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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研究目的

音乐才能是一种艺术才能
。

具有音乐才能的儿童属于特殊才能儿童
。

据心理学家的研究

分析
,

音乐才能儿童大致有三种作用相辅而成
:

(1) 听觉
,

包括对音乐的知觉能力
;

(2 )

动作技巧
,

包括演奏的能力 ; ( 8 ) 智慧作用
,

包括对乐曲的理解和创造能力 (孙沛德
,

19 8 3年 )
。

国外对这类儿童的研究为数不少
,

大多是编制各种有关音乐才能的测验和问卷来筛

选那些富有音乐才能颐向的儿童 (如 G o r d 。二 , E
.

19 6孙 B o n tl o y , A
.

1 9 6 6 )
。

有 些深入的研究

表明
,

音乐才能本身就包括一般智力因素 (K h : te na
,
J

, 1 9 8 2)
。

也有人指出
,

在艺术上具有

才能的儿童往往在一般智力上也很突出
,

但他们智力上的优越特点可能在普通智力测验中不

被显现出来 (Pas , 。 , , A
。

H
.

1 9 5 5 )
。

我们认为
,

如果把艺术上的测验与普通的智力测验结合

起来考察
,

结果就会清晰明了
。

本研究意旨在总结和评估音乐才能儿童在智力上 的 发 展 状

况
,

重点探讨各种类 比推理能力以及创造性思惟方面的各项品质在音乐才能儿童心理结构中

的内在关系
。

这是我们对音乐才能儿童心理发展的一次尝试性研究
。

二
、

方法

所谓音乐才能儿童
,

我们是指具有音乐才能倾向 (aP ti t o d e

)
,

而不是 汉仅掌握许多音

乐知识和技巧的儿童
。

这种倾向可以从各种音乐表现要素 (旋律
、

节奏
、

和声
、

音色等 ) 的

听觉感受能力方面进行考察
。

被试系中央音乐学院附属小学的学生
。

这些儿童在人学时经过

相当严格的音乐才能测验
,

表明他们在听乐音的高低与强弱
、

节奏的快慢
、

节拍的长短
、

声

音的和谐
、

唱音记谱的准确等方面有较高能力
。

这些学生在接受正常文化课的同时
,

花费相

当多的时间用于音乐 乐理和技巧的学习
。

他们每人至少善长一种乐器 (包括小提琴
、

钢琴
、

琵琶
、

二胡等)
,

有的已在国内国际演奏比赛中获奖
。

被试共68 人
,

分别在小学 四
、

五
、

六三

个年级
。

他们中 s 岁 1人
,

o 岁 s 人
, 1 0岁 1 5人

, 1 1岁2 2人
,

1 2岁2 7人
。

其中女生 4 2人
,

男生

2 6人
。

由于类比 j佳理能力是
“
思惟的重要环节

,

它是一种建立在联想和对比甚础上的
,

具有启

发性待点的
,

从恃殊到特殊的推理
。 ” (查子秀

,
1 9 8 5年) 我们做了图形类比推理

、

语词 类

比推理
、

数类比推理三项测验
,

以考察音乐才能儿童思惟发展状况
。

这套测验系全国超常儿

童研充 协作组编制的 《鉴别超常儿童认知能力侧缝 》及其参照指标中的材料
,

其中图形类 比

推理 12 迈
,

满分 12 分
, 语词类比推理 12 题

,

满分 12 分
;
数类比推 理 2 奚题

,

满分2.l 分
。

考虑到创造性在音乐才能儿童中的重要作用
,

我们特别考察了音乐班学生的六项创造性

才能
。

它们包括可塑性思谁指 力测检
、

流杨性思推能力测检
、

独 创性思推能力测验
、

产生蕴

含兹义的思推能力测脸
、

解决问题能力测验以及推理思维能力测脸
。

这套测验由湖南师大李



仲涟主持编制
,

是 198 1年全国超常儿童研究协作组的实验材料
。

它的编制是根据创造性思榷

的特点
,

着重于发散性思惬的测试
。

要求被试思路灵活流畅
,

富有创造性
,

从已知的信息产

生新的信息
,

即求异思推能力
。

同时
,

也测试辐合型思惟
,

要求被试从一个方面思推中作出

最佳答案
,

即求同思惟能力
。

我们把这套测验做了一定修改
,

使之能够进行集体实施
。

我们还统计了被试在专业课方面视唱练耳的分数
。

它测量被试对音高
、

音强
、 “

节律与和

声的感知能力
,

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被试音乐才能倾向
。

我们 也统计了被试在音乐 (器乐 )

上的专业技术分数
。

虽然不同的乐器很难用同一个评分尺度进行评价
,

但音乐方面的专家认

为
,

它墓本上反映了被试在专业技巧上的成绩差异
。

同时
,

我们还统计了这些学生语文和数

学考试的成绩
,

用它反映被试的一般学 习能 力
。

三
、

结果

表l
、

表 2和表 3 分别列出了10 岁
、

11 岁和 12 岁音乐才能儿童与同龄常态儿童在图形
、

语

词和数三项类比推理测验中的差异比较
。

表 1
、

10 岁香乐才能儿童与常态儿童类比推理测验比较

测验项 目 S D T

图形
音乐班

常态

音乐斑

常态

音乐班

常态

1 5

1 9 7

9
。

3 3

8
。

1 3

9
。

8 7

6
。

6 5

1谨
。

4 7

9
。

5 8

。

3 4

。

9 3

3 6 .

