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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历史与理论 
1．历史 
（1） 朱智贤、林崇德． 儿童心理学史[M] ．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1989  
（2） 许政援等．儿童发展心理学[M] ．长春：吉林教育出版社. 1996 
（3） 车文博．西方心理学史[M] ． 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 1998 
（4） 叶浩生． 西方心理学历史与体系[M] ． 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 1998 
（5） 林崇德．发展心理学的现状与展望[J] ． 北京师范大学学学报，1998,1 
（6） 林崇德． 发展心理学[M] ． 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 2002 

2-3．代表人物 
皮亚杰 
（1） 皮亚杰. 教育科学与儿童心理学. 傅统先译. 北京:文化教育出版社,1982  
（2） 皮亚杰. 皮亚杰学说及其发展[M] . 陈孝禅等编译. 长沙: 湖南教育出版社, 1983.  
（3） 埃德?拉宾诺威克兹著。皮亚杰学说入门——思维、学习、教学。人民教育出版
社，1987 
（4） 颜青山。认识发生的空间维度——兼评皮亚杰学说的心理学地位。武陵学刊，
1996，（4）：34－37 
（5） 皮亚杰. 发生认识论原理. 王宪钿等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 23. 
（6） 陈英和，认知发展心理学。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 

维果斯基 
（1） 林崇德．发展心理学．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2年． 
（2） 朱智贤．儿童心理学．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年． 
（3） 段鑫星 段爱爱。皮亚杰与维果斯基心理学比较研究初探。中国矿业大学学报(社
会科学版), 2001，（4）：33－38 
（4） 龚浩然. 维果茨基及对现代心理学的贡献——从纪念维果斯基诞辰100 周年国际
会议说起.心理发展与教育, 1997, (4)：61－64 
（5） 安连义。维果茨基与建构主义。天津市教科院学报，2004（4）：51－55 

弗洛伊德 
（1） Bee. L. Lifespan Development, Addison-Wesley Educational Publisher Inc. 1998. 
（2） （美）格莱因著，计文莹译：《儿童心理发展的理论》，湖南教育出版社，
1983年第1版； 
（3） 刘金华．儿童发展心理学（修订版）．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 
（4） 宋广文，王云强。关于弗洛伊德与皮亚杰心理发展观的比较分析。心理学探新, 
2001年 04期：7－11 



（5） 车文博. 弗洛伊德主义论评. 长春:吉林教育出版社,1992. 588. 
（6） 叶浩生. 西方心理学的历史与体系. 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8. 618. 

荣格 
（1） 曾玲娟。从东西方文化看弗洛伊德和荣格的理论差异。株洲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
报, 1997（4）：37－40 
（2） 郑洪冰，蔡仲林，魏祖志。荣格分析心理学理论述评。新乡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
报, 1994年 04期，46－49 
（3） 荣格。荣格文集。冯川译，改革出版社，1997 
（4） (美)C S. 霍尔,V J. 诺德贝. 荣格心理学入门.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87

4．发展基本问题 
（1） 皮亚杰. 教育科学与儿童心理学. 傅统先译. 北京:文化教育出版社,1982 
（2） 朱智贤．儿童心理学[M] ．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 
（3） 刘金华．儿童发展心理学（修订版）．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 
（4） 林崇德．发展心理学．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2年． 
（5） Bee. L. Lifespan Development, Addison-Wesley Educational Publisher Inc. 1998. 
（6） Shaffer，D.R.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6th ed.) Belmont: 
Wadsworth/Thomson Learning ,Inc. 2002.

二、研究方法 
５．研究类型 
（1）王重鸣. 心理学研究方法[M]. 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 1990 
（2）朱智贤,林崇德,董奇,申继亮.发展心理学研究方法.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1（3）董奇.心理与教育研究方法.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1992年. 
（4）朱智贤．儿童心理学．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年． 
（5）朱莉娅?贝里曼等著．陈萍,王茜译．发展心理学与你．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年． 
（6）李亚琴. 发展心理学研究方法的新进展[J]. 青海师范大学学报，2002, 2 

６．研究方法 
（1）朱智贤,林崇德,董奇,申继亮.发展心理学研究方法.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1
（2）杨治良. 实验心理学[M]. 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 1996 
（3）陈向明. 质的研究方法与社会科学研究[M]. 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 2000 
（4）贺革. 试论心理学研究方法的新发展[J]. 长沙大学学报, 2000, 1  
（5）林崇德．发展心理学．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2． 
（6）沈德立，白学军．实验儿童心理学．安徽教育出版社,2004 

