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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 完采用问卷法调查 了中澳两 国的成人和儿童对智力概念内容构成的看

法
,

结果表明
,

尽管文化社会背景不同
,

但人们时智力概念的理解仍有很 多 共同

之 处
,

特别是对作为一般 能力的智力品质及与智力有关的个性特征的评 价 很接

近
,

这一结果有利于支持智力概念普遍性观点
1 成年人与儿童的观点比成年人之

间的观点显示 出较 大的差异
,

这似乎表明对智 力概念的理解也存在一个 逐 渐成

熟发展的过程 1 各类被试对有关个性品质评价的高度一致性表明 了有关
“

非智力

因素
”

对发展智力的重要作用
。

问 题

什么是智力 2 生活在不同文化和社会背景的人们对智力概念的理解是 否 会 有 所不

同2 成人和儿童
,

特别是教师和学生对智力的理解是否存在差异 2 也就是说是否 存 在着

普遍的智力概念 2 这一问题已引起人们越来越大的研究兴趣3+ ,45
,

教师对这一问题的看法

必然影响着他们对儿童行为的期望和评价
。

儿童对智力的理解也影响着他们如何评价和

调整自己的行为
,

从而使自己成为智力水平更高的人
。

其次
,

关于智力的定义
、

内容
、

结构

或因素及各因素之间的关系至今仍众说纷芸
,

没有一个统一的认识【一67
,

因此需要 进 一步

研究探讨
。

本研究是一跨文化比较研究
,

试图通过对中澳两国成人和儿童 作经验性调查
,

探究不

同社会文化和不同辈代的人们对智力内容的构成或智力概念的理解是否一致
。

其研究方

案最初 由澳方提出
,

中方也提出了修改意见
,

使方案的设计和 内容更适合于两国跨文化比

较的要求
。

二
、

方 法

研究分两阶段进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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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阶段
= 预备实验及编制调查问卷

。

+
0

预备实验
=
被试为教师

、

大学生
、

非教师成人及 + +
、

拙岁五年级小学生 四 类人
。

每一类被试中澳两国各为9 人
。

实验者用书面形式 向被试提出两个问题
= “

你认 为 一个

聪明的儿童应该是怎样的 2 你认为一个聪明的成人应该是怎样的 2 ”

被试可以根 据 自己

的想法随意地列举或描绘出一个聪明的儿童 >或成人 8所应具有的特点或品质
,

用 书 面作

出回答
。

4
0

编制问卷
= 收集

、

分析
、

整理在预备实验中被试作出的书面回答
,

编制出 正 式实

验的调查问卷
。

由于被试的回答是各种各样的
,

因此必须把他们所描述的
“

聪 明 的
”

儿童

>或成人8的特点归类整理
,

计算出所列特点的次数频率
,

对某些说法不一但含义相同的特

点归并为同一项
,

然后
,

又由两个独立的判断者检查了这种按义结合的项 目归 并 是 否合

适
,

最后筛选出三大类有关聪明儿童 >或成人8的特点
。

第一类为一般能力
,

包括
=
善于动

脑筋
1 交际和言语表达能力强

1 活泼和机警
1
对许多问题要寻根问底

1
有独立性和 创 造性

1

学习能力强
1 观察力敏锐

1
善于模仿

1 能集中注意
1 记忆力强

1
有丰富的知识

,

共十一项
。

第

二类为思维能力
,

包括
=

善于解决问题
1
善于理解要他做的事情

1 思维敏捷和做事麻利
1
善

于分析并能提出各种问题
1 行为举止是明智懂事

1
能抽象思考

1 能做逻辑推理 1 能抓住问题

要点并能灵活运用
1
能正确和仔细地行动和思考

1 思维清晰和敏锐
,

共+9 项 1 第三类为个性

特征
,

包括
=
有广泛的兴趣和爱好

1
能独立思考和工作

1
自信

1
乐观 1 与别人相处得很好

1
工

作有协作精神1 谦虚并善于体恤别人
1
有成就 1 遇到困难时坚定和不屈不挠地克服困难

1
不

可捉摸 1 在困难面前能保持镇定
,

共十项
。

为了使被试能更好地理解每一项特点的含义
,

实验时
,

主试还对某些特点作了必要的

解释说明
,

如
“

有丰富的知识
”

