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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的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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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部分与整体的关系是事物 的普遍关 系的一种反映
。

儿童讨表现在小学数学

中的部分与整体关 系的认知发展
,

是一个值得研 究的课题
。

本研 究对 −一. 岁儿

童理解包含除的数量关 系的认知特
,

点
,

进行 了调 查
。

结果表明
,

−一 .岁儿童用非

除法运算解答二十 以内的不同方式提问的包含除的 问题
,

已达到一定 的 水平
。

对 包含除的数量关 系在理解上 的差异
,

依赖于时数的部分与 整 体 关 系
,

即时总

数
、

每份数和份数及其相互关系的掌握
0

目 的

部分与整体的关系在数概
一

念中表现为数量关系
。

包含除的数量关系是求一个数包含

几个另一个数
。

就数的部分与整体关系看
,

包含除的被除数作为整体数
,

除数 作 为 部分

数
。

为了表述上的方便
,

把整体数称为
“

总数
” ,

相同部分数称为
“

每份数
” ,

相同部 分 数的
·

份数称为
“

份数
” 。

整体数包含部分数
,

在 包含除范围内
,

是总数包含多少份每份数
。

对包

含除的数量关系的理解
,

则是对总数包含多少份每份数这一关系的掌握
。

发展心理学认为
,

儿童智慧发展的每个阶段
,

在客观世界的不同事物及其呈现形式的

影响下
,

有他自己观察世界和解释世界的认知方式
。

本实验对未学过乘除的 −一 . 岁儿童

进行调查
,

看他们能否解答和如何解答包含除的问题
。

探讨儿童对数的部分与整 体 关系

的认知的发展
,

及其对包含除概念形成的影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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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方 法

