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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 生 至 三 十
‘

六 个月 儿 童 智 能

发 展
/

的追踪 研
·

究 0一1
‘1”

’

茅于燕 周志芳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

摘
,

要

本研 究用追踪法
、

根舞智能 预测表时, 名 儿童从初生至三十六个月进 行 智

能刚查
,

并向家长作 全面 了解
,
’

得 出
2 0 + 1初生至三十六个 月儿童智能发展的规

律
3 0 1影响智能发展的因素

。

作者并对发展类型
、

完成认知作业的 思 维活动水平
、

个性对发展的影响及早

期 智能的主要指标等进行 了讨论
。

一
、

问题的提出

自从我国实行
“

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
”

的国策以来
,

家长
、

保教人员
,

除了对儿 童 的

身休健康十分关心外
,

也开始对儿童智能的发展是否正常以及如何促进注意起 来 了
。

而

如何评价一个儿童智能发展聂杏正常
,

则需要有一个正常发展的规律作比较
。

心理 学 工

作者过去在三岁以前儿童心理发展的规律方面做得忱较少
,

我们正是想在这方面做 点工

作
,

所得材料一方面可以增添儿童心理学的内容
,

另一方面可以满足家长和保教人员 的需

要
。

研究智能发展规律
,

广义地说有两种方法
2
横断法和追踪法

。

本研究采用的是 追 踪

法
。

这种方法已有 +44 多年历史
。

0早在十八世纪
,

梯底曼 0!5
6 7弓8 9: :1 就发表 过 关 于

一个儿童成长的记录 0+ ; − ; 1〔
, , 1

。

进化论创始人英国的达尔文
、

德国生理学家兼心理学家

蒲来尔0<
/

∀ = 6
∃6

= 1也都用过这种方法系统地观察
、

记录过自己孩子心理的发展
,

有的还

做了实验
。

达尔文的
2 “

一个婴孩的生活概述
”
叻 是这个领域最早的 名著

,

至 今 仍 有 影

响
。

蒲来尔撰写的
“

儿童心理,,0 幻
,

为科学的儿童心理学奠定了基础
。

、 ‘ ·

〔

这以后
,

格赛尔0
/

( 。> 6 ??1
、

秀兰 0≅
/

> Α 5= ?‘了1
、

贝来 0∗ 2
、

Β 9 ∃ ?6 ∃1等人
,

也都用 过

追踪方法探讨儿童发展规律
,

制定了婴儿智能发展量表帅
。

+

我国陈鹤琴也记录过自己孩子出生后 −4 −天的发育和活动情况
,

并拍摄了珍贵的追踪

+1
’

本文于+ , − Χ年 Δ 月+# 日收到
。

·

朴
张额秀同志整理了儿童绘画部分

,

赵路同志参加了材料的整理
,

谨此致谢
。

料 由于篇幅较长
,

故分为两部分刊载
/

这一期先刊载第一部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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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

他据此撰写的
“

儿童心理之研究
” 〔“ 是我国儿童心理学领域中的巨著3

我们认为这种方法虽然有它的缺点
,

但在确定早期儿童智能发展的规律
,

从动态角度
了解影响早期发展的因素

,

仍不失为一种重要的方法
。

所以在过去用横断法对儿童 智 能2

发展规律作过 四年探索的基础上
,

我们改用追踪方法
,

进一步对同上问题
,

进行探讨
。

本研究有两个内容
2 0 + 1 ,个儿童从初生至三十六个月智能发展的规律

,

以 通 过
2

大运动
、

精细动作
、

适应行为
、

语言和个人社会行为等五大领域内各个行为项 目的月 龄 段
/

表示
,

并标出−Χ 拓儿童通过这些行为项 目的月龄作为具有代表性的标准 年 龄 或 常 模 年

龄
。

不过
, /

由于本样本人数较少
,

作为常模年龄可能不够恰当
,

称作 , 个追踪儿童通过这
Ε

些行为项目的密集年龄更为合适
。

0 1影响智能发展迟早的因素
,

如
2
性别

、

母亲 职 业
、

/

家庭教育环境
、

是否独生子和是否入过托儿所等
。

在我国用横断法探讨智能发展规律的研究的报告常有所见
“
一

,

有的还在部分省市将
几

“

丹佛发展筛选测验
”