三、生物学基础与胎儿发育 
7．生命的开始与遗传基因 
（1） 许政援、沈家鲜、吕静、曹子方编著。《儿童发展心理学》。吉林教育出版社，
1987
（2） Bee. L. Lifespan Development, Addison-Wesley Educational Publisher Inc. 1998. 
（3） 林崇德. 发展心理学[M]. 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 1998 
（4） 劳拉?E?贝克著，吴颖等译。儿童发展，江苏教育出版社。2002 

8．胎儿发育与神经系统形成 
（1） 朱智贤．儿童心理学．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年． 
（2） 刘金华．儿童发展心理学（修订版）．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 
（3） 陈俊。胎儿心理研究进展。心理学动态, 1999（2）：70－73 
（4） 庞丽娟等。婴儿心理学。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3 
（5） 孟昭兰。婴儿心理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 
（6） 李虹。胎教音乐对胎儿影响的实验研究。心理学报，1994，26（1）：51－57 



四、婴儿期 
9．动作发展 
（1） 庞丽娟,李辉.婴儿心理学.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3年. 
（2） 朱智贤．儿童心理学．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年． 
（3）林崇德．发展心理学．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2年． 
（4）董奇，陶沙，曾琦，J.凯帕斯.论动作在个体早期心理发展中的作用.北京师范大学
学报(社会科学版),1997(4) 

10．感知运动智慧 
（1）庞丽娟,李辉.婴儿心理学.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3年. 
（2）朱智贤．儿童心理学．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年． 
（3）林崇德．发展心理学．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2年． 
（4）李哲天.父亲是孩子最好的玩伴.学前教育研究,2001(6) 
（5）陈向阳.关于知觉的先天性与后天性问题的实验研究.天津师大学报(社会科学
版),1999(1)  

11．语言发展 
（1） 庞丽娟,李辉.婴儿心理学.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3年. 
（2） 朱智贤．儿童心理学．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年． 
（3） 林崇德．发展心理学．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2年． 
（4） 刘振前,时小英.国外言语感知研究述论—兼谈语言教学问题.四川外语学院学
报,2002(3) 
（5） 婴儿语言发展检核表.中国保健营养,1996(11)  
12-13．情绪与社会性发展 
（1） 庞丽娟,李辉.婴儿心理学.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3年. 
（2） 朱智贤．儿童心理学．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年． 
（3） 林崇德．发展心理学．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2年． 
（4） 陶国泰.婴儿精神医学的兴起.中国儿童保健杂志,2004(2) 
（5） 钟鑫琪 刘建安 李秀红.婴儿与母亲的交往及依恋.华南预防医学,2004(1)  

五、幼儿期 
14．游戏的发展 
（1） 林崇德．发展心理学．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2年． 
（2） 朱莉娅?贝里曼等著．陈萍,王茜译．发展心理学与你．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年． 
（3） 高月梅,张泓.幼儿心理学.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3年. 
（4） 张增贵,宗占营.游戏与幼儿的心理发展.天中学刊,1995(S1) 
（5） 胡金香.幼儿游戏中的显性和隐性作用.基础教育研究.1995(1)  

15．语言发展 
（1） 林崇德．发展心理学．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2年． 
（2） 朱莉娅?贝里曼等著．陈萍,王茜译．发展心理学与你．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年． 
（3） 高月梅,张泓.幼儿心理学.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3年. 
（4） 周兢．学前儿童语言教育．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16．认知发展 
（1） 陈英和，认知发展心理学.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 
（2） 林崇德．发展心理学．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2年． 
（3） 高月梅,张泓.幼儿心理学.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3年. 
（4） 王霞. 儿童认知发展研究的前沿与动向[J]. 心理科学, 2001, 5  

17．心理理论 
（1） 朱智贤．儿童心理学．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年． 
（2） 林崇德．发展心理学．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2年． 
（3） 高月梅,张泓.幼儿心理学.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3年. 



（4） 陈英和，姚端维，郭向和.儿童心理理论的发展及影响因素的研究进展，心理发
展与教育, 2001（3） 
（5） 陈满琪,李春.儿童心理理论研究现状与发展趋势[J].江西教育学院学报,2003,(2). 
（6） 认知发展研究的新领域：儿童“心理理论”研究，教育心理，2002（1） 

18．个性与社会性发展 
（1） 朱智贤．儿童心理学．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年． 
（2） 林崇德．发展心理学．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2年． 
（3） 高月梅,张泓.幼儿心理学.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3年. 
（4） 陈卫红.促进幼儿社会性发展的探索.教育评论，2002（3） 
（5） 邓赐平 桑标 缪小春.幼儿的情绪认知发展及其与社会行为发展的关系研究.心理
发展与教育，2002（1） 

