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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 究 目 的

儿童颜色爱好的问题是心理学研究中的一个令人感兴趣的问题
。

前人曾在 ∀ 岁以上的年

龄儿童作过一些研究
。

卡兹  #
∃

%
∃

& ∋( ) ! 对西方 一  岁儿童进行的颜色爱好的研究

结果表明
,

颜色爱好的顺序是
!
蓝

、

绿
、

红
、

紫
、

橙 ∀ 温肇桐 # 对中国小学生颜色爱好的调

查结果是
! 男生是紫

、

黄
、

橙
、

绿
、

红
、

青
、

黑
、

白
,

而女生是绿
、

橙
、

紫
、

红
、

黄
、

青
、

白
、

黑 ∀ 陈立
、

汪安圣 ∃ 对我国儿童的颜色爱好研究的结果表 明
! 从学前到学 龄没有多大变

化
,

次序 一致
,

最喜爱红
,

依次是蓝
、

绿
、

黄
。

在我们的 前一项对 
%

& 一 ∋ 岁幼儿的颜 色 爱

好的实验结果是
!
在  

%

岁
、

( 岁
、

(
%

&岁
、

∋ 岁四个年龄组中
,

总的趋势都是以红色占第一

位
、

黄色占第二位
,

以暖色或艳色居前
,

而其他色居后
,

排 列 顺 序 为
! 红

、

黄
、

绿
、

橙
、

蓝
、

白
一

、

黑
、

紫
。

颜色爱好问题更多地受着社会背景
,

地理环境
、

不同文化以及民放习惯的

影响
,

不同国家的人民对颜色的爱好可能会有着很大不同
,

而同一国家
、

同一地区的不同民

族的人民对颜色爱好是否也存在着一定差异
,

这是有待我们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

在术文中我

们探讨了延边地区 ) 延吉市 ∗ 的朝鲜族与汉族 + 一 & 岁幼儿的色爱好的异 同
。

这方面的研究

对了解不同民族颜色爱好发展变化规律是有意义的
。

本研究包括两个实验
,

即 !

) 一 ∗ 朝鲜族
、

汉族幼儿对不同色片的爱好实验
∀ ) 二 ∗ 朝鲜族

、

汉族幼儿对不同画片

色衣的爱好实验
。

第一项实验是观察了解儿童对抽象的颇色爱好情况
∀
第二项实验要了解颜

色依附着常见具体物件
,

−时爱好有什么变化
。

实验一
! 朝鲜族

、

汉族 + 一 & 岁幼儿对色片的爱好实验

方 法

实验对象
!
参加本实验的为延吉市的朝鲜族与汉族学前幼儿  ./ 名

。

朝鲜族儿童0 /名
,

汉族儿童0 /名
。

共分为 ∋ 个年龄组
! + 岁

、

岁
、

& 岁
。

每个民族
、

每个年龄组均为∋/ 人
,

%
感谢延吉纺织厂幼儿园

、

延吉针织厂幼儿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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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吉建材厂幼儿园
、

延吉新兴幼儿园
、

延吉新华印刷

厂幼∗1
』

园
、

延吉丝绷厂幼儿园的领导和老师们的大力协助
。

并承车宏生同志协助本工作的数据统计
%

特此

致谢
。



男女各半
。

实验材料及步骤
∗
实验采用 + 种 卜要常见 色的正 方形色片  ∀

∃

, − . ∀
∃

/, − !
,

包 括 长

波区红色和短波 区蓝色及其间的各色
,

以 及属于 比彩 色 的 黑
、

自色0 即勺
1

、

2令
、

价
、

绿
、

蓝
、

紫及黑
、

白
。

色片呈现的次序是随机安排的
。 ‘

公哈时老师陪同
。

朝鲜族 叻儿由老师用朝

鲜语提问
,

主试者对参加实验的幼儿说
∗ “

小朋友
,

请你把你最弃欢的颇 色纸 片 挑 出 长 洽

我
” 。

当幼 儿每挑出一片后
,

主试者说 0 “

好
,

做得很好
,

清继续挑
一

「去
·

一
。 ”

曰式记录

幼儿对色片挑选的顺序
。

结 果

实验结果见表 3
、

4
、

∀ 及图 3
。

实验结果表明
,

一 岁幼儿对颇色有共同的爱好
,

但也有一些差异
。

从表 3 可 以看出
∗
朝鲜族的的名 一 岁幼儿对喜爱的颜色选择偏重黄

、

红
、

橙 色
,

二

个年龄组  # 岁组稍有差别 ! 几乎都是黄居首位
,

在前三名都是黄
、

橙
、

红这三色
。

他们都

喜欢艳色
,

对无色彩的黑
、

白都不太喜爱
,

这二色在三个年龄织的爱好排列
∃

邹居于尾 部
。

表 3 朝鲜族儿童对 + 种颇色片的爱好排列次序
∃

丫严
序

⋯
, 验 结 。

一

排 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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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姐忿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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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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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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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1

口
衬

 

“支
!

