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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实验是一个 旨在验证作者以前研究结果的系统性教学实验
。

作者运用以
“
+

”

为基拙标 准揭示数和数学中部分和整体关 系这一原则
,

重新编 写现用 小 学

教材
。

实验是在黑山 北关实验学校一年级进行的
。

学生均为就近入学的小县镇

儿童
。

一年的实验教学结果表明
/ 在这样一种知识结构下

,

在同一教学时间内
,

实验班学生比村比班 多学了近+01 课时的内容 2 实验班的历次考试成绩均接近或

稍 高于对比班 2 在学习迁移能力等方面
,

实验班均高于时比班
。

这初步表 明
,

上

述原则可 以较有效地应用于 小学数学教学
。

前 言

+ , 3 ,至 +, −。年我们研究小组曾在儿童类和数的包含
〔+〕、分数概念

‘。 、

数 的 组 成 和 分

解栩等四个方面进行了实验研究
。

从实验中看到儿童在解床类和数包含问题及掌握分数

概念等方面的主要困难之一是儿童不能较好地掌握部分和整体之间的关系及确立基础标

准
“
+

” 。

为此
,

我们一方面重新学习了马列著作中有关一与多的论述
,

另一方面又深入小

学教学实践
,

向有经验的数学老师请教
,

在此基础上我们认识到部分与整体关系不仅反映

了客观世界的普遍联系
,

而且也是儿童掌握数学概念的重要环节之一
。

因而
,

我们提出了

以
“
+

”

为基础标准
,

揭示数与数学中部分与整体关系
,

以促进儿童数学概念的掌握和认知

能力的发展这样一个研究课题
。

+, − +年我们一方面对儿童部分与整体关系的认知从几何

图形帕
、

正整数4 和分数4 三方面进行深入一步的研究
,

从中初步概括出儿童对部 分 和 整

体关系认识的十二项指标以及认识的三个阶段和四个层次帅
2 另一方面为了从实 践 中 验

证我们的设想
,

又设计了百以内数的认识帕及乘除概念认识帕的两个阶段性教学的验证实

验
。

结果表明
,

以
“
+

”

为基础标准
,

揭示数和数学中的部分和整体关系来重新组织这部分

+ 5 本文于+ , −6年+ 6月 6 7 日收到
4

朴
实脸是在辽宁省黑山县北关实验学校进行的

,

得到该校领导和教师们的大力协助及热情支持
,

谨致谢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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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术知识的结构
,

有助于儿童对数学概念的掌握及促进其认知能力的发展
。

为了更 深 入

一步验证我们的设想及较系统地观察儿童在此知识结构影响下认知发展的特点和规律
,

我们把现行小学算术教材重新组织
,

并于 +, − +年秋季起在辽宁黑山北关实验学校开 设 一

个实验班
,

计划进行四个学年
,

木报告是这个系统性实验教学的一个学年的总结
。

二
、

方 法

被试
/ 以北关实验学校一年级一班 96 人 5为实验班

,

并以同年级的一 年 级 二 班90

人5为对比班
,

班级均由学校随机选择
。

该校的学生均为就近入学的一般小县城的儿童
,

入学时
,

两个班的学生各方面水平基本上接近
。

实验班的任教老师是 自愿承担这项 实 验

任务的年轻教师
。

内容
/
实验班使用自编实验课本一

、

二册
,

对比班为人教社五 年 制 统 编 教材一
、

二

册
。

实验班的教材特点是贯穿以
“
+

”

为基础标准
,

揭示数和数学中的部分与整体 关 系
。

例一
/
百以内数的认识

,

采用 +一 +: 一次呈现
,

多次重复
,

突出数与数之间 关 系 的 教

法
,

即强调
“
+

”

是 自然数中最基本的
, “

+
”

可以代表 +
,

也可以把 +: 看作
“
+

” ,

一个 +: 是

+ :
,

二个 +: 是6: ⋯⋯ 9见表 + 5
。

例二
/
在乘除法的教学中

,

强调加法和乘法的变换关系及乘除法之间的可逆关系 9见

表 6 5
。

表 + 百以内数的教学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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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乘法和加法
、

乘法和除法的关系

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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Α 二止习

方法
/ 以正常课堂教学为主

,

结合阶段性的书面测查和个别测查
。

教学时数由学 校

严格控制
,

两个班一律在学校规定的统一课时内完成教学内容及课外作业
。

在第一学年共进行了以下几方面的测查
釜

+
4

学生的迁移能力 9对两个班学生均没有学过的万以内数的认识 2 万 以内数 的 不

朴 +
、

6
、
.

