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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八月，笔者与心理研究所的荆其诚、 

李心天等应邀去澳大利亚参加其心理学会第 

十三届年会，会后又去一些大学、医院和研究 

单位参观访问。我们受到了澳大利亚同行的 

热情接待，他们的各项研究工作和先进的技 

术设备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现仅就有 

关教育心理和儿童心理的情况向《教育研究》 

的读者做一介绍，这些工作反映了目前西方 

国家教育心理和儿童心理研究的某些侧 面， 

对我们是有启发的。 

教育心理儿童心理是澳大利亚心理学研 

究中比较重要的部分，大学的心理系中有许 

多教师从事这方面研究，对学生也进行有关 

的训练。不少心理系的毕业生在学校中担任 

心理学的工作。他们的法律规定，在大学、中 

学、小学中都设专职的心理学工作者，负责处 

理学生中的一些心理问题。例如学生在发展 

方面、学习方面、行为方面的困难问题都要由 

心理学家去处理，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发现某 

个学生有上述方面的问题，就交给心理学工 

作者，有点像我们学校中的校医，不过校医是 

治疗躯体的疾病的，而心理学家是处理心理 

上、行为上的障碍。在大学的心理学课程中就 

给学生讲授如何处理儿童的心理上的、学习 

上的、行为上的问题。针对不同的情况，有不 

同的训练和一套行之有效的矫正程序。例如 

训练儿童克服语言发展上的障碍，矫正儿童 

的口吃，训练儿童如何集中注意等等。我们 

在参观时，正好看到心理系的教师在教授学 

生如何帮助儿童更好地学习。教师通过电视 

监视系统及时地指导学生进行实习，在实习 

后，教师再把当时的录象放给学生看，指出他 

哪些地方做的好，哪些地方要改进，借以提高 

学生的工作能力。所以心理系的毕业生不仅 

在心理学理论上有了训练，而且在应用心理 

学解决实际问题方面也颇有经验，受到中小 

学的欢迎。许多大学心理系的学生人数都很 

多，有不少是千人以上，因为心理学毕业生颇 

受学校欢迎，易于找到职业。他们教育心理、 

儿童心理的研究密切结合学校教学与教育学 

生的实际，使得这一学科具有很强的生命力 

这一经验是值得我们重视的。 

心理学工作者除了在学校中进行教育心 

理儿童心理的工作外，还在一些专门的训练 

中心进行工作。我们参观了属于纽卡斯尔市 

的特殊教育中心便是一个例子。该中心设备 

十分现代化，有大型的儿童活动观测室、游戏 

室、观察室等，附有电视监视系统、电子计算 

机控制的实验设备等。 ． 

该中心有三项任务 

1．训练：对象为教师、医务人员、进修 

教师、咨询人员和家长。 

2．临床服务：对象为婴儿、学前或学令 

儿童，有发展方面、行为方面和学习方面问题 

的青少年，目的在于对他们进行训练，使其能 

回到正常的班级中去学习。 

3．应用研究：对实际工作中发 现的问 

题，如发展中的病态、学习障碍、行为紊乱等 

进行深入的研究。 

这三方面的任务在实践中往往是结合在 
一 起的，例如该中心正在推行一个T．A．B．S 

计划(基本技能的技术授助计划，Technical 

Assistance in Busic Skills)。其目的就是 

对学校或其他有关单位的教 育工作进 行支 

援，其服务项目如下： 

1．诊断并进行训练：对儿童在数 的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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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阅读和写作的技能、语言发展、运动发展、 

