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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岁 儿 童 的客 体 运 动 表 象 的

初 步 实 验 研 究
‘

方 富 熹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

摘 要

本实验探讨 了客体 运 动表象在学前儿 童 中发生
、

发展的过程
,

分析 了 学 习
、

训练在加速 客体 运动表 象形成和发展中的作用
。

问 题

运动是物质的根本属性
,

儿童运动概念的形成和发展是儿童思惟发展的一个重 要 方

面
。

一般来说
,

在概念形成和发展中
,

作为从感觉到思惟转化的中间环节的表象起了很大

的作用
,

特别是关于物质运动的概念的形成和发展
,

客体运动表象更有其特殊的意义
。

因

而
,

研究运动表象
,

可能是探讨儿童运动概念形成和发展的途径之一
。

童关于客体运动表象的专门研究在我国并不多见
。

但据某些关于儿童对 速 度
、

空
间

、

自然事物认知的发展研究
,

可以看到运动表象在学前儿童中已有所显露
。

例 如
,

一

岁儿童已能根据物体运动的时间
、

空间过程来判断速度 曰〕。

国际上
,

关于表象在思惟发展中的作用是人们十分感兴趣的题 目 ,

例如 布鲁纳

专门分析了被称为
“

再现工具
”
的表象在认知成长过程中的作用

。

皮亚杰学派作了不少

有关表象的研究
,

他们认为
,

学前儿童只 注意物体的静态方面
,

而不注意物体的变化
,

并由

于缺乏相应的思惟运演能力
,

故他们的表象只有静态的性质
。

只有到了七
、

八岁 以 后
,

才

能出现运动表象卿
。

皮亚杰是发展阶段论者
,

然而
,

他否认发展的早期阶段可能存在着后

期阶段的某些心理机能
。

他的观点受到某些心理学家的批评卿
。

本研究试图探讨 学前儿童究竟有没有运动表象 运动表象的发生发展是

否表现出年龄发展的趋势 发展的模式如何 能否通过训练加速形成和发展有关的

客体运动表象

二
、

方 法

本文于 年 月 日收到
份 本实验研究承蒙刘范

、

王宪韧同志的指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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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试
实验组 一 岁三个年龄组幼儿园的儿童

,

每组 人
,

共 人
,

年龄组的划分以足岁前

后三个月为准
,

男女兼收
,

随机取样
,

控制组的被试选择标准与实验组相同
。

材料

塑料球一个
,

空酒瓶一个
,

圆柱体形筷子筒一个
,

红色和 白色的 “ 的积木块 各 一

个
,

选择图片每一实验项 目一
,

套共 套 包括三项迁移实验
,

每一套图片分为 张
,

其 中

一张为正确表达有关物体连续运动情况的图片 部分图片见附录
。

实验项 目

实验项 目分为兰项
,

每一项包括一个正式试验和一个测验训练效果的迁移 试 验
。

实

验的指标分为 丈 被试的言语叙述和手势演示 绘印象画 择图
。

实验 儿童手持球站在长桌的一端
,

长桌的另一端紧靠着墙
,

让儿童想象用

手推球在桌上往前滚动时
,

球能滚到什么地方 回答说
’

“

在墙根
” ,

然后再提问儿童在

到达墙根前
,

球连续往前滚动的空间位置
,

待儿童作出口头回答和手势演示 以后
,

要 求 儿

童绘印象画表达球运行的轨迹
。

然后向儿童呈现 组图片
,

让他从中择出一张最能 正 确

表达球连续运动情况的图片‘
。

实验
】

将一空酒瓶垂直置于桌上
,

让儿童想象将瓶子推倒在桌上的横 平 位
置时

,

瓶子倒下的连续运动位置变动情况
,

’

