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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耍 本实验研究是作者以前三个实验 的继续 实验中给儿童演示一个物体碰挂

的因果系列事件
,

告知儿童有头矛勺因果机制 要求儿童对两种可能的时间或空间信息作出选

择性的归因判断 结果表明
,

在学前儿童中已迅速发展着一种依据因果系列事件的时序关系

或空间距离关系作出因果判断的能力 在利用时空信息时
,

他们对的间信息更为敏感

问 题

因果联系是 自然界和社会普遍存在的一种联系形式
,

通过思维分析活动发现和揭露万事

万物客观存在的因果联系是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 世界的重要前提
。

犷

关于儿童因果性思维发展 问题
,

有两种不同的观点 一种观点 认为年幼儿童最初思考

因果性的方式与成人并不相同
,

他们往往用心理 上的因果性来说明物理世界客观的真实的因

果性
,

他们不能理解物理现象机械的动功转换的因果机制
。

随着儿童的成长
,

新的认知结构

的获得
,

这种
“

前因果思维
”

才逐渐让位于成熟的因果性思维
。

另一种观点认为
,

儿童思考

因果性的模式跟成人是相同的
,

两者之所 以存在着差异主要取决于对所解释的对象和现象是

否熟悉
,

是否拥有足够的知识经验
,

‘

以及运用这些知识经验的老练程度等等
。

。

笔者 曾以模拟物理渔撞事件为手段
,

探讨了儿童利用时空信息进行因果狗断的能力
,

结果表明
,

学前儿童还不能有效地利用时空信息作因果判断
,

一 岁时
,

这种能力才迅速

发展
。
我们认为这一结果之所以味能发现学前儿童作因果判断的能力

,

可能因为在该实验条

件下
,

刺激变量太复杂
,

儿童对时空信息的发现和正确利用需要他们能对这两者的关系加以

整合
,

即具有对运动物休的速度作出估计的能力
。

据我们以前的研究结果
,

学前儿童还在发

展粉对时序的认知和对物体运动表象的认知能力
,

如 能简化课题任务和实验条件有可
,

能舞测出学前儿童利用时空信息作因果判断的能力
。

根据 “ 运用信息加工理论研

究儿育认知发展的规则测量方法
,

儿童的认知发展被看作是对一系列越来越复杂的规则的掌

握
。

由此看来
,

学前儿童对简单的物理现象作因果判断时
,

能否利用有关的时
、

空规则

他们是 怎痒利角的 这是值得进一 步探讨的问题
。

尖脸仅器由本所工程师刘乘才
、

程 革监  助理 实脸师都慧媛参加 了实验 的组织 和实验



方 法

被试 本实验所选取的被 试为北京 市内幼儿园儿童
,

分
、 、

岁三个年龄组
,

像

组 人
。

年龄范围介于足岁至足岁半之内
,

男女各半
,

随机取样
。

各年龄姐平均年龄分别为

岁 个月
、

岁 个月和

岁 个月
。

实验装里

本实验装 置由三个木箱

标号为
, ,

组成
,

向儿童提供一个模拟的物理

因果碰球事 件
。

结果事件是

一个红球从木箱 的圆
图 实脸装豆 单位 厘米

孔中碰出来
。

木箱 分别提供两个可能的原 因事件 在红球滚出前
,

被试观察到

在木箱 中各有 一蓝 色小球先后沿水平方向向红球碰撞 佰来
,

实验时
,

改变 时间

和空间距离线索
,

要求被试判断是哪一个蓝球把红球碰撞出来的
。

实验开始时
,

三个木箱是 紧专爵庄一起 的
,

接合处用娜布遮盖
,

使被试感到这是
一
个完整

的装置
。

木箱 二 的前面各有一条横向的孔隙
,

孔隙后是一条直径为 厘米的透明

塑料管 如图中虚线所示
,

箱 内上下各装有 瓦的荧光灯照明
,

实验时一个蓝球自塑料管

内上端滚下
,

被试可 以通过横向的孔隙清适地看到蓝球作从左向右 在木箱 中 或从右向

左 在木箱 中 的水平运动
。

经测定
,

球速约为每秒 厘米
。

木箱 的前面有一个直

径为 厘米的圆孔
,

圆孔后是一直径为 吕厘米的塑料管 一个红球可以通过塑料管从圆孔
,卜

滚声箱外
,

红球
、

蓝球的启动时间均由主试通过定时器调节操纵
·

实脸程序 实验均以个别方式进行
,

被试坐在实拉装置前两米的位置上
,

能平视观察

到主试演示的
“

碰球事件
”

