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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性与人格发展》

前言

　  心理学有很多个分支，其中，普通与实验心理学、神经心理学、发展心理学、行为遗传学是几个
最重要、最基础的分支。发展心理学是探讨一个人从胎儿期到生命结束、整个生命全程的心理发展过
程和规律的科学，它是心理学各分支中把基础学科和应用学科联系起来的桥梁和纽带，与各应用学科
有普遍的联系。人的发展（human development）可以分为三大方面：生理发展或称身体发育、认知发
展、社会性与人格发展。生理发展，包括脑、感觉、知觉和运动能力等的发展，是人的心理发展的基
础；认知发展，也称一般能力或智力发展，是人赖以认识周围的物理环境和社会环境、学习科学知识
、掌握劳动本领、进行发明创造的基本条件；社会性与人格发展，则是每个人作为独特个体、适应社
会环境、与周围人交往与合作的必要条件。　  本书的英文名称是Social and Personality Development，
可译为&ldquo;社会性与人格发展&rdquo;。人格发展（或称个性发展）容易理解，而社会性发展，是
国外学者在上世纪70年代以后提出的概念，它是一个和人格发展互相交叉的概念。&ldquo;社会
性&rdquo;与&ldquo;人格&rdquo;这两个概念所包含的外延中，都会涉及到情绪、情感、自我概念、气
质、动机、道德品质等内容，但是人格侧重从个体角度，考察每个人身上与众不同的、稳定的特征，
社会性则侧重从人际关系角度探讨每个人在与别人互动时所表现出来的特征。例如，婴儿在多大时会
对旁边的成人微笑（社会性微笑），这是典型的社会性特征；而一个成年人在看一部情节哀伤的电影
时是泪流不已还是无动于衷，则主要反映的是人格特征。　  本书把social development 译为&ldquo;社会
性发展&rdquo;，这强调的是，一个人从生物人变为社会人过程中形成的各种特征，在港台译著中，有
人把这个术语译为&ldquo;群性&rdquo;，意义是相同的。社会性与人格发展（第5版）作者戴维?谢弗
是美国佐治亚大学的心理学教授，从上世纪90 年代以来，他所编著的《发展心理学》、《社会性与人
格发展》等教科书在北美各高等学校影响颇大，使用者众多，尤其在社会性与人格发展方面，教材本
来就不多，而谢弗教授是此领域的研究者，又多年兼任人格领域世界顶级的几种学术刊物的副主编，
对该领域研究进展了如指掌，因此保证了社会性与人格发展（第5版）的科学性。其次，作者在理论
上的中立立场，对本领域&ldquo;最好的研究&rdquo;的追求，对发展&ldquo;过程&rdquo;和&ldquo;背
景&rdquo;的重视，使本教材在理论上兼顾各流派，材料的选择力求最新最快。第三，作者写作的宗旨
是写出&ldquo;令人感兴趣、观点正确、内容新、文笔简洁、语言精炼、学生容易理解&rdquo;的教材
。第四，本书借助当前网络信息交流的优势，通过网络加入许多附属参考资料，帮助读者进一步学习
和阅读。　  根据以上几个特点，我认为，社会性与人格发展（第5版）是一本堪称优秀的发展心理学
教科书。它最适当的读者对象，是高等院校心理学专业的研究生和本科生，中等师范学校、幼儿师范
学校的师生及从事儿童和青少年研究与教育的人员。同时，它可作为当前如雨后春笋般涌现的各类早
期教育机构、幼儿教育机构教师的培训教材，也可以作为关心子女成长、特别是关心子女&ldquo;情
商&rdquo;的广大家长的参考读物。　  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院发展心理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
陈会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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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性与人格发展》

内容概要

《社会性与人格发展(第5版)》是一本优秀的“发展的”教材。全面的向读者介绍了社会性与人格发展
研究的当前情况。注重将理论、研究和实践相结合，内容有趣、全面、新颖，文笔简洁、语言精练，
通俗易懂。
《社会性与人格发展(第5版)》共14章，前3章介绍了社会性与人格发展研究的取向和研究工具，包括
对研究方法论、经典理论和现代理论的回顾。4～10章主要讲社会性与人格发展的“产品”，包括情绪
发展、亲密关系的建立、自我发展、成就、性别类型化与性别角色的发展、攻击性与反社会行为、利
他与道德发展。11～13章讲人在其中获得发展的“生态”背景和环境，包括家庭以及电视、电脑、学
校和同伴群体的重要影响。第14章进行了简单的总结，提醒读者学以致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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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戴维·谢弗 (David R. Shaffer) 是美国佐治亚大学心理学教授，佐治亚大学本科生项目主席，毕生发展
