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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 岁几童空间认知发展的研究

—
判别相等面积的再探 /

务

李文馥 刘 范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

摘 要

本实验是
《0一 岁儿童 两种空间关 系认知发展的实验研究

》

的继续
,

但将 内

部被占面积改为圆形
。

结果表明
1 儿童判别面积从直 觉判断发展到推理判 断之

间经 历一种过渡形态
。

表现 为
,

在同一判别中直觉和推理活 动 交错 2 能将被占面

积各部分整合成整体
,

但时利余面积部分的判别受直觉因素束缚
2 理解等量减等

量所 余相等原理
,

但不能用来解决 面 临的课题等四种形式
。

完成这种过渡 需 要

解决三个相互联系的 问题
。

也再次证明儿童判别面积这种空间认知 发 展
,

在一

定年龄 范围存在着阶段性特点
,

同时儿童这种认知能力的显露程度 又以课 题 条

件难易为转 移
。

目 的

在关于空间认知发展的前一个实验研究田 中曾发现0一 岁儿童掌握
“

等量减等量所

余相等
”

原理来判别面积大小的能力随年龄而发展
,

同时又具有阶段性特点
,
儿童这 种 认

知活动的思惟特点与皮亚杰的论述。〕一致
,

即由直觉判断发展到推理判断
。

该实验 把皮

亚杰
“

牛在 田间吃草
”

实验3 的一些有关变量分别予以考查
,

发现不同变量对儿童产 生
’

的

影响不同
。

这些结果又进一步提出如下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
1
发展的年龄阶段性是在该

实验条件下产生的
。

还是儿童认知发展过程中所固有的
2 由直觉判断到推理之间经 历 什

么样的发展过程
2
在不同条件下数量

、

形状
、

位置和排列方式等变量对4∋童判别面积 的 作

用又如何 5 本实验试图进一步探讨这些问题
。

二
、

方 法

实验方式
、

实验卡片的规格均同前一实验
。

但内部被占面积改为圆形 6直径 −
3

0 7 8 /,

/ 本文于 + ,9年 − 月− 日收到
:

3
本实验是在北京市温泉小学

3

人民大学附属小学
3

大钟寺第二小学
,

北京工业学院附属小学
,

北京市青云仪器广

幼儿园
,

人民大学幼儿园
,

太洲坞幼儿园以及北京市西颐中学和第十九中学的领导和老师的支持下进行的
3

特

致以谢意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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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一 − 岁儿童空间认知发展的研究

用静电植绒纸粘贴
。

因为儿童多喜欢圆形帕
,

圆形也易于按不同数量等分
,

易分割为不同

形状
。 3

实验材料分两组
,

每组都有一个标准卡
,

其余为 比较卡
。

让儿童判别标准卡和比较卡

同时减除内部被占去的面积后
,

剩余面积是否相等
。

工组中比较卡的被占面积为整 体 圆

形
,

有两个放的方位不同
,

另两个是颜色6蓝色
,

代表水 /或内容 6画成房屋 /不同
。

其 用 意

是研究方位和情景对儿童判别的影响
。

3

组被占面积的颜色与标准卡一样
,

都是粉 红 色

6代表花坛 /
,

按二
、

三
、

四
、

八份平均分割开
,

以考查数量因素的作用
2
分割后 的各扇形按角

全向着中心
,

弧对着中心并随意排列出三种方位
,

试图了解排列方式与儿童判别面积的关

系
。

此外还有几个非等分的切割圆图形
,

以探查形状 因素对儿童判别的影响特点6均见图

/
。

标准卡 比较
一

卜

困
’

