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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干. 至 岁儿童对几何图形的部分与

整体关系的认知发展的实验研究
”‘

何纪全 刘静和 王宪铂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

一
、

目 的

关于儿童数概念发展的问题
,

我们经过几年的实验研究
〔窃卿

,

卿
,

/’0
,

运用辩证唯物主义

的观点
,

概括出十二项指标卿
,

标志着儿童在数及数学上对部分与整体关系的认识发展
。

数和形是小学数学的两个基本方面
。
本研究将通过对 . 至 岁儿童的图形认知活动的剖

·

析
,

进一步考察十二项指标在儿童形概念发展方面的思淮过程及其特点
。

二
、

方 法

被试 . 至 岁男女儿童共 1 22 名
。

分 2 个年龄组
,

每个年龄组内的年龄相差最大

不超过两个月
。

被试来自北京市三所幼儿园和三所小学
。

3

测查项 目 4

以十二项指标作为测查内容
。

见表
。

本实验由十二个测查组成
。

1
3

材料和方法
4

第
、

1
、

−
、

5
、

6
、

6 项指标的侧查材料
,

共用一个圆形和二个半圆形的图形
。

被试 看 图

回答如下问题
。

指标 . 的提问是
,

一个圆形图形可以分割否 7 圆形图形从中间分开 后 会

变成什么图形 7 指标 1 的提问是
,

一个圆形图形分开后
,

还可以再合起来否 7 几个半圆形

可 以合成一个圆形 7 指标 6 的提问是
,

什么图形分成两半后可以 得 到 半
】

圆 形 7 指 标

的提问是
,

一个圆形可以分成几个半圆形 7 指标 − 和指标 5 的提问是
,

一个圆形与一个从

圆形中分出来的半圆形相比
,

哪个大 7 哪个小 7 还是两个一样大 7 为什么 7

第 8 项指标的测查
,

所用材料
,

如图 所示
。

标准图形的大小为 9: ;
“。

实验时
,

被试先对比较图 / 0
、

/ 1 0
、

/ − 0
、

/ 5 0
、

/ . 0逐个与标准图形作出比较
,

指导

语为
“

你看这两个图形
,

哪个大 7 哪个小7 还是两个一样大 7 ”

然后将比较图 / 0
、

/ 1 0
、

/ − 0同时呈现
,

指导语为
“

这里有 四个图形
,

哪个大 7 哪个小 7 还是它们一样大 7 ”

当被试

回答正确时
,

主试再提出如下问题
4

标准图形可变为图形  !
、 ∀ !

、

# !否 ∃ % 图形

 ! 本文于 & ∋∀年 ( 月∀ 日收到
)

铸
本研究得到一机部幼儿园

、

进 口大楼幼儿园
、

气象局幼儿园和百万庄小学
、

新兴小学
、

文兴街小学的 老师 的 支

持
,

谨此致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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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测查项 目的指标符号以及在本实验中的意义

标号指编
指标符号 指 标 符 号标号指编

才二 > ? 乡
才≅ > ? 占? :

二: ? > ? Α

> ? Α二

认识一个圆形包含两个半团

形

认识被分割后的图形可以复

原
,

变回到原来的图形
,

两个

半圆合成一个圆形
‘

≅ /
> 十”0?

/沙一, 0

认识整体图形的大小
、

不受部分

图形的空间位置变化的影响
3

认识在整体图形的大小不变条件

下
,

图形的一部分扩大/或缩刁勺
3

另‘部分图形则缩小/或扩大0
3

才0
>

认识圆形大于从圆形分出的

半圆形

当 注二 > ? 沙时
“二 一咨

咨≅ 才一 >

当整体图形分为两个部分 时
,

一

个部分和另一部分的互补关系
。

>
Β 才

认识从圆形分出的半圆形小

于圆形

≅ Χ
>

,

吞
, :

3

Δ Ε

二 /
>

,

汤0 ? /
:

3

了0

ΦΓ人
才〕 >

认识圆形图形可以 分 割
,

圆

形包含半圆形 Γ Φ
> Η > Ι

认识 代表整体图形
,

又可以代

表部分图形
,

又可以代表几个部

分图形联合的小于整体的图形
。

认识对整体图形可以分为 部 分
3

对部分图殆也可以作为 整体
,

又

可芬为部分
3

>  才
认识半圆形来自圆形 的一

半
,

半圆形被包含于圆形

当才≅
拐 。 > ≅ 月石 吞时

,

若 ∗ ϑ 双则
>
Β 沙

若 八Β 双则 >
ϑ Κ

能照一个
一

长方形图形
,

作出 大小

相等的其它长方形图形
,

认 识 在

甲形
的补

大补不变条件下
3

长宽变 化

偿关系
3

令今
协令口

口 令

今

勿

比较图/ 0

已
ΦΦ、Γ
<
图

广ΓΦ产、
·

、
·33

34较心令
·

一一
。

ΛΛΛ
3 ‘

ΧΧΧΧ

比较图/1 0

、,
易众

二

牛
、 Μ

改Χ
毛呈兰

比较图/− 0 比较图/5 0

图 指标 8 测查时使用的图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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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

/ 1 0
、

/ − 0还可变回到标准图形否7 ∗ 标准图形除了能 变为 图 形  !
,

∀ !
、

# !

外
,

还能否变为其它的图形吗∃ +为什么图形  !
、

∀ !
、 # !与标准图形 比较

,

形状变了
,

其大小还与标准图形一样 ∃ 当被试的解释有矛盾时
,

用图形 , !
,

− !激发被试的思淮
。

第 ∋ 项指标的测查
,

所用材料比喻为有一块土地 , 分成 ∋ 小块
,

种土豆和小麦
,

不能有

空地
,

原来 , 块种土豆
, , 块种小麦

,

现在小麦少种一块
,

问被试
,

这时土豆如何 种 ∃ 种 几

块 ∃ 被试正确回答后进一步解释为什么小麦少种一块
,

土豆就要多种一块的理由
。

第 & 项指标的测查
,

指导语为要围一块地
,

使它和标准图形一样大
,

它已围
‘

了一部分
,

剩下的另一部分如何围 ∃ 被 试正确回答并在方格纸上作图后
,

要求说明所作的图与 标 准

图形是否一样大 ∃

第 . 项和第   项指标的测查
,

所用材料如图 ∀ 所示
。

指标   测查时
,

要求被试对一个

正方形图形
,

指出它可以分成多少个
“

提示图形
” 。

指标  . 的测查以被试的反应方式为结

果
。

口口口口口
)))))

/口口 口口口口口口口00000
⋯

1 ) 1

口口 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22222、 、 )

区区
今今今今今

)))))

     
33333

⋯
户 心 ‘ 一一一

图 ∀ 指标  测查时用的图形

第  ∀ 项指标的测查
,

所用材料如图 # 所示
。

要求被试在方格纸上利用已划出的 一条

边
,

作出与标准图形大小相等的 ,个长方形图形
。

完成作图后
,

用排队时的排数和每排人

数比喻
,

要求被试看图列出乘法式和除法式
,

并说 明式子的意义
。

要求被试比较所作的图

形
、

%
、

∗
、

+ 的变化
,

解释为什么在这 , 个图形中
,

排数减少
,

每排的人数则增加
,

或者

相反
,

排数增加
,

每排的人数则减少
。

曰曰曰

口口口

日日日曰曰日日日日曰曰日日日日日日日日口口

标准图形 作图

口口口 ///
口口口 222
口口口 000
门门门0 0 000
44444 000
曰曰曰/ 2 555

口口口曰曰曰曰口口口口口口

作图卿 作图 ∗ 作图佃

图 #
‘

指标  ∀ 测查时使用的图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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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每项指标的通过人数和成绩作为数据
。

成绩皆由每项指标的各自评分结果转化为

百分数
,

以便统一比较
。

三
、

结 果

3

十二项指标在儿童图形认知活动中的层次结构

在本实验条件下
,
. 至 岁儿童在 比较几何图形大小的活动中

,

每项指标的成绩高低

和通过人数的多寡
,

在十二项指标之间的难易趋势上是基本一致的
。

其结果如下
4

11,3
3

−,.2.!指标编号
4 −

平均成绩
4

+.

通过人数
4
+ 2

+ .

