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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百演岁儿童两种空间关系
· 。

认知发展的实验研究 

李文馥
·

刘 范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

摘 要

本实脸是研 究 一 岁儿童对面积和垂直这两种空间关系认知的发展
。

判断

相等面 积是探讨儿童掌握
“

等量减等量所 余相等
”

原理的发展过程
。

结果表明

课题中不 同变化因素对儿童认知的影响是不一样的 儿童判断相等面 积的 认 知

过程主要可分 为直觉 断和推理判断
,

似乎存在一种 由前者发展到 后者的过渡形

态
。

儿童处理垂直关 系时
,

除 了垂直于 抖面和垂直于水平面 的形式之外
, 还有

‘

处

于这两者之间的一种中间形式存在
,

这是从垂直于抖面 向垂直于水平面逐 渐 变

化的发展过程
。

两个更验结果都表现 随年龄而 发展 的趋势
,

其中有两个 突 出的

阶段性特点
,

即六至 七 岁发展最快
,

各项指标差别 显著
,

七至九岁组成 绩上 未显

露增长
,

在这一阶段中儿童认知易受课题 条件 变化的影响
,

‘

各个指标较其它年龄

组变化 大
,

这可 能是发展 中的过渡阶段的特点
。

目 的

到 目前为止
,

我国关于儿童空间认知发展问题的研究尚不多
。

本实验 的 主要 目的是
,

探讨我国 一 岁儿童对两种空间关系 面积和垂直关系 认知的特点及其发 展 趋势
。

这

是参照皮亚杰
“

牛在田间吃草
”

实验 和
“

插桩子
”

实验卿 而设计的
。

皮 亚 杰 的 前一实验

中
, “

收场
”

和
“

田舍
”

的方位
、

数量
、

排列方式诸因素综合在一起对儿童发生作用 实验时当

着儿童的面
,

一对一地在两边加
“

田舍
” ,

这种操作活动本身也给儿童提供了参考条件
。

我

们试图分别考察上述各因素在儿童判断面积中起何作用
,

并采用变换实验卡片的方式
, 以

避免操作本身的影响
。

垂直关系实验除在山坡植树和画树外
,

增加一项在屋 顶 画烟囱的

作业
,

以比较不同情景条件下结果的异同
。

本文于 年 月 日收到
。

铃
本实验是在北京市西颐小学 北京工业学院附属小学和友谊宾馆幼儿园的领导和老师的支持下进行的

,

特
致以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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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 法

一
、

判断相等面积实验
,

是从两个相同的长方形面积中减去相等的内部 小 面积
,

要求

儿童判断剩余面积是否相等
,

即等量减等量所余相等
。

实验卡片按减去的小面积的方位
、

形状
、

数量和排列方式各因素分为四组
,

如图 所示
。

每组都有一个标准卡
,

其余为比较

标准卡 ·比较卡 卡
。

实验卡片为
,

内部小

口口门芍
“
组 日团口

飞 七

圆
·

团国
巧 飞 飞

四
一

团
一

国
气 龟 马

回幽
‘

登
气 几

‘

图 等面积实验卡片
、

两组各小方块均画成此房屋形状

面积总计 为
么。

组是内部小面

积方位与标准卡不同 组是 形 状较

复杂
,

这两组均用墨绿和 深褐 静电植

绒纸粘贴
,

表示
“

草地
”

和
“

马路
” 。

”组

是形状不同的基础上加数量因素河组

是不连续排列
。

后两组用 白 硬纸卡
,

小方格内画成房屋 形
,

以示
“

院 子
”

和
“

房屋
” 。

实验个别进行
。

在一个与桌面夹

角皇 度的呈示板上出示实验卡
。

乙 两组比较卡混合随 机 呈示
,

先出示

标准卡
,

告诉受试
“

这 是一块 草地
,

草

地中修了一条马路
,

路上不能玩
,

草地

上哪儿都可以玩
” 。

然 后 呈示一比较

卡
,

说
“

这两块草地一样大
,

那边 指标

准卡 的路修在上头
,

这边路是这样修

的 指给儿童
,

两边马路上都不许玩
,

两边草地哪儿都可以玩
。

请你看看两

边可以玩的草地是不是一般大丫
”

