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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 的 记 忆 与 认 知

一 岁儿童对长度序列图形和数序列 图形

记忆特点的初步探讨

王宪铀 张梅玲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

摘 要

本研 究结果显示 幼 对序列图形 的记忆 随着认知的 发展 而 发展
。

他们 的 记

忆 策略的 发展可分 为 无 策略阶段
,

中间 阶段和 有策略阶段
。

长度序列图形 的记

忆优 于数序列图形 的记忆
。

经 过储存过程
,

有些 儿童画 图再现成绩 的总趋势不

是下 降而 是有不 同程度的提 高
,

但 个别 差异相 当 大
。

前 言

本研究对儿童的认知发展与记忆发展 的关系作了初步考察
。

考虑到认知的形象方面

和理解方面
,

我们选择了长度序列图形和数序列图形作为记忆材料
。

因为这样 的 序 列图

形是智力活动的产物
,

它依赖于认知的发展
,

儿童对它们的记忆不单只是限于形象表征的

复现
,

还受儿童对它们的理解方式的影响
。

这两方面既有差别父互相联系
。

我们 企 图通

过 一 岁儿童对这两种图形的记忆特点探究如下的具体问题
‘

“
,

,
’

一 岁儿童长度序列图形和数序列图形记忆的年峭玲段发 展特点
。

画图再现与言语解释和实物操作的关系
。

“ 儿童记忆策略的年龄阶段发展特点及其对再现的髻驹
。

两种图形记忆的不同特点

一 岁儿童欢两种图形记忆的转换过程的特点及其规律
。

方 法

本研究分为两个部分

长度序列图形的记忆

记忆图形是分别为
、 、 、

和 公分长
、

宽 公分的红色直条所排列的序 列 图

木文于  年 月 日收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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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长度序列的记忆图形

求儿童作画图再现
。

画后
,

问儿童

形
,

直条与直条之间的距离为 公分
。

直条贴在一张硬白纸上
,

如图
。

者师在全班把图形呈现给儿 童 看
,

对儿童说
“

现在我给你们看一张图
,

你

们要仔细地
,

注意看
,

好好记住
,

记住了
,

就举手告诉我
。

一定要好好 看
,

好 好记

住
,

我述要问你们
。

记住了没有
”

看的

时间不限
,

等全班儿童都举手表 示 记住

了
,

老师就把图拿走
,

然后主试个别地要
“

你为什么这样画 称是怎样记住的
”

记 录 答案
。

以了解儿童是否理解长度序列、是否采用了策略和是否自觉地采用了 策略
。

之后
,

给儿童

根长度等差的木签
,

要求儿童自己摆
,

只 是说 咚现在请你摆摆这几根木签
。 ”

不提其它要

求
。

在摆时
,

观察他的活动并记录
。

摆完后
,

问
“

为什么这样摆
”

