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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 童 对 时 间 顺序 认 知 发 展

豹 实验 研 究 五
‘

方 格 方富熹 刘 范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

摘 要

本研 究的 目的为求进一步探讨 儿童衬循环周期较长的时序 周和季节 的认

知过程
,

了解 儿童对较长时序认知发展的趋势
、

水平和特点
,

进而 比较儿 童 对 每

日时序
,

每周时序以 及 四季时序认知过程的异同
。

时间在人们的生活和工作中是甚为重要
。

认识时间对儿童来讲是困难的
,

然而 能否

正确认知时间往往成为儿童认识其它事物的重要条件
。

儿童对子抽象的时间是如何认知

的
,

表现出什么样的特点和发展趋势
,

又如何促进这种发展等等
,

巳日趋成为国内外
‘

心 理

学家关注的问题
。

我们曾就儿童对时间顺序的认知问题做了初步研究川
,

探讨了 一 岁儿童对一 日之

内的时序 早晨
,

中午
,

晚上 和一 日之延伸 昨晚
、

明早 以及每日时序相对性的认 知 发展

水平和特点
,

结果表明
、

岁儿童对一 日之内早
、

午
、

晚时序已能正确认知
,

岁儿童相

当困难
。 、 、

岁儿童对二 日前后延伸时序和时序相对性的认知随年龄而发展
,

但尚存不

同程度的困难
,

岁儿童已能正确理解每日时序的相对性
。

从儿童认知过程的分析 中 也

看出各年龄儿童理解时间顺序的不同特点
。

国外心理学家对时间问题的研究是多方面的
,

就时向顺序的研究来讲是以下 述 方式

进行的 时间顺序的构成和再建
。 ,

和 使用图片系 

研究了儿童表现物质变化的能力
。 ,

和 研究了故事的构成和再建
。

从时间顺序中得出推理
。

等人指出时间顺序提供了有关两个事件的因果关

系的有决定意义的信息卿
。

本研究力求在前一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讨儿童对循环周期较长的时序 一 周 中的

各天
,

一年中的季节 的认知过程
,

了解儿童对较长时序认知发展的趋势
、

水平和 特 点
,

进

而比较儿童对每日时序
,

每周时序以及一年中四季时序认知过程的异同
。

’

方 法

一 被试

本文于 年 月 日收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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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岁的市区小学和幼儿园儿童共 人
,

每一年龄组 人
,

年龄以前后不超过四个月

为准
。

二 材料

预试用的材料包括

分别用红
、

黄
、

蓝三种色纸包装的糖果 颗
。

画片组 分别画有儿童上滑梯 站在滑梯顶部
,
下滑梯三个动作

,

组成一 事 件

系列
,

共六张
,

每两张相同
,

另画有无关刺激物的画片一张 如一朵花 画片面积为
。 ’

正式实验材料包括

画片组 分别画有儿童入园
,

儿童洗澡 幼儿园照例每星期五洗澡
,

儿童出园

的画片六张
,

每两张相同
。

它们分别代表周一
,

周五
、

周六组成一周 内的时间系 列
。

另 画

有无关刺激物的画片一张 如一个大象
。

每张画片面积为
。

画片组 画面分别以儿童衣着
、

树木及游戏活动的变化来表现春
、

夏
、

秋
、

冬的

主题
,

组成一年内季节变化的顺序
。

本组图片共八张
,

每两张内容相同
,

另画有 无 关刺激

物的画片
一二
张 如一条鱼

。

画片面积为
“ 。

三 实验程序

本实验包括两部分

第一部分 测查儿童对一周时序的认知能力
。

主 对一周之内时序的认知

本项实验包括下述程序

第一
、

按时序排队

预试 主试随机呈示红
、

黄
、

蓝三种颜色的糖块各一颗
,

告诉儿童先吃 红 的
,

再 吃 蓝
的

、

最后吃黄的
,

令儿童按先后从左至着排成一队
。

对不会排队的儿童进行启发训练直至

排对为止
。

正式实验
·

主试呈示 组画片
,

告诉他们画片上的内容分别代表星期一
、

星 期 五
、

星

期六
。

令儿童按先后从左至右排队
。

第二
、

组成一周之内的时间系列

预试 主试呈示 组画片中儿童玩滑梯事件系列中的任两项 如 上滑梯
, ,

下

滑梯 令儿童从其余四张画片 包括一张
“

无关刺激
”

中挑出正确的一张 如“站在滑 梯 顶

部
”