待儿童作出口头报告及用手势演示后
,

要 求 儿

童画出瓶子倒下的连续运动图形
,

然后向被试呈现 组图片
,

要求儿童把画得正确的一张
·

图片挑出来
。

实验 在桌面上向被试展示红积木置于白积木之上
,

积木两侧边均对齐
,

令

被试想象如用手从左向右平推红积木时
,

红积木将掉在什么地方 答
“

在 桌 面
” 。

然

后问被试
,

在积木开始移动而没掉在桌面上之前
、

积木的空间位置
。

当被试作口头回答和

手势演示后
,

要求被试把他想象的红积木稍许向右移动的位置画出来 仅要求画两个正方

形代表两块积木
。

最后 向被试展示 组图片
,

要求儿童把画得正确的一张挑出来
。

迁移实验项 目分为三项 才
,

刀
,

分别与实验项 目
, ,

口相对应
。

才 项将

实验 的塑料球水平滚动改变为垂直落体的方向
,

即要求儿童想象在拍皮球游戏中
,

球离

开手到达地面前的球连续降落的空间位置
。 。

丑 项将实验 的实验物品酒瓶改为团 柱 体
的塑料筷子筒

。

口 项将实验 的两块立方体积木改为两个 的长方形图形
,

一

个长方形在另一长方形之上
。

上面长方形的下底与下面长方形上底重选相连
。

要被试想

象上面长方形向右作连续运动时的位置变化情况
。

才
,

尸
,

口 的实验 方 法 与
, ,

相

同
。

实验程序

实验 以个别的方式进行
。

为消除学习的系统误差
,

实验的先后次序按
,

和

排列
。

每一实验项 目
,

被试先作言语叙述结合手势演示
,

再绘印象画
,

最后择图
。

择

图时
,

图片以随机方式呈现
。

对实验组的被试
,

三个项 目全部做完后
,

对不能通过的 项 目

即进行个别教学训练
,

训练方式采取主试 口头讲解
,

实物和模型演示
,

被试亲手操作
,

通过

对比的方法分析作业的错误
,
以形成正确表象

。

训练后即时检查效果
。

第二天
,

对受过训

练的项 目重做一遍
,

然后再做有关的迁移实验
,

以检查有关运动表象的形成和发展情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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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尺吸佘的心为
二

岔概只阵爷七书彭非对控制组的被 试实验方踌与实验 组 同
,

只

不过对不能通过的项 目不作任何训练
,

第 二 天

要求重做一遍
。

三
、

结 果

。

囚。畏

件关只只尔心睁关收级尔心川件

。

饭冲姗令。驶。山僻闰习戮佘叫蛇
。闪书璨翻夏团欲照彬任翻体禅

。

暄卜砍只姊燕密任总职摇只外彭任邢

娜五︵玲爷︶岛馒姐棍崭一场毓翻体

对三项指标
,

如通过一项则得 分
,

三项都

不能通过得 分
。

为便于分析
,

依照被试 得
,

, ,

分
,

分别订为
,

兀
, ,

四种水平
。

实验组三项实验训练前后的成绩 水平 的
’

比较见表
。

从表 的结果中可知

实验 训练前
,

岁组儿童大部

分已能达到水平 皿
,

岁组儿童已有 形 达到

水平 皿
,

通过训练进步显著
,

万的 岁组儿童

巳达到水平 亚和 皿

实验 训练前 达 到 水 平 和

的
,

岁组分别有 拓 和 万
,

岁组分别有

多和 拓
,

岁组仅 男达到水平 亚
,

训练效

果因年龄而异
,

如训练后 岁组 解达到水平
,

而 岁组则仍然没有儿童能达到水平
。

实验 训练前 岁组约 半 数
,

岁组四分之一被试达水平 皿
,

训练效果 仍 因年

龄而异
,

训练后绝大部分
,

岁组 儿 童 都 能

达到水平
,

而 岁组儿童训练前后的变 化 在

水平 至水平 亚中变动
。

为了解训练的效果
,

分别安排了与实验
、

刀
、

相对应的迁移实验
, ,

丑
,

口
,

所得结果见

表
。 ’

从表 可看到
,

各年龄组迁移实验丑
,

’的

成绩大致相当于实验 刀
,

训练后的成绩
,

而实

验
,

的成绩大为落后于实验 训 练 后 的 成

绩
。

为了对比训练与不训练的效果
,

对控 制 组

的被试进行了相同项 目的第一天和第二天的测

试
,

中间不作任何专门训练
,

所得结果见表
。

从表中结果可看到
,

控制组虽没经专 门 训

练
,

但第二天重做一遍未通过的 相 同 项 目
,

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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绩有所进步
。