⋯介湃沁令导介⋯
一

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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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奢
、二

百介口讨洲于禽鑫
∃

满分为 46
∃

计分方法为按爱好顺序排列计分
∃

最喜爱的列为 3 号
,

记 + 分
∃

其次喜爱的为 4 号记 7

分⋯ ⋯依次类推
,



表 4 汉族儿童对 + 种颜色片的爱好排列次序
∃

一
∃ , 侧 ∃ ∃ 印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8 甘 9 ∃ ∃ , ∃ ∃ 曰∃ ∃ ∃ ∃ ∃ 曰∃ ∃

二
, ∃ , ∃ , 曰9

臼9 一

业, ∗

满分为4 6
∃

计分方法为按爱好顺序排列计分
∃

最喜爱的列为 3 号
,

记 + 分
。

其次喜爱 的 为 4 号记

7 分⋯ ⋯依次类推
。

表 ∀ 朝鲜族儿童与汉族儿童对 + 种颜色片的爱好排列次序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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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 4 可以看出
∗ 当地汉族的 ;6 名 一 岁幼儿对喜爱色的选择和朝鲜族 幼儿颇近似

,

是红
、

橙
、

黄
,

所不同的是红色居 首位
。

这和我们前匆寸北京汉族幼儿所做实验结果是一致

的 2
。

汉族幼儿也喜欢彩 色
,

对蓝
、

黑色也不喜爱
。

如果将朝鲜族与汉族的三个
一

年龄组的实验结果分别合并起来进行比较
,

则清楚地看到
!

33333下下

〕〕〕〕
图  朝鲜族 与汉族 儿童对 . 种颜色片的爱好情况比较

经统计处卫45
,

朝鲜族与汉族少−童对创寺爱好的差异为
! 二 为 6 7 /

%

/ , %
为 6 7 /

%

/
。

其它不显著
。

这表明
,

朝鲜族儿童对黄色
、

白色及绿色的喜爱明显有别于汉族儿 童
。

实验二 朝鲜族
、

汉族 + 一 & 岁幼儿 对色衣的爱好

实验对象
!
朝样族与汉族 + 一 & 岁幼儿各0 /名

,

同实验
。

实验材料及步骤
!
实验材料分别应用实验一的 . 仲颜色片 制成 . 件朝鲜女孩 衣 甜 的 卡

片
,

称为 色衣 ∀ 另有
一

幅朝鲜女孩 的画
,

有脸部和衣裙铃廊而无颇色
,

见图 (
,

实验前由主试者戍老师 对幼儿作

示范选择
,

并对他说
! “

小朋友
,

%

请

你为这个小妹妹挑件你报喜爱的衣服

给她穿土
”

’

。

待幼儿选 出之后
,

主试

者或老师 将此色衣服放在女孩轮廊画

上面
,

问幼儿 ! “

你看这件衣裙是你

为小妹妹选的最好看的衣服吗 8
”

待

幼儿点头或说
“

是
”

时
,

主试者将这

件色衣从女孩画上取
一

卜另放
,

让他继

续一件件地再挑下 去
。

直至八件色衣

挑选完毕为止
。

不论是朝鲜收或是汉

族幼儿对此实验都非常感兴趣
,

大家

都精心为小妹妹选 自己认为是最喜爱

图 ( . 种颜 色衣不  朝鲜女孩的轮廓画



的颜色的衣服
。

实验结果见表
、

#
、

及图盒
。

从表 可 以看出
∗
朝鲜族幼儿对衣裙的颜色爱好是红

、

橙色占首位
0
而 紫

、

黑 色 居 尾

位
。

排列的顺序为
∗ 红

、

橙
、

黄
、

绿
、

蓝
、

白
、

紫
、

黑
。

可见颜色附着于实物上时
,

总的趋

势仍然是暖 色或艳色占先
,

冷色居后
。

表 朝鲜族幼儿对 + 种颜色衣服的爱好排列次序
∃

33333 444 ∀∀∀ ### 777 +++

岁岁 色调调 红红 橙橙 绿绿 黄黄 白白 蓝蓝 紫紫 黑黑

   ∀ 6人 !!!!!!!!!!!!!!!!!!!!!!!!!!!!!!!!!!!!!!!!!!!!!!!!!!!!!!!!!!!!!!!!!!!!!!!!!!!
分分分数数 3 + ∀∀∀ 3 ∀∀∀ 3 777 3 3 33444 36;;; ; + ∀∀∀