社会(环境)的适应等方面存在的问题进行诊 

断并加以训练改正。 

2．制定计划并对计划进行 评价：训练 

中心了解情况后与有关方面共同拟定训练计 

划，在工作完成后进行总结评价。 

3．对学校的各类人员进行训练，以加强 

课堂教学的管理。 

4．对家长进行训练以配合学校的工作。 

T．A．B．S计划进行的程序是：首先由 

需要援助的学校或单位提出要求，然后对情 

况进行分析，确定哪些是应当加以援助的对 

象，定出一个支援的计划，制定工作的程序， 

与有关方面签订技术援助的协议书。然后对 

教师、家长、儿童进行训练。最后总结工作， 

对这项援助计划的效果进行评价。 

训练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一般训练计 

划为七周 左 右。每天上午 9：15—12点由该 

中心派汽车把有问题的儿童接到中心去进行 

训练治疗，有时也约请学校的教师去参观并 

共同讨论，有时还共同制定训练计划。训练 

是针对每个儿童存在的问题(这往往是通过 

各种类型的心理测验来鉴定的)进行矫正，以 

提高其学习技能和培养适当的行为。这些儿 

童在一个大型活动室中受训练，但在每个人 

的桌上有一个为他自己而制定 的工作 日程 

表，表上说明他应当进行的工作安排，旁边有 

专门的研究人员进行观察和指导。基本的学 

习技能包括阅读、语文、数学、书法等，特别训 

练他们集中注意的能力，不让他们分心或干 

扰别的儿童。 

研究人员在活动室的侧厅进行观察，并 

录象，以便进行分析研究。对儿童进行行为 

管理，强调采用温暖的、积极的强化方法，例 

如由训练人员和儿童一起做集体游戏，通过 

游戏的方式来矫正儿童的某些缺陷，如发音 

或动作的障碍，使儿童在欢乐的情境中受训 

练，但也有一定的惩罚。 

学生经过八周的训练后回正常班级，先 

· 72 ‘ 

是下午回去，然后是恢复整日上正常班，训练 

中心的研究人员与教师家长密切配合，巩固 

这些儿童在训练中取得的进步。 

这仅是一方面的工作，该中心还对初生 

的婴儿进行早期训练的研究。例~iJil练初生 

婴儿对声 光的刺激进行追踪反应，训练婴儿 

的各种动作等。据说这种早期的训练对儿童 

以后的发展有积极的作用。 

在上述训练中心受训的儿童虽然有这样 

或那样的问题，但仍属于一般的智力障碍，经 

过一段时间的专门训练就可以回到正常班级 

去学习。如果智力障碍的程度是严重的，才 

送到另外的地方去治疗。我们也参观了新南 

威尔士州保健委员会所属的一个专门治疗智 

力落后病人的医院，它也叫做智力障碍训练 

中心(Training Centre for the intellect- 

ually handicapped)。其中有不少 心理学 

家在工作。 

该中心认为，社会上对躯体的疾病比较 

清楚，但对于心理不正常很不了解，往往分不 

清什么是精神病什么是智力障碍。这两类病 

人都有多方面的病因，应由不同的人员采用 

不同的方法去治疗他们。现在该中心已研究 

出了一种多学科的治疗方法，重视采用教育、 

训练、社会照顾等方面的手段来调动病人自 

己的潜力，收到治疗的效果。 

在他们的训练计划中，有一个指导思想， 

就是不按年令而根据儿童或青少年智力发展 

的实际水平来分班，这样有助于提高训练的 

效果。我们参观了他们的特殊的预备学校， 

这学校一共有五个班，从学生的实际年令看 

是从 6岁到 17岁，但他们的实际的智力发展 

水平只相当于 18个月到三岁半。 

在一、二、三班训练的项目有各种生活自 

理的技能，如上厕所、穿衣服等；听或说的技 

能的训练以及游戏活动；社会性的和娱乐性 

的活动。到了四班就包括 学习技能的训练， 

如书写的技能以及对色、图形、数的知识等。 

对那些不会说话的儿童就教 给他们手势语 



言，五班开始进行社会适应和职业的训练。 

这个预备学校使智力落后的儿童在生理、智 

力、情感和适应社会的能力方面都有所发展。 