是指
“

知道许多事情
” 1 “

能抽象思考
”

是指
“

能理解和 运 用很

难的术语
、

概念等
” 1 “

有成就
”

是指
“

在班上名列前茅或是一个优秀的运动员
,

科技 艺 术作

品获奖等
” 。

这些解释用语都是事先规定好的
,

附注在有关项 目后面
,

通过预试进 一 步修

改了每一特点的词语表达及解释
,

务使中澳双方每一被试对每一特点的含义有相同 或 至

少是相似的理解
。

第二阶段
,

正式实验
,

在被试中作问卷调查
。

在儿童组中
,

实验以班级集体的 方 式进

行
,

问卷发给个人
,

由个人填写
。

成人组被试则以个别方式进行
,

各类被试人数如 下 表所

列 =

问卷的内容分两部分
=

第一部分
= 要求被试对问卷设定的聪明儿童 的特点的合宜性作出评定

。

问卷向被试

列举 了每一个聪明的儿童设定的应具有的特点
,

要求被试对每一特点按
“

非常赞同
、

赞同
,

表 ? 各 类 被 试 人 数

—一皿
一兰一里土生竺止二立生土竺坐竺生中 国
≅

+。。

≅
,

+ +。

+
+ 4。

Α
+ + 6

“ 国 华 人
+ ≅ ≅

二
Β Β “

兰
Β Β Β , 0

Β
0

?
Β 0

Β
0 Β
Β

Β
Β

Β



期 方富熹
=

对智力概念理解的跨文化比较研究 4 ;.

幸
0

不赞同
,

很不赞同
”

四栏作出一个选择性的评价
。

例如
,

一个聪明的儿童应该
“

有丰富的知

识
, ”

如被试认为自己
“

非常赞同
” ,

便在这一栏下打一个
“

了
” ,

余类推
0

指导语中向被试说

明
,

这里的
“

儿童
”

是指一个 + +
、

+4 岁的儿童
0

第二部分
= 要求被试对每一类的特点按其重要性分别排一个次序

。

如 关 于
“

一般能

力
”

的十一个项目特点中
,

某一被试认为
“

记忆力强
”

是最重要的
,

则在其后写
“
+

” 。 “

观察

力敏锐
”

是第二位重要的
,

则在其后写
“ 4 ” , · · · · ·

一直写到
“
+ +

” ,

余类推
。

三
、

结 果

关于被试对项 目特点的合宜性的评价通过计分后
,

再求其平均数 >非常 赞 同
= : 分

冷
目

表 4 项 目 重 要 性 的 等 级 排 列 次 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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赞同
= 分 1不赞同

= 4 分
1 很不赞同

= + 分 8
,

结果表明所有被试组对所调查的所有特点

项目的平均得分均在三分以上
,

就是说被试表示
“

赞同
”

或
“

非常赞同
” ,

这说明问卷的所有

项目>一个聪明儿童应具有的特点8都是合宜的
。

关于项目特点 的重要性的等级排列结果如表 4 所示
。

项 目的内部一致性运用Γ Η Ε Δ Ι5 5的内部一致性系数 >二8作检验
,

。值达到∀ϑ 9
0

9+ 的显

著水平
。

各被试组对项 目重要性的等级排列相关如表 所示
。

表 >Ι 8 各被试组关于项目重要性的等级排列相关系数 >一般能力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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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Κ 8 各被试组对项目重要性的等级排列相关系数 >个性特征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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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

讨 论

>一 8 关于不同文化和社会背景的人们对智力的构成是否具有相同的看法2 本研究

的结果表明
,

中国人
,

澳大利亚人和澳国华人学生在
“

一般能力
”

和
“

个性特点
”

这两类项目

中的看法相当一致
,

除个别组外
,

相关都是正的
,

并绝大 部分 达 到 显 著 水 平〔表 > Ι 8

>Κ 8〕
。

而在思维能力一类
,

他们的看法很不一致
,

只有部分被试组别之间的相关是正的
,

并且均没有达到显著水平〔表 > Ν 8〕
。

故是否具有
“

普遍的智力概念
”