、

项为书面测查
,

测查后抽查优
、

中
、

差+6 名学生个别询问其思淮过程
,

第五次为个别测查
,

两个班随机抽

取学生.: 名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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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位加法5进位加法 2 不退位减法和退位减法五个方面进行测查5
2

6
4

思惟的灵活性
2

’

.
4

乘除概念的理解
2

4

数学解题能力 2

0
4

对简单应用题的理解
4

三
、

结 果

+
4

学习内容及成绩
卜

·

从表 . 我们可以看到
,

第一学年两个学期的期中和期终的考试成绩
,

实验班和对比班

的差异只在 +一6分之间
,

可以说成绩相当
。

, 次考试中
,

第一和第二学期的期终考试是锦

州市的统考
,

这说明实验班的学生在全市统考中不仅能达到同年级的水平
,

且略高于对比

班
。

表 .
Β

两班的学习内容和学习成绩的对比
Β Β

> 学 习 内 容

期 Χ

—
; 实 验 班 = 对 比 班

成 绩

+
4‘月健‘勺一今Δ尸曰 仙月,一附!一∀!卜甘仙”一臼一

#”甲
!∃匕一丹」甘甘#%一臼甘&甘%臼

习一一冲一心一日一日
!、尸

一
‘怂
一分一分一分一分

一马一均一均一均一均

冷一一平一平一一平平经
、

一拜一班一班一班一班

工至
∋

一全一全一全一全一一一终一中中一终一一期一期一期一期

第一学期 加
野
对 比班相同内容外增

  以内加减法

十年制算术统编教材第一

第二学期

唯黯
差

·

求多几
、

呱的

加
邹
对 比班相同内容外增 十年制算术统编教材第二

万以内数认识及加减

! 表内超 ∀ 乘法和相应除法

#包含除法应用题

从表 ∃ 的教学内容来胃
,

’

实验班比对比班在同样的时间内多学了相当不少的 内容
。

在第一学期
,

除和对比班同样学了统编教材第一册内容外
,

还学了
‘

 % 以内加减法及求两

数差
、

求多几和少几的应用题
。

第二学期多学了万以内数的认识和加减法及表内超 ∀ 乘

法和相应除法及包含除法应用题
。

实验班多学的内容以教学时数估计
,

大约在这一 个 学

年中多学了近 &  课时的内容
。

所以从表 ∃的两方面的内容结合起来看
,

初步可以表明第

一学年的实验教学基本上是成功的
。

∋
(

迁移能力

从图 我们可以看到实验班和对比班的五次迁移能力的测查成绩
‘
这五次的测查内

容均系两个班学生没有学过的
,

通过测查可以看出学生利用已有知识迁移到新知识 的 能
。

对万以内数的认识
,

实验班平均成绩为 )∀
(

,

对比班为∗ , 万以内数不进位和 进 位 加
,

实验班分别为 )+ 和 ))
(

& ,

而对比班分别为 ∀ 
(

+ 和 &&
(

∀ , 在万以内数的不退位和退位减

力法



期 张梅玲等
/
以

“ + ”

为基础标准揭示数和数学中部分和整体关系的系统性教学实验 + .

实脸班

对州〔

(众象)似必以

法
,

实验班分别为 ∗+
!

,和 −.
!

/
,

而对比

班分别为− −
!

0和 12
!

/
,

经统计考验
,

各

次测 查两班的差异均在 34 2! 22 , 水

平上显著
。

五次测查的总平均实验班

为 0 +
!

/
,

对比班为 + 0
!

5
,

实验班比对比

班高出 /− !+ 分
。

这就表明
,

实验班的

学生在利用已有知识解决新问题的能

力大大高于对比班的学生
。

6
!

乘除概念的理解

对乘除法基本概念的理解方面的

测查
,

实验班有 ,6 人得 ,2 2 分
,
6 人得

∗ 2分以上
,

不及格 − 人为全班的 ,1 多
、

而对比班气没有一人满分
,

仅 有 , 人

∗2 分以上
,

而不及格却有/0 人
,

占全班

−/ 万
。

再将两个班测查的各题的错误

率加以对比 7图 / 8
,

更可以清楚 地 看

到两个班之间的差异
。

如测查的第一

题是要求学生把一道乘法算式用加法

形式写出来
,

‘

以考查学生对乘法 概 念

的理解
。

实验班错误率为 ∗ 万
,

而 对

比班为/. 拓
,

他们的主要错误表现 在

一一一5叮叮叮 右2、∗∗∗∗∗

88888
”””

