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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对 名 个月至 岁的 儿童进行 了抓物的实验
。

发现 岁以 内儿童的左
、

右手率在 多上下
,

随年龄增长
,

右手率逐渐增加 一 告岁 为 多
,

于一

岁为了  书
,

一 专 岁为 拓
,

专一 岁为 多
。

男
、

女存在差异
,

男孩右 手

率较女孩 高
。

实验中出现双手抓物现象
,

但 岁半后此现象迅速减少
。

父 母 双

方或一方为左利者
,

其孩子的左手率比那些 父母 为右利者高
。

此外
,

孩子抓物时

时不 同颜 色物品和玩具则呈现选择性倾向
。

一
、

问 题 提 出

利手的研究
,

不仅有助于提示某些神经精神疾病的病因
,

而且也是探索大脑 奥秘
,

研

究大脑机能不对称性的一条途径
。

本世纪二十年代以来
,

国外对这个问题做了大量研究
,

不少国家已掌握了本国人的利手数据
。

我国从一九八 年起
,

由中国科学院心 理 研究所

组织全国一九个单位搞协作
,

对我国正常人的利手分布进行了研 究
,

已 经取得 积 极 成

果的
。

然而
,

利手究竟是怎样形成的
,

它在个体成长发育中是个怎样的变化过 程
,

这 在我

国尚未见到有人报道
。

因此
,

我们认为对乳婴儿用左右手的情况进行实验研究
,

对探索利

手形成过程及其规律是有意义的
。

二
、

实 验 方 法

一 实验对象

被试是六个月至三周岁的乳婴儿 心理学把一岁以内的孩子称乳儿
,

一至三岁的孩子

称婴儿 共计 。名 男 名
,

女 名 分为六至九个月
、

十至十二个月
、

一岁 至一 岁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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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岁半至二岁
、

二岁至二岁半
、

二岁半至

三岁共六个年龄组
,
每组 人

。 ‘

二 方法

具体做法是被试从盘子里 取 东西
,

简称抓盘子
。

全部实验又分 实 验 一
、

实验 二
、

实 验 三
、

实 验 四 四 个实

验
。

实验 一 的盘子里放二个 红 皮球
,

一个大
,

一个小
,

主试按 左
、

右
、

前
、

后 四

次调换大球和小球的位置
,

让被试 抓 四

次
,

记录每次用哪只手抓哪个 球
。

实 验

二 的盘子里放两个小碟
,

一个碟子里放二颗木枣
,

一个碟子里放四颗木枣
。

和实验 一

一样
,

也是前
、

后左
、

右四次调换多和少的位置
,

记录被试在四次抓物中各用哪只手抓多还

是抓少
。

实验 三 的盘子里分二行摆着红
、

绿
、

黄
、

蓝
、

黑
、

白六种颜色的尼龙 线 卷
。

主试

三次调换各色线的位置
,

记录被试在三次抓物时各用哪只手抓哪种颜色的 线
。

实 验 四

的盘子里放着铃
、

喇叭
、

枪
、

娃娃
、

兔和鸟六种玩具
,

与实验 三 一样
,

也是三次改换玩具位

置
,

记录被试在三次抓物中用哪只手抓哪种玩具
。

实验按实验 一
、

二
、

三
、

四 的顺序进行
,

每个被试在全部实验中共抓 次
。

三 数据统计标准 左利手或右利手
,

是人们 比较稳固了的生理状态
,

而且 划 分左
、

右利手有其确定的标准
。

乳婴儿正处在利手开始形成的时期
,

习惯用手尚未稳固
,

所以不

宜用划分左右利手的标准硬套
。

我们不给孩子划分左右利手
,

只是统计他们用左手或是用右手抓物的次数及 其 使用

左手和右手的比率
。

乳婴儿不仅用左手或右手抓东西
,

而且有的还时常用双手 同 时抓东

西
。

为了统计他们的用左右手比率
,

我们就把双手抓的次数一次加给左
,

一次加 给 右
,

然

后再统计左右手的比率
。

三
、

结 果 分 析

一

一 各年龄组乳婴儿用左右手抓物的发展趋势

点
一 、

表 乳奥儿抓物用左右手率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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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乳婴儿用左右手抓物发展趋势 图 男女乳婴儿左右手串发展之比较