的全过程
。

有一幕布将被试和实验装置隔开
,

实验演示时将幕布

拉开
,

演示后改变实验条件时将幕布拉上
,

’让被试看见布置实验变式的全过程
。

正式实验前先让被试熟悉这一碰球事件
,

并告诉其有关因果机制
。

主试说
“

小朋友
,

我们一起玩一个碰球游戏好吗 你看
,

这个箱子的当中有
一
个圆孔

,

孔里放着一个红球
,

是

吗 等一会儿你就会看到一个蓝球从这边或那边亮着的管子里滚过米 指木箱 或才箱 前

方表面上的长方形 孔隙 把红球一碰就碰出来了 , 你猜猜看
,

是哪一边的蓝球记中间的红坏

碰出来呢
”

主试先演示木箱 或木箱 的蓝球滚动出来
“

碰
”

红球
,

被试
“

猜对了
” ,

再演示木箱 或木箱 的蓝球出来
“

碰
”

红球
,

当被试又
“

猜对了
”

之后
,

再演示木箱
、

或
、

蓝球一先一后 出来碰红球
,

让被试猜
,

介管被试猜得怎样
,

只要他了解

实验要求
,

即开始正式实验
。

实验分两部分进行

实验一 测查被试利用时序信 息的能力
。

事件的空间排列题亚均
,

即两个可能的原囚事件 木箱
,

“ 紧靠结呆事件 木箱

,
‘

仑价与结果事件是等距离的
,

木
一

箱接合处用布条遮 上
。

事 , 发生的时间次序分别为
一 ,

条 丰 和 、
一

‘ 条件 之
,

先行事件 条件
, ,为

“ ” ,

条件 中为

欲



“ ”

与后继事件 条件 中为 ” ” ,

条件 中为
“ ”

的时距分别为 秒
、

秒和

秒
,

且分别以
、 、 。 代称

,

在每一 条件中
,

分别 以 。 、

和 的次序轮

流演示三种时间水平的因果系列事件
。

实验中一半被试先做条件 后做条件 中 的 各 项 程

序
,

另一 半被试则相反
,

这样每一被试在两种条件
一

各做三次判断
,

总共为六次判断
。

后继

事件与结呆事件的时距 固定为 秒
,

之是很据两者的距离和蓝球运动 的速度计算出来的
,

使

人产生一种蓝球运动过来
“

连续地
”

把红球碰出来的感觉
。

计分方法是 每 当被试判断后继

事 件为红球滚出的原 因则记为 分
,

判断先行事件为红球滚出的原因则记为 分
。

总分为

分
、

分或 。分
、

分的被试
,

我们则认为他们不是随机地
,

而是大致上能按前 后 一 致 的
“

时间规则
”

作出因果判 断
,

得 分
、

分的以后继事件为原 因
,

得 。分
、

分的以先行事

件为原 因
。

实验二 酗查被试对空间距离信息的利用能力
。

斜 发生
姗触肠

今
,

。两个 。。户勺原 卜 , 。卜‘
,

·

司 寸发生
一嫩归

蓝球同时滚出
。

然后
,

出现结果事件
,

即红球滚出
。

两者 的时距 固定为 秒
,

事件 的空

间排列为 条件 和 」 条件
。

即两个可 能的原因事件与结果事件

不是 等距离的
。 ·

近距离事 件 条件 为
“ ” ,

条件 中为
“ ”