〕〕〕
测蚤欣数

图 , 五次迁移能力测查成绩比较

(9麟袱:评叫攀

测查题次

图 / 两班乘除概念错误率比较

对乘法算式中的被乘数和乘数的意义不清楚
。

如 + 又了‘ 6;
,

当要求写成加法时
,

错误地写

成了< 5 < 5 < = < 5 > + +
,

这是 。个 了相加
,

而 + ? 5 的意思是 才
、

个 − 相加
。

实验班的教学中

突出加法和乘法的内在联系
,

同时以每份数
,

份数和总数来阐明其相互关系
,

所以学 生 对

乘法中所列算式的每一个数是代表什么数比较清楚
,

对+ ? 5这道题
,

大部分学生能清楚地

指出 − 是每份数
,
5 是份数

!

,
+ ? 5 就是每份是 − 这样的每份数有 5 份

,

所以应是 5 个 − 相

加
。

又如第二题是要求学生根据一道乘法算式写出两道除法算式
,

并要说明是包含除 还

是等分除法
。

这题的主要错误是把等分除法和包含除法混淆
。

实验班错误率为 /1 ‘
,

对

比班几乎一大半学生都搞不清楚
。

从图 / 我们可以看到两个班在乘除的基本概念上错误

均较多
,

这说明学生掌握这些概念
,

尤其是包含除法是比较困难的
,

但实验班的错误 率远

低于对比班
。

1
!

解题能力和思惟的灵活性

从表 1 看到
,

这三个年级四个班的数学解题能力测查的成绩
,

以实验班 7一 7 , 〕班8 的

平均分最高 7 ,1 !6 1分8
,

相当于三年级的成绩 7 ,1 !2 2分8 而较之对比 班 7一 7 6 8班8 高 出

, ,
!

/ 5分
。

思淮的灵活性是要求学生利用,一 ∗九个数字和 <
、

一
、

? 三种运算符号
,

列出答 案 是

− 的所有算式
。

从而观察所列的算式正确数及其策略特点
。

测查结果实验班 平 均 为 ∗1

!
用原对比班7一

、

三班8
,

当测查时还没学到包含除法
!

所以这次测查成绩系同本校二年级四班作比较
!



+ ,0 .年

表 三个年级解魔能力成绩比较
4

汉汉丈一一一一之夔竺砰数数 ; . 题题 6 题题 + 题题 班 级级

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 均 分分

≅≅≅
、

子士 Ε Ε Ε Ε Ε ###

>叹赢而刁刁刁刁刁刁刁刁刁刁刁刁刁刁刁刁刁刁刁刁班班级≅≅ 闷果
;;;;;;;

人数的多多 得 分分 人数的多多 得 分分分

三年级一班97 人5

二年级一班 9. 人5

一年级三班 9., 人5

一年级一班 9+ 人5

+
4

::

+.
4

6 0

. : 3

+
4

.

 比 几&#&八&
%
任#&八−#丹 ,曰#%,曰几‘内&蕊“ 盯翻

!

⋯
,‘民&#”自##‘−%

≅
Α心口#&#&##&1201/2

%叮笠!公弓‘0!1!么/!,二
‘!几

/2
·

1Β
一
/2

#≅
。甘一

%赞臼一孟‘一

骨
由学校统一出题在三个年级四个班内测查

。

分
,

对比班为−−
!

5分
,

相差 /5
!

6分
。

从策略上看
,

实验班的学生表现出比较有规律性
,

即 能

按,
、

/
、

6!
· ·

⋯次序有计划地列式
,

所以就不易遗漏
。

+
!

解简单应用题的策略特点

从简单应用题的个别测查中初步可 以看到在不同教学体系下学生解题 的策略是不同

的
。

表 + 两个班解答简单应用题策略特点的比较

小红有 6

给小
个球

红几个球 Χ

,

以后小华又给她几个
!

现在 小红 有 “个球
,

小华Δ 7 62 人 8
7 62人8

书一粤斗三止三斗州
月

竿
Ε

华琪今
竺吧黔竺整 Δ

0 一 6一 +
Φ

Δ
/ ‘

Δ
‘。

⋯
’

Γ
“

竺
分解

’

组成关系 Η
6 < +Ε

一
Η

‘

Η /6 , ” Η
‘。

甲育子
茅

!

