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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 生 至 三 十 六 个 月 儿 童

智 能 发 展 的 追 踪 研 究 /二0

茅于燕 周志芳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

本文第一部分包括
1
问题 的提出

、

研究方法 /被试和设计0和部分结果 /初生至三十六

个月儿童智能发展的规律和儿童摹画能力的发展规律 0
。

三
、

结 果 / 2 0

/三0影响儿童早期智能发展的因素

本研究系结合发展速度来探讨这个问题的
。

某个儿童对这些行为项 目通过 得 早
,

就

意味着他智能发展较好
。

当然这不是绝对的
,

但在小年龄阶段一般可以说是如此
。

这里着重用具有不同因素的成对群体通过各行为项目的月龄的 3 考验来说明问题
。

由于篇幅所限
,

只说明在统计上有显著差异的项 目
,

不过每个成对群体内均有 有差 异 /但

统计上未达到显著性水平0的项 目
。

+
4

性别

本研究对象男孩 +5 名
,

女孩 +6 名
。

五个领域所统计的 +7 +个项 目
釜
中

,

仅有 + 项
1 语言

领域的
“

会表示不要
” ,

男女孩有显著差异 /3一 2
4

76 5
,

∀ 8 7
4

7 50
,

女孩早于 男 孩
。

所以性别

差异在三岁前不显著
。

这个结果与一般材料不完全一致帕
。

2
4

是否独生子

本研究有独生子 +, 名
,

非独生子 +7 名
。

在五大领域的+ 7+ 项 中
,

只有 +7 项有显著差异
,

占总项 目的 ,
4

,拓
,

其中 . 项集中在适应能力领域
,

占有显著差异项 目的.7
4

。万
,

独 生 子早

于非独生 子 的 多
。

如
“

认 识 图 形 大 小
”

/3一 2
4

2 ,
,

∀ 8 7
4

7 50 9
“

搭 了一−层 塔
”

/3 : 5
4

6 6
,

∀ 8 7
4

7 20 等
。

原 因可能是独生子受到的早期认知能力的训练多些
。

但总的 来 说 一个儿

童是否独生子对智能发展影响不明显
。

4

家庭教育条件

家庭教育条件的好坏
,

对三岁以前儿童是否有影响 1 这在我国尚无系统研究
。

本研究将2 ,个追踪儿童的豪谜教请条件分成好与差两类
,

标准见表 , 。的注释
。

属于不同家庭教育环境的儿童在 );) 项 中只有 2, 项有显著差异
,

占总项 目 的 2−
·

<多
,

约为四分之一
,

家庭教育好 的儿童与家庭教育差的儿童相比
,

早通过的项 目多些
。

如大运

怜
总行为项目为2 72 个

4

为简便统计起见
4

仅取定义明确
、

容易执行的项目
。

不过
4

也力求使每个领域 的 行 为 项目

的比例与原来领域一致
4

故选用了); )项
,

即原来项目的一半
,

各领域也差不多是原来项目的一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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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领 域 的
“

俯 卧 前 臂 支 撑
”

/3 一 2
4

5 .
,

∀8 7
4

7 +0
、

适应能 力 领 域 的
“

知 道 一 和 许 多
”

/3 = 24 7 +<
,

∀8 74 ;5 0等
,

从领域分布看
,

在语言和适应行为两者 最 多
,

各占 − 项和 , 项
,

共

占有显著差异项 目的 5−
4

.拓
。

从年龄看
,

多在 +− 个月以后
,

有 +. 项
,

占5 5 42 多
。

’

从以上材料表 明
,

家庭不同教 育条件对三岁以前儿童的智能发展影响不显著
,

但从趋

势看
,

年龄愈大愈有影响
,

且集中在容易受环境影响的语言和适应行为领域
。

这说明教育

影响愈来愈大
。

这种趋势从一岁半就开始了
。

6
4

母亲职业

在北京城 内一般是母亲照顾孩子的多
,

如果说家长职业不同使家庭环境不同
,

对孩子

的发展有影响的话
,

那么以母亲职业划分更有意义
。

由于母亲从事的职业类别很多
,

每一类人数又很少
,

所以我们适 当加 以归类
,

以
“

是工

人
”