进行过标准化0., 幻
。

但追踪一批儿童
,

探讨智能发展规律 以 及 分 析

影响发展早迟的因素的报告
,

在我国尚未见过
,

而这方面的材料无论在儿童心理学的学科
领域内以及在早期儿童的抚养

、

教育等方面
,

都有重大意义
。

二
、

方 法

被试 追踪开 始时有 Δ. 人
。

三年后材料完整的有, 人
,

丢失了 ; 人
,

被试的丢失率为
·

+, 多
。

由于我们试图探讨不同环境对儿童发展的影响
,

所 以追踪儿童有不同来 源
2 医 院

/

保健科介绍和去托儿所挑选 0另有部分儿童来自辗转介绍 1
。

被试个 人 情 况 见 下 表 0表
Ε

+ 1
。

表 ? 被 试 个 人 摘 况

育件一Φ窿
 !∀一
汀

卜厂教条一尸一服
##

性别
是 否
独生子

∃环压叶一陈曰
护

情 况

男 %女 是

幸幸作想磨磨 印 么么 分了犷担窿窿 胆 冬冬

示示示瑞瑞臀臀谈谈 干干污污 技技谕谕示示瑞瑞署署族族 带带注注 技技谕谕
术术术术术术术术术术术术术术术术 术术术

学学学 中中 中中 学学 部部 人人 人人 师师 学学 中中 中中 学学 部部 人人 人人
员员员员员员员员员员员员员员员员 员员

。

%小
费 “

教育条件好
”

指
&

有人教育孩子
,

有玩具
、

图书
∋

关心孩子成长
。

料
“

教育条件差
”

指
&

无人经常教育孩子
∋

玩具
、

图书很少
,

不关心孩子成长
、

指导孩子玩的方法也不得当
。

设计 本研究是在智能预测表上的每个行为项目后面记录儿童通过的 当时日期和已

会月龄
。

预测表上的行为项 目约有半数来自格赛尔量表等其它量表
,

另外一部分系 从 我

们过去从事这方面的工作时
,

自己拟定的项目中选来
爷 ,

它们比较偏重于语 言
、

适 应 行 为

∋
所用行为项目绝大多数是操作性的

,

即
(

要儿童完成某个行为
。

但也有一小部分是描述性的
∋

比如
&

开始对人

知道偏爱
、

知道爱千净好等
。

这种非操作性的项目在婴儿测验中是常见的
,

比如格赛尔量表里就有 有 灵 敏 模

样 ( 倦了会坐下等 (丹佛发展筛选测查表里也有
&

能容易地和母亲分开 (伊呀学语 ( 等
。

在追踪研究 中
∋

由 母亲

或其它抚养人报告的这类可描述的行为在哪个月会出现
,

是很自然的
。

所以在我们的测量表内就列入 了少 数

这样的项 目
。



期 茅于燕等
2

初生至三十六个月儿童智能发展的追踪研究 0一 〕

0或认知能力 1和情绪
。

比如
2
会用代名 词

“

我
” 、 “

你
” 、 “

他
” 3
认 识 颜 色 3

会 口 数 +一Χ 的

数
3
开始对人知道偏爱

3 知道爱干净好等
。

全部项目共4 个
,

分布在五大行为领域内
。

各

领域的项 目数见下表丈表 1 2

表 五大行为领域内的项目数

领 域 Γ 大 运 动 Γ 精细动作
带

适应行为
语 、

⋯
. +

一

Η

个人一社会行为Η 总 计

项 数 + Ι+

朴
不包括用笔摹画项目

。

智能预测表有六张
,

每半岁的项 目0按五大领域 1安排在一张表上
。

每一个领域 的 项

目从易到难排列
,

从理论上说
,

这种连环式安排的项目必有一个通过的月龄
。

追踪研究开始时 3 由复兴医院保健科介绍即将临产的孕妇和有新生儿的母亲与 我 们

认识
,

由我们向她们发 出希望合作
、

长期观察他们的孩子的信函
,

同意者即签约成为 我 们 ϑ

的
“

母亲研究员
” ,

经常向我们反映儿童发展的情况
。

那些与托儿所联系的
、

从Χ. 天就入托

的儿童
,

由老师将联系的信转交给孩 子家长
,

其它手续同上
,

不过
,

老师也担负了一部分观

察
、

反映情况的任务
。

辗转介绍来的一部分儿童
,

则 由介绍人转去信函
,

其它手续 同 上
。

所以我们每个孩子都有家长签字同意参加这项工作的信
,

这 就 考 虑 了 伦 理 方 面 的 问

题
。

我们在得到母亲的同意后
,

每个月
’

一次在每个儿童出生的 日子前后一周内
,

到儿童家

中或托儿所去作智能测查 0比如一个儿童是 . 月 +Ι 日生
,

以后每个月的 +Ι 日为
“

出生的 日

子
” , “

前后一周 呀旨
2 ++ 日至 +; 日

,

这一段时间为
“

可观察 日
”