儿童给出答案后
,

询问他是怎么知 道 的
,

必要时予以追

问
。 。、 两组的比较卡也混合随 机 呈 示

,

指 导 语 是 把
“

草地
”

换成
“

院子
” , “

路
”

改为
“

房

子
” ,

其余均 同
、

组
。

二
、

在有斜面和斜线条件下处理与水平的垂直关系
。

实验分两组
,

一是在胶泥 山上植

树和在有山的画面上添画树
,

二是在房屋顶上添画烟囱
。

山和屋顶斜度均为 度
。

三
、

受试者是 一 岁儿童
,

分六个年龄组
,

每组 人
。

按 周岁一 岁 个月
,

周岁

一 岁 个月分组
,

余类推
。

随机取样
,

适当照顾男女各半
。

结 果

一
、

判断相等面积实验结果
。

一 长方形 内部小面积的方位
、

形状
、

数量等因素对儿童判断面积的影响
。

将图 妇和
、 、 。、

各组图形的平均结果列入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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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百
、 、。、 组各图形的平均给果

巍黝垫址
五

…
六

一

…
平

廿 川
‘

训羹冷
表内数字为正确人次拓

各种变化因素与儿童判断的关系以图 分别表示
。

引
日八曰艺乙才件

阶

八曰日八曰沪‘

次形咨氮侣肖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年龄组

五 六 七 八 九

年龄组

山
洲

一止
呻

十 五 六 七 八
‘

九 十

年龄组

图 不同变化因素与儿童判断面积的关系

图 是 组方位不同的几个图形成绩
。

图形 在五岁组明显优于其它图形 , 在六岁组

也显出这种差别
。

这三个图形在七
、

八岁组正确判断人数厂也约 有 另左右的差异
。

这

说明内部小面积方位不同对五岁组 影 响最大
,

对六至八岁儿童也产生一定的 作 用
,

但与

九
、

十岁组的判断几乎已无关系
。

图 是长方形内部小面积由 组的长条形变为 组的不规则多边形
。

这种 形 状变

化只对七
、

八岁儿童产生明显的作用
,

使判断成绩下降 多多
,

而对其它各组 基 本没有影

响
。

图 表示数量因素与各年龄儿童判断的关系
。

形状复杂谏七
、

八岁儿童的成绩水平

下降
,

在这种形状的图形中增加数量标志 如图
。
组

,

这两组儿童 的成 绩又明显上升
,

分

别提高 拓和 多多
。

但这种数量因素同形状因素一样
,

对五
、

六岁组 和 九
、

十岁组儿童

几乎没有作用
。

此外
,

图 礴组是不连续排列
,

它本身就有数量因素作为衡量的一个尺度
,

因而难以区

分排列 因素作用和数量作用的关系
。

二
‘

一 岁儿童判断相等面积的思淮特点
‘

根据儿童自己对判断理由的报道归纳如下

第一
,

说不出判断理由
,

或直接以某种认识活动本身作为判断二的依 据
。

有的不回答
,

有的说
“

不知道
” ,

有的就说
“

用眼睛看出来的
,

仔细看的
” , “

想出来的
,

开动小 脑筋 想出来

的
”

等均归为表
“

其它
”

一类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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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
、

儿童直接着眼于课题要求他给出答案的那部分空间,, 并且通过直观感知的大小

作出判断
。

这时他们完全忽视 或很少注意内部小面积
,

即使注意到它的存在
,

也不了解它

与剩余面积的关系
。

这种判断类型有如下几种表现

儿童认为一个完整的大块面积比任何被分隔成其它形状 的 面积都大
,

也有部分

儿童与此正相反
。

如说
“

一整块大
,

许多小块小
” , “

分成两块地就小
,

一大块 地 就大
”

或说
“

四周有空大
,

一块地方小
”

等
。

‘
’

只抓住一个孤立的
,

片面的因素就作判断
。

诸如数量及空间某一度的长短
,

宽窄

等
。

如
“

许多小块多
,

一块少 指空地
” , “

两块大
,

一块小
”

又如
“

这个是长的 指某 , 部位

辛地多
,

那个是短的
,

空地小
”

