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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0 岁儿童对几种常见自然事物的

认 知 发 展 的 实验 研 究
‘〕’

赵淑文 刘 范
北京师范学院教科所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

本研 究的 目的是探讨儿童对几种常见的 自然事物 的认知发展的问题
。

共有

太 阳
、

月亮
、

空 气
、

云
、

雨等自然概念+, 个
,

分为四组
。

个别地要求儿童逐一

回 答
“

是 什 么 1 ” “

有无共 同的地方 1 ” “

为什 么
” 1 被试是 /一 +2 岁的 儿童

,

分

为 / 个年龄组
,

每组.0 人
,

共 +00 人
。

实验结果表明
3 +

4

儿童对常 见的自然现象的认知水平随年龄而增长
。

大

致可分为两个阶段
3 不理解和含混阶段

5
过渡阶段

。

/一 +0 岁儿童 的认知 水 平

大都处于过渡阶段
。

.
4

对本研 究所 涉及的内容的认知
,

−一 +0 岁儿童是认知发

展的飞跃阶段
。

此外
,

儿童对 自然事物的概念的认知较早
,

对一类 自然事物的共

同属性的概括稍晚
,

时 自然事物的因果联系的认知更晚
。

6
4

利用自身经验解 释

自然现象是儿童认知 的一个重要特点
。

决定这一特点的因素
,

除年龄外
,

还有对

象的性质及儿童经验的多寡等
。 4

环境教育和文化影响对儿童的认知能力的

发展
,

有极其重要的作用
。

一
、

引 言

儿童对自然现象的正确认知及形成自然科学的有关概念
,

是掌握自然科学系 统 知识

的重要环节
,

也是儿童思惟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
。

因此
,

国内外有不少涉及这一方面的心

理学研究课题
。

国内有的研究认为
,

儿童形成自然概念的过程和途径是多方面的
,

同时受

多种因素的影响
。

儿童在形成概念的发展过程中
, “

不仅有一定的连续性
,

而且表 现 出一

定的阶段性
”

价
6 , 。 国外的研究也认为

,

儿童的概念
“

是通过认知结构和客观事件的往复交

互作用而形成的
”〔幻

。

在对因果联系的认知方面
,

有的研究认为
, “

儿童的因果思惟不是自

发的
” , “

通过一定的实践和适宜的教育是可加以发展的
”
帕

。

这 些研究和理论
,

都为心理

科学的发展作出了可贵的贡献
,

但它们却多偏重于儿童对数学概念的掌握或对物 理 现象

+7 本文于+, − +年 + 月 +8日收到
。

4
本研究是在北京师范学院幼儿园和西郊八里庄小学的协助下进行的

。

研究还得到北京师范学院地理系
,

化学

系等有关同志的积极支持
,

谨此致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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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认知方面
,

而对常见的天体
、

地理
、

气象有关现象和对象的认知以及在这方面的 概 念形

成中的思惟过程和特点的研究似乎还很少
。

因此
,

本研究着重从这些方面进行探讨
,

希望

能为我国的发展心理学积累科学资料
,

为当前小学自然常识的教学改革 提 供 心 理 学 依

据
。

落

二
、

研 究 方 法

+
4

实验项目

天体
、

地理
、

气象等自然现象的概念+, 个
,

以词标志
。

它们都是比较具体
,

儿童比较熟

悉
,

又没学过的
。

+, 个概念分为四组
3 9 + 7河

、

海
5 9 . 7太阳

、

月亮
、

星星
、

地球 5 96 7白天
、

黑夜
、

春天
、

夏天
、

秋天
、

冬天
5 9 7水

、

水蒸气
、

空气
、

云
、

雾
、

雪
、

雨
。

其中第一组主 要 用于

测试
,

说明方法
。

标准答案参照小学
《

自然常识
》

教科书的要求
。

.
4

实验用品

9 + 7 月地运行仪一架 9用以演示昼夜及四季形成的原理7
。

9. 7 酒精灯
、

烧瓶
、

锥口瓶 9或烧杯 7各一个 9用以演示降雨原理7
。

64 实验步骤

9 + 7 就每组概念逐一向儿童提问
。

先 问
“

是什么
” ,

如
“

什么是河 1 ”