填上所缺一项
。

预试的 目的
,
在于使被试懂得通过考虑画片间的关系从左至右 填 上

所缺画片组成事件系列
。

正式实验 主试将 组画片按每周时序随机呈现两项
,

然后令儿童从所提供 的 其余

张画片 包括一张
“

无关刺激
”

中挑出一张填在空处
。

三种变式如下

周一
,

周五
,

,

周五
,

周六
。

周一
,

、

,

周六
。

对一周延伸 上周六
、

下周一 时序的认知

能通过 匕一实验对 组画片排队的儿童进行这一实验
。

当儿童排好一周内的时序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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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试拿出一张代表星期六的画片说
“

小朋友
,

这是上星期六
,

它应排在哪里
”

等儿童排

好后主试再拿出一张代表星期一的画片说
“

不朋友
,

这是下星期一
,

它应排在那里
” 。

对时序相对性的认知

在儿童能正确操作 组图片组成一周 内时间系列后
,

主试利用同一组画片只提 供 其

中一张并改变这一张的位置
,

要求被试填上其余两张
,

以组成系列
,

目的是测查儿童 是 否

懂得时序具有相对性
。

三种变式如下
,

周一
, 。

周五
,

周六
,

第二部分 测查儿童对一年内时序 季节 的认知能力
。

这部分实验的预试部分与第一部分相同
,

正式实验中的变式作如下安排

对一年内四季顺序的认知

主试用 组图片进行正式实验

第一
、

按季节排队 呈示方法同第一部分

第二
、

组成四季的时间系列

变式如下
,

夏
,

秋
,

冬
。

春
, ,

秋
,

冬
。

春
,

夏
, ,

冬
。

春
,

夏
,

秋
,

对季节延伸 去年冬天
、

明年春天 时序的认知

呈示方法同第一部分
。

当儿童排好四季的顺序后
,

主试拿出一张冬季的画片说
“

小

朋友
,

这是去年的冬天
,

·

它应排在那里
”

等儿童排好后
,

主试拿出画有春天的画 片
,

告 诉

儿童这是明年春天
,

令儿童排队
。

对时序相对性的认知

为了了解主试提供线索数量因素对儿童认知的影响
,

本项目做了两种安排

第一种安排如下
、 ‘

,

春
,

夏
,

…

秋
,

冬
, , 。

, ,

春
,

夏
。

,

秋
,

冬
,

第二种安排如下
, , … ,

春
。

,

…
,

夏
,

,

秋
, , 。

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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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果

一
、

本实验中儿童对时序 周
、

年 的认知情况

一 对一周之 内及一年之 内四季时序的认知 按时序排队 的成绩见图
。

二 对周和年的延伸时序的认知成绩见图
。

川叫
,

助加次级吠协回侣目
叫创动

伙嘎沐回得冷

图

年龄组 岁

按时序排队的成绩

周 一季节

一
’

”
’

了

年龄组 岁

图 对周和季节延伸时序的认知成绩
图内曲线 一一周以前 上周六 一一周以后 下

周一 一一年以前 去年冬天 一一

年以后 明年春天
。

三 对周和年的时序相对固定性和

相对可变性的认知 组成时间系列 成绩见

图
。

四 对时序 周
、

年 相对固定性 和

相对可变性认知发 展的 不 同水
一

平见表

二
、

儿童对三种不同时序认知情 况 的

比较

一 对日
、

周
、

年之内时序认知情况

的对比
。

按时序排队成绩的比较见图
。

从图中可见儿童在三种不同情况下
,

按时序排队的成绩在 岁组有极其明显的

差异
,

年和周的差异
,

周和 日的

差异
,

岁组日周差异 已不 明 显

而对季节的认知成绩仍显著低 于 其 它 两

次搽协回假旧

年龄组 岁

图 对周和季节时序相对固定性和可变
‘

性的认知

一分别为按周和季节相对固定时序组成时

间系列
,

一分别为按周和季节相对可变性组

成时间系列 一为按季节的相对可变 性 呈 现

一张 组成时间系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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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对时序 周
、

年 相对固定性和相对可变性认知发展的不同水平

相 对 固 定 性
、

相 对 可 变 性
买验项 目

——
— ,

下
生肇型产 共聋经一

一

卜一旦华织公卜幸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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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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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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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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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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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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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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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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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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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中数字为人次百分比

什 表中周(填空一
、

二)总人次为60
‘

表中年 (填空一) 总人次为6让

年(填空二
、

三)总人次为16 0.
朴

二 区分四种水平的标准为
:

1
.
不能正确按时序排队和组成时间系列

.

