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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 文 馥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

,

北京

摘 要

本文是通过 儿童对空 间相对位置关系的辫别和预测 实验
,

进一步地 揭 示我

国儿童空 间表 象发展的规律性
。

被试者是 − 岁至 +/ 岁 小学生
,

共 1 23 名
,

分为 4

个年龄组
,

每组 23 名
。

有 2 个实验 项 目
,

5

各项 目之间难易程度不同
。

实验结果表

明
6
儿童对空 间刺激物 的知觉经验是促进他们认识 空间能力发 展的重要 条 件

7

儿童对其左侧方位的空间的预测成绩低于右侧 和对面
7 实验还进一步地 脸 证 了

在儿童的空间认识发展过程中
,

存在 着快速发展的阶段
,

在两个快速发展的年龄

阶段之间有一个 变化不 明显的量 变过程
。

这个现 象和我们过去 的 研 究 结 果一

致
。

问 题

研究空间认知发展的典型实验是皮亚杰的三 山问题
〔。 ,

这是认识位置关系 的 相 对性

的研究
。

皮亚杰根据实验结果把儿童空间表象的发展划分为四个阶段
。

国外许多学者对

他的研究进行了重复和验证
。
劝

。

在我国的空 间认知资料中
〔卜830

,

尚无这类空 间表象的研

究内容
,

从这个意义上
,

本研究可以填补我国这方面研究的空缺
。

知觉经验在儿童空间表象发展 中的作用
7
不同的空间方位对儿童 预测空间位 置关系

有什么影响
7
不 同年龄儿童的空间表象的特点如何

7
不同性另809 七童的空间表象发展有无差

异等
,

是这个实验想要探讨的问题
。

二
、

方 法

:一9本实验采用皮亚杰式的
“

三 山问题
”

的研究方法
。

共有四个实验项目〔见附图〕
。

第一
6
皮亚杰式的三座山

,

最大的山呈灰 白色
,

山上无物
7 最小的山是绿色

,

山顶上有一所

小房子
,

房屋的门窗向着被试所在的位置
7 另一座 山是深绿间褐色

,

山头上 插 着一面红旗

:以替代皮亚杰实验中的十字架9
。

第二
6 茶具

,

一把
5

单面有花的茶壶和两个 茶 碗
,

这是

+9 本文于 +,− 4年 / 月1; 日收到
5

本实验承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都慧媛
、

刘浙华同志和中关村第三小学校路文英老师大力协助
,

又 蒙 北京市

中关村第二小学校
、

北京市海淀区彩和场小学校
、

立新小学校的领导
、

教师和同学们的热情支持
5

特此致谢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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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日常生活中比较熟悉的物品
。

