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期
心 理 学 报

诱 泊 年

儿 童 对 部 分 与 整 体 关 系 认 识

发 展 的 实 验 研 究勺

一 岁儿童数的组成和分解

林 嘉 绥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

目 的

数的组成和分解是数的部分与整体问题
,

它与儿童对部分与整体关系 的认 识发展有

密切的关系
。

皮亚杰曾从数的加法组成研究了数的部分与整体的关系
,

提出了与类的

部分与整体关系相应的三个发展阶段
,

按他的指标认为儿童在 一 岁以前不能完全掌握

数的部分与整体的关系卿
。

苏联梅钦斯卡娅对数的组成也做过阐述
,

主要说 明数的组成

如何成为算术运算的基础帕
。

近年来我国对 一 岁儿童数的组成
、

分解也进行过一些研

究
。 ‘, 〕。〕。

我们这部分实验是《儿童对部分与整体关系认识发展的实验研究
》的第二部分

。

目的

在于通过对我国 一 岁儿童数的组成与分解概念的发展和特点的研究
,

探讨儿童对数的

部分与整体关系的理解及其对数的组成和分解的影响
。

内 容 及 方 法

被试 北京市幼儿园及小学中 一 岁儿童共 名
。

每半岁为一年龄组
,

共 组
。

每

组各 名
。

各组儿童年龄相差前后不超过 个月
。

男女兼有
。

内容和方法 鉴于研究对象的年龄限制
,

本实验内容仅限于 以内的总数分为两个

部分数问题
。

实验分为两个部分
。

每个被试都参加了这两部分实验
。

第一部分 数的部分与整体关系的分项实验 包括以下三个内容
,

简称
“

分项
” 。

了解儿童是否懂得一个总数分为两个部分数其总数不变
。

可用 二 十 ’

表示
。

材料及方法 主试者向儿童出示两排扣子
,

各 个
,

问儿童
“

这里两排扣子哪排扣子

多
”

得到正确回答后
,

主试把第二排扣子分成各为 个扣子的两个部分
。

如
。

跳急
。 。

龟龟几
。

一边分一边说
“

现在我把第二排的 个扣子分给你 个
,

分给我 个
,

那么咱们俩人的

扣子合起来和上面一排没分的比
,

那一排扣子多
·

”“

为什么
”

赞 本实验是在刘静和
、

王宪铀同志指导下进行的

本卖验得到了北京师范大学幼儿园
、

第三机械工业部第四设计院幼儿园
、

北京市海淀区北太平庄街道办事

处红旗幼儿园
、

太平湖小学的领导和教师的大力协助
,

特此深表谢意

本文 年 月 日收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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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儿童是否 懂得两个部分数之间存在着互补的关系
。

可用 一 哟

十 。 表示 在本实验中 、 只用一个数字
。

材料及方法 出示两排各为 条的小塑料鱼
,

问
“

这两排鱼那排鱼多
”

得到正确

回答后
,

主试出示两个小
“

缸 ” ,

边做边说
“

我把这 条鱼 第二排的 分着放在这两个
‘

鱼

缸
,

里
,

一边 条
,

现在这两个
‘

鱼缸
,

里的鱼合起来和没分的那排鱼比
,

那个鱼多
”

当儿

童作出正确回答后
,

主试边做边说
“

我从这个
‘

鱼缸
,

左边的 里捞 出 条鱼 放 到 这个

右边的
‘

鱼缸
,

里
,

现在这两个
‘

鱼缸
’

里的鱼合起来和没分的那排鱼比
,

哪个鱼多
”

当

儿童做 出正确回答后再问
“

我从这
‘

鱼缸
,

里捞出去了 条鱼
,

为什么还是一样多呢
”

了解儿童是否懂得两个部分数之间的互换关系
。

可用 才 一
’