+ 2

+ 5
3

−

, 8

6

+ −
3

. , 6

, 6 8

1

, 1
3

−

65

88
3

8

5 ,

+ 2

8 1 .5
3

− 1 −

6 −
3

,

21

少二项指标按其难易次序
,

用数量分类法
,

可分为四个层次
。

第一层次包括指标第−
、

5
、

6
、

等四项
,

第二房次包括指标第 6
、

1 等二项
,

第三层次包括第
、

+
、

2
、

8 等四项
,

第四

层次包括指标第 ,
、

1等两项
。

四个层次之间的相邻关系
,

第二层次的距离系数 /Ν 0 是第

一层次的 1
3

比倍
,
·

第三层次是第二层次的 1
3

11 倍
,

第四层次是第三层次的
3

5, 倍
。

这表明

层次之间难易上的质的差异性
,

「

以及儿童对部分 与整体关系理解发展的阶段性
。

13 从童掌握十二项指标与年龄的关系
3

相邻年龄组之间的成绩差异
,

统计检验 结果如下
4 6 岁半组与 6 岁组相 差 为 8,

3

5 一

. 1
·

6 ≅ 1 .
3

, , Ο ≅ 6
3

2 1
,

夕Β 2
3

2 2 Π , 岁组与 8 岁半组
,

, 6
3

, 一 ,
3

+ ≅ 5
·

+
, Ο ≅ −

3

1 +
,

尹Β 2
3

2 Π

岁组与 2 岁组
,

+,
3

5
,

一 +5
3

6一 −
3

,
,

Ο Θ −
3

+2
,

夕Β 。
3

。。
。

其它相邻年龄组间的差异未见显著
。

可见
,

6 至 岁儿童对几何图形的部分与整体关系的认知发展
,

其年龄转折点在 6 岁与 6

岁半之间和 2 与 岁之间
,

以及 了岁半与
’

,

岁之 间
。

指标层次的发展与年龄的相互 关 系 Π见

图 5
。

从图
3
「

5 中看到
,
每个层次的指标

,

从开

始掌握经过持续时间到终结的年龄是不相同

的
。

一般说来
,

第一层次的指标在 6
3

岁 之 前

已有一定的发展
,

在 6 岁半时达到终结
Π
第二

层次的指标在 6 岁前有所发展
,
6 岁后 发 展

迅速
,

6 岁半时达 到终结
, 第三层次的指标在

6 岁时开始被认识
,

6 岁后迅速发展
,

2 岁时

基本达到终结
Π
第四层次的指标在 8 岁半 后

开始被认识
,

发展迅速
,

但 岁时尚未达到终

结
。

,
昨丛竺Κ

层次 −

层次 5

叹冲   了了产、!∀  

次瑞

妇卞阵#彭∃划甲

袭
木

%
专 了 !

一
“

年龄《岁》

图 & 十二项指标的层次发展趋势

∋( 儿童在图形认知活动中对部分与整体关系理解的某些思惟特点
卜 ‘

) ∀∗ 指标 , 的掌握水平随认知方式的发展而提高 在指标 ! 的测查中看 到
,

儿童

对比较图 ) ∀ ∗
、

) 冬不) &
·

∗
、

) % ∗ 与标准图形的比较
,

是采用
“

直接看
” 、 “

拼图还原
” 、 “

数数

量
” 、 “

数方格
”

等四种认知方式来辨认的
。

见表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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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儿童比较几何图形大小的认知方式的发展

要
Θ Θ Θ Θ Θ 求

通过辨认比较图/ 0
、

/1 0
、

/ 5 0
、

/. 0
与标准图形的大小

形 /− 0
刁
、

图大较的比形测量图准通过标与

接量测间接量直测会量不测

3

饭幸
被

Ρ

方 Θ
Θ

Θ Θ

试
、 、 ·

物
饭舀众 直接看 数数量 数方格

图拼 原还会认不辨

2岁后一 岁 /1 2人0 业旦
2 2

生旦旦
2 2

8岁半后一 2岁/6Ν人0
‘

乓+巨
,忍

卫多
8 2

3

6

旦」卫
+ 1

3

−

旦些
)Ν2

旦丝
2 2

旦丝
)Ν2

6 岁后一 了岁半/62 人0 昼ΙΣ
6

3

−

3

鱼丝
5 6

3

+

昼里
习2

3

2

旦丝
2 Ν

庄2 − 卫三兰
2 2

些些
)Ν2

. 岁一 6 岁半/62 劫 旦旦1
5

3

旦旦
6 ,毛 黔

旦里二
2 2

卫二旦
2 2

旦生旦
2 2

合计 /1 2 2人0 鱼竺
6 5

些丝
. −

3

. 塑#Ν 3

了

Τ」卫
2 2

鱼丝
22

哩
2 2

长
‘

比例是指每年龄组对图形进行比较时使用几种认知方式的次数之比
。

百分数是指每年龄组的某种认知方式的

正确次数的比值
。

“
3

直接看
” ,

被试常以自己过去的经验作为判断依据
,

如
“

正方形就是大的
” , “

变了就小

了
” , “

边长些
,

就是大的
” , “

分散就变大了
”

