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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岁儿童人学周题的心理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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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教育心理粗

一
、

六岁入学周题的意义

解放以来
,

我国的教育事业在竟的倾导下发展扭速
,

不斋在学校数量上或教学盾量上

都有显著的增长和提高
。

学校制度也在不断地改进
。 , − , 0 年曹在小学推行过五年一育制

1

的学校制度
,

但由于种种原因
,

只实行了几年
,

没有糙擅
。 , − . 2年全国工农业出现了新的

大跃进形势
,

教育事业也有了改革的迫切要求
。

党明确地提出了教育为无产阶极政治服

务
,

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种合的方断
。

为育彻党的教育方卦
,

教育部阳提出了改革教育的种

种擂施、 我俩心理学工作者, 为了服务于社会主义建殷
。

为了协助有关教育改革简题的解

决3必履担食起一系列光荣的研究任务
。

入学年龄简蓬是有关教育改革的一个重要简题
。

苏联在此简踢上目前还有争萧
。

主

要希点在 4七岁入学还是八岁或六岁入学
。

我国在解放前
,

一向实行六岁入学制
,

爵多社

会主义国家目前还是六岁入学
。

但我国究竟几岁入学最适宜 5 如果六岑可以入学
,

为何

要等到七岁 5而且提早一年入学也可以提早一年毕业
,

提早一年为超国的社会主义建殷服

务今如果六岁儿量确实没有入学的条件
,

也应兹把它明白地确定下来
。

,− , 2 年我俩在深入教育实际
,

了解情况的阶段
,

曹多次听到教师俩反映
4
入学年龄可

,

以提早一年 6六岁儿量已握有学习的要彝了 6 现在七岁儿量入学太晚了 6 教材对他俩来靓

太浅了等等
。

同时也常听到幼儿毅育工作者在多次座敲会上提出幼儿园大班的教学 简

粗
,

也敲为大班现用的教材
、

砚有的以游戏为主的教育方式
,
不适合六岁儿量

,

他俩已真有

学习知敲的要求
。

此外
,

爵多家长也提出六岁儿量可以入学的意见
。

因此
,

这是一个有意义的砚突简愚
。

我俩决定从心理学的角度进行一次范围较 广的

研究工作
,

奔获得对此简题的一些心理学方面的初步解答
。

当时决定此项工作时还受到

教育科学研究所和其他方面的支持
。

因此
,

更增弦了攀俩的信心
。

二
、

研 究 方 法

为了研究
,

我俩曹在 , − , 2年九月在北京市教育局的大力支持和协助下
,

毅督了六个六

岁入学的实输班进行实输
,

每一个六岁班均有一对比的七岁班
,

以青此较
。

同时
,

也曾建

裁全国丰要师范院校毅着六岁班进行类似的研究
,

截图在大量的事实材料基础上
,

做出有

关六岁入学简题的初步精萧
,

供有关部四参考
。

在北京市殷有六
、

七岁实瀚班的学校是
4
西单第一中

』

合小学
、

西四中心小学
、

蓝靛厂中

心小学
、

海淀中心小学
、

八里生第二完小和东埙乡中心小学
。

这六所学校中西单第一中心

本研究是在北京市教育局
、

教师进修学院及文中所述各学校的镇导和有关教师协作下进行的
。
本研究来第一

祖集体的工作
,

其中主要部分由茅于燕局志只壹进行
,
本文亦系由她执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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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和西四中心小学在市区
,

学生主要是千部子弟和一般市民子弟
。

八里庄第二完小和东

埙 乡中心小学在东郊
,

前者系 7 8 二厂子弟学校
,

学生全系工人子弟
,

后者属中德友好人

民公社
,

学生全系公社赴具子弟
。

海淀中心小学和蓝靛厂中心小学在西郊
,

前者系一般小

学
,

学生主要为干部子弟和小工商业者子弟
,

后者属四季青人民公社
,

学生均系公社社具
9

子弟。

六个六岁实瀚班和六个七岁实盼班每班学生人数房咭丁为:; 人
,

内中男
、

女各半
。

年龄

范围为六岁到六岁半和七岁到七岁半
。

但由于具休招生情况
,

各班人数并不相等
,

总人数

兑表 , 。

由于学校党和行政对此工作的重视
,

所以每班都是由欲校过去教学盾量最好或

表 , 六个实脚学校< 二个实肠石玲人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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兹 ≅Α 此处幼儿园指正规幼几园不包括幼儿班
。

较好的教师任教
。

在此六个实盼班中有两个班原为裸任制
,

其他的班为班任制
,

企图拭输在不同的与相

同的教学条件下
,

六
、

七岁儿量的学习特点
。

但由于裸任制有较多缺点 Β如斋文教师食担

重
,

培养儿童全面发展不适合等等 Α
,

这两个班在开学不久
,

均先后改为班任制
。

这六个突阶班原有二班为整日制
,

四班为半 日制
,

这四个半日制的班极中有三班在第

一学期中简先后改为整日制
。

到第二学期后半又有二校因故改回为哭日制
。

因此
,

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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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期末有三校为整 日制
,

有三校为半日制
。

优于半 日制学校学生的盾量
。

从学生的全面培养看
,

整日制学校学生盾量鞍

在六个实输班中受过正规的幼儿教育的学生为数甚少
,

仅西单第一中心小学较多
,

为
,
从

,

西 四中心小学和梅厦书Χ49Δ1 学两校各有三
、

五个
,

靴
学校没有

。

据教师反应
,

他佣

掌握知敲速度较快
,

养成良好的耙律较困难
,

但在学习盾量上与其他学生差别不大
。

‘

由于学校实际
Δ

清况Β如有的教师萧产假
、

有的教师稠丢福教材等等Α
,

到第二学期仅有

四个是单钝的六岁实盼班
。

另外两个班中有一个班上有七岁儿量加入
,

有一个班的学生

分散到四个七岁的班极Β内中有一个是原对此班Α里去
。

这抬我俩的实盼增添了一些新的

条件
,

获得了一些额外的材料
。

实输班开毅以后
,

我俩与教师合作
,

在学生适应学校生活的能力
,

学生的品德培养
,

学

习的食担
,

藉文
、

算术两阴主要学科学习情况等四方面进行了观察和实阶研究
。

方法有二
4

一种是与教师合作以教师的材料为主
,

我俩较多着重全面分析与总桔
。

如了解学生适应

环境的能力
、

品德培养的特点与学习食担Β包括家庭稠查Α的情况
,

就用这种方祛
。

另一种

是自己进行实脸研究气 做出总拮
。

如豁文和算术的学习情况
,

主要都采用了这种方法
,

不过也参考了教师的材料
。

在藉文方面
,

我佣着重研究了六
、

七岁儿量在字韵的熟豁与遣

忘和理解能力等简题
。

在算术方面
,

我佣主要研究了六
、 一

匕岁儿童数概念的广度
、

应用题

的理解
、

成精不良学生的智力活动特点等简题
。

在以下我俩还要郭相叙述宅介孔

每了几叮,令

三
、

研 究 桔 果

 一! 六岁儿童适应学校生活的行为表现

入学是儿量生活中一件大事
,

是儿量从以游戏为主的生活方式进而到以学习 为主的

生活方式的斡折点
。

儿量在入学前
,

生活由成人照料
,

主要的活动是游戏
,

没有必须完成

的学习任务
。

可是入学以后
,

情况就推树良大的改变
。

儿量在学校时要自己照料 自己
,

要在

较短的时简内适应新的生活制度并完成学习任务
。

这样互大的生活变化
,

七岁入学的儿

量已难迅速适应
,

对入学准备差的
、

年龄小一岁的六岁儿童来靓
,

就更威困难了
。

∀ 六岁儿童入学后与七岁儿量有显著差异的行为表瑰是 自我照料和自我控制的能力

差
。

·

在初入学时
,

有爵多六岁儿量由家长件送来校
,

家长在阴外等候
,

并伴送回家
。

在学

校时
,

大
、

小便还要教师穿脱衣裤
。

瓣子散了要教师梳扎
,

有的甚至尿裤
。

有的教师曾这

样靛 #
“
教七岁班时从来没有碰觅过这样的情况

。

一听到学生呀老师繁裤带
,

我心里就想
∃

这比做保育具还要难
,

一个人要照顾 %& 个人
,

还要教他俩书 ∋ ”
。

在教室内也随便下位子
,

吃东西
,

靓韶
。

有个别学校曾影响了裸堂教学
。

这样的
如

周题在教师的教育影响下在很短

的时期内消失了
。

到第三
、

四周已基本上没有撑样的现象
。

’

( 六岁儿量入学初期另一显著特点是情精不稳
,

容易波动
,

爱哭
。

入学第一周有四个

六岁实脸班在上裸
,

站队时有三
、

五个学生哭
。

西 四中心小学一个六岁学生在行并学典礼

这一天由爷爷陪伴来校后一直在哭
,

到中午散会觅着爷爷才止住
。

海淀中心小学反映有一

衣女‘

)
所有实教均另有研究报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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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