等
。

儿童这种直觉判断往往要借助于生活经验
,
赋予面积以有情影 有活动色彩的内

容
,

如
“

一大块地能玩很多小朋友
,

几个小块地只能玩很少小朋友
” , “

四周 都 有空
,

地方多

大呀
,

哪儿都能跑着玩
,

那边一块地太小了
,

跑不开
,

一跑
,

再一跑
,

就不行了
。 ,

”

‘
一 ,

儿童开始把注意力吃向内部小面积
,

甚至意识到两个长方 形 内部小面积之间的

相等关系
,

但判断仍被囿于直觉范围内、如
“

路在中间空地就小了
,
要是路也修在上头该多

好哇
,

那就一般大了 指两边剩余面积’’
。 “
房子一样多

,

要是都 摆 在一个地方
,

空地就一

样了
” 。

第三
,

儿童开始通过对两边内部小面积的比较
,

运用某种形式的推埋来得出剩余面积

相等与否的答案
,

这种情况包括层次不同的几种形式
·

儿童仅抓住个别因素进行判断
,

如
“

都是七间房子
,

所以空 地一般大 ,’只以数量

因素为依据
“

两条路一样宽
,

草地就一样多
”

仅抓住长或宽一度因素
。

‘
儿童所能把握的用以推断的因素渐次增加

,

如
“

两条路一样宽
,

一样长
,

空地一样

大
” , “

每伺房子大小
,

面积一样
,

都是七间
”

同时 以两个以上因素为判断依据
。

儿童已经掌握了从相同的面积中减去相等的部分
,

剩余的 面 积相等
,

即
“

等量减

等量所余相等
”

的原理
,

并能结合课题任务表达出来
,

如
“

两边 草 地一般大
,

只要路的面积

丫般大
,

不管修成什么形状
,

空出的草地面积都一般大
” , “

院子一样大
,

房子 都是七个
,

一

样大
,

占地面积一样大
,

所以剩下的就一样大
” 。

各年龄组儿童判断面积 的思 惟类型列入

表
。‘

表 儿童判断面积的思惟类型
份

林砖之二…
五

…
六

一

阵 卜
’

八

…
’

九
’

一
推 理 ’“ 断 “

·
·

‘”
·

…
“

·

‘

…
”

·

‘“
·

‘ ”
·

”

直 觉 笋 断
,

…了“
·

。。
一

‘
·

。。
’

。 ,,
’

。。二 ‘‘

其 它
一 · ·

·
·

卜 上 “
,

表内数字为人次书

表中直觉判断呈下降趋势
,

推理类型呈上升趋势
,

但不同年龄增长的速 度 各不相等
,

在同

一年龄组直觉判断的下降和推理类型的增长基本上是相对应的
。

五岁到六岁变化幅度约

多 六岁组到七岁组直觉判断下降幅度为 万
,

推理类型上升幅度 为 解 七至九岁三

个年龄组间两种判断类型的变化均为 厂上下 九
、

十岁之间两者变化均接近 拓
。

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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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岁组到七岁组呈现极显著的差别 直觉判断和推理均为 卫
,

而七
、

八
、

九三个年岁

的儿童间却几乎没有变化
。

三

厂

各年龄儿童判断面积的成绩列入图 实线
。

绩成

匕
户

承冤

一
一一一一一上一 , , , ,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年龄组

图 各年龄儿童判断面积的成绩和推理判

断类型

图 所示儿童判断的成绩是图 中十一个比

较卡正确判断结果的平均值 数据见表
“

总

平均
”