从表 和图 全可看出
,

乳 即一岁以内的孩子用左手和右手抓物的比率均 在 百分

之五十左右
,

还看不出明显的利手倾向
。

从一岁开始
,

右手率迅速 上 升
,

左 手 率 相 应下

降
。

实验 一
、

二
、

三
、

四 都规律性地说明了这个问题
。

二 男女乳婴儿用左右手抓物的比较

图 说 明
,

男女乳婴儿用左右手的发展总趋势是一致的
,

都符合图 揭示的规律
。

但

图 的男女左右手率的升降曲线又有不同
,

即男孩开始左手率高
,

从一岁开始右手率随年

龄组迅速 上升
,

由 一 个月的 多一直上升到 一 岁组的 拓
。

女孩在乳儿期用右

手率就比男孩高
,

而后右手率的上升却不象男孩那样快
,

仅由 一 个月组的 解上升到

一 岁组的
 
!买

。

( 三) 父母利手对子女用何手抓物的影响

表 2 父母利手与子女纯用左手或右手的关系

子女用手抓物人数
父 母 利 手 子 女 数

全部用左手(男) 全部用右手(拓)

民U八11�目‘,人父母全右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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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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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利手对子女用左手抓物的影响

图 4 表明
,

父母利手与其子女抓物 的 左右

手率是有影响的
。

父母全是左利手
,

其 子 女左

手率高匈3
.7男 ,

母为左利手其子女 左 手 率为

3T
.
2拓

,

父为左利手其子女左手率 为 33
.
3拓

,

父

母全右利纂子女左手率则为 31
.
1多

。

再从表 2

来看
,

夺努母全右利 者 的 子 女 中
,

左 手 率 达

100 拓的肖总人数的衣6万
,

右手率达 100 多的占

总人数的却多;而在父母一方或双方为 左 利者

的子女
,

左手率达100 拓者增加到 6 男
,

右手率达 100 多者降为20 多
。

( 四) 乳婴儿用双手抓物 的分析

表 3 表明
,

乳婴儿用双手抓物在实验(一)中抓大球和小球百 分率 高达 53 .3 男
,

实验

(二)中抓木枣下降到32
.
2拓

,

实验 (三)抓六种色线又下降到9. 7拓
,

最后在实验(四)中抓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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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 表 3 乳要儿在四次实验中双手抓物的次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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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 3 中又可看出
,

双手抓物与年龄有关
。

一岁到一岁半之间最高
,

过了一岁半之 后 用双

手抓物的现象就减少了
。

图 5 说明
,

男女乳婴儿都有一部 分 孩子用

双手抓东西
,

而且都是从一岁到一岁 半 这个年

龄阶段人数最多
。

男孩中用双手抓物的比女孩

多
。

以一岁至一岁半组为例
,

女孩有一 半 即百

分之五十用双手抓物
,

男孩用双手抓 物 者竞占

男孩总数的百分之七十三
。

年龄小者
,

双手抓物的比率较 高
,

而 且在

男

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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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男女乳婴儿用双手抓物的人数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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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了 乳婴儿左右手抓物(多少)的百分比

(五) 乳婴儿用手抓物与物的位置
、

性质的关系
.

图 6 和图 7 全都表 明
,

乳婴儿对皮球大小和木枣多少的选择性还不强
,

抓 哪 个球
,

抓

哪碟枣
,

主要受位置影响
。

比如
,

实验 (一)的第一次实验大球在左边
,

小球在右边
,

因为左

手靠近大球
,

用左手抓大球的比率为85
.
7多

,

而隔着大球用左手抓小球的百分率才14
‘

3 解
。

相反
,

由于小球在右边
,

右手抓握方便
,

所以用右手抓小球的百分率为T4 解
,

隔着小球用右

手去抓左边大球的百分率才26 拓
。

又比如
,

实验(二)的第三次实验
,

多的 ‘ 碟 木 枣在远

处
,

少卯一碟在近处
,

所以孩子们左手或右手都是抓近的百分率高
,

抓远的百分 率低
。

实
验(二大 (二)共八次实验

,

全都说明了乳婴兀抓物主要受位置的影响
,

不再一一分析
。

表 4 乳婴儿三次用左右手抓不同色线的次数及百分比

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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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在实验 (三)中是让孩子们从六种不同颧色统帐
抓其一 共抓三允 表 ‘说明

,

这时

被试不再象实验 (一)
,

( 二)那样主要受位置影响
,

而是明显受颜色的影响了
。

在实验 (三)

中尽管三次调换各色线的位置
,

每次都是抓红色多
,

抓白色少
。

三次 次数 合计 显 示
,

抓

红
、

黄
、

绿三色较多
,

抓黑
、

蓝
、

白三色较少
。
丫

此外
,

乳婴儿用左手和用右手抓不同颜色线的比率大体一致
,

稍有差异的是左手抓黄

色线的比率较高
,

右手抓红色线的比率较高
。

‘

图 8 说明
,

不同年龄组的孩子对颜色的选择是有差别的
,
尤其对红色和黑 色的选择差

别明显 ,六个月至一岁的孩子抓黑色多
。

而且男女差别不大 , 从一岁开始
,

婴儿随 年 龄增



期 李心天等
:
六个月至三岁儿童用左右手抓物的实验研究

"飞、
J

砰

25

20
产
. 、

欲 15
、
.
少

】O

10
一
1 2 个月 1.5一 2 岁 2. , 弓 岁

6一 9 个月 l一 1 . , 岁

(年龄组)