心理学与社会心理学项目前任主席，在该大学给本科生和研究生教授人类发展课程35年。他发表的多
篇研究论文涉及到利他行为、态度与说服、道德发展、性别角色与社会行为、自我表露、社会心理学
与法律。他还担任《人格与社会心理学杂志》、《人格与社会学学报》、《人格杂志》的副主编
。1990年，他获得佐治亚大学最高教学荣誉奖约西亚·梅格斯(Josiah Meigs)优秀教学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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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译者序
序
第1章  概论
普适父母机--一项思想实验
从历史角度看社会性与人格发展
前现代化时期的儿童期
作为研究对象的儿童：婴儿传记
儿童心理学的产生
理论在科学研究中的作用
关于人类发展的问题和争论
关于人类本性的早期哲学观
天性对教养
主动性对被动性
连续性对不连续性
发展是普遍性的还是特定性的
研究方法
科学方法
收集资料：发现事实的基本策略
查明关系：相关设计与实验设计
相关设计
实验设计
自然实验（或准实验）
发展研究设计
横断设计
追踪设计
序列设计
微观发生学设计
跨文化比较
附言：做一个发展研究的明智受益者
第2章  社会性与人格发展的经典理论
精神分析理论
弗洛伊德的心理性欲理论
弗洛伊德理论的贡献与批评
埃里克森的心理社会发展理论
埃里克森理论的贡献与批评
今天的精神分析理论
行为主义（或社会学习）理论
华生的行为主义
斯金纳的操作学习理论（激进行为主义）
班杜拉的认知社会学习理论
社会学习中的交互决定作用
社会学习理论的贡献与批评
皮亚杰的认知发展观
皮亚杰关于智力与智力发展的观点
认知发展的四个阶段
皮亚杰理论的贡献和批评
第3章  社会性与人格发展的近期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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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进化论
经典的习性学理论
习性学与人类发展
现代进化论
进化论的贡献及对其的批评
行为遗传学：个体差异的生物基础
估计遗传影响的方法
估计基因和环境的影响
遗传对人格和心理健康的影响
遗传和环境共同影响发展
行为遗传学取向的贡献及对其的批评
生态系统论：一种现代环境论观点
布朗芬布伦纳提出的发展环境
生态系统论的贡献及对其的批评
现代认知观
儿童社会性与个性发展
维果茨基的社会文化理论
社会文化理论的贡献及对其的批评
社会信息加工理论（或归因理论）
社会信息加工观点的贡献及对其的批评
理论和世界观
第4章  情绪发展与气质
情绪和情绪发展概述
情绪和情绪发展的两种理论
分化情绪的表现和发展
第一年中分化情绪的发展顺序
快乐这一积极情绪的发展
消极情绪的发展
自我意识情绪的发展
情绪表达的后期发展
识别和理解他人情绪
对情绪的早期识别和解释
识别他人情绪的后期发展
对情绪原因的理解
学会调节情绪
情绪和情绪自我调节的早期社会化
调节情绪的认知策略的出现
学习和遵守情绪表达规则
情绪能力、社会能力和个人适应
气质与发展
气质及其测量
遗传和环境对气质的影响
气质的稳定性
早期气质表现与后期发展
第5章  亲密关系的建立及其对未来发展的意义
什么是情感依恋
依恋是互惠关系
同步互动与依恋
婴儿怎样对他人产生依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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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恋的最初发展
依恋理论
依恋安全性的个体差异
测量依恋的安全性
依恋中的文化因素
影响依恋安全性的因素
养育质量
婴儿的气质
作为依恋对象的父亲
作为养育者的父亲
父亲是情绪安全性和其他社会能力的促进者
依恋与后期发展
安全与不安全依恋的长期影响
依恋特征为什么能预测后期发展
依恋是终生不变的吗
无依恋的儿童
婴儿期和儿童期社会剥夺的后果
早期剥夺为什么是伤害性的
儿童能从早期社会剥夺中恢复过来吗
母亲就业、日托与早期情绪发展
变换式养育的质量
父母教养方式与父母对工作的态度
怎样帮助参加工作的父母
第6章  自我与社会认知的发展
自我概念的发展
自我的出现：分化、区分和自我认识
我是谁？学前儿童的反应
儿童的心理理论和私人自我的出现
儿童中期和青少年期的自我概念
自尊：自我的评价成分
自尊的起源
儿童期自尊的成分
青少年期的自尊
随时间发展自尊是稳定的吗
儿童社会性与个性发展
父母和同伴对自尊的影响
文化、种族和自尊
我要成为什么样的人？同一性的形成
同一性形成的发展趋势
同一性形成是一个多么痛苦的过程
个人、社会和文化对同一性形成的影响