—
作者 1

,

从上次在预 测 表

上不会做的项目开始做
,

到这次不会的为止
。

在预测表上已测项 目的相应栏内注上 当 天

日期和已会月龄
。

在作智能测查的当天
,

也详细记录家长对儿童上个月的情况的 报 告
。

因此
,

我们既有
“
定量

’,

的材料 01 ∋童通过每个行为项 目的月龄1
,

也有
“

定性
’,

材料 01 ∋童 得

到这个
“

量
”

的个性特点和其它特点1
。

为了形象地表示儿童发展变化的情况
,

我们在追踪开始时就准备拍摄追踪照片
,

但限

于人力0第一年只有茅一人做这项工作1未能如愿
,

我们只有这 , 个儿童每个人在三岁生

日时的一部分照片
。

后来
,

我们陆续拍摄过几个儿童从初生到一岁
、

从一岁到两 岁
、

从 两

岁到三岁的按月追拍照片
。

从 + , − 年起
,

我们又开始对 四个新生儿拍摄追踪照片
,

其中三

个因随家长迁往外地而中断
,

一人一直追拍到三岁 0每月一次1
。

这一套照片对系统 了 解

儿童发展规律很有价值
。

现将从扶坐到下楼梯一组照片附后 0图版 1
。

三
、

结 果

0一1初生至三Κ 六个月儿童智能帅 发展的规律

早期儿童智能发展规律一般用发展速度来表示
,

凡是发展速度 0即完成行为项 目的月

龄的早或迟1较快的
,

表示这个儿童智能发展较好
。

由于早期儿童发展既有一定顺序也有

个别差异
,

所以完成某个行为项目的年龄是 一 个
“

段
” ,

而 非 一 个
“

点
” ,

比 如
2 −一+ +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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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Ι 一 + ,月等
。

‘

在这个年龄段里面
,

有一个月龄
,

是具有代表性的标准月龄
,

或常模月龄
,

此

处实为密集月龄
。

本文用 ∀ = Λ Μ5 Ν 方法计算出 −Χ 书 儿童通过某行为项目的月龄作为该项

目的常模月龄
,

而不是象李惠桐等同志用 ;4 多儿童通过某行为项 目的月龄作 为 常 模 月

龄巾叻
,

这是由于我们是追踪研究
,

有重复测验影响
,

项 目可能偏早通过
。

, 个 儿童通 过

五大行为领域的 + 4+ 个
书
项 目的常模 0密集1月龄见表 Δ

。

表 Δ , 个儿童通过五大行为领域各个项 目的常模 0密集1 月龄

社 会 行 为

− Χ拓
通过
月龄

拓过龄舫通月Η
。ΧΟ Γ

言 Γ通过 Γ 适 应 行 为

Γ月龄Γ

多过龄通舫月
大 运 动

偏爪偏
??

?./Π??./Π
66

?Λ/俯卧时头抬, 4
。

拉坐时头不滞后

翻 身
‘

俯卧前臂支撑

独坐

爬

自己拉物站起来

扶双手可以迈步

扶栏可以走来走
去

独 站

开始走+一 步即
倒向人怀里

独走自如

扶栏上楼一阶一
阶

不扶 栏 上 台 阶
+一 级

踢球很准

跑.一.米

会双脚跳离地面

模仿做两三个动
作

双脚跳远
·

独脚站 Χ一+4 秒

ΗΧ
Χ多Θ

Γ通过 Γ 精 细 政

Γ月 龄Γ

Η
Δ

·

−

Η
手中玩具Ε

?
, Ρ

)可明确注视
/ ,

/

飞 + 曰

Γ Γ 只

Η
“

·

Χ
+大把抓玩具

】
·

二

引手耙弄到桌
) Σ

“ / + 户子卜/ +刀口

Γ Γ 尔 曰

Η
了

/Τ?
大米花可耙

Γ
’

州
拇一它指抓

Η
’

/?)
拇一食指抓

⋯
‘4

’

吧
丸放入瓶

Γ
+”

·

例用全掌握笔
Γ

, ,

:?用玻璃丝穿

Γ“
’

钊不会玩

⋯
‘Δ

>?8 积木浙
Η
‘Χ /+

Η
会一页一页

Η
“

’

晒
纸有边角

Η
‘Π“

Γ
】
4

/

Δ

Η
Η

,
’

Η
Ε

Η
.

‘

.

+
】
.