2 一 2 万 岁
lu 一
口 个月 (年龄组 )

图 8 不同年龄抓不同色线的比较 图 9 不同年龄组不同玩具的比较

长抓红色线的次数愈来愈多
,

而抓黑色线的次数愈来愈少
。 、

图 9 表明
;
界婴儿在抓取各种玩具的实验中

,

也受玩具特点的影响
,

而且不同年龄组

的孩子对玩具的选择也趋于不同
,

例如
,

一岁半以前的孩子主要选择铃和喇 叭
,

以 六一九

个月的乳儿为例
。

抓铃占28
·

2 拓
,

抓喇叭占22
·

4 拓而抓鸟则为 12
·

2 多
,

抓兔的比 例 更 低
,

才

3. 0男
。

从图 8 还可以看出
,

婴儿从两岁开始抓枪和娃娃的次数增多了
。

.

而 且
,

男 孩 和女

孩在选择玩具方面渐渐显示性别差异
。

以二岁半一三岁组为例
,

男孩抓枪和娃娃井37次
,

其中抓枪23 次
,

抓娃娃14 次
,
女孩抓枪和娃娃共27 次

,

其 中抓枪11 次
,

抓娃娃 16 次
。 ‘

四
、

讨 论

(一) 乳婴儿用左右手抓物 的发展趋势
·

孩子们从一岁开始
,

右手率明显升高
,

左手率相应显著下降
。

这说明
,

利手的 形 成随

大脑机能一侧化的发展而逐渐偏向一侧, 多数作者认为孩子在七个月 以 前 没 有 利 手倾

向
‘幻 ,

习惯使用一只手是在出生后半岁到一 岁这
,

半年中开始的、至四到五 岁 才 最后 完

成帕
,

但在右利或左利中还存在着波动“
。

从我 们 的实验来看
,

孩子的利手倾向是在一岁

到二岁半这半年的时间明显显露出来的
。

尔后左 右 手继续分化直到婴儿末期尚未 全 部

完成
。

当炜利手的形成是受多种因素影响的
,

比如遗传因素
,

半球有无病理 因素
,

此外还

有社会环境的影响
:尤其是父母及老师的纠正等

,

都有可能影响着孩子的利手形成
。

..

(二 )性别差异l’Q 题
. _

、一
「
,

一
_ ’ L 、

·

从国内外对这个问题研究的资料来看
,

男性和女性的利手比率差异不大
。

但 其 形成

过程是否一致? 从我们的实验看
,

男女乳婴儿用左右手抓物的发展趋势是有差异的
,

即男

孩的右手率起点低
,

发展快
;
女孩右手率起点高

,

发展慢
。

这与男女孩的言语及认 知 发展

是何关系
,

尚待进一步研究
。

( 三 )父母利手和子女利手的关系

Ri f钾 195 1年曾指出 ,

父母都是本利毛:算子女大约一半也为左利手
,

父母一方是左

利手;其子女则有打万为左利手 , 父母全是右利手
,
、

他们的子六只有众3一2
‘1拓是左利手

。

’

F

a

le 即19石9年也提出
,

如果父为右利手
,

母内左利手
,

‘

其子女左利手的比率会比父亲

一方为左利手的比率更高
。

我们的被试是三岁以内的乳婴儿
,

尚未形成稳固的利手
,

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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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与上述数据直接对比
。

不过
,

我们在乳婴儿身上取得的数据与上述看法也是一致的
。

例如
,

父母全是左利手
,

子女左手率最高;母亲一方左利手
,

子女左手率次之 , 父 亲 一方左

利手
,

子女左手率又次之;父母全是右利手
,

子女左手率最低
。

而且
,

父母双方或一方为左

利手
,

其子女全用左手抓物者就明显高于父母全是右利手的子女
;
同时

,

父母双方或一 方

为左利手
,

其子女全用右手抓物者
,

又明显低于父母全是右利手的子女
。

这说明
,

父母 的

利手与其子女用何手抓物是有影响的
。

( 四)有些乳婴儿同时用双手抓物问题

这个问题值得探讨
。

从我们的实验来看
,

孩子双手抓物主要受这样两个方面的影响
:

一是受年龄大小的影响
。

比如
,

一岁半以前的三个年龄组双手抓物率合计为 81
.
4多

,

一岁

半以后的三个年龄组才占18
.
6多

。

再从双手抓物的曲线来看
,

也是随着年龄的 增 长 而曲

线依次下降
。

二是受孩子情绪变化和实验本身训练的影响
。

从实验结果 看
,

实 验 (一)双

手抓物次数最多
,

实验 (二)次之
,

实验 (三)又次之
,

实验(四)最少
。

这说 明
,

孩 子 初 为被

试
,

突然给他(她)呈现新异刺激
,

易于兴奋
。

根据负诱导的规律
,

本来很不稳固的 利 手倾

向在头脑中被抑制了
。

以后随着实验的依次进行
,

孩子的兴奋性依次降低
,

又加上实验本

身一次次的练习
,

利手倾向又渐渐显露出来
。

这种双手抓物随年龄和实验次数的增长而逐渐减少并直到消失的现象
,

说 明 乳婴儿

随着大脑的发育成熟
,

双手活动渐渐从躯体活动中分化出来
,

同时单手活动又渐渐从双手

活动中分化出来
。

由此看来
,

双手抓物可能是部分乳婴儿双手分化为单手尚未稳固
、

尚不

熟练的表现
,

并且是个体发育早期利手形成前的一个过渡阶段
。

(五 )影响儿童抓物的因素

在实验 (一)和实验(二)中都看到
,

乳婴儿或是对大
、

小球任取其一
,

或是对装 有 不同

数量木枣的两个小碟任抓一碟
,

大都受物的位置的影响
,

缺乏带有倾向性的选择
。

我们认为
,

出现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是实验中用的大球和小球
,

四颗木枣和二颗木枣

并没有引起孩子们挑选大小
、

多少的需要
;其次是与他们的思淮发展水平有关

,

即还 不善

于把二者迅速地在头脑中加 以比较
,

从而肯定一个
,

否定另一个
。

乳婴儿在抓颜色和玩具的两次实验中
,

多数孩子表现出了明显的选择性
。

我们认为
,

这主要是实验用品的特点决定的
。

乳婴儿的颜色视觉发展较早
,

国内外儿童心理 学 工作

者大都认为
,

三
、

四个月的乳儿对多种颜色就有了分化反应
,

尤其对红
、

黄
、

绿等 鲜 艳的颜

色易于产生兴奋
。

我们的实验结果与此柑符
,

也是抓红
、

黄
、

绿三色较多
。

在抓 玩 具的实

验中
,

乳儿或婴儿初期的孩子多是抓取自己见过的
、

玩过的而且带响声 的 玩 具
,

如 铃
、

喇

叭 ;一般从一岁半以后开始倾向于抓枪和娃娃
,

并逐渐表现出性别差异
。

五
、

小 结

对300 名 6 个月至 3 岁的乳婴儿进行了抓物实验
。

检查其用左右手的频率
,

结果表明一岁以内的乳儿右手率为 52
.
5多

。

随着年龄增长
,

右手率也逐渐增加
: 1一1

.
5岁为69

.
4万

,
1

.

6 一 2岁为TI
.
3多

,
2 一 2

.
6岁为了6. 9万

,
2

.

5 一3 岁为

81
.
5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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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个月至三岁儿童用左右手抓物的实验研究

男女乳婴儿用左右手率的发展趋势是一致的
。

但男孩开始右 手 率 低(48
.
6多)

,

从一

岁开始迅速上升
,

到 3 岁达91
.
1书 ,而女孩开始右手率高(62

.
0书)

,

而后右手率上升则不象

男孩那样快
,

从一岁至三岁一直徘徊在Tl
.
5一 70

.
6多之间

。

父母双方或一方(或父或母)为左利者
,

其左手率较父母皆右利者为高
。

前 者 分别为

43
.
7
、

37

.

2

、

33

.

3

,

后者为31
.
1
。

前者子女左手率10 0多者占总人数的 6 多
,

后者子 女 左手率

1习O 形者占总人数的 3
.
6拓

。

对乳婴儿双手抓物进行了初步分析
,

可能与孩子的年龄以及抓物训练有关
。

从抓取大小球和多少木枣的实验来看
,
乳婴儿对其大小

、

多少缺乏选择性
,

抓 哪 一个

主要受位置影响
,

即哪个靠近 习惯用手就抓哪一个
。

在抓取不同颜色线卷的实验中
,

孩子

们抓红色最多
,

黄色次之
,

白色最少
。

在抓玩具的实验中
,

乳儿抓熟悉的
、

带响声的铃和喇

叭最多
,

二岁以后抓枪和娃娃增多
,

并显示出性别差异
。

从各年龄组孩子抓 物 中可 以看

到
,

他们在认知水平发展的同时也发展了对外界事物的需求和积极的情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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