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婴幼儿发展规律及特性 
 

随着社会的发展，教育专业化 、系统化 、科学化 ，出现了学校，对少儿由启蒙发展到系统的知识教育，老

师是教育者，学生是受教育者，学校是教育的场所，于是人们对于教育的理解模式化  狭义化了。 

认为只有学校才是承担教育责任和任务的，幼儿园是为幼儿提供自由玩耍和游戏的幼儿群体，3岁前就是养。这

就是一般人长期以来习惯的认识。如果我们还教育的本意，它应当是对所有人进行有意识的 以影响人的身心发

展为直接目标的社会活动，那么 0——6岁教育就不是什么“剥夺”或“拔苗助长”了，而是顺理成章了，也就

用不着为早期教育正名了。 

  

 

1 、身体发育的渐进性！ 

     从胎儿到新生儿的出生，还有在整个婴幼儿阶段的快速发育时期，都充分体现了宝宝身体发育的过程，

其各种功能都是逐渐发育发展起来的，具有明显的渐进性。如身高、体重等各种生命指标数据，都是有力的证据。

再次不在累述，大家可以参考相关资料。 

 

2、大脑发育的逐渐完善性！ 

（一）胎儿的脑发育为 0-3岁婴幼儿快速的脑发育奠定了基础 

  1.胎儿期的脑发育规律 

  1. 怀孕 3周后，胎儿的脑细胞开始形成； 

  2. 怀孕 8周时，胎儿的大脑皮层已可以分辨； 

  3. 怀孕 15周时，胎儿的脑细胞开始成长； 

  4. 怀孕 27周，胎儿的大脑皮层开始快速成长； 

  5. 怀孕 32周时，胎儿的脑神经细胞数量已接近成人-160亿个.  

 

 

（二）0-3岁是孩子大脑发展的黄金期 

  1.从婴幼儿脑重量的增速（与成人 1560克脑重之比）看 0-3 岁的婴幼儿大脑的快速发展 

  1）新生儿是成人脑重的 25%--390克 

  2）10个月的婴儿的脑重是成人的 50%--780克 

  3）1岁幼儿的脑重是成人的 60%--936克 

  4）2.5岁的幼儿的脑重是成人的 75%--1170克 

  5）7岁孩子的脑重是成人的 90%--1404克。 

 

2.从脑神经纤维的形成速度看 0-3 岁婴幼儿大脑的快速发展: 

  --大脑皮质的发展脑神经纤维的形成 

  1）树状突生长的关键期; 

  2）大脑的树突网络密集，表示脑部活动日愈发达; 

  3）轴突由胶质细胞构成，形成髓鞘化保护轴突。树突加密，髓鞘化迅速完成是大脑功能增强的物质生理基

础； 

 

 

3.激活大脑发育后天需要创造的环境要素 

  1）胎儿时及出生后摄取所需的足够营养素； 

  2）要给孩子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 

  3）要为婴儿按摩皮肤--抚触 

  4）营造良好的亲子关系及和谐的家庭气氛； 

  5）提供多元的感官刺激，双手常工作，双脚常走路 



  6）要帮助婴儿练习独立能力，学会自己照顾自己 

 

如果家长能够及时地给孩子丰富的视听触觉、运动和平衡等环境刺激，可以促进孩子脑神经树的生长和神经树的

连接(突触)的增多，使神经细胞之间连接的网络(回路)建立更健全，更稳固。这样，就促进了宝宝大脑的发育。

如果缺乏环境刺激，宝宝的大脑发育会受到一定程度的阻碍。 

 

 3、 规律性 

  

     人的发展同世界上一切事物一样，都遵循着一定的规律，有顺序的发展。人的发展顺序性如电脑程序

是编制好的，不可违背。60多年前，美籍德国人盖塞尔通过对自己孩子观察和大量临床实践，发现了婴幼儿动

作、认知、语言、社会化行为的发展先后顺序，制订了“盖塞尔顺序发展量表”。不仅医学界奉为经典，而且教

育界也认为是最权威的科研成果。 

   

4、 关键期 

  

      每个孩子各项能力按照一定顺序发展，每项能力都有一个初始到成熟的发展阶段。不论人或动物，

他的各项能力都由大脑某个区域司掌，如视觉区在枕叶，听觉区在颞叶，语言和数字区在左脑，空间能力 音乐

能力在右脑等。这些区域都有发展的时间性、阶段性，心理学上称为“关键期”理论。 

 