一栏
,

从中看到不同年龄 组发展速度

是不均匀的
。

五至六岁成绩提 高 万 六至

七岁组则一跃提高 男多 七至 九 岁三组成

绩的最大差异也不足 万 九 至 十岁成绩增

长接近 多
。

可见儿童正确判断成绩的发展

与判断思惟类型的变化 趋 势是一致的 同样

呈现两个突出的阶段特点户即六岁 组 至七岁

组成长量最大
,

差别 显 著 。 七至九

岁包括三个年龄组成绩都很接近
。

到十一岁

组正确判断率已达 多多
,

绝大 部 分儿童都

能正确完成课题任务
。

四 将各年龄组儿童思淮过程中推理判断类型的增长也列入图 虚线
。

从中看到

各年龄儿童正确判断水平的提高与他们推理能力的增长几乎是完全符合的
, 。

二
、

一 岁儿童在有斜面和斜线条件下对垂直关系认知的特点及其发展趋势
。

一 儿童处理上述垂直关系的特点

在植树
,

画树和画烟囱实验中
,

儿童均以三种形式表现他们对这种垂直关系的认知水

平
,

即直接垂直于斜面和斜线 垂直于水平面和水平线 即不垂直于 斜 面 或斜线 也不垂

直于水平
,

而是处于两者之间的方位
。

此外还有少数儿童使三种形式同时 出现 在一座胶

泥山 七或同一幅山的画面上
,

这也列入第三种形式
,

称为中间形式
,

即 由垂 直于斜线向垂

直于水平过渡的形式
。

现将画树
、

植树和画烟 囱实验的三种形式的结果分 别 列入表
。

表 各年龄儿童处理垂直关系的结果
苦

类别
年 龄 组

十一

垂 直 斜 面

过 渡 型

垂 直 水 平 面

垂 直 斜 线

过 渡 型

垂 直 水 平 线

树植

·

了

一心‘一口自一八卜目品左占的

肠一钧

画树

垂 直 斜 线

过 渡 型

垂 直 水 平 线

了
·

6 0

9 2

.

6 0

7

·

5 0

9 2

.

6 0

4547

7

j

l

…
�
…
l
……

一

…
l
…
一

!

画烟囱

份
表内数字

:
植树为人数拓 入二 20 画树为人次拓 N ~ 60( 三种画)

四岁组有12 多的人次不会画
。

画烟囱为人次拓 N = 40 (二种画)



期 李文馥等
: 5一n 岁儿童两种空间关系认知发展的实验研究

表 3表明画树和画烟囱垂直于斜线的结果都是随年龄增长 而呈 下降趋势
,

且在五至七岁

阶段下降较迅速
,

植树的结果下降了 5D 多
,

画树下降55 拓
,

画烟囱约下降 37 万
,

在七
、

八岁

似后各组垂直斜线都只占很少百分比 、垂直于水平的结果就总的趋势而言 是 随年龄而上

升的
,

其中五至七岁组发展速度较快
,

画树和画烟囱的结早在这一阶段分别增长了36终和

仙书
,

植树增长36终
;以中间形式表现的过渡类型如图 4

。

家冤K

图中标示出 植 树
、

画树与画

烟囱实验属该类型的发展趋

势的不 同
。

植树
、

画树随年

龄发展而出现一个上升而又

下降的过程
,

画 烟 囱自五岁

后大体上呈下降趋势
。

表 3

中还看出自七岁以后这种中

间形式的变化趋势是与垂直

于水平的结果的发展趋势有

对应关系的
。

(二)
,

在画树和画烟 囱

实验中各年龄儿童 正确处理

画树

,

乏(卜
_一
,

‘

f

画烟囱

、
、
、 ~

、曰 . ‘ , .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

,

二一
\
./画烟囱 /

r

厂
604020寮形K

五 六 七 八 九

年岭组

画树和画烟囱垂直水平的结果比较

年龄组

图 4 儿童处理垂直关系过渡形式的结果

垂直关系的水平及其发展趋势的比

产
-
一 较如图 6

。

图 5 是画树和画烟囱垂直于水

平的结果
。

从中看到自六岁以后各
产一一一钾 组画烟囱的结 果 都 比 画树高出约

30 多至的拓
,

可见对儿童来说
,

两种

实验条件有明显的差异
。

但从随年

龄而发展变化的 趋势 来看
,

两者却

一
大体一致

,

即五至七岁是 发 展较快
十 十一 的阶段

,

七至九岁在 成 绩上没有表

现增长
,

是发展 过 程中的一个稳定
,

阶段
。

匕
四
如

讨 论

一
、

在从相同的面积中减去相等的面积剩余面积相等
.
的这类判断等面积实验中

,

内部

小面积是变化条件
。

实验结果表明内部小面积形状的复杂程度和数量标志这两个因素对

七
、

八岁两组儿童的判断有明显作用
,

而对其它各组则几乎不产生影响
,

这
.
与 他 们判断的

思惟特点有关
。

七
、

八岁儿童有约功万属推理类型
,

但同属这一类型的儿童却存在程度和

水平的差别
。

这两组儿童 刚刚脱离开直觉的束缚
,

他们往往只片面地抓住一
、

二个因素就

简单地作出判断
。

当内部小面积是长条形时
,

只运用长或宽一个因素 就 能轻易地得出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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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答案
。

