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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儿童分析概括和辨认汉字

字形能力的发展研究

分析概括字形能力的发展及其与辨认发展的关系

曹傅称 沈 哗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

周 题

这个报告要报导的是小学儿最分析概括汉字字形能力的发展情况
。

实输是用前一报

告 〔‘〕的同一些被贰进行的
。

从前一报告我们看到了儿量辨敲字形能力的发展的两个此较

大的棘折
。

因此
,

进一步的尚题是 在分析概括汉字字形能力方面的发展情况 如 何 有

没有与辨款相应的变化发展 下面
,

我佣先叙述分析概括字形能力的实睑拮果
,

然后
,

把

这些精果与辨款的拮果进行分析比较
。

方 法

关于字形分析概括能力的考察
,

我们选用了赫尔 的概念实嗽的基本方

法  
,

并为适应儿量特点
,

作了必要的霄化
。

为了进行对照
,

同时进行了对图形分析概括

能力的考察
,

基本上沿用斯莫克 的方法  
,

也作了适当的筒化
。

斯莫克

的研究原来是从赫尔的实麟演变来的
,

所以在实硫程序上可以比较容易地混合在一起

赫尔的实肺原来用的刺激物就是不同形状的汉字
,

而且
,

在拮果分析的严窿性和确切性

上
,

这个实驮都较优于针对同样尚题的其他实盼
。

此外
,

这个方法还可以提供一部分儿量

学习和藏既汉字的材料
。

这是我佣选定作为基本方法的原因
。

整个实输是在实阶过程中要求儿量形成八个人工概念
。

这八个慨念中
,

有四个是字

形
,

四个是图形
。

四个字形的有关部分分别为
“
木

” 、 ‘“

方
” 、 “

丑
” 、 “

韦
” ,

与之相应的渡音依次为汉藉拼音
“ , , 、 “ ” 、 “ ” 、 “ , , ,

在有关部分外加上一个无关部分
,

使每个概念都构成 种不 同的字

形
。

但只要具有共同的有关部分
,

都具有共同的覆音
。

例如 只要有
“

木
”

的 字形都 呀
“ ” 。

四个概念共 个字形
,

俱晃图 中序列一到四
。

这 个字形桔构所依据的 原刘

是  都由两个部分粗成 两个部分的位置分别为上下
、

左右
、

半包三种
。

在 一

单元 学习单元
,

每种两个
,

在考输用的第 单元
,

每种一个
。

第 单元分两部分
,

五

个包含正确的有关部分
,

五个包括不正确 缺笔 的有关部分
。

在各五个字形中
,

上下
、

左

右各二
,

半包一个 无关部分都是五划以下的筒单精构 在 同一单元或同一序列 第

单元的 一 除外 中
,

不 出现无关部分的重复 匀第 单元 一 的构成
,

取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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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元中的有关部分
,

但合其缺笔
。

四个图形的概念不是根据共同的拮构部分而是根据共同的拮构原刻
。

例如
,

所有的
“

’’ 都是方形内包一三角形
。

其他各概念的蔽音及特点俱兑图 中序列五一八
。

图形的

无关部分的变化包括  颜色

大小 拔条的粗韧 某

些位置关系
。

例如 概念
‘

、
”

的

三角形可以在方形 内 的 任何 位

置
。

概念
“ ”

的三个
“ ”

可相应

于方形外的任何三边
。

八个概念各有 种变式
,

都

写在 欠 的白色卡片抵

上
。

字形都用寸楷
,

图形大小各

不相同
。

祖成八个单 元
。

一

单元各包括字形和 图 形 各 斗个
,

共 个
。

第 单元 利 用 一

单元的 张卡片
。

第 单元

斗张
,

字图各半
。

第 单元共

张
,

也是字图各半
。

第 单元只

作重现
,

不用卡片
。

第 一巩单元是 学 习单元
。

学习程序是这样的 先作第一单

元
,

告拆被贰这是款字实输
,

要求

被贰学会看字 或图 擅音
。

八个
一

卡片按随机次序呈现抬被贰
。

每

个卡片呈现豹 秒钟 利用简隔

补时器带动一个批电器发 出的接

触声音
,

每 秒钟报 时一次
。

在 一 秒简
,

主贰瓮 出这 个字形

或图形的覆音
,

故被裁跟着重复
,

速倩重复两次
。

然后八个卡片再

按随机次序呈现第二次
,

这时
,

要

求被裁贰着不挫过提示把音滴出

来
。

菠不出或覆错
,

主裁再拾正

确的渡音
。

和第二次一样
,

同一

单元再进行六次
,

郎前后共八次

孰覆
,

作为第一单元学 习 完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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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列五一八中的每张图形都是由两种不同的颜色的线条组合而成的
,

