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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引 言

观察是人们认识世界、拓展思维、增长知识、发展智力的主要手

段。科学研究、生产劳动、艺术创作、教育实践等都离不开观察，都要

对所从事的对象进行全面、周密、精确的观察。人们只有对事物或现象

进行一番观察，才能认识它们，才能增长见识。没有观察，就不可能有

丰富的想象力和创造性的思维; 不进行观察，就不可能有新的收获和巨

大的成功。

观察是获得写作、实验、分析、提问、记录的素材和能力的重要途

径，尤其是精力旺盛、怀抱希望的广大青少年，只有拥有了极强的观察

能力，才能在自然条件下、生活中、学习中或实验中，认真观察各种自

然现象和事物及其变化情况，认识它们的特点和特性，才能了解现象及

其本质，从而丰富知识，提高自身素质。

俄国著名的生物学家巴甫洛夫在实验室大楼正面写有他的警句:

“观察，观察，再观察。”足以说明观察对于一个人的重要性。正如众

多的科学家、文学家、生物学家、哲学家、物理学家、化学家一样，都

凭着自己卓越的观察能力走到了成功之巅。

对于中小学生来说，如何正确观察，怎样在观察中启发自己积极的

思考，展开丰富的想象，努力拓展思维，关系到学生知识能力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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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能力是一个人智力结构的重要基础，是思维的起点，是聪明大脑的

“眼睛”。观察是学生获得感性认识的重要途径，是把感性认识进行思

维加工的前提。学生要在观察中学习知识，又要在知识的学习过程中学

会观察。因此，观察能力的培养和提升是轻松高效学习的前提条件。它

的培养和提高除了学生自己运用一些方法外，还有赖于对象的明确，以

及老师和家长的适当引导。

为了培养学生的观察能力，就要使学生明确观察对象。一般来说，

孩子好奇心强、活泼好动、注意力不集中，这样就很难完成观察任务，

也就达不到学习的目的。

要想培养和提升观察能力，学生除了具备细致认真的态度、敏锐的

洞察力、集中的注意力、优良的习惯、浓厚的兴趣、必备的知识、丰富

的经验、坚韧不拔的精神外，还应正确选择观察对象，有明确的观察目

的，制订周详的观察方案，做详细的观察记录，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抓住其特点。在掌握多种观察方法并进行相应训练的情况下，逐步提高

自身的观察能力。值得一提的是，观察方法的掌握可以促使学生自主观

察，并独立做好观察记录，受用终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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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一切成果源于观察

眼睛是心灵的窗口，通过这个窗口，我们接触世界，了解世界，认

识世界。可以说，观察是人类最基本的素质。通过观察，文学家创作了

优美的文学作品; 艺术家绘制出精美的图画; 科学家发明了重要成果;

医学家研制出攻克疾病的药品……观察对于任何工作都有重要意义，一

切科学研究、生产劳动、艺术创作都需要对其对象进行细致、深入的

观察。

总而言之，观察能力是取得一切优秀成果的前提，是一切人才的重

要能力之一，要想在某一领域有所成就，观察能力是必不可少的。

第一节 什么是观察和观察能力

观察，即仔细察看事物与现象，是人们有目的、有计划、有步骤、

比较持久地主动认识某种对象的知觉过程。观察是我们得到感性知识和

理性认识的一种方式，是对认知对象的接收与感应，是对认知事物的反

射，有利于我们对事物的整体认知与把握。

观察作为人脑对直接作用于感觉器官的事物整体的反映，它是一种

知觉活动。但是，观察又不同于一般的知觉。这是因为，第一，观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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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有目的、有计划的行为。例如，老师组织学生看日食，一般都事先