被试
3 幼儿园大班儿童和小学一年级第一学期学生各∗4 名

,

平均年龄分 别 为 − 岁 4

个月和 . 岁 2 个月
。

每个被试符合会二十以内的加减但不会乘除的两个条件
。

材料
3
测验题 目

肠
共为, 个包含除的问题

。

系由三个实验因素按照 ∋ , ,

54 ‘,
,

1正交表

编拟的
。

题 目详见附录
。

三个实验因素是
3 1 题 目的不 同类别

,

即由提出问题的 不 同方

式把 , 个题 目分为图示题
、

文字题和应用题
6 ,1 每份数的多少

,

即把 , 个题中的 − 个题
,

每

份数为
,

另 − 个题的每份数为 2 ,
41 所求份数的多少

,

即把 ,个题中的 − 个 题
,

份 数为

,
,

另 − 个题的份数为 7
。

每份数的多少和所求份数的多少是实验考察的主要因素
。

·

方式
3
对 − 岁儿童的测验

,

个别进行
。

对 了岁儿童采用集体测验和个别询 问 相结合

的方式
。

为了避免测验时题目的先后测验而产生的系统误差
,

全部测验题对每个 被 试都

是随机的
。

在主要实验进行后
,
0

为了进一步考察实验的主要因素
,

进行了补充实验
。

选择 − 为总

数
,

其每份数为
、

,
、

8
,

份数为 −
、

4
、

,
,

以及 , 7为总数
,

其每份数为
、

,
、

4
、

−
、

∗
,

份数为 7
、

∗
、

−
、

4
、

,
,

按照图示题
、

文字题和应用题
,

编出, 2道包含除的题 目
。

对 4 −名−一.岁儿童进行个

别测验
。

三
、

结果与分析

一
、

−一 .岁儿童用非除法运算解答包含除的一般结果

5一1 −一了岁儿童用非除法运算解答包含除的成绩

在本实验条件下
,

儿童解答包含除的问题的成绩
,

总平均为 .2
0

9 − 分
。

实 验中没有发

现根本不会解答的被试
。

成绩在 −。夯以上的人数有 44 人
,

占全体人数的百分之七十二
。

得 99 分的人数有 4∗ 人
,

占全体人数的百分之二十一
。

这说明−一.岁儿童对包含除的问题

已具有一定的解答能力
,

对包含除的数量关系的理解已达到一定的水平
。

. 岁儿童的平均成绩为.−
0

钧分
,

− 岁儿童的平均成绩为.
0

2, 分
。

相差 −
0

,+ 分
。

虽然
·

统计检验认为无显著差别
。

但 . 岁儿童的高分组人数比 − 岁儿童要多些
。

较难题目的正

确人数
,

. 岁儿童比 − 岁儿童要多些
。

说 明 − 岁儿童对包含除数量关系的理解程度
,

在数

量偏大时受到一定的影响
。

·

5二1 认知条件对儿童解答成绩的影响

从表 中看到
,

从理论上比较
,

丑值的大小说明三个实验因素的 单 独 作 用
。

结果认

为
,

影响儿童成绩的因素
,

最主要的是每份数的多少
,

其次是所求份数的多少
,

再其次是题

目的不同类别的影响
。

但是
,

从实际上看
,

每个题 目同时包含着三个实验因素及其条件
。

因此
,

需要注意复合因素的作用
,

即组合的认知条件
。

为了寻找影响儿童解答成绩的复合

测验题目是经过与幼儿园老师讨论及预试后采用的
0

实验后
,

对每个测验题目的有效性进行评 价
。

按照澳

大利亚心理学家:
0

!
0

; <= >8 5齐茨1的评价方法 5依据齐茨 ∗ + 9年来华讲学1除第 和第 , 题外
,

其余 9 个题

的万
,
值

0

显著性均为尸? 90 9 9 测验题基本上是有意义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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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儿愈的解答成绩 5平均每题正确人数1 在不同认知条件下的比较

题题 目 类 别别 每 份 数数

图图 示 题题 文 字 题题 应 用 题题 222 ,,, 777

... 岁 组组 . 7
0

7 999 . ≅
0

, 777 − +
0

, 777 +
0

+ +++ −9
0

+444 了2
0

4 444 − +
0

4 444

555∗ 4人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 左左左Α 了
0

, 777 Β 二 ,
0

9 999 尸Χ −
0

9 999

−−− 岁 组组 . 2
0

, 777 − ,
0

, 777 7 ∗
0

. 777 + ,
0

... 7 9
0

− ... + 9
0

9 999 − ,
0

+ 444

555∗4人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 刀刀刀Χ 2
0

7 999 刀二 4
0

− 999 刀Χ ,
0

...

平平 均均 了2
0

+ +++ − .
0

了777 − 2 9 999 + ,
0

9999 7 7
0

了−−− 丫了
0

... − 9
0

−+++

无无无Χ 9
0

+ +++ 尸Χ , −
0

, 777 刀Χ −
0

7∗∗∗

说明
3

5 1

5, 1

平均每题正确人数的计算是
,

在每个实验因素的条件下
0

正确人数的和除以该条件包括的题 目数
。

如了−
0

− 9 为题目类别的图示题5第
、

,
、

4
、

2题1的正确人数的和 4 9, 令 2二了−
0

7≅5 人1
0

余类推
0

无为极差
,

如 了
0

, 7为最大值了乐的减去最小值−+
‘

, −的差
二

因素
,

在 , 个测验题 目的难易次序的基础上作出数量分类图
。

见图
。

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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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题目编号1
5正确人数 拓1

〔1〕Ε13Φ3163Φ
5每份数的多少1

5所求份数的多少1

5题目的不同类别1

图一图示题
文一文字题
应一应用题

图 −一 .岁儿童用非除法运算解答的包含除题目的难易分类及其认知条件的组合

从图 中看到
,

, 个难度不同的测验题
,

因距离系数不同而产生类聚
,

大致可 归 纳为

四类
。

显示了−一 .岁儿童用非除法运算解答包含除题 目时
,

从易到难发展的四个段落
,

依

从于四种前后连贯的组合的认知条件
。

即
,

第一
,

对每份数为
、

份数最多为 7 的图示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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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于解答
。

当应用题的情境与儿童的熟悉经验相连时
,

那末每份数为
、

份数最多为 , 的

应用题
,

也容易解答
。

第二
,

能够解答每份数为
,

份数最多为 7 的文字题和应用题
,

对每

份数为 2
、

份数最多为 , 的图示题和文字题也能解答
。

第三
,

对每份数为 2
、

份数 最 多为

7 的图示题和每份数为 2
、

份数最多为 , 的应用题
,

能够解答
。

第四
,

对每份数为 么 份数

最多为 7 的文字题和应用题
,

在比较晚些时候才能解答
。

二
、

在用非除法运算解答包含除的活动中
,

儿童理解数量关系的指标

5一 1 发展阶段与阶段指标

儿童对题 目的分析综合活动反映出对题 目的数量关系的理解程度
。

我们对被试的错

误解答的性质加以归纳分析
,

划分为如下几个阶段
,

并确立指标
。

发展基础与先决条件
。

被试不能解答的第一种情况是
,

大多数不回答
,

有的被试用题

目中的某个数字来回答
。

这些被试都不会用自己的话来解释题目
,

不明白题目
“

问的是什

么
” 。

这类错误的题次占总错误的 −7
0

+ 万
。

我们认为
,

对包含除的
“

分配
”