表示
。

材料及方法 以故事口 吻叙述
“
两个小朋友帮助阿姨搬白菜

,

小明第一次搬了 棵

出示画有 棵白菜的卡片 第二次又搬了 棵 出示画有 棵白菜的卡片
,

与 棵白菜的

卡片并列
,

小红第一次搬 棵 出示画有 棵白菜的卡片放在第二排
,

第二次又搬了 棵

出示画有 棵 白菜的卡片与前一张并放在第二排
,

那么小明和小红谁搬的白菜多
”

“

为什么
”

得到正确回答后再问
“

小明第一次搬 棵
,

小红第一次才搬 棵
,

为什么他

们搬的是一样多呢
”

第二部分 数的组成和分解

组成

材料及方法 先要求儿童口 头回答 “ 几和几合起来是
”
并要求说出所知道的不

同的组成方式
。

然后主试拿出一张画有 个扣子的图片
,

问
“

这是几个扣子
”

得到正确

回答后
,

再拿出一盒扣子和一张上面画有两个大圈的长方卡片
,

边说边指给孩子看
’‘

请

你从这盒子里拿扣子
,

这个圈里 左边 放几个
,

这个圈里 右边 放几个
,

合起来一共是

个扣子
” 。

当儿童完成任务后
,

再出示一张画有两个大圈的长方卡片
,

要求儿童再拿一次
,

总数仍是 个扣子
,

但要和 已做过的不一样
。

即如果第一次是 和
,

第二次应是 和

等等
。

一直做到儿童说没有新的办法为止
。

如果儿童不会 口 头组成却 会实物组成
,

那么

在儿童做完实物组成后再要求 口 头回答一下
“

几和几合起来是
”

的问题
。

分解

材料及方法 先要求 口 头回答
“

可以分成几和几
”

并要求说出所知道的不同的

分解方式
。

然后主试拿出 个扣子在桌上摆成一排
,

问
“

这是 几个 扣子
”

得到正确回

答后
,

拿出一张画有两个大 圈的长方卡片说
“

现在请你把 个扣子分到这两个圈里
,

个扣子可以分成几个和几个
”

当儿童完成任务后
,

再拿出 个扣子和一张与上述同样的

长方卡片说
“

个扣子还可以分成几个和几个
,

请你再分一次
,

分得要和刚才分过的不

一样
” ,

一直做到儿童说没有新的办法为止
。

如果儿童完全不会口头分 解 却会实物分解
,

那么在儿童做完实物分解后
,

再让儿童 口头 回答一下分解的问题
。

结 果

一
、

第一部分
“

分项
”

一般发展趋势

从图 可以看出
,

儿童对数的部分与整体概念的发展从 岁半开始
,

岁半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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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切

抓搜周如服

岁半各年龄组之间的发展趋

势比较均衡
,

各年龄组各项

人数均以 一 拓的速度递

增
,

未呈现特殊显著阶段
。

图 还表明
,

一

岁儿童掌 握 部分数之间的

互补和互换关系具有十分近

似的水平
。

其中除 岁和

岁半组有 人差距以 外
,

其

余各年龄组掌握的人数完全

相等
。

而掌握总数分为两个

部分数则优于两个部分数之

间的互补和互换 关系
,

每个

年龄组相差为 一 人
。

发展的水平

表

月 一 。 ‘ 。

月二才十
,

一 月
,

十

轰 要
年龄 岁

一 岁儿童掌握 “ 分项 ” 的发展趋势

一
左图

一 岁儿宜攀摄 “ 分项 ” 不同水平的比较

一 严
·

⋯一上三竺 一卜属蕊 ,’’’’’’’’花又蕊了
一 ’

下
’

人 不 亚 】 】 一 一一不

—一上止了匕止二牛土华二牛二仁上红二口工三二二一
‘ 岁 。 ⋯ 。

⋯
。 “ “ “

‘ 岁 户 灯
⋯

‘ ‘。 ‘ ‘, ,

“ 岁 ⋯ ” ’” ” “

岁 牛 ⋯
。 ’ ” ’。

“ 岁 ’ ⋯‘ ’” ’‘ ‘ “

岁 士
。 ⋯ 。 ” 。 ” “ 。

‘ 岁 。 。 “

注 第一水平 指完全不理解
第二水平 指通过直觉或尝试错误后作出正确判断

第三水平 指完全掌握

年龄阶段的水平

表 表明
,

一 岁儿童掌握
“

分项
”