的观点受到 本 研究

大部分结果的支持
。

>二8 在同一文化和社会环境中生活的人们对智力构成的看法是否相同2

首先对中国人来说
,

无论儿童组
,

大学生组
,

教师组和成人组 >除教师
、

下同8对智力的

看法在所有三类项 目中彼此都表现出较高的正相关
,

只有少数几个组别在
“

思 维 能力
”

及
“

个性特点
”

这两类中
,

儿童
‘

组与成人组的相关没达到显著水平
。

这似乎表明在中 国 文化

内部对智力的看法相当一致
。

对澳大利亚人来说
,

却显示出较大的同一文化内部的差异性
。

在所有三类项目中
,

大

学生组
,

教师组和成人组的观点是较为相似 的
,

但在
“

一般能力
”

和
“

思维能力
”

这 两 类中
,

儿童组与其它各组的观点是木同的
,

特别是在
“

思维能力
”

这一类中
,

儿童组与其它各组的

相关是负的
。

澳大利亚儿童组和该国其它被试组之间的差异是由于他们对某些项目重要性的评价

不同而造成的
。

例如对各项的重要性按等级排列时
, “

观察力敏锐
” , “

对许多问题 要 寻根

问底
”

两项
,

儿童被试把它们排在后面
,

但各个成人组则把它们排在前面
。 “

活泼和机瞥
” ,

“

有丰富知识
”

两项
,

儿童组比任何成人组都排得前面
,

成人组却排得很后
。

在
“

思维能力
”

这一类中
,

有一半以上项目
,

儿童组与各个成人组的观点形成鲜明对照
。

如 各 成 人 组把
“

善于分析并能提出各种问题
’, , “

能逻辑地推理
’,

这两项的重要性排在前面
,

儿童被试则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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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们排在后面
。

在中国被试中
,

这种成人 >教师
、

大学生和其他成人8与儿童的观点不同是不 明 显的
,

在
“

一般能力
”

这一类中
,

只有
“

交际和言语表达力强
”

这一项
,

成人把它排得很 后
,

而儿童

把它排在第五位
。

对于
“

个性特点
”

这一类项 目
,

无论被试是中国人或澳大利亚人
,

成年人或儿童几乎有

大致相同的看法
,

表现出很高的正相关
,

只有一项是例外
=
所有的成年人组对

“

自信的
”

这

一特点的重要性排在很前面
,

澳大利亚儿童对这一特点与各成人组的观点是一致的
,

唯独

中国儿童组把这一特点的重要性排得很后
。

本实验研究还有少量的澳国华侨学生作被试
,

他们身上具有华人血统
,

但生活在澳大

利亚
,

受那种文化教育的影响
。

他们对智力的观点与中国各被试组接近
,

由于这一被试组

人数太少
,

这一有趣的现象需要进一步研究探讨
。

>三8 关于儿童组和教师组被试对智力构成的看法是否一致2 这一问题是特别有趣

的
,

因为它涉及到教师的智力概念以及是否传授给儿童并为儿童所接受
。

对中国 的 教师

和8∋童来说
,

所有三类项 目的相关都是高的正相关
,

而且很接近
,

只有个别项 目在 重 要性

的位置排列上显示出差异
=
儿童对交际和言语技能比教师看得更为重要

,

而教师 对 观察

力
、

理解力
、

自信比儿童看得更为重要
。

对澳大利亚的儿童和教师来说
,

在
“

一般能力
”

这一类项 目上他们的相关虽然是正的
,

但相关很低
,

未达到显著水平
,

在
“

思维能力
”

这一类项目上他们的相关是负的
,

并 且 差不

多达到显著水平
。

只有在
“

个性特点
”

这一类项 目上获得高的显著水平的正相关
。

但在前

两类项目中
,

他们也有观点一致的地方
,

如他们都把
“

善于动脑筋
” “

学习能力强
” , “

善于解

决问题
”

放在优先的重要地位
,

而把
“

善于模仿
”

