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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探讨了云南地区 白族与哈尼族 一 岁儿童的颜色命名能力发展
,

并与北京地 区汉族 同龄

儿童作了比较
。

实验结果表明
,

不同民族的儿童的颜色命名能力都伴随年龄增
一

长而逐步提高 但汉

族 儿童的颜色命名能力发展略高于哈尼族与白族同龄 儿童
。

总的来看
,

儿童对不 同颜色正确命名

能力的发展有着共同的规律性
,

即黑
、

白
、

红三色较易正确命名
,

其次是黄
、

绿
、

蓝三色较难正确命

名
,

命名正确率最低的颜色是橙与紫
。

关键词 民族 儿童 颜色命名

前言

已有一些材料证明
,

出生 只有 个月的婴儿就 已经具有分辨红
、

绿
、

蓝
、

黄色的能力
, 〔‘

·

〕但是儿

童要正确对颜色进行命名
,

则要经历一个发展过程
。

我们的一项实验研究的结果表明
,

岁幼 儿

还不会正确命名任何颜色 在 岁幼儿中只有 会对一种或二种颜色进行正确命名 在 岁

儿童中
,

约有 会对少数几种颜色进行正确命名
,

但正确率很低
,

平均只有 正确率
。

川

儿童从什么时候开始能正确说出颜色的名称
,

最早的报导 见于 年的报告
。 〔‘ 〕他认

为 岁儿童对颜色的命名是犹豫不决的
,

岁后能较有把握地说出颜色的名称
。

但也有一些研究者

认为 岁儿童对颜色的命名仍是很不确定的
。

阁 。 对英国儿童的颜色命名的实验结果表明
,

儿

童正确命名颜色的次序是 红
、

蓝
、

绿
、

黄
、

紫
、

橙
。

对红 色的正确命名率较高
,

而对紫色和橙色的正确

命名率较低
。 〔 〕 用命名法对西欧儿童进行颜色命名实验

,

结果是 岁儿童对红
、

绿
、

蓝
、

黄 种

颜色的正确命名率为
。

川

我国是一个多 民族 国家
,

不同民族的生活习惯
、

文化背景及教育很不相同
,

不同民族儿童的颜

色命名能力发展规律有什么异同 本文报告了云南地区 一 岁白族与哈尼族儿童颜 色命名能 力的

发展
,

并与北京地区汉族同龄儿童的结果作了比较
。

研究方法

实验材料

用于实验的是 种常见色 片
,

即红
、

橙
、

黄
、

绿
、

蓝
、

紫
、

黑
、

白
。

色片大小为 见方
。

采用一

台 日制 型 自动测色仪进行色度标定
,

其色度值及主波长均符合要求 见表
。

① 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 目
。

与此文有关的文流请与林仲贤 北京德胜门外北沙滩中科院心理所 联系
。

② 作者单位为云南省教育科学研究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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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种色片的色度值

色名
色度坐标 一气 , 一一二 一二
一一一

『‘

红 橙 黄 绿 蓝 紫 黑 白

值

值

反射系数

主波长
一 ‘ 一

表 一 岁白族
、

哈尼族与汉族儿童

颇色命名正确率 比较

民族
年龄

岁 岁 岁 岁
总平均

一只︸冲甘

⋯
孟心即白匕人」亡尸﹄口内冉白族

廿

哈尼族

汉族

平均

。

。

。

。

。

被试

被试为 一 岁的幼儿园学前儿童
,

分 个年龄组
,

即 岁
、

岁
、

岁和 岁
。

其中云南地区 白

族儿童及哈尼族儿童各 人 每个年龄组 人
,

男女各半
。

另外
,

北京地区的汉族儿童 人 每

个年龄组 人
,

男女各半
。

这些儿童均系随机取样的
,

实验前均经过视觉检查
,

色觉正常者才能进

行实验
。

实验步骤

实验采用命名法结合游戏方式个别地在一安静室内进行
。

主试将 种色片依次随机地呈现给

儿童
,

每张看
,

然后让他说出他看到的色片叫什么颜色
。

实验指导语是
“
小朋友

,

今夭我们做一

个有关颜色名称的游戏
,

给你看一张彩色片
,

你告诉我这是什么颜色
,

看你会不会
、

说得对不对 ”儿

童的回答可以是某种颜色的名称
,

也可以说
“

不知道
” 。

主试记录儿童回答的结果
。

答对一个给 分
,

答错或回答
“ 不知道

”的则是零分
。

种颜色命名全对者则是 分
。

由于不同民族儿童的言语不同
,

因此
,

实验 由当地民族老师协助进行
。

结果

不同民族儿童颜色命名正确率 比较 表 和图

图 一 岁不同民族儿童颜色命名结果比较

从表 及图 可以见到
,

无论哪一个 民族的儿童的颜色命名正确率
,

均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提

高
。

从总平均结果来看
,

汉族儿童正确命名率为
,

白族为
,

哈尼族为
。

经统计

处理
,

汉族儿童与白族
、

哈尼族儿童的结果 比较
,

差异性均达到显著性水平 尸
。

哈尼族儿

童的结果与白族儿童的结果比较
,

二者的差异性未达到显著水平
。

可以这样认为 这两

个 民族的儿童的颜色命名能力的发展基本上处于相同的水平
。

但仔细分析一下
,

从平均值来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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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及 岁阶段
,