圃
,

目 圆

画 回 团 困 困 囚夕 , 公1 乡− ; , 儿 九

画画

困 困 园 国
‘

回
, ∀

画
圈 因

·

回
·

困 圈 圈 国 国 困叮 − < 岌 < = 寿−

图 实验用图片

实验时
,

将标准卡放在呈示板左侧
,

告诉儿童把卡片当做一个院子
,

粉红色圆形 是 开

满鲜花的花坛
,

有花的地方不能玩
,

没有花的地方
,

哪儿都可以玩
。

然后在呈示板右 侧 呈

现比较卡
,

告诉儿童把两边卡片看成是一般大的两个院子
,

右边的花坛6或花池 /是这样修

的 6指点给他 /
,

让儿童判断两边可玩的空地是否相等
。

各比较卡随机呈现
。

儿童给 出答

案后
,

询问他是怎么知道的
。

·

并详细记下儿童阐述的判断理由
。

必要时予以追问
。

受试者为 0一 − 岁儿童
,

共 + 个年龄组
,

每组−> 人
。

儿童年龄按实足年龄加减四个月

计
。

被试随机取样
,

适当照顾男女各半
。

3

被试来源包括城市和乡村的学校和幼儿园
。

3

三
、

结

4∋童判别面积过程中的思惟特点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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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儿童口述判别理由
,

归纳为如下四种类型
,

列入表
1

表 】 儿童判别面积的思惟类型
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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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中 )组

、

)组是图 中)几Χ 组各图形结果的平均值
,

表内数字为人次多
,

)组那二 9 >
,

组那Ι 0− >
。

/ 直觉判断 儿童忽视被占面积
,

直接指向剩余面积部位
,

通过视感知作出直观判

别
,

或虽注意到被占部分
,

但作判别时仍凭直觉
。

有如下几种表现形式
1

认为一整块面积 比被分割成各种形式的面积都大
。

以数量为衡量标准
,

认为一块比被划分成二个以上区域的面积小
。

将大小 与 多

少混淆
。

 用补偿方式比较两边剩余面积
。

! 注意到被 占面积的存在及其特点
,

但判别时仍从剩余面积的直观大小出发
。

∀ 判别时联系生活经验
。

如
, “

这个场地能当羽毛球场
,

那边可当足球场
,

足球场比

羽毛球场大
,

所以不一样
。 ” #王 ∃ ∃ ,

男
, % 岁&

。 “

这边 #指比较卡 &种的花特别多
,

剩几个

小地方
,

能跑几个小朋友
,

那边一大块
,

能玩好多小朋友
。 ”

#田 ∃ ,

女
, % 岁∋( 个月&

。

)& 推理判断 通过对被占面积大小的比较
,

推论出剩余面积是否相等
。

主要 表 现

形式为
∗

通过表象活动把被占面积各部分整合成一个圆形
,

将其与标准卡的圆形比较
,

并

由此推导出两边剩余面积相等与否的结论
。

多数儿童都说
∗ “

合起来两边圆相等
,

两边空

地一样
” 。

年龄组

图 ) 直觉判断和推理类型的发展变化情况

+ 一( ∋组直觉判断 ,− 一( ∋组直觉判断
△一△ . 组推理判断 △一△ . 组推理判断

能理解等量减等量所余相 等 的 原

理
,

并能正确运用其解决课题任务
。

如
“

红的

挨起来
,

两个圆一般大
,

两张纸一样
,

去掉 红

的剩下白的
,

去掉的一般多
,

剩下的一般多
。

,’

#陈 ∃ ,

男
, / 岁 0个月 &

。 “

三个加起来 是 一

个圆
,

院子面积一样
,

花的面积一样
,

两 个 同

样大的院子
,

减去两个同样大的花园
,

所以两

个能玩的 空 地 一 样
。 ” #吴 1 ,

男
, 2 岁 2 个

月 &
。

将直觉判断和推理类型加以 比 较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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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组之间的判断结果没有变化
。

0 至 了岁直觉判断的比例下降
,

推理类型的比例
3

显 著 上

升
。

≅ 至’岁各组的推理判
∋

断的人次随年龄而增多
,

。

直觉判断的人次随年龄增长而减少
。

9
、

− 岁组略呈相反的趋势
。

’