再问
“

有无共同

点
” ,

如
“

河和海有没有一样的地方 1 ”

最后问
“

为什么
” ,

如
“

为什么有白天和 黑 夜 1 ”

每一

问都尽量了解儿童对概念的本质属性或主要特征的理解水平及对每组概念作出概括和找

出相互间内在联系的能力
,

以确认儿童对 +, 个独立概念
、

对每组概念的概括以及对因果联

系的认识水平和特点
。

必要时可连续追问
。

9 . 7 由主试演示并伴随讲解昼夜
、

四季
、

降雨的成因
。

接着让儿童复述与 讲 解
,

以

了解儿童通过一定的教学或启发
,

对上述概念间的内在联系的认知有什么即时变化9演示

时的指导语与一般教学过程演示直观教具类似 7
。

96 7 演示讲解后.一 /天
,

要求儿童再次复述与讲解昼夜
、

四季及降雨的原 因
,

以了

解儿童对上述概念掌握的实际水平
。

采取个别实验方式
。

4

实验对象

将 /一 :2 岁儿童分为 / 个年龄组
。

每年龄组均以实足年龄上
、

下各四个月为限
。

每组儿童各.0 名
,

共+00 名9男女不作限制
,

适当考虑了城乡及家庭环境的差别7
。

三
、

结 果

+
4

/一 +0岁儿童认识 以上 四组概念的情况

实验结果显示/一 +0 岁儿童对以上+, 个概念的理解都有如下五种水平
3

+
4

能抓住对象
、

现象的本质属性
、

并试图用定义的形式进行概括
。

如
“

太阳 是 能发

热的一种星球
”。 “

河是一个水流的通道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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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
4

能抓住对象和现象的部分本质属性
,

并以叙述的形式来表达
。

如
“

河有自然河
、

人工河
。

大雨后
,

油上流下来的洪水形成一条河道
。 ” “

太阳是一个火球
,

它的光是照耀世

界的
。 ”

皿
4

就对象和现象的外表
,

人对对象
、

现象的态度
、

反应
,

或按事物的功用来作回答
。

如说
“

太阳是红的
,

圆的
,

在天上
。 ” “

云象棉花一样
,

铺在天的下面
,

一大层一大层的
,

象棉

花铺在棉袄上
。 ” “

水可以喝
,

人洗手
、

洗脸
、

洗衣服用水
, ” “

白天是学生上学了
,

工人 上 班

了
,

农民下地了
。 ”

丁
4

含混
。

对概念似懂非懂
,

回答有时模棱两可
,

有时极不完善
、

不确切
。

如说
“

雾都

是白的
。 ” “

太阳从地球上到另一边来
,

咱们这儿就是黑夜
。 ”

;
4

完全不理解
,

不会回答 或 回答完全错误
。

各年龄组儿童在上述五种水平上的分布见表 + 和图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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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各年龄组对0∋ 个概念的认知水平总趋势极其相似
∀

故将其综合在一个表内进行统计
。

6
∀

第一组概念 9河
、

海:主要用来说明方法
,

但进行中
,

儿童掌握得很顺利
,

故亦将实验结果统计在此表内
∀

材料说明 &一 07 岁儿童对上述0∋ 个概 念 均不

能下完整的定义
,

只有
∀

极少数儿童能抓住 它 们的

本质属性
,

37 万以上的儿童能就词所标志 的 对象

和现象的外表进行描述
。

他们对上述概念的认知

水平均随年龄的增长而提高
,

但同一年龄 组 的认

知水平有个别差异
。

图 0 的曲线表明
,

&一 07 岁儿童对上述 0∋ 个概

念的理解中
,

5一 07 岁是一个发展较迅速的时期
。

6
∀

儿童概括一类事物的共同特征的情况

实验结果表明 &一 07 岁儿童对某类对象
、

现象

进行概括的水平有以下五级
;

