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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德儿童技术创造性跨文化
研究结果看性别差异 ’ ’

施建农 徐 凡 周 林 查子秀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

,

北京
,

摘 要 研究者通过对中德儿童技术创造性跨文化研究结果的综合分析
,

着重讨论了在差异

心理学领域一直十分受人关注的性别差异间题
。

结果发现
,

无论是中国儿童还是德国儿童
,

无

论是超常儿童还是常态儿童
,

性别差异具有基本稳定的趋势
,

而且
,

在不同的方面具有不完全

一致的表现形式
。

具体表现为 在数字
、

图形和实用创造性思维方面
,

在中国和德国儿童中

都没有发现创造性思维方面的性别差异 在心理折叠
、

学习爱好
、

技术问题理解和科学活

动方面
,

在中国和德国的超常儿童和常态儿童中都有不同程度的性别差异存在
。

这种差异主

要表现为男生的得分高于女生
,

尤其在学习爱好和科学活动兴趣方面
,

这种差异更为显著
。

关键词 性别差异
,

跨文化研究
,

创造力
。

分类号

问题提出

年
,

美国心理学家 和 在《科学 》 上发表了题为
“

数学

能力方面的性别差异 —事实还是假象
”

的文章
。

文中 和 在解释男孩为

什么会取得数学高分时认为
,

这是男孩 内在的原因而不是社会的原 因 这种解释虽然没

有直接提 出
“

女孩在数学方面天生不如男孩
”

的说法
,

但这种归 因很可能使人得出这样的

结论 —女性在数学和 自然科学方面是较差 的
。

和 切 的文章引起了许多的

争论和一系列有关性别差异的研究 ,

统计资料表明
,

虽然
,

美国在最近十五年里从事科学工作的妇女人数有所增加
,

但女

性所 占的比例仍然极小
。

在将近 百万的美国工程师中
,

女性只 占 在 多万的物

理学家中
,

只有 是妇女
。

数学领域的情况也差不多 ,
。

我们分析了从 年到 年在 自然科学领域诺贝尔奖获得者的资料
,

结果表明
,

男性 占绝对优势
。

在物理
、

化学
、

生理和医学领域获奖的人数分别为
、

和
,

其中

女性分别只有
、

和 人
。

本文初稿收到 日期
,

修改稿收到 日期 一
。

本研究中的中德比较部分是中德技术创造性跨文化比较研究的一部分
。

中德跨文化研究在数据采集过程中曾

得到德国大众汽车 基金的资助
,

该项 目的中方负责人是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查子秀研究员
,

德方负责

人是慕尼黑大学心理系 教授
。

在后期的数据整理过程中得到了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 的资助
。

在此一并表示衷心的感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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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报道
,