拓拓拓拓 7
∃

444 7
∃

;;; 3
∃

444 7
∃

### +
∃

+++ #
∃

666 ∀
∃

###

### 岁岁 色调调 红红 橙
∃∃∃

黄黄 绿绿 蓝蓝 白白 紫紫 黑黑

   ∀ 6人 !!!!!!!!!!!!!!!!!!!!!!!!!!!!!!!!!!!!!!!!!!!!!!!!!!!!!!!!!!!!!!!!!!!!!!!!!!!
分分分数数 3 7 +++ 3 3 ∀ ;;; 3 3777 3 6 ;;; ; 666 + + ∀∀∀

拓拓拓拓 7
∃

333 +
∃

∀∀∀ # 7
∃

;;; +
∃

777 #
∃

∀ 7
∃

∀ ### ∀
∃

###

岁岁 色调调 橙橙 红红 黄黄 绿绿 紫紫 蓝蓝 黑黑 白白

   ∀ 6人 !!!!!!!!!!!!!!!!!!!!!!!!!!!!!!!!!!!!!!!!!!!!!!!!!!!!!!!!!!!!!!!!!!!!!!!!!!!
分分分数数 3 ; 3 + ;;; 3 + +++ 3 333 3 6 333 ; 7 444 777

男男男男 + 6
∃

+++ 7 +
∃

777 7 7
∃

7
∃

666 4
∃

666 666 ∀ 666 4 7
∃

;;;

平平均均 色调调 红红 橙橙 黄黄 绿绿 蓝蓝 白白 紫紫 黑黑

分分分数数 3+ ∀
∃

∀∀∀ 3 7 ∀
∃

3
∃

∀∀∀ 3 3
∃

3 6
∃

; ### ; ∀
∃

7 7
∃

拓拓拓拓 7
∃

∀∀∀ 7 4
∃

∀∀∀ 6
∃

;;; # ;
∃

666 ∀
∃

### ∀ ;
∃

### ∀ ;
∃

666 ∀ 4
∃

∀∀∀

∃

满分4 6
∃

计分方法为按爱好顺序排列计分
,

最喜爱的列为 3号
∃

记 + 分
∃

其次喜爱的为4 号记 7 分

⋯⋯依次类推
∃

从表 # 可以看到汉族幼儿对不同色衣的选择喜爱的顺序是
∗ 红

、

黄
、

橙
、

白
、

绿
、

紫
、

蓝
、

黑
。

其中前三色红
、

黄
、

橙与末二色蓝
、

黑完全与色片选择相同
。

表 和图 ∀ 说明朝鲜族与汉族幼儿对 + 种色衣的爱好总的情况
。

从表
、

图 ∀ 可以清楚地看到朝鲜族和汉族的 一 岁幼儿对色衣爱好的异同
。

经统计处理
,

朝
、

汉 两民族对色片爱好的差异
,

二为 < = 6
∃

663 0 ∃
< = 6

∃

6# 均达显著水

平
,

其它不显著
。

差异的颜色为 白色
、

黄色
、

绿 色
。

以上是从朝鲜族与汉族两个民族幼儿对色片与色衣爱好的情况
。

那 么不同年龄组之 间有

无差别 呢 >

36



表 # 汉族幼儿对 + 种颜色衣服的爱好排列次序
协

少∃ 满分为4 6
∃

⋯⋯依次类推
∃

裹

计分方法为按爱好顺序排列计分
∃

最喜爱的列为 3号
,

记 + 分
,

其次喜爱 为 4号 记 7 分

朝鲜族幼儿与汉族幼儿对 + 种颇色衣服的爱好排列次序

33333 444 ∀∀∀ ### 7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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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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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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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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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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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拓拓拓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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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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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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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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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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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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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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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分分数数 3 + 3
∃

3 ∀∀∀ 3 # ;;; 3 ∀
∃

∀∀∀ 3 4 444 33 6
∃

3 3 6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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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

;;;
∃

44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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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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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6;6而766#6叼

分敬百分比

和46功口

图 ∀ 朝鲜成与汉族儿童对 + 种颜 已衣服的爱好情况比较

在
’