< 二 试图就一类事物的本质属性进行概括
‘

如说
“

太阳
、

月亮
、

地球
、

星星都是星球
。 ”

东形=

>‘
∀ ‘

石 5

耳龄

∋ 07

图 0 &一∗? 岁儿童对 0∋ 个概念的认知情况

9本图根据表 ∗ 中
“

< ≅ <
”

项制作:

0
∀

就一类事物的主要属性进行概括
。

如说
“

太阳
、

月亮
、

地球
、

星星都发 光
” Α “

河和

海全是水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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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就一类事物的外部特征进行概括
。

·

限于描述一类事物的共同的
、

表面的犷具体的

特征
。

如说
“

河里和海里都有鱼
” 5 “

春
、

夏
、

秋
、

冬全有白天和黑夜
” 5 “
太阳

、

地球
、

月 亮
、

星

星全在天上
。 ”

丁
4

不完全 的概括
。

找不出一类事物的共同属性
,

仅就一类事物中的部分 对
·

象和现

象进行概括 5 或用一类事物中的不同属性进行比较
。

如说
“

太阳和地球都是圆的
” , “

太阳
、

月亮
、

星星都在天上
,

地球在地下
” , “

春
、

夏都暖和
,

秋
、

冬都冷
” 。

;
4

不会概括和完全错误的概括 9包括认为
“

无共同点
”

者7
。

各年龄组儿童在 以上五种情况上的分布见表 . 和图 .
。

?

汤

表 . /一】0岁儿童对河
、

海
,

星体
、

四季各组

对象和现象的共同点认知情况统计表
4

杯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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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一07 岁儿童对河
、

海
、

星体
、

四季各

组概念共同点之概括水平
9本图根据表 6 之第

“

< ≅ <
”

项人次百分比制作:

太阳

月亮

地球

星星

& 岁组

% 岁组

5 岁组

∋ 岁组

07岁组

& 岁组

% 岁组

5 岁组

∋ 岁组

07岁组

5 /

∋&

户口甘口 !工卜 厅‘

春夏秋冬

材料表明
,

&一 07 岁儿童对一类事物的

共同点进行概括的能力
,

基本上随年 龄 的

增长而提高
。

在对三类对象和现象进行概

括中
,
5一 07 岁阶段发展较迅速

。

但从总的

情况看
,

&一 07 岁儿童概括同类事物的本质

属性的能力普遍较低
,

就是 Χ 岁
、

07 岁组
,

也只有个别儿童能达到概括本质属性的水

平
。

从百分比看
,

对共同属性的概 括 似晚

于独立概念的形成 9图0
、

6:
。Δ

份
表内数字为达到人数的百分比

。

#∀ &一 07 岁儿童对对象和现象的因果关系的认知以及演示对这种认知的作用

实验结果显示
,

&一 07 岁儿童掌握因果关系的水平有以下五种
。

9 0 : 回答正确
。

如问
“

为什么有白天
、

黑夜
”

时
,

答
; “因为地球能自转

,

转过来的一面

被太阳照射时
,

这一面就是白天
,

地球的另一面就是黑夜
。 ”

问
“

为什么会下雨
”

时
,

‘

回答
;

“

地面上的水蒸气冒到天上去
,

碰到天空的冷气就变成云
,

然后结成许多小水珠
,

掉 下 来
,

就下雨了
。 ”

9 6 : 能抓住主要原因
。

如回答
“

白天
、

黑夜的成因
”

时
,

答
; “因为太阳老呆着

,

地球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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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
,

」

转到朝太阳时是白天
。 ”

,

9
’

6 7 能抓住部分原因
。

如回答
“

为什么有昼夜和四季
”

时
,

说
3 “

因为 地球在 转
。 ”

“

地球会自转
,

绕到快一转了
,

就是一天
。 ”

9 7 用 自身经验解释因果联系
。

如回答
“

为什么有四季
”

时
,

说
3 “

有春
、

夏
、

秋
、

冬是

因为让咱们换个天气
。

太冷了就把人给冻死了
,

太热了就把农村的地干死了
。 ”