通过预备学校的训练后，可以进入更高 
一 级的训练，然后再进入医院中附属的小工 

厂进行实习，如情况良好即可参加社会上的 

正常生活。如达不到这个水平，还可在医院 

附属的工厂中长期工作。这样既是训练、治 

疗机关，同时也具有收容管理的职能，可以解 

决社会上、特别是病儿家长的困难，是一个很 

好的办法。澳大利亚政府为研究智力落后儿 

童的教养工作，每年拨出大量经费，74—75年 

度拨款为三千九百余万澳元。 

心理学家不只关心正常儿求的发展和智 

力落后儿童的训练与治’ ，他们也研究超常 

发展的儿童，即智力发展特别快的儿童。我 

们参观访问了设在墨尔本的莫那须大学教育 

系的儿童研究中心。这是个培养儿童教育专 

家的机构，来受训的有有关大学毕业生、有五 

年实际工作经验的幼儿园老师、护士等，主要 

是训练他们处理儿童的综合性的 问题的能 

力。该中心把学习、情绪、语言、交往有问题 

的儿童，也包括特别聪明的儿童，从原来学校 

的班级里抽出来，放在这个中心里进行观察 

研究。研究他们怎样在一起相处，怎样进行 

各种活动。该中心设有模拟各种情景的实验 

室，如有的模拟课堂教学，有的模拟家庭生 

活，有的是游戏室、绘画室、音乐室、游泳池 

等。看不同发展水平的儿童在这些不同条件 

下是如何表现的，有什么发展的规律。他们 

发现有些有行为方面问题的儿童实际上是智 

力特别发展的儿童，由于他们很聪明，远远超 

过同年令的儿童，所以在交往上、学习上表现 

特殊。及时发现这些特别聪明的儿童并加以 

适当的教育，有助于培养人才，相反地，如果 

让他们与一般儿童同样学习，不但埋没人才， 

而且还可能使他们养成不用心学习和行为上 

的不良习惯。所以对儿童进行鉴别也是一项 

很重要的工作。 

要了解儿童智力发展水平，就必须有一 

套进行测量的手段。西方国家广泛采用心理 

测验。我国教育界解放后就否定心 理测验， 

因而长时期对国外这方面的工作也不十分了 

解。这次访问期间我们就此问题专门去请教 

了澳国立教育研究委员会(ACER)(Austra- 

lian Council for Education Research)。 

这是一家全国性的教育科学研究 机构， 

主要任务之一就是编制出版各种测验。他们 

除了翻印外国的各种著名测验外，也 自己编 

制各种测验，如各种学科测验(生物、化学、数 

学、阅读、音乐等)，各种诊断用测验(临床用测 

验，学习、记忆、语言、脑病等诊断用测验)、各 

种能力测验(绘画能力、音乐能力、机械能力、 

学习外语能力、操作能力，组织领导能力等)、 

各种智力测验(婴儿及儿童发展测验、语言发 

展测验等)、各种人格测验(投射的或非投射 

的)。澳大利亚政府规定，使用各种测验的人 

应受过专业训练并经考核合格；严禁滥用测 

验；各种测验的研制也要经过精密的实验与 

订正；采用外国的测验要结合本国的实际来 

修订，建立本国的常模。从事测验研究的心 

理学家告诉我们说，他们也反对用简单的测 

验来决定一个人的命运(如招生或招工中)而 

是做为更好地了解一个人的测量手段，以便 

安排对他更适宜的工作。 

ACER还受政府委托担负制 定大 学招 

生试题的工作。他们说这种考题不仅考查学 

生的这种知识水平，也测量他的智力水平和 

解决问题的能力。此外他们还为中学生研制 

了测验。这些测验的结果也为以后录取大学 

生提供参考材料，所以大学的入学考试成绩 

并不是录取新生的唯一根据。这样对学生较 

全面的科学的考查，保证了大学入学新生的 

质量。ACER的领导机构是由各 州有 名的 

教育学家、心理学家、教学法专家组成的。它 

的成员不仅有相当高的学术水平，而且由于 

是经过民主选举产生的，也有较大的代表性。 

各成员往往兼任各州教育研究所的领导，这 

· 73 · 



样上下沟通，互相配合，是一个很有效能的机 

构。 

澳大利亚心理学家也从事有关青少年犯 

罪方面问题的研究。在法院、监狱等机构中 

