“bye-bye”相匹配，注定是要失败的。
但是，儿童似乎从一开始就能清楚地认识到他们自己的声音与其父母的声音的等同。
    我们刚刚描述的这些给人以深刻印象的能力，十分自然地导出了一个关于言语知觉特殊性的假设。
这一假设就是，我们从一出生起就已装备了某种高度专门化的知觉形式，即所谓的言语形式(speec
hmode)，专门用以帮助我们获得并利用可见于人类自然语言的音位特性。
这一假设隐含着两个预测：(1)既然只有人类才能获得语言，所以只有人类才表现出范畴性的、言语形
式的听觉辨别；(2)既然是一种“言语形式”，所以人类只是在感知语音时才利用这种能力。
    然而，对这两个看似有理的预测所进行的实验检验，得到了十分奇怪的结果：所得的结果恰恰与两
个预测相反(Kuhl，1987)。
第一个预测最先以十分令人惊异的方式被否证：事实证明，灰鼠表现出人类语音的范畴性知觉(Kuhl &
MiHer，1975)。
随后发现，恒河猴也一样(Kuhl & Padder，1983)。
否证第二个预测的发现是，某些非语音也被成人和婴儿感知为范畴性的，而不是连续性的(Jusczyk
，1997)。
在这一问题上，范畴知觉甚至不是听觉领域所特有的，因为它也出现于颜色知觉领域(Bornstein，1981)
。
因此，已有的证据表明，与过去许多人的想法相反，范畴性的听知觉既非物种特有，也非言语特有。
    在很大程度上，界定六个阶段的依据，是贯穿婴儿期的格式变化方式，因此也是婴儿所拥有的影响
和认识世界的手段的变化。
变化的发生，部分是通过各个格式的持续发展，部分是通过各个格式彼此之间的逐渐协调和整合。
首先，与诸如吸吮、看、听、发音和抓握的过程相联系的个别格式，得到大量自发的练习——回忆一
下我们关于内在认知动机的讨论。
结果，每一个格式都经历了相当程度的发展，变得更加精细和精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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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比这种单个独立格式的完善更重要的是，各个格式之间相互协调的进展或关系的形成。
例如，视觉和听觉在功能上开始变得有关，听到一个声音导致婴儿将头和眼睛转向声源。
类似地，视觉和抓握的协调，使婴儿能够在视觉的导引下定位并抓住物体；相反，也能够将手可能已
触摸到和抓住的任何视野外的事物，拿到眼前进行视觉检查。
视觉一抓握协调的发展，是一个特别值得一提的发展，因为手眼协调的能力，将证明是一种极其有力
的用于探索和了解环境的工具。
    一类进一步的并且也是特别重要的格式协调，是阶段4期间出现了不会被误解的有意图的手段一目标
行为。
这一发展建立在阶段3的主要成就的基础之上，即能够再现通过格式练习所带来的有趣结果。
例如，阶段3的儿童可能抓住并摇晃一个新玩具，发现玩具产生某种意想不到的嘎嘎声，然后在下面
几分钟里很愉快地摇晃玩具并倾听着。
尽管这种行为似乎标志着某种关于因果关系的认识萌芽，但皮亚杰不愿相信，阶段3的儿童具有某种
明显的采取有意的目标指向行为的能力。
这种因果性太偶然，出现于事后，并且在动作和环境结果之间没有明显的分离。
在阶段4，儿童的行为具有更明显的目的性和目标指向性。
特别是，儿童现在表现出某种明显的手段一目的分离；儿童有意地将某个格式作为手段而加以运用，
以使另一作为目的或目标的格式运用成为可能。
为了让你继续引起你因他而导致的某种有趣的感觉效果(目的)，他可能推你的手(手段)。
类似地，为了抓握(第二个运动格式)另一个物体，他可能将一个物体推到一边(第一个运动格式)。
    阶段5的儿童将这种发展推进了一步。
尽管阶段4的行为是有智力的，但是它本质上是保守的：婴儿倾向于以差不多是固定的、刻板的方式
，执行小范围的手段一目标行为，以产生小范围的结果。
相反，阶段5的本质是探索性的和新异性的——主要通过不停地寻找作用于物体的不同新方法，主动
有目的地以试误方式探索物体的真实性质和可能性。
为阶段5的婴儿呈现一个新的物体，婴儿试着把这种或那种动作模式施用于物体，试图揭示物体的结
构和功能特征，在这一过程中，他们还经常对老的动作模式作一些新的变化。
面对待解决的手段一目的问题，阶段5的儿童可能以“让我们看看如果这样做会怎样”的故意态度，
改变手段格式。
如果沿用阶段4的那个例子，则婴儿移开令人讨厌的障碍的方式可能会有多种，先是这种，继而那种
，而后又是另一种。
由于具有强烈适应性的探索偏好，阶段5的儿童经常为熟悉的目的发现全新的手段。
例如，皮亚杰描述道：婴儿发现一个够不着的物体，可以通过拉动连着它的线或它下面的小地毯而拿
到。
这些特定的例子十分令人感兴趣，因为它们可能是工具使用——这一极其重要的人类智力行为的早期
征兆。
    ⋯⋯

