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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该研究探讨了我国 7～9 岁汉族、基诺族、布朗族儿童的“心理旋转”能力 ,了解不同民

族的文化背景、年龄及性别差异是否对“心理旋转”产生影响。结果表明 :汉族儿童的结果与基诺

族及布朗族儿童结果存在明显差异 ,7～9 岁儿童的心理旋转能力随着年龄增长而发展。未见男女

性别上存在“心理旋转”能力上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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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

心理旋转是人们进行对象的空间定向的重要操作活动 ,自从 70 年代 Shepard 等开展了

“心理旋转”的研究以来 ,研究者们给予了广泛关注[1～2 ] 。一些研究者对“心理旋转”的机制、

空间表征以及影响“心理旋转”的有关因素进行了探讨[3～4 ]“心理旋转”实验大都采用视觉图

形进行 ,即将图形作两维空间或三维空间转动一定角度后 ,让被试判断其与另外的图形是否可

以重合。Shepard 指出 ,被试将两个图形作比较时 ,通常要在头脑里将一个图形转到另一个图

形的方位上来作比较 ,然后 ,作出是否“重合”的判断。一些研究表明 ,判断的难易与图形的旋

转角度、图形的结构特征、匹配图形的位置差 ,甚至个体的智力因素等有关[4～6 ] 。

本研究采用视觉图形方位匹配法 ,探讨汉族、基诺族及布朗族 7～9 岁儿童的“心理旋转”

能力 ,以了解年龄、性别差异以及不同文化背景等因素是否对“心理旋转”产生影响。

2 　方法

2. 1 　被试

参加本实验的被试共 82 人 ,分别是北京地区汉族、云南地区基诺族及布朗族 7～9 岁儿

童。其中汉族儿童 22 人 ,男女各半 ,年龄 7～9 岁 (7 岁与 9 岁儿童各 7 人 ,8 岁儿童 8 人) ;基

诺族儿童 30 人 ,男女各半 ,年龄 7～9 岁 (各年龄组均各为 10 人) ;布朗族儿童 30 人 ,男女各

半 ,年龄 7～9 岁 (各年龄组均各为 10 人) 。

2. 2 　实验材料

实验用的图片 12 套。每一套图片中都包含外貌相似 ,但所处的方位角度不同的 5 幅图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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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图 1 ,实验图形示例) 。其中有一幅图形无论你在任何方位上作任何角度方向的“心理旋

转”,都不能与其它的图形相“重合”。图形的形状有圆心形结构、三角形结构、四方形结构及齿

状形结构。

图 1 　“心理旋转”实验图形示例

2. 3 　实验步骤

实验是在一安静室内个别地进行。实验用的 12 套图片分别贴在一背景为浅白色的纸板

上。每次是随机地呈现其中一套于被试面前 ,要求被试在呈现其中一套图片时 ,又快又准地指

出不能“重合”的那一幅图形出来。判断正确的得“1 分”,错误或不知道的给“0 分”。12 套图

片全对的得 12 分。由主试记录被试完成判断时间及判断正误结果。

3 　结果与分析

3. 1 　不同民族 7～9 岁儿童视觉图形空间定向能力的结果比较

结果见表 1 所示。

表 1 　汉族、基诺族、布朗族 7～9 岁儿童视觉图形空间定向能力比较

组别
判断准确性

平均正确数 s 正确率 ( %)

判断时间

平均时间 (秒) s

汉 　族 (n = 22) 7. 81 2. 55 65. 08 8. 79 3. 38

布朗族 (n = 30) 3. 32 0. 68 27. 66 18. 50 8. 13

基诺族 (n = 30) 3. 78 1. 39 31. 50 20. 08 6. 45

　　从表 1 的结果可见 ,汉族儿童完成视觉图形空间定向判断的平均时间为 8. 79 秒 ,平均正

确率为 65. 08 % ;基诺族组平均时间为 20. 08 秒 ,平均正确率为 31. 50 % ;布朗族儿童平均时间

为 18. 50 秒 ,平均正确率为 27. 66 %。经 t 检验 ,汉族儿童与布朗族儿童及基诺族儿童 ,无论

判断正确率或判断时间的结果比较 ,均差异十分显著 ( p < 0. 001) 。基诺族儿童在判断准确性

上或判断时间上均略优于布朗族儿童 ,但差异未达到显著性水平 ( p > 0. 05) 。

3. 2 　7～9 岁不同性别儿童“心理旋转”能力结果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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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见表 2 所示。