采用的颜色有红
、

黄
、

蓝
、

释
、

黑五种
。

至

于图形的大小
、

线条的粗细和位置的关系都不一样
,

但没有一定的比例关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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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之进行第 单元
。

第 单元及以后 一 单元
,

也是进行八次款擅
,

其他步蹂与第

单元相同
,

不过在第一次款覆时自要求被贰拭着覆出相应的音
。

学习过程从两个指标中

可以反映出来

 在一个单元中
,

第一次呈现郎能不挫提示而正确擅出音的概念数
。

这个指标的

最高数可能是字形 斗 图形
。

而且
,

第 单元对新被就税来都应当是 。。

而学

习过程郎反映在 。” 的增长过程 上
。

在一个单元中
,

每个概念能不趣提示而正确覆出时所需的提示次数的 平均数
。

每个概念学习 次
,

如果 次都要提示
,

那末
,

正确擅出时所需提示次数就是
。

把不同

的慨念的次数加在一起用概念的数 目除
,

郎得平均次数
。

针算字形和图形时除数为
,

在

总舒时除数为
。

例如 被贰甲在第 单元中对
“ , , 、 “ ” 、 “ ” 、 “ , ,

四个概念的学习中
,

“ ”

握过三次提示
,

在第四次 自动正确擅出
“ ”

翘过五次提示
,

第六次 自动正确赘出
“ ”

翘过第六次提示
,

第七次自动正确擅出
“

’’在第八次才 自动正确擅出
。

这四个概念 字
、

形 不翘提示而正确覆出所需的平均提示次数为

这个平均数应当随单元而变小
。

生士二土三土宜 一 反 。

随着学习进展
,

第 一 单元是考输单元
。

主要考察被贰的藏昆效果和分析概括能力
。

第 单元是再款
。

把 一 单元所用的 个卡片全部打乱后
,

按随机次序抬被贰

款擅一次
,

不加提示
,

昆录被贰正确再欲的数目
。

最高的正确数可能是 字形 图

形
。

第 单元考嗽的是概括
,

看被贰概念是否
“

形成
”

了
,

但为这单元所用的刺激的无

关部分与 一 单元不 同
,

所以
,

从整体来砚
,

是不同的
。

但都包舍有相同的有关部分
。

因此
,

它的正确数可反映概括的程度
,

这个单元 张卡片打乱后按随机呈现抬被就
,

要被

就款覆
,

不加提示
。

共欲覆两次 款覆一次后
,

再把卡片打乱
,

然后再随机呈现
。

因此
,

这

一单元最高的正确数和第一单元相同
,

可能是 字形 的 图形 的 铭
。

第 单元是要求被贰写出八个慨念
。

所考喻的是重现
。

指导藉如下
“

你看晃卡片

上的一个什么字 或图 就擅
“ ”

清你把那个字 或图 写出来
。 ”
按被贰重现拮果的正确

程度分成四种等极

一 完全不能重现

、

,
尹

刀一一
口

能重现一个特点 如 口 一 二

能重现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特点
,

但又未能全部正确 如 一

完全正确的重现
。

因此
,

这个单元得分
,

字形和图形都分别以 。 为最低
,

为最高
,

总针 为 。、
。

第 单元是把这一单元同一序列的 个卡片打乱
,

按随机排列同时呈现抬被贰
,

对

被贰靓
“

你把你款为应当菠
‘ ’

的卡片拿出来
,

不能覆
‘ ’

的就不要拿
。 ” 昆下被贰拿

取的卡片
,

在这单元中
,

一 是概念的变形
,

应当拿的 而 一 都在有关部分有缺笔
,

拿

了就算错
,

舒算拮果时把应拿不拿
,

或不应拿而拿的卡片都算一个错
。

每一概念最大可能

的错簇范围是 。、
。

字形与图形分别为 。 。

总舒为 。、
。

这个单元考喻的是

被贰的确款和精袖辨敲能力
,

和其他三个考盼单元相反
,

它是得分越大
,

成精越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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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十个单元的实验
,