白族儿童的颜色命名能力的发展似略占优势 而到 岁及 岁阶段
,

则哈尼族略占

优势
。

这种情况表明
,

颜色命名能 力的发展不仅在年龄上存在差异
,

而且在不同民族间也会存在着

一定差异
。

不同民族儿童对 种不同颜色命名正确率 比较 表 和 图

表 白族
、

哈尼族及汉族儿童对 种不同颜色命名正确率 比较

年龄 民族
色名

平均

白族

岁 哈尼族

汉族

白族

岁 哈尼族

汉族

白族

岁 哈尼族

汉族

白族

岁 哈尼族

汉族

总平均

红
‘

橙 黄 绿 蓝 紫 黑 白
。

一
。

。

口内曰,目均」八乃」咨任匕

︸办叶︺
‘

︸且‘只︸月了

,儿人几八,且火,立,几片︸

︺内亡口

。

。

。

内

,︸丹了月了乃‘

月﹃

︸肉了
。

‘曰甘

图 种常见色正确命名率 环 比较

从表 及图 可以看出
,

不同民族的儿童对不同颜色命名能力发展变化的规律是很类似的
,

先

是发展了对黑色
、

白色及红色的正确命名
,

然后是黄色和绿色
,

再后是蓝色
,

最后是紫色与橙色
。

在

黑
、

白
、

红三色中
,

汉族儿童对红色的正确命名能力发展 比白族及哈尼族同龄儿童要更早些
,

对红色

的正确命名率在同龄阶段均比白族及哈尼族儿童高些
。

讨论

儿童对不同颜色正确命名能力的发展
,

无疑与其言语发展有着密切关系
。

但幼小儿童在尚未掌

握言语之前便能够分辨一些基本颜色
,

如红
、

绿
、

蓝
、

黄
,

虽然他们还不能对颜色进行命名
。

儿童要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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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对颜色命名是要经历一个发展过程的
,

除了和言语能力发展有着密切关系外
,

还与对颜 色的抽象

及概括能力的发展有关
。

在其一项有关颜色抽象能力发展的研究中证明
,

儿童对颜色抽象

概念的掌握是与词汇知识的掌握有着密切关系的
。

在 日常生活中
,

成人可以通过言语同儿童进行

教育
,

传授知识
。

儿童在与成人交往中
,

容易得到言语强化
,

通过各中途径对有色物体的色名建立条

件联系
。

因此
,

随着年龄的增长
,

与不同的有色对象的联系也愈多
,

颜色命名的正确率也逐步提高
。

实验结果表明
,

不同地区的民族的儿童
,

对颜色命名的能力的发展是存在着一定差异的
。

北京

地区汉族儿童的正确颜色命名能力高于云南地区的白族及哈尼族儿童
。

我们认为
,

这种差异主要是

由于文化教育与社会环境的差别造成的
。

白族与哈尼族儿童结果差别不明显
,

这可能是这两个民族

都同属云南地区
,

文化教育与社会环境的差异都不很大所致
。

如果在幼儿早期发展阶段有意识地对

他们进行颜色命名的教育
,

是可以有效地促进他们的颜色命名能力的发展的
。

儿童对颜色命名能力的发展
,

对不同颜色来说是不同的
。

有的颜色命名能力发展早些
,

容易些

有的晚些
、

困难些
。

从我们所得的实验结果来看
,

不同民族的儿童
,

对颜色命名能力的发展变化规律

基本是相同的
,

先是发展了对黑
、

白
、

红三色的正确命名
,

然后是黄和绿
、

再后是蓝色
,

最后是紫色和

橙色
。 习 曾报告他的一项研究工作

,

一名出生后 个月因为疾病丧失视觉的儿童
,

长大到

岁时
,

经手术使眼睛复明后
,

不能分辨任何颜色及进行颜色命名
。

对这名患儿进行 巧 个月的颜色命

名的训练后
,

使他学会了区分不同的颜色
,

并开始能正确地进行颜色命名
,

先是红
、

白及黑
,

然后依

次是绿
、

棕
、

蓝
、

灰
、

紫
。

从以上可看出
,

对颜色命名是个学 习过程
,

红
、

白
、

黑色较先及较易掌握
,

而中

间色如橙色及紫色则较难掌握
。

等 〕从不同语种系比较出发探讨了颜色术语 。 的

发展规律
。

他们认为
,

如果一个语系只用两个词表示颜色
,

则一定是黑色与白色 如果要用三个词
,

则第三个词一定是红色 如果是有四个颜色的词
,

则第四个词一定来 自黄
、

绿
、

蓝中的一个
。

他们提

出颜色名称发展的次序是黑与白
,

然后是红
,

再后是黄
、

绿
、

蓝
,

最后是棕
、

橙
、

紫色
。

我们的结果与他

们的结果是十分吻合的
。

这进一步表明了对不同颜色命名发展的规律在不同种族的儿童中都具有

其共同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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