Page 7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认知发展>>

媒体关注与评论

译者序译者序——儿童认知发展研究的沿革与新发展    作为认知发展高级教程，弗拉维尔的《认知发
展》一书(第四版)对认知发展的诸多问题作了十分全面的阐释，书中既描绘了儿童思维迷人的特性，
又阐明了该领域研究中的变化和令人振奋之处。
该说的，作者都已说了。
那么我们能为读者做些什么呢?我们只能把在翻译该书的过程中所形成的一些认识，特别是关于认知发
展研究之脉络的认识，以及一些不成熟的看法，如实反映于此。
不知此等认识是否切合作者之意?    一、儿童认知发展研究途径的演变    认知的概念往往难以进行精确
界定。
传统上往往将认知限制于人类心智比较特别、比较明确的“智力”过程和产物，包括心理实体中的高
级心理过程。
而当代的心理学家则认为认知还应包括另外一些可能相对比较低级，较少需要纯粹的皮层智力活动参
与的成分。
实际上，心理学研究对认知的界定往往随不同的研究途径而变化。
认知发展研究领域也不例外，在儿童认知发展研究的发展历程中，最为明晰可辨的研究途径包括：皮
亚杰主义、智力测验、信息加工研究和领域特殊性研究等，在由这些途径所主导的不同时期，研究所
感兴趣的问题往往不尽相同，它们关于认知的界定和认知发展的前提假设也不同。
    1．皮亚杰的研究    皮亚杰的许多研究和理论观点极富于开创性和启发性，在很长的时间里，一直在
儿童认知发展研究领域居于主导地位。
如今仍有许多儿童认知发展研究课题，可直接追溯到皮亚杰的开拓性研究。
皮亚杰的研究兴趣十分广泛，他采用灵活的临床法，对儿童智慧发展的各个方面进行深入的探究，认
为儿童智慧发展存在普遍的阶段；他的研究涉及物理、生物和心理等领域，其中尤以关于儿童对物理
现象认识的研究最为深刻。
他关于守恒、类包含、传递性推理、具体和形式逻辑运算思维、观点采择等论题的研究，迄今仍为人
们所津津乐道。
但是皮亚杰的认知发展变化模式，存在诸多局限性，并且他的一些研究结果也被一些新的研究所否定
。
但这些并不足以否定皮亚杰对认知发展研究的重要贡献，现代儿童认知发展的研究无论在基本理论方
面，还是研究方法方面，都得益于皮亚杰的开创性研究。
    2．智力测验研究    关于认知发展的另一个十分富有影响的研究范式是智力测验的研究。
与皮亚杰关注儿童发展共性的研究途径不同，智力测验研究着眼于确认儿童认知发展的个别差异。
这种研究从一开始就是应用取向的。
这种研究的另一个重要特点是定量取向，心理测量学家对智力(认知能力)发展的研究，是通过对个体
实施各种智力测验，运用统计分析方法来分析人类智慧构成因素在各个发展阶段的状态。
这一研究范式所感兴趣的一些理论问题包括：智商(lQ)的稳定性、智商的个别差异及其影响因素等问
题。
但是作为一种研究范式，智力测验却遭到颇多的批评，特别是有人认为，传统的智力测验研究与认知
发展研究的主流越离越远，不可自拔地陷入到计量技术的发展中，  而忽视了对智力测验的核心——
智力内涵的探究。
新近以斯腾伯格(Sternberg)和戴斯(Das)等为代表的以信息加工理论为指导的智力测验研究者，则试图
通过改变这一“没有智力”的智力测验研究现状，重新发挥智力测验研究范式在认知发展研究中的作
用。
    ⋯⋯

Page 8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认知发展>>

编辑推荐

　　本书是最新版（第四版）的翻译本。
较之前版，更新了章节安排，对婴儿的知觉和认知发展予以分章论述，其他按照主题（表征和概念、
推理和问题解决、社会认知、记忆与语言、问题与难题）组织论述，其中新增了不少研究新领域的内
容。
作者对大多数专业术语作了解释，并试图阐明认知发展的全部情境。
书内引用了许多参考文献和大量辅助性资料，阐明直截了当、清晰明了。
本书的翻译有助于进一步促进对认知发展领域研究的发展趋势，也适合于任何想了解人类认知发展的
读者，当然特别适合作为大学生或研究生课程的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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