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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整体到部分

”
的思路 我们可以把学习不 良儿童

的社会性发展看成一种由社会交往
、

社会认知和社

会行为构成的系统
,

它反映了学习不 良儿童的社会

性发展的整体面貌
。

作为研究者
,

不可能对所有间题

都进行研究
,

只能根据研究目的择其部分加以研究
,

但此时易犯
“
一叶障目

,

不见泰山
”
的错误

.

因此
,

我

们主张
“

把握整体
,

研究部分
” ,

即从其社会性发展的

整体出发
,

根据研究目的
,

对某个部分加以研究
。

“

从成因到干预措施
”
的思路 造成学习不良儿童社

会性发展滞后现象
,

其原因是多方面的
,

总的来说有

内
、

外两方面的因素
。

因此
,

在分析学习不良儿童社

会性发展的成因时
,

应该把内因和外因结合起来进

行考察
,

任何割裂或忽视两者关系的做法都是错误

的
。

对成因的有效分析
,

是实施千预
,

确定教育方法

的基础和前提
.

“

从教育到发展
”

的思路 为了有效地促进学习不良

儿童社会性的发展
,

有必要建立学校
、

社会
、

家庭三

位一体的教育网络
,

使教育能走在发展前面
,

预防走

在
“

滞后
”

前面
。

而这种教育要求又是经过学习不良

儿童的主观努力后能达到的
,

使教育能对他们施加

良性影响
。

简言之
,

研究学习不 良儿童的社会性发展的思

路可概括为
“

立足研究
,

研究部分
,

在部分中把握整

体
,

从整体中搜索成因
,

在成因中匹配措施
,

提前教

育
,

促进发展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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聋童人格特征的一项测查

吴艳红
(北京大学心理系 )

梁兰芝
(北京师范大学发展心理研究所 )

测查 目的

测查聋童具有怎样的人格特征
,

比较他们与正

常儿童人格方面的异同
,

以便更好地了解聋童
、

帮助

聋童
。

要求
.

高年级的学生自己阅读问卷并填写答案
,

主试

监测
,

有不懂的字词任课老师及时指导
。

低年级的学

生由任课老师用手语逐条解释题 目
,

然后再在间卷

上作答
。

最后得到 13 一 16 岁聋童的有效间卷 80 份
,

其

中男生 4 5人
,

女生 35 人
。

2 测查方法
3 测查结果

本测查采用陈仲庚修订 的艾森克的人格间卷

(E P Q
、

uJ in or )
,

适用于 7一 15 岁儿童
。

被试选 自石家 .3 1 13 一 16 岁各年龄阶段被试四个量表的平

庄市聋哑学校 4
、

5
、

6
、

7 年级的聋童
。

由任课老师用 均数与标准差
,

如表 1
.

手语向被试呈现指示语
,

帮助每个被试都弄清答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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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聋童与正常儿童人格特征的比较
。

经 比较发

现
,

男
、

女聋童在 P 分上都高于正常儿童
;
在 E 分上

都低于 正常儿童
;
在 N 分上都低于 正常儿童

;
在 L

分上与正常儿童无显著差异
,

如表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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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点以及本问卷测验情绪性的侧重点
。

由于语言
、

经验和智力水平的限制
。

聋童情绪的

发展速度
、

形式
、

稳定性落后于正常儿音
,

所以生活

中的聋童情感缺少含蓄性
,

很易流露于外
。

高兴时
,

喜形于色
,

哈哈大笑
。

不高兴时
,

垂头丧气或大发雷

霆
。

他们的情绪性多表现在喜怒多变上
.

而本间卷所

涉及的情绪性不是指简单的哀乐
.

而是厌烦
、

觉得很

惨
,

生活单调
,

活着没意思
,

难以入睡等
。

由于聋童情

绪发展多样性少且分化缓慢
,

所以低年级聋童体味

不探
。

随年龄增长
,

他们的情感逐渐丰富
,

认识能力

和 自我意识也日益增强
.

于是更深地认识到自己的

缺陷
,

自卑感高于盲 目自尊
。

加上就业困难带来的压

力
,

高年级聋童也就表出高的 N 分数
。

4
.