Η
6 < −或 , < ‘一“

Φ

Φ , ‘ 6

Η
‘

’。

Γ
6‘

田从数字凑 ’ 6 < 1不是 ”
,

只能6 < −才是 “

Η
’

Δ
“

Η
了

Η
“/

表 − 显示实验班有.2 男的学生是从总数
、

部分数的关系来寻找题中的数量关系的
,

从

而正确列计算式
。

大部分实验班学生一读题就说
= “

这题告诉了我们总数
,

要求部分数
,

所

以 0 一 6 “驴也有从分解组成关系来分析的说
= “

因为 0 可以分解成 6 和 −
,

所以 6 十 +一 0

或0 一 6 二 +
”

这里 6 十 +二 0的列式是错的
。

而对比班从总数和部分数分析的只有 , 人
,

从分

解组成关系分析的有,/ 人占全班1Β 拓
,

而且多数列式是错误的
,

即写成 6 < +二 0
,

同时有半

数以上学生从文字上看或从数字上凑
,

说 = “

又给了
,

就是加
,

所以 6 < 0 二 ,,
”

由于他们不

能从题中所给条件的本质上来分析
,

因而不能正确解答问题
。

四
、

讨 论

!

以
“

,
”

为基础标准揭示数和数学中部分和整体关系可以有效地应用于小学 数 学

教学

在这第一学年的实验教学中
,

实验班的考试成绩基本上和对比班一样或偏高
,

而且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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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了近 +0: 课时的数学内容
,

实验教学可以说 已获得了初步的成功
。

这说 明在教材和教法

上突出了以
“
+

”

为基础标准揭示数和数学中的部分和整体关系可以促进学生掌握数学概

念和思惟的发展
。

根据我们过去一系列有关数学的研究结果
,

我们认为揭示认识对象的内

在规律有利于主体的认识活动
。

认识活动的本源是外在的物质世界
。

物质世界有其内在

规律
。

数与数之间有其本身的内在规律和联系
,

在我们教学实验中揭示其中一个方 面 的

关系
—

数的部分与整体关系
—

组织成为系统并使之贯穿于儿童的学习内容
,

作 为 认

识对象
,

这样是有利于主体的反映活动的
。

例如
,

在教学实验中
,

对 +: 以内数的认识
,

我们

就不同于传统的一个数一个数地教
,

而是采用 +一 +: 一次呈现
,

多次重复的教法
,

重点突出

数的内在关系和组成
,

在数序上
,

. 在 6 的后面
,

. 比 6 多 +
,

而 . 又 在 的前 面
,

. 比

少 + 2 . 是由 . 个 + 组成的
。

一个数在一定关系中呈现
,

这样可以使儿童对这个数的理解

更加深刻
,

我们研究组在幼儿园大班所进行 的另一个有关百以内数概念的阶段性实 验 教

学卿
,

也就是采用了这样的教法
,

同样取得了较好的教学效果
。

这种教法不仅使学生加深

了对数的理解
,

而且大大加快了教学进度
。

在教乘法时
,

则利用大小塑料白袋内装上小球

来形象地说 明加法和乘法的内在关系及对
‘
+

”

的相对性的理解
,

例如7个小球可 以放在 6

个小塑料 口袋里
,

一个小口袋内是 百个小球
,

再把两个小口袋放入一个大塑料 口 袋 内
,

则

一共是 7 个小球
,

也就是. Φ 6 Γ 7
,

写成加法是
4

.声 . 二 7 2 如果一个小口袋内装 6 个小球
,

则要 . 个小口袋才是 7
,

即6 Φ . 二 7
,

写成加法是 6 ? 6 十 6 Γ 7
,

儿童理解了整体数不变
,

各

部分的数是随着小 口袋的多少而相应增减
。

这样
,

李生较好地理解了加法和乘法的 相 互

关系
,

也理解了
“
+

”

的相对性概念
, “

+
”

能代表一个大 口袋里的 7 个
,

又可代表一个 小 口

袋里 6 个或 . 个
,

还可以代表小口袋里的一个小球
。

这样对
“
+

”

的整体概念也更深刻 了
。

因此在对乘除概念测查时
,

实验班的成绩就优于对比班成绩
,

因为实验班学生通过这种揭

示加法和乘法的内在联系的教学
,

对乘法中的每份数
,

份数
,

总数就理解得比较深刻
。

再如

在讲述包含除法时
,

我们是把乘除法放在一定的辩证关系中同时呈现
,

即一道乘法算式可

以引出两道除法算式 9见表 6 5
。

正如一个学生在上课时回答老师问题时说
/ ,’. Φ ΗΓ 6 这

道乘法算式
,

可以导出两道除法算式
,

一道是 6 ? .二 −
,

这是总数除以每份数
,

求份数
,

所

以这是包含除法 2 一道是6 ? − Γ .
,

这是等分除法
,

因为这是求每份数
。 ”