3∗? 烦我们再将朝
、

汉两族的三个年龄组的幼儿对 + 仲色片和 + 种毛衣的爱好情况 含并

作进一步分析
,

结果分别见表 7 和表 +
。

图 和图 #
。

表 7 三个年龄组对八种色片的爱好结果

万下蔺一
一Δ

下 ⋯ 2 ⋯ ⋯ 2 ⋯
、: 习‘: Α

∃

Ε
, 1 2

二
‘

Β Ε
∃

2
1

Ε
、 、

:

趁: 2
红 ⋯橙

2
了佗

3
绿 ⋯蓝 ⋯紫

2
自

2
黑

竺 塑
一

:
一

匀
一

⋯ Ε一Ε一 Ε 卜
一

匕
一

Ε
Δ

岁  6人 ! 2
”# 7 ⋯”# + ⋯

”
3 4 ; , ⋯”6 2 ‘; 3 “∀ 6 ! ‘7

一
’

顺序

下丁 ⋯
4

厂丁
Φ/ 9

2几刃 2
了

厂飞 万了一
。岁  。人 ! 2

∀∗

2
4“了

⋯
” ,

2
4 6 4

3
4 ∀

Ε
4 4 7

⋯
·

4”4

3
3“3

一耐
一

丁一
3

一卜
一

子 2 了习
一

万一Γ一万
一

2
#

2
一

二下
一

+

一
亚黔一刃万

一

?’
一

习不
一’

零
一

僻
一

片了
一

,‘
丁

一

二

一意万蔽
一Δ

同Γ百一2而可俪
。

3
了 。

Ε
一

俪一
下面刁飞而

一厂而‘一

少赢浮
一

⋯
一2

一王一Ε一百
1

一⋯一玄一⋯一
1 一

二
一
百一2

Δ Δ Δ Δ Δ Δ

ΔΓΔ

一
呀一⋯一ΓΔΔ一

各年龄满分为 +6 分

经统计处理
,

朝
、

汉两民恢三个年龄组的显著差异为
∗

岁和 # 岁对橙色片差 异显昔
,

< = 6
∃

63
,

其它不显著
。 # 岁和 岁对橙

、

黑色片差异显著
,

< = 6
∃

63
,

其它不显著
。

岁

和 岁对紫
、

白色片差异显著
,

< = 6
∃

63
,

其它不显著
。

从这里可见
,

三个年龄组对 色片爱好顺序基本上是 一致的
,

如果把三个年龄组的洁果合

3名



并一起考察
,

则可以看出其先后顺序为
∗

红
、

费
、

橙
、

绿
、

紫
、

蓝
、

白
、

黑
。

∃

这个结果 与我

们 前 项对 ∀ 岁以前的幼儿颜色爱好的结果比较
,

表现了
1

阳川的 相似性
,

?Η3Ι 匆
∃

、

的
、

橙 色较

多地 被喜爱
,

而蓝
、

紫
、

白
、

黑等色较少地被喜爱
。

表 + 三个年龄组对八种色衣的爱好结果

·

⋯
·

⋯
·

⋯
·

⋯
·

⋯
·

⋯
ϑ:

⋯
鲤1
土
一

竺竺
Δ

一
全呈旦一上全”

1

⋯
1

竺
1

Ε
1 3
丝

1 1 1

⋯翌
1

1 1 1
1

⋯
1 1 1

些
+

‘
⋯

,

3
‘

⋯
∀

3 ⋯ 了

⋯
#

3
马‘。 ⋯

∀

‘⋯
一

百。牙一⋯
一

泛6 一⋯
一

4 ∀

⋯
4而

一

⋯
4
艺

一

⋯
3, 3

3

Ε
4

⋯
∀

3
>

3
‘

⋯ Ε
#

⋯
∀。。

⋯
∀ 7 3

⋯
∀ 6

3
4‘。

3
3 + +

⋯
4 3

3
3“∀

【
3

一⋯一3
一

⋯一上⋯一∗ 一2
一 ∗ ⋯

#

⋯
1

1 1

Ε
1 1

+

3”“

3
“。‘

2
。4‘

⋯
了“,

3 ⋯
3∀

⋯
7 4

⋯
4‘

1 1

3

一2一飞一
1月 、

⋯
1

万习止兰
1

三
1

∃

⋯
∃ ,

一泣
1

二
1 1

土1
#

3 1

3
二 +

。

从表 + 可 以 见

到
,

各年龄组对 + 种

色衣的爱好顺序 也大

致一致
。

即对暖色调

比较喜爱
,

对冷色调

比较不喜爱
。

最喜爱

的是最红色
,

不喜爱

的是黑色
。

三个年龄

组都是如此
,

∃

色片进

行的结果 也 是 一 致

的
,

在色片实验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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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岁
、