表 2 　7～9 岁儿童不同性别结果比较

组别
判断准确性

平均正确数 s 正确率 ( %)

判断时间

平均时间 (秒) s

男性 (n = 22) 4. 55 2. 49 37. 90 15. 61 7. 89

女性 (n = 30) 4. 97 2. 62 41. 40 17. 62 8. 62

　　从表 2 的结果可见 ,在“心理旋转”能力上 ,7～9 岁儿童不同性别的结果不存在实质性差

异。无论判断准确性上或是判断时间 ,两者的结果差异比较 ,经 t 检验 ,均 p > 0. 05。

3. 3 　不同年龄儿童“心理旋转”能力比较

7～9 岁儿童“心理旋转”发展能力比较结果见表 3。

表 3 　不同年龄儿童心理旋转能力比较

组别
判断准确性

平均正确数 s 正确率 ( %)

判断时间

平均时间 (秒) s

7 岁 (n = 27) 3. 37 1. 98 28. 08 17. 95 7. 52

8 岁 (n = 28) 4. 96 2. 64 41. 33 18. 66 9. 54

9 岁 (n = 27) 5. 33 2. 85 44. 41 12. 6 24. 97

　　表 3 的结果可看出 ,7～9 岁儿童的“心理旋转”能力总的来说是随着年龄增长而逐步提高

的 7 岁儿童的平均正确率为 28. 08 % ,8 岁儿童为 41. 33 % ,9 岁儿童为 44. 41 %。7 岁与 8 岁

及 9 岁儿童的结果比较 ,差异性均达到显著性水平 ( p < 0. 05 及 p < 0. 01) 。在判断时间上 ,7

岁儿童与 8 岁儿童无明显差异 ( p > 0. 05) ,但二者与 9 岁儿童比较均存在明显差异 ( p <

0. 01) 。

4 　讨论

根据以往的研究 ,“心理旋转”能力的研究多集中于“心理旋转”的机制、操作策略及影响

“心理旋转”操作的主客观因素方面 ,对心理旋转能力的发展是否受文化背景、年龄差异、性别

差异等因素的影响 ,报道尚不多见。通过对不同民族 7～9 岁儿童的心理旋转能力的实验结果

表明 ,不同文化背景的儿童 ,即使在同一年龄阶段 ,心理旋转能力也存在着明显差异 ,北京地区

的汉族儿童的心理旋转能力 ,明显高于云南地区的基诺族儿童和布朗族儿童。这可能主要是

由于不同民族地区不同文化背景及经验的影响。

研究结果表明 ,不同年龄段的被试心理旋转能力是不同的 ,尤其是在准确性方面 ,9 岁儿

童及 8 岁儿童明显优于 7 岁儿童。准确性随着年龄增长而提高。在判断时间方面 ,9 岁儿童

也明显优于 7 岁及 8 岁儿童。但与成年人 (中青年) 的结果比较 ,仍然明显低于成人结果[7 ] 。

Piaget 认为儿童要到 7～8 岁时 ,才开始心理旋转的操作[8 ] 。也有研究表明 ,个体表象旋转能

力大约在 10 岁以后才开始发展[9 ] 。从我们的实验结果来看 ,7～9 岁儿童已经开始发展了心

理旋转能力已是无疑 ,但其操作水平仍处于较低的水平 ,尚属于逐步向前发展阶段。至于在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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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年龄阶段人类的心理旋转能力发展到最充分 ,还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

关于心理旋转能力有无性别上的差异 ,有研究表明 ,3～7 岁幼儿在心理旋转能力方面不

存在性别上的差异[10 ] 。在我们这项研究中 ,7～9 岁儿童未发现心理旋转能力存在性别上的

差异。心理旋转能力看来更多受文化因素及年龄因素的影响 ,而不受性别差异因素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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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Mental Rotation of Han ,

Bulang and Jinuo Children Aged 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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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investigated the mental rotation of Han , Bulang and Jinuo children aged 7～9. 12 sets of visual

figures with different shape were used as experimental samples in this study. Each set includes five similar figures.

The subject was asked to find out among the five figures the one which can not be matched with the others in spatial

position.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accuracy of matching speed in figure matching of the Han children were much

better than that of Bulang and Jinuo children. The accuracy and of figure spatial position matching increased the

age. There were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between male and female in their mental rotation.

Key words : children , ;figure ;mental rotation ;compari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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