放在很不重要的地位
。

但在下 列项 目 中
,

他们 的观点存在着很大差异
=
儿童认为

“

活泼和机警
” “

丰富的知识
” “

明智 懂 事
” “

正确仔

细地思考和行动
” “

思维清晰敏锐
”

较为重要
,

教师认为较不重要
1
而教师对

“

观察 力 敏锐
”

“

逻辑推理
” “

抽象思考
” “

寻根问底
” “

善于分析和提 问
”

等认为较重要
,

而儿童认为 较不重

要
。

如上述
,

儿童似乎没有把教师视为优先重要的大部分智力属性作为自己遵循 的 行为

准则
,

因而把它们的重要性排得很后
,

澳大利亚儿童心 目中所谓智力高>聪明的8儿童的概

念似乎是一个天真的在学校有良好表现的好孩子的概念
,

而不是一个成熟的具有 批 判和

探索性头脑的思想家的概念
。

>四 8 关于问卷的制定问题
=
本研究试 图在不同社会文化背景中的成人和儿童中作

经验性调查探讨智力内容的构成问题以及人们对智力概念的理解是否一致
,

为了 便 于引

出人们对智力问题的看法
,

在预备实验 中要求被试描述
“

一个聪明的孩子
”

应该具 有 什么

样的品质
。

因为在日常生活中
“

聪明的
”

通常作为
“

智力高的
”

同义语来使用
。

在被试所列

举的品质中并不局限于我们一般所指的认识能力方面
,

还涉及到大 量 的 所 谓
“

非智力因

素
” 。

我们把它们单独归为
“

个性特点
”

一类
,

一般认为智力的构成不应包含这 些成份
,

但

以上结果表明
,

在人们对智力概念的理解中总是与这些非智力的品 质 紧 密 联 系 在一起

的
。

尤其令人感兴趣的是
,

不管是中国人还是澳大利亚人
,

不管是成年人或 儿 童
,

对这些

品质的优先地位的排列都有大致相同的看法
。

例如他们都把
“

独立性
”

>
“

独立 思考 和工



,

期 方富熹
=

对智力概念理解的跨文化比较研究

作
”

8
、 “

坚毅性
”

>
“

遇到困难时是坚定和不屈不挠 的
”

8和
“

求知欲
”

>
“

广泛的兴趣 爱 好
”

8的

重要性排在最前面
。

除中国儿童组外
,

各被试组也把
“

自信
”

排在很优先的地位
,

这表明了

这几种品质对发展智力的重要作用
。

在问卷中我们还单独列了
“

思维能力
”

一类
。

本来思

维力与观察力
,

记忆力
、

注意力等同属于一般能力
,

但被试所描述的聪明孩子的特 点 中大

量与思维能力有关
,

考虑到通常认为思维能力是智力的核心
,

故单列一类
。

在对每一项目

特点的归类方面
,

现在看来有个另Χ项 目的归类不尽合理
,

但尽管如此
,

从大多数被 试 对项

目优先重要性的选择中
,

使我们认识到那些与智力有关的最重要品质
。

这无疑对 教 育是

有重要参考作用的
。

五
、

小 结

本研究运用问卷等级评定法调查了中国
、

澳大利亚儿童
,

教师
、

大学生
、

成人 >除教师 8

及澳国华侨学生对智力构成的看法
,

结果表明
=

>一 8 生活在不同文化和社会生活环境的中国人和澳大利亚人对智力概念的理解有

许多共同之处
,

特别是对作为一般能力的智力品质和与智力有关的个性特征的评 价 更为

接近
,

但对与思维能力有关的智力特点的优先重要性的看法存在着差异
,

这一结果有利于

支持智力概念的普遍性观点
。

>二 8 在同一文化内部
,

中国的各个被试组
,

无论儿童或成人对智力的 理 解 相 当接

近
。

在澳大利亚方面
,

各个成人组的观点是很接近的
,

儿童对智力的看法却与成人显示出

较大的差异
。

>三8 人们对智力概念的理解中包含着对非智力个性品质的估计或评价
,

这 表 明了

两者紧密依存的关系
,

我们在发展儿童 的智力时
,

无论如何不能低估非智力因素的重要作

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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