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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婴幼儿常用测评量表中观察要目来源介绍 

DDST  

1967

DDST 6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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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DDST  

能区 意义 项目举例 

个人社会技能 
反映儿童对周围人应答能力和

日常生活自理能力 

应答性微笑、开始认生、用杯

子喝水、脱外衣、容易与母亲分

开、会扣扣子 

精细运动与

适应行为 

反映儿童的精细运动能力以及

儿童对外界事物分析和综合的能

力 

视线跟踪、两手放在一起、拇

指与食指夹小丸、自发乱涂乱画、

模仿画垂直线、模仿搭桥 

语言 
反映儿童听觉、发声、理解和

语言表达能力 

对铃声有应答、学样发音、有

意识地叫爸爸妈妈、说出姓名、

理解介词、说反义词 

大运动 

反映儿童头的控制、坐、爬、

站、走、跑、跳、独足站立及身

体平衡能力 

俯卧抬头、翻身、自己坐、独

站、倒退走、踢球、独脚跳、脚

跟对着脚尖走 

10 30  

GDS  

1940

1-1-2  

4 3  

  

  

  

 -  

8 8 4 /16 /28 /40 /52 /18

/24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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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Q  

DQ = /  × 100%  

60  

1-1-2   

婴幼儿智能发育阶段初步检查表 

关键

年龄 

成熟 

阶段 
动作能力 应物能力 言语能力 应人能力 

4 周 仰卧 

不能控制头部，仰

卧姿势左右不对

称 

眼光能短暂跟随

人、物，给玩具立

即放弃 

面部无表情，喉头

作微声 
凝视四周 

16 周 仰卧 

颈可竖直，头微摇

动，仰卧姿势左右

对称 

开始接近有响声的

玩具，注视手中有

响声的玩具 

发出咕咕声，出声

笑 
自动微笑 

28 周 坐 
扶起独坐，身体前

倾 

伸手拿玩具，能将

玩具自一手递交他

手 

呼号，哭时作 姆

姆 声 
将足置于口 

40 周 坐 
可独坐，爬行，扶

着物件站立 

能将两样玩具放在

一起，平指摘小丸 

能呼 爸爸妈妈 ，

除 爸妈 外能说

另一字 

懂得成人逗玩，能

自己吃饼干 

52 周 运动 搀一手行走，摇摆 
能把方木置于杯

中，试堆叠二方木 

能说二字，对 给

我 二字有反应 
穿衣时能合 

18 

个月 
运动 

独自行走，自坐于

小椅子中 
堆叠 3～4 块方木 

能说 10 字言语

（无任何意义） 

白天能控制大小

便；能携带及抱娃

娃 

24 

个月 

幼儿园

前期 

能跑，自行上下楼

梯 

堆叠 6～7 块方木，

模仿画圆圈 

能说 2～3 字短

语，能说 3～5 张

画片中物名 

白天预示大小便，

能照顾娃娃入睡 

36 

个月 

幼儿园

前期 

能骑三轮脚踏车，

能一足短暂独立 

模仿叠方木成品字

形、房屋型，模仿

画十字 

能成句，能说出姓

名、性别 

能自己吃食物，能

自己穿袜解扣 

BS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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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9

2 2.5

 

 163

 

 81  

 24

   

1-1-3   

年龄（月） 项目 年龄（月） 项目 

3.8（2～6） 头转向铃声 11.0（9～16） 独站 

3.9（2～6） 头转向拨浪鼓 11.7（9～17） 独走 

4.1（2～6） 手接近方木 12.6（9～18） 自己站起来 

4.3（2～7） 主动玩桌子边角 13.3（9～18） 投球 

4.4（2～6） 在伸手购物时手眼能协调 14.1（10～20） 向侧面走 

  14.6（11～20） 退走 

2  

0 3  

1981 12 10

12 15 000

8 5

8 1 4 7 10 13 18 24

36 5  

 13  

 12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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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13  

1-1-4  0 3  

    月龄 

项目 
1 2 3 4 5 

大运动 
拉 腕 坐 起

头竖直片刻 

俯 卧 头 抬

离床面 

俯 卧 抬 头

45 度 

俯 卧 抬 头

45 度 

扶 腋 下 可

以站立片刻 

独 坐 头 身

前倾 

精细动作 
触 摸 手 掌

紧握拳 

拨 浪 鼓 留

握片刻 
两手相握 

摇 动 并 注

视拨浪鼓 

抓 住 近 处

玩具 

适应性 

眼 跟 红 球

过中线 

听 声 音 有

反应 

立 刻 注 意

大玩具 

眼 跟 红 球

180 度 

偶 然 注 意

小丸 

找到声源 

手 拿 一 方

木，但眼睛注

视另一块 

语言 
自 发 细 小

喉音 

发 a，o，e

等音 
笑出声 会尖叫 咿呀作声 

社交行为 
眼 睛 跟 踪

走动的人 

逗 引 时 有

反应 

灵敏模样 

见人会笑 
认母亲 

见 到 食 物

兴奋 

测查日期      

智龄      

实际年龄      

发育商      

0 3

20 30  

0 3 CDCC  

1984

0 3

1986 12

1 600 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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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 61 0 3

CDCC  

 121

MDI  

 61

PDI  

0 3

30

 

CCTS  

1996

Carey

Thomas Chess ,

 

1997 4

4 4

8 12  

0 3 CCTS 95 97 192

1-1-5  

1-1-5   

气质维度 含义 低值 高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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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水平 