但除了 岁组实验 和 岁组实验 这两项外
,

进步均不显著
。

第二 天 的

进步可归因于第一天学习的结果
,

如被试王 岁 第一天不会绘印象画
,

但择图择对

了
,

第二天让他再画印象画时
,

他会画了
,

他说
“

昨天我看过这图片的
。 ”

为了了解运动表象的发生
,

即从水平 到水平 的变化
,

故将
、 、

三项实验实验

组训练前的测验和控制组第一天的测验得 分的被试通过有关指标的人数作一 统 计
,

其

结果见表
。

表
、 、

三项实验实验组训练前侧验和控制组第 天的

测验得 分的被试所通过有关指标的人数

霭霭 李追一 标标 言 语 叙 述 及及 绘 印 象 画画 择 图图 总 人 数数

丰丰丰 垫 演 采采采采采
一一

一
‘‘

才才才
‘

一
妇 月归 叫

。。 , 一一 一‘‘
, 、、

‘‘

气

朴 实验刀 的 人得 分的 人
,

得 分的 人
。

从表 中可看到
,

客体运动表象的发生一般最初从择图或言语叙述结合手势演 示 这

两个指标中显露出来
,

最后才从绘印象画中显露
。

为了对绘印象画这一指标作深入分析
,

故将实验组和控制组通过画画的人数作 一 统

计
,

见下表

表
、 、

三项实验中
,

实验组与控制组通过绘印象画这一指标人数

幸幸冬色
一

抓 誉誉
实 验 组组 控 制 组组

年年 ”

穿巡绝逾逾逾逾逾逾逾逾逾逾逾逾逾逾逾逾逾逾逾逾逾逾逾逾逾逾逾逾逾逾逾逾逾逾逾逾逾逾逾逾逾逾逾逾逾逾逾逾逾逾逾逾逾逾逾
刀刀刀刀 ““

习习习练前前习练后后 习练前前 。练后 勺练前前 训练后后 第 天天第 天天 第 天天 第 天天 第 天天 第 天天

岁岁
, ‘‘ ‘‘ ‘‘

又又又 〔 仁 〕〕 吸

岁岁
, ‘‘ , ,

足
、、 ‘‘ ,

几
、、

仁仁仁 戈 〕〕 仁 吸

岁岁
,

药药
、、 、、 ‘‘

叹叹叹 仁 忆 〕〕 〔 〔 少少

为了了解测验运动表象的三项指标的相互关系以及本研究中为侧验运动表象而设计

的三个实验项 目的相互关系
,

对所得实验结果进行了两两相关的统计
,

结果如下

表 各实验指标之间的相关
一

矿 犷一遭又遗址
一 ‘ ,

‘

一
么住」,公盆尹犷

移二
。

铃 相关系数中
“ ”

指言语叙述结合手势演示
’

”

指绘印象画
“ ”

指择图
,
·

, 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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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一 —

一一
‘

一一
一 一 , 一 ,

一
——

一

四
、

讨 论

关于客体运动表象的发展模式
、

本实验研究可看出客体运动表象的发生
、

发展大致经历四个连续的阶段

第一阶段 运动表象还没出现
。

这时儿童只认识客体运动的起始和终末状态
,

不 了

解其经历的运动过程
,

反映在头脑中的表象是静态的
。

如实验 中
,

被试只认识球滚动前

和滚动后的位置 实验 中
,

只认识瓶子未倒和推倒后的位置 实验 中
,

只认识红积木推

动前的位置和推动后落在桌面上的位置
。

在选择图片中
,

对标志物体连续运动的图 形 看

作是彼此孤立割裂和静止的图象
,

如对 组的每张图片都看作画有 个球
,

对 组的每张

图片都看作画有 个瓶子
。

当要求儿童作正确选择时感到困惑不解
,

乱指每张图 片 说
“

这张对
,

这张对 ⋯ ⋯”

