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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作与心理发展》

内容概要

本书详细讨论了动作的实质,阐述了个体动作发展的基本规律,分析了影响动作发展的主要因素,重点介
绍了促进个体发展的动作教育方案以及动作障碍的诊断与矫正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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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奇，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攀登计划项目首度科学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国家百千万
人才工程和教育部跨世纪人才计划入选者。主要从事脑与认知发展、第二语言获得、心理评价等领域
的研究，在国内外科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百余篇，出版学术著作5部，并获得多项国家级与省部级奖
励。现任北京师范大学副校长、脑与认知科学研究所所长、教育部“认知科学与学习重点实验室”主
任、教育部“脑与认知科学网上合作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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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很有意思的研究，婴儿对这个世界的认知过程其实在很大程度上证明的康德的论断。因为是合作
成书，质量不能一律，个别说法似乎只是将常识换了个包装，但个别研究很见功效。 
2、　　    这是一本非常专业的书籍，不过从中我可以看到很多我自己很有兴趣的内容，如究竟什么决
定了动作能力？动作对于大脑是否反作用？掌握动作的一般过程是什么？作者以专业的、严谨的论述
，让人对这些生活中的问题得到很好的解答。
　　    什么决定动作能力？早期学者认为是”成熟“决定了动作能力，也就是说，随着年龄增加，自
然就可以掌握，着急上火提前训练培养作用不大。动作也仅仅是大脑功能的输出而已。但80年代以后
，新的研究结果发现，学习的意义同样很大，通过学习，可以促进大脑。因此，我的理解是，大脑如
此复杂，而动作是我们访问大脑的一个有效途径。从程序员的角度来看，就可以把动作视为大脑
的Agent。通过动作不仅可以“读出”大脑的发育和成熟程度，通过训练动作同样可以刺激大脑，“写
回”大脑。
　　    关注动作和心理的关系，不仅是与孩子的成长有关，也与自己的体验有关。很多次我发现，动
作往往是对于大脑最有效的影响手段，当郁闷、忧虑、恐惧时，任何思维层次的手段：逆向思考、自
我安慰、转移注意力⋯⋯往往都效用不大。相反，简单的动作也能够迅速把思维从“泥淖”中拉出去
。动作何以具有如此大的“魔力”，是我的好奇点。因此看本书我没有从心理学或者教育学的角度去
看，而是从我的视角去看，颇有收获。
　　    人在出生之初具有的动作是一种先天性反射动作，随着成长慢慢消失。比较有趣的是，我发现
我睡觉是喜欢一只手抱头的学术解释了，这叫“不对称强直性颈部反射”（asymmetric tonic neck reflex
），新生儿仰躺时，会出现一侧手臂和腿伸直，一侧弯曲的姿势，类似击剑者的姿势，所以也叫“击
剑反射”，作用就是防止翻滚到床下！
　　    动作学习的过程，分为认知阶段——联接阶段——自动化阶段三个阶段。对于同一个动作，认
知阶段需要耗费大量的脑力，而熟练后，就完全自动化了。这个就很好的解释了我们第一次开车时战
战兢兢，多年后仍然清晰的记得当时的感受，而会开车了，即使开了一整天车，也完全没有印象的情
况。
　　    动作技能和知识也有所不同，学到的知识，时间一久就忘记了，就如同我高中学过的化学，完
全还给老师了。而动作技能的遗忘进程和艾宾浩斯的遗忘进程区别很大，忘得很慢，捡起来很快。中
学学会的自行车，即使几十年不骑，也可以在几分钟之内重新掌握。
　　    最大的现实意义是：准备在现阶段，让孩子多多接触、尝试掌握新鲜的技能。
　　
3、教育学术类 动作与儿童心理发展的关系越来越收到大众认可了 谁说 四肢发达 头脑简单 这是悖论 
科学会告诉我们动作发展会带动智力 情绪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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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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