“这些发现告诉我们：人类的某种能力形成有一定时间性，在这个时期内，如果施以适当的引导或教育会收到事

半功倍的效果，如果错过了这个功能发展关键期，则需花费数倍的功夫才能弥补或者可能造成终生遗憾。从神经

解剖学实验观察：大脑神经初期发育阶段最为敏感，最容易兴奋，接受信息速度快；随着大脑神经发育成熟，接

受信息刺激的敏感性逐步降低，趋向迟钝。所以在某个关键时期进行有意识刺激会收到极好的效果。 

目前人们已发现 6岁前的孩子有若干个发展关键期。 

1 感官发展关键期（0---1岁） 

2 情绪敏感期（0----6个月） 

3         视听协调和识记关键期（6-月---3岁） 

4         认知 能力发展关键期（0-----3岁） 

5         手眼协调能力发展关键期（0----3岁） 

6         注意力控制、爬行关键期（6------9个月） 

7         主动探索关键期（6个月------4岁） 

8         语言发展关键期（9月------3岁加语期） 

9         独立意识关键期（1。5 岁------3岁） 

10     秩序建立关键期（1----2岁） 

11     心理诞生关键期（2岁左右） 

12     分解性观察关键期（2岁左右） 

13     数理逻辑能力发展关键期（2岁左右） 

14     思维能力关键期（2岁左右） 

15     自我控制和约束能力关键期（2---4岁） 

16     操作技能发展关键期（2岁左右） 

17     良好个性和习惯建立关键期（1-----3岁） 

18     永久性记忆能力发展关键期（3----6岁） 

19     计数能力发展关键期（3岁左右） 

20     初级观察能力形成关键期（3岁左右） 

21     群体性发展关键期（3岁左右） 

22     有意注意发展关键期（3岁左右） 

23     机械记忆力发展关键期（3岁左右） 

24     动手能力发展关键期（3岁左右） 



25     学习知识兴趣建立关键期（2----4岁） 

26     形象思维能力训练关键期（4岁左右） 

27     记忆流畅性、备用性、 整体记忆关键期（4岁-----7岁） 

28     数概念发展关键期（4岁左右） 

29     空间、方位能力发展关键期（4岁左右） 

30     学习乐器关键期（键盘 弦乐）（4----5岁） 

31     抽象思维 悟性发展萌芽期（4岁左右） 

32     注意力集中、分配、 转移 、搜索能力关键期（4岁左右） 

33     社会能力形成关键期（4岁左右） 

34     书面语言发展关键期（5岁左右） 

 

 

 5、 递减性 

生命科学发现，人类生命的发展具有很强的时间性。即先快后慢的递减法则。人的生命越是早期发育速度越快，

随着年龄增长，速度减慢。 

 

譬如：一个孩子学习一门语言，这比成人接受得快 传递快，而随着年龄增长，速度减慢，反应迟钝；小孩和成

人同时学电脑，有时候大人理解力会优于孩子，可是操作技能熟练 灵活度远不如孩子。 

 

 6 、主动探索 ，主动吸收 

  

     西方教育家发现，孩子主动吸收信息能力很强，探索精神很强。在意大利，著名教育家蒙台梭利发明

了一系列感官教育教具（或叫玩具），通过这些教具让孩子动手动脑，完成对数量、 形状、 颜色 、触觉的

认识。她一贯主张混合年龄编制，这种办法与传统的家庭育人生态相一致。小孩子在大孩子操作过程中学习 模

仿，又亲手操作提高自己。 

 

 

我国幼儿教育家陈鹤琴先生早在 20世纪初就对自己的孩子观察、教育，他发现孩子 5大特点：好奇、好问、好

模仿、好动、好冲动。其中好奇 、好问和好模仿都是主动吸收，好动就是主动探索。但是成人要给他一个良好

的吸收、探索环境，使他感到有兴趣，从而激发起他们的好奇心。譬如一些多功能玩具，又假如你让他观察水的

正常（液）状态，固体、汽体状态，浮力和冲击能量；你让孩子观察种子发芽。如果你拒绝他玩水，他就不会得

到水的乐趣。 

孩子主动吸收性还有一些现象可以列举：半岁左右的孩子不喜欢在屋里呆，因为屋里那些信息已存入大脑，早已

使他厌倦；他喜欢到室外吸收千变万化的丰富多彩的信息。小孩子喜欢竖立，不喜欢躺着，因为躺着影响了他的

视觉对信息的吸收。小孩子听到音乐，身子随着音乐节奏一动一动，表明他在吸收音乐信息。 

 

