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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 了同实验 在金丝猴身上所做关于时实物
、

照片和画 片的概括 的结 果 进

行时照
,

用 名 岁 了个 月至 岁 个 月的儿童进行 了对比实验研究
。

方法和实

验 大致相仿
。

实验开始 时时儿童进行 简单言语指导
。

全部被试都迅速对基础

辫  利激形成巩固的辫别反应
,

这可能是由于儿童 的言语发展起 了中介 作 用
。

在随后 的测查实验中
,

随着儿童年龄的增长
,

能够把反应从实物迁移到代表实物

的平面 图片上的人数有所增加
。

这似乎和 儿童的言语发展相平行
。

前 生全
‘二

前人的研究曾援引有关原始部落的成员不能认出物体图片的传说
,

从而认为人 类 对

图片的识别是一种习得的能力
。 。 曾对一个儿童进行了控制性观察

,

发现这个

一岁七个月的儿童能将对玩具或亲人的命名正确地迁移到代表他们的图片或相片上去
。

 幻利用注视时间作为指标研究 个月的婴 能否将他所熟悉的人及其面孔 的 相 片

等同起来
。

他证明这些 个月大的婴儿对一个人的面孔熟悉之后
,

立即示以该面孔 的 幻

灯片
,

婴儿对之注视的时间同注视人的时间一样
,

一

而对另一个不同性别
、

发色
、

发型的面孔

的幻灯片的注视时间却增加了
,

表明这些婴儿有可能将人 与 该 人 的 相 片 等 同 起 来
。

 ,用同样的方法研究了 周到 周婴儿对三维度客体及其二维度图片间迁 移 的 能

力
,

所用的刺激物是实物做成的简单图案 三维 及该图案的相片 二维
。

他们发现 婴 儿

在这两种刺激物间可以相互迁移
,

表明这种年龄的婴 能把三维的刺激物同它们的 平 面

影像等同起来
。

上述作者一致认为对平面图像的识别似乎不是一种习得的能力
。

本实验是在实验 结束之后进行的
,

试图将儿童的结果同金丝猴的结果 作一 对

比
。

为了将实验条件尽可能同实验 接近
,

又能适用于一岁半至两岁半的儿童
,

选用了

语言 巳初步得到发展的这一年龄男女幼儿组进行测试
。

本文于 年 月 日收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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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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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 法

被试者 被试者为 名从 岁 了个月至 岁 个月入 日托托儿所的健康儿童
。

实验材料 基础辨别的刺激物同实验
,

为灰色小房子模型和墨水瓶模鲍
。

它们呈现

在一块刺激板上
。

刺激板上有中心距离为 厘米的两个食物坑
,

其直径为 草米
,

两个食

物坑之 间有隔板隔开
。

刺激板前面有一块活动挡板
,

可按需要将其移开
,

或将劝激物挡住
。

测查刺激物为四对小房子和墨水瓶模型的平面图片
,

分为黑白照片
、

黑色带阴 影 的 素 描

画
、

轮廓画和虚线轮廓画
。

它们都与实物同大
,

贴在 厘米 厘 米 的硬纸板上
。

强化

食物为儿童喜食的山碴片
。

实验程序 先使儿童安坐
。

两个食物坑中皆放入山碴片
,

用小房子和墨水瓶模 型 分

别压在食物坑之上
。

拿开挡板
,

告诉被试
“

在这两个东西下面有一个压着 山植 片 呢
‘
你

找找看
,

放在哪个下面 了
,

”

