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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前儿童分类能力的初步实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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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

摘 要

本研究结果表明 通过突 出类的共同知觉属性以 及指导语上甘 总 类 的 强

调
、

计数活动等能促进学前儿童解决类 包含任务 如简化任务要求
,

仅提供熟

悉的有限利激物 让儿童分类
,

即使
,

岁儿童也能按一 定的类别标准分类
,

从

而表现 出初步的分类能力
。

问 题

。

学前儿童究竟有没有分类能力 这是国内外许多心理学家共同感兴趣的问题
。

皮

亚杰认为由于前运演阶段的儿童还没有形成按层次组织起来的类概念的心理结 构
,

因 而

还没有分类能力
。

他们既不能按类别标准对刺激物作前后一致的分类
,

也不能解决 整 体

与部分关系的所谓类包含任务
。

只有儿童 了,

岁进 入具体运演阶段以后
,

才具有相应的

分类能力。〕叻
。

国内外一些心理学家所作的同类研究大致上也得出了类似的结 论叻闭娜
。

但国外有的研究指出改变指导语的提问方式
,

如在措词上对总类作更多的强调能帮 助 幼

儿更好地解决类包含任务 
。

国内心理学家有关研究也指出通过启发教育能促进儿童理

解类包含任务 
。

我们认为儿童是否掌握类概念或分类能力应是鉴别儿童思维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之

一
,

提高分类能力对发展儿童逻辑推理能力有其重要意义
,

本研究通过提供皮亚杰的类包

含住务的变式及简单的分类作业任务以深入探讨儿童解决类包含任务的认知过程的特点

和规律性
,

查明幼儿是否具有初步的分类能力
,

为培养和发展儿童的逻辑推理能力提供心

理学依据
。

一 女曰 曰 、 了 法

一 被试 一 岁幼儿园儿童
。

岁
、

岁年龄组各为 人
,

岁
、

岁年龄组各为

人
,

共 人
。

平均年龄各为
, , , 。

为与学前儿童对比
,

另抽取 小学一年

级学生 人 平均年龄为
。

被试随机取样
,

男女约各半
。

二之实验材料 测查类包含任务的材料如表 所示
。

甲乙类图片的区别在于甲类图片有附加的明显的知觉属性作为类的文持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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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测查解决类包含任务的图片刺激物

类 的 特 征 区分子类的特征

是否带绿叶

一…一并排三只猴子
,

,

其中两只猴名

并排三只小猪
,

背救生圈

阮严一淇瞬

朵白花

一

盲
一

「
挤苹果

,

“中

瘫弼不
夔赢呵
户两朵红“

,

一

…

是否有红脚丫

是否穿红裤权

红花或白花

一一

表 用作预试的图片刺激物

几 何 图 形

食

‘

。
「

…
大正方形

、
、
正方形

、

圆形
、

三角形

…
白菜

、

胡萝 。
、

面包
、

饼干

片

表 用作正式实验的图片刺激物

类 别

类 衣服 毛衣
、

衬衫
、

裤子
、

裙子

类 水果 带叶苹果
,

不带叶苹果 香蕉
、

梨

类 家具 方桌 折叠桌 椅子 床

类 动物 小猴
、

长臂猴
、

狮子
、

马

表中带着重号者为下级类概念刺激物
,

其余为基本类概念刺激物气

按照 的研究 
,

人对客观事物可作不同水平的抽象
,

并以相应的词来标志
。

如方桌一桌子一家具 形

成层次式的类概念体系
。 ‘

桌子
”

可看作是基本类概念
,

用作标志基本类概念的词是语言的基本词汇
,

往往为幼

儿最先掌握
,

与基本类概念相对的是上级类概念 如
“

家具
”

抽象性更高 和下级 类 概念 如
“

方 桌
”

更为具体直

观
,

当然这种区分仅具有相对的意义
。

,
一 ’ ‘

铸

号 分类作业图片 每张面积 约 为
,

图片上各画一物品
,

全部是不上色

被试分为两半
,

一半先做甲类图片
,

然后再做乙类函片漓 半则实胖次拭碑耳冲
甲类图片实验时

,

三张图片卑轮流次序分“ 向被试旱缈
口 “

,

“
弃刃尸净厂严试做

一
‘

轮
。

指导语如万 对图片人 问题介
“

你看
解

里装的冬手子务还吴节妙叩苹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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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 为什么
”