 这是主动吸收，所以不管成人有意或无意识教他，他都对周围信息大量、无遗地吸收，有时看来是自发成长，

似乎与教育无关，孩子长到一定时候都会，但如果他生存环境中缺乏某种信息刺激，他不会凭空吸收，要具有某

种能力是不可能的。“狼孩”因为没有见到过站立的人，她只能象狼妈妈一样用四肢走动。虽然也有极个别孩子

在不良环境中长大，后来也成为出类拔萃的人才，那是因为他的主动吸收性 他的思维判断能力在成长中发生综

合作用，使他潜藏了改变命运的强烈意识，一旦遇到机会便爆发出来。 

 

 7、无意识性 

  

     孩子主动吸收在 3岁前基本上是无意识的或至少说是无意识为主。他对感兴趣的东西喜欢接触，对周

围环境所发生的视、听、 触觉刺激现象都无意识、无选择、无辨别地吸收。有人形容 3岁前孩子大脑象块新鲜

海绵，把眼睛比作摄像机，耳朵比作录音机，什么都吸收，的确是很生动的比喻。 

 



有时候成人认为：他什么都不懂，给他说话如对牛弹琴，有什么用？其实人们不知道孩子吸收或学习是无意识，

不需要理解的，因为他不像成人只能在理解基础上有意识学习。象语言学习，孩子听多了，在他的大脑语言区也

存了很多信息。日积月累，信息通过神经传递建立联系，逐步对语言发生理解，一旦时机成熟，他的语言能力突

然爆发，产生质的飞跃。如果在爆发期以前没有充足的信息储存，爆发力就不可能大。如果有意识在孩子无意识

吸收期给他大量有价值、良好的信息，如给他阅读，让他通过听觉、视觉学习通道及脑丘情感领悟力接受信息，

这是一种最好的精神营养。 

     所以，进行早期教育不要急功近制，不要希望立竿见影，要重过程，多付出，多给予，多刺激，而不

要太重效果。 

 

8、 先入为主 

  

     孩子主动、无意识、无选择吸收有一个先入为主的原则，即并不是机械地一直吸收，没有层次，它是

有自然顺序的，先吸收具有优势的地位。 

 

根据这个特点，在孩子生命早期，父母有意识，有目的把那些优秀的、美好的、经典的文化精华给他输入进大脑，

或是展现在孩子周围，让他吸收。如给他听莫扎特的音乐作品，给他读经典童话、小说、散文或诗歌，给他欣赏

大自然美丽的山川风景或让他欣赏色彩优美的图画，让他做有利于发展平衡能力、 协调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运动，

通过一些智力游戏引导孩子心理水平不断发展，这不是比自发、盲目、无目的养育孩子更好，比带着孩子看打麻

将，看暴力影视剧更有意义吗？ 

 

 父母在孩子一生中是最具影响力的典范，孩子眼中的父母就是他最崇拜的偶像，父母一言一行优先影响孩子。

所以做了父母，除了应尽父母职责，就是要给儿女树立榜样，引导孩子良性发展。 

 

 9、全面性 

  

   6岁前孩子是一生奠基期。他的生命大厦高度，取决于 6岁前的基础。基础好，可以高耸入云，基础不良，

即使有可能超高发展，但是很危险。所以 6岁前教育是一个系统的工程。 

 

 

 10 、被动性 

  

     在小孩子主动吸收的同时，我们不可忽视他的被动一面。因为 3岁前的孩子未来的命运掌握在父母手

中。1990 年世界妇女儿童问题政府首脑会议提出：与其说世界的命运掌握在孩子们手中不如说掌握在母亲手中。

因此，教育了世界上所有的母亲就是教育了全人类。 

  

 

孩子从出生起是在同一起跑线上，由于各人所处环境，所受的影响不一样而逐步拉开距离。在生命的马拉松赛跑

中，有人遥遥领先，成为一流人才，更多人拥挤在一起，碌碌无为，也有些堕落犯罪。这些责任都不在孩子，而

在父母。 

  

      作为父母，你打算为孩子设计一个什么目标，是让他成为大自然 “物竞天择”中的优胜者或是淘

汰对象，是要让孩子终生幸福，还是保护在母亲溺爱之中，目的不一样，效果也是不一样的。而如果等他明白的

时候，黄金时间已经流逝，虽然经过努力也可以成才，但付出的代价太大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