确定本次观察的目的、对象、时间、地点、方法等，而学生的观察活动

则是按照老师所确定的目的和计划进行的; 第二，观察过程有思维的积

极参与和引导。当然，这并不是说一般的感知活动就绝对没有思维的参

与。观察之所以不同于一般的知觉，就在于其中的思维活动是更有意

识、更为自觉的。为了达到观察的目的，思维不仅要对观察对象的每一

个细节进行比较和分析，而且总是不断地提出问题，积极地指引、调节

着观察活动的正常进行; 第三，观察具有持久性。观察不同于一次性的

瞬间知觉，它需要经过系统、持久甚至是反复地感知，才可能达到观察

的目的。观察的持久性，又使得观察与观察者的注意力、情绪、意志等

非智力因素相联系。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没有稳定的注意力、正常的情

绪和坚定的意志，观察难以持久地进行。

由此可见，观察远比一般的知觉复杂得多。从心理的意义上看，它

既是分析器系统综合作用下的知觉过程，又是思维积极参与下的智力活

动过程，它是知觉与思维的有机结合和统一。

观察是人们认识世界的重要途径，是智慧的源泉。尤其是青少年正

处于知识和智力迅速发展的时期，观察对他们来说更具有重要的意义。

观察对青少年发展的重要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观察是语言发展的基础

语言是人类在长期的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过程中产生并得到发展

的。作为语言的最小单位的每一个词，它所表达的内容都是客观对象在

人的意识中的概括反映。学生学习语言，只有在自主观察和亲身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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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对每一个词所表示的客观对象经过反复地分析、比较和概括，才能

真正理解和掌握词的意义。比如，月色 “朦胧”、山峰 “陡峭”、寒风

“凛冽”、空气“清新”等，学生对这些词的实际理解程度，总是随着

他们对相关事物的观察、理解的不断深入和实际感受的不断加深而提高

的。从根本上说，观察和实践是学生语言赖以发展的基础。

如果在学习的过程中，学生并没有真正感受、理解某些词语的真实

“含义”，而只是死记硬背那些抽象的词语解释，这样的学习效果就只

是片面的。一味地死记硬背，不注意联系实际，会使学生的思维变得迟

钝。长久下去，学生就会在阅读文章时缺乏语感，在写作时用词不当，

进而影响学习成绩以及学习兴趣。

二、观察是所学知识形象化的重要手段

一般来说，低年级学生容易接受鲜明、生动的形象，较难理解书本

上理性的知识和字词概念。他们在学习时常常会因为缺少具体、形象的

感性材料的支持，而使一些理性的知识变成了僵硬的、教条的东西。知

识不能得以消化和周转，是学生思维发生困难或受阻的重要原因。但是

通过观察，情况就会大不相同。在观察中，学生可以把所学的书本知识

与具体、生动的形象紧密结合起来，在边感知边思考的过程中达到对相

关知识的理解、掌握和运用，大大提高孩子习得新知识的效率。

三、观察是审美能力赖以发展的条件

出于人的不同需要，观察可以分为两种不同的类型。一种是现实性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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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观察，一种是审美性的观察。现实性的观察，是以实事求是的现实态

度去感知事物，它要通过理性的分析、比较和概括去识别事物的形

态、种类和属性，并注意从事物的因果联系上去考察事物的内在本质

和原因，从而能够判断出这一事物是什么，它为什么是这样。审美性

观察是以审美的态度去感知事物，它虽然离不开现实性做基础，但并

不以实用性为目的，而是与审美主体内在的特定的情感生活模式相联

系。审美性的观察并不满足于判断出这是动物，那是植物。它不是科

学的判断与分类，而是一种按照自身内在的情感生活模式的探求与把

握。一旦事物外在的形式结构与主体内在的情感生活模式相符合，便会

引起主体充分的注意和观察，进而透过事物的形式达到对其情感表现性

的把握。

例如，苏轼云 :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波浪怎么

会淘尽历史上的风流人物呢? 科学的意义上这显然是荒谬的。然而在审

美的意义上则是合情合理的———词人之所以会产生如此的感受，是因为

大江东去一去不复返的感性形态的特征与词人岁月流逝、历史无情这一

内在的情感生活模式的特征正好相似，从而达到情感上的谐振与共鸣。

可见，审美性的观察与现实性的观察有着本质的不同。

正因为观察是语言发展的基础，观察是所学知识形象化的重要手

段，观察是审美能力赖以发展的条件，所以我们必须把观察能力的培养

放在十分重要的位置。因为只有进行仔细观察，我们才会发现更多有趣

的现象，学到更多的知识。

何谓观察能力? 观察能力是指一种有目的、有计划、有步骤地知觉

事物的能力，是对客观事物认识分析，并发现和抓住其典型特征及内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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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质规律的能力。