均呈现出趋向一致的三个不同水平
。

岁半以前

不能理解数的部分与整体的关系以 岁半组只有 人 刃 项达第三水平
,

其他两项

无人能理解
。

岁已能初步理解
,

各项第一
、

二水平人数占 一肠 拓
,

第三水平人数占

一 多 我们的指标是完全掌握的人数达 一 拓为初步理解
。

岁半可达基本理解

的水平
,

各项第一
、

二水平人数与第三水平人数各占 万左右 第三水平 占 一 解 为基

本理解
。

岁大部分儿童能理解
,

各项第一
、

二水平人数为 一 多
,

第三水平人数达知

一 万 第三水平占钧一 绍为大部分理解
。

岁半以后达到完全理解的水平
,

各项第

三水平人数均为 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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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发展水平的特点
第一水平 不知道一个总数可以 分为两个部分数

,

两个部分数相加总数不变
。

大多

数儿童拿总数和一个部分数比
,

认为聚集的 比分散的 多
,

因为
“
它们是合起 来 的

”

“
没分开的多

” 。

也有儿童认为注
’

多
,

因为
“

它们是分着的
” 。

对部分数之间的互反 关

系
,

往往依数量出现的先后次序作出判断
。

如沈 岁 个月 说
“

小明多
,

他先搬的

棵
” 。

在解释原因时
,

多从情感
、

生活经验出发随意作答
。

他们说
“小明爱劳动

’
川小明力

气大
”“

小明长得大就搬得多
”

等等
。

第二水平 通过直觉或尝试错误后作出正确判断
,

不能回答或不能正确回答理由
,

而

且动摇不定
。

如张 岁 了个月 在判断 一 时
,

一会说 多
,

一会说 多
,

最后

说
“

都多
”

一样多
。

问
“

为什么是都多
”

答
“

拿的多
” 。

认识部分数之间的关系往

往是直觉比较的结果
,

而不是从总数相等的概念出发
。

如李 岁 对 一

十 作出了正确的回答
,

但在回答原因时他说
“

你没有拿走
,

放到这里 指左边的
‘

鱼

缸
,

了
” 。

又如王 岁 个月 判断 二 十
,

一
,

十 月时她说 “
他这里有 棵

,

她
一 。

, ‘ 、
。

加
, 。 、

、 川 、
。

,
‘ ,‘ 、

、 。 。去
。

, 。
,

六 ,

、 ,
, ,

、 , 刀 、 , 二‘ 。
这里也有 棵

,

他这里有 棵
,

她这里也有 棵
,

他们一样多 ,’口图 艺 二
,

当要求她 口
怂土 匕

’ 一

。
‘

吓
’ ‘匕心 门 。

‘

外
’外口 山 门 “ 卜 ”。 ” 门

一 户曰 匀
’

司 另 门 、 不目

头回答 棵加 棵和 棵加 棵是否一样多时
,

她又说不一样多了
。

第三水平 儿童完全掌握总数和 部分数以及部分数之间的互补和互换关系
,

不需任

何启发和尝试错误
,

并能正确阐明理由
。

如于 又 了岁 在回答为什么 十 时
,

她说
“

因为 可以分成 和 , 和 一加起来也是
” ,

在回答部分数的互补的原因时说
“

因为这儿少了 条给放到这鱼缸里了
,

这缸里有 条
,

加 等于
,

和这 条一样多
” 。

二
、

第二部分 数的组成和分解

一般发展趋势

表 一了岁儿宜掌握 的组成
、

分解不同水平比较

二口第一水平 指完全不会组成或分解
第二水平 指只会部分组的组成或分解
第三水平 指完全会组成或分解 即对 仑能做出 了种组合形式 和

,

和
,

和 , 和 , 和
,

和 , 和

︸百二注

一

从表 可以看出
,

完全掌握 的组成和分解的 一 岁儿童 第三水平 口 头和

实物基本一致
,

其中除 岁半及 岁组 口头组成比实物组成多 一 人
,

岁及 岁半组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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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分解比口头分解各多 人
,