的意义理 解与

否
,

是包含除的问题能否解答的先决条件
。

第一阶段与第一项指标
。

被试不能解答的第二种情况是
,

他们看了 5听了1题 目之后
,

用题中二个数字相加的和来回答
。

这类错误的题次占总错误的 .
0

∗, 多
。

这时
,

被 试 对题

目的
“

分配
”

的意义已有了理解
,

但未真正理解
,

他们不能把问题与条件联系起来
。

对二个

数字在题目中的意义不理解
,

多数情况不知道总数是哪个数
,

不知道它是作什么用的
。

我

们认为
,

认识包含除题目中的总数
,

并认识到总数的作用是被分配的
,

可以 分 解的
。

这是

认识包含除的数量关系的第一项指标
。

第二阶段和第二项指标
。

被试不能解答的第三种情况是
,

有的如同第二种情况
,

有的

表现如解答第 . 题
,

他们进行笔算时书写为 2 十 2 一 +
,

而回答时却 说
“
+ 里 面 有 2 个 2

” ,

不理解 + 分作二份时
,

一份是 2
。

这类的错误题次占总错误的 4
0

, 万
。

其错误原因是儿

童知道总数可以被分配
,

但如何被分配
,

用什么方法分配
,

没有被理解到
。

要突 破 这一思

维困难
,

需要对
“

每份数
”

和
“

份数
”

有所理解
。

如果儿童对每份数的一份与一份的 量 之间

的对应关系不理解的话
,

那末就不能用每份数的
“

单位标准
”

去分解总数
。

我们认为
,

认识

包含除中的每份数是一份有多少元素
,

是从总数申分出来的一份
,

突出
“

一份
”

的 观 念
,

理

解一份与一份的量之间的对应关系
,

利用每份数去分解总数
,

直至分完
,

并理解到 把 总数

分解为多少份每份数就是总数包含多少份每份数
。

这是第二项指标
。

这项指标是认识包

含除的数量关系的关键
。

第三阶段和第三项指标
。

被试不能解答的第四种情况是
,

当所求份数超过 4 时
,

被试

在解题时
,

情绪产生波动
。

如解答
“

+ 里面有几个 ,
”

时
,

有的被试畏难急躁
,

说
“

太 多 了
,

太长了
,

没有做过
”

〔太多
,

太长是指 , 连加的次数1
。

这是被试 由于紧张不能有次 序 的思

维
。

还有的被试在作连加运算时
,

由于忘了总数而发生错误
。

这类错误题次占总 错 误的

4
0

9∗ 多
。

其原因可能是
,

在总数被分解时
,

随着所求份数的增加
,

对思维的主体提出更高

的要求
。

要求主体能够建构平行的二个等差数列的运算系统
,

即
3
第一个等差数 列 为份

数从 份到 , 份
、

4 份⋯ ⋯若干份
,

相邻数相差为
,

第二个等差数列为从 份的 量 到 ,

份的量
、

4 份 的量 ⋯⋯若干份的量
,

相邻数相差的值为每份数
。

二个数列 平 行 对 应
。

此
必

外
,

在运算时
,

还要求主体
,

当二个数列同时每递增一次时
,

必须将第二个数列上的最后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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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数与题目中的总数相 比较
,

时时不忘总数
。

当比较后认为它与总数相同时
,

那末与它相

对应的第一个数列上的那个份数
,

就是总数包含多少份每份数的答案
。

我们认为
,

当包含

除的题目中总数和所求份数偏大时
,

能够建构平行的二个等差数列的运算系统
,

运算过程

中时时不忘总数
。

这是第三项指标
。

下面举例说明达到理解第二项和第三项指标的表现
。

郑 Γ
,

− 岁 2 个月
。

对第 , 题

的运算过程是
3 “

个小朋友
—

2 本书
,

, 个小朋友
—

+ 本书
,

4 个小 朋 友
—

, 本

书
,

2 个小朋友一一 − 本书
, 7 个小朋友

—
,≅ 本书

,

所以 ,9 本书能够分给 7 个小朋友
。 ”