从不同实验条件看
,

)组 6图 整体圆/和 亚组 6图 分割
卜

圆/ 的直觉判断结果在各年

龄都接近
,

推理的结果却
3

显出差异
。

这种差异在 0
、

0 岁组较大
,

其后渐减
,

至 >
、

岁趋子

一致
,

此后又显大些
。

这说明不同年龄儿童推理能力的显现程度是与课题条件的难 易 有

关的
。

而直觉判断不受课题条件的影 响
。

‘

−/ 过渡形法 表 中过渡形式仅表现在 ∀组
。

这种结果在判断类型中所占比例约

在 ≅ 一 −0 拓之间
。

总的看来 宁
、

,
、

+ 三组属过渡类型的判断高于其它组
,

.
、

0 岁组次之
,

>

岁组以后有所减少
。

尽管报道出这类判断的人次不算多
,

但它揭示出一种重要的 现 象 2

总括为以下几种形式
1

3

、
、

3

ϑ
3

直觉和推理交错表现
·

。

对剩余面积相等与否的答案是通过对内部小面积大小的

比较推演来的
。

小
。

如
1

但对被占小面积的判断活动却属直觉范畴
,

即依据直观特点来权衡 其 大

“

种的花不一样
,

那个院子 6标准卡/份个花园
,

这边六个花园
,

花多
,

空地太 小
’

了
”

6郭

Κ ,

女犷Α 岁
‘

− 个月
,

按小面积数量多 少得脚判断 /
。

“
‘

这边花园是方的
,

这个方的大花园〔指图 凡/比那个圆的花园大
,

玩的地方就小
”

6赵

Κ
3

Λ ,

男
, 了岁 − 个月按被占面积形状推导出结论/

。

“
花分并了

,

离开自
·

己的位置
,

比整圆扩大好几倍
,

所以空 白就少了几倍
”

6李 Λ ,

男
,

+

岁
,

按内部小面积的分布范围进行ΜΧ4 断 /
。

在这种情况下儿童得出答案的方式 已 属 推 理

活动的范畴或是推理的萌芽
。

他们 已开始意识到被占小面积和剩余面积的关系
,

但 还 不

能理解比较卡被占小面积的各种变化因素与标准卡被占小面积不变因素之间的关系
。

Ν3 能够通过表象活动将被占面积各部分合成一个整体
,

并由此推演出剩余面 积 相

等与否的答案
。

但这种整合活动在一定程度上受分布范围
、

形状等知觉因素的影响 和 局

瓜 整合后的形
∀

象总是与直观知觉形象的大小和形状近似
。

如
1

“

这边花园大 6指分布范围/
,

合起来也是一个大圆
,

比那边大一圈
,

玩的地小
。 ”

6尹 Κ

Κ
, 3

女
,

> 岁 个月/
。

这说明儿童开始了解被减去的面积和剩余面积的关系
,

但还不能摆

脱被 占面积知觉条件的束缚
,

还不能将其正确的整合起来
。

“
·

可以超脱有关知觉因素的局
,

限
,

能够整合被占面积
,

但对剩余面积的判别仍保持

直觉判断
,

采用面积补偿方式等
。

如
1

“
’

“

这些合起来是一个圆
,

那 6指标准卡/也是一个圆
,

两个 圆一样
。

可借
,

这
、

这
、

这 6指

着比较卡的各空白处卜
‘

一都能玩
,

它就多了
。

,’6 马 Λ Λ ,

男
,

. 岁 , 个月 / ,
3

‘

“

这些小花池子合到 Ο 起也是一个大圆花池子
,

跟那边的一般大
。

这 块空白 地 顶 那

块
,

这两块小空 白能顶上那边的上
、

下两小块6用手比划着/33
·

⋯
,

所以两边空地一般大
。 ”