可见揭示乘法和

除法的内在本质联系可以较好地克服包含除法这个难点
,

有利于小学儿童较好地掌 握 数

学概念和运算
。

6
4

教学和智能发展的相互关系

人的智能的发展
,

既有先天遗传的一面
,

也有环境教育等影响的后天的一面
。

智能的

发展是依从于儿童本身的活动和他们对新知识内容的掌握而形成起来的
。

现有的发展水

平是学习掌握某种知识内容的可能性的标准
。

发展心理学不仅要研究现有的发展水平
,

而

且更要在
“

动
”

中研究发展的潜力以及作为认知对象的系统结构
。

在我们的实验教材中
,

以
“
+

”

为基础标准揭示数与数的部分与整体的关系来组织教材
,

在学生获得一定的 认 知

结构后
,

又提出超出学生巳有认知结构的新的对象
,

造成他们认识之间的矛盾 以 作 为 动

力
,

并力图让学生利用已有认知结构来探索解决新的课题
,

从而有利于促进学生的智能发

展
。

从第一学年可以初步看到实验班的迁移能力高于对比班
。

也就是说
,

这种揭示 知 识

内在规律性的教学有利于学生领会基本的原理和观念
,

及培养和提高学生的迁移 能 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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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五次迁移测查中所显示的学生的策略思想来看
,

都是从已学过的类似模式中找出共 同

点
,

用类似的原理推导到新的课题
,

从而正确地解决了新的问题
。

学生掌握了借位减法的

原理和法则就能从巳有知识推导出新的知识
,

能正确解答 + 6 .一了+− 这样一道多位减法的

算术题
。

正如美国心理学家在论述结构的重要性时所曾指出的
“

⋯⋯领会基本的原 理 和

观念
,

看来是通向
‘

训练迁移
,

的大道⋯ ⋯就是不但必须学习特定的事物
,

还必须学习那个

适合于理解可能遇见的其他类似事物的模式
。 ”‘助迁移能力是学生学习能力的一种

,

我们

把它作为学生智能发展的一个指标
。

当然要说明智能发展和教学的关系
,

以及学生 智 能

的发展是怎样得到促进的是丫个很复杂的课题
,

还有待于进一步地探讨
、

.
4

关于认知结构和策略特点
, 、

4

/

在思惟的灵活性和对简单应用题的测查中
,
4

两个班的学生在解题中反映出不同 的 策

略思想
。

4

例如要求学生列出答案是 7 的算式
,

实验班学生表现出思淮的规律性
,

从方法上

看即先是加法
,

次减法
、

再乘法
,

从数上则是从 + 到多
4

,

有规律地依次列 出一道道 算 式
,

、

例

如 + 十 0 Γ 7 2 6 ? Ε 7然后是了二 +二 7
,

⋯⋯再后是 + Ι 7 Ε 7 , 6 丫. Ε 74 ⋯ /
·

至于对比班则缺乏

这种策略上的规律性
,

有的学生虽然也能列出十几道算式
,

但时而是 6 Ι . 一 7
,

时而是3 一 +

节 7
,

没有一定规律
,

所以容易遗漏和造成错误
、

Β

那 么实验班所表现出的策略上的规律 性

是否与我们实验教学突出揭示数与数的内在联系有关呢 ϑ 即和学生在这种教学体系下所

形成的认知结构有关呢 ϑ 看来是有影响的
,

这种影响在应用题的个别侧查中实验班学 生

和对比班学生也反映出不同策略类型
。 4

关于解答应用题的思惟特点
,

国内外均有不 少 研

究
,

文字陈述的影响。。,

解题的思惟埠型‘助等也有人做过分析
,

Κ ΛΗ ΜΝ “Ο更提出未知数的顺

序问题9助
,

即未知数是始项
,

中项或末项其解题难度均有不同
,

她并提出儿童一旦掌 握 了

部分和整体关系
,

就能正确地解决这类应用题
。

在我们的测查中虽然两班学生均有 类 似

情况
,

但他们在解题策略上却不相同
,

例如小红有 . 个球
,

以后小华又给她几个
,

现在小红

有 − 个球
,

小华给小红几个球Α 这样一道应用题
,

对比班学生有半数仅从文字上
“

又给
”