并且茶具的四个方位都有鲜明的特征
。

第三 6 绒毛玩
一

具动物
,

抱着竹子的熊猫
、

红公鸡和波斯猫
。

这是儿童熟悉并喜爱的东西
。

第四 6 模型动

物
,

这是木制的扁片形的玩具动物
,

形体类似鳄鱼 :绿色 9
、

豹子:黄色9和河马 :蓝色9
。

这类

模型带有一定的抽象性
,

儿童对此缺乏视觉经验
。

把各组实验物品放在 / ;< = > 2;
< = 的方

0

板 上
。

:二 9被试者是−一 +/ 岁儿童
,

共 1 23 名
。

分为 4 个年龄组
,

每组23 名
。

各组的年龄范 围

是 , 个月
,

即以实验当月为周岁月
,

再向上和向下各取 2 个月
,

如 − 岁组 是 了岁 − 个 月 到

− 岁 2 个月
,

? 岁组是 − 岁 − 个月到 , 岁 2 个月
,

余者类推
。

以随机抽样方式选 取 被试
,

选自不同类型的学校
,

尽可能照顾男女各半
。

:三 9实验程序和做法
6

采取个 别实验方式
,

四个 实验项 目和每一项 目内的三 个 方位

:被试的右侧 〔≅ 〕
、

对面 〔 〕和左侧 〔Α 9 9的出现顺序是随机的
。

在实验对象的四个方位各

拍一 张彩色照片
。

反应方式是让被试从四张照片中选出相应的一张
。

每人的实验时间约

需 13 ‘/ 3分钟
。

向被试简述要做的事情后
,

请他围绕观察对象走一圈
,

在
、

≅
、

 
、

Α 四个方位稍停一

下
,

看看各方位的情景
。

此后让他坐在 处观察
,

用手做一做照像的姿势
。

要求他记住面

前的情景以便
8

能正确地寻找照片
。

如有不懂
,

就重复进行
,

直到被试 明白实验 要 求
,

能正

确选出相应照
Β
片后便开始正式实验

。

正式实验时
,

被试坐在 处
,

≅
、

 
、

Α 三个方位各放置一个大娃娃
,

被试的任务是按随

机顺序分别想象出每个娃娃所能看到的情景应该是什么样子
,

并替娃娃从四 张照片:每个

方位各一张 9中选出相应的一张
。

即让被试指出
,

,

如果娃娃在他所处的位置拍照片的话
,

他

拍的照片应该是哪一张
。

被试选择正确时
,

就 口 头予以肯定
,

无论选择正确与否都询问其

选择的理由
,

并详细记录所述内容
。

三
、

结 果

:一 9 四个实验项 目的成绩比较

三 山
、

茶具
、

绒毛动物和模型动物各项的正确结果的发展变化趋势基本一致
。

各项 目

成绩差异因年龄而不同
,

−
、

,岁儿童的成绩在四个项 目中都比较接近
,

,岁一 +/ 岁的成绩中

三 山最低
,

模型动物的成绩在三 山之上
,

茶具和绒毛动物成绩最好
,

且两者接近
。

各 项 目

表 ) 各项目间成绩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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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差异显著性如表 + 所示
,

三 山和茶具
,

三山和 绒 毛动物的差异都是很显著的
,

绒毛动物
ϑ

和模型动物的差异也是显著的
。

。

:二 9 左侧
、

右侧和对面三个方位的结果比较

四个项目的正确结果和选择本人所在方位照片的错误情况列入图 + 和表 1
。

图中看
Φ

到儿童对左侧方位的预测效果最差
,

右侧和对面的成绩非常接近
。

表 1 不同方位正确和错误结果差异的 Κ值

项 目 , 岁组 + 3岁组 ++岁组 +1 岁组 + + /岁组 Ε 被试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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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上部指出左侧和对面的差异最突出
,

左侧和右侧的差异也很明显
,

但右侧和对面

的差异均不显著
。

表 / 下部是被试选择 0 方位的错误结果
,

这类错误也以左侧为最多
,

左
侧错误与对面

、

与右侧的差异
,

在数个年龄组均呈显著乃至极显著
。

这进一步从错误中验

证了正确结果中方位差异的特点
。

被试总体的方位间差异
,

在表 / 中看得很清楚
,

左
、

右侧之 ∗’∀1
,

左侧同对面的差异都是

极显著的
,

而右侧和对面的差异很不明显
。

但图 指出三个方位正确结果的总趋势 大 体

一致
。

叱

2(

3(即4(义次以解侧日划砷枚

( / 5

年龄组

图 不同方位的正确结果

实验结果还指出
,

四 个实验项 目中左侧和右侧的成绩都是三 山最低
,

但对面这一方位

成绩最差的是模型动物
。

6 三 7 年龄发展阶段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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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年龄组正确反应结果如图 1 和表 / 所示
。

图 1 的上部曲线是各年龄组被试的正确

伺答成绩
,

其总的发展变化趋势可 以分为兰个阶段
,

两个发展速度很快的年龄阶段是 − 岁

到 ? 岁和 +1 岁到招岁
。

从 , 岁到+1 岁长达四个年龄组基本上 没有显示出明 显 的 发 展趋

势
。

− 岁同 , 岁
,

+1 岁同 +/ 岁两个组间的成绩差异是很显著的
。

从表 / 清楚地 看 到 − 岁

组同各年龄组的成绩差异都是很显著和极显著的
,

+/ 岁组同其它各组间的差异几乎 也 都

是显著的
,

除此以外各年龄组间均无 明显差别
。

这再次证明发展中存在着阶段性 和 过渡

833和

Δ
了

·

一一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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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年龄组

