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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教育方式对高智力儿童信息加工速度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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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通过不同教育方式下高智力水平的儿童信息加工速度的比较，探讨知识／经验在儿童信息加工速度发 

展中的作用。方法：被试来 自北京某小学和中学 ，共 185人。相应年龄分别为 9岁、l1岁和 13岁。被试分为两组：加 

速学制组(超常儿童实验班)和常规学制组。两组儿童在智力是相匹配的，采用经典的选择反应时任务作为信息加工 

速度的指标 ，由数字、字母和汉字部件三种材料构成三种选择反应时来测量信息加工速度。结果：年龄的主效应显 

著，F(2，179)=79．94，P<O．01；即随着儿童年龄的增长，儿童的信息加工速度(选择反应时)越来越快。教育方式的主效 

应显著，F(1，179)=43．90，P<O．0l，即加速学制组的儿童在信息加工速度任务上要明显地快于常规学制组的儿童。结 

论：对于高智力的儿童进行加速学制的教育方式可以明显地促进其基本认知能力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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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Ihe effect f0r chi1dren’s speed of inf0mation pmeessing by knowledge，experience was tested by 

comparing山e speed 0f inf0mation pr0cessing of high inteuigbnce quotient children under different educati0n methods． 

MetllI)ds：185 participants weI_e flr0m 0ne middle school and one elementar)r school in Beijing，and their age werle 9，1 l， 

l3．All t王le participants weIle divided int('two gIDups：the accelemted educati0n gr0up and the n0m a1 education gr0up． 

There were three experimental c0nditions 0f using number’letter，and Chinese characters reaction time as stimuli respec— 

tively．Re砌ts：，I’|le effect 0f age was signi矗caIlt (F(2，179)=79．94，P<O．O1)，which showed the i 册ation pmcessing 

speed 0f the younger children was quicker than when tlle children grew 0lder．The eH_ect 0f educational meth0d was signifi- 

cant( '(1，179)=43．90， 尸l<O．O1)，which showed that the accelezlaled educati0n gmup was quicker than the n0删al education 

gmup．The main eflfect 0f mterial type wa8 sigIli6cant (F(2，179)=5O．53，P‘<0．01)，which showed di由ferent materials had 

diff．erent mission specificity．CondusiOn：Accelerated education f0r the outstanding children c0uld significantly pmmote 

their basic c0gnitive abilities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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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儿童信息加工速度的年龄差异原因主要的 

解释为整体机能谢”。该理论认为。信息加工速度的 

成分是以和谐地，同比率地速度在发展。它不受个体 

的知识经验的影响，反映了大脑的整体机能。但是 

有研究发现．知识经验似乎对信息加工速度的年龄 

差异也存在影响翻。然而，在实证研究中存在着以下 

需要解决的问题。首先，实验任务较为单一、可比性 

差。先前研究中基本是采用单一的信息加工速度任 

务。而且大多采用儿童与成人组之间的比较方法。这 

种方法优点在于较为直接地比较两组之间是否因知 

识经验影响而加工速度差异消失。但是。成人与儿童 

在智力水平上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当在使用某些领 

域的知识或策略任务时，他们信息加工速度所反应 

出的机制可能不同。成人可能是受限于某一认知成 

分。而儿童则可能是受整体资源的限制。因此，采用 

同一年龄、可用资源相同而知识或经验不同的被试 

来进行比较可能更能揭示知识经验是如何影响信息 

加工速度的年龄差异。另外，需动态地考察知识或经 

验对信息加工速度发展的影响。先前的研究主要考 

察知识和经验是否减少两组不同的年龄组信息加工 

速度所表现出的年龄效应。而对于同一年龄组内，知 

识和经验对信息加工速度是否有影响?不同的年龄 

组中，知识和经验对信息加工速度的影响是否相同? 