4
‘龙

堂裸一速哭走了 ,0 人
,

教师靓
4 “
从来没有看晃七岁班有这种事

,

第一个学生一哭我也慌

了
,

就放他回家
,

这样接速走了 ,0 个
,

裸也上不成了
”。

其他学校也都发生类似的事
。

另

外
,

在他俩碰晃困难简题如写字时
,

往往不去克服而是哭
。

八里庄和蓝靛厂二校这样情况

很普遍
。

3
1

六岁儿量入学初期老师特别成觉到他们理解要求的能力差
。

老师俩常反映他俩
4

“

不理解要求
” , ‘

舞什么也象听不懂
” , ‘

堵发楞
” , “
象个小糊涂

,

Ε11
·

4 二。

对七岁儿量只要耕

一两遍的规:≅Δ
,

对他们要耕七
、

八遍
,

第一
、

二遍好象没听晃
,

有时呀他俩打开书
,

已握能了

三遍还有学生周
4 “
你靓的是什么啊 Ε ”在第二学期

,

在混合班上听裸时也清楚地看到这个

特点
,

有时七岁儿童已做完老师呀做的题 目
,

六岁儿量还不知道做哪个短
。

不但如此
,

行

为规则还要不断提醒
,

握常拣习才能巩固
。

此如象掌握在裸堂上回答周题要先举手
,

站队

要整齐迅速
、

不出声等等行为规则
,

就比七岁儿童慢一些
。

有时第一天氯住了第二天又忘

了
,

必填拮合具体的同学多次耕解才能清楚
。

七岁儿量虽在开学初期也有这种情况
,

但刹

正得此较快
。

由于六岁儿量过去没有集体相处的握脸
,

以及思惟具休性的特点
,

所以
,

对全班儿量

提出的要求
,

如
“
现在打并书

” , “

放好本子⋯⋯
”
等等

,

往往没有人执行
,

因为他俩并没有把

这些要求与自己联系起来
。

必填等教师指名
4 “ 7 7 7 萧你把书放好

, , , “ 7 7 8 萧你打开

藉文书来
, ,

时
,

其他儿量才摹仿着他做同样的活动
。

这种情况七岁儿量较少兑
。

由于他

们概括能力较高
,

泛指的要求能死较快地与 自己的行为联系起来‘

:
1

在六岁儿量初入学时
,

我俩还可以看到他佣有这样的显著的行为特点
,

动作较慢
,

拖拉
。

无萧是站队
、

写字
、

整理文具
、

收拾书包
、

冬天穿脱衣帽等都比七岁慢
、

拖拉
。

’

从一

种活动Β如收起铅笔盒Α过渡到另一种活动 Β如打开藉文书 Α化费的时简都较多
。

老师常禽
4

“哄他俩收拾点东西且嚷咕呢 Ε ” , −. 2年冬季我俩曾进行过一次较仔扣的观察
,

获得的材料

也征明了这一点
。

以六
、

七岁儿量从早上到校脱大衣一直到打开书本自习这一段
,

七岁班

学生最快的用了 0
、

3分钟最慢的用 , ,
1

.分钟
,

而六岁班学生最快的3
、

:分钟最慢的要 , 1 , 分

钟
。

六岁班平均大豹比七岁慢 3 一 , 分钟
。

同时一般六岁儿童拖拉的现象比较多
,

他佣

常常边作边禽韶之玩
,

而七岁儿量∀≅Δ 比较专心
。

六岁儿量这种特点多半一直保留到第二学

期初
,

而在有的学校甚至保留到第立学期末
。

我俩在第二学期听一个六
、

七岁混合班的裸

时也清楚地看到这种特点
。

一般来羡
,

六岁儿量每换一种活动都要比七岁儿量拖延一
、

两

分钟
,

因此有时当堂作业
·

七岁班仅少数未完成而六岁班助多数不能完成
。

.
1

六岁儿量入学后在裸堂上表现出坚持力比较差
,

特别容易疲倦
。

这个特点延演的
。

时简较长
。

在初入学时乡六岁儿量很难坚持注意听耕到 ,; 分钟
,

即使教师握常粗械
,

也不

过能速掇坚持,. 分钟
,

往后就出现了疲劳状态
,

有趴在桌上的
,

也有打哈欠
,

也有阴上眼的
。

到学期中简才略有好搏
,

但变化不大
,

还必须樱常做裸简操
。

直到第二学期还有坚持力差

的表现
,

七 岁儿童剧不相同
,

在初入学时
,

他仍虽也容易疲劳
,

集中注意的时简开头虽只有

,. 分钟
,

但延疲的时简较短
,

到第一学期中简已基本
1

上改变
,

能坚持0; 分钟左右
,

到第二学

期已握完全不必做裸简操了
。

1

六岁儿童须要在教师 自始至格的指导下执行劳动任务
,

安排劳动祖撤
。

这可以用

做值日的事例来惫明
。

翰流值日
、

清扫教室这是靓拣一年极学生从事劳动的主要形式
。

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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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材料
,

六
·

、

七岁儿量对这项工作的积极性都很高
。

教师常这样挽
4 ,’哄他仍做值日

,

都高

兴极了
,

有时还老简
4 ‘

老师我附
,

么时侯做值日啊 5”
’

可是在这个工作中六
、

七岁儿量完成

任争的移孝与草早都不相同
,

六岁儿童地扫得此较不干浮
,

桌椅也排得此较木整齐
,

行与

行之简此较不均匀
。

在清扫过程中
,

对粗撤人力和劳动分工方面 自己不能胜任
,

必填有教

师亨蜻孕移在指导
。

可是七岁儿童却不必须
。

他仰地扫得此较干浮
,

桌椅也排得此较整

齐
,

对粗戳人力与分工只要教师交程洋一下任务
,

大都自己就可以完成了
。

六
、

七岁儿童在这方面的差别保持得比较长久
。

在第二学期期末
,

两班握常的清扫工

作还有差异
。

不过、在教师的积极培养下已不如光前悬殊
,

而且在有些学校通过卫生杠旗

竞篓
,

六岁班也能与七岁班一样做到教氢 桌椅整洁
,

整矛
。

可是在安排人力写祖撤人力

方面六岁始胳不如七岁
。

>
1

六岁儿量入学初期小动作祷别多
,

无萧上裸
、

下裸都不妥静
。

在上裸时常有人玩书

包带子
、

玩电光板
、

踢桌椅
,

摸这摸那
。

教师祖撤教学
,

他俩好象与 自己无关
。

在下裸也多

半玩活动量较小的游戏
,

如拍球
、

套圈等
。

但七岁儿童比较不同
,

上裸时也有同学有小动

作
,

但不如六岁多
,

可以静坐的时简此六岁长一些
,

下裸后跑得此较远
,

玩的活动量也较大
。

但这种差0≅Δ 也随教学影响逐渐消失
,

到第七
、

八周开始
,

看不出明显的年龄差异
。

立

总上所言
,

六岁儿童在适应学校生活方面的行为表现有与七岁儿童共同之点也有不

同之点
,

而这些不同 的特点又随着教师教育的影响与儿童入学后时尚的增长逐渐诚少或
消失

,

Φ≅Δ第二学期期末两不年龄的学生总的来禽
,

表现出来的年龄行为不十分明显
。

办1
‘
全

Β二Α 六岁儿童在品德培养方面的表现

优良品德的培养是建立在对是非道德标准理解的基础上
。

教师俩反映
,

在初开学时

六岁儿童对有些事情的是非并不是很明确的
。

此女百在班上有一个同学用脚擦地板
,

。

教师

提出制
1

止后
,

爵多同学反而都学他一起擦起来
。

有一次一个同学到其它同学笔盒里拿铅

笔用
,

教师加以阻止
,

他还理直气壮地锐 4 “我的秃了
,
想用

”。 他佣并不知道这是不好的行

为
。

这种不明是非的情况在七岁班也看到
,

但比较容易刹正
。 。

由于儿童对有些事的是非标准不很明确
,

因此在培养优良品德方面开始是比较困难

的
。

教师票向他俩耕解这些标准
,

耐心帮助他佣分析某个具休事件的是非
,

握常在集体中

表揭好的行为
,

这样才逐渐培养起他俩的谭德品盾
。

到第一个学期后半期
,

六岁儿量基本

上已形成较正确的是非标准
,

因此
,

抬培养道德品盾以良好的心理基础
。

Ε 。六岁 儿量在初入学时是非观念不明确
,

因此用集休的是非来影响他俩所起的作用

很少
。

老师提出
4 “
我们看哪一行坐得好 Ε

’,’‘

就等着一个小朋友没坐好了 Ε
’,’ ‘

哪一行小朋友

先站好就赴他们先出去玩 Ε”这样的藉句来粗撤教学
,

得到的反映很少
,

他俩对 自己与集体

的关系不清楚
。

但在七岁儿童那里却不相同
,

大多数儿量在入学后不久在教师影响下就

形成了
“
班艇

” 、 “小粗
” 、

1

“
行

”
等这样的集体的概念

,

比如他俩常税
“
这是我俩班的皮球Ε ”