又如许 义 ,

− 岁 − 个月
。

实验者在他解答第 , 题后接着向他
3 “

,+ 本书可以分给几个小朋

友 Η ”
0

“

因为,9 本书
/

一
− 个小朋友

,

5那末 1,2 本书
—

− 个小朋友
,

,+ 本书
/

一
. 个小朋

友
,

可以分给 . 个小朋友
。 ”

实验者见他对指标掌握较好
,

从难加试一题
。 “

每个小朋友分

得 9 个苹果
,

+9 个苹果能分给几个小朋友 Η ”

他的回答是
3 “

9 个苹果分给 个小朋友
,

,9

个苹果分给 , 个小朋友
,

⋯⋯ +9 个苹果分给 + 个小朋友
。 ”

5二1 对指标的掌握与认知条件的关系

在本文中已经指出
,

儿童解答包含除的成绩主要因每份数和份数的多少的变 化 而受

到影响
。

为了简略地说明问题
,

我们参照图 的分类结果
,

对补充实验中的每份数和份数

的数量变化
,

划分为四种认知条件的组合
。

图 , 是每个指标在四种认知条件中 所 处的地

位和作用
。

对第一
项指标
缺乏理
解

Δ弓Ι月Ι月Δ刁刁十Ι魂2ΙΙ魂

+.‘夕草:ϑΚ夕

错总占题误次分百的比

每份数为

份数多于 ,

每份数多于 ,

份数最多为 ,

认

每份数多于 ,

份数最多为 4

知 条 件

每份数多于 ,

份数多于 4

图 , 理解包含除数量关系的指标
,

在每份数和份数的数量变化的四种认知条件

中的地位和作用

从图 , 中看到
,

当儿童对 包含除的
“

分配
”

意义理解之后
,

在不同的认知条 件 下
,

理解

每个指标的要求是不一样的
。

在第一种条件下
,

即每份数为
,

份数多于 , 时
,

是 否
’

理解

第一项指标是主要矛盾
。

符合第一种条件的题 目
,

有助于对第一项指标的理 解
。

在 第二

种条件下
,

即当每份数多于 ,
,

份数最多为 , 时
,

是否理解第二项指标是 正 确 解 答 的 关

键
。

要理解第二项指标
,

用符合第二种条件的题 目训练儿童比较适宜
。

关于第三项指标
,

它突出地表现在第三和第四种条件下
。

即是说
,

当每份数多于 ,
,

份数为 4 或多于 4 时
,

不
‘

理解第三项指标则
0

难以正确解答
。

为了使儿童达到对第三项指标的理解
,

用符合 第 三和

第四种条件的题 目训练儿童
,

效果要好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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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在用非除法运算解答包含除的活动中
,

儿童理解数量关系的思维水平

儿童在用非除法运算对包含除的问题作出正确解答的过程中
,

对包含除数 量 关系的

理解有几种思维水平
。

将在实验中看到的多种解答方法
,

归纳为 如下三 种 水 平
。

即 3

5一1非算术运算的方法
6 5二 1连加同数或连减同数的方法

6 5三 1数的同数分 解 组 成 的方

法
。

表 , 是补充实验的一个结果
,

三种解答方法在不同题 目类别的认知条件下的发展
。

表 , 儿宜用非除法运算解答包含除的三种方法在不同认知条件下的发展

图图 示 题题

数数的同数分解组成成 4&&& 7 222 . 999
000

的方法法 2 +++ 999 + ∗∗∗

连连加同数或连减同同 2 222 4 222 , 222

数数的方法法 , 4 ∗ +++ + 444

非非算术运算的方法法法法法

总总 计计计计计

注
3
总题次为, 2 Γ 4 −

非算术运算的方法
。

在图示题条件下的表现
,

以解答第 2 题为例
。

有的被试 把 每 2

朵花划一个圈
,

数一数有几个圈
,

则回鲁用几个花瓶
。

有的被试在每 2 朵花后点一个小点

作为标记
,

数一数有几个小点
,

则回答要用几个花瓶
。

有的被试在每 2 朵花后 写 一 个数

字
,

开始数 2 朵花
,

写上
“ ” ,

接着数 2 朵花
,

写上
“
,

” ,

直至最后 2 朵 花
,

写 上
“
−

” ,

可直

接从最后一个数字来 回答要用几个花瓶
。

在文字题条件下的表现
,

以解答
“
− 里面有几个

,
”