记录答案
。

这里是想了

解儿童有无序列概念
。

、

延缓测查时间为一周
、

一个月
、

三个月和六个月
。

测查 时仍是先要求画 图
,

再摆木签
,

并询
吼 一 “被试为 一 岁儿童共 人

,

分 岁
、

岁半
、

岁
、

岁半和 岁 个年龄组
,

每组

人
,

组内年龄差异不大于 两个月
,

为北京市两个巾 等幼儿园 的儿童
,

每个幼儿园 的 每个年

龄组加人
。

男女各约占半数
。

数序列图形的记忆

汽 以直径为 牙公分的绿色圆形排成一个
、

么 招
、

的序列图形
,

圆边与圆边的距离为

公分
。

圆形贴在 一张硬 白纸上
,

如图
。

呈现
,

画图
,

再现和询 问步骤均与 相同
。

操作是给儿

童 个扣子让他摆
。

延缓侧查时间与 同
。

被试儿童亦与

同
。

先进行 两周后
,

再进行
。

在实验进行之前均通 过 个 别 了 解
,

选 出 能 知 道 长

短和能点数实物和 口头 数 数 至 以 上
,

的 各 年 龄 组 儿

童
。

一一
·

形
‘

。。

一。。
·

勺以
一图

一
结 一果 与 分

一

析 一

长度序列图 形的记忆

画图再现 依儿童画图再现结果可归纳为五种不同认识水平的类型
。

完全不能画或乱画 “
一 夕 “

,
·

亚 依形状画
,

又可分为两个子类
之

·

抓
’ ‘ 、

立
‘

, 犷
一

‘

画, 个直线
,

一个直条或几个直线几个直条组成的长方形
。

画许多直线
, 一

下是 比齐的或不比齐的或含有不相连接的直线或许多

横条
。

” 二
’ ·

犷
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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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有序列
,

一般画五或六根
,

但其中只 有三或四根有序列
。

‘

正 有序列
,

但只画 三或四根
。

全对

言语解释 童对
“

怎样记住的了”

和
“

为什么这样画
”

的回答也可以归纳为如下

五种类型
。

我们企图从中找出兀童如何识记的年龄阶段发展特点以及从何时开始认识长

度序列和认识 与采用策略的关系
。

“

心里记 的
” 、 “

看着记的
” 。

』

臼 一

“

直条条的
” 、 “

方道道的
” 。

只是简单的记住图形所包含的单一元 素的形状
。

“

三 角儿
” 、 “

手枪
” 、 “

楼梯
” 。

只是视觉形象识记
。

“‘

有大的
,

有小的
,

更小的
。 ”

能比较长短和理解序列
,

但不能进行双向比较
。

,

有两种子类型
·

“

大 的
、

小一点
、

实物操作

语言概氛 一 一
· 一

“

一个比一个 ,’, 一个 比一个大
” 。

说 明已能进行长度序 , 俩概水
,

儿童用 根木签所排列的图形的类型与画图再现类型相 对威 但 由

翻众娜碳

岁一

于有实物
,

儿童可从感知进行比较并通 过 尝试

错误来进行纠正
,

所以成绩优于再现
。

评分 类 型 为 分
,

为 分
,

为

分
,

丁为 分
,

为 分
。

图 是根据不同年龄儿童在不同测查时间

的总成绩所画的曲线
,

由此可以看出儿童 的 再

现
、

解释和操作都是随年龄的增长而 同 步发展

的
。

但操作优于再现
,

再现优于 解 释 在 岁

到 告这一段时间
,

儿童显出发展慢于 其 他三个

年龄阶段
。

至 岁时
,

儿童的再现与操作成绩较

为接近
,

言语解释以 告到 岁发展最为迅速 、

亚 数序列 图形的记忆

图 一 岁儿童长度序列图 形 记
、

忆 的再
甲

论
,

解释和操作 次测查 总成 绩 分

数 的比较

画图再现 画图再现结果
,

也可分为五种不同水平的类型

完余不能画或乱 画
。

依形状画了可分为 个子类

画一个大圆或几个圆组成一个圆形
。 、

画不计数的圆
,

或组成一个三角形
。

部分有数序列
,

一般已是五行或六行
,

但其中只有三
、

四行有数序
。

有数序列
,

但不是五行的图
。

,

全对
。

一般边画边 口 中数数
,

如
“

个
、

个
、

·

个
、

个
、

个
” 。

言语解释 亦可分为五种不同水平 的类型
。

与长度序
、

烈同

亚
, “

圆样儿的
” ,

·

“

圆圈
” , “

一行一行的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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皿 同长度序列同

万
·

“

一行一行的圆圈
,

有的多
,

有的少
,

还有一个的
。 ”

知道一行比丫行多一个
。

有两种解释类型
“

个
、

个
、

个
、

个
、

个
。 ” “

有 行
” 。

说明已知数序列
。

“

第一行 个
,

第二行 个
,

第 行 个
,

第四行 个
,

第五行 个
。

我

数了
,

肾着数的
,

越来越少
。 ”