就

用加法招十 7二−5甚至 . 十Π户+力但实验班学生由于实验教学在解应用题时也突出部分与

整体的关系来揭示应用题中的数量关系
,

所以极大部分学生
,

读一遍题
,

很快就说
/ “

用减

法
,
− 一 . ΓΓ 0

,

小华给小红 7个球
、
因为这题已告诉了总数和

Ε

州个部分数求另一部分数
,

所以

总数减去一部分数
。 ”

学生具有这样的认知结构就能正确地分析应用题的数量关系
,

而不

受陈述的语词和顺序的影响
。

一个很有兴趣的例子是
/
北关学校校长用这样一道智力性

的题
/ +−1 Φ 9口口 一口5 ? 口一 + , − .来测查该校的二

、

三
、

四
、

五年级学生
,

其结果实 验班

的二年级学生有66 名学生 9全班 : 人5能正确解答
,

而同年级的其他三个班却没有一 个 学

生能解答
,

三年级有 人
,

四年级有 了人
,

五年级有拉. 人能正确解答此题
。

从实验班能正

确解题的66 名学生的解题方法止来分析
,

约有0 解的学生用乘除之间关系来解决的
,
即用

+, − . Θ +−: Γ ++ ⋯ ⋯ . 2 约有: 万单用乘法来算 , 7 男把 + , − .分解成 +, − : ? .再 用 除 法来

算
2
约有+: 多学生以凑数来解答

。

在其他年级约有半数学生均用凑数来解答
,

有一个学生

说
/ “
我先以 6 + Φ + − :

,

再6 : Φ + − : 二/
·

一直到 + + Φ #ΡΣ才接近 + , 0 0
” ,

而实验班近半数学生利

用乘除关系又快又正确地解答了这题
,

这无疑是和实验班教学中突出乘除可逆运算 的 关

系有关
。

由此
,

我们认为从我们的测查中初步看到不同的教学体系能使学生形成不 同 认

知结构
,

而学生一旦形成了这种认知结构又会影响他在解决新课题时采用的策 略
。

苏 联



期 张梅玲等
/
以

“
+ ”

为基础标准揭示数和数学中部分和整体关系的系统性教学实验 + 3

心理学家赞科夫在他
《

教学与发展
》

一书中曾提到
“

教学结构是学生一般发展的一定 过 程

发生的原因
”
Α+ 5

。

知识结构和认知结构之间关系及其和学生解题策略关系等问题尚 须 作

进一步研究
。

五
、

小 结

+
4

以
“
+

”