当形状变复杂
,

这种只能把握个别因素的简单推理就不能 胜 任
,

判断出现困难
,

常常倒退到直觉判断
,

致使成绩下降
。

增加数量标志以后;儿童又往往从数量相等这一个

因素出发得出答案
,

所以判断的正确率又复升到80 拓 (人次)
。

九
、

十岁儿童的判断虽也以

推理类型为主
,

但他们多处于高一级的水平
,

即已能全面把握各 有 关因素 及 它们之间的

关系
,

并有部分儿童能够运用等量减等量所余相等的原理
,

因此内部小面积各种条件的变

化对他们的判断已基本不产生影响
。

五
、

六岁儿童有60 多一7D 拓是属直觉判断类型
,

他们

的着眼点多直接指向剩余面积部分从而作直观判断
,

不管内部小面积属哪种变化条件
,

都

把儿童知觉指向的部位分隔或划分成不规则的形状
,

因此不同变化因素本身 与他 们的判

断没有明显的联系
。

卜

内部小面积的形状相同
,

方位不同
,

对七
、

八岁儿童略有些影响
,

因为这两组儿童的认

知有不稳定的特点
,

他们较其它各年龄组容易受课题因素变化的影响
。

图ZA 中a
。
图形在

五
、

六岁组的成绩优于其它图形
,

这是因为图形
a:的位置紧靠边线

,

使剩余面 积成 为完整

的一大块
,

儿童凭直观感知容易把标准卡和比较卡的一大块视为相等的缘故
。

·

总之
,

结果表明不
t
同变化因素初七童判断面积产生的作用是不同的

,

同一因素对不同

年龄组是否发生影响也不一样
,

因此在研究儿童有关认知发展水平时必须考 虑课题的客

观因素
,

在不同谏题条件下可能显露出不同的成绩水平
。

从某一种实验设 计就得出儿童

发展水平的一般结论是不适宜的
。

二
、

根据儿童自己的报道归纳得出的判断类型主要分为直觉判 断 和推理两种思惟过

程
。

六岁多至七岁多是这两种类型变化的转折点
,

而且弯化显著
。

各年龄儿童 正确 判断

成绩与推理类型的发展变化具有很高 的正相关
,

说明正确判断是由推 理 能力的发展决定

的
。

这一点与皮亚杰的论述是一致的
。

五
、

六岁儿童大部分是直觉判断
,

他们判断面积大小的主要倾 向是认为
:
一块完罄的

面积比被分隔开的同样的面积大
,

或反之
,

认为被分隔成部分的比一整块大
。

这种判断的

依据一般有下面几种
:
一是儿童以他们的生活经验为依据

,

通过意义联想作出判断 ;二是

单纯从
“

量
”