2
.
基本上能按时序排队和组成时间系列 ‘但不能正确申述理由

.

3. 能正确按时序排队和组成时间系列
,

申途理由较充分(能依据画片的主题叙述)但使用时间词不正确
。

4. 能抽象概括出时序
.
摆脱画片的直观内容

.
不仅能正确组成系列且能正确使用时间词

。

项
。

一直到 8 岁
,

对周和季节的认知 水 平才达到或基本接近儿童在 7 岁时对 日的认知水

平
。

2

.

对时序相
、

对固定性(填充一张图片组成时间系列)的成绩对比见图 6

(二) 对日
、

周
、

季节延伸时序的认知成绩对比见图 6
。

1 0 0

80创40

(次)绒K沐回傅旧

叫l!
。

川604020

(次�撅代沛回侣旧

\6
·

‘ 5 7
一

8

年龄绷岁)

图 飞 按三种时序排队成绩的比较

1 、
2
、
3
、

4 一日时序 6一周时序 6一季节时序

- 1 厂一,
,

6

一

6 7 名

年龄组(岁)

图 6 按三种时序组成相对固定的时间系列的成绩对比

1
、

2

、

3 一日;4一周;卜季节
.

从图 6 可见 6 条曲线在 7 岁组已相当接近到 8 岁儿童对周与季节的延伸认知均已达

到
。

5

、

6 岁儿童对周和季节的延伸均为低水平的平稳成绩
,

仍低于对 日的延伸认知成绩
。

( 除第四条曲线外
·

,

在6岁组差异较明显
,

对
“

下周一
”

和
“

明早
”

的认知成绩差异 P < D. 05
。

( 三) 对三种不同情况下时序相对性认知成绩比较见图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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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图 了可见
,

儿童对周
、

季节的时序相

对性的认知成绩同儿童对日的时序相对性

的认知成绩大体上呈一致的
’

发展趋 势
,

但

整个水平略低于后者
。

儿童对 日的相对时

序的认知从石岁到 6 岁和从 6 岁到 了岁都

有明显的提高
,

7 岁已能达到
。

而对周
、

季

节的相对性的}认知只是到 6 岁后才有明显

飞跃
,

8 岁已能达到
。

从曲线5
、

6 可见呈现

线索数量因素的变化对儿童的认知只在 6

岁组有影响 (P < 0
.
05 ) 外在其它年龄组无

影响
。

和
.
创取

八次蒙Y和回摇目

州又
4 5 6 7 8

年龄组(岁)

图 6 对日
、

周
、

季节延伸时序的认知成绩比较
分 析 和 讨 论

1一昨晚:2一明早:3 - 上周六;4‘下周一;
5一去年冬天;6一明年春天

.

(次)献代协回得周

年龄组溜)

图 了 三种不同情况下儿童对时序相对性

认知成绩的比较

图内曲线
: 1

、
2

、
3 一为按一日的时序相对 可 变

性组成时间系列;

4一为按 一周的时序相对可变性组

成时间系列;

5一为按四季的时序相对可变性(填

二张)组成时间系列;

6, 为按四季的时序相对可变性

(填三张)组成时间系列
。

一
、

关于对一周之内和一年之内四 季

时序的
i
认知

。

从图 1
、

表 1 可见5
、

6 岁儿童对一周之

内的
!
时序已基本掌 握

,

到 8 岁可 全 部 达

到
。

而对一年内四季的认知则相当困难
,

但到 了岁有明显跃进
。

从图 4 可知三个项

目旧
、

周
、

年)的成绩的区别在学前阶段是

极为明显的
,

6

、

6 岁儿童对一周之内时序的

认知成绩明显低于对一 日之内的 成 绩
,

而

对一年之内季节的认知成绩更加明显低于

其它两项的成绩
,
三个项 目中成绩发 生 显

著变化的年龄也不同
,

一 日之内为4一5岁
,

一周之内为6一6岁
,

一年之内为 6一7 岁
。

这些结果说明了对学前儿童来讲循环周 期

愈短
,

儿童的认知成绩愈好
,

循 环 周 期 愈

长
,

成绩愈差
。

儿童的认知愈困 难
。

造 成

这种,I%况的原因可能是由于学前儿童对事

物的认识主要来自自己的直接经 验
,

他 们

所直接经验的客观事物越直接
,

越丰富
,

儿

童所得到的印象越深
,

越容易形成时 间表

象
。

每 日
,

的时序周期短
,

形成的 印象自然比每周要深刻
,

而季节的变化周期间隔的时间要

长得多
,

儿童尽管知道有小树发芽的春天
,

有可以游泳的夏天
,

有树叶飘落的秋天
,

有下雪

的冬天他们却不容易对季节之间的变化顺序形成深刻的印象
,

因而在要求他们依据 表 象

完成任务时亦显出十分困难
。

三个项目成绩的差异说 明了自然界中循环周期的长短是影

响儿童认知时间顺序的重要因素之一
。

也说明了儿童对时间的
i
认知是由近及远

、

由舀短 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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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到长周期的发展
。