6赵 Κ Κ ,

女
,

9 岁 )个月/1Π 可见他们已能做低级的整合
,

能通过比较
,

晓得两边被占面积
一

相等
,

但尚未达 到高一级的推论境界
,

乃至最后仍然仅以知觉为依据得出答案
。

’
3

少 儿童理解了等量减等量所余相等的原理
,

并试图用以解决面临的课题
,

但有一种

胡显的要求在知觉形象上完全一致的意向了即认为各部分合起来以后
,

再放在与标准卡的



+9 心 理 学 报 + , − 年

圆形同样的位置
,

两边剩余面积才相等
,

在现有的形式下是不相等的
。

仍 以直觉判断得出

最后
ΜΧ4ΘΧ4

。

如 1

二
‘ ’

“

分四份种在中间
,

四周的空就小
,

如果合在一起也是一个圆
,

两边的圆相等
,

空 地 就

一样
,

现在可不一样
。 ”

6朱 Κ 米
,

男
,

− 岁 9 个月/
。

这是理解和应用之间存在 的 矛 盾 过

程
,

仍然是不能超脱直观因素的拘绊所致
。

表 9 是这四种 过渡形式的结果
,

从中看到
ϑ 、

汉两种形式在各年龄组具有明显的 发 展

变化趋势
。

Ν 种
、 。
种则相反

。

属 ϑ 种形式的 . 岁组最多
,

其后随年龄增长而减少
,

+ 岁以

后很少出现
。

Ρ 种是 ≅
、

,
、

+ 岁组高于其它各组
,

而其它组明显地少
。

Ν
、 “种基本上从 了岁

组开始有
,

其后各年龄组约占> 终一 9> 拓之间
,

无确定规律
。

表 9 过渡类型几种表现形式的结果
铃

ΟΟΟ Ο Ο 、
,

年龄组组 ... 000 ≅≅≅ ,,,
3

+++ >>> 999 −−−

过过徽形式
‘ :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ϑϑϑϑϑ 9 ≅

3

Α 000 ,
3

9 ...
3

9 !!! 9
3

9 −−−
3

−
3

+ ≅≅≅
3

Α −−− >
3

− 999 >
3

Α ,,, >
3

000

占占占 >>> >
3

− 999 0
3

, −−− −名
3

. +++ >
3

> >>> 0
3

. >
3

≅+++
3

+ >>>

‘‘‘ >>> >>> − 0 ... −
3

+ ≅≅≅ .
3

≅ 000 −
3

≅≅≅ 0
3

. >
3

> >>> 么> 000

了了了 >
3

000 ,
3

Α Α
3

Α ΑΑΑ >
3

马...
3

Α −−− 9
3

≅ >>> −
3

+ ≅≅≅ 9
3

9 999 −
3

丁丁

朴
表内数字为人次拓

。

9
3

在本实验条件下各年龄儿童判别面积的水平及其发展趋势

表 − 各年龄儿童正确判别面积结果
餐

. ? 0

州
团份 价

团

Α >
3

>>

>
3

− 9

.
3

0!

3

0 −
3

− −

Α>
3

− 9

≅ −
3

− −

0 >
3

Α ,

999

+++ 0
3

0 ≅≅≅ + >
3

> >>>

,,,,
3

. ≅≅≅ 夕 ≅ −
3

0 ...

体割整分

3
表内数字为正确判别人次多

。

朴 整体圆为图 中 ϑΧ 和 ϑ 2 图形
3

考
、

、

表 − 和图 − 标明两种结果的发展趋势大

体一致
。

但整体圆的成绩在各年龄组都高于

分割圆
。 ‘

两者之差随年龄增 长 而 缩 小
,

9
、

− 岁又渐增大
。

这再次证明课题条件难易不

同所能揭示出的发展水平的程度是不 同的
。

此外在被占面积为分割圆的诸图 形 的 结 果

中
,

正确判别的年龄趋势及阶段特 点 是
1 0

到 0 岁没见成长
, 了至 岁的成绩随年龄增

长而上升
。

‘

0 岁和 了岁之间成长量最大
,

93

− 岁有所下降
。

匆留玲名

6欲形命家侣肖

弓
一弓万方

 