在中国 年度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资助的 位杰 出青年科学家中
,

只

有一位是女性
。

女性所 占的比例大约
。

另外
,

邹平和卢干奇对 名参加 中学数学
、

物理
、

化学和信息学奥林匹克竞赛的选

手和参加奥林匹克竞赛集训的学生作了调查
。

结果发现
,

这些学生 中男生 占
,

女

生只占
。

其中
,

数学和物理两科的女生 比例更小
,

分别为 和
。

其他的资料也不断地表明
,

男性在数学和科学领域占据绝对的优势
,

女性的位置明显

地不如男性
。

对此
,

有人认为这是生物因素造成的川
。

大家知道
,

男女在生理上存在明显

的差别
,

而且
,

这种差别在形体上和体力上得到 了充分的体现
。

那么
,

这种生理上和体质

上的差别是否一定会导致智力上的差异 呢 但也有人从历史的
、

社会的和发展的角度提

出
,

现实社会中表现出的女性劣势是个社会问题而不是能力本身的问题
。

持这种观点的

人认为
,

由于社会陈规及性别角色的影 响
、

家长对子女期望的影 响和因此而产生的个体发

展中自我期望因素的影响
,

造成了现实社会中的女性劣势〔一 注
。

在以前的同类研究中我们发现在图形创造性思维和数字创造性思维测验上都有女生

高于男生的现象 而且
,

在有些项 目上 的差异达到了显著水平
。

有人认为
,

尽管男女在总体智力上没有显著的差异
,

但在一些特殊能力方面有明显的性别差异
。

例

如
,

男性在算术理解
、

空间关系
、

和抽象推理等方面优于女性
,

而女性则在语言
、

记忆和知

觉等方面优于男性 ‘〕
。

看来
,

我们以前的研究结果与通常的结论不太一致
。

本文试图通过对中德儿童技术创造性发展跨文化研究中不 同智力水平的男女学生在

技术创造性各个方面的测验和问卷结果的分析
,

对有关性别差异的问题作一初步的探讨
。

研究方法

实验设计

本研究采用追踪研究和横断研究相结合的方法
,

用三年的时间考察了 年级和 年级

初一 两个年级儿童在连续三年的时间中技术创造性发展的情况 , ” 。

连续三年
,

每年在

基本相同的 日期对相同的被试做一次测试
。

被试选择

双方在选择超常儿童时为了满足对等的原则
,

双方都使用 同类测验并划定同样的标

准
,

中德双方都以语词
、

数和图形推理测验为筛选工具
,

符合超常的标准为
“

两个分测验的

成绩在 百分位以上
,

另一个分测验的成绩在 百分位以上
。

测验材料

本研究使用的测验包括
、 、

三个相平行的版本
,

每个测验版本都包括以下五个分

测验和两个问卷 ①图形创造性思维测验
,

主要测量被试演绎
、

归纳和类 比推理的能力 ②

实用创造性思维测验
,

主要测量被试运用知识的灵活性 ③数字创造性思维测验
,

主要测

量被试遵循规则建构数学等式的能力 ④心理折叠 测验
,

主要测量被试

心理表征的能力 ⑤技术物理理解测验
,

主要测量被试对技术物理 问题的解决能力 ⑥科

注 北京朝阳家庭教育中心学校
,

父母对子女期望的调查研究
,

家庭教育论文汇编
,

北京市家庭教育研究会第六届

会员代表大会论文
,

乡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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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技术兴趣问卷
,

主要 了解被试平常参加有关科学和技术活动的情况 ⑦学习和活动爱好

间卷
,

主要了解被试的兴趣和爱好等情况
。

测验实施

测验集体进行
。

所有分测验上都有详细 的指导语和例题
,

看了指导语和例题后仍有

疑问的同学可 以提问
,

等到班上每位同学都理解后开始做题
。

每个分测验都按规定的时

间结束
,

即三个创造性思维测验各 分钟
,

心理折叠和技术间题理解各 分钟
,

两个问卷

不记时 但通常控制在 一巧 分钟
。

心理折叠和技术问题理解测验的最高分分别为

分和 巧 分 三个创造性思维测验为开放性测验
,

不限定最高分
。

数据处理

数据收集后统一输人计算机
,

由预先编制的程序给实用创造性思维测验
、

图形创造性

思维测验
、

数字创造性思维测验进行程序化评分
,

从而最大程度地限制了评分的主观性
。

其余各分测验则根据标准答案作人工评分
,

然后用 软件包作统计处理
。

表 图形
、

数字和用途测验上的性别效应

测验 中 国 德 国

图形 石

数字

用途

心理折叠

技术问题

学习爱好

科学活动

技术活动

表 中国方面男女的平均成绩 分

小年龄组 大年龄组

一一一一一一
年级

超 常

男 女

一︸一︸
年级

测验内容

心理折叠

技术问题

学习爱好

科学活动

注 代表差异显著 或更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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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结果

