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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目前，仍有相当一部分教科书认定：6个月以下的婴儿是不懂分辨情感的。为了检
验这个结论，费城拉萨尔大学的黛安娜·蒙塔古招募了数十名4个月以下的婴儿，她用脸一隐一现地
逗儿童“躲躲猫”。游戏证明：那些婴儿在几次目睹她的笑脸以后，一旦看到伤感的脸部表情，“不
仅眼光移开了，即使你重新露出笑容也不会回来，仿佛内心已筑起一道戒备森严的防线”。 3.辨认面
部表情 婴儿在出生后的几个月就开始形成观察能力，这是被无数的实验观察所印证的不争事实。但是
，明尼苏达州立大学的神经科学家查尔斯·内尔森（现调往哈佛）希望他的研究能更深入一步，以确
认早期婴儿如何辨认面部表情的微妙差异，亦即社交技能发育中一块关键性的基石。他设计了一种新
的测试方法：给每个接受调查的婴儿佩戴一顶舒适的帽子，上面安放了64个海绵传感器。然后，让他
们观看60幅喜怒哀乐各不相同的表情图片，通过测量脑电波来了解婴儿大脑的内部结构变化。当成人
见到哪怕是不易觉察的笑容，大脑也会将它归入欢乐的范畴。研究者希望了解婴儿的大脑扫描是否跟
成人一样。内尔森向他所在地区的每个新生婴儿的家长发出了邀请信，希望他们踊跃参与这项测试。
结果如何，目前尚难以预料，但内尔森相信，如果婴儿出现孤僻症等情感障碍的早期症状，则是完全
有可能借此得以纠正的。 41.亲子沟通 当婴儿尝试学习说话时，一种与外界——特别是与父母亲沟通
的能力不断发展、日趋完善显得尤为重要。婴儿牙牙学语远不是亦步亦趋的模仿。康奈尔大学的心理
学家迈克尔·戈尔茨坦物色了两组8个月的婴儿，给他们穿上带有无线扩音器和传播器的紧身制服裤
。其中一组母亲被告知：只要婴儿发出咕咕声或牙牙学语就立刻作出回应，用满面笑容和爱抚轻拍给
予鼓励；另一组家长也需要对他们的孩子微笑，却是胡乱随意的，与婴儿发出的声响毫无关系。结果
，那些及时得到反馈的婴儿不仅说话频繁，而且进步的速度也超过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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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学前教育专业系列教材:学前儿童发展心理学(修订版)》收纳了目前我国以及世界各国关于学前儿童
心理发展的最新理论和最新的实验结果；除了以往对0—6岁儿童心理发展理论和研究的阐述，还介绍
了胎儿的发展，并对影响学前儿童成长的人文环境作了剖析和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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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觉得国内的书比较逻辑，国外的书看的舒服
2、比较专业的一本书，帮助家长了解孩子的心理。
3、这本书除了作为教材以外，还可以作为通俗读物
4、那么差的老师和思路真的是极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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