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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果茨基社会文化发展理论及其

对幼儿园社会教育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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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根据维果茨基的社会文化发展理论 , 在幼儿社会性教育中 , 要扩大儿童社会交

往的范围 , 特别是要充分利用幼儿同伴交往的作用 ; 同时要对儿童的社会交往给予一定的关注

和指导, 使儿童最初的这些社会交往活动更有利于儿童的社会性发展。这既是幼儿园社会教育

的重要任务, 也是促进儿童社会性发展的重要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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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儿童心理起源的社会文化发展理论是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在前苏联创立并发展起来的一种

儿童心理学理论。其创始人及主要代表人物是前苏

联的心理学家维果茨基。本文旨在探讨其理论对幼

儿园社会教育的启示。

一、社会文化发展理论概述

( 一) 维果茨基的两个假设

列昂节夫在《苏联心理科学》一书中高度评价

了维果茨基 , 指出“维果茨基在我们当中第一个提

出关于历史观点应成为建立人类心理学的主要原

则 , ”“维果茨基以下述两个假设作为其研究的基

础: 关于人的心理机能的间接性的假设和关于内在

智力活动起源于活动, 先是外部活动后是‘内心’活

动的假设。”[1]

维果茨基的第一个假设反映了他的基本的心

理学思想。在维果茨基的理论体系中, 语言符号占

据着重要地位 , 是心理发展的中介形式 , 该假设强

调的就是语言符号在心理发展中的这种中介作用。

维果茨基的第二个假设具有原则性的意义, 反映了

心理的社会起源思想 , 其中包含了两层含义 , 其一

为心理的社会起源 , 特别是产生于活动 , 这种思想

后来被列昂节夫所发展, 成为著名的活动理论; 其

二为内化学说, 人的心理是在社会交往中逐渐内化

而来的, 是由外至内的过程。

( 二) 高级心理机能的社会起源理论

维果茨基创立了社会文化发展理论, 用以解释

人类心理本质上与动物不同的那些高级心理机能

及其起源, 通过研究得出了高级心理机能的社会起

源理论。他指出:“文化创造特殊的行为方式, 文化

改变着心理机能的活动形式, 文化在人的行为的发

展系统上添加着新的层次⋯⋯在历史发展的过程

中社会的人改变着自身行为的方式方法, 改变自然

的素质与机能, 形成与创造新的行为方式及特有的

文化形式”。[2]他用了创造、改变、添加、形成等一系

列的词汇强调文化对人的生理和心理发展的重要

影响或者决定作用。

维果茨基认为, 心理发展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过

程: 一是天然的、自然的发展过程, 这是从最简单的

单细胞动物到高级的哺乳动物的长期的生物进化

过程, 也就是心理的种系发展过程。除了这种自然

发展过程外 , 还有另外一种发展过程 , 这就是社会

文化发展过程。在猿进化到人之后, 心理发展进入

了一个新的阶段 , 逐步产生了各种高级的心理机

能 ,“凡是普通心理学以随意注意、创造性想像、逻

辑记忆、预见性意志等命名发现的东西 , 亦即高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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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高级机能”。[3]这些高级心理机能是动物不具

有的。它之所以不同于自然发展过程是因为它不受

生物进化规律的制约, 而是受社会文化发展因素的

制约。一切高级心理机能都是通过人与人的交往而

形成起来的。这个过程也就是社会文化发展过程。

儿童高级心理机能的发展的根本原因是受社

会文化的影响, 直接原因是语言符号这一心理工具

的中介作用, 而逐渐内化的结果。

( 三) 内化及心理工具理论

维果茨基认为各种高级心理机能的发展是以

工具为中介的, 即高级心理机能的发展是借助于辅

助手段的。

维果茨基认为 , 制造工具和使用工具是“表明

文化行为的特征的、与其较早的生物形式不同的主

要之点。”[4]而其中,“记号及其使用方法, 是高级结

构中机能的、起决定作用的完整的东西或整个过程

的焦点。”[5]“记号是人造的刺激—手段, 并且仿佛

是人在自己的心理活动中所使用的心理工具, 照维

果茨基看来, 可以作为记号的例子有: 语言、形形色

色的号码和计数、各种记忆装置、艺术作品、信、图

表、图纸、地图和各种各样的暗号等等。”[6]