“

“
“快站好

,

移吧洛二行就差你一个人还在耕韶了 Ε ”在行与行作耙律比赛时
,

也常有

人对小声锐韶的同学怒眼相看
,

这规明他俩比六岁儿童具有初极的集休观念时简略为要

早些
。

防着教育与教学的影响
,

六岁儿重一般锐来到第一学期后半期已开始建立起班集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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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观念
。

这时也可以听他俩轰 4 “我们是六岁班的小朋友
, , , “
我俩班好

,

,Γ6 他俩已握知道帮

助同学
。

有的同学铅笔断了
,

他俩也会抢着借抬他
。

进行行与行的郭此时
,

对不守规Η≅Δ 的

同学也能从集休出发加以制止了
。

有的学校甚至做到当 同学生病时去看望他俩的病
。

到

第二学期初六
、

七岁儿童的集休观念匕相差无几
。

他们都知道爱护班集体
,

听到表锡他俩

班
,

都非常高兴
。

0
1

六岁儿量在第一学期期中已具有完成任务的青任威
。

在开学初期六
、

七岁班有的

巳选有班干部
,

食青这一班的 日常事务
。

如哄班
、

拿迭粉笔盒
、

拣习本和在教师不在时食

青推持秩序等
。

在这个阶段我俩很清楚地看到六
、

七岁儿量的年龄差异
。

七岁班的班干

部显然要比六岁班的班干部负青
、

主动得多
,

教师交待过的 日常事务
,

七岁班的班干部执行

得此较好
。

可是六岁班的班干部一般比较被动 ,Ι 教师呀做一样就做一样
。

在同学俩做作

业方面
,

一般六岁班在第一个月没有家庭作业
,

有的学校留了
,

但能余部完成的很少
,

而七

岁班则多半能自动完成
。

这种对待任务的青任戚七岁儿量普遍表现得早些
。

能在开学后第六
、

七周 时形成
。

但六岁儿童在教学影响下
,

在第一学期期中
,

在多数的学校中也开始形成
。

教师哄他们回

家做的作业很少不完成
。

班上的小干部在教师不在的时候也能负青推持班上的耙律
。

路

长
、

粗长都能把在放学回家路上发生的事件以及检查作业的拮果如实地向教师反映
,

做

值 日长能靓其做好晨检
,

批砰打扫得不干浮的同学Β虽然他自己也扫得并不干泽Α
。

有一

次工作人具在学校为六
、

七岁班落后生补裸
。

六岁的 : 个儿量先补完
,

工作人具要他俩先

回家
。

等在六岁班教室拾大岁班的同学补裸窦毕以后
,

看冕有一个六岁儿童还站在阳外

没有走
。

韵简之后才知道是教师关照过她补裸后回家前要把阴缓好
,

她一定要按照教师

的要求
,

敛好了才走 Ε类似的事例还有很多
。

由于六岁儿童有以上的这些特点
,

所以品德培养工作也与七岁要求不同
,

起初他俩的

是非观念不清楚
,

就要求教师多静解
。

多分析具体事例
。

以后在是非标准理解的基础上也

能形成初极的集体观念和完成任务的青任戚
。

同时
,

六岁儿量生活握脸少
,

受到的坏影响

也此较少些
,

人比较幼稚
、

胆小
,

此较容易听教师的韶
,

因此也拾品德培养带来一定的有利

条件
。

Β三Α 六岁儿童在学习负担方面的表现
’

根据教师反映
,

六岁儿童在第一学期上半期
,

由于种种心理特点 Β注意不集中
、

理解较

慢等 Α和客观条件Β入学准备差
,

教师缺乏教六岁儿量的握阶等Α他俩的学习鱼担总的来禽

此七岁稍重一些
,

但也不是每阳学科都显著
。

他佣的掌握言吾文知藏的过程与藉文的盾量

与七岁儿量相差不大补但算术学习的盾量多半此七岁儿童略低一些
。

虽然由于雄历规定

进度相差不多
,

但还是此较紧张
,

比较
“
赶

, , 。

有时
,

木岁班还有二分之一以上的学生要进

行补裸
。

而七岁班只有落后生Β一般豹占全班的 ,3 ϑΑ才要补裸
。

一般地靛
,

六
、

七岁儿量对藉文学习食担差别不显著
,

六岁儿量咸到的困难Β如字韵的

巩固Α七岁儿量也有
,

所有的差别主要在于六岁儿量克服起来困难一些
,

七岁儿量容易一

些而已
。

但是在算术方面
,

却不大相同
,

有几个简题特别突出地看到年龄差异
,

如
4
≅Α 对数

的祖成的概念 6 0 Α对脱离实物进行运算的时简 6 3 Α对求 比已知数多几
、

少少)和有简接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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淘的应用题
、

两步运算应用题中已知数与未知数的关系的理解 6 : Α百以内数概念的掌握 6

. Α舒算能力等方面
,

六岁儿童显然不如七岁儿量
。

六岁儿童藉文学习食担与七岁相似
,

而算术学习食担较重子七岁儿童可能是由于六

岁儿童氯忆力与抽象思惟能力的特点所致
。

学习食担是我钾气研究六岁入学的一个重要项
‘

目。
如果六岁儿童入学后

,

适应环境 简

题解决了
,

学习成精也与七岁相似
,

但学习食担过重
,

也不能作出六岁可以入学的桔萧
。

因

此
,

我俩在第一学期末了曾通过拾家长稠查表和开家长会的方式总拮了‘下六岁儿童入
·

学后学习负担的情况
。

这个工作是与六校实盼班教师合作进行的
。

通过教师与家长取得了联系
。

这六个六

岁班中有三个班发了征求儿量家姆意晃的碉查表
。

内容主要包括
4
,Α 您的孩子入学后功

裸重畴5 家庭作业份量过重嘴5 0 Α您的孩子入学以后健康情况怎样 5 晚简睡眠怎样 5 睡

Α) 小时 5 是否安静 5 3 Α您的孩子入学后在思想上
、

行动上有什么变化 5 对弟妹比以前怎

样 5 帮助家长做一些家务劳动嘱5 : Α您款为六岁儿童可以入学瞩 5 ⋯⋯等四项
。

另三个

班有两个召开了家长座敲会Β家长多半不会写Α
,

有一个班个别征求了每个家长的意早Β家

长都是公社社具
,

聚在一起开会时简困难Α
,

交敲的内容与前相同
。

这次稠查的人数很多
,

有六个实瀚班的0刊人
。

此外
,

为了与七岁儿量对比
,

我佣还在

八里庄第二完小和西四中心小学以同样内容的稠查表 Β没有第 :项 Α发抬七岁儿量的家长
,

征求意觅
, Δ次集对此材料

。

我和弓根据这样的材料分析出如下的事实  ! 趋大多数六 岁儿童入学以后学业食担不
重

,

学生回家在半小时内可以完成家庭作业
,

有的家长还要求多留一些
,

免得孩子做完了

成上街乱跑
。

六个班中仅有极少数的学生 ∀豹占全班的十分之一
,

有的还不到! 家长反映

儿量在学汉藉拼着字母和#∃ 以内超十加法时食担重
,

作业时简化得多一些 ∀据分析
,

看出

这些学生都是落后生或因病精假过多的学生!
。

负担是不重的
,

儿量可以顺利地完成学习任务
。

这种情况在七岁班也有
。 、

惹的来规
,

学习
‘

#! % &童入学后身心健康没有妨害
,

睡眠安

静
,

大多能睡到∋一(∃ 小时 ∀有极个别的六
、

七岁儿量有时睡眠不安!
。

西单第一中心小学

在第一学期初
,

与第一学期末曾对六岁实脸班进行了健康检查
。

休重方面
,

一个学期来平

均每人增长(
,

(公斤
,

最多增长 #
)

∗公斤
,

最少增长 ∃
)

∗公斤 +身长方面
,

一个学期来每人平均

增长,
)

,−公分
,

最多增长−) .公分
,

最少增长(
)

∗公分
。

以这样的材料和未入学的六岁儿童

相比没有什么差别
。 ,!学生入学后品德方面有很多改变

,

艳大多数家长轰儿童知道礼貌

了
,

对弟妹能兼赴
,

也知道帮助家里从事一些筒单的家务劳动了
。

’

家长对教师的辛勤劳动

非常戚激
,

有少数的家长在稠查表内写满了戚激之祠
,

热情洋溢
,

这轰明儿童入学后品德

的变化是互大的
。

劝艳大多数家长根据他俩的孩子入学后的表艰视明六岁可以入学
,

并且

有一些家长还提出六岁入学后教材
、

教法和生活制度上可以作某些改变以更符合他佣的

特点
。

)

仅有极少数 ∀豹 , 、 ∗ 冬! 的家长款为六岁入学较早
,

或者熟为六岁不能全部入学
,

应

先进行甄/ 0 就盼
。

从以上这些材料
,

我相可款为六岁儿童入学后
,

裸堂学习主要是算术方面负担比七 岁重

这次稠查是通过教师进行白叭 有几个开家长会或个别征求意兑的学校材料不全
,

因此总材料杀作枕爵处理
口



心
’