和
“

不是工人
”

作为群体分类的标准
。

结果表 明
,

母亲是工人 /, 人 0与不是工人 /2。人 0在
矛

息的+ 7 +个项 目中
,

只有 +7 项有显

著差异
,

占,
4

,男
。

母亲是工人的早于不是工人的孩子早通过的多
。

如大运动 领 域 的
“

俯

卧抬 头 , 7
“

/3 : 2
4

+ ,
,

∀8 7
4

7 2 0 , 语 言 领 域 的
”

会说 ; > ; > ? > ? >
无 所 指 /3 : 2

4

2 < +
,

∀ 8 74 72 0等
。

由于有显著差异的项 目约占十分之一
,

所以母亲是否工人对孩子 的 智 能发

展在三岁以前这个年龄段不显著
。

原因可能是三岁以前这个年龄段儿童以感知一运动的

活动为主
,

不同职业的母亲
,

对感知一运动的影响没有很大差别
。

5
4

生活经验

对
一

三岁以前的儿童来说
4

,

入托与否是最大的生活变化之一
,

理应加以研究
。

本研究2,

名儿童可分为三种情 况
1 / + 0三年一直在家

,

没有入过托儿所 / . 人0 9 / 2 0从 5. 天就在托

儿所生活 / , 人0
9 / 0中途入托儿所 /一岁半以后

、

两岁以后
、

中途退出的等等
,

+6 人0
。

对

这三种儿童我们作了两两的比较
1

/ + 0 一直在家与早入托儿所儿童的比较

结果表明
,

+7 +项中只有 +7 项有显著差异
,

占,
4

,拓
。

一直在家的儿童较早入托的 儿童

早通过的项目多些
。

如
1
适应能力领域的

1 “

指出身体 一6 部分
”

/3 =
,

6 . ,
,

∀ 8 7
4

77 60
、

“
白天知道说小便

”

/3 =
4

.
,

∀8 。
4

。。了50 等
。

从领域看多集中在适应行为和 社 会 行 为
,

占

有显著差异项 目的<7 多
。

年龄集中在一岁以前有 . 项
,

占有显著差异项 目数 的 .7 厂
。

这

可能是一直在家儿童早期受到的照顾
、

训练
,

较早入托儿童多些
。

/2 0 一直在家与中途入托儿童的比较

结果表 明
,

+ 7+ 项 目中只有 , 项两组有显著差异
,

占−
4

,万
。

中途入托的早于一直 在家

的儿童早通过的项目多些
。

如语言领域的
“

会讲 +7 个 词
”

/3 一 2
4

5 .
,

∀8 。
4

7 + 0
, “

会 说 一5

个字的句子
”

/3一 24 2 −2
,

∀8 74 7 0等
。

, 个有显著差异 的 项 目 中 5 个 在 语 言 领 域 /占

舫
4

.多0
,

年龄多在 +− 一26 个月
。

这可能由于中途入托儿所的儿童有两个环 境
,

迫 使 他用

语言表达个人的思想和要求
,

比一直在家的儿童有更多的语言经验
。

/ 0 中途入托儿所与早入托儿所这两类儿童的比较

在+7+ 项中有25 项有显著差异
,

占26
4

−拓
。

全是中途入托 的早于早入托的儿 童通 过的

项 目多
。

这是我们所分析 的成对群体中有显著差异的项 目最多的一个因素了
。

差异多集

中在语言
、

适应行为和个人一社会行为领域
。

·

年龄最多在27 = ; 个月这一年1龄 段
。

如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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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行为领域的
“

认识图形大小
”

/3 :
4

2 +
,

∀8 7
4

7 7 6 0
, “

会表示不 要
”