等等
。

判断的正确率显得很低
,

仅 6
3

5
。

这 一

辨认方式多为 6一6岁儿童使用
,

, 岁后基本上不再使用
。

“

拼图还原
” 。

被试采用这一辨认方式主要有两种表现形式
。

其一是
,

被试在头 脑 中

把比较图加以拆拼
,

还原到标准图形的形状
,

然后作出判断
Π
其二是

,

被试将比较图中的方

格与标准图形 中的方格一个一个地进行比较
,

然后作出判断
。

这一辨认方式多为 6一8 岁

儿童使用
,

其正确率达 .+
3

6
。

“

数数量
” 。

被试单纯从
“

量
”

出发
,

去判断图形的大小
。

其判断成绩较前两种辨 认 方

式为高
。

“

数方格
” 。

被试用方格作为
“

单位
” ,

去判断图形的大小
。

多数 ,
’

岁儿童及所有 岁

儿童能掌握这一方式
。

对图形 ∗ 与标准图形的比较
,

是通过测量方式进行的
。

儿童的测量方式有直接 测 量

和 间接测量二种
。

直接测量
,

是把标准图形上的全部方格上的方块 用塑料方块 ! 瞿盖到

比较图上
,

然后作出判断
。

这一方式主要表现在 (一6岁儿童身上
。

间接测量
,

是把标准图

形上的一个方块作为
“

单位
” ,

利用它测量比较图形
,

用
“

单位
”

的重复数量作出判断
。

这一

方式在 ∋ 岁后达到完全掌握
。

可见
,

儿童的直接测量能力与
“

拼图还原
”

认知方式有关
,

间

接测量与
“

数方格
”

认知方式有关
。

∀ ! 认知方式和年龄对学习效果的影响 在指标 6 的测查中
,

针对被试使用
“

直接
,

看
” 、 “

拼图还原
” 、 “

数数量
”

三神不同认知方式的情形而采取不同的启发方式
。

被试 经 启
‘

发得到学习
,

学 习后再测查的反应可分为三种水平
。

一为启发无效
,

二为
“

不能返回
” ,

即

是指被试经学习后
,

会正确反应 了
,

但当去掉启发用的实物或不再给予提示
,

重新再 测 查

时
,

被试又不会正确反应
。

三是
“

能够返回
” 。

学习效果的结果见表 # 。

‘

从表 # 中看到
,

认知方式的思惟水平愈高
,

启发的收效则愈大
。

学习的效果又与年龄

有关
,

( 岁以前的儿童
,

启发的收效较差
,

( 岁以后
,

学习效果则好些
, 6 岁半 以后的儿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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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Ρ

在不同认知方式和不同年龄中的学习效果

母母之誉乏迈迈
启 发 无 效效

· “

不 能 返 回
”” “

能 够 返 回
””

认认认 数数皿皿
3

象... 222 + 2
3

...

知知知 拼图还原原 83 +++ 8
3

,,, ,5
3

−−−

方方方 直接看看 − ,
,

−−− −
3

5 ,
3

666

式式式式式式式

长
百分比是三种学习效果的反应次数占启发前错误次数的比例

。

启发前错误次数不包括根本不会辨别的次数
·

一经启发
,

就能掌握
“

数方格
”

这一方式
。

/ − 0 图形特征对认知方式的影响 0 连续图形与分散图形的比较
。

在指标 8 的

测查中
,

比较图 /工 0是部分连续的
,

比较图 /1 0是部分分散的
。

全体被试对连续图形使用
,’
直接看

”

和
“

拼图还原
”

的认知方式的次数 /占全部反应次数的扭终0比分散图形 /18 拓0为

少
,

但正确百分数
,

连续图形 /6 −
3

60 高于分散图形亡1.
3

6 0
。

并且
,

对连续图形使用
“

数数见
”

和
“

数方格
”

的认知方式的次数/−. 万0比分散图形 /1 男0为多
。

10 大小相等 的图形与大小不等的图形的比较
。

在指标 了测查中的 比较图/5 0和比

较图/ 6 0
,

是与标准图形大小不等的图形
,

比较图 / 0和比较图 /1 0是与标准图形大小相

等的图形
。

儿童对大小不等的比较图形在辨认时使用
“

数方格
”