问题二
“

你数一下盘子里有几个红苹果
,

几个带叶子的苹果
”

问题三
“
”个多还是 “个多 , 那么零芋琴冬还是带叶的苹果多

”

问题二
、

三是启发式 的 问 题
。

对图片
、 、

的问题一指导语分别为
“

你看图片上正在吃饭的猴子多还是红脚丫的猴

子多
,

为什么
” “

你看图片上背救生圈的小猪多还是穿红裤权的小猪多 为什 么 洲你

看图片上的花多还是红花多 为什么
”

问题二
、

兰的启发指导语形式上与图片 相同
。

可见图片
·

甲类 与图片 乙类 指导语的 区别是 甲类图片总类
、

子类都有 修 饰

语 而乙类图片只有子类有修饰语
。

评分标准
,

’

能正确网答问题一者列入水平 孤
,

通过问题二
、

三启发后 回答正确者列入

水平 启发后仍不能正确回答的
,

列入水平
。

第二部分 分…类作业实验

预试 让儿童掌握指导语和实验方法

第一步 将类分成子类 在儿童面前放两只空盒
,

然后呈现几何图形类的三张图片 大

正方形
、

小正方形
、

三角形
,

对被试说
“

你看这些图片中哪两张是
‘

一样
’

的
,

你把它
、

们归

成一堆放在一个盒子里
,

不一样的放在另一个盒里
。 ”

被试做对后
,

再呈现食物类的 三 张

图片要儿童做类似操作
,

通过这两眯分类
,

儿童认识到指导语中所谓
“

一样
”

的含义既指刺

激物外形上的相似
,

也指概念功能上的相似
。

第二步 将子类组合成类 向儿童同时呈现两类的
’

张图片 小正方形
、

大正方形
、

胡萝 卜
、

白菜
,

要求他归两堆分别放在两个空盒里
,

然后随机呈现图片饼干
、

三角形
、

圆形
、

面包
,

要求他逐张归类 堆
。

儿童操作后问他
“

为什么把它们归作一堆
。 ”

分类操作前先让儿童正确指称图片物品
,

儿童不会做
,

主试给予帮助
。

正式实验 刺激物有 类图片
,

要求每一被试作两两分类组合
,

为使这 类图片能有

均等组合机会
,

故安排下列三种组合方式
一 , 。一

小
。 , 一 一 , 一。。

被 试 按

轮流次序做
。

实验方法
、

指导语与预试相似
,

以对图片
“一 两类作分类操作为例

第一步 将类分为子类 分别向被试呈现
“
类 和 类 的 张 图片

,

其中两张是下级

类概念刺檄物
,

要被试把
“

一样的
”

的归一堆
,

分成两堆
,

做完 类
,

再做 类
。

第二步 将子类组合成类 向被试同时呈现 张图片包括
、

类的各两个下级类概

念刺激物
,

要被试分作两堆
,

然后再逐一呈现
、

类的其它 个基本类概念刺激 物
,

要 被

试逐一归堆然后申述理由
。 二

评分标准
‘

’

‘

把类分成子类 每分对一类得 分
,

否则得 分
。

把子类组合成类 能把某类所属 个刺激物归成一类得 分
,

如仅把其中 三 个

刺激物归成 , 类得 分
、

,

如归类的 个刺激物中
,

有一个属他类刺激物
,

则所得 分 还 要

倒扣 分
,

应得 分
,

故把子类组成类时最高分为 分
,

最低分为零分
。

‘

把子类组合成类时
,
、

能用词概括理由的列为水平工
,

不能用词标志某一 类 别
,

但

能指出该类共同功能的列入水平 亚
,

仅一二指称物品名称
,

不能作任何语言概括的定为水

平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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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结 果

表 和图 的结果表明 岁儿童对甲
、

乙类图片的成 绩都很差
,

两者的差异 不 大
,

但

从 岁到 岁对甲类图片的成绩有较大的跃进
,

岁组水平 万或水平 的 被 试 人 数 达

厂以上
。

甲类三张图片的曲线几乎重合 对于刺激变量图片 砂
。

对于 乙类图片
,

即使 岁儿童成绩仍很差
,

达到水平 皿
、

水平 的人数不超过 终〔对于刺

表 类包含实验甲
、

乙类图片不同水平人橄分配

苹果 猴子 小猪 花

岁岁  ! ∀

岁岁    !  