这些问题均未涉及。 

超常儿童加速学制实验班为本研究实验 目标的 

实现提供了可能。加速学制实验班的儿童一般比普 

通班的同龄儿童要高两个学年圆。如果分别从加速 

班和普通班选取出在智力水平、年龄上相匹配的两 

组儿童，让其完成系列的信息加工任务，那么可以推 

论。加速学制的儿童与常规学制的儿童在信息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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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度任务上是否存在差异将反映出教育方式或知识 

经验对信息加工速度是否产生影响。 

1 对象与方法 

1．1 被试 

被试来自北京某小学和中学，共 185人。相应年 

龄分别为9岁、l1岁和 13岁。被试分为两组：加速 

学制组和常规学制组。加速教育组取自北京某小学 

和中学的超常儿童实验班。超常儿童实验班的组成 

是遵循“多指标。多途径”选拔原则。主要以托尼非文 

字智力测验 (超常儿童成绩在百分位 95以上)嗍，808 

神经类型测验(超常儿童为智商达到 135以上者)[习 

和学业成绩f以语文和数学基本能力为主)测试作为 

鉴别工具。他们将在四年的时间内，完成普通学制 

中七至八年的课程。一般他们比同龄的儿童所在年 

级高两个年级。常规教育组儿童取自同一学校的其 

他普通班，它与加速教育组儿童在智力是相匹配的 

(本实验采用了Cattell文化公平测验对参与本研究 

的被试进行进一步匹配检验)。即两组均为智力超 

常的儿童，但处于不同的教育方式中。两组在每个 

年龄段上的平均年龄和智力差异不显著(见表 1。经 

统计检验，两组实际智力测验得分之间没有显著性 

差，而且两组被试在智力测量中成绩均处于 95％以 

上)。被试裸视或矫正视力正常，没有言语障碍。 

实验在 Pentium—PC上进行。通过计算机记录反 

应时和采集数据。 

表 1 两组被试智力水平的平均数和标准差以及人数分布 

注 ：表中括号中分别为标准差和被试人数 

1．2 实验材料 

1．2．1 信息加工任务 采用基于经典选择反应时基 

础上修改而成的视觉搜索任务嗣。实验任务要求被 

试在一组搜索刺激(4个)中判断目标刺激是否存在， 

并作“是”或“否”反应。实验材料为0—9数字，英文 

字母，汉字部件(笔画不超过五画)用。屏幕上每次出 

现两行，第一行是 1个数字(字母或者汉字)，第二行 

有4个数字(字母或者汉字)，判断第二行的4个数 

字(字母或者汉字)中有没有第一行的那个数字(字 

母或者汉字)。数字，字母或者汉字的顺序随机出现， 

左右手判断反应各半。练习8次。正式实验 64次， 

其中肯定反应为 32次，否定反应为 32次。实验中每 

种材料出现的机会均等。 

1．2．2 智力测验 本实验采用 CatteU文化公平测 

验(Cattell’s Culture Fair Test，简称 CCn1(儿童版 ) 

来测量儿童的智力嗍。CCn’它与标准瑞文推理(中文 

版)的相关为仁0．71。由于只对两组智力匹配情况进 

行检验，实验采用测验的原始分来表示儿童的智力 

发展水平。 

1．3 实验程序 

实验在安静的计算机房采用个别测试的方法进 

行。被试坐在计算机前，距计算机屏幕约 40厘米，用 

左右食指分别在左键(Z)和右键(M)上进行反应。正 

式实验前，主试给予统一的示范与指导。并安排一定 

量的练习。练习中有反馈，正式实验中没有反馈。每 

项任务完成后，休息 5分钟再进行下一项。整个实验 

大约需要 15分钟。所有任务都要求被试迅速并尽量 

准确地做出反应。 

2 结 果 

预处理数据发现，每组被试反应的正确率均大 

均于 85％，因此本研究数据只分析其反应时间。采 

用 SPSS11．5软件包处理数据，结果见表 2。 

表 2是 9岁、11岁、13岁加速学制与常规学制 

教育的两组儿童在数字、字母与汉字任务的平均数 

和标准差。对三种刺激材料下的反应时经 3(年龄：9 

岁 ，l1岁 ，13岁)×2(教育方式 ：加速学制 ，常规任 

务)×3(材料类型：数字，汉字，字母)多因素重复测 

量的方差分析结果表明。年龄的主效应显著 ，F 

(2，179)：79．94，P<0．0l；即随着儿童年龄的增长，儿 

童的信息加工速度(选择反应时)越来越快。教育方 

式的主效应显著 ，F(1，179)=43．90，P<O．01，即加速学 

制组的儿童在信息加工速度任务上要明显地快于常 

规学制组的儿童。材料类型的主效应显著，F(2，179) 