从图 3
、

5 和表 1 中可知儿童在按固定时序填空一项的成绩显示出同我们所做的关于

儿童对每日时序认知的实验有同样的发展趋势
,

最初儿童随便乱填
,

甚至填上无关画片
, 。

进而
,

他们可以填上所需画片
,

但要他们说出理由亦十分困难
,

大部分儿童只能说出
“

这里

没有这张
”

之类的话
,

以后儿童逐渐能结合自己的生活经验叙述时序
。

发展到最后他们才

能将时序抽象出来
,

用语言明确表述先后顺序
;
这种类似于前一实验的发展趋势揭 示 了

JL童认知是由具体向抽象的发展也说明了儿童对相对固定时序的认知过程是
「

具有普遍性

的
。

从图 3
、

5 中我们可以看出儿童在日
、

周
、

季节三个部分按固定时序填空的成 绩
,

没 有

显示出明显的差异
,

这是由于本项目难度不大
,

所呈示的固定的时序已经告诉他们把所缺

的一项补上即可以
,

因此
,

儿童完全可以从知觉水平上解决问题
,

用他们的话说
“

这里就缺

这张
,

所以填这张
” 。

这种由于任务的难度不大而显示不出差异的情况同以前一实验. 亦

有吻合之处
。

二
、

对延伸时序的认知
。

从图 2可见
,

在本实验条件下
,

儿童对跨周和跨年
r
的季节延伸时序的认知成绩显示出

类似的发展趋势这可能是由于实验条件所致
。

我们所要求儿童完成的跨年的季节的延伸

是紧密联结的时间单位
,

而要求儿童完成的跨周的延伸是上周六和下周一
,

中间还要间隔

星期日
,

星期二
、

三
、

四
,

这无疑会给儿童时间表象造成困难
,

也就增加了延伸 时 序 (周)这

一任务的难度
。

实验中观察到年幼儿童他们难以将空白的那些
“

天
”

表象出来就只能从上

周六开始一天天地数到下周一
,

以此办法完成主试要求的任务
。

而 7岁儿童已不觉困难
,

这是由于学校的教学安排是以周为单位的
,

因而
“

上周
” 、 “

下周
” 、 “

这周
”

及
“

星 期一
” 、 “

星

期二
”

等时间词语对小学儿童已是极为熟悉的
。

这种教学的影响在此项目中是显而 易见

的
。

从图 6 可见学前儿童对周和季节的延伸认知成绩仍很低
,

一直到 了
、

8 岁才有明 显 的

提高
,

为了查找这种低水平的原因
,

我们对 5 岁儿童在
“

跨年的季节延伸
”

, 项的错误类型

进行了分析
,

在完成填
“

去年冬天
”

图片的任务中
,

发生错误的有1T 人
,

其中将图片错误 地

摆在
“

今年冬天
”

图片或
“

今春
”

图片下面的有 9人
,

摆在
“

冬后
”

的有 6人
,

摆在
“

冬上
”

的有

2 人
。

在完成
“

明春
”

的任务中
,

发生错误的有 18 人
,

填在
“

春下
”

的共
,

10 人
,

填
“

春上
”

的有

2 人
,

填在
“

春前
”

的 3 人
,

填
“

春后
”

的 3 人
。

可见
,

在本实验中当要求儿童用卡片排 列 方

式 (即空间顺序)来表示跨周
、

跨年的时序时
,

儿童所表现出的
‘

困难或是由于他们根本不懂

得时序的延续性或是 由于他们不会用空间顺序来表示时序
。

这些还有待进一步探讨
。 ,

三
、

对时序相对性的认知
。

从图 3 和表 l可见儿童对周和季节时序相对性的认知显示出如下发展趋势
: 5 岁儿

童还不具有时间相对可变的概念
,

6 岁儿童也只有极少数的人次可以达到
,

较儿童对每 日

时序相对性的认知水平更为低下
,

这同样说明了循环周期的长短是影响儿童认知时 序 的

重要因素之一
。

儿童对时序的认知是由短周期向长周期的发展
。

在本实验条件下仍可看

到儿童对时序相对性的认知经过下列四个连续的发展阶段
:
最初儿童完全不理解任务的

要求
,

根本不考虑时间关系
,

任意填上所缺各项组成系列
,

有时将无关图片 填 上
,

原 因是
“

我喜欢大象
” 。

以后儿童开始考虑时间关系
,

但他们的思路仍被固定的时间顺序禁锢着
,

、

产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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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主试把
“