张 岁
。

第二阶段 伴随着对客体运动过程的认识的产生
,

运动表象开始显露
。

但这时 儿 童

对运动过程的理解是含糊
、 、

粗糙的
,

只掌握一两个片断
,

而略去大部分过程
,

运动表象是模

糊
、

不稳定的
。

如在实验通 中
,

儿童仅能指出滚动着的球到达墙根前的一个或两个途经位

置
,

在实验 中仅能用手势表示瓶子倾倒时的一两个空间位置
。

其次
,

儿童对运动过程的

理解感性成分占优势
,

如儿童对连续运动的图象虽不理解
,

但择图时可能择对
,

如 实 验

中
,

儿童择出正确的一张
,

并说
“

因为球是直着滚的
。 ”

这一阶段儿童的 口头报告含糊不

明确
,

手势表达也不准确
,

选择图片要经过较长时间的考虑判断
。

绝大部分被试不会绘印

象画
,

被试仅能通过三项指标中的一项
。

第三阶段 随着对运动过程的加深理解
,

运动表象开始形成
,

认知的间接成分逐渐增

多
,

但初形成的运动表象仍具有不完整不精确的特点
。

例如
,

儿童能指出球滚到墙根前的

许多个途经位置 以及瓶子倾倒时许多个连续倾倒的空间位置
。

儿童也能理解图片中所描

绘的是一个物体连续运动的图象
,

并借助于思惟的推理来帮助构成运动表象
。

如蔡

岁 指出 组图片中画得不对的一张
,

理由是
“

中间画的瓶子没歪
,

瓶子没歪 怎 么 能 倒

呀
”

但择图和印象画表明儿童所形成的运动表象是不精确的
,

如认 为 组 图 片 的 气
、 。都是正确的 见附录 画出的瓶子倾倒连续图象是松散

、

不紧凑的
,

在实验 中画红

积木往外移动一点画成

日
,

或
’