少数族裔青年的同一性形成
社会认知的另一面：了解他人
个人知觉发展的年龄趋势
社会认知发展理论
第7章  成  就
成就动机的概念
成就的动机观
成就的行为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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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个体成就的早期反应：从掌控到自我评价
成就动机理论与成就行为
成就需要理论
维纳的归因理论
德威克的习得无助理论
对成就理论的反思
文化和亚文化因素对成就的影响
个体主义和集体主义的成就观
成就的种族差异
成就的社会阶层差异
家庭和家庭成员对成就的影响
依恋特征与成就
家庭环境
教养方式与成就
创造力和特殊天赋
多成分观：斯腾伯格和卢巴特的投资理论
在课堂教学中激发创造力
第8章  性别差异、性别角色发展与性
男性与女性的区分：性别角色标准
关于性别差异的一些事实与误解
性别之间的真实心理差异
文化方面的误解
文化误解能解释能力（和就职机会）的性别差异吗
性别定型的发展趋势
性别概念的发展
性别角色刻板印象的发展
性别定型行为的发展
性别定型中的亚文化因素
性别定型理论与性别角色发展
进化论
莫尼与艾尔哈德的生物社会理论
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
社会学习理论
柯尔伯格的认知发展理论
性别图式理论
一种整合理论
心理上的雌雄同体：21 世纪的一种预示
真的存在双性化的人吗
双性化个体有优势吗
应用：改变性别角色的态度和行为
性特征与性行为
文化对性特征的影响
青少年期的性态度与性行为
青少年性行为的个人与社会后果
第9章  攻击性和反社会行为
什么是攻击性
攻击性是一种本能
攻击性的行为界定
攻击性是一种社会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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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攻击性的理论
本能论
学习理论
道奇的社会信息加工理论
儿童社会性与个性发展
攻击性的发展趋势
早期冲突和攻击性的起源
攻击天性随年龄发生的变化
攻击性是一种稳定的特质吗
攻击性的性别差异
生物学观点
社会学习观
交互作用（或生物- 社会）观
文化和亚文化对攻击性的影响
亚文化差异
家庭对攻击性的影响
父母的教养方式与儿童的攻击性
家庭氛围和儿童的攻击性
控制攻击和反社会行为的方法
宣泄：一种有争议的策略
营造非攻击的环境
消除攻击性带来的好处
社会- 认知干预
应用：防止校园内的攻击和暴力
第10章  利他与道德发展
什么是利他行为和亲社会行为
利他和亲社会发展的理论
生物学流派：亲社会行为是"预先编程"的吗
精神分析理论：以良心为向导
社会学习理论：我能从中学到什么
利他的认知理论：成熟是中介
利他行为的发展
亲社会行为的起源
利他性随年龄发生的变化
认知与情感对利他的影响
角色承担和利他
亲社会道德推理
移情：影响利他的重要情感因素
把自己看做利他主义者
社会与文化对利他的影响
文化影响
对利他主义的强化
榜样的影响：利他的实践和宣扬
什么人能培养出利他的儿童
什么是道德
发展心理学家怎样看待道德
精神分析理论对道德发展的解释
弗洛伊德的俄狄浦斯道德理论
良心早期发展的新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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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知发展理论：儿童是道德哲学家
皮亚杰关于道德发展的理论
对皮亚杰理论的评价
柯尔伯格关于道德发展的理论
对柯尔伯格理论的支持
对柯尔伯格理论的批评
道德是社会学习（与社会信息加工）的产物
道德行为和道德品质一致吗
学会抵制诱惑
什么人能培养出道德成熟的儿童
对霍夫曼教育方法的批评
儿童眼中的教育方式
第11章  家  庭
什么是家庭
家庭是社会系统
直接和间接影响
家庭是不断发展的系统
家庭是蕴含式的系统
变化的世界中变化的家庭系统
儿童期和青少年期的养育社会化
教养方式的两大维度
四种教养方式
行为控制与心理控制
父母影响模式与儿童影响模式
儿童社会性与个性发展
教养方式的社会阶层差异和族裔差异
追求自主：青少年期的亲子关系
同胞和同胞关系的影响
新生命的到来给家庭系统带来的改变
整个儿童期的同胞关系
同胞关系的积极影响
独生子女的特点
家庭生活的多样性
收养家庭
精子捐赠家庭
同性恋家庭
家庭冲突与离婚
再婚和重组家庭
职业母亲和双职工家庭面临的挑战
当教养方式失常时：虐待儿童问题
谁是施虐者
谁是受虐者
环境诱发因素：虐待儿童的生态学
虐待和忽视的后果
对家庭的思考
第12章  家庭之外的影响（I）：电视、电脑和学校教育
早期窗口：电视对儿童和青少年的影响
电视与儿童的生活方式