除九
、

十单元次序互换外
,

其他各单元均按标号的次序依次进

行
。

大致在 一斗小时两个被贰可以交叉进行并完成
。

个单元分三段进行 一 单元

为一段
,

一 单元为一段
,

巩 一 单元为一段
。

每段需时豹 分钟
。

被栽每做完一

段
,

利用另一被贰正在进行实输的空隙
,

可以休息 分钟左右
,

在休息时阴内被贰
一

般是

看小人书或作功裸
,

没有作复习实输的活动
。

桔 果 和 分 析

从概括实验中可获得两个方面的材才斗
,

郎学习 阶段的精果和考肺单元的拮果
。

这两

个材料以实硫祖为主要分析对象
。

另外对两个对照祖作了专阴的分析
。

现分述如下

一 学习单元的实肺桔果

如方法所述
,

学习阶段有两个主要指标
,

我们先把这两个指标用表和图分别表示出

来

 在一个单元中
,

第一次呈现郎能不翘提示而正确敲覆的概念数 目
。

八个相的拮

果如表 和图
。

十个被试的总计
,

单位
,

个

第一次呈现不经提示即确正能认读的概念数目

兀

结果的图示

—
—

二
‘

‘

单

图 表

—
一

,

△

—
△五

口

—
口
一

一一一
一

, 旧

一

— 一
一一一

一 丙

图 中左方以单元为横座标
,

表示

学习曲袋
。

不同的年极阶段祖有不同的

学习 曲核
。

第一次正确欲覆所需提示的平

均数一一八个祖的精果如表
。

从两个指标的表和图可以看到

在一年极的最初阶段
,

字形和图

形的曲袋形式差别是显著的
,

而在以后

的阶段中
,

这个区别逐渐精小
,

这反映
一

儿量通过在学校中学习汉字
,

逐渐发展

了学习概括汉字字形的能力
,

而同一时

期内
,

对图形的概括没有特殊学习
,

所

以
,

它的发展比较不显著
。

我们可以从图 曲筱开始趋向平

坦的点向左移动
,

看出不同年扔阶段学

习曲援的不同
。

也可以砚
,

这是学习一

祖材料的限度和速度的反映
。

首先是限

度
,

是翘过六个单元学习
,

被贰能达到概

括的最高平均概念数和需要最少的提示

次数
,

这是随年极阶段上升而分别表现

为逐渐增加达到概括的概念数和诚少提示次数的
。

其次
,

是速度
。

不同年极阶段
,

在不同

单元达到曲拔的最高点
。

这一点是随年极上升而往左移的
,

这就是靓
,

越快达到最高限
。

换句韶靓
,

这两方面分另表示学得多少和学得多快
。

这种情况
,

可以以一祖曲搔模式表示

如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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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学习阶段第一 次呈现即能不鲤提示而能正破认蔽的概念徽一一不 同年粗阶段桔果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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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中数字是每个实验组被试结果的总和
,

其中 一炳 的结果以 0
.
8 除

,

以与各组平衡
,

便于比较
。

表 2 学习阶段第一次正榷认蔽所需提示的平均数(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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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曲技 1到曲修
n ,

是从低年极到高年极的学习 曲技形式的发展
。

这种变化
,

在前人

个成绩

以成人为被贰的研究中
,

反映了学习用的材料由易

到难的变化
。

我们可以款为
,

这两方面的精果彼此

是一致的
。

同一材料
,

对低年极是难的
,

而对高年极

gl] 是易的
。

与此同时
,

把字形的曲拔和图形的曲拔此较
, 一

也

可反映出随着年极上升
,

字形由相对较难而棘到与

图形相类似的变化
。

( 二) 考旅单元的实肺桔果

考硫共有四个单元
。

我们先分述四个单元的数

字和就斜分析桔果
‘)

,

再对它们作总的考察
:

(l) 再款的桔果

图 3 学习曲线发展的模式图

l) 统计分析主要在六个实验组中进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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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款的八个粗的桔果及同粗简字图的比较的就爵分析桔果如表 3
。

表 3 再认桔果及其同粗简字
、

图比鼓

再 认 结 果 字 形 图 形 比 较

字 形 图 形 总 计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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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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斗2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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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5

再款 桔果 的年 极 差异 的 变异数分析桔 果
:
字形

: F 一 10. 038
,

P
< 0. 0 。兄 图 形

:

F 一 2
.
39 3

,

P
<

0

.