日
或

泞
第 四阶段 运动表象已巩固形成

,

能掌握客体运动变化的过程
,

对有关运动表象能作

清楚
、

正确的 口头报告和手势演示
,

择图时不仅依靠直觉的感知
,

也依靠思惟的推理
,

能比

较画得正确的和不正确的图片
,

并能叙述理由
,

印象画也比较符合客体运动的实际
。

如王

岁 在作实验 择图时
,

立刻挑出
,

说些这张对
,

它 瓶子 本来是很快倒下去的
,

你要画给我们看
,

就画得慢慢倒下了
” 。

在实验 择图时
,

立刻挑出 说
“

这张对
,

你推

红积木
,

在红积木没掉下之前
,

前面出来一点
,

后面进了一点
” 。



心 理 学 年

在形成客体运动表象的过程中
,

训练的作用

本实验中
,

实验组的被试做某一项试验如不能通过三项指标的任一项 即予以个别训

练
。

训练的作用主要是通过主试讲解
,

实物
、

模型的演示和被试的操作等提供和组织形成

有关表象的感性经验
,

使被试专注于客体运动变化的过程
,

刀峥练 中将训练前被试表现出来

的错误 与客体运动的真实情况作对比是十分重要的
。

举实验 为例
,

在生活的真实中
,

瓶

子倾倒的过程一纵即逝
,

但主试演示时放慢了瓶子倒的过程让被试观察
,

并将这一过程与

供选择的 组图片逐张对比
,

以认识正误
,

然后要求被试动手操作
,

让被试用手势模 仿 瓶

子倾倒的过程
,

促使动作内化成表象等等
。

在训练 中发现
,

年龄越大的儿童
,

训练的过程进行得越容易和顺利
,

训练的效果 也 越

好
,

对年幼儿童训练时需要反复讲解
、

演示
,

费时长
,

效果差
,

对某些 岁儿童训练几 乎 不

起作用
,

这种训练效果的年龄差异可能是 由于年龄不同
,

思淮发展水平不同
,

积累的 生 活

经验丰富程度不同所致
。

在实验组中接受过训练的被试
,

在第二天重复做有关的实验项 目之后
,

还要求做对应

的迁移实验
。

从表 中可看到
,

试验 丑 和 口 的成绩比才为优
,

即 君 和 口 的成绩更接近

试验
、

口 训练后的水平
。

这是 由于 丑
,

口 仅变更了实验的材料
,

而实验的内容
、

条件与

对应的试验
、

几乎完全相同
。

在试验 才 中
,

球 由水平方向滚动改为垂直落体
,

试验的

内容和条件都发生 了较大变化
,

通过实验 训练的 岁组儿童大部分仍不能通过实验才
,

这可能是 由于球在水平方向上滚动经过的轨迹
,

幼小儿童较易从直观上把握
,

而儿童虽有

拍皮球的经验
,

球垂直落点的轨迹却较难从视觉上把握
,

与瓶子倒下相类似
,

球落下 的 空

间过程一纵即逝
,

掌握这过程
,

可能需要更多的思惟推理分析
。

关于表象的研究方法问题

为了探讨客体运动表象的发生和发展
,

本研究设计了三项难度不同 的实验
,

从所得结

果求实验项 目的两两相关
,

结果表明三个项 目两两之间具有一定的正相关
,

说明所测项目

属于同一种心理能力
,

但实验 通 的成绩比实验
、

为优 见表
,

这是 由于这三项实验

对认识主体提出了不同的心理上的要求
,

例如实验
,

一个球沿直线向前滚动
,

滚动 着 的

球可能停在这一直线轨迹上的远近不同点等
,

这些实验所要求考虑的情境即使 对 于 岁

的儿童也可能是经验过的
。

故儿童更多地凭借感性的直觉来回答实验提出的问题
。

在实

验 刀 中
,

虽然儿童也具有
“

瓶子倒了
”

这样的经验
,

但瓶子倒下的过程是很短暂的
,

瓶 子 也

不可能在倒下时的不同空间位置上停留
,

故儿童更多地凭借思惟推理想象瓶子倒下 时 的

中间过程 如说
“

瓶子歪了
,

才能倒的
。 ” ,

帮助构成客体运动的表象
。

在实验 口中
,

被

试虽然有玩积木的经验
,

但一块积木平置在另一块积木之上并作微小位移的情况儿 童 是

不去注意的
,

故这项 目相对来说较为抽象
。

对于 组图片
,

儿童择图时往往依靠两种不同

的方式 直观的方式 如被试陈 岁 说
“

这张 指 对
,

这张 指 不对
,

因为这张中 指 红积木变小了
,

红积木和 白积木是一样大的
。 ”

·

推理的 方 式 如

被试何 岁 说
“

这张 对
,

因为红积木这边 指左上角 进去点
,

那边 指右上角

就 出来一点
。

这张 不对
,

因为红积木只进去了
,

没出来
,

所以不对
。 ”

在某些儿 童 头

脑中似乎已初步显示出对可逆补偿关系的理解
。

可见
,

在有关表象的实验研究中既要设计得不脱离儿童心理发展的水平
,

以便尽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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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儿童的潜在能力发掘出来
,

又要具有一定的难度
,

以便深入 了解有关认知结构的矛盾变

动关系
,

揭露内在本质发展过程
。

由于表象是一定主体从过去经验中获得并在头脑中再现出来的物的形象
,

别人 直 接

观察不到
,

给研究工作带来一定的困难
,

采取多指标的方法可能是克服这困难 的 一 条 途

径
。

本研究中提出 言语叙述结合手势演示 绘印象画 择图三项客观指标作

为了解主体头脑中有关运动表象的探针
,

这三项指标分别对被试提出了 不 同 的 心 理 要

求 第一项指标要求被试有言语叙述和手势动作表达 的能力
,

这两者的结合较好地 反 映

出主体是否具有相应的运动表象
,

但有关表象是否完整
、

准确
,

需要另外 两 项 指 标 来 检

验
。

关于第二个指标
,

被试能正确绘印象画的必要前提是已形成稳定正确的表象以 及 具

有一定的绘画技能
,

后者牵涉到手眼协调
,

控制手指手腕肌肉的握笔
、

运笔技能
,

三维空间

与二维空间相互转换的空间想象力等
,

这在 岁儿童中一般还没形成和发展起来
,

故 岁

组通过这一指标的人数较少
,

‘

通过训练
,

岁儿童进步最大
,

岁儿童几乎没有进步 见表
。

能绘印象画的一般可以作为相应表象形成的可靠指标
,

但不会绘画并不等于不具有

相应的表象
,

如实验 中
,

被试叶 岁 边绘画边说
“

瓶子往下斜完了
,

以后就倒在桌

上了
,

’

就这么越来越往下
,

越来越往下了
。 ”