理 学 报 ,− . − 年

一终他俩掌握与七 岁同样的教材过程慢一些
,

上正裸以外花的拣习
、

补裸时简多一些Β当

然不是每一个人如此 Α而已
,

从家庭作业
、

身心健康
、

睡眠等全面来看
,

并不戚到过分吃力
。

同时早入学反而有部多优点
,

家长反映儿量早学知栽
,

早有文化
,

回家知道礼貌
,

也可以及

早避免坏影响
。

从全面看
,

六岁儿量入学以后学习负担不是过重的
。

Β四Α 六岁儿童掌握藉文裸的表现

斋文裸是低年极的主要学科
,

是儿量掌握一切知敲的基础
,

儿童在藉文裸上学会了斋

文知6哉
,

首先是字靛
,

并受到了思想教育
。

藉文裸的学习直接影响到所有知融的掌握
。

因

此
,

我,树六岁儿董的藉文学习做了较全面的观察与研究
,

主要有关于汉藉拼香方案的学

习
,

关于字形的辨款
,

关于斋言表达能力
,

关于字祠的栽豁与遣忘和理解这 Κ,Λ 方面
。

‘

现将

这几方面的情况大致总拮如下 4

,
1

六岁儿量学习汉斋拼音方案的特点

汉斋拼音方案在 , − . 2年是第一次教学
,

教师一般都缺乏这方面的教学握脸
,

教材的福

排也有一定的缺点
,

如字母学习大集中
,

字韵的难易与拼香字母的难易出现顺序不尽相称

等等
。

因此当时一年极不箫六岁班或七岁班普遍均戚到较大的困难
4
学生兴趣不高

,

字母

的运用不熟拣
。

这种情况在第一学期期中测输表现得最明显Β这次考就主要的重 点是汉

籍拼音Α
。

各班成精见表 0 。

但随着教学的影响
,

这些困难都逐渐被克服
,

到第二学期学

生已基本上相当熟拣了
,

六
、

七岁儿量的差异并不十分明显。 不过在掌握过程中两个年龄

儿量还是有一些区别的
。

主要表现在复韵母
、

辅音的掌握
、

拼音字母的运用和变化规剧的

掌握等几方面
。

表 0 六个实输学校十二个实肠班第一学期藉文期中测脸成精表/

;;>;;;;>月了0目,3;2−郎>;2−价毅−;;片了;;
∗乡(
∀乡+&,+−+(.(斜+,/+西单第一中心小学

西四中心小学

梅淀中心小学

八里庄中心小学

蓝靛厂中心’0
、

攀
·

东埙乡中心小学

半 这次测撇主要内容为拼音字母的掌握
。

声
、

韵母的掌握是学习汉藉拼香方案的第一拭 按教材一般要用五周教完
。

但大

多数学校用了六周也有用七周才教完的
。 ’

六岁班所花费的时简与七岁班大致相等
,

但在

救完以后学生的盾量大多不如七岁
。

六岁儿量再款这些字母此七岁儿童困难
。

因此额外

补裸的时简就多了些
。

主要表现在鼻韵母掌握的熟拣方面
。

六岁儿童在学习过程中对单

韵母如
。 、 1
菠音不准

,

对鼻韵母如 23 4
、

53 4
、

63 4 混淆不清
,

虽用各种教学法进行教学
,

但刚

学习完了检查起来仍不能完全掌握
。

海淀中心小学曾进行过六
、

七岁班掌握声
、

韵母情况
‘

的对此测阶
,

包括听写
、

选择等内容
。

拮果在声母方面差别不大
。

两班均有∀− 多左右的学

生把 7 和 38 9 和 : 8 ; 和 < 等字混淆起来
。

可是在复韵母方面刻差别较大
。

七岁醉的=暇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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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数Β:; 多Α可以正确默出复韵母
,

仅0 ; 拓不全会写
,

可是六岁班剧不同
。

他俩有.. 务不

全会默写复韵母
,

仅有 00
1

. 拓写得完全正确
。

除飞别学校外其他学校的情况也大致同此
。

在辅香方面六岁儿童发生鳍裸的人数和次数也略多于七岁儿量
,

主要是不熟拣
。

鼻韵母掌握的困难主要由于六岁儿量知觉的整体性和精袖的分化抑制发展得还不够

完善的原因
。

拼香字母的学习在小学一年极来貌
,

主要起拐棍作用
,

目的在帮助儿童迅速地掌握汉

字
。

这里就要求儿量能运用熟拣
。

可是在第一学期中简六岁儿量虽然知道拼音 的 方法
,

献敲了全部的拼音字母
,

可是他俩除优等生外很少能独立拼香
。

’

必须在教师的启发帮助

下才能魏出来
。

可是七岁儿童却能在比较早一两周会拼会用
。

这种掌握拼香熟辣程度的

差异到第二学期就此较不显著了
,

成精此较好的六岁儿童也可以做到看冤拼音文字蓄出

昔来
, 一

并 自己也可以初步用鼻韵母拼一些字了
。

仅有的差别是拼肴此较慢
,

书写比较乱
,

不整齐
,

会拼不会写
。

七岁儿量大多能写
,

而且写得此较整齐
。

1

’

在教材上
,

变化规刻的掌握是放在第二学期教的
,

由于规Η≅Δ 的高度概括性以及过去所

掌握的字母的习惯的牢固性
,

所以对这一部分教材的掌握六
、

七乡儿量均戚到困难
。

而这

些困难对六岁 , )量更难克服
。

以 Μ18 Ν 的变化规则来靛
,

起初六
、

七岁儿量凡是看晃 Ο
、” 的

地方一律改为 Μ
、

Ν ,

可是七岁儿童在三
、

五次辣习 中就大致掌握了应款加或应敲改的规

则
,

而六岁儿童却到七
、

八次拣习还有人发生结睽
。

对太写规则也是如此
。

六岁儿量多数

在学到大写规取以后凡是第一个字母都把它改成术写
,

而且把大写
、

小写时字体不相同的

字母如 Β+
、

ΠΑ 一律改成大写字
,

不过字休略小一些而已
,

如 Γ+
Χ 、 Θ 衬。

‘

等
。

这种结筷的概

括
,

在七岁儿量部里也有发现
,

木过比六岁儿量更好克服一些
。

总上来税
,

六岁儿童学习拼香方案有其独 自的特点
4
对鼻韵母

、

对变化规∋≅Δ 掌握不如

七 岁熟拣
,

对字母运用也不如七岁熟拣等
。

但我俩也看到明显的教学差异
。

好的教学法

可以弥补六岁的缺点
,

可以精短他俩戚到困难的时简
,

有时甚黑可以此七岁学习得还好
。

从藉文期中侧盼的拮果可以规明这一点
。

教学的因素在低年极学生的各阴知栽掌握过程中
,

始胳是占主导作用
。

这代点也贯

津在莎量一切活动中
,

我俩将在衬萧部分祥翩分析
。

01 六岁儿量在籍言表达能力方面的特点
在初入学的准备裸阶段

,

教师普遍反映六多儿量藉言能力低于七 岁
,

主要表现在不会

甲完整的句子表达自己的思想
,

在他俩回答周题时多半会缺少主祠或宾韵
。

而七岁 儿童

在这方面能力就弦些
,

多半能耕完整的句子
,

表达思想也较有越辑性
。

1

3
1

六岁儿量在掌握字祠方面的特点

六岁儿童在掌握字制方面的特点主要是分析笔划多的字形此较困难
,

常常容易注意

整体而忽略部分
,

因此对于笔划较多的字和形相近的字常不能默写正确
。

在六个实脸班中有半数欲为六岁儿童掌握字形时特别需要形象字的帮助
,

通过一些

顺 口溜
、

小歌落
,

他掌握字形特别快
,

也靓得特别牢
。

另有半数学尽敲为也可以适当地分
析字形

,

进行教学不过掌握的过程此较慢
,

独立分析字形的能力也比七岁低
。

,

在掌握字祠方面另二个特点是同音字易混、 如
“
做

”、 “
坐

’, 、“
作

”的用法
, “
辛

” 、 “
心

” 、

“

新
“的用法等

。

这主要由于他们对字制的概念掌握得不十分清楚所致
。

· ·

一

>口改本。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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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六岁儿量书写字淘特别困难
。

书写是掌握字形的一个重要途径
。

通过书写
,

儿量就

可以分辨字与字的韧小差别
,

更容易豁忆了
。

除了从幼儿园来的极少数几个六岁儿量以

外
,

艳大多数过去司波有执笔写字的握盼
,

特别是农村Δ)量更是茹此
。

因此
,

初入学第一

个月
,

有爵多六岁儿量不愿写字
,

有的一看晃写字就哭
。

郎使有的儿童写了
,
也不象字

。

特
,

别对带弧形 ΒΡ
、

Σ
、

Τ
、
Υ等 Α 弯勾Β阳

、

那Α撇钠 Β这
、

边Α的字
,

写不成形
,

字跻也麟
。

而且

由于方向不清的知党特点
, “阳 ”