记号和动物反射活动的信号相比, 其最大的区

别在于“信号作用只是对自然界的现象联系的一种

消极的反映。它完全是由自然界的条件创造出来

的, 也决不会超出自然界已有的那个范围。符号不

是空洞的 , 它们总是代表着某种具体的现实的东

西, 总是在人们的共同活动中含有某种特定的意义

的东西⋯⋯意义原则就在于, 人从外面创造着脑中

的联系, 从外面控制着脑和通过脑又控制着自己的

身体。意义也是人掌握自己本身行为的途径”。[7]随

着人类交往的发展出现了语言, 语言在各种符号中

有着最重要的地位。

“维果茨基⋯⋯把内化概念与高级心理机能理

论紧密地联系起来”。[8]他指出 ,“儿童文化发展中

的每种机能都出现两次: 第一次是在社会水平上的

发展, 第二次是个体水平上的发展。第一次出现在

人与人之间 , 然后进入儿童内部。”[9]也就是说 , 高

级心理机能是在交往过程中由于社会文化的影响

而形成的, 高级心理机能最初都是在人与人的交往

中, 以外部动作的形式表现出来 , 然后经过多次重

复、多次的变化, 才内化为内部的智力动作。

而在内化过程中, 心理工具起到了低级心理机

能和高级心理机能之间的桥梁的作用。心理工具主

要指各种符号、记号乃至词、语言, 而语言是最重要

的心理工具。儿童早期的心理活动是直接的、不随

意的、低级的、自然的 , 作为外部形式的活动而形

成 , 只有在掌握了语言这个工具以后 , 才能内化为

间接的、随意的、高级的、社会历史的心理机能 , 即

内部的活动, 在头脑中默默地进行。

对于内化的问题, 维果茨基认为自己的内化概

念与其他人的概念有着本质的区别, 他指出,“一切

高级心理机能必然经历过在其发展中的外部阶段,

因为任何一种高级心理机能在起初都是社会的机

能。这乃是内部行为与外部行为的全部问题的核

心。许多著作家早就指出过内化问题。克列奇梅尔

认为这是神经活动的规律。彪勒把行为的全部进化

都归为有益动作的选择领域由外部向内部转化。但

是, 当我们谈到儿童文化发展史中的外部阶段的时

候, 指的并不是这个。在我们看来谈到‘外部的’过

程, 就是说‘社会的’过程。一切高级心理机能都曾

是外部的, 因为它成为内部的以前曾是社会的, 它

从前曾经是两个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对自身的影响

手段在最初乃是对别人的影响手段或是别人对自

己个人的影响手段”。[10]

由此可以看出, 维果茨基的内化概念指的是从

社会关系或更具体说是社会相互作用逐渐向个人

内心品质转化的过程, 即社会相互作用的影响在高

级心理形成和发展中起主要作用。

从 20 世纪 60 年代开始, 维果茨基的心理学思

想对西方心理学与教育学逐渐发生越来越大的影

响, [11] 在 90 年代开始形成了世界性的维果茨基研

究热潮。在目前的世界教育改革中, 维果茨基的社

会文化发展理论已成为可以与皮亚杰认知理论相

提并论的一个重要理论, 影响着当今世界范围的教

育改革。从 21 世纪初开始, 我国学前教育界也对学

前教育中维果茨基心理学思想及其应用开展了一

系列的理论探索, 如“最近发展区”及其对幼儿园教

学启示的研究、[12] 维果茨基游戏理论的研究、[13]幼

儿科学概念的获得及其对科学教育的启示[14]等。这

些研究无疑对学前教育中应用维果茨基的心理学

思想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虽然维果茨基的主要研究领域在于儿童认知

的发展, 但维果茨基对属于儿童高级心理机能范畴

的个性的研究在其思想体系中也占有相当重要的

地位, 他的《高级心理机能发展史》一书就是关于儿

童个性发展的专著。维果茨基关于儿童个性发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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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被称为个性的社会起源理论。

二、社会文化发展理论关于个性起源的基本观点

生活在前苏联建国初期的维果茨基对于马克

思关于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的思想有着更为深刻

的、独特的理解。在《高级心理机能发展史》一书中 ,

维果茨基这样说:“如果我们改动一下马克思的名

言, 我们就可以说人的心理实质乃是移置在内部并

成 为 个 性 的 机 能 及 其 结 构 形 式 的 社 会 关 系 的 总

和。”[15]这种独特的理解反映出了维果茨基关于个

性社会起源的两个基本观点, 即个性是在社会交往

中产生的、个性是社会关系内化的产物。

( 一) 个性是在社会交往中产生的

维果茨基在分析社会对人的个性的影响的时

候指出,“‘社会的’这个词在运用到我们的对象时

具有着巨大的意义。首先, 从这个词的最广义上来

说, 它表示: 一切文化的东西都是社会的。文化也是

人的社会生活与社会活动的产物。因此, 行为的文

化发展 ( 指受社会文化制约的高级心理机能的发

展) 这一问题的提出本身就已经把我们直接引进了

社会发展的领域。其次, 可以设想: 处于有机体之外

的记号 , 也像工具一样是脱离开个性的 , 实质上乃

是社会的器官或社会的手段。在此, 我们还可以指

出: 一切高级机能都不是在生物学中形成的 , 并不

是在纯种系发展的历史中形成的。作为高级心理机

能基础的机制本身是以社会为模本的复制品。一切

高级心理机能乃是内化了的社会关系, 乃是个性的

社会结构的基础。它们的成分、发生结构、行为方

式———总之一句话, 它们的全部实质都是社会的,

甚 至 在 转 化 为 心 理 过 程 时 其 实 质 仍 然 是 准 社 会

的。”[16]

( 二) 个性是社会关系内化的产物

维果茨基认为人的心理是社会关系在个人内

部的移置, 这是维果茨基的独创。如何理解内部的

移置呢?

