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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我们现在生活的这个世纪，是人们曾给予许多憧憬的世纪。
在所有美好憧憬中，教育被寄予了很大希望，而人们把对教育的希望又寄托在教师身上。
因此，培养21世纪新型教师的希望理所当然地落在21世纪的教师教育者身上。
　　生活在世纪之交的人，对两个世纪的跨度是没有距离感的。
我们曾经描绘了21世纪教师的理想形象，我们当然也为培养这样的教师做出了努力。
改革在20世纪背景中产生的教师教育模式，创造一个适合于培养21世纪新型教师的教师教育模式，是
教师教育改革的重要任务。
　　21世纪的新型教师是怎样的？
这是教师教育改革的关键。
21世纪的新型教师应当能够培养创造这个世纪美好生活的新人。
在以“专业”服务于他人的现代社会中，这样的教师一定是专业的，并且这一专业应当在现代社会的
所有专业中享有特别的声誉。
显然，以“专业化”来引领21世纪初的教师教育改革，这是一个时代的命题。
　　新的世纪里，南京师范大学有了一个新型的、专业的教师教育机构——教师教育学院，有了一批
人把培养教师作为自己的职业生涯，集合成为一个教师教育的专业团队，教师教育专业作为大学众多
学科专业中的一个开始成型。
教师教育不再是附着于其他学科专业的活动，或是被其他学科专业淹没的一种活动，而是在大学综合
性的学科专业体系中独立的、并整体运行的一种专业活动。
　　以“专业化”引领的教师教育改革，最终必须落实在专业课程建设上。
专业化的教师教育机构，专业化的教师教育团队，使得教师专业化教育的课程第一次得以整体设计、
整体实施。
正是在专业化的教师教育机构和专业化的教师教育团队基础上，根据师范大学培养中学教师的主要任
务，我们建构了本科层次的教师专业化教育课程。
　　我们的教师专业化教育课程建设的基本理念是：引导本科阶段的学习者确立教师专业意识，形成
初步的中学教育思想，养成教师专业情感，掌握初步的教师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为教师专业终身发
展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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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课程改革是教师教育改革的核心。
教育部《教师教育课程标准》（送审稿08版）对中学职前教师教育课程目标做出明确规定：“中学阶
段是儿童身心发展逐渐趋于成熟的时期，是抽象思维与批判思维迅速发展的时期，是渴望独立、面临
社会选择的时期。
因此，中学职前教师教育课程要帮助未来教师理解青春期的特点及其对中学生生活的影响，学会指导
他们安全度过青春期；理解中学生的认知特点与学习方式，学会创造自由而有选择的学习环境，引导
批判性思考，指导他们用多种方式探究学科知识；理解中学生的人格与文化特点，学会尊重他们的自
我意识，指导他们规划自己的人生，在多样化的活动中发展社会实践能力。
”　　依据课程标准，我们在南京师范大学“教师专业化教育新课程”系列中，将传统高师教育类课
程中以普通心理学或基础心理学知识体系为主要内容的公共课心理学改为“中学生发展”。
为配合“中学生发展”课程的教学，我们撰著了这本《中学生发展》教材。
在深入分析现有高师院校公共课心理学教材的特色并充分汲取其精华的基础上，我们广泛听取专家学
者意见，对教材的编写提纲和体例进行反复修改和完善，力求融合基础心理学、发展心理学、教育心
理学、社会心理学等相关知识，更好地帮助师范生掌握心理学基本知识、了解中学生发展现状与特点
，激发他们从心理学视角去关注、思考中学生成长的浓厚兴趣和自觉意识，增强帮助、指导中学生健
康成长的责任感并努力提高心理教育能力。
我们在教材内容的文字铺陈上，力争体现心理学知识的科学性、趣味性和针对性；在教材的编写体例
上，也试图做到新颖、合理、醒目，便于学习者阅读、思考。
本教材在正文开始前设【案例导入】、【问题提出】栏目，在正文中酌情穿插【相关知识链接】和【
研究探索】，正文结束后设计了【本章小结】、【关键概念】、【课外练习】和【拓展学习】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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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他们在自己的家庭、社区、国家构成的多元背景中获得发展，青少年的成长受到父母、亲戚、同
辈群体以及其他各种人的影响，受到家庭、学校、大众传媒、文化传统等各种子系统环境的影响。
认识和理解中学生的发展，必须深入分析这些子系统。
　　2．人的身心发展是“连续中有阶段”　　请回顾一下自己的成长，想一想：我们是逐渐成为现
在这个样子的（如同一株幼苗慢慢成长为一棵苍天大树），还是在成长中经历了显著的突然变化（如
同小蝌蚪变青蛙、毛毛虫变蝴蝶）呢？
这是有关人的身心发展是连续的还是分阶段的、是循序渐进的还是跳跃的问题。
对此，心理学者也曾经存在分歧。
强调发展由外部环境决定的理论，如行为主义、社会学习理论等，认为发展只有量的累进而无所谓阶
段；强调发展由内部成熟或遗传所决定的理论，如成熟论、皮亚杰的认识发生论、弗洛伊德和埃里克
森等人的精神分析理论，则认为发展具有阶段性，由量变到质变。
　　如今的共识是人的身心发展自出生到死亡，一直处于不断的发展变化之中；而连续性的发展历程
中有阶段性的发展表征。
发展是多层次、多水平的推进，而非单一、孤立、匀速的变化，有发展的快速期、平稳期甚至缓慢期
。
由于发展速度的不均衡，发展的连续性被快速期中断，就成为不连续的进程。
以发展的快速期作为分界点，发展进程呈现诸多不同阶段；前一阶段是后一阶段的基础，后一阶段又
是前一阶段的延伸；旧质中孕育新质，新质中又包含旧质，但每个阶段占优势的特质是主导该阶段的
本质特征。
　　为了准确描述这种“连续中有阶段”的发展特点，人们倾向于把连续的生命历程划分为若干个具
有相似发展速度和特点的区间，即“人生分期”。
心理学者基本认同的观点是把人生全程分为九个“期”（阶段），每一“期”的身心发展又有着区别
于其他“期”的典型特征。
（见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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