弓! 专
 

峨厂亡不七一育互
年龄组

图 ∀ 各年龄儿童对整体圆和分割圆的判别水

平及其发展趋势
‘

# 一# 整体圆 # 一# 分割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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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一− 岁4∋童空间认知发展的研究

不 图形 中被 占面积的知觉条件对儿童判别面积的影响

6 / 方位
、

情景因素与儿童判别的关系 图形 ϑΧ 和 ϑ 1

在 0 岁组和 0 岁组都 有 明

显
3

差别
。

但这种方位因素对 ≅ 岁组 以后各年龄儿童的影响没有显出这样程度的差异
。

图

形 叭
、
。

这类情景因素几乎完全不影响 民份岁组儿童
,

相反
,

对 ≅ 岁以后各组却略有影响
。

6 9 /
‘

数量因素与儿童判别的关系 图

中 0
、

0
·

岁组略显随圆形分割数量增加而正确

判别成绩有所下降的区别
。 几

≅ 至 Σ 岁五个年

龄组具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

即二等分与 四 等

分的成绩高于三等分和八等分
。

这个一致的

倾向说明这种成绩差别不是由数 量 增 加 所

致
。

可以认为在该数量范围内
,

圆形分 割 的

数本身对 ≅ 岁以后儿童判别面积基本没有影

响
一一
6− / 被 占面积的排列方式与儿童判别

面积的关系 圆形分割后角内向
,

角外 向 和

随机方向三种排列方式同样对 .
、

0 岁儿童的

判别产生一定的影响
,

对 了岁以后各组 儿
·

童

没有影响
。

6 Α / 圆形分割的形式与儿童判别的关系

∃坎笔某家锣圈

年龄组

图 % 方位和情景跟儿汽判别的关系

图形 &∋( 和 内 的结果一致
,

合并为心
、 )

,

取其平均值

图 ∗ +
、

大 , 因分割数显少形状也不复杂
,

没显出形状 因素的作用
。

分
‘

割的数量不等
,

形状也不同的结果如图 −
。

圆形等
‘

分为 八 份

∗,一。.任
/闷日曰 曰/川曰

 

口一口

0次1赵案次咨日

,玉,一
  口冈网么

02丫撼3吹氮摇旧

的三 图形 0图 加
∋ ,

气
,

45 1的平均值与

切割成六份的三 图形 0图∗6 ∋ ,

凡
,

入
∀
1

比较的结果可分为三组 0图 − 以 虚

线划分 1
。

−
、

−岁组的成绩因略受分

割份数多少的影响而不易区分形状

因素的作用
。

7 至 88 岁各组的成绩

都是六份的低于八份的
。 ‘

份数多的

成绩反而好
。

显然五个年龄组的共

同的成 绩差别都是 由于分割的形式

不同所致
。

89 及 8∀ 岁组没有显出确

定的规律
。

%
 

本实验与前一实验的主要

结果比较
’

两个实验条件下儿童正确判别

成绩
、

直觉判断和推理判断的
 

结 果

比较如下
∋

图7& 中 了岁以卞 : 岁以上儿童

在两种实验条件下的正确判别成绩

图 ; 圆形分割数呈与儿童判别的关系

8
 

二等分
) 9

 

三等分
) ∀

 

四等分
) % 八等分

。

图 − 四形分割形状与判断的关系

8
 

六份不等分 )9 八份等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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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接近或相差无几
。