/3 : 5
4

7 2 +
,

∀ 8 7
4

7 7 .0

等
。

这部分材料可 以初步说 明一岁半以后入托儿所较早入托儿所对儿童发展 有 利
,

可能

因为
1 / + 0一 岁半 以后已经基本上度过了与母亲分离所产生的

“

分离焦虑
”

严重的时期了

/六
、

七个月至一岁半左右较严重0
,

母爱不 致于太欠缺
9 /2 0一 岁半以后基本上会走了

,

好

奇心很大
,

托儿所的新鲜环境
,

使他迫切地需要去探索
、

去适应
,

这就使他暂时
“

淡忘
”

置身

于一个陌生环境而努力去学 习
,

因而发展快
9
而早入托的儿童没有明显的新鲜 感

,

环 境是

在以感知一运动为主要活动方式中慢慢熟悉的
,

所以它不如对中途入托的儿童那 么 有束味

激作用
。

综合以
4

上所有因素造成成对群体有显著差异的,6 项行为项 目加 以分析
,

我 们 发现
1

/ + 0年龄以 26 一 7个月最多
,

说明这个阶段最容易接受环境影响
,

早期教育 应 从 这 时开

始
,

见表 6
,

图 9 / 2 0在五大领域内
,

以语 言
、

适应行为这 两大行为领域 中有显著 差 异的

项 目较多
9 以精细动作领域中有显著差异的项 目最少 /见表 5

、

图 6 0
。

表 6 有显著差异的项目的年龄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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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有显著差异的项目的年龄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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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有显著差异的项 目的领域分布

⋯
’

Β大 运 动 Β精细动作 Β语 言 ⋯适应行为 Β社会行为 Β
Φ Φ Φ

、否独生·

⋯翼蠢重晕直辈翼重互霎⋯1 ⋯1 ⋯1 ⋯1 ⋯9 ⋯
‘

1
家 庭 环 境

⋯童霎晕享囊霎 ⋯9 ⋯9 ⋯1 ⋯1 ⋯1 Α
2

9
母 亲 职 业

⋯靠全雯暴熹辈幸交霎 ⋯1 ⋯1 ⋯1 ⋯1 ⋯9 Β 1
·

Β Γ 在家的早于早入托的 Β + Β 。 Β 1 Β 1 Β 6 Β ,

积山22Η+四
、

讨 论

戴尔冲Ι皿肾
/一0智能发展过程的主要类型

追踪方法为我们提供了研究儿

童智能发展进程的条件
。

我们发现

这2, 个儿童中主要有 四 种 类 型
1

/ + 0平滑上长
1
发展 平 稳

,

通过各

种 行为 项 目 的 月 龄 按 序 上 升
9

/ 2 0停顿
1
发展中途有 停 息

,

某些

行为项目迟迟不通过
,

因此 通 过这

些行为项 目的月龄就 较 平 均 月龄

厂门大运动

盛舀习精细运动
匕圣Α习语言

卜互支习适应行为

习 口
社会
砂

领域

图 6 有显著差异的项目的领域分布

晚 9 / 0锯齿 1
发展有倒退

,

表现在某些项 目通过了
,

过一两个月测查又不会了
,

等再过一
两个月才又通过 /通过的月龄以第一次为准0ϑ 比如 2+ 号儿童一岁三个月会用玻璃丝穿进

扣子洞孔
,

一岁七个月时又不会了
,

到一岁十个月才又会穿
9 / 6 0大波动

1 发展过 程 波动

大
,

时而快
,

时而慢
,

画成示意图就成
“

之
”