岁岁   

 

岁岁

劣劣, 二 义 ,
·

劣,
·

·

朴
括号内数字为人数百分比 下同

。

一 一一
 

!∀

激变量甲类 乙类图片
: 扩二2 6

.
83 P < 0. 005)

。

儿童入学后(7岁组)对甲
、

乙类图片通过或启发

通过的都 达 100 拓
,

可见随年龄长大
,

对类包含

的理解能力迅速提高
,

扩 考 验年龄差异达显著

水平
。

表 5 结果中每一类的平均分也可看作是该

类分类作业所通过的百分比人数
。

即使 3 岁幼

)L能把类分成子类的人数都在 80 拓 以上
,

4 岁

组的成绩略高于 3 岁组
,

但其差异没达到 显 著

性水平
。

如表 6 结果所示
,

即使 3 岁儿童也能 把 基

本类别进而组合成上级类别
,

但值得往意的是
,

,
·

厂

图 1 图片 A
、

B

.

C

,

D 通过 (水平 I )或启发

通过 (水平 I )的人数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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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类分成子类的各年龄组成绩

{ 服 装
1
水 果

}
家 具 …动 物

I
年 龄 组 }

—
l
—

—}

—
]
—
It考验

一-一一
不一样丝

~
缨絮竺俨料犁纠恻岑

一

燮掣斗一4 岁 1 0
·

8 已 I D
·

3 6
1

0

·

9 5
1

0

·

2 1 , 0
·

9 5
J

O

·

2 1
1

1
{

,

0 1

1 { } } } t l 一 }F) o
·

0 6

.

11. 朋
…
.
。

热
。.

J

一
”

是
二:

.。 二

J.

二

竺生l
_
竺竺
_
赚

」

哩?-.. .t. 理
” .

上
_
竺)
_
:
_.
几兰习_吧竺

…

j..

.
0

·

赞}
.

_N=21

表 6 子类组合成类的成绩

年年 龄 组组 服 装装 水 果果 家 具具 动 物物 t 考验验

平平平均分分 标准差差 平均分分 标准差差 平均分分 标准差差 平均分分 标准差差差

444
’

岁岁 3
.
8666 0

.
4999 3

.
gDDD 0

.
4444 3 8666 0

.
4马马 8

.
Q OOO 0

.
4 444 P < 0

·

0 555

333 岁岁 3
·

6 777 0

.

5 888 3

.

4 888 0

.

9 888
‘3

·

5 777 0

.

7 555 3

.

5 777 0

.

8
77777

N =
2 1

表 7 子类组合成类作不同水平理由申述的人数分配

一

少一军兰阵导一草匕卜里一
一-

垦一卜李, 华卜
J斗牛干月粤

..
}工尸斗工{

一

上
一

{

二毕
一

拱
一

{

、

一

二
一

“{
_
’
_

{

_
8

{

.
’0

‘

} “}“1
.
’
.

{

”
.

…
日

‘

{ ls. ]

0

‘

,
. 3 ‘

‘, 9
’

0 ,
1
( ‘,

’

8 ,
}
‘sB

’

0 ,
1
L4‘

’

6 ,
1
‘33”,

1
(‘,

‘

0 ,
{
“”’

}
(62

’

3 ,
!
“2

‘

8 ,
}
‘65. 了,

{

( 。’
}
(“

’

3 ,

( 1

;

.
。)

…
(,

:

)

…
(:。…
(:)…
(2:
.
。)

1

(

:

:)

…
(:)1
(1:
.3)
…
(::)1
(3:
.
, )

}

(

:

)

1

(

:

。)

劣 ,
= 6

.

6

P < 0

.

0 5

沪二1不6

P < 0
.
0 0 5

砂二8. 6

P < 0
.
025

x ,
= 1 0

P < 0

·

0 1

N 二21

分类后大部分 3 岁被试不能作理由申述
,

4 岁组儿童不仅在实际操作上而且在理由 申述

上的成绩都优于 3岁组儿童(表6
,

钓大部分 4 岁儿童对分类理由能用词作不同程度 的 概

括
,

或用词标志类别(水平 工)
,

或说出该类共同功能(水平 I )
,

表明他们能按一定明确 的

类别标准分类
。

四
、

讨 论

(一)关于解决类包含问题的认知发展过程
本实验中儿童解决类包含问题经历了三个不同的认知发展阶段

:

