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I

共体的助人行为
,
同时考虑与具体行为有关的价值

、

信仰和规范
。

这两种研究方 向相 互 补

充
、

相辅相成
,

对于全面
、

深刻地解释和预测亲社会行为具有重要意义
。

参考文献

(x ) B e rk o w it z
。

L
.

(i , 72 )
.

A d v a n ee in e x Pe r im e n ta l so e ia l Psy eho lo g y
。

V o l
.

6 so e ial n o rm s , ,

fe eli雌
s , a n d Ot he r fa ct o r s a ffe ct i介9 h e lPin g a n d a ltr iu sm (P

.
8 ,

一
, 4 )

(2 ) Do dg
e ,

K
.

A
.

( z , 56 ) So e ia l in fo r m atio n 一

p r o e e ss in g va r ia ble s in the d e v e lo p ln e nt o f

ag g r e s sio n a n d a ltr u ism in ehild r e n .

In C
.

Zah a n 一

W
a x le r 。

E
.

M
.

Cu m m in g s .

R
。

Ia n no tti。

(Ed ) A ltr uism a n d a g g r e ssio n :
Bio lo g iea l a n d so e ia l o ri矛n .

(s) St a u b
.

E
.

(1 , 7 , ) Po si tiv e so e ialb eha v io r an d m o ra lity
:
V o l

.

2
. so e ia liz a t访n a n d de v e lo p、

m e n t
.

N e w y o rk
.

A e a d em ie P r e ss
.

(砚) St a u b
.

E ( 1 , 56 ) A eo n e ePt io n o f the d e te rm in a n ts a n d d ev e lo p m e n t o f a ltr u ism a n d

ag g r e s sio n :
m o tive

,

th e se lf
,
a n d th e e n v iro m en t

.

In C
.

Zah
n 一

W
a x le r

. ,

E
.

M
.

C u m m i,砚, . ,

R
.

Ia n n o tti (E d )
.

A ltr uis m a n d 昭g r e ssio n :
B io lo gi ea l a n d so e ial o r ig in

.

3 一 6 岁壮族儿童颜色命名及

颜色爱好的实验研究
’

前 言

一些心理学家很早就觉察到很小的婴儿就 已表

现出辨别颜色的能力
。

1 55 2年W
·

P r e y er发现
,

婴

儿出生42 天时
,

已能对周围带色彩的物体表示愉快

神态
.

他曾用红色和绿色作为实验的材料
,

结果两岁

以下的幼儿还不能回答颜色的名称
,

到三岁以后才

能有把握地说出某些颜色的名称
。

在J
·

F
·

Das h iel l

的研究中发现
,

幼儿到三岁时对颜色 命 名 仍 是 不

稳定的
。

W
一

H
·

Co o k对西欧儿童的研究结果指出
,

6 岁儿童对红
、

绿
、

蓝
、

黄四种主要颜色的命名正

确率为62 %
。

我们以 8 种常见色卡为实验材料曾对

我国不同民族的儿童做了颜色匹配
、

颜色命名及颜

色爱好的实验研究
。

结果表明
: 1

.
5 岁幼儿还不 会

正确命名任何颜色 , 2 岁幼儿中有40 %会进行 1 种

或 2 种颇色命名 , 2
.

5岁幼儿有 80 %左右能进行 某

些颜色命名
,

正确率可达到 25 % , 3 岁幼儿命名正

确率 可达50 %
。

在颜色命名的实验中
,

还发现
:
正

确命名率随年龄增长而提高
。

5 岁是一个
“

转折
”

点
。

在这个阶段表现出一种
“
飞跃

”
现象

,

平均正

确命名率达到助%
,

到 6 岁时达到舰
.

5%
。

从幼儿

对饭色命名的趋势来看
,

幼儿对颜色命名能力的发

很
,

似乎都是先是红色
,

然后是白和黑
,

再后是黄

和绿
,

最后是蓝
、

橙和紫
。

幼儿在很小时就对色彩表现喜爱的神态
。

1 , 22

年S
.