常写成
“日朽”

、“
那

, ,

写成
“阴 ,1’Γ

到将近一个半月六岁 儿童掌握了一定的熟拣技巧以后便开始爱写字了
,

家庭作业都

按时完成
,

不过在字形端正
,

真面清洁方面一直到第二学期末都不如七岁
。

这个特点可以

锐是六
、

七岁儿量在同样学校教育 下
,

时简保持得最久的差异之一
。

根据教师反映与我俩的观察
,

六岁儿量在入学初期与七岁儿童掌握同等数量的字制

需要的时简略多一些
,

但一旦掌握以后娜固的程度两个年龄的儿童相差无儿
。

为了深入探衬这个简愚
,

我俩在字部的栽靓与遣忘方面以及字制概念的理解方面进

行了两琪实输研究工作
,

现分述如下
4

Β , Α六岁儿量对字祠的敲靓与保持方面的特点 4

,

我介,对于在藉文学习中字祠的敲豁和保持
,

曹握桔合藉文教科书进行了研究
。

分析

了三裸书中 材 个生字的裸堂耕授情况和听写成倩
。

在裸堂教学中平均每个生字重复 :;
‘

次以上
,

六岁班是 :3
1

− 次
,

七岁班是 : ;
1

2 次
,

二者相差 3
1

, 次
,

这个差数由每个生字平均

重复的次数来看
,

尚不及百分之十
,

并不是一个显著的差别
。

因而它也就不足以税明六戮
儿量融能能力较七岁儿重为差

。

由听写成倩的6急趋势来看
,

七岁儿量有略优的倾向
,

但这

个差别也并不显著
。

这样的桔果告祈我俩
,

六岁儿量在藉文生祠的学习上可以完成任务

并达到与七岁儿量相近的标准
。

‘

Β 0 Α六岁儿量对藉文的理解方面的特点
4

根据我俩在第二学期的实脸来看
,

六
、

七岁儿量在藉文中所学字制的概念的掌握上并

没有什么显著的不同
,

他佣都能在一定程度上理解所学到的字制的概念、但它俩的范围Η≅Δ

是局限于裸文和教师所耕授的内涵
,

特别是在生活袒验中不常遇到的
、

抽象程度较高卯字

祠
,

如
“

知栽
, ,

等副
,

可以锐是仅限于裸文中所介招的意义
。

七岁儿童似乎较能把自己的生

活樱脆钠入所学生字洞概念的内涵中去
,

例女Θ’’发砚
, ,

这一个祠
,

六岁儿量多限于裸文中所

介貂的意义
,

如
“
发现营蝇

, ’, “
发现麻雀

, , ,

七岁儿童则更推广到
“
捉迷藏

, ,

和
“
在书包里发现

始笔
”
等更多的方面去

。

在运用广度上
,

六岁儿童略较七岁殃窄
。

虽然六
、

七岁儿量在运

用字祠造句时都常局限于裸文中的句子和教师所举例句的范围内
,

而七岁儿童则较为广

泛
。

同 时六岁儿量造句常较七岁略短
,

内容也此较商单一些
。

在祖句中显示出六岁和七岁儿量在学习 中完成能忆的任务较完成理解任务 更 为容

易
。

他们都还不善于利用已有的知藏进行抽象思惟
,

例如在粗句中
,

有一句句子是裸文中

曾樱介貂过的概念
,

但所用的句子却完全与裸文中不同
,

六
、

七岁儿童都戚到困难
,

他俩粗

成这个句子的成精就远远不如粗成一句完全与裸文相同的句子
。

此外
,

他俩都还很需要

戚性的恢据来帮助他俩进行抽象思惟
,

因之在粗句时
,
口瓷

,

笔写和用手排列方块字三种

方式就对句子的粗成有了不同的影响
。

他佣成精都是
4
排列优于笔写

,

笔写优于口甜
。

这

魏明他们在这种情况下的抽象思惟的能力都还很差
,

但是在用这三种方式粗句时
,
七岁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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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排列与笔写和笔写与口轰之简的成精的差别大于六岁儿童
。

这个差别我俩以为是六岁

儿量在利用一些有利条件作为辅助思惟活动的能力上还不如七岁儿量
。

但由于这样的桔

果是根据同‘儿量依次进行三种粗句方式而获得的
,

可能包括有拣习因素
,

如果是这样则

似乎七岁儿量拣习效果较六岁儿量好
。

根据舞俩在藉文字制敲昆和理解简题研究的拮果
,

六
、

七岁儿童表现了上述的一些特

点
,

但是在现在学校的学习环境中
,

用现用的教材
,

通过教师一般所采用的方法
,

六岁儿重

在小学‘年极藉文方面是可以进行学习并达到要求和完成往务的
。

总桔以上的材料
,

我俩靓为六岁儿童在掌握藉文知栽方面的能力与七岁相差不大
。

造

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主要是由于六岁儿量机械君己忆力与七岁儿量相似
。

教师反映的材料
1

与

我佣实脸的材料大致是符合的
。

Β五 Α 六成儿童掌握算术知融的表现

算术裸是小学低年极主要学科之一
。

宅对于培养儿量分析与粽合能力
、

抽象思惟的

能力具有重大作用
。

总的来靓
,

1

六岁儿童掌握算术知栽的能力比七岁儿量略差一些
,

表现如下几个特点
4

第一
,

对数的粗成概念理解此斡困难 6 第二
,

脱离实物进行运算的时简大的比七岁儿童晚

两
、

三周 6 第三
,

掌握新的运算方法Β如各种口算类型等 Α和新单元的速度比七岁慢
。

普通

一个单元的教材七 岁班要四节裸耕完
,

六岁班至少要五节或六节
,

往往第一节的教学效果

两班相差很悬殊
,

需多重复
、

多拣习才能掌握 6第四
,

对需要多分析的应用题如比已知数多

几少几的应用题和两步运算应用愚理解比较差
,

他们大多不大能独立审愚 6第五
,

舒算能

力比较差
,

运算的速度也比较慢
。

表 3 六个实输学校十二个实尉班第一学期算术期中测脸成精表

;;,3−.3;;;;;−3−3−0−02−−.0;3−.2叽酉单第一中心
、

小学

西四中心小学

梅淀中心小学

入里庄中心小学

脸靛厂中
,

份小学

东垠乡中心小学

2斗
。

2 ;

2 0
1

; ;

− .
‘

3 ;

由于这样一些特点
,

六岁儿量的算术成精在第 , 学期比七岁差
,

特别是前半学期更是

如此
。

而且每班算术落后生也比七岁多两
、

三个
。

么六个班期中算术侧验成精来看有 斗

个六岁班私
Θ七岁、有两个班与七岁相近

。

最悬殊的差到 ,; 分左右
,

如八里庄第二完小

六岁班期中成精为平均 2:
·

2 分
,

七岁班为 −0
·

3 分
。

总情况兑附表 3 ,

表
1

3 这种差别大都

保留到第二学期
。 。 ‘

、

为了进一步探甜六岁儿量掌握算未知款的特点
,

我俩重点地进行了一些工作
。

现将

这几部分工作分述如下
4

‘ · ,

厂 4

第一
,

属于稠查的工作主要有兰项 6第一学期后期进行的二十以内口算难点的稠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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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学期初进行的算术知斋通过假期以后巩固的程度的稠查
,