（activity level） 

指活动（游戏、进食、睡眠）中

身体活动的数量，即活动和不活动

期之比 

不活跃 活跃 

节律性 

（rhythmicity） 

指饥饿、睡眠、大小便等生理活

动是否规律 
有规律 无规律 

续表     

气质维度 含义 低值 高值 

趋避性 

（approach-withdrawal） 

指对新刺激的最初反应特点，即

接受或躲避 
有章可循 无章可循 

适应性 

（adaptability） 

指对新环境或新刺激的适应过

程的快慢，即快、中等、慢 
容易适应 不容易适应 

反映强度 

（intensity of reaction） 

情绪反应的强烈程度，指反应的

能量水平，不管它的性质或方向 
低 高 

心境特点 

（quality of mood） 

主要的情绪表现是积极的还是

消极的 
积极、愉快 

消极、不 

愉快 

持久性 

（persistant） 

指专心于活动的时间，分心对活

动的影响，即从事单一活动稳定时

间的长短 

长、持久 短、不持久 

注意分散 

（distract） 

指注意力是否容易从正在进行

的活动中转移 
易转移 不易转移 

反应阈（threshold） 
引起一个可以分辨的反应所需

要的刺激强度，如光、噪音或其他 

高阈值、 

不敏感 

低阈值、 

敏感 

 

第二节  常用 0～3 岁婴幼儿早教方案学习内容介绍 

0 3

0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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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GH/SCOPE  

1975

2

6 key experi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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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58

 

  

1．以视觉、听觉、触觉、味觉及嗅觉来辨认物体 

2．模仿行动与声音 

3．将模型、图画以及照片和真实的地点与事物加以连接 

4．假装与角色扮演 

5．用陶土、砖块和其他材料来制作模型 

6．素描与绘画 

  

7．与他人谈论个人有意义的经验 

8．形容物体、事物与关系 

9．从语言中找出乐趣；聆听故事与诗，编辑故事与诗 

10．以不同的方式书写：画画，涂鸦，写出文字式的形体、自创的拼字，

传统形式写字  

11．以不同的方式阅读：阅读故事书、标志和符号、个人的作品  

12．听写故事  

  

13．能够做出和表达自己的选择、计划和决定  

14．解决在玩耍中所遭遇的问题  

15．照顾到本身的需要  

16．以文字来表达感情  

17．参与团体的例行活动  

18．注意他人的情绪、利益和要求  

19．建立儿童与成人的关系  

20．创造并体验通力合作的游戏关系  

21．应付社会冲突  

  

22．以非移动的方式移动（定点移动：弯曲、扭转、摇晃、摆动手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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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以移动的方式移动（非定点移动：跑步、向前跳、向上跳、跳跃着往

前走、前进、爬行） 

24．与物体一起移动  

25．在移动时表现出创意  

26．叙述移动的行为  

27．根据前进方向来移动  

28．感觉并表现出有规律的节奏  

29．以正常的节奏依序移动  

  

30．跟着音乐移动（律动） 

31．探索并辨认声音 

32．探索歌声的声音 

33．发展出旋律 

34．唱歌 

35．弹奏简单的乐器 

  

36．探讨并形容事物的相似处、相异处及属性 

37．区分并形容出形状 

38．分类与匹配 

39．以几种不同的方法来使用并叙述某项事物 

40．一次记住超过一种属性 

41．分辨“一些”与“全部”的属性 

42．叙述某项事物所不具有的特性，或是它不属于的类别 

  

43．比较属性（较长的/较短的，较大的/较小的） 

44．将几件东西依照顺序或模式加以排列，并叙述它们之间的关系（大/较

大/最大，红/绿/红绿） 

45．在尝试与错误中将一套有顺序的物体安排在另一个系列或模式中（小

杯子—小碟子/中杯子—大碟子） 

  

46．比较两组物体的数目，来确定何者“较多”“较少”，或是“数目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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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以一对一相符合的方式来安排两组物体 

48．计算物体的数目 

  

49．填满和倒空 

50．将物体组合与拆开 

51．改变物体的形状与组合法（包装、扭曲、拉长、堆垒、围绕） 

52．从不同的空间来观察人、事、物 

53．在游戏空间、建筑物与邻近地区中，体验并叙述位置、方向与距离 

54．解释图画与照片中的空间关系 

  

55．在指示下开始或停止某一行为 

56．体验并叙述移动的速率 

57．体验并比较时间的间隔 

58．预期、回想并描述事件的顺序 

The Creative Curriculum for Infants

Toddlers  

J 1997

0 3

0 3 6  

  

1. 在与他人的关系中觉得受重视、有安全感 

2. 觉得自己很能干并以此为荣 

3. 表达独立的欲望时能够受到支持 

  

4. 通过动作、声音和渐渐累积的词汇表达各种情绪 

5. 用适当的方式表达情绪 

  

6. 与照顾者发展信任关系 

7. 表现出对同伴的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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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表现出关爱和合作 

9. 通过模仿和扮演，尝试不同的角色和关系 

  

10. 能用非语言的方式表达需求和想法 

11. 倾向于讲母语 

12. 能回应口语和非口语的要求 

13. 能用语言沟通 

  

14. 发展大动作 

15. 发展精细动作 

16. 发展手眼协调 

17. 学习生活自理能力 

  

18. 对基本的概念和关系有所了解 

19. 能将既得知识运用到新情景中 

20. 懂得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    

6

60

1-2-1  

FPG  

FPG D.

1-2-2  

FPG

FPG 0

http://baike.sogou.com/lemma/ShowInnerLink.htm?lemmaId=8342105&ss_c=ssc.citiao.link
http://baike.sogou.com/lemma/ShowInnerLink.htm?lemmaId=8342105&ss_c=ssc.citiao.link
http://baike.sogou.com/lemma/ShowInnerLink.htm?lemmaId=8342105&ss_c=ssc.citiao.l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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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1993

0

6

0 6 1-2-3  

  

1-2-1  18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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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FPG  

 

1-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