字形
。

凡平滑上长型的发展过程长的儿童
,

智能

水 平就高些
。

很可能智能发展的早晚是这几种类型的发展进程的不同组合造 成 的
,

每一



心 理 学 报 + , − .年

个人有其独特的组合方式
,

就构成了人与人之间不 同的发展进程
。

/二 0完成认知领域 /或适应行为领域 0 内行为项 目的思维活动水平

从行为通过的月龄
,

或发展速度
,

我们只能作定量的分析
,

它不反映儿童完成 任 务的

手段和思维活动水平
。

追踪使我们看到了儿童思维活动这方面的表现
。

从他们调整 自己

的错误这个角度看
,

有三个不同的
、

从低级到高级的思维活动水平
1 / + 0不知有错

。

27 号

儿童在做 匹配颜色相同
、

但形状不同的客体的项 目时
,

把不 同颜 色的积木和小碗随便放到

一起
,

就说
1 “

做完了
” 。

这表示他未发现错误
9 /2 0用直观对比

,

从感知水平上发现有错
,

加 以改正 9 / 0经过思维运演气发现有错
,

在行动上加 以改正
。

如
1 22 号儿童拿起一块与

身边小碗不同颜 色的积木
,

但未放置
,

只通过思维运演
,

在头脑里对比
,

发现 有 误
,

迅速调

整
。

一般来说
,

发展早的儿童从两岁开始就有这第三水平的思维方式的萌芽了
。

/三 0情急生智
“

‘

Γ青急生智
”

指在紧张的智力操作时
、

在外界的强化下
,

儿童的智能有促进的 表 现
,

有

些原来不会但快会做的行为项 目
,

能在一瞬间通过了
,

甚至会保持下去
。

比如伸 手 够物
、

积木换手
、

用积木搭塔
、

认识颜色和形状等
,

都有这种表现
。

人处于紧张的智力操作时
,

大

脑的活动水平迅速提高
,

注意力高度集中
,

这种生理
、

心理状态有利于某些行为适 当 地超

前表现
。

另外
,

强化对小年龄儿童也有积极作用
,

积极的强化使有的行为出
4

现得 更 加容

易
。

这可能是追踪测验使常模月龄偏早以及早期教育能促进智能发展的心理学原因
。

/四 0个性品质对智能发展的影响

个性是人的心理特点的一个重要方面
,

心理学在这方面有很多研究
。

它对于 智 能发

展的影响
,

也是众所周知的
。

我国关于超常儿童的研究也发现超常儿童的学业成 绩 并不

必然是最优秀的
,

很大的一部分原因在
“

性格
” ,

比如意志力差等卿
。

追踪三年使我们 对每

一个儿童的独特性格有了比较全面的了解
,

它对于儿童智能的发展确有影响
。

2, 个儿童的个性倾向可以分为四种类型
1

/ + 0好奇心强
、

有学 习 的 坚 持 性 / , 人0 9

/ 2 0好奇心强
,

只有短暂的坚持性 /了人0
9 / 0对新事物不 敏感

,

但愿意接受教学
,

有短暂

的坚持性 /− 人0 9 /6 0性情急燥
,

不易接受教学
,

几乎无坚持性 /5 人0
。

这四种性 格 中第

一
、

二种较好
,

对智能有积极性影响
,

发展较早的儿童大都属于第一
、

二种性格
9 发 展 较晚

儿童 中大都属于第三
、

四类性格
。

下面是发展最早儿童 /25 号0与发展最晚儿童 /+ 号0的个人特点
1

胡 Κ /2 5号儿童 0
,

女
,

非独生子
,

有一兄与她相隔六岁
。

父亲是司机
,

母亲是工人
。

由

于是双职工
,

早期 由奶奶抚养
。

奶奶家人口 多
,

也有一个 良好的家庭教育环境
。

几个姑姑

常逗引她
,

给她讲故事
,

教她认识事物
,

而且不同的人对她的态度不同
,

她也学会了用不同

态度对待不同人
。

胡 Κ 平时对事物善观察
、

好奇心强但不多言
、

懂事早
、

爱学 习
、

有心计
。

对人亲热
,

遇事 灵活应付
,

不任性
,

做智能测查时
,

仔细听要求
,

细心思考
,

往往一次完成
。 ‘

她在两岁半入托儿所
,

表现呆板
,

但不哭
,

能控制 自己的情绪
。

王 义 Λ /+ 号儿童0
,

男
,

非独生子
,

有一兄与他相隔五岁
。

父亲是体育老师
,

母 亲是会

计
,

家里有爷爷同住
,

但已近暮年
,

要人侍候
。

王 Κ Κ 在六个月母亲上班后
,

每天就 由母亲

先送 到姥姥家
,

由姥姥看管
,

晚上接 回来
,

这样直到三岁
。

他从六个月以 后
,

许 多 行 为项
铃 “

思维运演
”