0 , : 总针
: F 一 9

.
700 ,

P
<

0

.

0 0 5
0

各年极阶段简差别比较用邓肯 (c
.
P
.
D un ca n)

字 形 图 形

考输
,

拮果如下
‘, :

一
a
一
4 三 五 一一 ,

一
8
一
4 五

总 计

一砂.

一
,

一
4 二几 五

十十十 日汗 子

十

十十十 子斗十

十斗 」斗

十卜卜

十十

译月斗

月一
‘

二丁}* 一 份 一 州十J刁
十十十

一一一一

科+1++一�一
++一一一一

卜瓜||
l

一一一一

( 2 ) 概括的拮果

八个祖概括的桔果和祖简字
、

图的比较的状豁分析拮果如表 4
。

表 4 概括桔果及其同粗简字
、

图比较

孺孺袄袄
概 括 结 果果 字 形 图 形 比 较较

字字字 形形 图 形形 总 计计 图
、

字字
ttt PPP

一一一111
1 0

。

777
2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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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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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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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333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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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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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差异为 0
.1水平

,

用 十 表示; 0
.
叮 水平

,

用料 表示 :。
.
01 水平

,

用一 表示
,

以后有关邓肯考验结果的表示法
一

与此相 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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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括拮果的年极差异的变异数分析拮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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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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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年极阶段简差别比较用邓肯考输
,

拮果如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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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 确款的拮果
,

八个粗确敲的桔果和粗简字
、

图的比较的就爵分析桔果如表 5
。

表 S 榷认桔果及其同粗简字
、

图比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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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形 比 较较

字字 形形 图 形形 总 计计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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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认与其它考验不同
,

算错误次数
。

因此
,

数字愈大
,

成较愈差
。

比较拦符号意义也正好与其它表相

反
。

确款拮果的年极差异的 变异数分析精果
:
字形

: F 一 9
.
994

,

P
<

0

.

0 0 兄 图 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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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年极简差别比较用邓肯考输拮果如下
:

图 形字 形

一
,

一
a
一

‘
二 五 一

8
一
4 二二 五

总 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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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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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书月

一 斗+ 十 + J冲

一 十

(
4
) 重现的拮果

八个祖重现的拮果和粗简字
、

图的比较的就针分析桔果如表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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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重现枯果及其同粗字
、

图比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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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现拮果的年极差异的 变异数分析拮 果
:
字 形

: F ~ 7
.
622 ,

P
<

0

.

0 叮 ; 图 形 :

F ~ 3
.
170 ,

P
<

0

.

0 1 ; 总豁
: F = 7

.031 ,
P

<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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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各年极简差别此较用邓肯考盼拮果如下
:

字 形 图 形

一
,

一
8
一
4 二 五

一 一 一 十十 十于于

一 一 + 十十

一 一 十

总 计

五十十+什一二料料+一一料一
一一料一

MW
���内
�

内一
·

一�勺介�
�一
一
1

五一�一�料
十�

二一
+.一

二�
一一

一介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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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 四种考盼拮果的总的考察

把 上述四种桔果的主要方面
,

用图表示出来
,

就可以比较考察
。
图 斗中以 个

,

奋标示

这一祖与前一祖差别达到 0
.
加 水平以上显著度 ( t 对字形言

,

杏对图形言)

精合图示和数字
,

可以把考盼单元的精果筒单归钠如下
:

(1) 从曲技发展的形式看
,

全部指标都有随年龄增长向上升的趋势
。

但从形式看
,

可

大别分为三类
。

一类是先快后慢的上升速度递减曲拔(再款和概括字形); 一类是接近等

速上升(确款和重现图形);再一类是先快
,

握过一段慢
,

再一段快
,

在一
;
” 五之周仍有较

大发展(确款和重现字形)
。

而从总的情况看
,

则儿量分析概括汉字字形的能力发展
,

在小

学一 ” 五之简
,

不是过去所段想的一个搏折点
,

而是最少有两个搏折点
,

其中之一是刚献

字不久
,

对汉字有一定的熟习
,

能作一般的大致的分析概括;在这以后
,

要翘过一段较长时

简的学习
,

对比较精确的分析和辨敲
,

才获得进一步发展
。

正是它的发展促成第二个蒋

折
。

第一个蚌折在四种指标的字形方面都有所反映
,

而第二个棘折BlJ 反映在确款和重现

字形上
。
图形的发展带有渐进性质

,

这可能与图形的分析概括并没有专r月学习的参与有

关
。

(
2
) 从图形和字形的此较曲袋可以看到

,

图形的优势是逐步诚弱达到零或负收
、

在

再敲和概括的后三阶段
,

可能以实喻材料 的限制(已达 上限 )来解释
,

所以不便作任何浅

明 但对前三阶段两曲枝距离的逐步接近
,

却不能不使我们段想
:
在一般的对图形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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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四 种 考 验 结 果 的 图 示