六、童年期（小学） 
19．学习与认知发展 
（1） 陈英和，认知发展心理学。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 
（2） 龚少英，盖笑松，刘国雄等。小学儿童认知发展的个体差异研究。心理科学, 
2004，27（6）：1314－1316 
（3） 刘范, 张增杰主编. 儿童认知发展与教育. 北京: 人民教育出版社, 1987  
（4） 邓赐平，桑标，缪小春。儿童认知发展研究的前沿与动向。心理科学, 2001，24
（5）：549－552 

20．社会性发展 
（1） 陈会昌。儿童社会性发展的特点、影响因素及其测量──《中国3－9岁儿童的
社会性发展》课题总报告。心理发展与教育, 1994（4）：1－17 
（2） 邹泓等。发展心理学：儿童与青少年。北京：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05 
（3） 张文新。儿童社会性发展，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 
（4） 沈德立主编。小学儿童发展与教育心理学。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3 

七、青少年期 
21．生理发育 
（1） 朱智贤．儿童心理学．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年． 
（2） 林崇德．发展心理学．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2年． 
（3） 朱莉娅?贝里曼等著．陈萍,王茜译．发展心理学与你．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年． 
（4） 黄煜峰,雷雳.初中生心理学.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3年. 
（5） 郑和钧等.高中生心理学.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3年. 
（6） 周艳.浅谈青春期教育.天津教育，2000（12） 
（7） Steinberg, L., Adolescence. McGraw-Hill, Inc., 1996. 

22．性教育 
（1） 黄煜峰,雷雳.初中生心理学.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3年. 
（2） 郑和钧等.高中生心理学.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3年. 
（3） 霍金芝.青少年性心理和性行为发展及表达.中国心理卫生杂志，2003（5） 
（4） 柴万发.谈中学生性心理发展的特点与性教育问题.吉林教育科学，1995（8） 

23．认知发展与学习 
（1） 朱智贤．儿童心理学．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年． 
（2） 林崇德．发展心理学．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2年． 
（3） 朱莉娅?贝里曼等著．陈萍,王茜译．发展心理学与你．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年． 
（4） 弗拉维尔等著 邓赐平等译.认知发展.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 
（5） 申继亮等. 当代儿童青少年心理学的进展[M]. 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 1993 

24．自我发展 
（1） 林崇德．发展心理学．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2年． 



（2） 朱莉娅?贝里曼等著．陈萍,王茜译．发展心理学与你．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年． 
（3） 邹泓等.发展心理学：儿童与青少年。北京：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05 
（4） 张文新.青少年发展心理学. 山东人民出版社， 2003 
（5） 程乐华，曾细花. 青少年学生自我意识发展的研究. 心理发展与教育, 2000（1） 

25．情绪与社会性发展 
（1） 林崇德．发展心理学．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2年． 
（2） 朱莉娅?贝里曼等著．陈萍,王茜译．发展心理学与你．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年． 
（3） 张文新.青少年发展心理学. 山东人民出版社， 2003 
（4） 邹泓等.发展心理学：儿童与青少年。北京：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05 

26．青少年问题行为 
（1） 林崇德．发展心理学．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2年． 
（2） 张文新.青少年发展心理学. 山东人民出版社， 2003 
（3） 邹泓等.发展心理学：儿童与青少年。北京：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05 
（4） 蒋奖.父母教养方式与青少年行为问题关系的研究.健康心理学杂志.2004（1） 
（5） 袁书华.不良亲子关系对青少年社会化中问题行为的影响及其对策.青少年研究-山
东省团校学报,2003,(2)  

八、成年期 
27．发展任务 
（1） 林崇德．发展心理学．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2年 
（2） 程学超.中年心理学.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1年. 
（3） 朱莉娅?贝里曼等著.陈萍,王茜译.发展心理学与你.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 
（4） Hoyer, W. J. et al., Adult Developmental and Aging. McGraw-Hill College, 1999. 
（5） 李 茵，申继亮，陈 勃。成人期社会情绪问题研究进展，心理科学, 2001
（3）：25－30 
（6） 申继亮，陈勃，王大华。成人期基本认知能力的发展状况研究，心理学报，
2000，32（1）：54－58 
（7） 孙长华，吴振云，吴志平等。成年人分类概括力水平的年龄差异及其与记忆的关
系。心理科学，1996，19（3）：129－133 
（8） 吴振云，孙长华，吴志平等。年龄、作业难度和训练对成人记忆的影响。心理科
学，1995，18（6）：341－345 
（9） 吴振云，孙长华，吴志平等。成年人日常生活记忆的研究。心理科学，1998，
21（5）：390－393 
（10） 许淑莲，吴振云，吴志平等。成年期自我概念的年龄差异研究。心理科学，
1997（4）：289－293 

28．成人发展的理论 
（1） 赫洛克著,胡海国编译.成人心理学.台北：桂冠图书公司，1984年 
（2） 程学超.中年心理学.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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