回 答
“

昼

夜的成因
”

时
,

说
3 “

白天得起来上班
、

上学
,

晚上得睡觉
” 5 “

因为只有一个太阳
,

一个 月亮
,

它还得照别的地方
。 ,

”

9/ 7 完全不会 9包括完全错误的回答7
。

演示前后各年龄组儿童在上述各种水平上的分布见表 6 和图 6
。

Ε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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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一07 岁儿童对
“

四季
” 、 “

昼夜
” 、 “

雨
”

的成因的认知情况统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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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内数字均为达到人数的百分比

6
∀ “

演示后的即时结果
”

栏的第七列和
“

演示后的延时结果
”

栏的倒二列画碱己号
,

表示该两列各有一人成

绩漏计
,

其百分比按0∋ 人计
#

∀

演示后的
“

即时结果
”

与
“

延时结果
”

的间隔时间
;
5∋ 形为6一/天

,

其余隔 00 天者 0 人
,

∋ 天者 # 人
, 5 天

者 & 人
, & 天者 0 人

。

结果表明
,

07 岁以前的儿童在未经过教学影响的情况下
,

独立地
、

正确地揭 露 上 述现

象的因果联京几乎是不可能的
。

即使07 岁组的儿童
,

能揭示
“

降雨
” 、 “

昼夜
”

成 因 者 也 只

一
、

二人
,

揭示
“

四季
”

成因者一个也没有
。

可见
,

对因果联系的认知比概括共同 属 性还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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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

0
4

。

今Β
1了Ε&0‘少

“
又

Θ岁
,

Θ
Θ

Θ ∀’

未匕几
Δ

0 ∋ 07

得多
。

但经过对所有儿童用同样方式进行简单的

演示讲解后
,

成绩普遍提高
,

特别 是 5一07 岁阶段

儿童的成绩提高显 著
,

%7 一 57 万以上的儿童都能

掌握上述三种情况的因果联系
。

这表明演示讲 解

的效果似依存于儿童已有的认知水平
。

&一 <? 岁儿童在对对象
,

现象因果关系的认知

中
,

普遍性的错误是漏掉主要原因或将因果颠倒
。

此外
,

有相 当一部分儿童则根据自身 经 验来

解释对象和现象间的因果联系
。

一般说来
,

年 龄

越低
,

操此方式者越多
,

但也因因果联系的难易程

度而有差异
。

钧#7瞬忆代

年龄 四
、

讨 论

图 # &一 07 岁儿童对
“

四季
’, 、 “

昼夜气
“
雨

”

的成因的认知情况 比较图

9本图根据表 #各栏回答
“

正确
”

项之人次百

分 比制作:
Ρ

—
Ρ

—
Ρ 演示前

Ρ
Δ

一
Ρ Δ

一 Ρ 演示后的即时结果
Ρ ”

一 Ρ
·

“ ⋯ Ρ 演示后的延时结果

0
∀

&一 07 岁儿童认知自然现象的阶 段 性及

特点

9 0 : &一 07 岁儿童对以上0∋ 个自然 概 念的

认知水平随年龄的增长而提高
,

前面将其 分 为五

级水平
,

看来
,

儿童的认知是按这些不同水平而逐

次发展的
。

大致可分为两个主要的阶段
; 9 0 :不理解和含混阶段

,

&
、

%岁儿童有少数属此

阶段 Α 9 6 :过渡阶段
,

&一 0? 岁儿童大部分处于此阶段
。

此外还有一种能揭示对象
、

现象的

本质
,

却不能下较完整的定义的情况
。

能做到这点的
,

即使 ∋
、

07 岁组儿童也不 足十 分 之

一
,

因此本文未将其做为&一07 岁儿童认知发展的一个阶段
,

但 由此却可以看出儿 童 认知

发展的下一个阶段 的苗头
。

可以认为
,

第二阶段
,

即过渡阶段
,

是儿童发展和教育的重要阶段
。

这个阶段 又 有以

下几种情况
;