语词

l5

1 9 7

。

3 0

。

5 8
7 8 今

二

,上O山

数

1 5

1 5 4

。

9 9

。

8 5
3

。

9 4二
帝

J‘性才

窦2
、

11 岁晋乐才能儿童与常态儿童类比推理测验比较

测验项 目 N X S D T

图形
音乐班

常态

音乐班

常态

音乐班

常 态

2 2

2 0 3

9
。

4 6

8
。

7 0

。

2 9

。

7 2
2
。

0 2 .

1
。

9 3

语词

2 2

2 0 3

9
。

0 0

8
。

0 2 2
。

1 5 “ ’ ‘ “

2 2

1 6 8

1 6
。

6 4

1 3
。

3 5

5
。

0 2

4
。

9 9

可以看出
,

除 12 组音乐才能儿童在语词类比推理中与同龄常态儿童无显著差异外
,

其它

各 年岭组的三项类比推 理测检结果表明
,

具有音乐才能儿童的得分明显高于常态儿童
。

为 了深入探讨音乐 才能学生 在三项准理测验
、

创造性思惟
、

一级学 万J技能以及声乐才能

上的
一

匆在关系
.

在 下面的表 4 中列出了三项类比推 理测验
、

六项创造性 侧吐
、

学 习成绩以及

反映 音乐刁能的视唱练耳和专业技巧之间的相关炬阵
。



亥3
、

12 岁工乐才能儿宜勺常蚕儿宜类比描理侧验比较

侧验项目 N X

图形
音乐班

常态

音乐班

常态

音乐班

常态

2 7

1 4 3

1 0
。

1 5

8
。

9 7

语词
2 7

1 4 3

9
。

4 1

8
。

5 4

1
。

8 2

2
。

4 3
1
。

7 8

数
2 7

1 4 2

1 6
。

8 5

1 2
。

9 6

4
。

8 6

4
。

6 7
3

。

9 6

根据表 4 的相关矩阵
,

我们用计算机
sPs。

软件系统做了因素分析
。

表 5 是得 到的初始因

素负荷矩阵
。

央 5
、

各项侧验的初始因案负荷

测验项 目
因素负荷

a b C d

图形类比

语词类比

数类比

可塑性思惟

流畅性思推

独创性思推

产生蕴含性思惟

解决向题

推理思惬

语文成绩

数学成绩

视唱练耳

专业技巧

。

4 3 3

。

6 2 4

。

5 3 3

。

3 7 1

。

7 1 0

。

5 4 7

。

4 6 8

。

4 1 9

。

4 7 3

。

7 1 6

。

5 7 2

。

6 1 7

。

2 1 2

。

0 1 1

。

1 3 1

一
。

3 4 5

一
。

3 0 6

一
。

1 2 8

一
。

0 2 9

一
。

2 0 6

一
。

5 4 4

一
。

2 6 7

。

2 3 8

。

5 6 0

。

4 2 6

。

4 6 7

。

5 3 7

。

3 1 4

。

3 6 0

。

2 0 8

一
。

2 3 4

一
。

5 7 6

一
。

0 2 0

。

1 5 6

一
。

5 7 8

一
。

1 9 6

。

0 0 9

。

2 2 0

一
。

0 4 9

一
。

4 0 6

。

0 0 5

。

0 4 5

一
。

0 6 2

一
。

0 9 1

一
。

9 2 4

。

6 6 3

。

4 1 2

一
。

12 3

一
。

2 1 2

一 。

0 1 2

。

0 1 9

。

5 6 3

。

6 4 0

。

5 0 5

。

5 3 4

。

2 7 9

。

5 8 4

。

6 4 0

。

7 0 2

。

6 6 6

。

6 4 4

。

6 5 3

。

6 4 1

。

6 1 2

。

7 3 8

艺
气

艺 八 3 x 1 0 0

3
。

6 4 4

2 8
。

0

1
。

6 2 6

1 2
。

5

1
。

3 9 5

1 0
。

7

1
。

1 7 5

9
。

0

7
。

8 4 1

5 0
一

3

山于在 13 个因素负荷中前 4 个共同因素方差分别是 3
.

6 4 4
、

1
.

6 2 6
、

1
.

39 5和 1
.

175
,

它们

之和占全部总 方差的 6 0
.