指儿童至头脑中进行
“

是
”

与
“

非
” 、 “

对
”

与
“

错
”

的判断
,

在头脑中作出选择
4

再表现为行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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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

特别是语言
,

都落后
,

与这个家庭环境有关
。

父亲崇尚老法带孩子
,

刘
一

孩子的发育稍为

落后
,

不 以为然
,

常说
1 “

他哥哥小时候还不如他呢 Γ ”

母亲则 自暴自弃
,

常说 1 “

我们的孩

子是不如人家孩子机灵
” 。

王 Κ 冲性情急燥
,

不善观察
,

不动脑筋
,

不积极学习
,

没有长性
,

在做智能测验时对玩具感兴趣
, ‘

摸来摸去
,

不仔细听指导语
,

往往要说几遍才做
,

不易控制

自己的情绪
,

想干什么马上就干
,

不同意就哭
。

/五0儿童的自知 ΜΕ

自知力指对自己能力的察知或自我的意识
。

过去有人对早期儿童的 自知能力估计得

过低
。

比如他们说
1 “

在儿童生活的第一年是说不上什么自我意识的
” 〔幻 9 “

一岁以前,0 七童

甚至不知道自己身体的存在
”
闭

。

我们的追踪研究告诉我们一岁以内的儿童就 开 始 有某

些方面的 自知力了
。

比如2 ,号儿童在 , 个月时会拉着妈妈的手去够他估计自己不可能够
到的东西

。

他不但知道自己的存在
、

知道 自己的能力 /不能拿到0
,

还知道利用成 人 有的
、

和他一样的
“

工具
”

/手 0
,

可 以代替他完成拿取的任务
。

不过这时的 自知力还局限 在 与身

体有关的事情上
,

我们称之为
1
身体水平的 自知力

。

儿童到两岁以后开始有对认 知 任务

的自知力了
。

他们对自己是否能够完成某个认知任务这样复杂的智力活动
,

也有 一 定的

自知力
,

这也是一种 自我意识的表现
。

有的书上说
1 “

约在生活的第二年儿童开始知道自

己的名字⋯⋯
,

开始认识到自己身体的各个部位
,

也意识到自己身体 的 感 觉
。 ”

卿这种说

明与我们追踪儿童相比
,

也大大落后了
。

儿童这种在认知水平上的 自知力
,

可以从他们对

自己是否能完成某种认知任务的估计上表现出来
。

比如 2 −号儿童
,

在两岁一个月时
,

我们
Ε 4

⋯

⋯
问他 1 “

你饿了怎么办 Ν ”

他回答说
1 “

吃饭
” ,

问他
1 “

你累了怎么办 Ν ”

他想了一 会 说
1

“
不知道

,

不会
” 。

这说 明他对自己的能力已有
“

自知之明
”