就对象
、

现象的外表进行描述  就自身经验进行描述和推理 ! 能认识

对象
、

现象的部分本质属性
,

有时兼有
、

 或 
、

! 两种情况
。

∀

儿童根据自身经验对对象和现象进行描述和推理似乎是过渡阶段的一个主要特点
。

但这种情况只 出现在部分儿童身上
,

而且较突出地表现在春
、

夏
、

秋
、

冬
、

水
、

空气 等 概 念

上
。

其中#
、 ∃岁的儿童操此方式者较 % 岁以上的儿童为多

。

似乎可以将这个阶 段 以 % 岁

左右为转折点
,

划分为两个亚阶段
, % 岁以后

,

儿童越来越摆脱自身经验的局限
,

深入认识

事物
。

& ∋( #一 )∗ 岁儿童对三类对象
、

现象概括能力的发展方面与材料的数量
、

性 质 关系

密切
。

材料表明
、

概括的环节越多越困难 概括的内容越抽象越困难
。

如概括两个对象的

成绩优于概括四个对象的成绩 , 概括太阳
、

月亮
、

地球
、

星星的成绩又优于春
、

夏
、

秋
、

冬的

成绩
。

#
、

∃ 岁 儿童从四个对象中概括出它们的共同点是较困难的
。

即 使 根 据 对 象
、

现

象 的表面属性进行概括
,

也多是两两比较
,
找其共同点

,

最多可以把握三 个 对 象 的共 同

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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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认为
,

− 岁以后
,

儿童的概括能力渐次发展起来
。

但是
,

即使到 了+0 岁
,

能就本质

属性和主要特征进行概括者
,

也远远不到半数
,

因而还属于过渡阶段
。

这与前述对独立概

念的认知阶段相
,

符
。

但从人次百分终看
,

概括能力的发展晚于独立概念
。

96 7 因果思淮能力的发展在儿童对 自然现象的认知中占有重要地位
。

儿童对因果

联系的认知
,

较之对独立概念的认知和对同类事物的概括都发展得晚些
。

材料表明
,

− 岁

以后儿童的因果
(

思淮能力才开始发展
,

,
、

+0 岁有了一些提高
,

直到 +0 岁
,

儿童的因果
砂

思淮

能力基本上没有形成
。

儿童心理学家皮亚杰将儿童因果观点的发展划分为 +8 种类型
,

他认为第一 至 第 , 种

类型是儿童根据自我 中心来解释因果现象
,

即不能将物理与心理现象区别开来
5
第 +0 种至

第 +! 种类型是达到了对真正的因果联系的理解
,

即已能摆脱自我中心
,

非主观 地 解 释 客

观环境
,

这大约要到 +0 一 ++ 岁左右巾
。

显然
,

皮亚杰的理论与我们的实验结果是不 同 的
。

首先他的真正的因果联系的内涵与本实验不一致
, 其次儿童对因果联系的认知水平 也 常

因认知对象的性质而异 9第 9 7点还要谈到7
。

此外
,

/一 +0 岁儿童对本研究所涉及的 自然现象的认知 中
,

无论对独立概念的认知
,

还

是概括水平及对因果联系的认知水平
,

−一 +0 岁均是认知发展较迅速的阶 段
。

但 这 种 发

展
,

就绝大多数儿童来说
、

均未达到对事物本质属性的认知水平
。

9 7 根据自身经验和周围人的活动以及事物的功用解释 自然现象
,

是儿童 认 知 自

然现象
、

对象的一个特点
,

但年龄不是操此方式的唯一关键因素
,

此外还依对象
、

现象的性

质及儿童知识经验的多寡为转移
。

如对
“

春
” 、 “

夏
” 、 “

秋
” 、 “

冬
”

的认知
,

/ 岁儿童操此方式

者有0 一 ≅0 拓
,

而 ,一 +0 岁儿童则无一人操此方式
。

但对
“

空气
” 、 “

水
”

的认 知 以 及 对
“

四

季
” 、 “

昼夜
” 、 “

雨
”

的成因的解释
,

/一 +0 岁儿童均有操此方式者
,

而且各年龄阶段的差异也

不显著 9见表 6
“

演示前
”