和第二学期后期进行的百

以内十种口算类型的难点稠查
。

这些稠查工作是斜对着当时发生的困难以及研究工作的

需要进行的
。

翻查的方式均为就卷分析
,

由我俩出思学生考就
。

第一个工作稠查的人数

有 2; 人
,

总拮出 0; 以 内口算的难点是两位数减两位数
,

六
、

七岁儿量没有明显的区别
。

第

二个工作是在五个实脸学校十个班进行的
,

稠查的材料 . ,; 份
,

在这里我俩看到六岁儿

量与七岁儿量握趁一个月的假期以来知藏巩固的程度是相似的
。

六
、

一

七岁戚到的困难周

题也相同
,

主要为复合式愚的运算和有简接措爵的应用题的列式
。

而在这里六岁儿量的

能力此七岁略差一些
。

第三个工作是在六个突输学校十九个班Β六个六岁班
,

六个七岁班
,

六个普通七岁班和一个六岁半班ΑΒ共 2 ; 人 Α进行的
,

稠查的项目是口算类型的难点
。

通

过这次稠查我俩初步总精出六岁儿量掌握 口算能力比较差一些
,

主要在二十以内的不超

十减祛和百以内两位数加两位数的加祛这两方面
。

通过这样一些稠查
,

我俩对六
、

七岁儿童掌握算术的特点有了一些较全面的献栽
,

而

在这里所看到的情况与教师的反映是相似的
。

第二
省

属于学校当堂作业分析的工作主要是在第二学期后期在海淀六
、

七 岁班 与

西四六
、

七岁混合班上做的
。

蕴于教师们反映六岁儿量掌握知藏的速度此七岁慢
,

我俩

曾对两个年龄儿量掌握百以内两位数加一位数和两位数加两位数两个单元的教材的当堂

作业进行了分析
。

在这两个学校进行这项工作的拮果很不一致
。

在西四中心小学六
、

七岁

混合班的材料萌显看出六岁儿量能当堂 明确地掌握教材的人数显然不如七 岁
。

总拮十

次作业分析的桔果我俩看到六岁儿童与七岁儿量得 . 分的人数Β代表当堂掌握了知敲Α的

比例为四分之一 Β总人数为 ,3 人Α 此二分之一 Β总人数为 :, 人 Α
。

在海淀中心小学得到

的材料却与这种此例不一致
。

分析海淀中心小学八次当堂作业来看六岁儿童得 . 分的

人数 Β代表当堂掌握了知贰Α 反比七岁儿量多
,

比例豹为三分之一 Β总人毅 3 人 Α比五

分之一 Β总人数 3> 人 Α
, ,

从这里习刹#叮看见也有年龄差异也有教学差异
,

这是个很复杂的

周题
。 4

总趋势是六岁儿量当堂掌握知藏的能力不如七岁
。

但在个 ς≅Δ 情况下也仍然有差别
。

这

次的作业分析也靛明了这个情况
。

第三
,

属于实脸性教学的有两次
。

第一次是谬甜六
、

七岁儿童掌握十以内数概念的

特点方面
。

由于过去教学握输我俩事先估静了六岁儿童在掌握数概念方面可能会碰到困

难
,

因此我仍选择了西单第一中心小学六
、

七岁班作为实脸班进行实脸
。

我俩与教师一同

衬箫
、

备裸
,

把现有的教材内掌握十以内的概念重点放在数的祖成与书写两方面
。

在教学

过程中改变了一些教学措施
,

改进了一些直观教具
,

加张了
“
数的表象是从实物趁渡到抽

象的必要环节
”
这一原Η≅Δ

。

把原来用 3, 节教完的教材精短到 Π 节耕完
,

通过测殷成精也

很好
。

这次实肺性教学是与教师合作进行的
,

通过这个工作我们初步看到
,

六岁儿量掌握抽

象的数概念固然比树困难
,

但如果采用了比较适合的教学方法
,

他们的困难也还是可坦克

月及的

第二次突瀚性教学也是在西单第一中心小学进行的
。

这次教学是紧接着前一次做的
。

主要在探衬六
、

七岁儿童如何脱离实物进行演算了有没有方法提早其脱离实物的时筒
Α 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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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简愚是在六岁儿量入学后存在得最普遍的简愚之一
。

飞
、

通过我俩与教师合作改变了教学方法
,

改良了直观教具
,

使儿童在最初运算时又有实

物的帮助
,

又不拘泥子实物
。

通过卖物的表象达到数的抽象
,

这样儿童都能比较早地脱

离实物进行运算
。

这次实阶性教学也禽明六岁儿量 虽然在脱离实物进行运算方面困难较

多
,

但仍然可以通过适当的教育措施来提高他佣的能力的
。

第四是属于实阶研究的
。

在这方面的工作主要有三个
4
六

、

七岁儿量数概念的广度的

研究
,

六
、

七岁儿量解应用题时思惟过程的特点和落后生的智力活动的分析
。

这三个周愚

都是从现实情况所了解到的重要简题
。

六岁儿量在这∗) 方面显然比七岁儿量差的几方面
。

砚将这几方面的工作分述如下
4

,Α 六
、 一

七岁儿童数概念的广度简超的卖盼研究
。

这是六岁入学么后所碰到的一个重

要简愚

百以内的数概念今年是第一次在小学一年极就教
。

根据教师在未耕这部分的教材
,

事先的估针六岁儿量掌握这部分教材困难么定会很多
,

同时教育部阴也提出了这个周愚
,

究竟一年艇掌握百以内的概念有没有困难5 六岁儿量数概念的广度能否达到 , ;; 5 在掌

握的过程中有什么特点5
,

⋯1Ο 这些是急待解决的周愚
。

为了探衬六
、

七岁儿量掌握数概念的广度简题
一

,

我俩曾在幼儿园中班和大班以及小学

一年极没有学过百以内的数概念的六
、

七岁儿量那里进行了实脸研究
。

参加学校有西单
第一中

Δ

乙尔李立年极
, 4 人

,

八里庄第二完小一年极 , − 人
,

史家胡同小学一年极 , 4 人 Β敲

校为截阶十年一贯制的学制改革的学校Α及幼儿园 :, 人
。

卖硫的项目有四方面
4
Β , Α献

数
一

包括口数 ‘““的点子图
。

Β 0 Α数序
一包

括指出某一物体的数序
、

口 夹爵出缺数

Β如 > 3 与> 之简是什么数Α
、

按次排列不同数目的点子图
,

按次排列数字卡片 Β如国国国回

昏
· ·

⋯ Α
、

口数数序 Β如从 斗 数到 . 。
,

从 , 3 减到 “ 等 Α等项
,

Β3 Α数的实际意义
—

包括

对数实物的数 目
、

比较两堆Β一堆为 .
,

一堆为 . 等Α的多少
、

两堆同样多的数目
,

一堆散

开
,

一堆聚撒比较大小
,
口 头此较数字的大小 Β如 20 大还是 02 大Α等项

,

Β斗Α运算
—

包

括以实物进行舒算和整十的日头运算
。

实毓桔果表明
,

六岁儿量在款数方面与七 岁没有什么显著的差异
,

大多数六
、

七岁儿

量Β各有 > 。多与 − ϑ Α都能对着实物由 , 数到 ,。。,

或由 , 数到任何数
。

在数序方面
,

指

出某个物体的数序的任务六
、

七岁儿量完成起来都有困难
,

仅各有 3, 务与 3; 外正确地完

成了
。

六
、

七 岁儿童差异比较大的是裕寸解数的卖际意义方面
。

在这个突脸里六岁儿量

在三个项 目Β物休空简位置与数目的关系的理解
,

比较实物数 目多少
,
口 头比较数目的大

小 Α中能正砂完成的人数都比七岁儿薄为多批例为
2 ,并

4
− 多6 2; 务

4
“多和2 多

4
; 另Α

。

在这里可能有没有注意到的因素
,

使七岁儿量的桔果低于六岁儿量
。

在运算方面
。

实输拮果与伞日教学的拮果相似
,

六岁儿童显然低于七岁儿量乙以用实

物进行减法为例
,

能正确完成的七岁儿量有 .; 多
,

六岁仅 3; 务
。

‘

以上实脸是在六
、

七岁儿量没有学趁百以内的概念以前做的
。

在他佣学过了百以内的

概念以后我俩又进行了复查工作
,

在这里我俩看到艳大多数六
、

七岁儿量都能掌握百以内

的概念
,

但掌握的水平又以教师的耕授为棘移
,

显不出明显的年龄差异 Γ’ 在复查以后
,

我

佣对掌握百以内的数概念有困难的儿量进行了靓拣美输
,

通趁适当的直观 与淘的相互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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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的教学
,