’

Β

Γ
+
了

’

.

Γ
、

⋯
−

/

−

⋯
“

”

对人笑 睛追踪物体 />】
见

淤
望

,

全 身

五:)气入
、

 一动

一主

∗∋ +#逗时会用声音回答 ,%见食物有兴奋模样

会叫 − .
∋

− . ∋

/.∋ / . ∋

无所指

注意到大

源

‘”。

0
玩

」1%叫名字转头找

⋯
一 剧引!∀

玩具可以取到

看大米花

失落会用眼睛

2川会与人躲猫猫玩

见生人害怕
、

哭或
、

躲开脸

了%自喂饼干

训叫妈妈有所指 玩具会换手 +∋ 钊穿衣知配合

34廿5)口657

,人7工∋上

# 8∋ +# 叫爸爸有所指

#+∋ 了9会表示不要

,#
叫
执行简单取物命令

,∗
∋##
指出身体8一∗部分

, ∗∋ 1#会说一个词的句子

手中玩具会对敲

会反复摆丢玩具玩

会搭两块积木

对动作模仿笨拙

按成人表情行事

想要的东西会手
指或发音

手绢擦鼻涕

白天知道小便说或
蹲盆

# 8
∋

:

# 2 ;

# 2
∋

:

#+
∋

∗

# 了
∋

+

有意听人讲故事但 在成人 提
并不懂内容

“

再见
” “

,

下会%,#早示

川7别<#<#引钊7引月
 

引

能记住三天前的事 己会戴帽子

∋ 丁卜∋

⋯
月任

∋

民4扁3品3543目7 ,人峭上7工7五∋ ∋二

8 <
·

+%会说十个词

会说
著李

8个 词 的
%
#。 意力可 集 中 2

分钟
’

听故事简单情节
能接答

识图形大小

口数#一2的数

道
“ # ”

和
“

许多
”

的区别
红色外认识 #一,

色

开始懂得什么是好

能叫自己名字

懂得三个投向

会用词 回答
&

行为
,

坏行为

会脱上衣

只)34)5厅‘5=>454,#

咭#7  人,占,曰朽‘

, ∗∋ ∗ %会解衣服扣子

会帮助收拾碗筷
、

副剑 川钊
∋

7引川圳刁
∋

州川∋引州引

民54=?   ,口勺3≅口

尸陈严性厂陵
∋

匕黔队阵脑除

“

这
是什么 Α

”

会说 8一2个词 的
名字

会用词回答
& “

谁
来了 Α

”

常用的东西会说出
名称 Β四件 Χ

# :
∋

;

, #
∋

,

, ,
∋

了

, , ∋1

, ∗
∋

+

, 2
∋

#

玩具
可用行 动 帮助 小
朋友

能自己吃饭
、

穿外
衣

、

袜
、

鞋
、

大小便

知道长短
、

前后

自己会翻看小人书

8 8 ∋1& 会扣扣子

, ∗
∋

<

, 2
∋

,

, 1
∋

;

, ;
∋

1

8 <
∋

1

8 #
∋

,

8 ,
∋

#

8 8
∋

<

∋∋,∋∋

,
‘,∋∋∋月‘护巨∋∋∋∋7工34

&
2
介3,曰5‘会用代名词

“

我
”

会问
& “

这是什么Α
”

8 ∗
∋

∗

川别月川列川Δ知道反义词 Β三个Χ %,:

并简单讲解
认识 圆

、

方
、

三角形
三者
知道 #一2 的 实 分

意义
8 2

∋

,

3口
7∋人Ε八乙」

知道连接词
“

和
”

“

跟
”

会问和答生活简单
问题

舫
由于篇幅所限

∋

只列出一半项 目
。



期 茅于燕等
2

初生至三十六个月儿童智能发展的追踪研究 0一1

另外
,

由于篇幅所限
,

我们在五大领域内选取 了部分 0+4+ 项1定义明确
、

容易执行的项
、

目
,

绘制出儿童通过的年龄段
,

从这里可见智能发展的总趋势与个别差异
。

最早与最晚通

过某个行为项目的月龄
,

相差可达十几个月
。

比如
2 “

除红色外还认识 +一 种色
”