都有专职的心理学家工作。他们研究青少年 

犯罪的生理的、心理的和社会的因素，提出改 

进有关工作的建议。例如建议警察与学校和 

家长配合工作，当警察发现某些青少年有不 

良行为时及时通知学校与家长采 取教 育措 

施。对犯罪的青少年家庭情况进行调查，如系 

经济困难引起犯罪，则给以经济上的补助，改 

善其生活条件，以减少青少年犯罪行为。此 

外他们还对一些 由于心理上的原因而有不 良 

行 为的青少 年进 行行为改 造(Behaviour 

modification)，帮助戒毒、戒酒、治疗强迫性 

赌博以及一些性犯罪。他们采用的方法是，把 

一 个不愉快的刺激(如电击或注 射引起恶心 

的药物)多次结合引起病态冲动的刺激，用它 

来消除这种不好的冲动。有些青少年犯罪后 

经过心理学家的行为改造大部分 效果 良好， 

据说有效 率 (不再犯)可 达7O％，比采用法 

律措施效果好得多。 

以上我们着重介绍了联系实际、解决问 

题的一些工作，同时，我们也注意到他们对教 

育心理儿童心理方面的基础理论研究。例如 

婴儿认知的发展是国际上心理 学研究 的热 

门，人的一些认知能力究竟是先天遗传决定 

的还是后天学习得来的呢?这就需要对婴儿 

的早期发展进行研究。例~trl：我们由于有双眼 

视觉可以具有深度的知觉。这是否是生下来 

就有的呢?我们看到了澳大利亚同行用实验 

方法来验证这个问题。他们在初生至六个月 

的婴儿的面前呈现两种不同的刺激，一种是 

不同形状的立体木块，另一种是这些木块的 

照片，并尽量使二者的大小、形状、亮度关系 

相似。实验时反复呈现一个立体木块，直到婴 

儿感到厌倦不再注视这一木块时，再换为呈 

现此立体木块的照片。如果婴儿对这照片同 

样不感兴趣，不去注视它，就说明婴儿不能区 

分立体木块和它的平面的照片，也就是证明 

婴儿还没有立体知觉。相反的情况则证明婴 

儿已具有了立体知觉，利用这种实验方法可 

以确定婴儿从什么年令阶段开始出现了立体 

的视觉。 

以上举一个实验的例子说明心理学家在 

儿童发展的研究中正在进行一些十分有趣的 

工作。此外，在大小恒常性、模仿行为的发 

展、发展的关键期等许多方面，他们都在开展 

实验研究。 

在教育心理的理论研究方面，也有许多 

有意义的工作，例如关于学习规律的研究，教 

育的社会基础的研究，对教育效果评价方法 

的研究，都是既有理论意义又有指导实际效 

果的工作。 

为了尽快实现四个现代化，教育科学的 

现代化刻不容缓。教育心理学、儿童心理学 

应大力发展，作教育科学现代化的先行。学习 

外国的经验，结合我国的实际，广泛地开展有 

关研究，是当前教育科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方 

面。 

(上接第 7O页) 

义主的观点以外，就是要根据我国实现四个 

现代化的实际，有的放矢地去选择那些对我 

们有益和有用的东西。例如，在当前的阶段， 

在西方儿童心理学的领域中，新行为主义、新 

洛弗伊德主义和皮亚杰学派，它们各有特色， 

我们一方面从观点上鉴别它们的有益方面和 

错误方面，一方面更要从我们实际工作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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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根据它们研究资料的有益或有用与否，分 

别加以去取。例如，新行为主义者在早期教 

育、教育手段现代化上，新弗洛伊德主义在对 

儿童个性发展深入研究的精神上，皮亚杰学 

派对儿童智力发展结构的探索上，都有很多 

有益有用的东西，是值得我们参考的。至于 

研究方法、研究手段等方面，也是一样，这里 

就不想一一论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