的实验木箱紧靠结果

事件的木箱 。叮 远距离事件 条门 为
“ , , ,

条件 中为
‘· , ,

的刁、箱

与结兼净祥的术箱距离分别为
、

和 。 分别以
, , 。

代称
。

实验时
,

每

种条件的空间排列的因果系烈事件各演示 次
,

这三种距离水平分别以
,

和

的次序轮流呈现
,

被试轮流做某一种次序
,

一半被试先做条件
,

后做条件
,

另一半

被试则相反
。

实验木箱之间的接合或距离拉开时的空间部分均用屏布遮盖
, 给人以完整的实

验装最的感觉
。

这样
,

要求被试总共作出 次判断
。

如被试选择近距离事件为
“

原因
” ,

则

记为 分
,

否则记为 。分
。

这样
,

总分为 分和 分或 。分和 分的被试
,

我们认为他们不

是随机地
,

而是按大致固定的
“

距离规则
”

来作因果判断
,

前者以
“

近距离事件
”

为原因
,

后者 以
“

远距离事件
”

为原因
。

果结

几心

叭燕内司

一
、

实骚’的结果

表 能按照前后一致的
“

时间规则
”

作出因果判断的人数及百 分比

’
’ 日

能
犷

’

用 时 间 规 丽一一一

—
年 龄 组

———
— 不能运用规则

一‘斗竺坐恻吧丰竺圣丝担燮孔旦二
一

二 上
一
一

岁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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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 “ 。 “。
… ‘ “了

’
‘ ·

’ 魂

‘竺一
‘

二一兰竺竺一习一一立竺竺
‘

—二二竺竺一
‘

上一 竺竺竺
赞 括号内数字为人数百分比

,

下同



表

受 试 者

被试时先行事件和后 继亨件三种时距变化所作因果判断的变异数 分析摘共表

变异来源

时距变化

离均差平方相 自 由 度 均 方

岁组

岁组

时距变化

误 差

时距变化

误 差

时距变化

误 差

二一
心,自

,曰

闷

全休被试
 

 

目‘冲口盆一介‘‘嘴孟内一性一,自呀一,自,二,曰曰‘‘一介介一曲片‘

门上劝上

内

表 提供时间接近性信息
,

被试 , 断所依据的各类理由的人数及 百分比
明

一 理 由 类
,

诬厂
一

——年 龄 组 —
,

一 , , 、 。 , 。
不—户之, 卜

一 扭
,

一 一
、飞 , 产 二 亡

·

工户, , 上口 曰 、 ‘

一
二
一一竺里

一

吧户斗一上兰尸一 卜竺
“

缨一岁 … 了 “ 〕 … ” 了

“ 岁 ‘ 了 “ ’

“
汽 川川

‘ ”
,

’  。)
·

( 1 )不中肯
:
如说

: “

我看见的
” . “

妈妈教我的
”

等
.

( 2 )依据时间规则: 指能依据时序关冰

目签
,

如说
: “

这边篮球先出来的
.
那边的红球是后出来的

”

等
.

二
、

实验二的结果

表 4 能依据前后一致的距 离规则作因果判断的人数 及百分比

。

州
!!!!! 能 利 用 距 离 规 则则

’
不能运用规则则

!!
年 ” “

}}}}}}}}}}以以以近距离事件为原因因 以远距离事件为原因
{{{

总 认
’

{{{{{

444 岁岁 4 ( 13 ))) 2 ( 7 ))) 6 ( 20 ))) 24 ( 80 )))

555 岁岁 15 ( 60 ))) 0 ( 0 ))) 15 ( 50 ))) 15 ( 50 )))

666岁岁 18 ( 80 ))) 0 ( 0 ))) 18 ( 60 ))) 12 ( 40 )))

表 5 提供距 离变化信息
,

被试的归 因钊 断所依据的各类址 由的人数及百 分比

理 由
;
分 类

一二竺二丑
_

到
_少 中 肯“州

__
竺旦呵竺

_
}飞些

规则‘3 ’

、

2 0
( ”‘,

}

, ( 3。,
}

一 ‘ ( ‘ ,

1

“ ‘。 ,

“
‘

(
2T

)

{

4
(

1 3 ,
)

‘2 ( 40 ) …
6(Ze)

10(韶 ) !
2 ( 7 ) {

8 ( “7 ,
{

1 0 ( 3 3 )

岁岁岁
J性悦U丹O

(
1 ) 不 中肯

:
同表 3 注( 1 )

球一齐把红球碰出来的
”

等
.