冬天
”

的图片或
“

周六
”

的图片摆在前面时
,

儿童迷惑不解
,

他们或者按 固定的时

序将主试呈现的图片的位置移动或者是犹豫不决
,

最后还是错误地完成任务
;继 后

,

儿 童

能理解周或季节时序的相对性了
,

但不会用有关的时间词做正确的表 达
,

如
: 当 主 试 呈

示

_

,

秋
.

, 、 一项时
,

儿童可以正确填空
,

但却说成是
“

去年夏天
,

今年秋

天
、

明年春天
”

或
“

夏天游泳
,

冬天堆雪人
”

等等
,

凡在此水平上的儿童动作欠敏捷
;
最 后 儿

童不但能清楚准确地完成任务而且能正确使用时间词语
,

不管主试如何变化任务
,

他们都

能迅速而敏捷地完成
,

他们的思路是可逆的
。

这一认知过程同样显示出和前一实验 类似

的发展趋势
,

可见儿童对时间相对性的认知发展过程也具有普遍规律
。

四
、

儿童在时序认知中的策略问题
。

从 了
、

8 岁儿童在季节相对性认知项目的口述记录分析中可以看出他们能主动采取不

同策略解决问题
。

有的儿童采用尝试错误的方法解决任务
,

当完成过程中出现困难 时 儿

童嘴里会不停地重复念读春
、

夏
、

秋
、

冬的顺序
,

以有声的背诵弥补自己表象的 不 足;有的

是顺着顺序往下数
,

如在

_

,

秋
,

_

,
·

_

。

一项中儿童首先摆上离秋夭最近的

冬天
,

再摆春天
,

最后摆夏天
。

被试杨 x x ( 7 岁)自述
: “

我脑中一直在算秋天过了 应 该

是什么天
,

我想摆出一个连着的东西
。 ”

还有的儿童执行任务的水平更高
,

这类儿童在执行

任务过程中思路是可逆的
,

他们
.
既可以往前推移

,

也可以往后推算
,

如在

—
,

—
,

夏
, 。

的任务中
,

他们首先从呈现刺激的两侧最近一个摆起
,

儿童可以 同时地
,

快速

地在
“

夏
”

旁填上春
、

秋两个图片
,

然后再填冬天
。

水平更高的儿童已经无需采用 以上办法

来完成任务
,

他们不管呈现的图片在哪一个位置上都会快速地从远离刺激物的项 目 中填

图
。

如在
.
, , ,

春
。

一项中
,

儿童会熟练地填上夏
、

秋
、

冬
。

这类儿童已

经熟练地掌握了时序
,

完全借助时间表象解决问题
。

以上事实告诉我们
,

儿童的水平不同
,

一

所采取的策略水平也会是不同的
,

这既 从 另一

侧面反映了儿童认知中的不同水平也看出了儿童认知中的主观能动性
,

这一点同我 们 在
“

速度
”

认知研究中所得的结果是一致的帕
。

小 结

1. 在本实验条件下
,

学前儿童巳能认知一周之内的时序
,

但认知一年之内的时序仍

十分困难
。

2

.

在本实验条件下学前儿童对跨周和跨年的季节延伸时序的认知水平 很 低
,

到 7

岁肴明显飞跃
。

3. 在本实验条件下学前儿童不能认知时序的相对性
,

但6一了岁和 了一8 岁有明显飞

跃
,

B 岁可以达到
。

4

.

儿童在本实验中对时序的认知过程显示出同前一实验类似的发展趋势
,

这 表 明

JL童的认知是由具体向抽象发展
。

对时序的认知过程是具有普遍规律性的
。

6

.

同前一实验相比
,

儿童对日
、

周
、

年的时序的
}
认知水平在学前阶段差异是明显的污

发生显著变化的年龄亦不同
。

这说明了循环周期的长短是影响儿童认知时序的重要因素

之一
,

儿童对时序的认知是由近及远
,

由短及长的发展
。



心 理 学 报 1984年

6
、

了
、

8

、

岁儿童在难度大的时序认知中能采取各种策略解决问题
,

儿童的认知是 主 动 ,
知嗯

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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