栏 7
。

似乎儿童对那些外部属性较突出
,

又为儿童所熟悉的对象
、

现象 9如太阳
、

月亮7
,

以及那些外部属性极不明显
,

又为儿童所不熟悉的对象
、

现 象9如 水

蒸气
、

地球等7基本上不采用根据自身经验的方式去认知
。

他们不是做表面属性的描述
,

就

是根本回答不出或回答错误
。

而对那些表面属性不十分突出
,

而又为儿童所熟悉的对象和

现象 9如
“

四季
” 、 “

昼夜
” 、 “

雨
”

的成因等7
,

则多根据自身经验去描述和推理
。

这是因 为 他

们既抓不住事物的表面属性
,

而且由于知识经验的限制
,

又难于把握事物的本质属性或从

宇宙空间去考虑事物间的内在联系及因果关系
,

因此
,

就往往根据自身周 围的具体事实为

依托去把握较遥远
,

较抽象的事物
。

实验中了解到儿童形成
“

自身经验
”

的渠道是多方面的
。

如看电视
,

听广播
,

听故事等

等
。

通过各种渠道获得的有关知识保存在儿童的记忆中
,

就成了他们自身的知 识 经验
。

这些知识和经验虽不系统不完整
,

但对儿童今后系统学习科学知识是有利的
。

如 有 的孩

子说
3 “

我在电影上看到星星是块大石头
。 ” “

我看见电视上介绍地 球 是 个 会 转 的大 圆

球
。 ” “

我在天文馆看星空电影
,

就知道了为什么有白天
、

黑夜
”

等等
。

但也必须 看 到 这 种

自身经验有时也会妨碍儿童形成科学的知识经验
。

如 当主试讲解
“

昼夜
”

成因时
,

有 两个

儿童都对太阳是不动的不能理解
。

他们 问
3 “

我怎么看见太阳是动的
,

它不是每天从东边

升起来
,

从西边落下吗 1 ”

因此
,

教学中
,

教师既要善于利用儿童 已有的知识经验
,

又 要注

意防止它的干扰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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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环境影响与教育的可能性问题

实验结果表明
,

/一+0 岁儿童对本研究所涉及的各项 目的成绩
,

其总趋势是随 年 龄的

增长而提高的
。

可以认为
,

这种增长所反映的主要是儿童思惟能力的发展
。

但本研究的材料也显示
,

环境影响和文化教育对儿童认知 自然现象的能力的 发 展有

着重要的作用
。

首先
,

从对 +, 个独立概念的认知上看
,

本研究 / 岁组的儿童取样于北京师

院幼儿园的大班和中班
,

其中−0 拓是知识分子的子弟
,

家长一般都较重视对子女的知识教

育
。

了岁组均取自近郊小学一年级学生
,

工农子弟占/0 男
,

由于历史的原因
,

他 们家中的

学习条件比之 / 岁组儿童相应地差一些
。

此外
,

师院幼儿园近两年来一直进行有 计 划的

教学
,

象春天
、

太阳
、

地球
、

星星
、

空气等概念
,

在说歌谣
、

看图画
、

讲故事等活动中
,

都 曾接

触过
。

特别中班教师还 曾给他们猜过
“

水
”

的谜语
,

讲过水的
“

三态
”

变化
,

做过水变水蒸气
一

的观察实验
。

所以中班儿童在回答
“

什么是水
”

的问题时
,

不少儿童能回答出
“

水 是 透 明

的
、

没有颜色
、

没有气味
,

没有味道的
,

会流动
,

刀砍没有缝
,

小风一吹它就动
。

洲水到 夏 天

能变水蒸气
,

到冬天就结冰
”

等
,

而大班儿童由于没经过这样的学习
,

虽属同一个年龄 组
,

而且年龄还稍大些
,

却回答不出同样的水平
。

了岁组的成绩反倒低于 / 岁组
。

−
、

,岁组的

儿童一般也仅停留在对水的功用
、

来源等的描述上
。

其次
,

从对
“

四季
” 、 “

昼夜
” 、 “

雨
”