( i) 子类跟子类比 (或部分与部分比)
,

被试不理会问题提出的整体与部分比 较 的

要求
,

甚至不管主试的启发
,

坚持将子类间的同一个别特点作比较
。

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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荆 x
,

女
,

4
;

3
:

( 盆子里的红苹果多还是带绿叶的苹果多? )带绿叶的 苹 果 多(为 什

么? )两个带绿叶
,

一个没带绿叶
,

( 你数一下盆子里有几个红苹果
,

几个带绿叶的苹果? )

一个红苹果
,

2 个带绿叶的苹果
。

( 真的吗? 你再仔细数数
,

我问的是有几个红苹果
,

几个

带绿叶的苹果? ) 3个红苹果
,

2 个带绿叶的苹果(对了
,

那么红苹果多还是带绿叶的苹果

多? )带绿叶的苹果多 ( 3个多还是 2 个多? ) 3 个多
,

2 个少
。

( 那么红苹果多还是带绿叶

苹果多? )带绿叶苹果多
。

这一阶段的特点是幼儿还不能把一般从个别中抽象出来
,

他只能思考物体的某 一 个

别属性 (要么是红苹果
,

要么是带叶子的苹果)
,

不懂得带绿叶的苹果 (个别)同时也是红苹

果(一般)
,

绝大部分 4 岁幼儿处于这一阶段
,

他们对甲乙两类图片的类包含任务都无能为

力
。

( ii ) 直观上能将类跟子类相比较
:
这阶段当幼儿将类与子类相比较时

,

类整 体 属

性必须是十分明显的
,

能在知觉上感知为一个整体如
:

陈x
,

男
,

6
;

0
:

( 你看图中正在吃东西的猴子多还是红脚丫的猴子多? )吃饭的猴子

多
,

因为吃饭的猴子有 3个
,

红脚 丫的猴子有两个
。

这一阶段的特点是能直观地同时思考个别和一般的属性
,

从而将类和子类 相 比较
。

大部分 5
,

6 岁儿童处于这一阶段
,

他们能解决甲类图片的类包含任务
。

( 11 1) 能在抽象水平上将类和子类相比较
。

这一阶段中
,

类的整体属性可能是 抽 象

的
,

被试能摆脱直观的干扰
,

抽象地同时思考个别既是一般的关系
,

儿童在入学后才 能 达

到这一阶段
,

表现在本实验中为能解决乙类图片的类包含任务
。

这三个阶段是符合 从 个

别到一般的人类认识发展的总的规律的
。

( 二)促进类包含任务解决的条件
:

本实验通过改变刺激变量使刺激物负载更多的类整体的知觉信息
,

指导语对总 类 的

强调
、

计数活动等探讨了促进解决类包含任务的条件
,

前两个条件只赋予 甲类图片而后一

个条件既赋予甲类图片也赋予乙类图片
,

这就造成了甲
、

乙类图片实验成绩的差异
。

本实

验对不通过的被试进一步要求他对类和子类作点数的计数活动
,

然后再作类和子类 的 比

较
,

由于图片中刺激物的数量很少 ( 3个)
,

所有被试都不会受计数能力的限制
,

总能 通 过

点数得出整体多于部分的结论
,

但由于乙类图片中总类的知觉属性 (形状 )被子类的 更 强

烈知觉属性(颜色)所掩盖
,

而在指导语中被强调的是子类而不是 总类(
“

花 多 还是 零花

多?
”

)

,

通过计数活动
,

学前儿童获益不大
。

如
:

李 X X
,

女
,

6
;

2
:

( 你看图片中花多还是红花多? )红花多
,

3 个花
,

2 个是红花
,

1 个

是白花
。

(你数一数这里有几朵花
,

几朵红花 ? ) “朵花
,

“朵红花
。

( 注意
,

我问的是莎多
还是红花多? )红花多

。

(
3 个多还是 2个多? )当然 3个多罗

。

(那么花多还是红花多? )

红花多
,

( 再看看这里有几朵花
,

几朵红花? ) 3 朵花
,

2 朵红花
。

(为什么你 说红 花多? )

… … (想出来了吗? )这是两朵红花
,

这是一朵 白花
,

2 个比 1个多
,

还是红花多
。

这样
,

在被试李x x 看来
,

似乎
“

理论上
”

是花多
,

而直观上却是红花多
。

被试头 脑 中

的直接认知成分(知觉)与间接认知成分(思维)展开了矛盾斗争
。

本研究结果表 明
,

通 过

计数活动似乎对年龄较大的儿童及解决甲类图片的类包含任务帮助较大
,

这表明随年 龄

增长
,

间接认知成分越来越占优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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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关于幼儿分类能力的发展

