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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 时 间和 空 间 一 样 是 运 动 着 的 物 质 存 在 的 基 本 形 式
,

由 于 时 间 本 身 的

特 点
,

给 儿 童 的 认 知 带 来 困难
,

它要 求 儿 童 的 抽 象思 维 能 力和 整 个 认知 活 动 的 水 平

有 更 高 的 发 展
。

认 知 发 展 心理 学在 这 一 领 域 中的研 完 任 务 就 是 揭 示 儿 童 认 知 时 间

的 发 生 发 展 过 程
,

揭 示 不 同年 龄 儿 童 对 时 间反 映 的 特 点 和 规 律 以 及 制 约 这 一 发 展

过 程 的 条件
,

因素 等
。

本 文 除 简明 阐述 作 为认 知 对 象的
“

时 间
”

的特 点 以 外
,

还 具 体 说 明 了认 知 时

间 所 包 含 的 具 体 内容
,

即 儿 童 在 这 一 领域 形 成 和 发 展 着什 么 样 的 能 力
。

着重 介 绍

了 国外 关 于 时 间认 知 发 展 方 面 研 究 的 设 想 ‘ 结 果
,

以 及 他 们 的理 论 主 张
。

人 的 心 理 的发展 是多 方 向 的
,

有的 心理 能 力发 展 得很 早
,

减 退 也早
;

有 的 心 理 能 力发

展 得 晚
,

衰 退得也 晚 ; 有的 心 理 能 力 比 较稳定 ; 很 少 变化
,

有 的心 理 能 力发展 很 快
。

所 以

说 在 同 一 时 期 内
,

不 同 的 心 理 能 力可 以处 在 不 同 的发 展 方 向上
。

近 年来 在美 国 和 德国 心 理学 中兴 起 了一 个 新方 向
,

叫 做毕 生 发展 心 理 学
。

早 在 十八 世纪 末
,

十 九 世纪 初
,

发展 心 理 学 中就 出现 了毕 生 发展 的概 念
,

在 生 长
、

发

育
、

成 熟等 变化观 念 的基 楚 上产 生 了毕 生发展 的观 点
。

毕 生发展 的观 点强 调 在 个体行 为 的变 化 中
,

从 受精 卵形 成胚 胎
,

到 新生 儿的 诞 生
,

再

到 一个 人 的 成熟
,

直 到 死 亡
,

发展 贯 穿 在 人 的整 个 一 生
,

也 就是 说在 从 胚 胎封 死 亡 的任 何

时候
,

发 展 性 行 为变化 都会发 生
。

因 此应 该研究 某种行为
,

如 记 忆
、

智 能
、

个性 在人 的 一

生 中的持续 性 或 变化
,

或者研 究 各年 龄 阶 段
,

如 婴 儿 期
、

儿 童期
、

青 年 期
、

成年 期
、

老 年

期之 何 的 相 互 关 系
。

两种 智能结构

霍恩 ( H o r , ‘,

10 7 0
,

1 , 7 8
,

19 8 2) 和 卡特 ( C a t t e r ,

10 7 1 ) 提 出液 态 和 晶态 智 力的

理 论
。

图 l 是 用 心 理 测 量 的方法 得 出毕 生 的智 力随 年龄发展 的规 律
。 ,

他 们认 为
,

液态 智力

指 的 是信 息 加 工 和 问 题 解 决的 基 本 过 程
,

象 对 于 关 系 的认 识
,

演绎 推理 的 能 力
,

抽象 概念

的形 成 等 等
。

晶 态 智力 指的是 言 语 知识 等 认 识 活 动
,

是 由 一定 文 化 决定 的 认 识 活 动
,

在 某

种 意 义 来 说
,

晶 态 智力 是 长 期 学 习 的 结果
。

液 态 智力 和 晶态 智 力 的 理 论 反 映了 毕 生发 展 的

观 点
。

这 两 种 智力 都随人 的 发 展 而 产生
,

但是 在 人 的 一 生 中
,

两 种 智 力 的 变化 有 各 自不 同

的 轨道
。

在开始 阶段
,

两 种智 力的 发 展 趋 势是 一 致 的
,

它 们 都随 着年龄 向 成年 期 增 长而 增

加
,

这 和 一 些关 于 儿 童 发展 的研 究 曲线 相类似
,

但 是继 之 以 后 的平 均 趋势 出 现 了 差 异 ( 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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晶 态 智 力在 成 年 期 和 老 年期仍 然继 续增 长
,

不 过 比 童 年 期 的 速 度 明 显地减 慢 了 一

些
,

有 的还会 达 到 一 个 高 原 阶段
,

与 此 相 反
,

液 态 智力 在 成 年 中期 就 出 现 了开 始 衰退 的 迹 象
.

