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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一6 岁城郊儿童颜色命名能力发展的初步调查
* ¹

张增慧 林仲贤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

月lJ吕

心理学家们对很 小的婴儿有否辨别颜色的能力曾作过许多观察研究
.

18 81 年

w .P re yc r
在他的观察中发现

,

婴儿出生 42 天时
,

已具有对色彩物品表示出愉快神态
,

说

明他已具有一些颜色感觉
.

他让幼儿看红
、

绿两种颜色
,

轮换地问他
‘

红在哪里 ? ’ “

绿在哪

里? ’
.

他发现三岁的幼儿已能正确说出一些颜色名称
,

分辨颜色的能力随幼儿的年龄增长

而逐步提高
.

本文作者曾以红
、

橙
、

黄
、

绿
、

蓝
、

紫
、

黑
、

白 8 种常见色卡作为实验材料

对我国城市汉族
、

维吾尔族
、

壮族和智力落后的儿童分别进行了颜色辨别能力发展的研

究
,

发现各民族 3一 6 岁儿童的颜色命名正确率
,

都随年龄增长而提高
,

而汉族儿童的颜

色命名正确率略高于同年龄的壮族儿童
,

壮族儿童又略高于维族的儿童
.

智力落后儿童的

颜色命名正确率则均低于同龄正常各族儿童
.

在颜色命名能力的发展方面
,

城市儿童与农

村儿童有无差别呢? 本文作者对北京郊区儿童的颜色命名能力进行了初步调查
,

并与北京

市区儿童的结果作了比较
.

研究方法

实验对象 : 系北京郊区农村汉族 63 名 3一6 岁儿童
,

父母均系当地农民
.

共分 4 个

年龄组
,

即 3岁
、 4 岁

、

5 岁和 6 岁
. 4 岁 15 人

,

其它年龄组均为 16 人 (男女各半)
,

实

验前经视觉检查
,

色觉正常
.

实验材料 : 是 8 种常见色卡
,

即红
、

橙
、

黄
、

绿
、

蓝
、

紫及黑
、

白
.

色片选自标准

色票集
,

用色差计测定其主波长均落在所要求的色域范围内
.

实验步骤 : 主试与被试对坐在小桌两旁
.

主试对儿童说 : 小朋友
,

今天我们做一个

关于颜色名称的游戏
.

我给你看各种颜色片
,

请你说出是什么颜色 ? ‘

待儿童表示理解实验

指导语后
,

主试依次将 8 种颜色呈现在儿童面前
,

每张看 10 秒种
,

儿童看后可以说出这

是什么颜色
,

也可以说
: ‘

不知道
‘ .

主试记录下他回答的话
.

答对一个色名给 1分
,

8 种

色名全对者给 8 分
.

¹ *
中国科学院科学基金资助课题的部分工作

北京海淀乡肖家河幼儿园的领导和老师协助进行实验
,

表示感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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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结果及分析

实验结果见表 1一3
.

表 1 城郊各年龄组儿童颇色命名的实验结果

黔黔黔
红红 橙橙 黄黄 绿绿 蓝蓝 紫紫 黑黑 白白 总平均均

333 岁岁 8 1
.

222 6
一

222 2555 4 3
,

777 18
.

777 6 222 6 2
.

555 43
.

777 3 5 999

444 岁岁 】oooo 000 4000 5 3
一

333 6
.

666 000 8 6
.

666 6 000 42
.

555

555 岁岁 9 3
一

777 18
.

777 9 3
.

777 9 3
一

777 5 6
.

222 6
.

222 1oooo 1oooo 70
,

333

666 岁岁 9 3
.

777 19. 777 9 3
.

777 8 7
,

555 3 7
.

555 2555 9 3
一

777 8 7
.

555 68 888

平平均均 9 2
.

222 10
.

999 6 3
.

111 6 9
一

555 2 9
.

777 9
.

333 8 5
.

777 7 2
.

888 54 333

顺顺序序 lll 777 555 444 666 888 222 33333

从表 1 可以看出 : 3一6 岁城郊儿童的颜色命名正确率在 3一 5 岁时随年龄的增长而提

5 岁与 6 岁相接近
.