0从 个

月至 ΔΧ 个月 1等
。

一般说小年龄儿童的项目通过的月龄波动的范围小些
,

年龄稍大儿童的

项目通过的月龄波动的范围就大些
。

见图一
、

图二
。

0二 1 儿童摹画能力的发展规律

摹画是儿童绘画的前奏
。

它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儿童神经系统的整合能力
,

也 可 以

说是一种智能的表现
。

国外有不少人做过这类研究
。

我 国陈鹤琴曾追踪收集了他儿子从

两岁到十六 岁的绘画
〔。

,

很有价值
,

但从儿童开始握笔乱画起
,

连续两年
,

基本按月收集一

批儿童的摹画手迹
,

并讨论它与智能发展的关系的报告尚未见过
。

我们要儿童摹画的内容有
2
垂直线

、

水平线
、

圆
、

十字和方形
。

个别 儿 童还 有 自发

画
、

想像画等
。

在分析这部分材料时
,

我们对通过与否
,

订立了标准
。

, 例 中开始出现摹画意愿的年龄是一岁二个月
,

有 . 例在乱画中出现直线雏形
。

, 个儿童通过五个摹画项 目的年龄
,

差异很大
,

有的笔迹很难判断是 否通过
,

有 的 项

目部分儿童到三岁时尚未完成
,

0如方形
,

+4 人未完成1
,

所以人数太少没有统计 意义
。

这

里只提出已完成某种摹画项的最早至最晚年龄
2
垂直线 0 】1一岁十个月至两岁十 个 月

3

水平线0一 1一岁四个月至两岁八个月
,

十字形 0十 1两岁整至三岁整
, 圆形 0& 1两岁至两岁

九个月
3 方形 0口 1两岁四个月至三 岁整 0+4 个儿童到三岁还不会1

。

可见
,

通过各个摹画项

目的年龄
,

最早与最晚最多相差可达一岁四个月
。

将三 岁前儿童摹画能力与智能发展的早迟加以比较
,

我们发现两者也有一定关系气

号儿童 0女孩1的五个摹画项 目都是最早通过
,

三岁时还会自发画小人
。

她在除大 运 动

以外的四大行为领域内的绝大多数项目的通过年龄
,

也都较早
,

仅次于 Χ 号儿童一人
。

而

Χ号儿童 0发展最早儿 童1在摹画能力方面
,

也是仅次于 号儿童的一个人
。

再看 +Δ 号儿

童0男孩1
’

,

他的五个摹画项 目中的四个都是最晚通过
,

到三岁时还不会画方形
。

他在五大

行为领域内绝大多数项目的通过年龄也都是最晚
。

在系统研究儿童摹画能力时
,

我们发现有三个特点
2

+
/

儿 童从一岁十个月开始
,

在作画时有一个边画边说的特点
。

开 始不是画得 像 什

么
,

就说什么
,

而是想到什么
,

说这画就是什么
。

有时同一个画面可以有几个 名 字
。

随着

年龄的增长和经验的积累
,

他们说的与画的就一致起来
。

/

技能是在练 习里增进的
。

早期儿童从不会画某种图形 到会画它
,

一般要经 过好

几个月
。

但是练习
、

训练也不是万能的
。

追踪为我们从动态的角度对儿童摹画技能 的 发

展作了忠实的记录
。

我们发现两种情况
2
在不同家庭环境长大的儿童

,

摹画能力的 发 展

过程可以是基本相同的
,

这可能源于他们有差不多的先天察赋能力
3
反之

,

在同一个 托 儿

所
、

同一个班里的儿童
,

生活条件
、

教育条件基本相 同
,

可是摹画能力的发展
,

/

也可以 完 全

不同
,

开始会摹画某种图形的年龄有时甚至可以差三
、

四个月
。

这可能源于他们有不同的

先天察赋能力
。

从这里可见
,

对于一个儿童的发展来说
,

环境
、

教育是起主导作用
,

但也不

,
三岁以上儿童绘画能力与智能的关系早 已成定论

,

古德依纳夫0Υ
/

( ΛΛ 76 :Λ ςΠ Α1 的绘人测 验就 是 具 体 的袭
现

。

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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扮个追踪儿童通过五大行为领域的项 目图示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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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二 , 个追踪儿童通过五大行为领域的项目图示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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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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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后

除红色外认识 飞一 种色

知道
“ + ”

和
“

许多
”
的区别

址 甲达到某个

项日的兮几龄

−Χ 写的夕∋峨达到

某个项 目的年龄

录晚达到 某个

项日的年龄

0月1



心 理 学 报 _ , − .年

可否认先天察赋能力也有一定的影响
。

二者交织起来对能力起作用
。

Δ
/

由于有练习因素
,

所以追踪的摹画年龄较横断测查为早
。

从这个侧面可以 看 到

早期教育
、

训练对早期能力培养 0包括技能1有很大作用
。

要开发儿童的智力应该从 三 岁

似前开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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