# 岁
、

岁二个年岭组对 + 种色片的爱 吁情 况比较

儿 童也是表现出对红色特别喜爱
,

而对黑色最不喜爱
。

讨 论

一
、

不同民族 儿童对 !领色的爱好

在我们的前一实验中2对汉族幼儿
‘

的 ∗须色爱好表明
,  

%

岁幼儿中只有少数幼儿 对 女9 色

作出一定反应
。

但到 ( 岁和(
%

& 岁时
,

幼儿基本上能表现 出对颜色爱好
。

总 的 趋 势 是 对
,

红

色
、

黄色等较为鲜艳的颜色比较喜爱
,

而对较暗的颜 色如紫色
、

黑色则不喜爱
。

在 ∋ 岁幼儿

中有:/
%

+绍的人喜爱红色
,

占 . 种颜 色的
一

首位
。

在陈立等 的一项研究中也指出
,

我国的学

前儿童和学龄儿 奄也一致喜爱红色
。

这些实验的被试都是汉族幼 ∗七
。

在术实价中我们 ;’< 币探

丰∋



讨了在延边地区朝鲜族与汉族幼儿对颜色爱好的异同
。

实骑结果表 明
,

在色片选择中朝鲜族

幼儿最喜爱黄
、

红
、

橙色
,

而汉族幼儿则最喜爱红
、

黄
、

橙
。

就汉族幼儿来说
,

一 岁幼

儿与3
∃

岁一 ∀ 岁幼儿的喜爱色的首位相同
,

都是红色
。

无论是汉族或是朝族儿童总的 趋 势

都是以艳 色
、

暖色为更喜爱的颜色
,

在这点上
,

两个民族的幼儿喜爱色是一致的
。

为什 么会

出现这种一致的趋势呢 > 可能由于幼儿出生后所接触的外界东西多是鲜艳的
,

暖 色 调 的 物

体
,

而这种鲜明的色调更容易引起他们的注意和兴趣
。

因此
,

在幼年时期或儿童时期颜 色的

爱好
,

不同民族 之间的差异看来不是很明显的
。

但随着年龄的增长
,

民族风俗习惯的影响进

一步深化
,

颜色爱好是否会发生明显变化
,

尚有待进一步研究
。

二
、

抽象颜色  色片 ! 与具体物颜色  色衣 !的差异

抽象的颜 色片
,

与附着于实物的颜色
,

幼儿的爱好有无差异> 这是个很有兴趣的问题
。

幼儿生活在彩色的环境中
,

一切穿着
,

陈设
,

玩具
,

甚至食物
,

衣食住行无一不具有色彩
。

但各种色彩一旦 附着于各种实物上
,

则因文化背景不同
、

实物的不同
,

又会产生不同的结果
。

本实验是采用颜 色附着于朝鲜族女孩的衣裙上
,

这样便于幼儿进行色彩选择
。

可以设想
,

如

果将色彩 附着于旗子上
,

则幼儿可能选择他所喜爱的红旗
, 若附着在植物上

,

则幼儿可能会

选择绿色为喜爱 色
、 若附着在动物小兔

∃

上
,

则幼儿可能会选择白兔或黑兔
。

容赔结果表明 ∗

#
!

人甘

鲤?牙圣∋

柳翻初翻

分彼

矛 , 一 , 月
,

沪玉 ∃ ∃ 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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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 价 贾 耳 蓝 东 自 瓜

劫曰脚6

朝鲜族幼儿选择 色衣

的喜爱色为红
、

橙
、

黄 , 汉族幼儿为红
、

黄 ‘ 橙
。

这个实验结

果与用色片作为实验

材料的结果很近似
。

这表 明在儿童时期更

喜欢艳色是年龄特征

的一种表现
。

图 # 岁
、

# 岁
、

岁兰个年龄组对 + 种 色衣的爱好情况比较

小 结

本实验结果表明
,

朝鲜族与汉族的 一 岁幼儿都 已表现 出明显选择喜爱颜 色 的 倾 向

性
。

朝鲜族 一 岁幼儿对 + 种色片喜爱顺序为
∗
黄

、

红
、

橙
、

绿
、

紫
、

蓝
、

白
、

黑
。

汉族

幼儿对喜爱 色的顺序为
∗ 红

、

黄
、

橙
、

紫
、

绿
、

白
、

蓝
、

黑
。

无论对抽象色  色片 ! 或是具

体物色  色衣 !
,

朝
、

汉两族的儿童均最喜爱红
、

黄
、

橙 色
,

最不喜爱紫
、

黑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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