析概括能力的基础以上
,

由于通过学习
,

儿量熟悉了汉字字形
,

并发展起来一种分析概括

汉字字形的特殊能力
,

而这种能力要握过两个较大的棘折
。

( 三) 两个对照祖桔果的分析

比较 一
2
和 一

21。的学习 曲换
,

我俩用的是表 1
,

2
,

中的数字
,

可作出图 5:

从下可以看到
:

(l ) 相隔一个多月 (9 月下旬 10 月上旬一n 月中下旬)
,

被贰对已形成的概 念仍有

一定数量的保持
。

尤其在图形上
,

平均保持量超过 印多
,

这从第 I单元第一次自p能正确

款覆的数字中表现出来
。

(
2
) 可能正因如此

,

对 一
21日 ,

图形的学习曲袋和字形的学习曲梭较优于 一
2,

而字形方

面的优势只能在前四个单元保持
。

考睑单元中 一
2
和 一

21日的桔果已兄表 3一表 6
。

各项差异之显著性考膝精果如表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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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啪
{ 言二言晕霆 一线含二含摹栗
图 5 一

,

和一啪 学习曲线的比较

表 7 一啪 和一
:
各琪差别之显著性考峨桔果

一一
__
今 许许 再 认认 再 认认 概 括括 概 括括 确 认认 确 认认 重 现现 重 现现

考考 斌一
____
字 形形 图 形形 字 形形 图 形形 字 形形 图 形形 字 形形 图 形形

——
, 旧一一

,,
000 十 2

.
111 一 l

。

444 +
2

.

777 + 斗
.
111 + 1

.
999 一 0

。

666 +
2

.

777

差差别 之显著性性性 十十十 + +++++++++ +++

十 令P < 0
.
10 + 十 令 P < 0

.
0多

从表 7 可以看到考膝单元的主要区别也是 出现在图形方面
。

从以前分析可以看到 一
;的学习 曲筱

,

在考尉单元的再款和慨括
,

已接近二
、

五年极

高水平
,

因此
。

这方面的比较意义不会很大
。

我佣只集中比较了确款和重现
。

并取二
、

五

年极的精果作参考
。

其对照数字可兑表 多
、

表 6
。

另外还对 一
; 一

与 一
4丙 简的差别 进行 了

枕补考肺
。

拮果如表 8
。

表 8 一柄 与一
‘
差别之显著性考陇黯果

…
一

遗
一

翌
一~

兰兰

】一
~

件
条

、
一\

考 二
一

\ 一
__

】明 从
一

了
’口

} 洲 扒
L习 ’.’

! ~ 伪 刁-

巡
--

一} } !
一
4丙—一

4 一 6
.
斗 一 3

.
7 十4

.
3

差别之显著性

十 一》 P < 0
.
1
.

+ + 令 P < 0
.05

从上述数字比较可兑
,

一
;和 一。 在字形的概括分析上

,

有着不同程度的差别
。

而差

别达到显著的都在字形方面
。

初步表明
:
教学条件较好的学校

,

概括字形能力第二个蟀

折点可能往前移
,

整个 一。 的水平
,

在二
、

五之简
,

表明不同教学条件在我们所用的实脸

上
,

可反映 出半年以上的差异
。

概括分析发展与辨认发展的关系

我们在辨款和概括的实肺中都发现有三种曲拔
,

一种是在 一
:、
一
2、
一
3
之简

,

有比较

急剧的上升
,

然后搏为平援上升
。

概括和再款字形以及字单 n 属这一 种
。

第二种是以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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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五之简有比较急剧的上升为其特点
。

重现和确款字形及字单 IV 属于这一种
。

第三种

是以持擅上升
,

但升势较援为其特点
,

重现和确熟图形及字单 v 属于这一种
。

为了易于

对照
,

我们把这三种曲拔粽合画到一个图上
,

以兹比较
,

这就是图 6
:

。- ~ 办概括字形
。
一一。再忽字形

, 一一字单11

242016论48
.1.‘l, .1.les气L‘

厂
/""了信息递传量

型O
一l 一2 一 , 一

4
二 五 一 工 一

2
一
3
一布 二 五

一一

户
___0---

,,,,

触触触触

似似似似

111110
---

!!!!!,,

22222 000

年级阶殷

图 6 三 种 不 同 的 发 展 曲 线

从图 6 可以看到
,

曲拔虽然不完全一致(这显然受被就人数较少
,

波动较大的影响)
,

但基本的趋向是三粗各别的
。

产生这种现象是可以理解的
。

对熟字和生字的辨款能力之简有区别
,

已为我们多次

实输所靓明
。

这种区别产生的原因
,

正是对于熟字只有要求再款能力
,

或比较翰廓性的辨

款
,

依据中枢原有的存储
,

就可以作出比较正确的判断来
。

在本实输中
,

概括所反映的
,

如

我俏以前所分析的
,

正是
“

大致的
”

概括能力
,

所以它们之简在发展的趋向上比较一致
。

而

对生字的辨熟
,

中枢存储的支持要通过一定的改祖运算
,

这里所要求的是更为精确的辨

熟
,

更为确切的瞬时就忆
。

这两点正是重现和确熟两个指标所反映的
,

朝鲜字带有图形性

厦
,

但是比较生疏的
,

是比圆
、

三角
、

点要复杂的图形
,

所以
,

它在一年极占优势而在五年极

RlJ 处劣势
。

对它的辨欲
,

更多依靠对图形的辨敲能力的发展
,

而不是对汉字字形的特殊能

力的发展
。

正因如此
,

它和重现和确款图形比较一致
。

从这个初步的印象 出发
,

我侧估补这些特点可能在数字相关上有所反映
,

或局部地有

所反映
。

当然
,

由于曲拔的波动
,

这个反映可能只是局部的
。

但只有在就爵数字上能进一

步肯定
,

我佣的毅想才是比较牢靠的
,

因此用积差法求四个指标(各分三种情况
:
字形

、

图

形和总舒)和四种字单的相关系数
,

共得 铭 个相关系数
。

我佣先是把八个祖 78个被贰的

总桔果针算的
‘) 。

并且只作了直枝相关的假定
。

表 9是 48个相关数字
。

以下数字 d
·

f

~

7 6

,

相关的显著性的 0. 05 界为 0. 223 ; 0
.
0 1界为 0. 29 1

。

可兑
,

大部

分相关达到 0
.
01 的显著水平

,

只有六个未达显著水平
。

( 以
“

一
”
表示)

从表 9 可兑
,

再款和概括字形与字单 fl
,

111 的相关较高
,

而确款和重现字形PjJ 与字单

IV 的相关较高
。

此外
,

四种指标的图形方面与字单 v 的相关都比较高
,

因此
,

数字桔果

l) 因为每组只有 10 人
,

样本变异较大
,

在人数太少时求积差相关意义不大
。

不过
,

为了方法上的试探
,

我们还个

别进行了分组的相关
,

见后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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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 辫认和徽括分析的相关系数

1965

字字 单 日日 字 单 11111 单 字 IVVV

再再再 字 形形 0
.4多多 0 4 666 (〕

.
4 222 ()

.
3 666

工工)\\\\\\\\\\\\\\\\\\\\\\\\\\\\\\\\\\\\\\\\\\\\\\\\\\\\\\\\\\\\\\\\\\\\\\\\\\\\\\\

图图图 形形 0
.
22一一 0

.
2 1 一一 ()

.
1
‘夕一一 0

.
4 555

总总总 计计 ()
.
4333 0

.
4333 0 .4 111 0 .斗666

概概概 字 形形 0 .4000 0
.
斗888 诬)

.
3 888 ()

.
2 夕夕

括括括括括括括括括括括括括括括括括括括括括括括括括括括括括括括括括括括括括括括括括

图图图 形形 0 .人)一一 0
.
1 6

一一
0
.
1 0

一一
0
.
4 222

总总总 计计 〔)
.
斗lll 0

.
4 444 。

.

