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1994-2010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心理与行为研究
, 一

翻成此 尸妙 切岁 吻

儿童绘画与语言关系的发展研究综述

李 廷 李文馥 杨玉芳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

,

北京

摘 要 儿童绘画与儿童语言的关系
,

是儿童绘画心理及符号认知发展研究中的重点和难点问题
。

文章在简要 回

顾儿童绘画心理相关研究的基础之上
,

从绘画与语言都是符号
、

二者在发生和发展过程中的相似性以及二者心理

发展阶段 的一致性等方面介绍 了儿童绘画与语言相互关系的研究
。

这些研究的结果表明
,

不同符号系统之间联系

的焦点在于意义
,

意义是沟通两个符号系统的纽带
。

儿童绘画与语言的关系随着儿童的发展而变化
。

文章还分析

了这些研究中存在的不足并提出了今后研究的思路
。

关键词 儿童绘画
,

语言
,

符号
,

意义
。

分类号 科

引言

儿童画具有独特的表现方式
,

是儿童表达 自我

的一种工具
。

近一百多年来
,

众多学者从不同角度

对儿童绘画进行 了研究
。

特别是发展心理学家
,

把

儿童绘画看作儿童心理发展的一面镜子
,

通过绘画

来研究儿童的心理发展
。

传统的儿童绘画心理研究一直遵循绘画图形表

现的思路
,

侧重对绘画作品的物理形态 图形本身

的研究
,

比如线条的运用
、

画法和图形 形状 等

随年龄发展而变化的特点等等
。

从早期的
, 、 冈

、
工

、

和 习等

人对儿童画的透明和夸张画法
、

儿童绘画 中缺少空

间组织的特点以及儿童绘画随年龄发展而变化过程

的研究开始
,

到后期
“

画所知
”

回还是
“

画所见
” 卜

, ’】的争论以及从信息论的角度
,

探讨绘画过程 中的

编码策略问题 的研究 都关注儿童绘 画 的图形表

现
,

研究的结果都囿于图形与画法的发展变化之中
。

近期一些对儿童绘画编码特点及其发展过程

和儿童绘画摹写的语义编码特点的研究
,

都认为

语义是影响儿童绘画编码的重要 因素
。

儿童绘画不

是简单的摹写过程
,

它始终伴有语义加工
。

深人研
究和揭示儿童绘画的特点和规律

,

不能仅仅停留在

对画面图形 的分析上
,

还要关注绘画 中语义 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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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儿童绘画语义表达的研究究其实质
,

涉及的是

图形和语言这两个符号系统在儿童发展过程中的相

互关系问题
。

儿童绘画图形符号与语言关系的研究

均在提到有关绘画和 口 头语言

关系的研究时
,

用
“

少得出奇
”

一词来形容这方面

研究的数量
。

下面将从尽可能搜集到的文献中
,

分

析绘画与语言关系的相关研究
。

绘画
、

语言与其连接纽带
—

意义

中国传统哲学很早就有对绘画和语言关系的论

述
。

言
、

象
、

意是 中国哲学史上三个重要的范畴
。

“

言
”

是指语词或语句
,

又称为辞或语
“

意
”

是

指概念或命题
,

有时又称为
“

志
” 。 “

言
”

和
“

意
”

之间的关系是一种表达与被表达的关系
, “

言
”

是
“

意
”

的表达形式
, “

意
”

是
“

言
”

的思想 内容
。

所以有
“
以辞抒意

”

《墨经
·

小取 》
、 “

言者以喻

意也
”

《离谓 的说法
。

在 《周易 》中
, “

言
”

和
“

意
”

之间引人 了
“

象
”

这个范畴
。

言不能尽

意
,

只有象才能尽意
,

所 以
“

圣人立象 以尽 意
” 。

这里 的
“

象
”

是指用卦交符号所表示 的
“

物象
” ,

“

象其物宜
,

是故为之象
” 。

王弼对
“

言
” 、 “

意
” 、

“

象
”