≅ 岁至 + 岁两者出现

差别
,

这个年龄阶段的儿童
,

特别是 ≅ 岁多至

, 岁半的
,

在前一实验 中的成绩水平明 显 地

优于本实验
。

从不同年龄之间的 发 展 情 况

看
,

都是在 0 岁至 ≅ 岁组间的成绩增长最快
,

显出发展过程中的飞跃或质变的 阶段 性 特
,

点
。

图 ≅Ν 和图 ≅“是两种条件下儿童判别的

主要思淮类型的比较 6其中包括正确判 别 和

非正确判别思惟形式 /
。

图 帕 是推理判断的

结果
。

在两种实验条件下各年龄儿童能进行

推理的人次百分比以及不同年龄组间的发展

趋势都同图≅ϑ 的正确判别结果大体一致
。

这

正说 明正确判别面积的成绩水平与推理能力

的发展有密切的关系
。

只是 0 岁以下儿童的

判别成绩水平比推理发展的速率要高一些
。

图和表明两个实验 中直觉判断的结果及其变

化趋势在各年龄组都较接近
,

尤其在 ≅一 , 岁

阶段几乎完全相等
。

这说明这种判断类型的

变化与课题条件难易的关系不大
。

6确。/忆代品摇买日

3

平均年龄

图!ϑ 两个实验正确判别成绩的比较

△一△ 本实验结果 6下同/

& 一& 前一实验结果 6下同/

6求/忆Τ

平均 年龄
、

图了Ν
「

两个实验推理的比较
四

、

讨 论

6欲/飞代

≅ 1 0 , 1 0

平均年龄

+ 1
,

. > 1 .

图!7 两个实验直觉判断的比较

3

关于儿童判别面积过程中所表现的

思惟的过渡类型问题

如前所述
,

儿童判断面积这种空间 认 知
,

活动的思惟类型主要是直觉判断 和 推 理 两

种
。 ‘

推理是 以直觉判断为基础
,

并 由直 觉 判

断发展来的
。

这两者之间确实存在着一种从

前者到后 者的过渡形态
。

3

这是复杂而又困难

的问题
。

在前一实验中有所显霹
,

本实 验 又

有进一步的揭示
。

这种过渡形式似乎不是一种确定的类型
,

而是某种变化形态
,

是一个从受直观周素束

缚到逐渐摆脱它的过程
,

也是从具有推理活动的萌芽到理解用以推理的某种原理的过程
2

在理解和应用之间也存在着过渡的问题
。

’

并不是每个儿童在实验中都能表露出过渡的特点
。

从 已揭露出 的
,

可以看出过 渡 形

式的有一定的年龄倾向
。

0
、

0 岁
,

乃至 ≅
、

, 岁多表现为 已具有推理的萌芽
,

同时又在很大

程度上受知觉因素的限制
。

+ 岁以后表现为能进行推理但又在一定程度上受直觉因素的

影响
。

了
、

,
、

+岁儿童占优势的过渡形式是
1
能理解赖以进行推理的原理

,

但还不能应用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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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 − 岁儿童空间认知发展的研究