( 2 )按时间规则: 如说:

( 3 )按距离规则
:
如说

:

“

这边的球先把红球碰 出来的
” ;

“

两 边 的

“

这边近
,

那 边远
”

. “

这边长
,

那边短
”

等



讨 论

一
、

关于学前儿童作归因判断时对时间信息的利用问题

从实验一的结果可知
,

学前儿帝正迅速地发展若在作归 因判断时对时间信息的利用能力
。

其具体表现为
: 4 岁儿童这种能力还较差

,

对提供的两个时序上先后发生的可能原因事件
,

大部分被试只是随机地在两者 中作选择
,

他们还没有掌握有关的
“

时间规则
”

( 见表 1 )
。

与此相应
,

大部分 4 岁被试 ( 93 冤 )对所作的判断不能提供任何中肯 勿题的说明(见表 3 )
‘

而 5 岁被试
,

利用时间信息的能力有了迅速的增长
,

但 5 岁组利用
“

时间规则
”

的能力还不

够稳定
,

这表现为
: ( 工 ) 仅有过半数的被试 ( 57 终 ) 能利用

“

时间规则
”

作 归 因 判 断
,

( l ) 能利用
“

时间规则
”

的 5 岁被试中以
“

先行事件
”

为原因的被试人数 跟 以
“

后 继 事

件
”

为原 因的被试人数几乎相等
,

而对
“

先行事件
”

的归因
,

无论对当前的实验情景或对日

常生活往往是一种
“

错误
”

的归因 ; ( 111 ) 从表 2 的结果看
,

先行事件与后继事件的时距变

化显著地影响着他们的归因判断
。

这组被 试对这三 种时距变化各作了60 次判断
,

判断
“

后继

事件
”

为原因的
,

在时距为0
.
5秒中为21 次

,

在时距为 1 秒和1
.
5秒中各为 34 次

,

可见
,

先行

事件与后继事件如有较长的时距
,

则有利于他们把两者更好地区分开来
,

从而使他们更稳定

地选择
“

后继事件
”

为原因
; ( W ) 5 岁组能依据时序关系作中肯的判断理由说明的被试也

仅只去
。

与 5 岁组比较
,

6 岁组利用时间信息的能力有了更稳定的提高
,

主 要表现为有更多

的儿童 能利用时间规则
,

并且有50 万的被试选择时间接近性信息 ( 即
“

后继事件
”

) 为原因
,

能提供中肯的理由说明的被试人数也达到了60 拓
。

二
、

关干学前儿童作归因判断时
,

对空间距离信息的利用问题

实验二的结果表明
,

学前儿童利用空间距离信 息作归因判断的能力 也在迅速地发展着
。

4 岁儿童这种能力还很差
,

仅有 6 人 ( 20 书 ) 能利用前后一致的距离规则作判断
,

而这 6 人

中有 2 人坚持以远距离事件为原因
,

这是令人不解的
,

这只能说 明这些被试对距离信息的意

义并不真正理解
,

对当前的实验情 景作出一种
“

错误
”

的归因
。

与此相应户这一年龄组几乎

全部被试对 自己的判断不能提 出中肯的理 由说 明
,

他们只是随机地在两个可能缪 件 中 作 选

择
。

5 岁被试利用跟 离信 息的能力虽然有了显著提高
,

但他们运用
“

距离规则
”

的能力还是

不稳定的
,

主要表现为仅有50 拓的 5 岁被试能依据
“

距离规则
”

作判断
,

并
_
r!
.
只有20叮的被

试能依据距离规则作中肯 的理 由叙述犷而有40 拓的被试用
“

时间规则
’‘
来作工内匀说明

,

其中

有8 人 ( 27 形 ) 判断
“

红球是两边的蓝球一齐碰出来的
”