三者的关系论述得最为充分
。

他说
“

夫象者
,

出意者也 言者
,

明象者也
。

尽意莫若象
,

尽象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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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言
” 。 “

得意在忘象
,

得象在忘言
。 ”

意思是说
,

象是表意的工具
,

只有象才能尽意 言是明象的工

具
,

只有言才能尽象 忘言忘象才能得意
。

他的思

想肯定了言和象在传达意义 中的作用
,

指出了言和

象的相互促进
、

相互补充的关系
,

人在认识过程中

要透过言象把握意义
。

从现代符号学 的观点来

看
, “

言
”

和
“

象
”

都是符号
, “

意
”

就是言和象

所代表和传递的信息
, “

言
”

和
“

象
”

是达
“

意
”

的工具
。

虽然 门指出
,

应当把儿童早期符号的发

展看成是一个整体
,

各种符号能力之间有着非常紧

密的联系
,

而 尹 认为
,

各种符号能力之间

根本不存在联系
。

但是
,

符号发展的另一方面
—与语义或意义相关的部分 的关系却不是那么简单

。

盯 和 ’
把这种与意义相关的符号之间的联

系 称 为符 号 的
‘·

发 展 之 波
”

。

即语义或意义的
“

波浪
”

会波及到各个符号

系统
,

是意义这根红线将各个符号系统连在一起
。

固提 出由形式
、

内容和使用三个相互重

叠的部分组成的语言模型
。

根据这个模型
,

他分析

了视觉语言与 口 头语言的关系
。

口头语言的形式包

括声音
、

词汇以及语法
。

相应的
,

视觉语言中的形

式是指艺术家表达出的物质形态
,

是以艺术元素和

设计原则来描述的
。

大多数艺术作品都表现了艺术

家对作品形式的关注
。

语言的内容相当于视觉艺术

中的意义
。

意义通常体现在符号中
,

所以
,

一些艺

术家为了创造意义而有意识地安排和使用符号
。

在

的框架 中
,

使用是指要达到 目标 的语言的多

种功能
。

在视觉艺术当中的使用是指艺术家的创作

过程和最终达到的 目的
。

模 型提 出的形式
、

内容和使用恰好与符号的形式
、

符号的意义和符号

的使用者三个因素是相对应的
。

其中
,

符号的意义

是对这三个部分的连接
。

可见
,

绘画与语言都是符

号
,

是建立二者关系的前提
,

意义是沟通不同符号

系统的纽带
。

绘画 与语言符号在发生发展过程 中的相似性

与相互作用

认为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儿童画 中都

有被称作
“

字形
”

的视觉单元形式
。

这些单元就像音位一样
,

根据一系列视觉
“

语法
”

排列在一起
,

形成有意义的画面
。

这些
“

字形
”

是

普遍存在的
,

就像普遍存在 的深层语法结构一样
。

图形符号体系产生 了类似于语言的一个结构
,

所 以

图形符号可以与语言相类 比
。

他还指出
,

儿童绘画

发展的社会文化方面也同语言类似
。

儿童在同伴群

体内相互学习
,

他们生成了一整套符号系统
。

这一

套系统不完全是个人的
,

是从共同的群体中生成的

符号体系
。

个体对符号的采用
、

整合或对这些图形

结构的扩展都具有文化的确定性
,

和某一种语言的

词汇一样都是约定俗成的
、

规范的
。

和 通过一项干预研究揭示 了

绘画与语言之间的关系
。

他们认为
,

语言与绘画的

发展过程中有一些重要的特征是相同的
。

比如在信

息的输入与交流方面
,

两者就有一个共 同的模式
。

他们假设
,

儿童对外部语言刺激的敏感性也应 当表

现在对图形刺激的敏感性上
。

正如许多语言获得的

研究所表明的一样
,

丰富的
、

适宜的外部语言刺激

对儿童掌握语言结构会有积极的影响一样
,

通过儿

童与主试之间的
“

图形
”