不同年龄儿童的实验结果

性的特点
。

图 / 中间曲线是被试选择本人所

在方位的错误结果
,

其下降趋 势 与正

确结果恰好相反
,

除此以外的 其 它错

误是以图 / 的最后一条曲线 表 示
,

其

它错误率在各年龄组都不超 过 ( 厂
,

可见被试的错误是以选择本人所在方

位为主的
。

以此为依据
,

可以认 为 各

年龄的错误率的变化也表现出和正确

结果一样的年龄阶段性
。

这种年龄阶

段性和我们过去研究 的 结 果 是一致

的〔日一“ 7 。

被试错选 0 方位情况的年龄差异如表 < 所示
,

表 中数据再次说明 3 岁和 2 岁 组 以及

/岁和 5 岁组之间的差异是显著的
,

2 岁至 / 岁组的区间都未显出有意义的发展变化
。

表 5 不同年龄组正确反应结果的差异显著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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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9 各年龄组全部正确和三分之二以上错误人数比较

本实验分四个项目
,

每一项 目又有左
、

右和对面三个方位
,

所 以每个被试需进 行 +1 次

预测
,

把 +1 次全做对算做
“

掌握
” ,

把答错次数为三 分之二 : , 次 9以上者作为不能完成课题

任务
,

以
“

不能
”

表示
。

这两项结果的人数及其百分率如表 ;
。

表 ; 各年龄组
“

墩握
”

和
“

不能
”

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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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是四个实验项 目各自全部正

确人数
。

从 中看到四个项目的难易程

度的排列顺序是三 山最难
,

其 次 是模

型动物
,

再次是绒毛动物
,

最容易的是

茶具
。

这个结果与各实验项目的正确

反应结果也是一致的
。

它再次证明了

结果 6一 7 中揭示的课题难度 6课 题 条

件不同 7是影响空间表象发展的 重 要

因素
。

6五 7 男女性别差异问题

被试男Δ女成绩差别情 况 是
+ 3

、

2
、

( 岁三组女略好于男
,

但无 统 计学

年龄组

图 5 四个项目三个方位全部正确人数比较

意义
,

岁和 / 岁两组是男优于女
,

且有显著差异 6分别为 ,− (
)

( .
,

,− (
)

( 7
。

四
、

讨 论

6一 7根据表 和图 5 可以认为儿童的知觉经验和生活经验在空间表象活动中起重要

作用
。

三 山同茶具
,

同绒毛动物之间
,

绒毛动物与模型动物之间是我们要比较的重点
,

这几

组实验结果的差异是很显著的
。

茶具中的壶和碗为被试所熟悉
,

茶壶的四个方位各有鲜明

的标志
Χ
绒毛动物生动形象

,

被试对它们有浓厚的兴趣
,

动物面部和尾 部的朝向是 被 试注

意的中心
Χ
模型动物近似动物

,

是介于具体和抽象之间的刺激物
Χ 山的各方位大同小异

,

各

山之间有相当的共同性
,

特征不 明显
,

因而成为判断的难点
。

根据各实验项目的知觉特点

与判断成绩之间的关系可以看到被试想象空间位置关系时往往利用熟悉的
、

特征 鲜 明的

条件作为标志
,

这就是知觉经验作用所在
。

知觉经验对儿童空间表象发展的意义也不能对所有儿童一概而论
。

本实验 中 2 岁以

前似乎不怎么受熟悉因素
,

经验因素的影响
、

不同实验条件的成绩差异主要是在 Ε 岁 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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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显现出来
,