能作出数序列的概括
。

实物操作 儿童用 个扣子排的序列也显示五种不同水平的类型
,

基本 与 画图

卜 再现相应
。

一权今毖喊

奋 奋

目 甲 岁儿童数序列 图形记忆 的 再现
、

‘

解释和操作
、

次测查总成绩 分数 的

比较

评分办法同

依不同年龄儿童 的再现
、

解释 和 操作的总

成绩分数制成图 , 从而可 以清楚地看出这三者

间的关系和随着年龄而发展的情况
。

发展情况

基本上 与长度序列图形记忆一致
。

两者所不 同

之处在于数序列图形记忆的成绩略低于长度序

列图形且较不规律
。

看来 岁儿童不理解 数 序

列
,

到 岁时则多数儿童已能理解数序列
,

和采

用有效的记忆策略
,

成绩也就随之迅速上升
。

由图 和 图 还可以看出随着延缓测查时

间的增长
,

儿童 的再现
、

解释和操作的成绩并不是简单的下降
,

它们随着年龄的不 同 与所

记忆图形的不同表现出三种不同的情况 在不同程度上有所提高 没有 明 显的

进步或退步
,

或呈波动状态 略有退步
。

在实验过程中
,

我们看到儿童的个别差异相当大
,

其 中有的儿童显示出明显而有规律

性的进步
,

下面举几个典型的个案例子 图
。

从图中看来儿童画图再现的进 步 有一定

的规律性
,

即随着不同认知水平的类型而逐步有所进
‘

展
。

例如 岁组一个儿童的长 度 序

列再现最早是属于类型 的
,

经过一段储存时期
,

先是知道图形包含着 的直条是有长短不

同的
,

其后就理解到图形所含长短不同的直条是依长短排列的
,

但不能理解图形是一个整

体的序列
,

六个月后能够认知图形是一个整体的长度序列
,

但也还只能画出四根
。

岁半

心 多

州口卜 一

·

。

一
‘

号岁

吞

截曦哪斌

买丝奋
尸 声月卜、 盛岁 才

尸

尸

尸声

一曦畜侣

一
抑衬 一周 一月 三月 六月

即时 , 周 一月 三月 六月

图 一 岁儿童长度序列图形记忆的画图

再现与延缓测查时间的关系

图 岁儿童数序列图形记忆的画 图再

现与延缓测查时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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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一

一一

一
浏企呀全同

年铃《岁

骊 矿⋯ 
‘介

编

炙 ‘

斗
一

屯

⋯分
‘

编号 , 到彝
。

⋯巍
。

⋯翅 佗
口

吕。

口 口

口

韶如一
。

口口

的儿童
,

最后可以达到正确 再 现
。

从

岁
、

岁半和 岁的三个儿童 对 数
,

存列再现的情况
,

也可以看出 他 们是
,

从形象的认知逐渐达到数序列的认知

的
。

随着画图再现进步的 同 时
,

言语

月解释方面也有相对应 的进步
。

例如

岁的儿童
,

在即时测查 时
,

他 说
“

道道
” ,

而一周时说
“

有长的
,

有短的
, ”

到

三个月时解释说
“

一道长
,

一道短点

儿
” ,

六个月时说
’‘

长的
、

长 点 儿
、

短

点儿
” 。

说明他在六个月时
,

能有双 向

的三级比较
。

再 如 岁儿 童  号
,

·

数序列的解释是
,

即时为
“

圆的
” ,

一

周 时为
“

是 圆圈儿
,

两排
。 ”