多因素方差分析中的性别效应

对三年测验结果所做的多因素方差分析的结果表明 见表
,

就总体而言中国和德国

童表现出比较一致的性别效应
,

即在创造性思维和技术活动方面没有明显的性别效应

除中国方面数字测验外
,

而在心理折叠
、

技术 问题理解
、

学习爱好和科学活动方面都表

现出显著的性别效应
。

男女平均成绩的比较

为了深人了解性别差异的具体情况
,

我们对方差分析 中表现出显著性别效应的心理

折叠
、

技术问题理解
、

学习爱好和科学活动四个方面作了进一步的分析
,

结果分别列于表

和表
。

从表 和表 的数据可以看出
,

在多因素方差分析中表现出显著性别效应的上述四个

方面
,

无论是中国儿童还是德国儿童
,

总的来说都是男生的成绩高于女生
。

尽管根据智力

水平和年级进行分组后的比较结果
,

差异并不都能达到统计显著水平
,

但这种差异表现出

比较一致和稳定的趋势
。

表 德国方面男女的平均成绩

小年龄组 大年龄组

︸

一一一
超 常 常 态 超 常 常 态

年级 男

常 态

男 女 年级

测验内容

,工,一,一一‘
︸卜︸了,﹄,‘月叶泥叶,乙,‘八内、,孟︻,斗月伟

心理折叠

技术问题

’

,

学习爱好

科学活动

注 代表差异显著 众 或更小
,

一表示没有统计
。

发展趋势

发展趋势对于了解性别差异进程具有很重要的意义
。

在以往的许多关于性别差异发

展的研究 中常常采用横断设计
,

横断设计往往不能很准确地确定真正 的发展进程
。

而本

研究采用了纵向设计
,

试图了解发展变化的过程
,

从图 一图 展示 了两组中国儿童在连

续三年中的发展变化 由于德国方面第三次缺失的数据太多而没有在此统计
。

从图 一图 可以看 出
,

即使在表现出有显著性别效应的几个测验上
,

不 同方面的发

展趋势是不 同的
。

在心理折叠
、

技术 问题理解和科学活动方面
,

表现 出较 明显的上升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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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 超常男