3 %
,

己反映这 13 项测验变异数的绝大部分
,

故只列出这四个因素
。

表 6 是旋转因素负荷矩阵
,

目的是找到新的参照轴
,

尽可能使所有共同因素负荷都是正值
,

井使接近零的 因素负荷量的数目增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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窦 6
、

各项侧验的旋转因李负荷 (N = 68 )

测验项目
’

因 素 负 荷

a b e

图形类比
.

峨5 5 一 0 9 4 一 0 2 9

语词类比
.

5 9 4
.

0 7 9
.

2 5 5

数类比
。

2 1 8
。

0 6 2
。

峨5 5

可塑性思惟
.

09 4
.

1 08
。

29 3

流畅性思推
。

5 0 4
。

6 1 7
。

2 4 7

独创性思惟
。

1 6 2
.

7 7 9
.

0 6 7

产生蕴含意义
.

15 7
.

1 61
.

78 9

解决向题 一 0 5 5
.

1 1 0
。

7 7 3

推理思推 一 。52
.

78 8
.

1 25

语文成绩
.

5 7 3
.

5 5 4 一 0 0 5

数学成绩
.

7 6 5
.

2 2 2 一 0 3 4

视唱练耳
.

7 6 e
.

0 5 9
.

1 1 2

专业技巧
, 。

4 47 一
。

1 88
。

1 14

艺
‘

2
。

4 6 6 2
。

0 7 3 1
。

7 2 0

d h
.

。

6 5 1
。

6 4 0

。

2 8 3
。

5 0 5

。

4 9 5
。

5 3 4

。

4 1 5
。

2 7 9

。

2 2 2
。

5 8 4

一
。

0 5 2
。

6 4 0

一
。

1 7 4
。

7 0 2

。

2 2 9
。

6 6 6

。

0 6 6
。

6 4 4

。

1 3 1
。

6 5 3

一
。

0 9 8
。

6 4 1

。

0 7 1
。

6 1 2

一
。

7 0 0
。

7 3 8

。

5 8 2 7
。

8 4 1

不难看出
,

在
。
因素上

,

除六项创造性测验没有较多的负荷外
,

类比推理测验
、

学 习 成

绩以及视唱练耳和专业技巧等都有较大的负荷量
,

而这些恻验反应了被试接受知识乳技能的

能力
。

我们可以称
。
因素为一般学习能力

。

在 b因素方面
,

流畅性思维和独创性思维测验及创

造性推理测验的负荷较大 (都大于。
.

5)
,

它包含了创造性思维的主要成份
。

基于对这 三 项

测验的题目分析
,

我们称b因素为思维能力
。

在因素
。
上

,

产生蕴含意义和创造性解决向题两

项测验的负荷较高
,

它们反映被试理解问题和实际操作能力
。

我们把这一因素称之为创造性

解决问题能力
。

在因素 d上
,

三项类比推理测验的负荷明显偏高
,

’

我们称之推理能力
。

由 于

主因素中
。
因素占全部变异量的28 %

,

所以
,

音乐才能儿童的一般学习能力是最为重要 的 因

素
。

四
、

讨论与小结

l) 具有音乐才能的儿童在图形
、

语词和数三项类比推理测验中普迫比常态同龄儿童的成

绩要高
。

这反映音乐才能儿童思维发展水平也是较为突出的
。

2) 从我们对音乐才能 儿童心理品质的因素分析看
,

一般学习能力在这类儿童是最为重要

的心理因素
。

我们的结果 同时表明
,

在音乐才能儿童的心理素质中
,

思维能力
、

创造性解决

向题能力以及推理能力都起一定的作用
。

3) 若要比较全面地探讨音乐才能儿童的心理素质
,

我们所做的测验项 目还不够完善
。

感

知观察
、

记忆以及个性方面的考察亦应包括进来
。

这有待今后的研究进一步充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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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的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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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引导学生思考解决向题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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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注意两方面的向题 , 一是确认思维的归宿 , 二

是解题时全过程的每一步依据要正确无误
,

要综合地让学生思维发挥流畅
、

变通的特性
,

从

中发现一些独特的解题方法
,

促使思维具有独特性
。

当然思维的流畅
、

变通
、

独特三个特征
,
彼此之间

,

关系密切
,

能流畅而后才有变通
,

而变通也可视为流畅
,

并且只有同时具有流畅
、

变通特征者
,

才有可能具有独特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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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别标定和性别类型行为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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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采用性别标定作业
,

测验了43 名出生 21 个 月到 40 个月的儿童辨别男女孩和男女 成

人图片的能力
,

并在通常按性别类型分的三种行为 (选择玩具
、

攻击性和同龄游戏伙伴的选

择 ) 上对通过性别作业的儿童 (平均年龄30 个月) 与未通过性别作业的儿童 (平均年龄 26 个

月) 进行了比较
。

本研究预测
,

通过了性别作业的JL 童会选择同性伙伴和更有性别特点的玩

具
,

通过了性别作业的女孩攻击性会减弱
,

男孩则没有变化
。

但结果只证实了攻击性和选择

同龄伙伴的预测
,

选择玩具的预测则没有得到证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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