E
·

K at z对 5一 15 岁儿童
、

少年进行颜色爱好的

研究
,

他发现
:

喜爱色彩的顺序为
:
蓝

、

绿
、

红
、

萦
、

橙 , 1 9 3 1年温笨桐对小学生颜色爱好的 调 查 结 果

是
:

男生是紫
、

黄
、

橙
、

绿
、

红
、

青
、

黑
、

白
,

而女

生 是 绿
、

橙
、

紫
、

红
、

黄
、

青
、

白
、

黑 , 1 9 64 年 陈立

汪安圣对儿童的颜色爱好研究结果表明
:
从学前翔

学龄的变化不明显
,

次序一致
。

最喜红色
,

依次是

蓝
、

绿
、

黄
。

在我们的实验中
,

2
.

5岁和 3岁幼)l
,

绝

大多数能挑出自己喜爱的颜色
。

总的趋势都是从以

红色占第一位
,

黄色占第二位
,

以暖色 或 艳 色 居

前
,

而其他色居后
。

排列顺序为
:
红

、

黄
、

绿
、

投
、

蓝
、

白
、

黑
、

紫
。

前人的研究结果指出
,

不同民族

对颜色爱好表现出一定差异
。

我国是多民族国家
,

儿年来我们曾先后对汉放
、

朝鲜族
、

维吾尔族的儿

童进行了颜色爱好的实验
。

在本实验中对壮族幼儿

进行了颜色命名和颜色爱好的探讨
,

进一步研究幼

儿的颜色命名及颜色爱好发展的特点及其规律
。

.

本研究系中国科学院墓金资助 课姗
。

本研究承广西壮族 自治区第二保育院领导及老口们 协

热信支持
,

并得到北京师大挤究生伍芳 辉协助进行实脸
,

一并 表示深切谢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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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方法

卜

共包括两项实验
:

一
、

颜色命名实验
。

二
、

颜

色爱好实脸
。

实验一 颇色命名实验

实验材料
:

为 8 种主要常见颜色片
,

色样选自

标准 色 票集
,

即 红
、

橙
、

黄
、

绿
、

蓝
、

紫
、

黑
、

白
。

实验对象
:

为76 名壮族幼儿
,

分 4 个年龄组
,

3 岁
、

4 岁
、

5 岁各2 0人
, 6 岁 1 6人

,

男女各半
。

实验方法
:

主试对参加实验的幼儿说
: “

小朋

友
,

今天我们做一个有关颜色名称的游戏
,

我给你

看一些颜色片
,

你告诉我是什么颜色
。 ”

说完
,

主

试将 8 种色片依次呈现在幼儿面前
,

每 张 看 10 秒

钟
,

以后
,

让幼儿说出色片是什么颜色
。

幼儿可以

说出颜色的名称
,

或答
“
不知道

” 。

主试记录他回

答的结果
。

实验结果和分析
:

实验结果表明
,

3一6岁壮族 幼 儿 对 红
、

橙
、

黄
、

录
、

蓝
、

紫
、

黑
、

白 8 种颜色具有不同程度的

识别
,

分别说出颜色的名称
。

表 1 壮族幼 儿时颜 色正确命名 百分比

从表1 看出
,

壮族幼儿的四个年龄组都对红色
正确命名率最高

,

其次是黑色和黄色 , 再其次是绿

色和白色
、

蓝色 ; 紫色
,

橙色最差
。

其次序为
:
红

, 黑
、

黄) 录
、

白* 紫, 橙
。

表 2 是壮族幼儿的颜色命名实验结果与汉族和

维族幼儿的比较
。

表2 壮族和汉族
、

维族幼 儿颜 色正确命

名 的比较(多 )

年龄

卜

被试 年 龄

3岁 4岁 5岁 6 岁 平均

壮族幼儿 2 3
。

7 6 2
。

5 7 2
.

5 7 2
。

6 5 7
.