电视理解力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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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暴力与儿童的攻击性
电视的其他不良影响
电视是一种教育手段
电脑时代的儿童发展
教室里的电脑
对电脑的担忧
学校是一个社会化的机构
学校教育能够促进认知发展吗
有效（和无效）学校教育的决定因素
我们的学校是否满足了所有学生的需要
对儿童的教育效果：跨文化比较
第13章  家庭之外的影响（II）：同伴对社会化的影响
同伴是什么人，起什么作用
同伴互动的重要性
同伴交往的频率
同伴影响的重要性
同伴交际性的发展
婴儿期和学步期的同伴交往
学前期的交际性
儿童中期和青少年期的同伴交际性
父母对同伴交际性的影响
同伴接纳与受欢迎程度
测量儿童在同伴中的受欢迎程度
儿童为什么被同伴接纳、忽视或拒绝
提高被拒绝儿童的社交技能
儿童及其朋友
友谊的发展
朋友之间和相识者之间的社会交往
拥有朋友有好处吗
父母和同伴是影响源
越来越遵从同伴
交叉压力是一个问题吗
第14章  结语：内容整合
人的社会性和人格发展中的主要问题
人的发展是一个整体规划
人是自身发展的积极贡献者
发展中存在着连续性和非连续性
人的发展有很大的可塑性
天性和教养的区分是一种伪二分法
正常发展和异常发展都重要
人在文化和历史背景中发展
从多个视角看待发展
社会性与人格发展
教养方式（和成人指导）的重要作用
多种社会力量共同促进了发展
来路已经很漫长，但前方仍然路漫漫
专业术语表
参考文献
人名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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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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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维果茨基认为，儿童在合作学习中的角色是掌握口头指导语，并用其来指导自己的
活动。因此，当四岁的小男孩练习了几十次击球之后，他的个人言语（privatespeech）中就出现了这样
的话：“挥起手臂”，“看球”。等男孩学了几次以后，爸爸会给他新的、更复杂的言语指导（如“
击球时转动髋部”），进一步培养儿子的技能。在男孩不断改进技术的过程中，他会把这些新的指导
变成自己的语言（自己大声说出来）。经过几次这样的对话（或信息交流）后，男孩就慢慢把这些指
导内化，形成了关于怎样击球的清晰的言语表征。这时，他就已准备好用这种个人言语指导自己去击
打运动中的球了。 需要注意的一点是：合作学习是社会学习的一种形式，但却与社会学习理论家所强
调的学习类型显著不同。它不是依靠可见的强化物塑造出新反应，也不仅仅靠观察来学习（虽然老师
对新技能或活动的演示可使其语言指导更清晰）。相反，指导学习更多地是一种思维和行动方面的“
学徒关系”，初学儿童在父母、教师、哥哥姐姐及技能更强的同伴指导下，日复一日，亲自动手，参
加诸如做饭、打猎、收庄稼、解题、打棒球等活动，学会大量有文化意义的技能（Rogoff，1998）。
因此，通过教导者向学习者的社会传递才能发生的合作（指导）学习，显然是非常有意义的社会化过
程，而这一点似乎被社会学习理论者忽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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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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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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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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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社会性与人格发展原本就有交叉，在这本书中很好的融合了。书中涉及的观点和理论都从正反两
方面进行了阐述。通俗易懂，也非常的实用，“雅俗共赏”--“雅”可以用于专业读物，“俗”可以
当成育儿指南。原本只是随便去书店逛逛，随便拿起这本书，就被他吸引了，最后一本被揉的皱巴巴
的书我都不忍心放下，果断带回。细读之后收获颇多。强烈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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