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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这里所翻译的皮亚杰 2 卷本 (原版为 2 卷本, 中译本合为一本) 的《可能性与必然性》中 , 他本人编
辑了第一卷的手稿(出版于1981年), 而第二卷的编辑是由英海尔德完成的( 出版于1983年) 。
在这两卷中, 皮亚杰描述了新可能性的产生、导致“必然之感”的封闭结构的形成是如何从一个阶段
到另一个阶段发展的。
本书的副标题是“认知发展中可能性(必然性)的作用”, 书的内容也就是阐述儿童的可能性与必然性概
念的发展, 以及可能性与必然性和儿童认知发展的关系。
　　本书的内容包括：　　　第1卷　认知发展中可能性的作用　　　第2卷　认知发展中必然性的作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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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让·皮亚杰（Jean Piaget，1896—1980），瑞士心理学家，发生认识论创始人。
1918年获得瑞士纳沙特尔大学博士学位，论文题目为《阿尔卑斯山的软体动物》。
皮亚杰于1921年任日内瓦大学卢梭学院实验室主任，1924年起任日内瓦大学教授。
先后当选为瑞士心理学会、法语国家心理科学联合会主席，1954年任第14届国际心理科学联合会主席
。
此外，皮亚杰还长期担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领导下的国际教育局局长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助理干事之
职。
皮亚杰还是多国著名大学的名誉博士或名誉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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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总序中译本前言译校者前言第1卷　认知发展中可能性的作用　导言　第一章　平面上三个骰子的可
能位置　第二章　车辆的可能路径　第三章　部分被隐藏的物体的可能形状　第四章　分割正方形　
第五章　两分和复制　第六章　铰链棒的自由构造　第七章　升高水平面　第八章　用相同部件可能
建成的最大结构　第九章　用雕塑泥做的棒和球建造的结构　第十章　一个演绎可能性的例子　第十
一章　空间排列和相等距离的建构　第十二章　建构三角形　第十三章　用圆规建构　结论第2卷　
认知发展中心必然性的作用　导言　第一章　物理必然性的问题　第二章　旋转的组合的必然性和不
可能性　第三章　斜面的建构　第四章　长度测量中的必然性　第五章　长度的结合性　第六章　乘
法与乘法运算　第七章　分配　第八章　正据建构中的充分必要条件　第九章　相互依存信息的证据
　第十章　必然性极限的案例　结论　策划者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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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水平I的被试提出的第一个问题是，为什么我们把大小理解成一维的（高或长）。
在严格意义上说，它不像是由虚假必然性造成的。
更恰当地说，我们在这里论述的，是由协调几个维度的困难所导致的无意识的局限性。
将它与水平Ⅱ和Ⅲ相比较，我们认为，有两个途径构成以程序中的变化和形成新可能性过程中对目标
的理解为特点的关系（许多中间型的组合是可能的）。
被我们称作调节的组合的办法是较为先进的途径（例如，逻辑关系或前运算功能，等等）。
在这个例子中，可变量在一种抽象水平上被选择出来，并凭借必然性增长的固定法则加以协调。
另一途径没有抽象或规则，可观察物由于它们的异厨}生由多种因素所决定。
被试倾向于在这些可观察物之间建立各种关系，数量上不断增长的类型，经常从一种活动变到另一种
活动：在这些情况中，常常建立起新关系和新组合。
这解释了可能性的生成动力学。
但是，这些组合之于调节性组合正如过分决定之于划界分明的系统：由于这个原因，我们决定称它们
为过分组合。
它们可以是相当丰富的，如在Ter的例子中，他在拣起木块的过程中发现将它竖着放的可能性。
但他们轻易地得出错误的结论和理解，比如一个儿童当五块木块在结构的顶部并行排列时说：“它们
互相都在顶上。
”　　　　组合的模式——促进了新关系的产生，但缺乏对协调的调节——这既解释了程序的缺陷，
又解释了理解仅一维的目标的限制。
程序的引入注目之处不仅是缺乏最佳化，而且也是在被试自己对“大”这一术语的理解范围内，估计
什么是“大”的时所犯的错误：在Dom的眼中，与前一种结构仅在部件的相关次序方面不同的（很轻
微）一堆木块“更高”；Osi认为比前一种结构实际上稍高一点的柱子“更小”（在高度上）。
Emi称一个更高但同时也更宽的结构为“更小”，因为除放在其他木块顶部的木块之外，“边上”还
有一些木块。
这些被试所用的针对高度或者长度的一维概念，并不涉及两点间的线性间隔，而涉及一个外壳的整体
观念，被外壳包围的部件的位置，甚至可能与大小的总概念的一般定位相反（参见第十一章，涉及等
距离的水平I的表现），这自然导致了最佳化的缺乏（除了Niq以外的一般情况）。
　　在这些条件下理解目标的一维性是容易的。
几乎这一水平的所有被试，能从长度转向高度，反之亦然。
但到目前为止，他们还不能根据总面积来思考大小——即，对同时存在的一个整体的两个维度进行协
调。
要做到这一点，必须使用一种调节的组合方式，即以一种协调系统的方式，或换句话说，根据两个方
向之间的垂直关系，在关系中建立关系。
Emi的例子很好地说明，对于一个又高又宽的结构，放在边上的部件被认为有损大小（被理解成重叠
）。
换句话说，既然是这样，这种组合产生两种可能性。
但这两种可能性直到后来才被合并，形成一个潜在的整体，一个二维的概念。
这不意味着有一天，调节的组合以从不同的根源而来的运算形式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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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可能性与必然性》向读者交代说明了两个问题：1、皮亚杰晚年为什么要把精力放到“可能性
与必然性”的课题上；2、《可能性与必然性》一书的主要内容及理论意义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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