维果茨基认为“儿童文化发展中的一切机能都

是两次登台的, 都表现在两个方面, 即, 起初是社会

方面 , 后来才是心理方面 ; 起初是人们之间的属于

心际的范畴, 后来才是儿童内部的属于内心范畴”。
[17]维果茨基指出, 个性是社会关系内化的结果,“个

性的历史是特别有教益的, 而且由外部向内部的转

化、由社会机能向个体机能的转化在这里表现得特

别清楚。[18]

维果茨基多次明确指出 :“个性是通过他在别

人面前的表现才变成自身现在的样子 , 这就是个

性的形成过程。”[19]“儿童在发展过程中开始把那

些起初别人对他所采用的行为方式用来对待他自

己。儿童自己掌握着各种社会的行为方式并把它

们搬到自己身上来。”[20]“一般我们可以说, 诸高级

心理机能之间的关系在某个时候曾经都是人们之

间的诸现实关系。人家怎样对待我, 我就怎样对待

自己。”[21]“模仿是儿童的一般文化发展的基本途径

之一。”[22]

三、社会文化发展理论对幼儿园社会教育的启示

维果茨基关于儿童个性的社会起源的思想揭

示了儿童社会性发展的本质规律———作为个性核

心成分的社会性是在儿童同他人的社会交往过程

中逐渐由外到内发展而来的。这给幼儿园社会教育

以重要启示。

( 一) 社会交往活动是幼儿社会性发展的基础

活动在儿童社会性发展中具有非常重要的作

用, 是个性的基础。对于活动的重视是社会文化发

展理论的一个特色。目前世界范围内的活动理论研

究者公认, 活动理论起源于苏联 , 是维果茨基最开

始提出并被列昂节夫所发展的。列昂节夫曾经专门

对活动与个性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并撰写了

《活动、意识、个性》一书。在这本书中, 列昂节夫陈

述了之所以将活动作为个性的基础的原因在于, 个

性在本质上是社会关系的总和 ,“但是这些关系是

被实现着的; 这些关系是由他的活动所实现的, 确

切说, 是由他的多种活动的总和所实现的”。[23]

在儿童社会性发展中, 这种活动形式表现为社

会交往, 即儿童与他人的社会相互作用。儿童社会

性的发展正是在社会交往活动的基础上发展起来

的。因此, 在幼儿社会性教育中, 一方面, 要扩大儿

童社会交往的范围, 特别是要充分利用幼儿同伴交

往的作用。另一方面, 对儿童的社会交往给予一定

的关注和指导, 使儿童最初的这些社会交往活动更

有利于儿童的社会性发展。

( 二) 社会关系内化是幼儿社会性发展的途径

这一思想对我们准确认识个性的本质有着重

要的意义, 并让我们对“社会关系的总和”与儿童个

性形成之间的关系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对刚刚进入

社会环境的学前儿童来说, 早期所接触的人及与这

些人所形成的关系对儿童社会性发展特点有着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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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重要的影响。如果儿童与所接触到的人形成了积

极的关系 , 从他人那里得到的是积极的信息、积极

的评价 , 儿童就会发展成为一个相信他人、相信自

己的人, 进而形成健康的个性特点; 反之, 如果在儿

童生活的早期没有与他人建立积极的关系, 而是冷

漠或者消极的关系, 儿童从他人那里得到的信息和

评价也是消极的 , 那么 , 儿童对社会和他人就是怀

疑甚至是仇恨的, 就不会发展出积极的社会性。这

一点从精神分析心理学的研究中也可以找到佐证。

因此, 帮助幼儿在其人生早期与周围生活的成

人及同龄伙伴等建立积极的人际关系, 是幼儿园社

会教育的重要任务, 也是促进儿童社会性发展的重

要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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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ocio- cultural Theory and Its Enlightenment
to the Social studies in Kindergar ten

Zou Xiaoyan, Chen Wei

( Educational College, Liaoning Normal University, Dalian 116021)

Abstract: According to Vygotsky’s society origin theory, during the education to the children’s social

development, we should extend the range of children’s social interaction, and make full use of the function of

the peer interaction. We should also give more attention and guidance to the children interaction, and take

these foremost social activities to advance the children’s social development. It is the chief task of the society

education in kindergarten, and at the same time, it is the important approach to advance the children’s social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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