为基础标准揭示数和数学中部分与整体关系的教学体系
,

可以使学 生 较

好地掌握数学概念
,

并节省时间
,

所以它可以有效地应用于小学数学教学实践
。

6
4

实验教学不仅能使学生有效地掌握数学知识
,

而且能较好地促进学生智能 的 发

展
。

.
4

在实验教学体系影响下学生形成的认知结构
,

能促使学生采用较好的策略 正 确

解决问题
。

此问题 尚须做进一步的探讨
。

〔+〕

〔6 〕

〔. 〕
〔 〕

〔0 〕

〔7 〕
〔3 〕

〔− 〕
〔, 〕

〔+:〕
〔+ +〕

〔+ 6〕

〔+ .〕

参 考 文 献
产

张梅玲
,

心理学报
4

第 +期
,

+,−:年
。

王宪铀
、

张梅玲等
,

儿童心理与教育心理
4

第 6 期
,

+, −:年
4

林嘉绥
,

心理学报
4

第 6 期
,

均−+ 年
4

何纪全
、

刘静和等
,

心理学报
4

第 +期
4
+ ,−.年

4

林嘉绥
,

+,−+ 年心理学年会资料
4

张梅玲
4

刘静和等
,

心理科学通讯
,

第 期
,

+ , −6 年
4

刘静和
、

王宪铀等
,

心理学报
4

第 . 期
4

+,−6 年
。

张梅玲
、

王宪铀等
,

心理科学通讯
,

第 . 期
,

+, −. 年
4

何纪全
,

韩茹
,

将刊登于+,− .年度心理科学通讯
4

杰罗姆
。

0
4

布鲁纳
,

教育过程
,

上海人民出版社
4

+, 3 .年版
4

肖前瑛
,

心理学报
,

第 + 期
4

+,77年
4

肖前瑛
,

心理科学通讯
,

第 期
,

+, −+ 年
。

Κ & ΗΜ 云ΤΥ
,

+
4

ς
4 ,

)Ω
Μ ΑΡ Φ Ρ Μ Ξ Η Λ Ψ Ρ Μ ΑΝΛ Η ΝΜ #Λ Ρ Ζ Μ ΝΜ [ ΑΣ Η

∴] ΑΖ Ρ Λ Α ,

∀ Μ ⊥
4

Τ Ρ Ζ _ Σ Μ Α Σ Ζ ,

!
4

⎯ Σ ΗΣ Ζ 4
α ⊥

4

Κ Σ

Ψ]
Λ Ζ [ 9β Ξ

Η
4

5
,

Ξ Ξ ΝΑΝ姐 ΡΜΞ
Η∴ ] ΗΑΖ Ρ Τ ΑΝΣ Μ /  Σ [ Μ ΝΑΝ, 。 _ Λ Ζ Η _ Σ Τ ΑΝ, 。一% Ν##ΗΞ

Ρ #Λ
,

∗
4

!
4

/ ∋ Ρ , Ζ Σ Μ Λ。

β Ζ #] Ρ 侧口 ΗΗΣΤ ΝΡ ΑΛ Η4 +,−6
4

〔+ 〕赞科夫
,

教学与发展
,

文化教育出版社
4

+,− :年出版
4



+ − 心 理 学 报 + , − .年

) Ω )丁β⎯ ⊥ ∀ ⊥ β  % ∀∗ ( ∗ 1 ∋β Κ ∗ ∀∗ (

β Ι ςβ Κ ∀⎯ β ∗ ⊥ & χ 人ςς∋Ω ∀∗ ( ⊥ % β δ ∗ & ε ∋ β 1 ( β

& χ ⊥ % β ς Κ ⊥ 一

ε % & ∋ β Κ β ∋ ⊥ ∀& ∗ ) % ∀ς ε ∀⊥ %

“
+ ,, ) ⊥ % β Δ ∗ 1 β Κ ∋Ω∀∗ ( Π )∀)