方式的次数 /61
·

−多0, 比

大小相等的比较图形 /− 6
3

−多0 高得多
。

并且
,

它主要表现在 8 岁半以后 的儿童身上
。

−0 分格图形与不分格图形的比较
。

指标 了测查用的比较图 / − 0 是连续的
、

内部不

分格的
。

儿童对比较图 / − 0 很难通过辨认作出判断
。

从表 1 中看到
,

6 岁后 的儿童对不

分格图形使用间接测量方式的比例
,

要比对分格图形使用数方格方式高些
。

/ 5 0 思惟的全面性在儿童对部分与整体关系的理解过程中的发展 在第8
、

,
、

1 等
三项指标的测查中

,

被试对自己的正确回答作出解释
,

解禅的水平可划分为四个级别
。

具

休内容分述如下
4

指标 8
。

说不出理 由
5 % 认为比较图形是从标准图形变来的

,

大部分被试还认为比

较图形可以变回到标准图形
,

标准图形能变化更多的图形
5 ∗ 认为比较图形与标准图形包

含的方格一样多
,

或者说方格的大小一律
。

经启发
,

能把两个理由综合说明
, +同时 把 握

两种认知成份
,

从方格的大小和份数来说明标准图形与比较图形的大小
。

语言表达清楚
、

圆满
。

指标 ∋
‘

。

说不出理由
,

或者说些无关的理由
5 % 认为小麦少种一 块地

,

会 留 ! 有空

地
,

不能空地
,

就要多种一块土豆 5 7只认为小麦少种一小块地
, , 块小麦地 变 成 # 块

,
一

要

补上
,

就得多种土豆
, +认为小麦地和土豆地是合在“块地上的

,

总的地有 ∋ 小块 地
。

虽

然总的地不变
,

但小麦地和土豆地可以变
,

小麦少种一块
,

土豆就多种一块
。

指标晓云 说不出理由扩% 复述每排人数与排数之向乙增一 减
·

的现 象
5 7 认为作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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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与 / 5 0是竖与横的关系
,

大小是一样的
,

作图 / 1 0与 / − 0也是竖与横的关系
,

大 小 是

一样的
。

对于作图 / 0
、

/ 5 0 与 / 1 0
、

/ − 0 之间的关系
,

却不能说明
Π +认为作图  !

、

∀ !
、 # !

、

, ! 都是按标准图形
,

方格的数一样多
,

所以有排数与每排人数之间的增减变

化规律
。

如果总的人数不等
,

这个变化规律就不适用
。

上面三项指标的第 , 解释级别
,

其共同点是
,

儿童已同时把握二维认知成份
,

对
“

部分

的变化
”

与
“

整体不变
”

的对立统一关系
,

已能够从全面的和发展的观点去分析
。

从年龄发

展看
,

实验结果指出
,

第 ,解释级别的通过人数
, (一 (岁儿童不到∀. 多 , (一了岁儿童在#∀ 形

以下
5 ∋一 . 岁儿童不超过 肠万

, 8 岁儿童对指标 6 能够全部通过
,

指标 ∋ 达到∋− 拓 ,

指标

 ∀达到了.男
。

本实验指出的解释级别
,

从第一级别发展到第 , 级别
,

表明了儿童思淮全面性发展的

一个过程
。

同时
,

从一个侧面揭露了儿童辩证思惟的发生发展
。

四
、

讨 论

 
)

实验结果指出了十二项指标可划分为四个层次
。

从部分与整体的相互关 系 看
,

第一层次概括为整体的可分性和整体对部分的包含关系
,

以及整体与从整体中分出 的 部

分之间的大小关系
。

第二层次概括为部分对整体的被包含关系和部分相加等于整体
。

第

三层次概括为从整体中分出的部分具有再分性
、

整体对部分的相对性
、

以及整体的大小不

受部分在空间上的变化
,

又及整体中一部分与另一部分之间的互补互逆关系
。

第四 层 次

概括为整体中一部分 与另一部分之间的增减关系和补偿关系
。

这种层次结构的 发 展
,

反

映了儿童在图形认知活动中
,

对部分与整体关系的认识是由浅入深地发展的
。

∀
)

实验结果指出了儿童判断几何图形大小的四种辨认方式
。

直接看
—

是一种直

觉推理
5 “

拼图还原
”

—
是一种依靠图形意象进行分析综合的具体思惟

、
数 数 量
—

是

一种借助于数数把握 图形大小的运演
5
数方格
—

是一种 比较完善分析综合的逻辑推理
。

四种辨认方式的成绩
,

除数数量外
,

与年龄无关
。

总的看来
,

儿童在 ∋ 岁以后
,

对图形大小

的认识
,

能够对
“

单位
”