观察能力与观察有着密切联系，脱离对客观事物的感知就无所谓观

察能力，即观察能力是以感知为基础而形成的。但观察能力是在感知活

动中表现出来的一种稳固的认识能力，而不是感受本身。观察是一种活

动，观察能力是迅速而敏锐发现事物的特征、性质、状态，并进行正确

描述的能力。

一个人的观察能力，是指善于通过观察活动，全面、迅速、深入、

精确地认识事物的特点的能力。日常生活中，很多人并没有好好利用自

己的眼睛进行观察。

观察能力是一切能力的基础。观察是人们在实践活动中认识世界、

改造世界的起点，它也是学生求知的入门。如果两个学生同时观察一只

猫，一个学生在观察中记录了猫的身长和体重，但他的数字不精确; 另

一个学生不仅准确地记录了猫的身长和体重，还记录了猫的毛色和叫

声。那么，相比之下，后一个学生的观察能力就较强，他知觉事物的能

力就更全面、更准确。

对于中小学生来说，如果忽视了必要的观察活动，忽视了观察能

力的培养，那么所造成的损失，将是在今后的学习过程中难以弥

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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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人名言

在学校工作的 36 年使我深信，在小学里对儿童进行教学，这

首先就是教给他们观察和发现世界。

———前苏联教育理论家、教育实践家 苏霍姆林斯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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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伟大的发现始于观察

在漫长的人类历史进程中，许多伟大的发现、杰出的成就都源自

观察。科学家和发明家通过异于常人的观察，为人类做出了重要的

贡献。

英国著名的生物学家达尔文从小就热衷于观察动植物。剑桥大学毕

业之后，他便自费搭乘英国政府组织的 “贝格尔号”军舰的环球考察

船进行漫长而又艰苦的环球考察活动。期间，达尔文对加拉帕戈斯群岛

进行了细致的观察，详细观察研究了岛上的植物和动物。为了进行更详

尽地分析研究，他竭尽所能地收集岛上兽类、鸟类、鱼类、贝类、昆虫

以及植物标本，并写了许多观察日记。

对于岸边的火山渣颗粒、近海水域的鱼类、岸上枝繁叶茂的灌木、

发出叫声的爬行动物、觅食的小昆虫……达尔文都没有放过。经过初步

的研究，达尔文认为加拉帕戈斯群岛的岛屿是由火山喷发物组成的。在

加拉帕戈斯群岛，达尔文还观察到一些奇怪的现象: 岛上所有的鸟类和

兽类都不怕人，当人们靠近时，它们不会惊觉飞走; 岛上的动植物，不

仅与距离它们最近的南美洲的动植物不同，而且岛屿与岛屿之间的动植

物也不相同。达尔文还惊奇地发现，加拉帕戈斯群岛上的大部分动植

物，不管是鸟类、爬行动物，还是蕨类植物、特有物种，都是举世无

双的。

达尔文不满足于对大自然的观察、搜集信息和整理标本，而是不遗

余力地探寻事实背后隐藏的规律，努力探索地球生命形成的神秘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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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 20 多年的研究，达尔文终于得出结论，出版了科学巨著——— 《物