解决所面临的课题任务
。 、

就整个过渡类型的表露程度而言
,

也是这三组高于其它各组
。

据本实验的结果
,

可以认为判别相等面积这种空间活动从直觉判断向推理发展
,

需要

解决三个相互联系的环节
。

其一是明确把一个区域分成若千部分
,

再构合 起 来
,

大 小 不

变
2 其二是根据推论了解剩余面积与被减去部分的关系

2
其三是完全摆脱知觉 因 素 的 束

缚
,

理解赖以进行判别的原理
,

并能应用于解决具体任务
。

9
3

儿童判别相等面积的年龄阶
3

段特点及其发展趋势问题

本实验和前一实验
‘” 结果都表明 0一 岁儿童判别面积的水平的总趋势是随年龄而

上升的
。

其 中出现两个发展速度较快的年龄阶段
1
一个是 0

、

≅ 岁
,

另一个是 +
、

> 岁
。

前

者成绩差别显著
,

后 者成绩提高幅度大于其它各年龄组
。

从判别活动的思淮类型看
,

两个

实验 中都是从 0 岁左右到 了岁左右的儿童直觉判断的比率大幅度下降
,

推理类型的 百 分

比迅速升高
,

其升降幅度均达显著程度
。

这两种判断结果在 +
、

> 岁间的变化也略大于其

它年龄
。

两个条件木同的同类实验的结果可以共同表明
1
0

、

5 岁左右在判别面积的认知

活动中
,

判别能力和思惟特点都处于正在生长
、

变化相当快的一个年龄阶段
。

也说明+
、

>

岁左右儿童在这种空间认知活动中是比其它年龄具有较快发展倾 向的年龄阶段
。

3

值得注意的是 ≅
、

, 岁儿童在两个实验 中发展速度上的差别
。

本实验中他们的成绩是

随年龄增长而递增的 6成绩是 .
3

−多 与 09
3

0Α 多/
。

前一实验中两个年龄的成绩几乎相等

6分别为 刊
3

+> 拓和 ≅
3

−0 州/
。

这种差别可能是由课题条件不同所致
。

前一实验中 了岁组

的成绩已达≅> 男以上
,

说明该课题对他们已不 困难
。

面临比较容易的课题
,

又在 ≅ 岁组已

具有较高成绩水平的前提下
,

, 岁组儿童的认知能力不能使他们超出这个水平
。

因 而 就

没显露出差异
。

本实验的场合
,

≅ 岁儿童感到困难
,

成绩不高
。

在解决较困难任务的条件

下
, ≅岁儿童的成绩还处于较低水平

,

, 岁儿童的能力差别就得以显现
。

这说明儿童认知

能力的显露程度往往与课题条件有密切的关系
。

而课题条件的难易对不同年龄的影响效

果并不一致
。

因此如不考虑课题因素死板地肯定儿童发展的年龄阶段性是不会符合实际

情况的
。 ·

’

此外
,

本实验 中
,

≅
、

·

,岁组的成绩差别并不显著
,

这说 明该年龄阶段在两个实验中发展

的质是共同的
,

而不同实验差异本身又说明发展中的量的变化的不同
。

因此
,

我们认为一定 的年龄阶段
,

在某一认知活动中的发展
,

一方面有其不随条 件 而

变化的质的稳定性
2
另一方面

,

在不同场合又会表现出随课题条件而转移的量的差异
。

所

以儿童认知发展的年龄阶段性是存在的
,

但不能死板地
、

机械地对待这种阶段性
。

−
3

被占面积所具有的不同知觉因素与儿童判别面积的关系

本实验中数量因素是圆形分割的份数
,

它对
’

0
、

0 岁组儿童的判别活动有 影 响
。

他们

往往只抓住一个因素片面地得出答案
。

有些结果就是仅以这种份数为依据而得 出 的
,

认

为数量多占的地方就多
,

一个整圆占的地方就少
。‘

儿童只注重
“

量
”

本身
,

不了解部分皿和

整体量的关系
。

≅ 岁 以上儿童的知识使他们能够自觉不自觉地懂得同样大小的整体被划

分的量的多少与划分后的各部分的面积大小的关系
。

也就是说
,

他们似乎多少觉察 到 完

形心理学所谓的内在结构关系
。

因此在实验所给予的数量范围内
,

数量关系在把部 分 整

合成整体过程 中基本上不发生什么作用
。

与此同时生活经验却在这里显示一定的影响
。

儿童在 日常生活中经常接触到把圆形物等分成二
、

四份
。

等分成三
、

八份数的比较少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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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 ≅ 至 +
3