儿童即开始移开一个刺激物
,

发现下面有山碴片
,

立即取食
。

以后即以他第一次拿的这个刺激物作为阳性刺激
,

另一个为阴性刺激
。

同实验 及实验 “〕一样
,

本实验采用二择一不改正辨别实验程序
,

以连续十次反应

正确作为基础辨别反应 已经巩固的标准
。

达到标准以后进行测查实验
。

将四对测查刺激

的顺序打乱
,

随机地穿插在基础训练之中
。

为避免使儿童产生厌烦情绪
,

每个试验系列只

进行 一 次试练 多数情况下为 次
,

约计 分钟
。

每对刺激测查 次
。

共测查

次
。

每 一 次基础辨别试练穿插一次测查
。

测查时
,

无论儿童对哪个刺激反应
,

都得到强

化
。

每对测查刺激中代表阳性的一个在 次测查中左右各呈现 次
。

在测查 期 间
,

儿童

对基础辨别的刺激偶或也会出现一次错误反应
,

此时须待正确反应连续出现 次以上
,

才

进行下一次测查
。

实验在早饭后 或午睡后的 自由活动时间内进行
。

三
、

结 果

被试者达到基础辨别标准所需的试练次数见表
。

从表 可以看出
,

儿童建立 基 础

辨别反应是极容易的
。

有几个被试 如 号
,

号气 号 几乎是立即形 成 了 巩 固 的 辨

别
。

被试者中最慢的一个 号 也只在 次试练后辨别就巩固了
。

平均需 次试练
。

用代表实物模型的平面图片的侧查结果亦见表
。

表 中所列的各项测查结果
,

是

指儿童能将在 基础辨别中学会的对两个模型的正确选择迁移到平面图片上去的正确反应

率
。

从表 可见
,

在这 个 岁 个月到 岁 个月儿童 中
,

有半数 号
,

号
,

号
,

号
,

号 的迁移率达 万以上
,

其余半数对代表实物的平面图片的迁移 率 处 机 遇 水

平
,

也即未表现有迁移的效果
。

四
、

讨 论

一
、

在使儿童对两个实物模型形成辨别时
,

本研究所使用的方法同实验 基本相 同
。

号被试杨 是最早的被试者
。

他的实验程序同其他人稍有不同 一开始只在小木房模 型下放有 山检

片
‘
墨水瓶下役有

。

他第州次试练拿的是墨水瓶模型
,
未得山植片

。

从第二次开始
‘

他就 立拿木房模 型 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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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宜达到基础辨别标准所需试练次数
,