对话 以及故事图的呈现
,

儿童的绘画技能和绘画形式将会得到重组和改造
。

他们的研究结果证明了外部的图形刺激可 以使儿童

改变画面形象的大小
、

增加细节并表现出遮挡
、

透

视等空间关系
。

俞建章
、

叶舒宪 则从艺术起源的角度和对考

古学
、

人类学研究资料的分析提 出
,

语言符号在其

发生过程中同非语言符号 包括绘画 的错综关系

是 孕育
、

脱胎
、

超越
、

并存
。 圳就曾指出

,

从发展顺序来看
,

理解形象的确先于理解语言
。

但

是
,

当儿童具备了 口语表达能力时
,

这两个领域的

发展就逐渐趋于一致并且相互作用
。

这些研究说

明
,

绘画与语言的关系会随着儿童的发展而发展变

化
,

这种关系中蕴藏着错综复杂的相互作用
。

儿童

绘画发展与言语发展存在着双向促进关系
。

绘画与语言二者的心理发展阶段的一致性

黄翼先生在专著 《儿童绘画之心理 》固中针对

图式期儿童的概念画
,

明确指出了儿童绘画与语言

的关系
。

他说
“

儿童的图画
,

即是概念的表现
,

其性质功用
,

和语言极为相 同
。

因此鲁玛称之 为
‘

图语
’ 。

儿童的图画
,

很像是

从语言直接翻译过来 的
。 ”

他的这种观点触及了图

画与语言之间的
“

转译
”

问题
。

王大根 对言语发展特点与绘画发展特点进行

了比较和分析
。

在涂鸦期 一 岁
,

虽然儿童可

以画 出不同形态的线条和形状
,

但 尚无语言意义
。

但进人符号期 一 岁 后
,

绘画与语言的关系逐

渐明朗与密切起来
。

在词的符号期
,

儿童会 自发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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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简单的形状去标示某种物体
,

并为之命名
。

图

形是他们的语言符号
,

各符号之间尚无联系
,

只有
“

词
”

的意义
。

句的符号期
,

儿童画有 了简陋的形

象
,

造型上仍有符号化的特点并形成一个时期的概

念化定势
。

画面略有陈述性
,

有简单的情节
,

似乎

是些
“

只言片语
” ,

类似言语 中
“

句
”