岁半 组 口 头分解比实物分解多 人外
,

其他各年龄组组
成

、

分解的口 头和实物人数均相等
。

第二水平的儿童实物优于 口头的现象比较普遍
,

其中

岁及 岁半组比较明显
。

如分解
,

实物优于口头 岁组多 人
,

岁半组多 人
。

表 还表明
,

第二及第三水平的儿童掌握组成与分解没有差异或很少差异
,

各

年龄组不论是口头还是实物的组成与分解相差仅 一 人
。

图 表明
,

不同 水平

的组成
、

分解呈现出不同 的 发展

趋势
。

第一水平的人数与年龄的

增长显示为相反的趋势
。

第二水

平随年龄增长 呈 现为由少到多
,

再由多至少的波 浪趋 势
,

其中

岁及 岁半组第二水 平 发 展 较

快
, ,

岁组的组成 和 分解各增加

多和 多
,

岁半组的组成增

加 多分解增加 多
。

岁以

后第二水平人数减少
。

第三水平

则呈现与年龄相一致的趋势
,

岁半至 岁开始发展
,

岁至

岁半发展趋势比较均衡
,

其中各

年龄组均以 一 拓速度递增
,

未呈现特殊显著阶段
。

发展的水平

年龄阶段的水平

’

一只

攀
碱

一 第
一

水平组成
一卜一 第一水平 分解

一一 第二水平组成
一 。一 第二水平分解
一 减一 第三 水平组成

一

一 第三水平分解

洲产

气
、

、八叭
、

认飞
入族厂

卜︸卜,卜卜卜
门曰‘,白︺宁山,胜,上,

。
一

乡 告 雀
年龄

图 掌握 的组成分解不同水平发展趋势

注 图中所示组成
、

分解的人数为口头和实物的平均数

从表 可以看出
,

一了岁儿童掌握 的组成
、

分解也表现为三个不同发展水平
。

岁

半以前完全不能理解
,

形以上儿童处于第一水平阶段
。

岁开始有可能理解
,

表现为有

极少数儿童已能达到第三水平 一 多 和第二水平人数的增加 达 一 男
,

但第一水

平和第二水平儿童的总数仍占 终以上
。

岁半能初步理解
,

表 现为 第三水平人数增加

增至 一 拓 和第二水平人数明显增长 增至 一 厂
,

但总的说来
,

水平不高
,

仍有

一 ”多处于第一和第二水平
。

岁接近基本 掌握
,

,

第三水平人数占 多
。

岁半组和

岁组大部分儿童巳能掌握 的组成
、

分解
,

第三水平人数增至 一 多
,

无人处于第一

水平
。

不同发展水平的特点

第一水平 对数的组成
、

分解完全不理解
,

完全不能进行 的口 头组成和分解
。

如对

实物组成有的儿童完全不理睬主试提出的要求
,

只对盒中的扣子表示很大兴趣
,

从盒里一

把一把的抓出扣子
,

边玩边说
“

这扣子是什么颜色的呀 , 是蓝色的吧
”

等等 , 有的在主

试重复要求下
,

任意从盒中取出扣子在圈内摆成一排
,

直至不能再放为止 绝大多数儿童

把总数等同于部分数
,

在两个圈内各放上与总数 相等数 量的扣子
。

对分解有的虽然在行

动上能将 个扣子分成 和 ,

但口头却随意说成
“

个
,

个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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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水平 对组成
、