出发
,

认为面积被分成的部分比未被分隔的一整块多
;
三是以一维空间的概念

来衡量二维空间
,

如片面地比较某一部位的长度
,

能跑的路线的长度性口
“

能转着圈跑”等
。

到七岁组就一跃脱离开直观知觉束缚而进入以推理为主的阶段
。

但在直觉判断发展

到推理之间似乎有一种过渡形态存在
,

这时儿童开始领悟到剩余面积相等 与 否应通过内

部小面积来推导
,

但实际判断却跳不出直觉范围
。

儿童认为把比较卡的内部小面积移位
、

还原到与标准卡相同时
,

两者的剩余面积就会相等
。

而在其所面临 的具体 条件下仍通过

直觉判断得出不相等的答案
。

这说明他们 的认知能力还不足以解决面临的课题任务
。

可

以认为这就是过渡形态 特点的表现
。

如果能进一步揭露出这种过渡形 态的 特殊性
,

将对

促进儿童由直觉判断向推理发展起积极作用
。

所以这是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
。

如前述
,

在 进入推理阶段的初期
,

儿童 的判断是简单的
,

具有片面性的
,

他们往往只抓

住一个因素 (如长度
、

数量)就下结论
,

而且表现果断和自信
。

随后他们把握的条件渐次增

加 但这时儿童又常常缺乏 自 信
,

表现犹豫
,

反复琢磨
。

最后有些儿童就可以完全肯定地

运用等量减等量所余相等的原理推论出正确答案
。

因此同属推理类型
,

实际上却 经 历着

层次不同的发展水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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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处理垂直关系的实验结果表明有三种不同的表现形式
,

即垂直 于斜 面(或斜线)
,

垂直于水平
,

还有一种是既不垂直于斜线也不垂直于水平
,

而是处于两者之 间的 方位
,

关

于处于垂直于山坡和垂直于水平之间的过渡形式的存在
,

是发展中的一种确定形态
,

还是

儿童操作或绘画活动中无意的角度偏差? 抑或他们在个别场合见过倾斜树木的经验所致

呢 ?

这里被试的表现是值得注意的
。

例如
:
唐 x (男 8 岁 9 个月)在植树实验开始先栽了

九棵垂直子山坡的树后
、
停下看了一会儿

,

然后动作很快地相继拔起改栽成过渡形式
。

主

试问他为什么
,

他说原来栽的
“

爱倒
” 。

又如
,

陆 x x (女
,

10 岁11 个月)以垂直 水 平和过渡

形式遍山栽满树后
,

主试问
“

你都栽对了吗
”
? 她看了看后拔起一棵 直立 的改变成过渡形

式
,

说
“

这棵歪了一点
” 。

当主试追问其余的是否都对时
,

她便把所有垂直于水平面的树都

改栽成过渡形式
。

这似乎说明儿童按这种角度处理树的方位不是无意 偏 误
,

而是一种有

意的选择
。

同时
,

‘

有的儿童也反映出他们的某种思惟过程
。

杜 x (男
,

5 岁11 个月)栽的树全是过

渡形式
,

主试按垂直于水平插了几棵
,

问被试谁栽得对
,

他说
“

你是直 栽 的
,

我不知道哪个

对
,

我想不起直栽
”

与杜 又同样情况
,

主试问陈x x (男 9 岁 1个月)
,

他 回 答是
“

树直的也

可以呆着
,

可是山是这样斜的
,

就得这样栽(指垂直于山坡)
” ,

停了一下又指着他栽的那些

树说
“

还是这样栽对
” 。

为了进一步证实这种过渡形式存在的确定性
,

我们做了如下实验
:
制作一个木房

,

房

顶坡度为46度
,

在上面凿一个插烟囱的孔
,

孔下沿垂直地面和 垂直 房顶各打一个孔道(如

下图)
。

让儿童从孔道处安装小烟 囱
。

结果 发 现由于两

个现成孔道的暗示作用
,

过渡形式减少了
,

但一些儿童总

是插进去拔出来
,

在 两个孔道间犹豫
。

竞 有少 数儿童用

手扶着把小烟囱置于两个孔道夹角之间 的 位置
,

虽然这

个方位 没有孔道
,

但他们坚持这个方位是 正确 的
。

有个

儿童甚至说
“

我奶奶家的烟囱就是这样的
” 。

这也说明这

种过渡形式不是偶然的原因造成的
。

诚然
,

儿童会在特殊场合 (如山崖
、

沟旁或图画中)见

过倾斜树的个别经验
,

但他们经 验中更大 量 的是直立的

、

,、、、了、‘‘J
了
气
J
l

l

l
l
l
;
户
l;