岁五个年龄的儿童在把部分构合成整体圆的心理活动中都受这种生活经验的

支配
,

从而在某种程度上影响着判别结果
。

前一实验中数量标志与多数年龄组的判别没有关系
,

唯独对 ≅
、

, 岁儿童的判别 结果

有明显的积极作用
。

当比较卡被占面积为不规则多边形时就使这两个年龄的比较
、

判 别

发生了困难
。

当标准卡和比较卡的被占面积都标
Ε

∋同样的数量关系
,

儿童就把这个 量 作

为判别的尺度
,

借助于它解决课题任务的困难
。

0
、

0岁儿童不受被占面积形状的影响
。

≅ 岁以后儿童易受形状影响
,

其中 ≅
、

,
、

+ 岁儿

童较为明显
。

这一点在前一实验中也较突出
。

这决定于他们的思淮特点
。

特别是 ≅
、

, 岁

儿童已发展到以推理判断为主
,

但这个推理活动具有简单
、

片面的特征
,

带有一定的 直 观

性成分
。

课题容易
,

就能运用推理活动得出正确答案
。

课题的直观因素复杂
,

就 出现 困

难
,

造成犹豫乃至倒退到直觉判断
。

形状复杂常常使这些儿童处于这种境地
。

0 岁 以 前

儿童从直观出发
,

基本上不考虑将被占面积各部分整合成整体的问题
,

所以形状因素与其

判别效果无关
。

被占面积的放置位置直接影响 0 岁以前的儿童的判别结果
。

对其它年龄儿童影响甚

微
,

年幼儿童是以对剩余面积的粗略的直观
,

并结合他们特有的经验作出判别
。

位置 因素

恰恰左右着剩余面积的格局
,

从而对判别发生作用
。

总之
,

在判别面积的空间认知课题中
,

一个确定区域的面积不变
,

改变其中的某 些 影

响知觉的因素
,

不 同因素对儿童判别活动的影响不同
,

同一因素对不同年龄儿童所起的作

用也不一样
。

0 岁以前儿童易受数量和位置 因素的影响
。

数量因素对 又岁以后儿童的作

用要视其在课题中地位为转移
。

≅ 岁以后 儿童易受形状因素的影响
,

尤哄≅
、

, 岁突出
。

Α
3

9
、

拐岁儿童的正确判别成绩低于 岁儿童

这主要与他们的年龄特点有关
。

同时他们已具有较强的度量观念
,

倾向于以测 量 进

行空间运算咖
,

因此在实验中力图通过衡量直径
、

半径和弧的长度作精确的判断
,

从 而 易

产生误差
。

他们的推理判断水平也低于 岁组
。

年长儿童已不满足于低年龄儿童那种简

单的推论
,

要求精确度量而又不能准确测量
,

就反复琢磨
,

拖长实验时间
。

最后
,

在难以解

决的困难面前就倒退到直觉判断
。

这说 明儿童认知发展过程中的矛盾性
,

也表明本 实 验

课题已不适于揭露这个年龄阶段儿童的认知水平
。

五
、

小 结

3

儿童判别面积这种空间认知活动的思惟类型主要是直觉判断和推理判断两种
。

在这两者之间存在一种过渡的思惟形态
。

表现为直觉和推理交错
, 只达到低一级的整合

,

不能进行高一级的推论 以及能理解原理
,

但不能应用原理解决课题任务等形式
。

完
,

成 从

直觉判断 向推理判断的过渡要通过三个相互联系的环节
,

即能把被 占部分整合为一 个 整

体 了解剩余面积是由被占面积推论出的这种关系
2 能理解

“

等量减等量所余 相 等
”

的 原

理
,

并能将其运用于具体材料
。

9
3

在儿童判别面积的空间认知发展过程中
,

一定年龄范围有阶段性 特 点
。

0 岁多

到 ≅ 岁多是成长量最大的发展阶段
,

有飞跃现象
。

了
、

, 岁组是不稳定的发展阶段
,

即过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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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一 − 岁儿童空间认知发展的研究 + ≅

一一, 一一尸一份, , 一一一 , 二甲 , 二二二二二一一
:

阶段
。

发展水平的显露程度易受课题条件变化的影响
。

不能机械地看待儿童认知发展的

年龄阶段性特点
。

−
3

在判别面积大小的认知活动中
,

不 同的知觉因素对儿童判别面积产生不同 的 作

用
,

同一因素对不同年龄阶段 的儿童的影响程度也不一样
。

因此实验设计和分析结 果 中

必须予 以注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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