=50．53，P<0．01，即对于不同材料有不同的任务特异 

性。 

不同材料类型与年龄二者之间的交互作用显 

著，F(4，179)=4．24，P<O．01；对不同材料的任务与年 

龄二者之间的交互作用进行进一步简单效应分析。 

结果表明。三种材料任务在年龄上的简单效应均显 

著， 2，179)=35-34； 2，l79)=17．51； 2，179)=6．46； 

P值均小于0．01。 

方差分析的事后差异检验表明。加速学制组与 

常规学制组都表现为：9岁与 11岁、9岁与 l3岁、l1 

岁与 13岁之间的差异显著 (P<0．01)。这些结果表 

明，在各个年龄段两组儿童的反应时差异均显著，加 

速学制组的儿童三种刺激材料的表现均优于常规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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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而且，随着被试年龄的增长，两组儿童的反应 

时均表现出逐步减小的趋势。 

表2 两组被试在不同年龄段反应时和标准差 

3 讨 论 

儿童信息加工速度的发展与年龄差异的机制是 

儿童的认知发展这个研究领域内的基本问题之一。 

本研究结果发现，加速学制组与常规学制组儿童之 

间选择反应时任务表现出明显的差异。在各个年龄 

段两组儿童的反应时差异均显著。加速学制组的儿 

童在三种刺激材料任务上的表现均优于常规组儿 

童。根据信息加工速度与智力之间关系的相关研究， 

如果两组儿童在年龄、智力水平和受教育年限均相 

同，那么，两组的信息加工速度没有显著的差异。但 

本研究的发现表明，在引入不同教育方式(知识和经 

验)这个变量后，通过比较两组智力水平和年龄相 

同，而教育方式不同的儿童，发现了两组儿童在不同 

的材料任务中，加速学制组的儿童的信息加工速度 

在三种任务上均明显地快于常规学制下的儿童。这 

表明。教育的方式对儿童的信息加工速度有着重要 

影响。在加速学制班的儿童，他们所学知识和学习步 

伐都要远远快于常规学制的儿童，在学制上看，他们 

比同龄的儿童至少要高两个年级。由于其特殊的教 

育方式或多于常规学制下的教育训练。加速学制下 

的儿童往往所获得的知识经验比常规学制下的儿童 

更多丰富。这种经验或知识．可能会帮助儿童在完成 

信息加工速度任务时，采用更加有效的策略。实际 

上，儿童在从事信息加工速度任务时，存在着通过有 

效的策略来克服认知资源有限性的可能性。丰富的 

知识和充足时间的教育训练和练习，能够帮助儿童 

从作业中发展出某种更有效的完成任务的策略。即 

练习提高了个体运用策略去克服认知资源有限性的 

技能。从而提高了个体在信息加工速度任务中的作 

、 成绩。 

从本研究的结果来看，知识和经验在儿童的信 

息加工速度发展中具有重要的影响。这表明，整体机 

能说在一定程度不能完全解释儿童信息加工速度发 

展中的年龄差异。当然，本研究所采取的样本主要以 

高智力水平儿童为对象。从先前的研究来看，智力较 

高水平的儿童可能会从教育训练或练习中更多的受 

益，而智力较低水平的儿童则较少从教育训练和练 

习中受益 。因此，对于经验或知识在儿童信息加工 

速度发展的作用，可能依赖于智力这个变量。新近的 

研究也发现，不同智力水平的儿童在信息加工速度 

上可能存着生物学上的差异罔．而且在与环境的交互 

作用中，其受益的大小也是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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