分解有所理解
,

但不完全
,

不稳定
,

直觉作用明显
。

如李 岁

了个月 进行的实物组成
,

第一次他先从盒子里取 出 个扣子分成 和 分别放入两个圈

内
,

第二
、

三次用同样的方法分 成 和
,

和 以上三次说明已知组成有不同形式
。

第四次放成 和
,

当他数总数时发现多了一个就从 里取走 个
,

这时主试提醒他 和

已经有了
,

他就从 中移了一个扣子放到另个圈里
· ·

⋯经过三次 提醒 和反 复 尝 试 错

误终于放成 和
。

第五次他又组成 和
,

这次他主动地与已组成过的作比较
,

从 个

扣子中挪一个扣子加到 个扣子中
,

成为 和
。

第六次
,

开始又组成 和
,

经提醒
,

他

就反复看前面已组成的几组
,

用手按住一个圈内的两个扣子
,

眼睛看着另一个圈 内的 个

扣子 在考虑挪 个扣子过来
,

发现这样又与 和 相重
,

过了一会忽然从 中拨 个扣

子加到另一个 中去
,

终于成功地组成 了和
。

第七次
,

边想边放成 和
。

大多数这水

平的儿童只能完成部分组的组成或分解形式
。

如只知道 可以分成 和
,

和 , 但不

知道 还可以分成 和
, ,

和
,
了和

,

和
,

和 等其它形式
。

第三水平 完全掌握数的组成
、

分解
。

他们能够完全地说出或用实物摆出 的各组组

成或分解的形式
,

不需任何提示
,

有的相当熟练而有顺序
。

如对 的分解回答是 和
,

和
,

和
,

和
,

和
,

和
,

和 或者 和
,

和
,

和
,

和
,

和
,

和
,

和
。

有的

儿童虽然不那么熟练而有顺序
,

但也能一边看 或者一边说 一边思索
,

正确地做出 的各

种形式的组成和分解
。

三
、

组成
、

分解与“ 分项
”

的比较

表 一 岁儿宜完全掌报数的组成
、

分解与完全掌握 “ 分项 ” 比较

飞飞下 导之之
分 项项 组成与分解解

十 ’’ 二 月 一 ,约约约 组 成成 分 解解
十十十十 , ”

岁岁

连连 岁 半半

岁岁 了

岁 牛毛毛

岁岁

岁 半半

,

岁岁

注 组成
、

分解为口头
、

实物平均数的百分数

表 表明
,

一 岁儿童完全掌握数的组成
、

分解显然比完全掌握
“
分项

”

困难
。

除 岁

组对
“

分项
”

以及组成
、

分解均不能理解外
,

各年龄组掌握
“

分项
”

的正确人数均明显多于掌

握组成
、

分解的人数
。

如 岁半组
,

组成
、

分解无人掌握
,

却有 万理解 才
,

岁组

完全掌握
“

分项
”
的人数比完全掌握组成

、

分解的人数各多 一 拓
,

岁半组掌握
“
分项

”

已达 拓
,

而组成
、

分解到 了岁也只能达到 男左右
。

讨 论

一
、 “

分项
”

实验结果说明
,

一 岁儿童掌握数的部分与整体关系是一个比较困难的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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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卜

程
。

它比掌握基数
、

序数和数群概念要晚半年到一年 见 〔 〕〔 〕〔 〕
。

因为儿童要能

正确地判断
“

分项
”

中提出的任务
,

必需具备基数和数群的明确概念
。

一个计数还口 手不

一致或不能说出总数的儿童是无法进行
“
分项

”

实验的
。

同时
, “

分项
”

实验结果还说明
,

一 岁儿童掌握
“

分项
”

的三个内容是相互联系
,

互为

补充和不可分割的
。

儿童掌握总数分为两个部分数优 于部分数之间的关系
,

以及掌握两

个部分数之间的互补和互换关系的十分近似的水平说明
,

儿童在正确 理 解了部分数与总

数的关系之后才能进而认识部分数之间的互补和互换关系
。

而只认识总数与部分数的关

系
,

不能进而理解部分数之间的互补和互换关系
,

表明儿童尚未形成数的部分与整体的完

整概念
。

二
、

从数的部分与整体关系看
,

数的组成
、

分解是儿童对总数与部分 数以 及部分数之

间关系的综合反应
,

它比
“

分项
”

中的各项分别进行测验要复杂得多
,

我们的实验也表明了
“

分项
”