本实验的第一部分结果表 明
,

4 岁儿童基本
一

上不能解决类包含任务
,

但是否年幼儿童

就毫无分类能力? 因此为 3一4 岁儿童设计了分类作业任务
。

与传统的皮亚杰式的 多 项

自由选择分类作业任务不同
,

本实验简化了任务要求
,

仅让被试对两类刺激物作 分 类
,

以

对刺激物
c一

d 类为例
,

儿童分类 时的概念运演如下图所示
:

( i ) 将类分成子类
:

折叠桌

桌子
(基本类概念)

、

巴J�厅,一一么叮
,

勺矛山洲扣一一七们

家俱
(上级类概念)

一…紧
臂

冀}
舔

类概一

一

西(基本类概念) 动物
(上级类概念)

(基本类概念)

(11) 将子类组合成类
:

方 桌
、

折叠桌

(下级类
概念)

(桌子)
)

椅 子
}

床

(家具)

(上级类概念)

长臂猴
{

小 猴
尹

(下
概莞
级类

(猴子)
1

马
}

狮 子
尸

( 动物)

(上级类概念)

(基本类概念) (基本类概念)

这样
,

幼儿的分类作业既包括一个从类 到子类
,

又从子类到类的互逆过程
,

也包 括 了

两级层次水平的分类组合
:
第一级水平是把下级类概念分类组合成基本类概念

,

这 即 使

最年幼的 3 岁儿童也能掌握
,

第二级水平是把基本类概念组合成上级类概念
,

虽然大部分
3 岁儿童也能通过

,

但 4 岁儿童成绩更好 (表 6
、

表 7 )
。

既然幼JL能把类分成子类并逆转

地把子类组合成类
,

故可认为幼儿对熟悉的事物初步形成了层次类别概念结构
,

并能按一

定的类别标准分类
。

( 四)从类包含任务看儿童认知发展的阶段性和连续性

本实验向儿童提供了两种不同难度的类包含任务
,

甲类图片可看作是皮亚杰类 包 含

任务的变式
,

操作这类图片
,

儿童成绩较好
,

表 明了学前儿童不是不能解决类包含任务
,

但

条件必须是向儿童提供更多的部分一整体关系的感性支柱
。

乙类图片是典型的皮亚杰式

的刺激物
,

由于受子类知觉特点的干扰
,

儿童操作这类图片成绩较差
。

这生动地表 明了儿

童认知发展是阶段性和连续性的统一
。

本实验中阶段性是学前儿童逻辑推理活动的强烈

直观形象性
,

连续性是学前儿童也能解决类包含任务
,

不过必须在感性直观水平上
。

儿童

认知发展不是象皮亚杰所描述的
“

全或无
”

的形式进行
,

而是采取新质 因素逐渐积累
,

旧质

因素逐渐消亡的形式进行
。

五
、

小 结

(一)本实验研究表 明 ,

通过提供更多的总类的知觉信息以及指导语中对这些信 息 的

强调
,

能大大提高儿童解决类包含任务的成绩
,

对类和子类的计数活动能帮助儿童进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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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明任务要求并激化认知活动中直接
、

间接认知成分的矛盾斗争
,

因而也能促进任务的解

决
。

( 二)幼儿解决类包含任务的基本认知过程生动地展现了儿童如何认识个别与一般的

关系
:
起初(约 4 岁)儿童只能将子类跟子类比

,

不理解个别既是一般的关系
;然后(约5

,

6

岁)
,

在类与子类的知觉特性支持下
,

能将子类 (部分)与类(整体)相比较
.
开始将一般从个

别中抽象出来
,

感性地理解个别既是一般的关系
;最后能摆脱子类知觉特点的干 扰

,

将 子

类与类比较
,

在更高的抽象水平上理解个别与一般的关系
。

这一更高的发展阶段只 有 在

儿童入学后才能达到
。

(三)给予数量有限的两类刺激物让儿童分类操作
,

即使 3
,

4 岁儿 童也能把类分成子

类
,

并将子类重新组合成类
,

并能对分类的标准作一定的概括
,

这表明
,

从年幼起
,

儿 童 对

熟悉的刺激物开始形成层次类概念系统
,

从而表现出初步的分类能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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