的意义
。

陈

述的符号期
,

画 中的形象仍有概念化
、

符号化的倾

向
。

但画面有了很强的陈述性
,

常能表现一个完整

的时间或场面
。

因此
,

不同绘画发展阶段儿童表现

出的特点与儿童言语发展水平直接相关
。

和 ,习采用观察法
,

记录儿童

在绘画前
、

绘画中和绘画后的语言
,

将绘画的发展

阶段与每一阶段产生的语言类型进行 了比较
。

他们

将学前儿童的绘画发展分为三个阶段 简单形状

圆形
、

线条
、

方形 阶段
, 一 岁儿童的画具有

这样的特点 复杂形状阶段 将各种图形组合成

一个 比较复杂 的形象
,

比如房子
、

树等
, 一 岁

的儿童画具有这样的特点 图形动态组合阶段
,

图形的组合常用来描绘一些情节
、

场景
。 一 岁的

儿童画具有这样的特点
。

与以上三个阶段相对应
,

言语的发展也区分出

不同的发展阶段
。

在简单形状阶段
,

儿童很少能说

出他们画的是什么
。

仅有的言语表达都发生在绘画

结束后
,

通常用一个词来说明图画的主题或者相关

的情绪
,

词和词所指代的物体建立直接的联系
。

绘

画 前 和绘 画 过 程 中没 有 言语 伴 随
。

和

将这个 阶段定义为混合性 言语

阶段
。

进人复杂图形阶段
,

儿童绘画 过程

中开始有了言语伴随
。

语言是用来扩展和丰富画面

上看不到的一些 内容
。

这时的言语已经超越 了与物

体一一对应的关系
,

实现了语言的概括化功能
。

在

动态组合阶段
,

儿童绘画之前就开始谈论 自己要画

的内容
,

事先组织和设计
。

语言的计划和组织功能

与儿童的绘画结合起来 了
。

虽然 和 没有为绘 画 和语言

的关系提供实证研究的数据
,

但他们指 出绘画和语

言在功能上具有相似性
,

即语言和绘画都是实现交

流 目的的手段和工具
。

和 等从故事讲述
、

绘 画 和 泥

塑三个方面对幼儿园和小学儿童艺术能力的发展特

点进行 了研究 唯
。

他们发现在不 同的媒介 中
,

儿

童的发展模式不尽相同
,

但发展的趋势大多具有一

注
, , ,

,

致性
。

但 由于其研究的出发点是儿童的艺术能力
,

所以在实验任务的设计方面 如绘画 的四项实验任

务分别为 自由画
、

临摹画
、

拼图和添画 和结果

的评价方面 表现能力
、

表现特点以及表现的独特

性 都侧重儿童技能的表现
,

忽视了儿童使用不同

符号体系表达和传递意义的真实能力
。

儿童绘画与语言关系研究存在的问

题及其展望

通过对文献的分析
,

可 以看出有关儿童绘画与

语言关系研究的一些特点与不足
。

第一
,

儿童绘画

与语言关系的研究 以理论论述与现象描述为主
,

缺

乏实证研究的支持 第二
,

已有 的实证研究数量

少
,

处于零散状态
,

缺乏 系统性 的基础研究 第

三
,

已有研究没有直接触及最能体现绘画 和语言关

系的关键环节
,

绘画与语言二者在儿童发展过程 中

的关系究竟如何
,

至今依然不够清晰
。

因此
,

对儿

童绘画与语言关系的发展研究需要从理论上建构
,

找到研究二者关系的切人点
,

并在此基础上做系统

的设计
。

从本质来看
,

绘画与语言都是符号
,

是儿童进

行交流的手段和工具
。

它们承载着共同的意义
,

意

义是沟通两个符号系统的纽带
。

因此
,

二者关系研

究的切人点在于两个符号系统间意义的沟通
。

这种

沟通体现在儿童对绘画图形符号及语言符号的使用

之 中
,

体现在儿童对绘画与语言符号意义 的理解
、

提 炼
、

升华 以 及 不 同符 号 之 间意 义 的相 互 转 换
“

转译
”

之中
。

当今 的认知发展研究 日益强调研究 的生 态效

度
,

呈现出在儿童的 自然环境 中
,

以多种方法考察

儿童认知发展的趋势
。

儿童绘画与语言符号的发展

是一个多层次
、

多元化的复杂系统
。

对于二者在儿

童发展过程中的关系
,

也需要通过多种方法
,

从多

角度多层次进行研究
。

因此
,

采用纵 向跟踪与横向

比较相结合的研究方法
,

通过研究不同年龄阶段的

儿童对不同性质和类型的图形符号与语言符号意义

的理解
、

概括与
“

转译
” ,

系统探查儿童绘画 图形

符号和语言符号的发展特点
、

发展进程以及两者在

发展过程中间的同步性
、

差异性和相互作用是揭示

绘画与语言二者在儿童发展过程中关系的新趋 向
。

儿童认知的发展归根结底在于儿童掌握符号的程度

和进程
。

促进儿童认知发展的进程不仅仅在于推进

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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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接受和获得符号行为的能力
,

更主要在于促进

童创造符号的能力
,

促进儿童赋予事物以新的意

义和价值的符号能力
。

揭示图形符号和语言符号在

发展中的关系
,

无论对丰富和深化儿童绘画心理的

理论研究
,

还是对幼儿教育实践中利用符号系统间

的相互融合
,

发挥异质符号的综合优势
,

促进儿童

认知和创造力的成长都具有重要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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