一个 月 时

为
“

三角儿
” ,

三个月 时 为
“

第 一 行

之
, 下

物号 布

口

扎 合
。

嫩
。

急
。

口

豹

编

图 一 岁儿童画 图再现随时间间隔显示进步的个案

举例

个
,

第二行 个
,

第三行 个
,

第四 行 个
。

第五行 个
” 。

六个 为
“

第一行 个
· · · · ·

一行

比一行少一个
” 。

显示出与再现的一致性
。

其它个案均有类似情况
。

从结果可以看出 岁儿童对两 种图形的言语解释集中在类型
,

随着年龄的增长
,

类

型
,

皿
,

开及 的人数逐渐增多
,

岁儿童则较多地在开和
,

又多于丁
,

说明儿 童 对

两种图形的不 同认知都是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发展 的
,

而以 告岁到 岁为最快
。

数 序 列认

知的这种情况更较明显
。

我们把言语解释类型
, ,

和 是归属于无策略阶段
,

这时儿童仅从图形的 知 觉表

征来认知
,

再现不正确 类型 丁是过渡阶段
,

这时儿童虽已知道图形是含有不同长 度 和不

同数目的元素所组成的序列
,

但不完全
,

再现也不能完全
,

类型 属于有策略阶段
,

已能认
·

知图形元素间的关系
,

并能加以分析概括
,

再现完全正确
。

个 岁儿童全是处于无策略

阶段
,

随着 年龄的增长
,

过渡阶段和有策略阶段人数逐渐增加
。

但 贵岁以下儿童有策略人

数的增加少于过渡阶段
,

岁儿童对长度序列图形记忆有策略的人数达到总人数的 终
,

数序列达到 多
。

不同年龄儿童延缓时间的影响也有不 同
,

经过 个月的延缓时间
,

岁

儿童只有 人进入过渡阶段
,

壹岁到 岁变化不明显
,

告岁时有策略人数有所 增 加
,

岁

呈稳定状态
。

结合图 和图 可以看到 告到 岁儿童再现成绩上升较快
,

说 明掌 握 策略

对记忆的影响
。

讨 论

一 我们认为言语解释的五种类型可以代表五个等级的不同认知水 平
,

类 型 对

于图形不能识记
,

也不能再现
,

类型 亚只能感知图形所包含的个别元素或笼统地感知图形

的元素群
,

类型 正只是从视觉形象识记
,

类型正虽已开始认知图形所含元素有长短或多少



心 理 学 报 年

的差别
,

但还不 能系统地比较元素间的关系和完整地认知它们的序列组合
。

只 有 到了类

型
一

V 牙显示 出认知有了进‘步的发展
,

这时儿童解释说
: “

一个比一个大 ,’f 口“

越 来 越小
”

等
。

也就是达到了形象记忆和理解记忆的统一或者说知觉形象表征和 图形结构的认知得

到协调而统一到一个序列图形的记忆模型之中
。

.

由于实物操作是在记忆画 图之后进行的
,

所 以 4 岁儿童常把 5 根木签摆成一 个 长方

形(因为直条有宽度)或摆成一个象楼梯似的三角形(因为序列图形呈现三角 形 状)
,

这只

是构成一个知觉上的形状
。

随着年龄的增长
,

儿童的操作方式有所不同
,

基本上 与他们的

画图再现有一致性
,

但较优于画图
。

达到类型 V 的儿童在排列时表现出对木 签 有一个比

较过程
,

例如先拿最长的
,

再拿次长的
,

然后这样继续下去
,

有时排错 了
,

会进行移司讥努

这里儿童显示出能进行双向比较
,

例如有的儿童当忘了排入或排错了第三根木签时
,

他能

把这根木签改排在第一
、

二根和 第四
、

五根之间
,

表明知道了 C < A 和> D
、

E 的关系
,

他们

还能做出A > B
,

B > C 所 以A > C 的推理
。

根据结果
,

实物操作不正确的儿童
,

也不能作出

正确画图再现
。

我们的实验结果与皮亚杰对序列图形记忆研究的结果极其相似
,

都 显 示

出实物操作
,

画图再现与认知的紧密一致性
。

由于数序列图形的认知要求既要有数 的 多

少的概念
,

又要理解相邻数的意义
,

同时还要有一一对应的概念
。

而长度序列 的 认 知 是

单一的
,

即长度
,

因此记忆结果也就不同
。

( 二)
’