这一题为例
。

有的被试用手比划
,

见图 4
。

有的被试用画圆点然后分份的方法进行
。

在应用题条件下的表现
,

以第 , 题的解答为例
。

有的被试是自己先画出实物图
,

其数目与

题中总数相同
,

然后按每份数分份
,

最后数出有 7 份
,

则回答,9 本书 能 够 分 给 7 个 小 朋

友
。

有的被试是画出代表实物的符号
,

如直线或圆点
,

然后分份和数一数有几份来回答
。

连加 同数或连减同数的方法
,

主要表现在文字题和应用题的解答活动中
。

以 解 答第

, 题为例
。

有的被试是画出代表实物的
“

压缩性
”

符号
,

如一个圆点代表每份数的值
,

即 2

本书
。

一面画圆点
,

一面作数的连加运算
,

画出 7 个圆点
,

也就是 2 连加 7 次等于 ,9
, 7 个

图 4 儿童解答
“

− 里面有几个 ,
”

时的动作表现

圆点表示 ,9 本书分给 7 个小朋友
。

有

的被试不再画图
,

而是直接写 出 每份

数的值
,

写上 个 如 表示 个小朋友

拿 2 本书
,

一面写数字
,

一面作数的连

加运算
,

写上 7 个 2
,

就是 2 连加 7 次

等于,9
,

表示 ,9 本书分给 − 个小朋友
。

有的被试能够直接进行 笔 算
,

如 2 Λ

2 Λ 2 Λ 2 Λ 2 Α , 9
,

或 , 9 一 2 一 2 一 2 一

2 一 2 一 。 这些被试的解答活动已从非

算术运算的方法过渡到算术运算的方

法
。

但是
,

实验中观察到
,

9一 .岁儿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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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算术运算能力还处在从逐一加算向按数群加算的发展过程中
。

数的同数分解组成的方法
,

主要表现在应用题和文字题的解答活动中
。

如 有 的被试

用
“

因为 2 加 7 次等于 ,9
,

所以 ,9 本书分给 7 个小朋友
” ,

或者
“

因为,9 里面有 7 个 2
,

所以

,9 本书可以分给 7 个小朋友
”

来回答第 , 题
。

又如解答
“

+ 里面有几个 4
”

这一题时
,

被试

回答
3 “

因为 4 个 4 合起来是 ∗
,

∗和 ∗ 合起来是 +
,

4个 4 再加 4 个 4 ,

共 − 个 4
,

所以+ 里

面有 − 个 4
。 ”

从奉, 中看到
,

三秒解答方法的正确题次
,

在全部正确题次中
,

分别为 −4
,

,2 ,
,

,≅ ,
。

这说明−一.岁儿童用非除法运算解答包含除的解答方法中
,

连加同数或连减同数 的 方法

上升为主导地位
,

数的同数分解组成的方法已有了一定的发展
,

而非算术运算的方法仍然

是必需的
。

从三种解答方法的发展
,

可以看出−一 .岁儿童掌握包含除数量关系的思维水 平 的发

展
。

用非算术运算的方法进行解答时
,

思维表现为
“

物质化
”

的
,

需要借助实物形 象
、

符号

象征的支持
,

在直觉行动思维水平和形象思维水平上把握总数包含多少份每份 数 这一关

系
。

后来
,

经过若干小阶段
,

抽象能力提高了
, “

符号化
”

功能渐趋简化
,

发展到用数字连加

或连减的方法进行解答
。

这时
,

儿童对包含除数量关系的理解
,

从非算术运 算到 算 术运

算
,

从外部活动到内部思维
。

以后
,

随着运算技能的熟练
,

大脑对运算过程及其结 果加以

概括
,

达到用数的同数分解组成的方法进行解答
。

这种方法已趋向
“
口诀化

” 。

这 时 儿童

对总数包含多少份每份数这一关系的把握
,

已从
“

一步一步的
”

加减运算的比较扩 展 的思

维
,

发展到
“

一步的
”

近似口诀运算的比较简捷的思维
。

四
、

讨 论

0

实验结果指出
,

−一了岁儿童用非除法运算解答包含除的高级的方法是数 的 同数

分解组成
。

我们知道
,

数的分解组成是儿童对数的部分与整体关系的认知的综合表现
。

数

的分解组成
,

是把看作为整体的一个数分解为二个或二个以上的部分数
,

以及把几个部分

数组成为一个整体数
。

其中
,

把 整体数分解为二个或二个以上的相同部分数及其组成
,

是

数的分解组成的特殊形式
,

我们把它称之为数的同数分解组成
。

它在加减运算中表现为连

加同数或连减同数
。

当它与乘除相连系时
,

跟一般的连加连减就有所不同
,

出现了
“

份数
”