七岁儿量的效果比六岁儿量好一些
。

我俩的实脸桔果与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获得的材料大致相符
。

在最初学习百以内的概

念时六
、

七岁儿量均咸到困难
,

特别是数序方面填缺数的简题
,

不过七岁儿量克服起来比

较容易
。

以后看不出什么年龄差异
。

六
、

七岁儿童都能掌握百以内的概念孟
0 Α 六

、

七岁儿量解应用题时思惟过程的特点比较

解应用题是六岁儿量学习算术的一个难点简题
,

特别是有简接措韵Β如减法形式的加

法题 Α或填要做较多的分析
、

粽合的题 目Β如两步廷算应用题
、

洒数相比的应用思等 Α更难

理解
。 , − . − 年春季开学

,

我俩曾在五校做过一次兢考
,

拮果表现出六岁班学生对应用题

的理解能力不如七岁班的学生
。

对
“
大新扳了 , 个藻 卜

,

小杠拔了 3 个粟 卜
,

他俩一共拔

了几个粟 卜5 ”这样一道有简接措韵的应用履有一个六岁班竟有四分之一的人做成诚祛
。

为探尉六
、

七岁儿量理解应用题思惟过程的特点
,

称俩曾在海淀
、

西四和蓝靛厂三校
1

进行了实脸研究
。

参加人数 > 0 人
,

内中六岁班 3 人
,

优
、

中
、

差等生每班各 : 人
。

实尉方

法是要每个学生做 . 道难易程度不等的应用题Β包括有简接措韵的题目一个Α
,

一

分析他佣

列式的趁程的原因
,

找出理解的特点
。

通过这个实瀚我俩观察到如下的事实
4

Β一Α 六
、

七岁儿童在解应用题的过程中思惟特点没有什么本盾的区别
。

他俩对应用

题所威到的困难基本上也相同
。

所有区别的就是六岁儿量对题意复杂
,

填要较多的分析

的题所戚到的困难要多些
。

Β二 Α 六
、

七岁儿量在解有简接措韵的应用题上都有豹三分之一的人 Β或略多一些Α
,

从个别的字洞 Β如
“
念

”“
游走

”
等Α来列式

,

而不全面分析题意
,

作出概括
。

Β三 Α 六
、

七岁儿量在解题过程中发生困难时对待的方式因人而异
,

并未显出明显的

年龄差异
。

总括起来对待的方式有三种
4
改变题意以符合自己以往学习的握输 6改变式短

依数字运算规则来演算、脱离题意 6拒艳演算自己从鳍筷的概括款为不能演算的题 目
。

‘

Β四 Α 演算自辐应用愚六
、

七 岁儿量的特点也相似
,

大多数六
、

七岁儿量都不会辐题
,

仅各有六分之一的六
、

七岁儿童能正确完成这个任务
。

在福题中有爵多儿量用祠不当
,

对

题目中每个数字之简的关系以及简题和情节的关系不十分明确
。

这里也没有表现出明显

的年龄差异
。

Β五Α 对填缺数与周句的应用题来轰
,

六
、

七岁儿量发生的简短也基本上相同
。

不能

琪得完全正确
,

演算也正确的人数七岁比六岁略多一些
,

可以看出一些年龄差异
。

七 岁儿

量理解周题与情节的内在联系比六岁弦一些
。

Β六Α
’

六岁儿量辐题的范围比七岁狭
,

这与儿量过去生活握脸的丰富与否有关
。

Β七 Α 六岁儿量的卦算能力显然低于七岁儿量
。

这一点在每一题都表现得很明显
。

Β八 Α 六岁儿量在对待习题的态度上与七岁儿量迥然不同
,

1

七岁儿量比较仔袖
,

往往

几次萧题才进行列式
,

做完以后也常常检查名数
。

六岁儿童则比较粗心
,

大多根据第一遍

菠题作出的概括进行列式
,

做完以后也不再检查名数
3 Α

’

六
、

七岁一年极算术成精不良学生智力活动的特点
1

,

4

鳃于六岁算术落后生比七岁多
,

鳃于六岁理解算术困难三我俩在第一学期在西四中心

小学曹进行了落后生补裸的工作
,

企图通过对落后生补裸探封其思惟特点并分析提高落

后生成精的方法的特点了实阶是对 2 名落后生进行的
,

内中七岁的 : 名
,

六岁的 : 名
,

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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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的标准是全班成精最差的四名
,

所用的方法主要有算术游戏与个别演示
。

这 2 名落后

生在补裸前后的成精如下表 6
4

拭考期末藏考裸后
,八Ω斗书前考裸中补期被

一

二
?翁季薯=裸

后考
剥
期

,
藏

邺−3−2,;;外−0−>−−科3−;肚Ξ只只火只7只Ξ张吴徐田斗;03−;−口2;−;−;
≅

.(斗Α
,上
/%/只火火丫多丫Β只孙王鲁刘

注 Χ! 孙只 又未参加这次考拭
。

从表中可兑
,

六
、

七岁儿量的成精在补裸前与补裸后都有显著的提高
。

在补裸过程中我俩也初步获得了一些六
、

七岁算术落后生的思惟特点
。

主要的共同点

如下
∃
 ∀ !思惟的消极性

,

在困难简题面前不愿开动脑筋
,

等待教师解决 8  ( !依靠实物进

行舒算 8  ,
’

! 思惟的
“
孤立性

” ,

不善于发现联系 8  % !思惟的
“
刻板性

, , ,

只会做教师教过

的完全相同的题 8  − !分析粽合能力差 8 . !注意力不集中 8  / !须要弦烈的暗示
,

特ΔΕ0 是

言藉暗示
。

六
、

七岁落后生思惟活动的不同点有
∃

 ∀ !六岁儿童比七岁儿量需要更多的重复耕

解
,

才能掌握所要他完成的任务 8  ( !六岁儿量比七岁儿童需要更多种直观教具来提高他

佣对算术的兴趣 8  , !对演算步蹂多的题 目似及需要分析多的题 目的理解更较七岁儿量

困难
。

总拮以上各方面的材料
,

我俩欲为六岁儿童在算术知敲掌握方面有其年龄的特点
,

布

每学习一种新知熟时
,

六岁九量均比七岁儿量掌馒得慢一些
,
必须握过较多的重复才能与

七岁的成精相似
。

但我俩也看到教学的重要作用 . 因为六
、

七岁儿童的这种差异在教学

影响下表现得不太明显
,

也即是禽教学对提高六岁儿量掌握知栽的能力作用是很大白,05

四
、

尉 输
·

 一 ! 根据一年来我俩在六岁儿童适应学校环境的能力
,

品德培养的特点
,

学习鱼担

的情况和藉文
、

算术方面学习 的特点等几方面的实脸和观察材料
,

我仰初步分析出六岁儿

重在学校学习 时表现如下的一些心理特点
∃

∀ 知觉方面
。

六岁儿量最容易犯的知党结筷是在书写时把数字与字祠笔划颇倒 过
公

来
。

如在写 , 时写成 ￡或 峭 乡写 % 时写成率
, . 写成 Α ,

阳写成邸等
,

而且延擅的时简很

长
,

在第一学期末了
,

我们在他介叮的作业本上还看到类似的现象
。

同时
,

在敲知和回忆达

些字祠时也往往发生这类的错裸
。

如把
“ . ”

看成
“ Α ” ,

把
“
上

, ,

看成
“下

, ,

等等
。

这种情况

七岁儿童也有
,

不过发现的人数比较少
。

此外
,

六岁儿量对算术中两位数的位置常分不清
,

他俩对数字的空简位节经 个位
、

十

位 !与数字的突际意义  如六十三
、

二十八 !的关系掌握不好
。

我俩曾看到儿量做完一道答

级是 + 8 的算术题时
,

他却会写成 %+
,

简他答数他也靓是斜
。

这种情况七岁儿量也有
,

不

过克服比斡容易
。

由此可兑
,

对数位不清也是六岁儿童知党的一个特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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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岁儿量知觉的另一特点是整体性
。

教师反映
,

儿量蕉掌握藉文字靓时
,

多数能很快

靓住字的翰廓
,

但对抽节却分不清
,

因此在教学时就多着重扣节的分析
。

从以上所熟我俩看出六岁儿量的空简知觉发展得还不够完善
,

还带有爵多学前特征
。

0
1

注意方面
。

六岁儿量在裸堂学习的注意力有两个特点
4
≅Α 注意力不集中 60 Α有意注

意差
,

很容易被新颖的和他俩敲为有兴趣或能够激起他俩的情精的东西所吸引而斡移注

意
。

我俩常常听晃教师反映 4 “

六岁孩子注意力特别差
。

新的
、

色彩解艳的教具他例很爱

看
,

可是看一会就不看了
。 ”
但另一方面

,

我摺也常听到这些教师轰
4 “
这些孩子玩起碗水

、

口袋
、

电光板可以玩一堂裸
。 ”
这些情况似乎是矛盾的

,

但正是由于他俩的注意特点所造

成
。

七岁儿量虽然注意力也表现这样一些特点
,

但在程度上却比六岁儿量少一些
。

3
1

氯忆方面
。

六岁儿量在掌握知栽的过程中表现出机械昆忆的能力此较孩
,

他俩在
‘

学会了一个字韵以后可以保持根长久而不忘氯
。

在我俩的实脸里征明六岁儿童机械祀忆

力与七岁没有什么差异
,

无萧在再凯
、

回忆或遣忘方面都没有什么突出的特点
。

:
1

思惟方面
。

六岁儿量的思惟能力与七岁差别较大
。

第一
、

理纳罕慢
,

掌握新知融
,

特

别是斡抽象的知敲歹如算术过程较慢
。

同样一个单元的算术内容
,

如
“百以内两位数加两

位数
, , ,

七岁儿量 : 节裸耕完
,

六岁就要六节
,

而且在第一节上两班教学效果很悬殊
。

第二
、

特别需要形象
、

直观的帮助
,

才能理解抽象的东西
。

如字俞
、

数字
。

在藉文方面
4
爵多儿童

都要借助形象字来辨敲和靓忆争 在算术方面
,

脱离实物进行运算时筒比七岁晚三
、

四周
。

到第一学期末还有部分儿量要用手指帮助廷算
,

而其时艳大多数七岁儿量早可以进行概
、

念的演算了
。

第三
、

分析粽合肩息力差
4

对复杂的字形的分析
、

粽合以及对复杂应用思的分

析
、

粽合能力都不如七岁儿量
。

差不多在第一学期后半期
,

有的学校到第二学期初期
,

还

筑要教师带镇分析字形
,

分析题意
,

可是七岁儿量却在第一学期中或期末
,

即可作初步的

乐祈了
。

第四
、

晤示性特别孩
,

表现在造句和 自福应用题上特Ψ≅Δ 明显
。

一个学生福了一道

有关糖菜的题Β如 4 “
嫣嫣拾我 ,; 块糖

,

我吃了 0 块
,

还剩几 块5’’Α
,

其他儿量很多都福了

与他类似的主题的题Β如
4 “
小新有 − 块糖

,

王亮有 3 块糖
,

他俩一共有几块糖
, ,

Α 6又如一

个儿量用
“
爱

”
造了这样的句子 4’