不少心理学工作者曾对记忆策略进行过研究
。

他们研究的结果是记忆者对所

要记忆材料的认知的发展水平决定他们有无策略和能否 自觉采用有效策略(l)
。

在本研究

中
,

通过对言语解释的分析 (这可能受言语发展水平的影响
,

我们这样做所获得的结果
,

结

合再现和操作来看
,

我们认为还是能够说明问题的)
。

我们看到只有在5食岁 和 6 岁 时
,

有

些儿童才能理解两种序列图形中各元素间的内在联系
,

而能把形象表征和图形认 知 统一

起来
。

也只有到了这时
,

儿童才能采用适当策略来进行识记使再现成绩得到 提 高
。

4 岁

到 5 岁儿 童多是从外部表征记忆
,

没有策略
,

再现成绩也就很低
。

我们认为记忆策略可以

分为三个阶段
,

即无策略阶段
,

过渡阶段和有策略阶段
。

反映事物之间的内部联系并能在

记 忆中形成这种联系是记忆 的一种重要机能
,

能做到这一点的
,

记忆效果就好
,

不 认 识联

系或认识联系不完全的就较差
。

从我们的结果看
,

属于类型 I
,

l 和 l 的儿童是不能认识

序列图形元素间的内在联系的
,

他们没有记忆策略
,

属于类型丁的儿童认知不 完 全
,

构成

的联系也不完全
,

不稳定
,

是处于过渡阶段
。

类型 V 的儿童已能认知内部联系并能用言语

概括
,

就能用策略来提高记忆效果
。

( 三) 研究结果表明
,

在儿童对两种图形记忆的转换储存时间中显示出一种 看 不见

的活动
。

他们对所记忆 的材料随着时间前进不是简单的遗忘而是其正确性有不同程度的

提高
,

我们可以说在这6个月当中
,

儿童的有关认知有了发展
,

因而记忆也有所进步
。

但这

中间的过程是怎样的? 皮亚杰认为是正常认知发展的结果
,

弗来佛田 (Fl ay
e
ll) 则 提出皮

亚杰对此 的发展理论在 目前所有的实验材料的基础上还难于作出结论
,

我们这里的 结 果

是个别差异很大
,

且人数较少
,

还需要更多和 更好的研究证据才能作出有说服力的肯定回

答
。

但我们认为这个现象是值得注意和深入探讨的
。

我们的结果和皮亚杰的如 此 相似
,

尽管人数少
,

但如仅仅认为是偶合
,

似乎是太 简单的看法
。

这个探索性的研究结果的初步分析
,

给我们提出了若干有待进一步探讨的问题
,

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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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两个方面 :

1
.

儿童记忆的有效策略问题
。

如不同年龄儿童对不同记忆材料的有效策略的发展

及其阶段性
,

其 中包括认知与记忆发展的关系
,

过渡阶段的促进
,

自觉地和不 自觉 地 采用

策略以及记忆提取的问题等等
。

了解儿童记忆策略的发展特点和促进是提高教学效果的

途径之一
。

2

.

儿童记忆转换过程的内部规律
。

从记忆到再现这一段时间内发生着的记忆过程

如何? 在什么情况下是遗忘又在什么情况下是进步? 这包括 了什 么年龄阶段
,

什 么 记忆

材料
,

时间间隔的长短
,

被试的生活经验和知识的增长等等因素
。

转换过程的决定因素又

是什么? 其规律如何 ? 这个暗箱是值得去做进一步的探究的
。

,J
、 结

一
、

4 一6岁儿童对长度序列图形和数序列 图形的画 图再现
,

言语解释和实 物 操作的

成绩都是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同步发展的
。

实物操作成绩优于画图再现
,

画 图再现 成 绩优

于言语解释
。

数序列图形记忆的三项成绩均略低于长度序列图形记忆
。

二
、

4 一6岁儿童对两种图形的记忆策略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

即无策略阶段
,

过渡阶段

和有策略阶段
。

儿童在获得策略后
,

成绩有明显的提高
。

三
、

4 一 6岁儿童的记忆经过 6 个月的延缓时间后
,

再现成绩的总趋势不是简 单 的下

降而是有波动和不同程度的提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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