3 聋童比正常儿童 E 分低
,

即更内倾
。

而前人多

认为聋童性格外向
,

这与题 目的设置和聋童的生活

特点有关
。

题目中四处提到聚会
、

晚会或联欢会
。

这

是正常儿童所喜爱的
,

但聋童在这些活动中受到限

制
。

如不能唱歌
,

跳舞困难等
,

可参预的节 目很少
。

另

外
,

聋童生活范 围较窄
,

经验较少
,

对
“

跳降落伞
” 、

“
闹鬼的山洞

”

等不太理解
,

常选否定答案
。

因此聋童

E 分偏低并不意味着一定内向
.

E P Q (少年 )的内外

倾测题是否适合聋童有待于进一步探讨
.

4
.

4 除了女聋童情绪性明显高于男聋童外
,

其他方

面没有表现出性格差异
.

而这一点即女聋童 N 分偏

高与正常儿童的情况相同
。

在实际生活中
,

人们也普

遍认为女孩比男孩情感更丰富
、

更细腻
。

究竟是先天

因素为主还是社会因素为主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

至

于聋童也存在这一倾向的原因可作进一步的探讨
。

5 结论

聋童精神质 (倔强性 )明显高于正常儿童
,

情绪

性 (神经质 ) 明显低于正常儿童
,

自身隐蔽与掩饰性

与正常儿童无明显差异
;

聋童精神质
、

外倾性
、

掩饰

性均随年龄增长而下降
,

情绪性随年龄增长而上升 ;

除又聋童情绪性明显高于男聋童外
,

没有性别差异
。

( 1 9 9 4 一 1 0 一 2 1 修回 )

公共心理学的大教学法

权朝香
( 山东师范大学教育系 )

1 引言

我是 19 80 年开始教公共心理学课的
。

开头的几

年
,

教的并不理想
,

有些系的学生有反映
。

但我在实

践中不断总结
,

逐步摸索出一套行之有效的教学方

法
,

我称之为大教学法
,

结果受到各系学生的普遍欢

迎
。

19 89 年
,

因公共心理学的教学卓有成效
,

我获得

了山东师范大学优秀教学成果奖
。

1 992 年 10 月
,

我

又为北京师范大学心理系的同学做了
“

公共心理学

大教学法
”

的报告
,

受到了同学们的热烈欢迎
。

1993

年
,

《心理学报 》又发表了我的文章
,

把我的公共心理

学大教学法推向全国
。

2 公共心理学大教学法的十大原则

2
.

1 突出心理学的特色
,

上好首次课

大学生们在没学心理学之前
,

往往对心理学非

常好奇
。

第一堂课如果讲好了
,

便满足了同学们的好

奇心
,

为以后他们有兴趣去学 习铺平了道路
。

如果首

次课失败了
,

同学们便会失去对心理学的兴趣
,

以后

再也扬不起学习心理学的热情
。

首次课的失败
,

主要

是没突出心理学的特色
,

把心理学讲成了政治课
、

哲

学课或生理课
。

要突出心理学的特色
,

首次课要抓好几个环节
:

讲清心理学的任务
,

突破前苏联模式
。

我国的公

共心理学受前苏联的影响非常大
,

尽管几经修改
,

仍

没有突破前苏联的模式
,

在教材中过分强调
“

帮助人

们建立辨证唯物主义世界观
” 、 “
拒绝主观主义而接

受唯物主义
”

等等
。

有的教师又不分青红皂白照本宣

科
,

使学生听起来感觉心理学好象政治学
、

哲学
。

特

别是有的教材在第一章就讲心理的实质
,

使学生感

到心理学有十足的生理学的味道
。

在多年的公共心

理学教学实践中
,

我认为讲心理学的任务
,

只要抓出
“
描述

” 、 “
解释

” 、 “
预测

”
和

“

控制
”

这四个词认真讲出

精神实质即可
.

搞好课堂演示
,

调动同学学习积极性
。

心理学不

是思辨的
,

它是通过实验
、

观察等客观化手段积累的

科学知识
。

首次课搞点小演示
,

就可以打消同学们心

理学是玄学
、

是哲学的误解
。

我通常使用 M M PI 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