二
、

发展 的多维性

毕 生 发展 的观 点强 调
,

在 生命 的任何 时期 都会发 生发 展和 变化
。

从 生物学 的观 点来看
,

人 在 成 年早 期就达 到 了 成 熟状态
,

以 后 的变化 就是 衰 退或是 老 化
,

而不 是 发展
.

毕 生发展

心 理学 家 并不 否 认 生物 学 因 素在 人 的 发展 中的作用
,

但是 他们 特别 强调 在人 的 一生 中的各

个 阶段 都有不 同的 发 展形 式
,

发展变 化可 以 出现在生命 中的任何 一点上
.

发展 可能 是连 续

的
,

也可 以 是 不 连 续 的
,

如果 是 连 续性 的 发展
,

那么 就可 以从 变化前 的行为 性质 中预测 出

变化 后 的 行 为 性质 ; 发 展 可 以是 累积 的
,

也 可 以是 创新 的
,

累积 指 的是 发展 前后 行为 的合并
,

创 新 指的是 新奇 行 为的 出现
。

例如皮 亚 杰的理论 中
,

从 一个 阶段 发展到 下 一 个 阶段的特 定 心

理 运算
,

这是 累 积 性 的
,

但 是把 每种 运算组 织 成为 一个 有 结构 的整 体
,

这 就是 创 新性 的了
。

毕 生发展 的 观点 认为
,

发展 是多 元 系 统 的变化 模式
。

早 在 19 2 7 年
,

霍 林沃 斯 ( H ol l in

g w o r th ) 就 提 出
:

如果 我们 试 图用一 条生 长 曲线 表示 人类 的生命过程
,

我 们 会 发 现没 有

一 条单 一 的 曲线能 描 述 出 个体历 史 的实际 复杂 性
,

不 同 时期有不 同 的 特性
,

以不 同 的速率

达 到成 熟
,

衰 退 过程 也是在 不 同 的 时 期 以不 同 的速 率进 行着
。

如果 我们 对每 一 种特 性 的发展

进 行 实际 的测 量
,

所得 出的 曲线 将 是相 当 复 杂 的
。

哈 维赫 斯特 ( H a v i g h u r s t 19 4 8
,

1 9 7 2
,

29 7 3 ) 提 出 了 发 展 任 务的 概 念
。

发展 任务包

括 一 系列 问题
,

如 需 要
,

或 来 自生物发展 的 生命 调 节
、

社会 期望 和个 人活 动等等
,

这 些方

面 的变化决 定 了 毕生 发展 的 方 向
、

力量和 实质
。

与发展任 务有 联系 的 ( 1 ) 年 龄 阶段
:

如

婴儿 期
、

童 年 期
、

青 春期
、

成年 期 和老年 期 ; ( 2 ) 环 境
:

如 家庭
、

学 校
、

工 作单 位 ;

( 3 ) 个人 抉择
:

如 教育
、

职 业
、

婚 姻
、

退休 ; ( 4 ) 与历史 或 非正 常 生活事 件的 出现 有

关 的任务
。

总 之
,

发 展任 务在 发展延 续性 的程 度上是 不 相 同的
。

所 以 说
,

在 毕生 的 发 展 中
,

各种 行 为 的变 化 过 程 的开始
、

持 续
、

结 束 以及 它们 的 发展

方 向和 可 塑 性都 各不 相 同
。

不 是所 有 的发展和 变化 都 与 自然 年龄有 关
,

开 始的 方 向也 不 一

定 总是渐进 的
,

某 种行 为 的变化 并不 一 定延续 一 生
。

新 的行为 变化
,

在人 的一 生 中的任何



时期 都可 能 产生
,

有 一 些 是 过 去 发展 过 程 的 继 续
,

有一 些 是 年龄 阶段 特 有 的特 性
,

在某一

年龄 阶段 中
,

某些 特殊 性 可 能 发展 起来
,

另 外一 些 则可 能 衰退 下 去
。

例如
,

在 童 年 期
,

儿

童 的 合作 性 和 语 言 理 解能 力是 不 断 发 展 的
,

但是 一 些 不 能 自制 的 能 力
,

如 遗尿
、

吮 大姆 指

等
,

相 对 衰退 了
。

儿 童 期 认 知 行为和 社会 行为 的 习 得
,

许 多 起源 于 儿 童期 的 行 为在 后 来 的

保持 转化 和 消失
,

以 及 老 年 期新 行为 的习 得
,

都 是 多 维 性的
。

三
、

发展 的 可塑 性

环 境 的不 同
,

个 体的发 展 也是 不 同 的
,

个 体发展 具 有可 塑 性
。

由 于 生活 条 件 不 同
,

个

体发 展 的程度 和 形 式 可 能 很 不 相 同
,

因 此应 该 重 视 个 体 之 间 差 别 的研 究
,

重 视生 活 条 件 对

个体 心 理 发 展 的速 度 和 水 平 的影 响
。

毕生 发展 的观 点与儿 童 发展 的某 些 模式相 对立
,

认 为

个体 之 间 的 变化 是毕 生发 展 的 标 志
,

尤 其是 在成 人 期 和 老 年 期
。

对 成人 期 和 老 年期 智力 和

认 识 发展 的 研 究 可 以解 释 毕 生发展 研究 中个体 内部 的变化 的 可 塑 性
。

研 究 表 明
,

由于 社 会 等

级
、

教 育
、

智商 水平 的 不 同
,

个体 之 间也必 然 存在 着显著 的差 异
,

以及 能 力上 的不 同
。

最

近 有 一 些研 究观 察 了 成人 期 和 老 年期 个体智 力操 作 水平 的变化
,

一 些现 象可 以 用可 塑 性 来

进 行解 释
,

例如
,

让 年纪 大 的人 迸 行解 决 问 题的 练习
,

然 后 测量他 们的 液态 智力
,

结果发

现 那 些 缺乏 液态 智 力经 验和 日 常练 习 很 少 的 老 人
,

经 过 练习
,

不 少 老 年 人 ( 60 一80 岁) 能

够比 得 上年轻 人 的操作水 平
。

从 毕生发 展 的研 究 中 所 得 出 的 结果来 看
,

老 年 学 的 研 究是 极 为 重 要的
。

四
、

个体发展 与进 化和 文化 的关系

毕生 发展 与进 化和 文化 的联系 指 的是 ( l ) 个体 发展 过 程 一 方 面受个 体 发生原 则 的支

配
,

另 一 方 面 也 受与 当前 文 化 的变化 过 程 有关 的因 素控 制
。

( 2 ) 进 化 是遗 传和 文化 变 迁

(社 会化) 的 结果
,

也 是 个体 发生 的一 个 先行者
。

( 3 ) 进 化 与个 体发 生具 有反 向的 联 系

这 是 毕生发 展在 人 类 社会 维持 和 继 续 进 化 过 程 中所起 的 作用
。

个 体 整 个 一 生 的变化 也是 人

类未 来进 化 的主 要先行
。

例 如
,

婚 配
、

生殖 不仅 决定 了未 来 的 基 因
,

而 且 决定 了 社会 化 的

变迁 种类
,

这 就是 进 化 和 个 体发 生 的 反 向联 系
。

个 体的毕 生发 展经 历 了 很 长 一 段 时 间
,

如 果从 19 0 0 年 至 19 8 0 年
,

对 于 1 9 0 。年 出 生 的 人 来 说是80 岁
,

在 这 段 时间 里
,

个 体发 生 了 很大

的变化
,

个 体 和 社会 两 个 系 统 都得到 了发 展
,

个 体是 在 一 个变化 的 社 会 中发 展 的
,

从 这 种

观 点来 分析 个体 发展 的原 因 或 者 称为 个体发 展 的 决定 因素
,

是 与生 物文化 持续 变化 的 性质

分不 开 的
。

图 2 是 内森尔 罗 德 ( N e s s o l r o a d ) 等人 1974 年研究 青年 期个性 发展 的结 果
。

图 中所 示

的 曲线 是 求 成动机 和独 立 性 轨 道
。

研 究 结果丧 明
,

不 同 时 间 出生 的 群体发 展的 轨道 是 不 同

的
.

如 图 所 示
,

在 19 7 0 年
,

14 岁 的 人 求 成动机 得分 最 高
,

19 5 7
,

1 9 5 8 年出 生 的 人 随 着 年龄 的

增长表 现 出 求成 动 机下 降 的 趋势
,

而 年龄较 大 的 两 个 年龄组 ( 19 5 5
、

19 5 6 年 出 生) 在此 轨

道 上 基 本 保 持 稳定
。

即 使 在 1 岁 之 差 的 不 同 年龄 组 之 间 也 表 现 出 差 异
。

从 图 中 还可 看 出
,

不 同 年龄 的 群体在 独立 性 方 面 没 有表 现 出 惊 人 的 差 异
,

但 是能 看 出 在独 立 性 变化 的 速 度和

水平 上 的 群 体差 异 都是 随年 龄 的增加 而 增加
。



举润豁

娜
裸

C I 肠6

C l , 5 5

C 19 5 7

C 19 5 .