\

冬
丈

气

{

树
。

一个被试在实验中连栽带画达几十棵树
,

在许多儿童这些树全 属 过渡形式
。

如果说

经验的影响
,

那么儿童生活中最熟悉的基本的经验应该是主要的
,

而个别经验不应该起主

导全局的作用
。

同时经验在儿童空间认知发展中的地位也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
。

此外
,

垂直关系实验中画树和画烟囱垂直水平的结果自六岁组以后 各 组 都 有 明显

差异 (如图 5 )
。

造成这种差别的原因尚待进一步研究
。

被试都是城市儿童
,

日常接 触的

大多都是平地长的树
,

接触山坡长树的机会不多
。

另外在被试校园外有一水房
,

此房的斜

坡屋顶 上修一较高的砖烟囱
,

同时这些儿童们居住的区域有二十几幢同样 的 楼 房
,

每一

楼房顶部 (斜顶的
,

少数是平顶 的)都有四个用砖修的与烟囱相类似的通气装置立 在 楼顶

上
。

是否这些熟悉的 日常经验给儿童以积极的影响呢 ? 这也是需要讨论的问题
。

.

四
、

两个实验中不同年龄儿童的大体一致的发展趋势和某种阶段性表 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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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等积判断实验中六岁到七岁组之间有很大的成长量(P < 。
.
0 1)

,

同时他们判断的思

维特点也是直觉判断和推理之间的转折点
。

可以说在这个年龄阶段儿童判断面积的认知

水平及其思惟特点都发生了飞跃式的变化
。

他们是学龄初期儿童
,

客观生活 环境 和教育

条件与学龄前有截然不同
,

因此适当地加强对这个年龄阶段儿童的教育和相应的教学
,

会

对他们发展有关的认知能力起到奠基和促进作用
。

在这两种认知关系实验中七至九岁儿童均表现出属中间阶段的特点帕
。 ,

首先这三个

年龄组没有显出成绩上的 增 长
,

几乎处于同一水平或略有下降(下降的原因不明
,

统计上

不显著)
,

这是他们处于稳定状态的一面
。

同时他们又都具有不稳定 的 特点
,

很容易受课

题因素变化的影响
。

当面积实验中内部小面积的形状复杂化时
,

该 阶段儿童成绩下降了

20男多
,

而当给予数量标志以后
,

他们凭借有利条件一下子又提高了2D 形多
,

这 两种 因素

变化对其它各年龄组则几乎没有产生影响
。

这说明这几个年龄组儿童在简单条件下可以

顺利完成课题任务
,

遇到困难就犹豫乃至倒退到较低的水平
,

但在有利条件下又可减少错

误
,

恢复正确答案
,

甚至提高到新的水平
。

另外该阶段儿童在成绩上没有显露出发展的趋

势
,

但并非处于完全的静止状态
。

如画树实验中从七岁到九岁
,

过渡的形式经厉着上升而

又下降的过程 (植树亦然
,

如图 4 )
,

这说明他们以另一种形式表现其发 展变化
。

因此
,

如

果能够创造某种适当的条件
,

也许可以进一步揭示出这三个年龄组儿童有笋关空 间认知的

不同发展水平
。

夕

小 结

一
、

在本实验条件下
,

客体的方位
、

数量
、

形状等不同变化因素对儿童判断相等面积有

不同的影响
,

同一因素对不同年龄儿童的作用也不一样
。

二
、

儿童判断面积的过程主要分为直觉判断和推理判断两种类型
。

后者经 历只运用

单一的
,

片面的因素的简单推理活动逐渐发展到把握较多因素乃至掌握
“

等量减等量所余

相等
”

原理的推理过程
。

三刀乙童处理垂直关系有三种形式
,

即( 1 )垂直于斜线 (面)
,

( 2 ) 垂直 于 水平线 (面)

和 ( 3 )处于此两者之间的空间方位
。

其中( 3 )是从( 1 )发展到 (2 )的一种过渡阶段
。

四
、

6 一11 岁儿童对面积和垂直这两种空间关系的认知有大体一致的发 展趋势
;
六至

七岁发展速度最快
,

成绩差别显著
;
七至九岁组成 绩变化不显著

,

但 他 们的 判断结果易受

课题变化因素的影响
,

表现出发展的过渡阶段的特点
。

五
、

本研究 中出现的年龄阶段特点
,

对面积和垂直关系的认知发展 的过 渡形式
,

以及

不同课题条件与儿童有关认知能力的关系等问题都值得进一步探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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