因为
“

两边的蓝球是一齐出来的
”

显然他介取注意到时间信息的同时性
,

而没有注意到距离信息的远近差别性
.
他们 不能利用

“

距离规则
” ,

所作的判断也是不正确的
。

与 5 岁儿童比较
,

6 岁儿童利用空间信息的能力

有所增长
,

但水平仍是不高的
: 仅有60多的被试能利用

“

距 离规 则
”

、
,

其中仅有38 形的被试

能依据距离信 息
、

作出中肯的理 由叙述
。

相当多的 5
、

6 岁儿童不理会距离信息的变化
,

而坚

持用
“

时间规则
”

作为判断的依据
,

说明了他们对时间信息的利用比空 间信 包更为敏感
,

这

跟年龄较大的儿童布表现出的趋势相同¹ º
。

本实验条件下
,

远距离事件与结果事件在三种

距离水平上变化
,

但统计 分析表明
,

这种变化对儿童所作的归 因判断的影响并不几著 [对 4

岁组 F .( 2
,

5 8 ) 二 1淮18
,

对 6 岁缉F ( 2
,

5 8
) =

.

7 5 9

,

对 6 岁组 F ( 2
,

5 8 ) = 1

.

7 9 6 , 均小

于 F
.
95 ( 2

,
5 8 ) ‘8

.
1 6的值〕

,

可能的解释是
:
对年龄较幼的被试 ( 4 岁 ) 这种距离变化

是无关事件
,

因为他们还不懂得利用距离信息
,

对于年龄较大的被试 ( 5
,

6 岁 )
,

这种变



化也是
“

无关事件
”

_
,

川为他们较为稳定地选择
“

近距离事件
”

为原因
,

选即离耳;件
“

远出

多少
”

对他们粉响 杯大
。

三
、

课题任务的难度和复杂性制约着学前儿童作因果兴断时利用时空信息的能力的表现

在我们过去的研究中¹ À
,

曾经限定两种可能机制 (
“

红球
”

是山蓝球
“

碰出来
”

的或
“

红球是机器碰出来的
’ ,

) 要求 )[ 帝根据 向其提供的各种时间和 ( 或 ) 空间变化的信息
,

作

出选择性的因果机制判断
。

在这种实验条件下
,

表明学前儿童利用时问洁息的能力很差
,

到

导一11 岁这种能力才迅速发展
。

仔细分析课题任务的条件
,

我们发现学前 儿童之所 以不能很

好地利用时空信息
,

可能是课题任务向他们提出过高的要求
,

超过了他们的信息加毛 倍力
。

例如
,

在实验 中
,

即使我们只变化时间或空问单因素
,

但儿童要作山工确f心因果机 同判断
,

也必须把时空两者的关系整合起来
,

即要理解运动物休的
“

述度
” 。

棍据我们及国外对速度

概念的研究
,

儿童掌握时空关系的导出概 念一一速度的年龄也是1。
、

1 1 宕介 。 @
。

在术实验

中
,

‘

我们降低了任务要求
: 仅限定并告诉儿童唯一的因果关系机制 (

“

红球是被蓝球碰出 来

的
”

) 并要求儿童在向其提供的两种 时间或空间
.
的可能原因信 愈中

,

作出二择一 的 归 周 判

断
,

在这种实验条件下
,

大大地降低了儿奄掌握和理解时空关系的要求
,

实验结果表明
,

即

使是在学前阶段
,

儿童也迅速发展着利用时空信息判断因果关系的能力
。

小 结
一

木买验条件下的结果表明
, !

学前儿童中在迅速发展着一种依据因果关系系列事件的一定

时序关系或一定的空间距离远近关系作出因果判断的能力
,

随着年龄长大
,

他们越来越倾向

于宁愿选 择时间或空间距离上最接近结果事件的事件为原因
,

在利用时空信 息时
,

他们对时

间信息更为敏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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