O 洋龄

。

咖-20-30

J 9 7 0 1 9 7 1 1 9 7 2

时 间

10 7 1

时 间

图 2 不 同年 龄 求成动机 和 独 立 性

在 毗 连 的 年龄 阶段
,

群体 间 的求成 动机 表现 出 显 著 的差 异
,

可 以看 出 在青 年期个 性发

展不 总是 遵循 一 个 固定 的发 展 进 程
,

也并 不 是随 着年 龄的增 长愈加 增 强 的
。

在青 年期 个性

的发 展 与文化 背景 的性 质有直 接 的关系
,

应 该 从个 体和 社会两 个 发展 系 统来理 解人 类发 展

的性 质
。

个 体发 展和 进 化 的关系 包 括 了 个体 发 展和 人 类 种族 及 社 会未来 的联 系
。

当 我们走 出 童

年期
,

逐渐走 向成熟
,

开 始 婚配
、

生 育
、

成为父母
、

祖 父母
、

直到死 亡
、

这 些 行 为对 每个

个体 来说 当 然 都 是很重 要的
,

同 时 它们 也 是进 化 和 生 物文化 变 迁的 一 部 分
,

如果没 有个 体

发生行 为
,

如生 殖
,

那 么 生物 文化 的延 续也 将会 停止
,

个 体 发生和 进 化 只 有 内在 的 联续
J

性

和制 约性
。

所 以 说
,

个体 发 展 是进 化 的 先行
。

五
、

影 响发展 的因素

制 约毕生 发 展 的 因 素很 多
,

发 展 是建立 在 一 个先 行和 变化 过 程 的 复 杂 系统的基 础上
,

其 中一 些 因 素 对大多 数人 来 说 是 共 同 的
,

有些 决定 发 展的 因 素缺 乏 生物 和环境 方面 的普 遍

性
。

在 发展 的 形式 中
,

对 毕 生 发展 多样 化的能 释 与对 发展 的因 果 分析是 同等重 要的
.

影 响 毕 生发 展 因 素 的系 统 可 以 用多种 方法 来 表 示
,

图
‘

3 表 示 了 在个体 生命 过程 中三 种

影 响个体 发展 的 因素
,

即 年龄 阶段 的影 响
,

历 史 阶段 的影 响
,

以及 非正 常事 件 的影 响
,

这

三 种影 响在 生命 的发 展 中都起 着相 当重 要的作 用
,

它 们的 效应 会随 着时 间的发 展 而 累 积

起来
。

表 l 列 出 了三 种影 响 的具体 事例
,

例如
:

普 遍现 象 和暂 时预测
,

普遍 现象是 指影 响 的一

般性
,

也 就是 指在 某 一 人 口 总 体 中个体 所受 的 特定影 响的规 模 : 暂 时预 溅是指 与 年龄相 关

的影 响
,

表 中可 以 看 出 三 种 影 响的普遍 现象 和 暂 时预测
,

在 三种特定 影 响 中
,

普遍 现象 的

尸
’

范 围从 低到 高
,

例如
,

午蹈 病患 者 在 中年时 期开始 显示 症 状
,

因 此
,

这 种 症状 的影 响属 于

年龄 阶段
,

但 是
,

这种 失 调 现象 的普遍 性 在总 人 口 中还是很低 的
。

总 的 说来
,

大多 数 年龄 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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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正 常 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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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时 间

图 3 三种影响毕 生发 展 的 因 素

的影 响都 具 有很高 的普 遍性
。

暂 时预 测对 于 年龄 阶段 的影 响效果很高
,

而对 非 正 常事件 的

影 响 效果 很低
。

表 1 影 晌发展 的种类
:

事例和性 质

种 类
其 它 性质

普 遍 现 象}暂 时 预 测

年 龄 阶段

生 物 变 量

社会 性 目标 和 发展 任 务
家庭 生 活 周期

教 育 和职 业生 括

社 会 朝

经 济 变
战 争

、

向 现 代化

历 史 阶段
化和 事 件 ( 如 重 大萧条 期 ) 中等
时 疫

,

饥荒
家庭 成 分 的 变 化

非 寻 常 事件

奖 尝 的获 得
兄 弟 或 姐 妹的 死 亡
事 故

、

疾 病
、

天生 缺 陷
雇 佣 阶 段

中等

年龄 阶 段 的影 响
,

也就是 个体 发 育和 成 熟的影 响
,

如年 龄
、

教 育
、

职 业 在 儿童 期 和 老

年期 比较 明显
。

年 龄 阶段 的影 响 与发展 心 理 学家和 老 年医 学 家所 考虑 的发 展 中 的主 要 影响

是 一 样 的
,

他 们 把这 些生物 和环 境的 决定 因素定 义 为 ( 1 ) 与 年龄发 展有 密切 联 系
,

并 且

可 以 预 测他们 的短 期结 果
,

( 2 ) 就一 般 情 况 来看
,

个 体之 间具 有相似 性
。

在 分析 各种 因素对毕 生发 展 的相对 强度 时
,

发 现 年龄 阶段 的 影 响在童年 期 出现第 一个

高 峰
,

在行为 变化 方 面表现 出很高的普遍 性
,

包 括生 长
、

语 言
、

认知等 的个 体 发展
,

在 童

年期这 些方 面的 发展 方 向和 顺序表 现 出极 大的规律 性
,

( 除了 生 理 畸形和 环 境 剥夺 这 种极

端 的情 况 以 外)
,

通过遗 传和 环 境的作 用使 儿 童 得 到健 全 的 发展
。

在 童年期 这 种规 律 性 占

支配地 位
,

可 以 用年龄 阶段 的影 响来解 释童 年期 的这 种规 律性
,

这 种影 响与 发展 生物 学
,

社会的 年龄 阶段 结构 相联 系
.

在 童年 时
,

这 些 年龄 阶段的 系 统 十 分稳定
。

但 是随 着儿 童年

龄的 增长
,

年 龄 阶段 影 响的 主 导作 用下 降
,

由遗 传控 制 的成熟 过 程 在童 年期 末期 基本 结束
,

事实 上很多 重 要的 内容在幼儿 期就差 不 多 已经 完成 ; 从 外部 影 响来说
,

个 体 发 展更 加 主 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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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
,

他们 较少 受 社 会 所 期望 的年 龄 阶段 的 程 序控制
。

刊 了 老 年期
,

年龄 阶段 影 响再 次 出 现 高 峰
,

反 映 r 在 生 物 基 础 程 序 上 濒 于 死 亡的 可 能

性
。

现在 越 来越 多 的 人达 到 了 人种 生 命的最 大 长 度
,

这样 就有 越 来 越 多 的 同 样 高龄的人 加

入 到接 近 死 亡的 过 程
;

里 奇尔 (Ri e g e l ) 等 人 19 7 2 年提 出智 力 晚 期 下 降的过 程
,

认 为 这 个

过 程 是 大 约在死 亡 之 前 ( 自然 死 亡 ) 五 年智 力徒然 下 降
。

历 史阶 段 的影 响
,

对 一 代 人 的 大多 数 以相 似的 方 式 出现
,

它 包 括生 物 和 环 境 影 响 的 决

定 作用
,

这些 影 响与 历史 时间 相 联 系
,

并 且 可 以 看成 是 个 体 发展 背景 中的 重 要 组 成部 分
。

我 们 把 历 史 阶段 的 影 响判断 为 中等普遍 现象 和 具 有 中等暂 时预 测 效 果
。

受 一 些历 史 阶段 影 响的事 例是 与 现代 化 和工 业 化 有联系 的物质环 境 和社 会变 革
, .