42 {{{ 0
。

4 111

lllllllllllllll

确确确 字 形形 一 0
.
3 555 一 0

.
4 111 一 ()

‘

5
222 一 0

.
4 888

认认认认认认认认认认认认认认认认认认认认认认认认认认认认认认认认认认认认认认认认认

图图图 形形 一 0
.
4 000 一 O

,

2
333

一 0
.
3 555 一 〔)

。

3
666

总总总 计计 一 () 2 888 一 0
.
3 333 一 〔)

、

4 999
i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 0
.
3夕夕

重重重 字 形形 0 3 111 0
.
3999

…
‘,

·

4 ‘‘ 戈) 3 222

现现现现现现现现现现现现现现现现现现现现现现现现现现现现现现现现现现现现现现现现现

图图图 形形 0 37 JJ0
.
4333333 0 4444((((((((((().477777

总总总 计计 ()、 4 444

{

O

·

5
‘‘

}
0
.
。;;; 0

.
斗333

大体土是和我们的印象相符的
。

当然
,

这些相关的差异的显著性还没有达到显 著水 平
。

要在这朋题上作完全肯定的桔渝
,

还有待于下一阶段取得更多被贰的查料以后
,

才能作

出
。

我们还曾就个别粗升算两方面桔果的相关
,

但发现相关很低
,

或 出现负相关
。

其中缺

乏爱律性
。

显然与被贰个别差异大而一粗内人数大少有关
。

豺 翁

1.小学儿量分析概括和辨敲汉字字形的能力发展看来不只有一个蒋折点
,

而是最少

有两个搏折点
。

对中等水平的班靓来
,

第一个蒋折点在一年极上学期
,

学习汉字后的一个

月左右
。

其特点为
:
对字形的再熟和大致的概括以及对熟字的辨献

,

都有较大 的 发 展
。

这个发展
,

可能 与对汉字字形从不熟悉到熟悉有关
。

第二个斡折点在一年极下学期到二
、

五年极之简
。

其特点为从熟字到生字的辨款能力的
“

迁移
” ,

对字形的精栩辨敲
、

确款和重

现能力的大大提高
。

这个搏折可能是过字形关的一个比较重要的斡折
。
由此

,

才不是一

个个死昆汉字
,

而掌握了掌握汉字字形的办法
。

从小取样(一
, 丙
) 的桔果看来

,

有些被贰祖

这个搏折点可推前到一年极上学期末
。

因此
,

促成这个棘折推前的教学和学习条件
,

很值

得进一步探究
。

这个棘折以后是否真正能更有成效地掌握较多的生字?
一

也值得进一步实

验
。

2
.

图形和字形的分析概括发展各有特点
。

朝解字辨熟的发展类似图形
。

看来
,

在没

有专阴进行教育的条件下
,

图形的分析概括和辨款的发展是渐进的
。

在这个基础上
,

对

汉字字形进行专阴的教育过程
,

而促成了对汉字字形分析概括和辨献的特殊能力的发展
。

这种发展很可能返过来促进图形方 面的发展
。

而第二个搏折看来是基础于全面发展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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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的水平之上的
。

3

.

从总的趋势进行比较
,

分析概括能力和辨款能力之简有着一定的关系
。

但对个BlJ

人税这种关系并不那末确定
。

这是受实脸方法所能反映的指标的局限性造成的
。

从这里

应当看到
,

字形的掌握是一个比较复杂的简题
,

而我佣目前所接触到的
,

并用一定指标加

以数量化的
,

只是其中一个部分的情况
。

4

.

从考膝单元中确款和重现两单元的拮果中可以看到
,

它们在一年极到二年极及二

年极到五年极之简
,

仍有较大的发展
。

要在确敲和重现中获得更好的成精
,

必须儿量对字

形的分析能进一步深入
,

也就是进行精相的分析概括
。

所以
,

我们可以这样款为
:
在汉字

字形分析概括上也可能有两种水平
,

一种是大致的
,

泛化性盾的分析概括;一种是精抽的
,

基础于比较高度分化水平的分析概括
。

对于后一种分析概括能力的发展情况
,

很需要补

充进一步的实盼加以研究
。

组 小 桔

1.实盼表明
,

在概括分析发展实睑的不同指标上
,

出现了三种不同的发展曲筱
。

2

.

这三种曲技与辨欲的三种发展曲拔可互相对照
,

从总的趋势分析
,

彼此有较高的相

关
。

3
.

因此
,

可以款为小学儿量分析概括和辨欲汉字字形能力的发展最少有两个较大的

蒋折点
。

其中尤以促进第二个蒋折点的条件
,

值得进一步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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