明显优于组成
、

分解的结果
。

同时
,

掌握组成
、

分解也可视作对数群概念较高水平的

认识
。

这一过程包含着 ①在组成
、

分解中存在着三个相互联系的数群和子群
,

一个数群

总数 可以分解成两个相等或不相等的子群 部分数 ②两个相等或不相等的子群又以互

补和互换的相互关系统一在一个数群之中
。

因此
,

我们认为
,

只有儿童能够了解和掌握了

以内的任何一个 自然数 除 以外 均可分解成若干不同组合形式的部分数
,

并穷尽其

所有组合形式
,

而不是只完成一种形式的组成或分解如
口

口
或 时

,

儿童数的组

成与分解概念才算达到完全掌握的水平
。

以此为标准
,

我们实验结果表明要 到 岁半 才

有大部分儿童能达到这一水平
。

三
、

有人曾提出
“

数的分解和组成 —这是不同的过程
。

幼小的儿童就可以把物体

的集合分成更小的群
,

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可以组成这个数
” 。

我们的实验结果却表明
,

除

第一水平外
,

第二和第三水平的儿童掌握组成
、

分解的过程是基本一致的
。

实验中我们也

遇到两者不一致的现象
,

但由于两个过程不一致的儿童为数不多
,

而且这种分离是互相交

叉
,

并不都表现为会分解而不会组成
,

也有会组成而不会分解的
,

故不影响组成
、

分解基

本一致的趋势
。

而且从组成
、

分解第一水平的特点中可以看出
,

一些幼小的儿童从生活经

验出发往往也会对一定数量的实物做出分解
,

但我们认为这不是数的分解
,

只是行动上对

物体的分配
,

或者说仅仅是动作的结果
,

这同 以数群概念为基础的数的部分与整体概念的

综合反应过程有本质的区别
。

如沙 岁 个月 对 个扣子作分解时
,

用左右手掌各

按住一部分扣子
,

同时以请求
、

疑惑的神情注视着主试者 希望从成人那里得到 帮助
,

然

后两手向相反的方向移动出一定距离
,

这样就算完成了 的分解
,

在回答你把 个扣子分

成几个和几个的问题时则说
“

我不知道
” 。

为什么第二和第三水平的儿童掌握组成
、

分解的过程 是一致的呢 这固然是教育的

结果
,

但也与儿童思惟的分析
、

综合过程分不开的
。

分析和综合是思惟的基本活动
。

儿童在组成
、

分解中所表现出来对数的部分与整体关

甘

系理解的思淮过程正是分析和综合
。

在幼儿掌握数概念的过程中
,

分析
、

综合能另也得到

了发展
。

梅钦斯卡娅曾提出过
“

早在入学以前
,

儿童就把这两种过程结合起来了
”〔“ ,

并说

儿童能逐一计数后说出总数就是
“

儿童首先是借数序来把数量群分解为各个单位
,

然后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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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数序中最后说 出的数词所表示的得数将物体综合起来
” 。

同时分析和 综合 是彼此紧

密联系 的对立统一的过程
, “

分解由各个组成部分所组成的总体就意味着
,

分析以综合为

前提
,

分析依据于综合
,

并通过综合实现分析
,

而综合本身同样以必要的 分 析 为 前 提 条

件
” 。

数的组成
、

分解的分析
、

综合过程显然要比掌握逐一计数
、

说出总数等的分析
、

综

合过程处于较高的水平
,

因而也就表现出一种对分析和综合密切接近的倾向
,

一种趋于平

衡的倾向
。

四
、

从
“

分项
”

和
“

组成
、

分解
”

实验所表现的三个不同水平的结果中
,

似乎可以看到 一
了岁儿童对数的部分与整体认知的大致的发展过程

。

开始儿童根本分不清什么是总数
,

什

么是部分数
,

他们不是把部分数当作总数 见
“

分项
”
第一 水平 就是把总数当作部分数 见

组成
、

分解第一水平
,

因而就根本谈不上数的部分与整体关系的 概 念
。

继而儿童能区别

总数和部分数并初步认识到部分数相加等于总数
,

但是对部分 数之间的互补和互换关系

还难于完全理解 见
“

分项
”