种起源》。

在《物种起源》一书中，达尔文鲜明地提出了 “进化论”: 物种是

在不断地变化之中，由低级到高级、由简单到复杂的演变过程。达尔文

用观察研究的成果，推翻了 “神创论”和物种不变的理论，使人类对

地球生命的认识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他深入观察的加拉帕戈斯群

岛，便是他“进化论”思想的发源地。后来，达尔文把自己一生的成

就归结为认真观察的结果。

英国伟大的物理学家牛顿，非常喜欢对身边的各种事物进行仔细地

观察。他总是尽力通过不断的观察，把不懂的问题彻底弄明白。

有一次，突然屋外刮起了大风，顿时树叶掉落，沙石漫天，人们纷

纷跑回家。然而，牛顿却跑出屋外，一会儿顺风前进，一会儿逆风行

走，原来他是在实地研究顺风和逆风时的速度差。正是这种观察能力品

质，才成就了牛顿日后的伟大成绩。

我国明代著名的医学家李时珍，为了撰写 《本草纲目》，除了从相

关书籍中搜寻资料外，还有一项艰苦而复杂的任务，就是进行大量的调

查考证工作。在这个过程中，他几乎对每一种药物都要深入实地进行细

致的观察，了解药物的形状、生长习性以及药用价值。

当时，蕲州盛产一种白花蛇，牙齿尖且毒性强。人一旦被咬伤应立

即截肢，否则就会中毒身亡。但它对医治风痹、惊搐、癣癜等疾病有特

效，因此非常贵重。李时珍为了弄清这种蛇的有关情况，一方面向有关

人士请教，一方面请捕蛇人带他到实地进行观察。

在捕蛇人的帮助下，李时珍冒着生命危险，登上蕲州的龙峰山，仔



10

中
小
学
生
观
察
能
力
的
培
养
和
提
升

细观看了蕲蛇的体征、生活环境和生活习性，并且观看了捕蛇的全过

程。由于他亲眼目睹了这一切，因此他在 《本草纲目》一书中，对白

花蛇的介绍详尽而准确，甚至连蕲蛇与外地白花蛇的区别也描述得一清

二楚。

又如，鲮鲤，即穿山甲，也是常用的中药。南北朝时期的医学家陶

弘景说穿山甲白天爬上岩石，张开鳞甲，装出死了的样子，引诱蚂蚁进

入甲内，然后会闭上鳞甲，潜入水中，在水中张开鳞甲让蚂蚁浮出，再

吞食。为了验证史料的准确性，李时珍亲自上山，在樵夫、猎人的帮助

下，捉到一只穿山甲，从它的胃里剖出了许多蚂蚁。结果证实了陶弘景

的说法是正确的。但在仔细地观察中，李时珍发现，穿山甲吃蚂蚁时是

搔开蚁穴，进行舐食，而不是诱蚁入甲，下水后再吞食。于是，他纠正

了之前记录的不确切之处。

在观察的过程中，李时珍对不同的药物进行比较，对同一种药物的

各种不同记载、不同季节的采集、不同生长地点的药物功能也进行了比

较。即使对同一地点、同一季节采集的同一种药物，对它的茎、花、

叶、根不同部位的药性也要进行比较。由于经过了李时珍的严格观察与

实地考证，因此《本草纲目》具有很高的医药价值。《本草纲目》不仅

是我国自明代以来中医用药的重要依据，也是世界医药宝库的宝贵

财富。

类似的伟大发现、杰出发明还有很多: 鲁班的妻子云氏通过观察蘑

菇，发明了雨伞; 比罗通过观察实践，发明了圆珠笔……可以说，一切

的成就都离不开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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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头脑迟钝的人看来，整个自然界是铅灰色的; 可在睿智者眼

里，这个世界在燃烧在发光。

———美国作家 爱默生

第三节 观察是思维发展的基础

生活万象，千姿百态; 自然美景，美不胜收; 社会动态，无奇不

有。善于观察，才能了解事物、认识事物。观察，不属于思维的范畴，

但又与思维密切联系。观察，不仅能使主体获得丰富的感性材料，而且

可以形成对事物的初步认识; 这些感性的材料和初步的认识是进而理性

思维的前提和基础。真正有效的观察过程既包含感知的因素，也包含思

维的成分。在观察的过程中，如果不注意锻炼思维能力，那么这样的观

察只能是笼统、模糊、杂乱无章的，既不可能抓住事物的主要特征，也

不可能做出科学的判断。

一位教育家说: “观察是入门，思维是核心。”生理心理学研究结

果表明，从幼年时期开始就让孩子多看各种色彩鲜艳、形象生动的图

片，听一些节奏明快、旋律优美的乐曲，并且要经常到户外活动，观察

大自然中的各种事物，不仅视觉、听觉等感官经常得到锻炼，功能得到

提高，而且大脑皮层不断接受刺激，经常处于兴奋和活跃的状态，大脑

就会得到良好发育，智力水平就会不断提高。

观察是通过各种感官而实现的，其中视觉和听觉占有重要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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