3

维族幼儿 19
。
3 3 7

。

5 5 0
。

6 6 4
。

3 4 1
。

9

汉族幼儿 5 0
。

8 6 7
。 5 9 0

。

0 9 4
。

5 7 5
。 7

平均 3 2
。

1 5 2
。

0 6 6
。 7 72

。

9 5 5
。

9

从表 2 可 以看到
,

任何民族儿童对颜色命名正

确率都是随年龄增长而逐步提高
。

他们之间也存在

着一些差别
,

汉族同龄幼儿高于维族与壮族幼儿
,

壮族幼儿又高于维族幼儿
。

这表明地 区
、

语言发展

交化背景
、

风俗习惯不同都有着重要影响
。

实验二 颇色爱好实验

实验材料与被试均与实验一同
。

实 验 指 导 语

是
: “

小朋友
,

请你把你最喜欢的颜色挑出来
” 。

幼儿依次挑选
,

主试记 下挑选的次序
。

实验结果见表 3
。

,Uj,.0.0

总平均

颜 色

红 橙 黄 绿 蓝 紫 黑 白

6 5 0 3 5 3 0 1 0 5 3 5 0

1 00 10 8 5 7 0 3 5 0 1 0 0 9 5

10 0 2 5 1 0 0 8 5 6 0 1 0 1 00 1 0 0

10 0 0 9 4 7 5 8 7 2 5 1 0 0 2 5

9 1
。

2 忿
。

7 7 8
。
5 6 5 4 8 10 8 3

。

8 5 5

从表 3 看出
,

壮族幼儿对色片的喜爱顺序为
,

红
、

黄
、

绿
、

橙
、

白
、

紫
、

蓝
、

黑
。

表3 壮族 儿童对8种颜 色的爱好排 列 顺序

一
.

一
一- 一-

一

一
- 一

-
- 一- -一一l 排 列 顺 序

年龄

—
}一一一一奋一庵

-

一云 紫 “ 录 黑 蓝

3岁
5 7

一
5

黄

4 7
。

5

橙

4 3
。

5

黑

3 8
。
5

蓝

3 6

紫

4岁
6 8

。

5

红

5 6
。

5

黑

5岁
8 5

。

5

红

5 4
。

5

篮

3 9
。

5

紫

5 8
。

7

紫

5 1
。
5 46

。

5

自

3 9
。

5

橙

38
.
5

黑

0白通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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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录“录65录55红67黑71黄

6岁
7 7

。

5

红

6 8 。

7 6 6
。
2 6 1

。 2

橙

6 1
。

2

白

5 1
。

9

蓝

3 6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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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县 5 岁前幼儿教育为空 白
,

师资缺乏
。

(3 ) 家庭环境的影响
:

昆明儿童家庭中
,

父母基本

受过初等以上教
一

育
,

能辅导子女学习
。

而永善儿童的父母多为文盲
,

无能力教育子女
。

(4)

成就动机与语 言的影响
: 交通闭塞与封闭型的经济阻碍了永善县儿童与外界的接触

,

使他们

眼界狭小
,

满足于现有生活状况
,

志向水平低
,

学习质量差
。

语
一

言障碍 也影响了学习和抽象

思维的发展
。

彝族儿童入学后随着汉语水平的提高
,
逐步扭转了略差于汉族学生的局面

。

小 结

1
.

儿童的策略发展过程是从对具体特征的加工逐步过渡到对本质特征编码加工的 认 知

过程
。

2
.

儿童的策略发展表现为
: (1 )运用策略的灵活性的提高

,

能针对不同类型问题选取最

适宜策略 ; (2) 能更好建立问题表征
,

从多维度提出假设
、

全面考虑问题
; (3) 能更好处理

反馈信息
,

解决问题中监控调节能力不断完善
。

3
.

昆明与永善地区儿童解决问题的策略水平差异显著
,

永善儿童在发展速度上落后于昆

明儿童 3. ‘ 3 年
。

民族差异不显著
,

说明了文化教育对儿童认知发展的重要影响
。

主要 , 考文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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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将壮族和朝鲜族
、

维吾尔族和汉族幼儿对

倾色爱好的顺序作一比较
。

见表 4
。

从表心看出
,

上述四种民族幼儿对颜色爱好的

趋势是一致的
。

大都喜爱的鲜艳的暇色调
,

如红
、

黄
、

橙等 , 不喜爱冷色调
,

如蓝
、

黑
、

紫等
。

不同

民族幼儿的喜爱色顺序也有差别
,

如汉族和壮族幼

儿是红
、

黄色
.

朝族是黄
、

红色
,

维族是是黄
、

橙

色
。

四个民族幼儿皆不喜爱黑色
。

但随 着 年 龄 增

长
,

接触事物加多
,

受习俗的影响 也会有所改变
。

不同民族 儿童对 8 种颜 色爱好的排 列次序
.

排列次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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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夜系将各民族幼儿的各年龄组的实脸结果 合并计算
.

(中口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张增位林仲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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