了
。

有了这种 自知力
,

学习才能

顺利进行
。

/六0影响智能发展的因素

国外对此有很多研究卿
,

但也无定论
〔5
一在我们的研究中从群体看

,

性
4

别
、

母 亲 职业
、

家庭教育条件
、

是否独生子
、

过去入托儿所等因素对三岁前儿童智能发展影响不 显著 9 但

从个体看
,

性别与家庭教育条件优差还有一定影响
1 女孩较男孩早期发展早些

,

家庭教育

条件好的比差的发展早些
,

这可从个案分析 中看到
。

综合各种情况
,

我们认为
1 / + 0因素

往往是综合起作用的
,

一个儿童同时又是一个女孩
、

又有一个不良的家庭教育 条 件
,

也许

又是一个非独生子
,

可能还没有入过托 ⋯⋯这许多因素往往交叉 起 作 用
,

单 独 分 析
,

可

能看不清楚
,

须留待以后进一步分析
。

/ 2 0对早期儿童智能发展来说关键的是家长
,

特别

是母亲
,

对孩子心理发展的认识和期望
,

而不是其它
,

可借这两点很难从三 岁以前的 材料

中作具体分板
9 / 0影响的因素在不同年龄可能有不同

。

比如 1 营养
、

健康对一 岁以内儿

童更重要
9
家庭教育条件

、

集体生活经验
,

到两岁才起主要作用
9
而是否独生子 以及母亲职

业
、

文化程度则还要更晚些
,

所 以还看不出来
。

/七 0智能的主要指标

发展速度是智能发展好坏 的定量标志
,

那么
,

什么领域的行为是智能最主要的定性指

标呢 Ν 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看 法
。

有 人 认 为 是 语 言帕
。

如 1 推 曼 /! ΟΠ ? > Χ0
、

阿 勃特

/ Θ 30
、

安德生 / Χ Ρ Ο Π Σ ϑ Χ 0
、

伊林握兹 /)ΤΤΥΧ Ι ς ϑ Π 3 Ω0等
〔−〕。

伊林握兹甚至认为 如 果 一个

儿童语言不落后
,

其它行为即使落后也不会严重卿
9 另外有人则认为是适应行为

。

如 华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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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Ξ >3 Σϑ Χ0 和罗里 /∋ ϑ ς Π Ο
力

。〕。

他们还说语言不是智能最主要的指标
,

也不能预 测 智能

的发展
。

我们同意华生和罗里的观点
,

也认为适应性行为 /或年龄稍大以后的认 知 能力0

是智能最主要的定性指标
,

它有预测以后智能水平的价值
。

原因是
1

/+0 有 . 个 儿 童早

期语言发展并不好
,

但适应 能力或认知能力的项 目都做得比较好
,

他们还算 是 比 较 聪 明

的 9 / 2 0开始追踪时
,

我们有一个儿童在四个月时发现她聋哑
,

因而从被试中删去
,

但随访

了解
,

她的智能偏上
9 /一般聋哑儿童的智力未受影响也可说 明0 / 0适应行为是以后的理

解力的前身
,

与以后的智力有密切关系
。

所以说
,

适应行为或认知能力是智能发展的最主

要的指标
。

五
、

小 结

/一 0 根据三年追踪测查
,

得出了初生至三岁儿童智能发展的规律
,

为丰富我国儿童

心理学的内容
,

提供了材料
9
对三岁前儿童的教养提供了依据

。

/二 0 从群体看
,

性别
、

母亲职业
,

是否独生子
、

家庭教育环境
、

过去 入托经验等因素
,

对三岁前儿童智能的发展影响均不显著
9
从个别儿童看

,

与智能发展有一定影响的首先是

性别和家庭教育环境
,

其次是入托经验
1

女孩
、

家庭教育条件好
、

一岁半以后入托 的儿童
,

智能发展较好
。

/三0 发展非匀速
,

同一儿童在不同月龄发展速度不一定相同
,

不同儿童更是如此
。4

这主要是四种不同类型的发展过程的不同组合造成的
。

这四种类型是
1 平滑上长

、

停顿
、

锯齿和大波动
。

/四0 个性品质对智能发展有影响
、

四种不同的个性品质中
,

好奇心强
、

有学 习 坚 持

性的儿童
,

智能发展也较好
9 性情急燥

、

不接受教学
,

几乎无坚持性的 儿 童
,

智能发展也较

差
。

/五0 儿童完成认知任务的行为项 目时
,

有三种不同层次的思惟水平
9 两岁左右的智

能 发展早的儿童即开始有思惟运演的萌芽
。

/六0 儿童在生后第二个半年就开始有自知力
,

这时的 自知力与身体安全以 及 动作

有关
9
生后 两年开始有与认知任务有关的 自知力

。

/七0 智能的主要指标是适应性行为 /或认知能力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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