和
“

组成
、

分解
”

的第二水平
,

往往需要依靠直觉的作用
,

这时

儿童对数的部分与整体关系只是有所理解
,

但尚未达到 概念 的水平
。

最后对数的部分与

整体关系的认识达到概念水平
,

这一水平的儿童已能明确地区分部分数和总数
,

而且清楚

地知道不管部分数之间怎样变化
,

‘

部分数的和 与总数永远是相等的
。

五
、

实验中我们看到了教育对儿童掌握数的组成
、

分解起着重要的作用
。

教育条件不

同
,

水平差异就明显
。

如有的幼儿园教师在教组成
、

分解时
,

注意 向儿童 说明 部分数之间

的互补和互换规律
,

那么在这样教育条件下完全掌握 组成
、

分解儿童的回答多数均表现

为完整
、

熟练且有顺序 的特点
,

大多数能运用这一规律正确而无甚困难地进行超 的

分解气 而没有接受部分数关系教育的第三水平的儿童
,

虽然也能完整地完成 的不同形

式的组成
、

分解
,

但往往是无顺序且较费思索
,

他们每做一组组合形式均要 稍加考虑
,

对

场的组成
、

分解只有极少数儿童能够完成或部分完成
。

因此
,

我们认为在进行组成
、

分解教学时
,

有必要向低幼儿童讲解总数与部分数的关
系 总数大于部分数

,

部分数小于总数 , 一个总数可以分成两个部分数
,

两个部分数可以组

成一个总数 以及部分数之间的互补 一个部分数逐一递减
,

另个部分 数 逐一递增后两个

部分数相加总数不变 和互换关系 两个部分数 换位以后总数仍相等 以促进儿童对数的

部分与整体关系的理解和掌握数的组成
、

分解的过程
。

幼儿园的组成
、

分解教学宜在幼儿

的后期 岁左右 进行
,

同时组成
、

分解也要结合进行
。

六
、

实验中我 ’识用一个数 来看不同年龄儿童掌握数的组成
、

分解 的发展情况
,

那么数量的大小与不同年龄幼儿掌握数的部分与整体概念的关系如何 这个过程的特点

又是什么全 这些问题本实验未能包括
,

有待今后继续探讨
。

小 结

一了岁儿童完全掌握 的组成
、

分解的发展趋势比 较 均衡
。

岁半以前完全不

能理解
,

岁接近基本掌握
,

岁半以后大部分儿童能掌握
。

掌握组成
、

分解要比掌握
“

分

项
”

晚半年左右
。

一了岁儿童在掌握 数的组成
、

分解过程中呈现出三种不同水平 第一水平是完

实验中我们曾对完全掌握 的组成
、

分解的儿童进行超 调查 要求儿童口头对场做出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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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不理解 第二水平是有所理解
,

但不完全
、

不稳定
,

直觉作用明显 第三水平是完全理解
。

一 岁儿童对数的组成
、

分解的掌握基 本 匕是同步前进的
。

完全会组成
、

分解

的儿童 口 头和实物水平一致
,

不完全会组成
、

分解的儿童实物优于口 头的现象比较普遍
。

参 考 文 献

〔 〕 幼儿数概念研究协作组 国内九个地区 一 岁儿 童数概 念和 运算能力发展的研究 心理学报 第 期

年
吕静

、

卢碗君 一了岁儿童数概念和运算能力发展的研究一 杭州地区
。

心理学参考资料第 期
张增杰

、

沈逸光等 一 岁儿童数概念和运算能力发展的研究一 成都地区
。

心理学参考资料第 期

梅钦斯卡娅 算术教学心理学
,

人民教育出版社 年
梅钦斯卡娅 教学过程中概念的掌握 上海师范大学心理科学文摘第 期 年

’

玩
, 」

切 , 笋

、、卫卫护勺自勺任﹄丹了护‘产‘‘、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