方格!和 “

份数
”
二维认知成份同时加以抽象概括

,

协同 运演
,

理解

到图形整体大小不受部分在空间上变化的干扰
。

这一结果与皮亚杰的论述是一致的
。

“

拼图还原
”

和数数量
,

看来是介乎直接看和数方格之间的过渡形态
。

儿童使用
“

拼图

还原
”

时
,

可以看到儿童对图形重新组合
,

运用
“

预料的图式
” ,

不致于
“

忘掉整体
” 。 “

数
”

和
“

方格
”

已发生潜在作用
。

正如被试在实验中接受启发学习
, “

拼图还原
”

的
“

能够返回
”

的

效果一下子从直接看 ,∋
)

(上升到 ∋,
)

#。

这说 明
“

拼图还原
”

这一 旧的认知方式在儿童启发

学习中直接转化为新的认知方式
—

数方格
。 )

儿童使用数数量这一辨认方式时
,

或 者 把
“

方格
”

作为第二依据
,

或者忽视它的参照价值
。

但我们从表 ∀ 看到
,

数数量的判断成绩从

(一 ( 岁的 ((
)

6 上升到 ∋一 8 岁的 &∀ )# ,

这一特点是其它辨认方式所没有的
。

这说明数数

量这一辨认方式本身处在从单纯
“

量
”

出发到以数和单位相结合为依据 的 演 化 中
。

上述
“

拼图还原
”

和数数量的过渡作用
,

似乎可说明儿童在图形认知活动中
,

由直觉推理向逻辑

推理的发展过程
。

#二 整体不变性
,

照皮亚杰) 的观点认为
,

儿童对整体的认识
,

不管其
)

部分如何 排 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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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纪全等4 关于 . 至= 岁儿童对几何图形的部分与整体关系的认知发展的实验研究 , 8

和组合−整体的非本质特征可以改变而本质特征不变
。

在本实验中
,

几何图形的部分改变

大致有以下三种形式
。

/ 0 整体图形包含的部分在空间上的位置和在空间上的排列的

变化
,

以及在空间上的分散与集中
Π
/ 1 0 整体图形中的一部分与另一部分之间的互补和

增减等方面的变化
Π / − 0 整体图形如正四边形的长宽比例

,

三角形的高底比例的补偿方

面的变化
。

儿童要达到对整体不变性的认识
,

则要求克服上述的部分变化产生的 影 响
。

从实验结果看来
,

儿童达到对整体不变性的认识
,

以对部分变化的一定认识为 条件
,

而儿

童对部分变化的特点的认识又以对整体不变性的认识为前提
,

二者是密不可分 的石 我 们

认为
,

儿童对十二项指标的掌握
,

其本质是儿童在层次不同的发展水平上
,

对整体不 变 性

认识的提高
。

5
3

“

单位
” ,

是把整体分为若干相等部分的一个部分作为计量标准
。

在
“
6一 8岁儿童

用非除法运算解答包含除的实验
”

一文中指出
,

掌握每份数/把一份的数看作单位数0是掌

握总数
、

每份数和份数相互关系的关键
。

在本实验 中
,

又一次说 明了
, “

单位
”

的重要作用
。

如果图形大小
,

不用
“

单位
”

计数
,

间接的比较活动就无法进行
。

由此
,

从数和形两种 认 知

活动方面
,

都揭示了
“

单位
”

概念在部分与整体关系 中是基本的和首要的概念之一
。

五
、

小 结

卜
‘

本实验调查了 6 至 岁儿童在几何图形大小的认知活动中
,

理解部分与整体关

系的? 二项指标的发展
。

结果指出
,

按其难易程度
,

十二项指标划分为四个层次
。

第一层
、

次概括为包含关系
,

第二层次为被包含关系
,

第三层次为互补可逆关系
,

第四层次为 增 减

和补偿关系
。

1
3

每个层次指标的年龄发展
,

各有其起始
、

持续
、

终结阶段
。

6 岁半儿童能够 掌 握

第一和第二层次
,

2 岁时能够掌握第三层次
,

第四层次的指标到 岁后才能实现终结
。

−
3

影响儿童理解几何图形的部分与整体的关系有各种因素
,

比较复杂
。

实验 中发

现
,

如儿童认知方式的提高
,

图形本身特征
、

学习和年龄以及经验等方面
。

还有数的 运 演

能力和认知态度
。

一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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