‘

毛主席爱我俩
, , 。

部多儿量都落样造
4 “
嫣嫣爱我俩

” , “
毛

主席爱我
,

,Γ 但在七岁班却不同
,

他俩造句与藕题的范围广
,

独 自想题的能力较孩
。

‘

由于六岁儿置以上种种心理特点
,

因此在裸堂耙律
,

学习食担
,

学习主要学科的能力

等方面
,

才有如上的一些表现
。

比如注意力不集中
,

同时又容易为 自己有兴趣的事物所吸

引
,

这样的注意特点就与裸堂耙律的培养坚持力的培养有极密切的关系
。

又比如儿量理

解慢
,

理解
“关系 ”

不清楚
,

而机械的豁忆力与七岁儿量相近的特点
,

就造成六岁儿量算术

能力显然低于七岁儿量而藉文能力与七岁相近的心理基础
。

Β二Α 以上我俩所耕的六岁儿量的表现是指一般的
、

普遍的情况而言的
。

但是我俩也

看到教师教学的决定作用
。

从成精上看
,

由于这个因素的影响
,

所以六个六岁班到第二学

期后期末的水平不尽相同
,

有的六岁班在此较有信心
、

想办法的教师的教学下与普通七岁
班及对比班成倩相等

,

甚或显得超趁
。

下面的材料可以轰明这种情况 Β表 .
、

表 Α
。

‘’

从两表可兑六岁班与七岁班的成精相差不大
,

有些六岁班还比七岁班成精好
。

这种

情况使我们得到这样一点桔赦 个寺华孕专学于乍攀夸卞岑Α1)尊回兮的释护篡本的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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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时可以胜任
,

而教师的教学起着重要的作用
。

表 Ζ 第一学期测尉情况 Β西单第一中心小学测输材料 Α

111

六 岁 班班 七 岁 班班班班班班班班班班班班班班班班班班班班班
一一一一 ,,, 一 000 一 3

‘‘

一 呼呼

吕吕五五 期 中中 2 .
。

, −−− 2 −
。

> 222 故
1

科科 . >
。

> −−−
1

3 >>> > ;
1

> 000

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 期期期 末末 − 3
。

3 ;;; − 斗
1

;;; 2
1

3 ;
、、

2 0
。

> ;;; 2 2
。

0 ;;; 2 >
1

− ;;;

期期 中中 −.
。

0 −3
1

, 333 − ;
1

,斗斗 − 3
1

, −斗
。

. −−− 2 −
1

,;;;

期期 末末 −“ 2 ,,, −
。

, ;;; − 2
1

2−−− 2−
1

. 00000 2 2
1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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Β三 Α 六岁儿量在入学初期适应学校生活的能力和入学准备有密切关系
,

一般七岁儿

量在入学前都已有
“
入学

, ’

的初步概念
,

也有一种
“
做小学生

, ,

的思想准备
。

社会与家庭也

都以七岁入学为标准
,

因此对 ≅Δ 将入学的满七岁的儿量进行这种教育较多
,

可是此次六岁

儿量入学前多半是没有什么思想准备的
,

多数家长抱着一种
“
裁就看

, ,

的态度
,

送孩子来上

学
。

有的家长惫艺
“
本来小孩歌七岁入学

,

我的孩子今年才六岁
,

靓他上学去截拭
,

要是行

更好
,

不行再念甲年也不要紧
。 ”
又有的家长斋

4 “在家孩子要淘气
,

到学校有老师管着
,

我

就省心了
,

学什么
、

学多少都没关系
。 ”
可觅家长对他俩进行的教育是比较少的

,

同时社会

也没有普遍宣传
。

所么六岁儿量入学前是没有什么准备的
。

这与他佣入学时表现的行为
、 汤 ‘

气

样点也有关系
,

他俩不知道什么呀学习
,

开始上学时学习的积极性不如七岁高
,

有半数学

校
,

第一
、

二迥有四
、

五个学生不爱来上学
。

可是在教师教育的影响下
,

六岁扎童的学习积极
Δ

∗生提高得很快
,

到第一学期后半期
,

可理轰与七岁相差无几
。

有时有的六岁儿量的稗极性还比七岁几量高
。

教师俩反映
4 “
他

们特Ψ≅Δ 爱学习
。”
完成作业的情况也很好

。

五
、

小

入学年龄简题是学制改革中一个重要的简题
。

桔

它的适当解决与我俩国家国民握济的

情况
,

1

师青人数的情况和儿量本身的心理年龄特点等均有密切关系
。

我们这次进行的研

究工作主要是从研究六
、

七岁儿量心理年龄特点的角度出发来探衬六岁儿量在与七岁儿

童同样的学习条件下能否胜任以及他俩在学习过程中表现了怎样的心理年龄特点
,

就图

从心理学的角度提出儿量心理年龄特点的材料作为教育部阴在考虑这个固题时 的 参考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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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
,

我俩只能禽从这丁全方面来探封了这个周题
。

握过我俩这一年来的工作
,

我俩得到

了以下六点明显的事实
4

Β一Α 六岁儿量在初入学时适应学校生活的行为表现与七岁儿量有较显著 的 区 别
。

最显著的特点有 4 Β≅Α 自我照料
、

自我控制能力差一些
,

习
·

遣于新环境比较慢 6 Β0 Α爱哭
。

遇

到困难不能靛法解决 6 Β3 Α动作慢一些 6 Β: Α理解要求的能力差一些 6 Β. Α上裸时坚持力差一

些 6 Β Α小动作特别多
,

老爱活动 6 Β>Α独立工作能力差一些
。

但这些特点到第一学期后期

大多在教学影响下逐渐减少或消失
。

Β二 Α 六岁儿童在品德培养方面与七岁儿量没有盾的区别
。
他俩大多能在第一学期

期中形成初极的集体观念与完成任务的青任感
。

Β三 Α 六岁儿量在掌握知融的速度方面与七岁儿量有分些区别
,

主要表现在掌握新教

材
、

新单元比七岁儿量慢一些
,

需要比七岁儿量更多的重复与拣习才能完全掌握
,

但一握

掌握以后与七岁儿量的水平相差不远
。

Β四 Α 六岁儿量的知觉
、

注意
、

靓忆等能力与七岁儿量没有太大的区别
,

但理解能力显

然低于七岁儿重
,

所以他俩在藉文学习方面
,

与七岁儿量成精相似
,

而在算术成倩方面
,

低

于七岁儿量
。

·

Β五 Α 在这次的研究中充分看到年龄特点与教育的主导作用的关系
。

在每耕一种新

教材或新单元时
,

六岁儿量显然不如七岁儿量掌握得快
,

特别在一开始接触新教材时差异

更大
。

这里表现了年龄特点
。

但在教师教学影响下
,

这种差异很快就被弥补了
。

这里我

们又看到教学的主导作用
。

Β六Α 握过一年的实尉
,

从六岁儿量入学后适应学校环境的能力
、

学习 负担
、

品德培养
和主要学科的掌握情况来看

,

他俩在与七岁儿量同样的教学条件下掌握同样的教材
,

差算
不显著

,

并且在蔑完第二学期以后
,

艳大多数儿量都顺利地升入了二年极
。

总拮以上六点事实
,

我俩得到这样的初步拮渝
4
从心理发展方面看

,

六岁儿量入学
,

学

习现在小学一年般的裸程
,

就一般而箫
,

是真有条件的
。

虽然他俩在掌握知栽过程中表现

了较低的心理发展水平
,

但在教育影响下可以较快地提高而与七岁儿童相差不玛 木过

要进一步作出桔渝
,

还需要考虑这样几个简题
4
≅Α 小学教育如何更好地与幼儿教育街接 5

’

0 Α六岁儿童入学后裸业粗擞 Β如每堂上裸时简
,

一天内裸时安排等Α要作怎样的造当碉整
,

以符合六岁儿量的心理特点 5 3 Α教学方法应有那些必要的适当改变5 的六岁儿量入学以

后一
、

二年极的教材应歌有那些少量的修改 5 幻 是否极少数心理发展水平或生理发展冰
平还显然不够的六岁儿量留待七岁入学5 这些简题如能得到适当的处理或瓣决

,

六岁儿

重入学在心理学牛耕是没有多大简题的
。

关于国内其他地区实阶班的材料我俩收到的不多
,

仅有湖南师范学院
、

广西师范学

院
、

甘肃师范大学等五份
。

从已有的材料看来
,

情沈与我俩的相似
。

但这里的总桔只是以
·

我们的研究所获得的拮果为基础
。

Β, −. − 年 , , 月 ,斗 日收到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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