但他画在纸上的连续倒下的瓶子一个个 都 是

直立的
,

没有倾斜
,

口说和手画的不一致
,

这只能归因子他没掌握绘画技能
。

最后
,

关于择

图这一指标
,

从本质上说是被试根据头脑中的心理表象对图形进行再认
,

如果择图 再认

发生错误
,

说明头脑中的表象是歪曲的
,

被试如果对描绘物体连续运动的图形不 理 解
,

则

择图发生很大困难
。

本实验得出结果中三个指标的两两相关
,

虽然这三项实验中相 关 系

数不尽相同
,

但都围绕着 。 上下波动
,

说明这三个指标具有较高的相关
,

它们测 查 着

大致相同的心理机能
。

关于心理发展的阶段性问题

这是一个有争论的
,

尚待解决的问题
。

皮亚杰是一个发展阶段论者
,

他认为智力的发

展通过一系列的阶段
,

在每‘ 阶段
,

行为的组织在性质上是不同的
,

每一阶段 以其特 有 的

心理机能作为标志
,

例如他断言
“

前运算的表象具有静态性质
,

这绝非言过 其 实
。

至于

运动表象和变形表象须年达七岁或八岁以后 即具体运算阶段 才能出现卿
。 ”

近年来
,

皮

亚杰的心理发展阶段论受到某些心理学家的批评
,

例如美国发展心理学 家 格 尔 曼

价 根据她的数概念的研究指出 一 岁的儿童已部分地具有很多
“ 以后

”

才有的技

能
,

如对小的数 目
,

他们能数得正确
,

在作数量守恒实验中
,

如果把数量控制在 一 之间
,

儿童不会受物体排列长短孪声的影响而同样达到守值
。

故她不赞成发展阶段论叻
。

本实验研究所得的结果表明
,

学前儿童即使是 岁的幼儿也具有客体运动表象
,

绝非

如皮亚杰所认为的
,

这一阶段的幼儿只能注意状态
,

不能注意变化过程
,

这样
,

作为后一阶

段规定性的新质
,

在前一阶段 已经出现了
。

这一结果似乎对格尔曼的观点有利
。

但 笔 者

认为无诊皮亚杰或格尔曼对发展阶段的看法都带有一定的片面性
。

新的发展阶段固然以

新的心理机能
,

新的心理品质为其标志
,

但新的心理机能的产生不是凭空 出现的
,

在 发 展

的前一阶段则已经孕育
、

萌芽
,

处于数量累积的量变过程
,

还没有发展成为矛盾的主 要 方

面
。

故否认前一阶段巳具有后一阶段的新质因素是不对的
,

是一种机械的观点
,

但我们也

不能因为发现儿童在发展的早期巳显露出后一阶段的能力就否认发展的阶段
,

儿童 生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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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无知无识的婴儿到长大发展成为具有一定知识
,

技能的独立社会成员
,

其变 化 是 巨 大
的

,

可以而且应该划分出若干发展阶段
。

但发展如何分期 分期的标志是什么 凡 此 等

等
,

需要发展心理学积累更多的资料
,

并对这些资料作填密的分析
,

这巳不是本文 所 讨论

的范围了
。

五
、

小 结

关于客体运动表象在 岁儿童 中已有所显露
,

随着年龄的增长具有越来越 大 的

运动表象能力

运动表象的发生发展经历的过程大致如下 儿童最初专注于运动客体的起始和

终末状态
,

随着对运动变化过程的关注和理解
,

运动表象开始出现和发展 最初出现 的 运

动表象具有不稳定
、

不准确
、

不鲜明的特点
,

随着对运动变化过程的加深理解和掌握
,

最后

形成完整
、

稳定
、

准确的运动表象
,

其标志是对头脑中有关表象能作清晰
、

准确 的 口 头 报

告
,

并结合手势作正确演示
,

能正确再认客体连续运动的有关图形
,

甚至能画出印象画 、

在运动表象的发生发展过程中
,

认知结构的内部成分的相互关系发生复杂 的 变

化
,

明显表现为思惟的运演起着越来越大的作用
。

通过学习
、

训练确能加速运动表象的形成和发展
,

但训练的效果因年龄 而 异
,

年

龄越大
,

训练的效果越显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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