这一数量
。

这时
,

对数的部分与整体关系的认知
,

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

也是 对 数概

念和运算概念的理解的进一步深化
。

因为
,

作为一个整体的数
,

既可以通过数的不相同的

部分数的分解组成去认识它
,

又可以通过数的相同的部分数的分解组成去认 识 它
。

应该

看到
,

数的同数分解组成
,

为儿童的运算概念从加减向乘除过渡
,

提供了转换的 可 能
。

如

果说
,

数的分解组成
,

是构成加减运算的基础吟帕
,

那末
,

数的同数分解组成
,

则 应 看 作是

构成乘除运算的基础
。

正如梅钦斯卡娅在
《
算术教学心理学

》5”一书中曾经指出
, “

应当掌

握数的组成知识
,

应当分解被除数
,

知道它与其它数的关系
” ,

才能正确掌握除法
。

,二本实验用总数
、

每份数和份数的相互关系来表示 包含除的被除数
、

除数和商的相

互关系
。

我们认为
,

乘法和等分除的数量关系也能同样得以概括
。

总数
、

每份数和份数的

相互关系是从乘法
、

等分除
、

包含除的数量关系中抽象概括出来的一种
“

基本结构
” 、 “

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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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飞Δ

000
0

、

仁、欲荞
 

!

原理
”
帕

。

如果学生在学习乘除之前
,

掌握总数
、

每份数和份数之间的相 互 关 系
,

那末
,

在

学习乘除时
,

对于理解乘法和加法的关系
、

除法和减法的关系
、

除法和乘法的关系
、

等分除

和包含除的关系
,

可能会容易些
,

有利于加速掌握乘除概念
。

至于包含除应用题的数量关

系
,

例如总价
、

单价和数量的关系
,

距离
、

速度和
’

时间的关系
,

总产量
、

工作效率和时间的关

系
,

总产量
、

单位面积产量和面积单位的关系
,

等等
,

也同样可以用总数
、

每份数和 份 数的

关系去概括和说明
。

五
、

小 结

!
 

本文对 ∀ ∀∀ 名会二十以内加减但不会乘除的#一了岁儿童的非除法运算 的 包含除

概念的发展
,

进行了调查
。 ‘

结果说明#一 ∃岁儿童对包含除中数的部分与整体关系 的 认知

已达到一定的水平
,

初步具有非除法运算的包含除概念
。

儿童用非除法运算解答 包 含除

的方法
,

主要有三种
,

即 %
非算术运算的方法

、

连加 同数或连减同数的方法
、

数的同数分解

组成的方法
。

∀
 

儿童达到对包含除数量关系的理解
,

要经过三个阶段
。

本文指出了达 到 每个阶

段时的指标
。 &

∋
 

本实验仅为初步调查
,

范围只涉及 包含除
。

对儿童解答乘除的问题的思维特点
、

有待于深入系统的研究
。

∀ 只兔子需要几个笼子 (

、、

‘‘

扮

) 个皮球能给几个小朋友拍(

略∗
一狐撇辨捆酬

·

鬓一愚
一旧旧旧泪厄题但目

+题

每个笼子里放一只兔子

∀
 

一个小朋友拍一个皮球

∋
 

每只船坐 , 个人
− 个人需要几只船(

+题目下面画 − 个人在河边
,

图略∗

, 每只花瓶

一全
,

·

∀. 朵花需要

一
+题 目下面画∀. 朵花

 

图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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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子儿童部分与整体关系认知发展的实验研究 2 ∗

呼如口0 −
0

, 里面有几个 Η

−
0

7 里面有几个 Η

.
0

+里面有几个 2 Η
、

+
0

, 9里面有几个 2 Η

叨
0

一个司机叔叔开了一辆车子
0

, 辆车需要几个司机叔叔Η

9
0

每个盘子里放一个扣子
0

7 个扣子需要几个盘子Η
0

妈妈给弟弟 + 块糖
,

弟弟每天吃 2 块
0 ‘

弟弟几天把糖吃完 Η

,
0

老师给每个小朋友 2本书
0

现在有,9 本书
0

可以分给几个小朋友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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