φ ΟΡ Μ [ ⎯ Λ Ν一#ΝΜ [ ∋ Ν∴ !Ν
Μ [ 一Ο Λ

ε
Ρ Μ [ Ι ΝΡ Μ 一Α ΝΡ Μ % Λ

!Ν
一
γ ∴ Ρ Μ

9八“介甜
,

犷 _ 刁礴时四∃
,

沂
召
决Θ 玩 Η ‘瓜ΑΡ 5

 ##Λ Μ ) ΟΛ Μ [ 一Υ Ρ Ν

9君砂
‘, ‘, , ‘, /才Ρ η Η Τ左。Σ # Σ< 去跄‘Η五Ρ , ,

肠‘, 二Ρ , <, / 乙<Ρ 。。Ν , ,夕5

] Η Α Ζ Ρ Τ Α

⊥ Ο ΝΗ +0 Ρ Η ∃ Η Α Λ Ψ Ρ ΑΝΛ Α Λ Ρ Τ ΟΝΜ [ Ρ Μ Ξ #吐Ρ ΖΜ ΝΜ [ Λ Φ ςΛ Ζ ΝΨ Λ Μ Α Ρ ΝΨ Λ Ξ Ρ Α

ι Λ Ζ Ν<∃Ν /6 , ΑΟΛ Ζ Λ Η ∴ #ΑΗ Σ < Α ΟΛ Ρ ∴ ΑΟ Σ Ζ Η , ςΖ Λ ι ΝΣ ∴ Η Λ Φ _ Λ Ζ ΝΨ Λ Μ ΑΗ
·

∀Α ϕ Ρ ) Τ Ρ Ζ Ζ ΝΛ Ξ

Σ ∴ 七 +++ Α#一Λ <ΝΖ Η Α [ Ζ Ρ Ξ Λ Σ < Α ΟΛ Π Λ Ν[ ∴ Ρ 一, β Φ ςΛ Ζ ΝΨ Λ Μ Α Ρ # Η Λ Ο Σ Σ # ΝΜ % Λ ΝΗΟΡ Μ ] ∃

∴ Η ΝΜ [ ΑΟΛ
Λ Σ Μ ΑΛ Μ Α Σ < ΑΟΛ <ΝΖ ΗΑ ] Σ Σ Υ Σ < Α ΟΛ Λ ∴ Ζ Ζ Λ Μ Α Ρ Ζ ΝΑΟΨ Λ ΑΝΤ ΑΛ Φ Α] Σ Σ Υ Η

,

Ζ Λ Σ Ζ [ Ρ Μ Νη Λ Ξ ] ∃ ΑΟΛ Ρ ∴ Α ΟΣ Ζ Η Σ Φ、 Α ΟΛ ] Ρ ΗΝΗ Σ < ΑΟΛ ςΖ ΝΜ  ∀ς#Λ Σ < Ρ ςς#∃ ΝΜ [ ΑΟΛ

#/##
Σ ϕ #Λ Ξ [ Λ Σ < Α玩 _ Ρ Ζ Α一 ϕ Ο Σ #Λ Ζ Λ #Ρ ΑΝΣ Μ Η ΟΝ_ ϕ ΝΑΟ

“
#

” Ρ Η ΑΟΛ ∴ Μ
ΞΛ

Ζ #∃ ΝΜ [ ] Ρ Η ΝΗ
·

⊥ ΟΛ Ζ Λ Η ∴ #<Η Σ ] ΑΡ ΝΜ ΛΞ +++ ΑΟΛ Ψ Σ Ζ Λ Α ΟΡ η , Σ Μ Λ

∃Λ
Ρ Ζ , 0 Λ Φ ςΛ Ζ ΝΨ Λ # , Α ϕ ΝΑ Ο ΑΟΛ ς ∴ ςΝ#Η

<Ζ Σ Ψ % Λ ΝΗ Ο Ρ Μ , Η ΟΣ ϕ ΑΟ Ρ Α
, ∴ Μ Ξ Λ Ζ Η ∴ Λ Ο Ρ Υ Μ Σ ϕ #Λ Ξ [ Λ ΗΑΖ ∴ Λ Α ∴ Ζ Λ , Λ ΟΝ#Ξ Ζ Λ Μ Σ < Α Ο Λ

Λ Φ ςΛ Ζ ΝΨ Λ Μ Α Ρ # Τ #Ρ Η Η #Λ Ρ Ζ Μ Λ Ξ ϕ ΝΑΟ ΝΜ Α ΟΛ Η Ρ Ψ Λ ςΛ Ζ ΝΣ Ξ Α玩
Τ Σ Μ ΑΛ Μ ΑΗ Σ < Ρ ] Σ ∴ Α

+ 0 : ΑΛ Ρ Τ Ο ΝΜ [ Ο Σ ∴ Ζ Η ### Σ Ζ Λ ΑΟ Ρ Μ Α ΟΣ ΗΛ ΝΜ Α ΟΛ Λ Σ Μ ΑΖ Σ # Λ #Ρ ΗΗ
, Α ΟΡ Α ΑΟΛ Ζ Λ Η ∴ #ΑΗ Σ <

Α ΟΛ Λ Φ Ρ Ψ ΝΜ Ρ ΑΝΣ Μ Η Σ ] Α Ρ ΝΜ Λ Ξ ] ∃ ΑΟΛ Λ Φ ςΛ Ζ ΝΨ Λ Μ Α Ρ # Λ #Ρ Η , Ρ Ζ Λ Μ Λ Ρ Ζ Α Σ Σ Ζ Λ ι Λ Μ Ρ

+ΝΑΑ #Λ ] Λ ΑΑΛ Ζ ΑΟ Ρ Μ Α Ο Σ Η Λ Σ ] Α Ρ ΝΜ Λ Ξ ] ∃ Α ΟΛ Λ Σ Ψ ςΡ Ζ Ρ Α Νι Λ Λ #Ρ Η Η , Ρ Μ Ξ Α ΟΡ Α Α ΟΛ

Τ Σ Ψ ςΛ ΑΛ Μ Λ Λ Σ < ΑΟΛ <Σ Ζ #∴ Λ Ζ <Σ Ζ #Λ Ρ Ζ Μ ΝΜ [ Α Ζ Ρ , ηΗ ΝΑΝΣ Μ +0 Ο Ν[ ΟΛ Ζ Α ΟΡ η# Α ΟΡ Α Σ < Α ;/ Λ

#Ρ ΑΑΛ Ζ
4

⊥ ΟΝΗ Χ##∴ Η ΑΖ Ρ ΑΛ Η ΑΟ Ρ Α ΑΟ Λ Ρ ] Σ ι Λ _ Ζ ΝΜ Λ Ν_ #Λ Λ Ρ Μ ] Λ Λ <<Λ Λ ΑΝι Λ #∃ Ρ _ _ #ΝΛ Ξ Α Σ

ΑΟΛ #Λ Ρ Ζ Μ ΝΜ [ Σ < Ρ Ζ ΝΑ ΟΨ Λ ΑΝΛ ΝΜ ΑΟ Λ _ Ζ ΝΨ Ρ Ζ∃ Η Λ Ο Σ Σ #Η
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