这很可能是他们认知特点不同的反应
。

从 , 岁开始进入一个漫长的 过 渡阶

段
,

这个时期儿童的空间认知活动很容易受到有关因素的影响
。

这一点和我们过
5

,

去
5

的研
】

究:,,
‘们也是一致的

,

即处于发展过渡阶段
,

儿童的空间认知活动在具备某种条件的前提下
,

其成绩就能显著地提高
,

因此揭示这种条件对促进发展是很有意义 的
。

:二 9图 + 和表 1 都说明被试对其左侧方位情景的想像效果最差
,

这种现象尚 需 进一
步探讨

,

有人认为是否同右利手现象有类似性质
。

表 1 的显著性说明了这个结果 是 揭示
了客观现象

。

另外我们从 ∋ Τ
盯

Υ Ο ς Υ Τ Ω
5

Ξ + ,了&年的一项 研 究卿中 也发 现 类 似 的结

果
。

图 2 是本实验中三 山的结果与∋ Τ
Ωϑ

Υ Ο ς Υ Τ Ω 的实验的相应年龄组的结果比较
。

两者
·

都是左侧成绩最低
,

这进一步说明左侧成绩偏低不是本实验出现的偶然现象
。

本实验结果

4 3 2 3 13

∋ Τ Ω ϑ Υ Ο ς

另 + 3 3 ; 3

。 。Ω
的三山实验结果

呼3 4 3 / 3 + 3 3 写

侧一面一御右一对一左

,, 一 Ψ 一 尹 沪 尸 尹 沪 尸 沪沪

ΦΦΦ
目目

一一一

年龄组

图 2 本实验与∋ Τ Ω ϑ Υ Ο ς Υ Τ Ω 的三一++实验结果比较

:三 9各年龄组的错误率约在+; 拓一 ;3 另之问
,

其中,一+1 岁四个年龄组大体上保持在6

1; 万左右
。

各年龄组的错误 中除了有 ; 万左右的其它类型错误外
,

基本上都是选 择 被试

本人所在方位错误
。

图 1 说 明 − 岁组的这类错误最多
,

占反应率的23 终
,

,一+1 岁组约占13 多
,

到+/ 岁下 )年

至 +3 拓
,

均高于其它错误
,

这就是皮亚杰提 出的
“

自我中心
”

现象
。

它不仅是 − 岁 以前儿童
‘

的错误特点
,

也是所有被试错误的集中点
。

按被试的言语表述来分析上述错误
,

似乎主要原因在于三维空间和二维空间关 系的

转换方面
。

被试总是把 自己所在方位 : 9确认为
“

前边
” ,

把 ≅
、

 
、

Α 三个方位分别确定成

右侧
、

对面和左侧
,

即以自己为中心
,

把面对的位置关系确定成一个固定的格局
。

如 作 绒
5

毛动物实验 :见附图 亚9
,

被试解释他为什么选 方位照片时说
6 “

因为熊猫背冲着娃娃
,

⋯

⋯是我看脸
,

他看后背和尾巴
”

:女
,

了
、

−岁9
。

这表明儿童把被试者 :自己9与观察者 :娃娃9

在三维空间的位置关系直接搬到二维照片的四周
。

由于对空 间维度的混淆而影响着他们
6

对空间位置关系相对性的认识
。

我们准备在 − 岁以下幼儿的空间表象发展研究中深入探
’

讨这一问题
。

选择本人所在方位之外的其它错误
,

在各年龄组都保持在 ; 拓上下
,

未表现出随年龄

而变化的差异
,

这说 明这类错误似乎与年龄增长没有关系
。

:四 9本实验所揭示的年龄发展的阶段性现象和过去的研究是一致的
。

所不同的是在
《 ;一 ++ 岁儿童两种空间关系认知和发展的实验研究

》

中了
、

−
、

,岁三个年龄组是过渡的年龄
,

阶段
。

本实验则是 ,一+1 岁四个年龄组
。

这种差别表明由于课题条件和课题难度不同
,

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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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的进程是不一样的
。

两个实验的共同之处说明在空间认知这一认识领域存在着认知发

展的飞跃现象
,

同时在两个飞跃发展的阶段之间有一个发展变化不大的量 变 过程
。

这个

不怎么显露发展的量变过程出现在什么年龄范围是以课题性质和难度为转移的
。

除正确

反应结果进一步验证了这个规律以外
, “

掌握
”

和
“

不能
”

两项结果也都从不同的角 度 证明

了这一 现象
。

:五 9性别差异问题在本实验中因年龄而异
。

+ +
、

+1 岁处于少年末期的女孩子 的 成绩

显著地低于男孩
。

被 式总体的男
、

女成绩差异的不显著性说明性别差异并不是突 出 的现

象
。

五
、

小 结

一
、

空间刺激物的知觉经验是空间表象发展的重要条件
,

不能低估这一因素的作用
。

二
、

本实验 中被 试左侧方位的正确反应成绩显著地低于右侧和对面
。

这是一 个 值得

进一步探讨的现象
。

三
、

这项研究
一

说明儿童的空间表象的年龄发展是有阶段性的
,

在两个飞跃发展阶段之

间存在一个缓慢发展变化的量变的过渡阶段
,

这个时期容易受有关课题条件 的 影响
。

这

种现象同我们过去的两项研究结果是一致的
,

因此可以认为这是一种规律性的现象
。

四
、

我国八岁以前幼儿的空间表象特点和
“

自我中心化
”

问题
,

是需要进一步探讨的课

题
,

我们正准备进行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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