心一 常态男
超常女

口 常态女

派
银

易
褪

年 级

图 中国男女儿童心理折叠发展

年 级

图 中国儿童技术问题理解发展

,‘,‘

姗

悦
端
链

年 级

图 中国儿童学习爱好发展

年 级

图 中国儿童科学活动发展

势
,

而且表现出比较稳定的性别差异
,

男生的成绩高于女生
。

在学习爱好方面则上升趋势

不明显
,

其性别差异只在常态组有所表现
。

分析和讨论

性别差异的问题是一个 比较有争议的问题
。

不 同的学者常赏对各种测验结果所表现

出的性别差异有不同的解释
。

有人认为性别差异主要归因于生物学因素
,

有人则归因于

社会学因素 , ‘
,

〕,

当然
,

也有人可能认为是先天和后天 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

在以前的同类研究中我们发现在 图形创造性思维和数字创造性思维测验上都有女生

高于男生的现象
。

而且
,

在有些项 目上的差异达到了显著水平
。

但国外新近

的一些研究结果认为
,

在创造性思维方面没有性别差异 一 ,

本研究的结果与国外的结果

相似
,

但与以前的同类研究结果不太一致
,

这至少说明
,

女生在创造性思维方面优于男生

的现象可能不是稳定的
,

或者说可能因实验 内容或实验情景的不 同而有不完全一致的结

果 关于这一点仍需要做进一步的实验研究

本研究中的心理折叠测验是主要用于测量儿童空间表征能力的
。

关于空间能力的性

别差异一直是人们关心的话题
。

有一种观点认为
,

男性和女性各 自有 自己的优势
,

男性在

空间能力方面 占优势
,

女性在语言能力方面 占优势
。

理论上讲
,

由先天因素决定的许多特

征具有相对的稳定性
,

而且在个体发展的早期就应该有所表现
。

如果空间能力方面的性

别差异确实与先天的生物因素有关的话
,

那 么
,

这种差异应该在儿童的早期就有所表现
,



期 施建农等 从中德儿童技术创造性跨文化研究结果看性别差异

但徐凡在研究幼儿空 间表征能力的发展时发现
,

男女幼儿之 间没有显著差异
。

从本测

验的结果来看
,

就总体而言
,

男生在心理折叠方面的成绩高于女生 一
,

,

而且
,

中国和德国儿童有相似的趋势
。

尽管以幼儿为研究对象的结果发现没有性别

差异
,

以及其他的许多研究结果的不完全一致
,

而且
,

我们仍不能肯定男女生在许多与空

间有关的作业中表现出的成绩差异是否与先天的生物学因素有关
,

但是
,

至少本研究的结

果支持这种认为男生在空间能力方面优于女生的观点
。

科学活动问卷是用来测量学生的科学兴趣等情况的
。

本研究结果表明
,

在科学兴趣

等方面存在显著的男生优于女生的性别差异
。

而且
,

无论是超常还是常态儿童
,

中国和德

国具有 比较一致的现象
。

这种性别差异可能与家庭的养育观念和养育方式
,

以及传统的

文化因素有关
。

通常
,

男孩子总是从小就被鼓励从事一些与机械操作或技术活动有关的

游戏
,

而女孩子总是被鼓励从事一些更显温柔的活动有关的游戏
,

如过家家
,

洋娃娃
。

因

此
,

有人认为
,

女性在数学和物理方面表现 出的女性劣势主要不是先天造成的
,

而只是个

态度问题
。

本研究的结果似乎支持这样的观点
。

学习活动爱好问卷是用来测量学生的学习动机等情况的 本研究结果表明
,

在学习

爱好等方面的性别差异情况 比较复杂
。

在德国被试中
,

在超常组和常态组中都有男生高

于女生且达到统计显著水平的现象
,

但在中国被试中
,

差异主要来 自两个 自常态组
,

而且

差异并不稳定
。

从发展的角度来看
,

同组被试除在学习爱好测验外
,

其他三个方面在三年

时间内表现出比较稳定的性别差异
。

这可能预示着性别差异的持续性
。

小结

根据本研究的结果
,

我们可以得出两点结论

尽管在三个创造性思维测验上没有发现显著的性别差异
,

但在通常被认为与创

造力有密切关系的心理折叠测验上表现出男生优于女生的现象
,

而且这种现象在中国和

德国儿童中有 比较一致的表现

在学习爱好
、

技术问题理解和科学活动方面
,

在中国和德国的超常儿童和常态儿

童 中都有不同程度的性别差异存在
。

这种差异主要表现为男生的得分高于女生
,

尤其在

学习爱好和科学活动兴趣方面
,

这种性别差异更为显著
。

参 考 文 献

, 凡‘

脉
, ,

一

徐凡 没有清楚地认识它就不能改变它 —要了解天才女性的特殊需要 心理学动态
, ,

一

称
’ ’

饰 飞

已触
, ,

一

唐得阳主编 诺贝尔奖获得者全书 团结出版社
,

邹平
,

卢干奇 世纪呼唤少年英才 气象出版社
,

一

, , 】

,

民 而 飞 加
,

一

陈枚 对青少年学生性别角色心理社会化发展特点的研究 心理发展与教育
, ,

一



心 理 学 报 卷

雌 而

琦
, ,

一

价
,

肠 一 ,

民

而 玫 垃飞
,

一

施建农
,

查子秀
,

周林 智力超常与常态学生技术创造性思维的 比较研究
。

心理学动态
,

一

朱智贤主编 心理学大词典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

施建农等 中一德超常与常态儿童技术创造力跨文化研究的基本假设和研究方法 见 查子秀主编 儿童超常

发展之探秘 重庆 重庆出版社
,

一

比 比 刀 处
台。 , 旧 奴记 已 目

, ,

一

任 己
, ,

一

】 ’ 勿。出刀

比
, ,

一

姗 此

伟
, ,

一

徐凡 儿童空间表征发展的初步实验研究 心理学报
,

一

乙

万 秒
,

柳 及
,

价扩加
,

, 一

,

】 比

七

, ,

,

丁七

讹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