的成因的认知看
,

经主试进行演示讲解后
,

儿 童 均 由

基本上不会到有了不同程度的提高 9见表 6
、

图 6 7
。

这些都表明
,

教 与不教
,

学 与不学
,

效

果大不相 同
。

因此采取多种方式
,

对儿童适当地进行一些自然常识的早期教育
,

是必要的

和可能的
。

但也必须看到
,

儿童通过环境影响和教育训练获得 的某些成绩
,

并不一定完全代表他

对某些知识的真正理解
。

如幼儿园中班的部分儿童在回答
“

什么是水
”

时
,

基本上 是顺 口

溜似的机械复诵
,

除有内容多寡的区别外
,

答案几乎千篇一律
,

而且对他们自己 复诵 的内

容有时也不完全理解
。

如张 Ε Ε
,

/ 岁 + 个月
,

刚回答完
“

水是没有颜色的⋯⋯
” 时

,

主试

接着问
3 “

水有颜色吗 1 ”

她答
3 “

水有绿色的
、

红色的
,

我们老师给我们做过一次实验
,

用

的是红水
。 ”

说明她对
“

水是没有颜色的
”

含意并未真正理解
。

再如儿童在回答
“

什么是水
”

时
,

虽然提及
“

水到夏天变水蒸气
” ,

但当问及
“

空气
”

和
“

水蒸气
”

时
,

他们 当中又有 不少人

并不了解这是两种不同的物质
。

此外
,

,
、

+0 岁组的不少儿童虽可 以准确地复述主试对
“

四

季
” 、 “

昼夜
”

成因的讲解
,

但追问时
,

却发现他们并未理解地球倾斜的角度与太阳光直射的

位置之间的关系
。

这同时也说明了 / 岁组的成绩稍高于 了岁组
,

所标志的主要是知 识 性

的而不是智能性的差异
。

因此教学中
,

教师不能满足于儿童机械地背诵某些概念和定义
,

而要善于考察儿童理

解的程度
,

并根据儿童的实际水平
,

由浅入深
,

由具体到抽象
,

循序渐进地进行教学
,

使 儿

童不仅会复诵
,

而且要真正理解
。

6
4

本研究存在的问题

本研究涉及的概念较多
,

儿童易疲劳
,

因此对儿童的答案做深入的追问不够
。

由于主
、

客观的种种原因
,

儿童掌握 自然现象的因果关系一项
,

其演示后的即时结果与延时结果之

伺的间隔时间掌握得不够严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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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

小 结

+
4

/一 +0 岁儿童对常见的 自然现象的认知水平随年龄的增长而提高
,

大致可以分为

两个阶段
3 9 +

?

7不理解和含混的阶段
,
9 . 7过渡阶段

。

/一 +0 岁儿童大部分处于第二阶段
。

.
4

/一 +0 岁儿童
,

在对本研究所涉及的自然现象的认知中
,

一般来说
,

,一 +0 岁阶段

是一个认知发展的飞跃阶段
,

虽尚未达到对事物本质属性的认知水平
,

但可以认为是接受

教育较容易的阶段
,

抓紧此阶段儿童的教育是重要的
。 =

6
4

从儿童对自然对象
、

现象的认知发展的顺序看
,

对自然事物的概念的认知发展较

早
,

对一类事物的共同属性的概括次之
,

对自然事物的因果联系的认知更次之
。

4

环境影响和文化教育对儿童认知 能力的发展有着极重要的作用
。

利用图 片
、

模

型
、

幻灯
、

电视
、

电影等多种方式
,

对 /
、

8岁儿童进行一些自然常识方面的知识教育是 必 要

的和可能的
。

如有可能
,

小学阶段的 自然常识课似可以从一年级天始设置
。

/
4

利用 自身经验解释 自然现象
,

是儿童认识自然对象
、
现象的一个特点

。

它对系统

地学习科学文化知识有其有利的一面
,

也有其干扰的一面
,

在进行教学时
,

要注意扬其长
,

避其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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