以 及

一 些 主 要的历 史事 件直 接有 关
,

如战争 和 经 济萧 条
、

传 染病
、

社 会 变 动 等等
。

孩 提时 期的

历 史变 化
、

某 一 时 期 人 口 统计 特 征 ( 年 龄分 布 )
、

社 会等级 竞 争
、

家庭 结构和 职业 环 境 等

等 都是 毕 生 发 展 中历 史 阶 段的 影 响
。

历 史阶段 的 影 响 贯 穿 在 普 遍 的生 命 过 程 中
,

鲍 特 斯 (B a l t e s ) 等 人 1 9 8 。年推 测 了 历 史

阶段 影 响的作 用 在青 年期 和 成年 早期 尤为 强 烈
,

因 为 这 对一 个人 来 说
,

是 家庭
,

事业 和 生 活

方 式 在 社 会环 境 的影 响下 逐步 形 成的 时期
。 、

青 年期和 成 年早 期是个 体表 现 出对 社 会 具有 高

度意 识 的阶段
,

这 种意 识 直 接影 响他 们的前 途
。

这是 由当 时的 社会环 境和 政治 气候 的性 质

造 成 的
。

因 此
,

历 史 阶段 的 影响对 青 年期 和成年 早 期 阶段 具 有 最永久 的 影 响
。

非 正 常事 件的 影 响 也包 括生 物 和 环境 的某些 因 素
,

它 们的 主 要 特 征 是
,

不 论 在 个体发

展 中还是在 历 史 进程 中
,

其 出现的模 式 和顺 序都 与发展 的时 间维 度 没 有直 接 的联 系
,

虽 然

非 正 常 事件 的 影响 总 会发 生
,

但 是 它 们 不 是按 照 一般 的和 预 定 的程 序产 生
。

非 正 常事 件影

响 的暂 时预 测 性很 低
,

但 它 们具 有 一 定 的普遍 性
。

某 些 非 正 常事件 对大 多 数 人 有影 响
,

而

另 一 些 非 正 常事 件的 影 响却很 小
。

几 种 非 正 常事 件可 以 同 时对 毕生 发 展 过 程产 生 影 响
。

另外 还 有 一 些 非 正 常事 件 的 影 响
,

如独 特 的 家庭命运
、

独 特的机 偶
、

职 业的变 化
、

搬

迁
、

生 理 的创 伤
、

先 天缺 陷
、

特殊 才 能
、

事故
、

暂时 失 业
、

离 婚及 爱人 或 其他 重 要 人物 的

死 亡 等 等
。

对 于 某 一 群 体 ( 民 族
、

社会 ) 也 可 以 同 时受 到 某 一 种 非正常事 件的影 响
,

在这

种 情 况 下
,

普 遍 性 (也 就 是个 体之 间 的相 似性 ) 和 暂时 预 测就会 高 于 其他 非 正 常事件 的 影

响
。

因 为 许 多 非 正 常事 件的影 响 都 不 是 随着 时间 的 发展而 产生 的
,

所 以 非正 常事 件的 影 响

是 在 毕生发 展 中 的作用是 最不 易被 人 理 解的
。

事实 上非 正 常事 件影 响在生 命 过程 中所起 的

作用是 经 常 的
,

并且 是强 烈 的
。

据推 测
,

随着 年龄 的增 长
,

非 正 常事 件的影 响在 决定毕 生

发 展 的过 程 中
,

尤 其是 在 晚年将 会起 到更 加 重要 的作 用
。

这 种推测 是根据 以下 儿 种 观 点
:

第 一
,

许多行 为进 化 的遗传 控制 都是 随 年龄 的增 长而 衰退 的
,

这就 突 出了 个人 生活 经历 的

影 响 ; 第 二
,

经 验 证 明
,

成 年 人 和 老年 人 的个 体之 间 的差 别是很 大的 ; 第 三
,

与个 性化有

关
,

毕 生 发展 的 几 种 模 式都包 含着个 性 不 断 朝 向个性 表 现 方式的 方 向发展
,

个性 化 的过 程

正 好适 合 非 正 常 事件 对生 命 的第 二 阶段 的重 要性 的观 点 ; 第 四
,

非正 常事件 可 能 在生 命 晚

期 有所增 加
,

到 了 晚 年
,

个 体 生 理 和 心 理 资源 的储存 量 可能减 少
,

这 时 老年人 更有 可 能 受

非 正 常事 件 的影 响
。

由 此 看 来
,

人 的 一 生 的 每个 年龄 阶段 都 为 后 面的年 龄 阶段的 发展做 了 准 备
,

但 是前 面

的行为 并 不 能 完 全 预 定 以 后 的 行为
,

因 为 后 来的 行为 又 有一 些新 的发展 起来 了
,

毕生 发 展



的观 点认 为 不 同发 展 阶段 有 自己独 特 的特 点 要 用不 同 的原 则解 释 随着 年 龄 增长 而 出 现 的

变 化
。

毕 生 发展 心 理学 强 调 发 展 的一 生 性
,

多 元 性
,

把人 的 一 生 看 成 是 一 个 整 体
,

从 一 生

发 展 的角 度
,

把各 年 龄 阶段 联 系 起来
,

这样 不 仅 可 以 更 好 的 理 解各 阶段 的特 点
,

也 能更 好

的 了 解 一 生 发展 的全 过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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