及在各项测查中的正确反应率 肠

被试者编号
被试者 性 别

、

年

龄
、

岁
·

月

达到标准所

需试练次数

各 项 测 查 的 正 确 反 应 串 拓

照 片 带阴影的轮廓图
轮 廓 图 虚线轮廓图

日八盯”性

‘

一“八切助廿卜王 女

徐 女

陶 女
,

关 男

杨 男

王 女

应 男

马 男

萤 男

孙 男

了

“介叹‘

”“曰孟民工三

“长八已

八“廿八八比八八心仙品材匀片‘民‘,,工,曰几‘

士

所不 同的只是在实验开始时对儿童作了简单的言语指导
。

从儿童形成辨别反应的速度来

看
,

比金丝猴大为加快
。

多数儿童均只经过短时的尝试错误或位置偏好阶段
,

然后很快形

成了巩固的辨别反应
。

试以 号关 为例
。

他形成巩固的辨别反应所需试练次数是所有

被试者中最多的
,

但也只在第二个实验序列就达到了辨别标准
。

在第一个实验序列的 次

试练中
,

有 次都是对右边的刺激反应
,

基本上是位置反应
。

到第 次试练
,

当他错拿了

而未能得到山碴片时
,

便指着阳性刺激说
, “

那里有
” 。

但随后的 次试练
,

他仍以位置反

应为主
。

到第二个实验序列
,

第一次反应仍是错误的
,

但此后立即形成了巩固的辨别
。

同金丝猴的情况相对照
,

我们推论
,

儿童之所以这么容易对两刺激形成辨别 反 应
,

可

能是 由于儿童有语言的中介作用
。

学习最快的几个被试者之一
,

号 杨 岁 个

月
,

只在最初第一次拿错了之后
,

一连十次都作出正确反应
。

在试练过程中
,

几乎每次都

先要用小手指一下阴性刺激
,

说
, “

没有
” ,

然后再拿起 阳性刺激
,

说
, “

有
” 。

就是说他能对两

个不同作用的刺激进行最简单的言语概括
。

这就大大加速了他们的学习进程
,

从而 使 这

一阶段儿童的辨别学习同金丝猴有了本质区别
。

二
、

一岁半到两岁半
,

尤其是 两岁以后
,

是儿童言语迅速发展的阶段
。

根据吴天敏 等

的材料
,

我 国一岁半到两岁儿童处于语言发展的简单句阶段
,

能掌握最初步的言语
,

这 时

儿童 已掌握了一些 日常基本词汇并能说简单句
,

开始能用最简单的言语和成人交 结
。

二

岁到三岁
,

发展出复合句
,

是掌握最基本的言语阶段
。

除简单句外
,

已有复杂句的 出现万

言语表达内容也有发展
。

能反映人和物的相互关系
。

已能用言语来支配
、

组织简单 的 活

动
。

因此
,

他们认为 一 岁儿童的言语能力和以前几个阶段比较应该说已有很大的发展
,

虽然从整个言语发展来说还是处在初级的最基本的阶段
。

在实验阶段
,

我们没有详细观察记录他们的言语发展情况
,

只是在条验过程中或自由
活动情那下顺便 妞录或注意甸他们的言语反应

。

一般情况相上还呆未敏的材料
‘

是吻 合



期 方传文等 弓一 岁儿童对实物
、

煦片和画片的概括 忿

的
。

在几个年龄较小的儿童中 如第
, ,

号被试者
,

言语发展处于掌握最初步的言语

阶段
,

他们只有简化的简单句
。

如
“

有
” , “

没有
” , “

宝宝
” , “

爸爸外外
”

意思是 爸爸 在 外

面
。

在实验过程中
,

他们大都沉默不语
。

从测查结果看来
,

他们对从实物到图片的抽象概

括能力表现得也较差
。

随着年龄增长
,

语言得到发展
,

比较突出的一个是 号应
。

这个

儿童的言语发展在同年龄儿童中是比较突出的
。

他平时乐于和成人交谈
,

甚至能说 出 由

九个字组成的完整句子
“

我不要这个阿姨倒水
” 。

在实验过程中总是喋喋不休地和实验

者议论实验情景
。

当照片第一次呈现时
,

他指着说
“

这个是画的
”

第三次检查的是轮廓

图
,

他说
“

这也是画的
” 。

和他的较好的言语发展相一致
,

他对从实物到图片的概括能力

也较强
。

另外
,

号杨 的言语发展也是较好的
,

对从实物到图片的概括能力也是较强

的
。

另外
,

在对 号被试者的 个实验序列中
,

只记录到她两句话
,

即
“

这没有
” , “

在 那

儿呢
”

而在对 号被试者 的 个实验序列中
,

她一句话也没说过
。

这给人以印象
,

她们的

言语还未很好发展
,

而从表 看
,

她们从实物到图片的迁移也是差的
。

因此
,

从我们 的 结

果看来
,

儿童在本实验情景中的概括能力似乎同他们的言语发展水平相并行
。

这再 一 次

暗示语言在这一概括过程中的中介作用
。

同时这又为金丝猴在几乎同样的情景中难于表

现出这样的概括能力作了间接的解释
,

我们似乎可以认为
,

语言能力的缺乏是金丝猴不具

备这种抽象概括 能力的一个重要原因
。

三
、

我们按照在实验 工中的设计
,

在本实验中也应用了照片
、

带阴影的素描画
,

轮廓画

和虚线轮廓画四个项目进行测查
。

原曾设想这四个项 目代表着对实物模型的抽象概括的

四个不同层次
。

但从测查结果看来
,

对它们的正确反应平均百分率虽然顺次略有下降
,

但

在统计上尚未反映它们之间有实际差别
。

四
、

号被试者 的情况需稍加说明
。

从表 可见
,

他的正确反应率并不很高
,

但 他 在

测查时表现出的迁移能力却很明显
。

前面已经提到
,

在基础训练时他形成巩固的辨 别 反

应是最慢的
。

在测查时
,

他似乎也经历了一个过程
。

前十次测查错了六次
,

第十一
、

十二

次也都错了
。

尽管每次错了都能得到强化
,

但从第十四次开始
,

直到实验完毕的整个 次

测查中
,

除仅有一次错误之外
,

其余全都选择了代表阳性刺激的图片
。

’

表现出很明显的概

括现象
。

五
、

在我们的实验条件下
,

儿童从实物到图片的迁移能力似乎有随年龄而 增 加 的 趋

势
,

这中间可能有一个发展的过程
。

这和上述的前人结果是不尽相 同的
。

他们的研 究 表

明 个月的婴儿即能将所熟悉的人与其相片等同起来
。

甚至 周的婴儿就有 自三维度客

体向其二维度图片迁移的能力
。

因此
,

他们一致认为这种迁移似乎不是习得的
。

我 们 的

结果之所以和他们不同
,

可能是由于所用的实验方法不同造成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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