各年龄组对颜色命名的顺序为
:
红

、

黑
、

白
、

绿
、

黄
、

蓝
、

橙
、

赢焦

农村与城市儿童对 8 种颜色正确命名的分析结果见表 2
.

表 2 农村
、

城市 3-- ‘岁儿宜对 8 种颇色正确命名结果分析

派派蒸
~~~

红红 橙橙 黄黄 绿绿 蓝蓝 紫紫 黑黑 白白

333 岁岁 农村村 8 1
。

222 6
.

222 2 5
.

000 4 3
.

777 18
.

777 6
一

222 62
.

555 4 3
.

777

城城城市市 93
一

333 6
一

777 5 3
一

333 4 3
一

333 2 6
一

666 l000 83
.

333 9 000

444 岁岁 农村村 loooo 000 4 0
.

000 5 3
一

333 6
一

666 000 86
,

666 60 .000

城城城市市 ! oooo 16
一

666 8 3
,

333 7 3
.

333 3 6
.

666 3000 1oooo loooo

555 岁岁 农村村 9 3
.

777 18. 777 9 3
一

777 9 3
一

777 56
.

222 6
.

222 ! oooo 1oooo

城城城市市 10000 86
.

666 9333 9 3
.

333 86
.

666 6000 】oooo 10000

666 岁岁 农村村 9 3
,

777 18
.

777 , 1 777 8 7
一

444 3 7
.

444 2 555 9 3
.

777 8 7
一

444

城城城市市 10 000 93
一

333 1oooo ! oooo 93
.

333 7000 1oooo 10000

表 2 中北京市儿童的实验结果是引用我们前一实验报告的数值
.

农村儿童与城市儿童颜色命名正确率的比较见表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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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3币 岁农村儿童与城市儿童颇色命名实验结果比较

诊诊诊
3 岁岁 4 岁岁 5 岁岁 6 岁岁 总平均均

农农村儿童童 3555 4 3
.

222 70
一

222 6 6
一

222 53
.

666

城城市儿童童 5000 6 7
.

444 如如 9 4
一

555 7 5
.

555

从表 3 可以看到城市儿童的颜色命名正确率明显高于农村儿童
.

3 岁时相差 15 % ; 4

岁时相差 24 2 % ; 5 岁和 6 岁时分别相差 19 .8 % 和 28 3 %
.

进行统计分析
,

各年龄差异达

到显著性水平 (P <
.

0 1)
.

以上的结果又可以看出
,

无论是城市儿童或是农村儿童对颜色命名能力的发展规律基

本是相同的
.

从颜色命名易难来看
,

即先是红色
,

然后是白或黑
,

再后是黄或绿
,

最后是

蓝
、

橙及紫
.

无论城市儿童或农村儿童对蓝
、

橙
、

紫色的正确命名都较为困难
.

造成城市与农村儿童的颜色命名能力的发展存在一定差异的原因
,

我们认为不是能力

因素
,

而是由于教育条件与生活经验的差别而形成的
.

城市的儿童在幼儿园进行游戏活

动
、

周围环境更多地接触到有色彩的玩具和各种色彩布置的场地
.

城市的商品也多是五颜

六色的
.

儿童在与成人的交往中
,

容易得到语言的强化
,

对有色物件的色名容易建立条件

联系
.

而目前在我国农村中
,

在这方面的教育条件与环境布盆较之城市尚差
,

如果农村经

济进一步发展
,

为儿童创造更良好的条件
.

加之对儿童进行早期教育
,

则儿童的颜色正确

命名的能力可以进一步提高
.

我们认为
,

在农村中如何加强对儿童颜色命名能力发展的早

期教育
,

同样是有现实的积极意义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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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心理学人员数据库介绍

管连荣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

在中国心理学会的协助下
,

由心理研究所情报室负责承担的中国心理学人员数据库建

库工作已基本完成
,

这是中国心理学文献情报方面的一项基本建设
,

现已可为全国心理学

界提供查询
、

检索等服务
.

该库共收集了全国共 300 0 多名心理学工作者的资料
.

为每一

名心理学工作者登录的项 目近 20 项
,

诸如姓名
、

性别
、

年龄
、

职称
、

专业领域
、

工作单

位
、

毕业学校
、

所得学位等
.

这些资料大部分已输人计算机
.

所有这些数据均来 自中国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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