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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地区与香港地区 一 岁幼儿颜色命名能力发展比较

林仲贤 张增慧 陈美珍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

摘要 本研究探讨 了北京地区 与香港地区 岁一 岁儿童的颜色命名能力的

发展情况
。

结果表明 无论北京地区儿童或是香港地 区儿童
,

对颜色的正确

命名率都随年龄增长而提 高
,

岁儿童的颜色正确命名率明显高于 岁儿童
。

对

种颜 色的正确命名百分比
,

香港 岁儿童为
,

岁为 北京地区儿童

岁为
,

岁为 北京地 区与香港地 区 岁与 岁儿童对 种颜

色的正确命名率
,

总的趋势是处于同一水平
,

没有明显差别
。

对 种不同颜

色的正确命名的易难程度是不 同的
,

有的命名正确率较 高
,

有的较低
,

北京地 区

儿 童按命名易难 正确命名率高低 次序为 红
、

白
,

黑
、

绿
,

黄 写
,

蓝
,

橙
,

萦 香港地区儿童为白
、

熏

,

绿
,

蓝
,

红 写
,

黄
,

紫

及橙
。

关键词 儿童 颜色 命名 发展

前 言

儿童在未能对颜色进行命名之前已具有

对颜色分辨的能力
。

在一些研究者的报告中

已作过报导
‘ 〔, , ,

发现
,

即使 个月的婴儿

已能分辨红
、

绿
、

黄
、

兰 种颜色
,

甚至分

辨得相当好
。

但对颜色正确命名
,

即说出颜

色的名称
,

则有一个发展过程
。

儿童从什么

时候开始能说出颜色的名称 最早的报导见

于
·

的 年出版的 幼儿的感

觉与意志 》一书中闭
。

他为了了解儿童出生后

到多大年龄能正确说出颜色的名称
,

让幼儿

看红
、

绿两种颜色
,

并且说出红和绿的名称
。

这样经过多次后
,

只给儿童看这两种颜色
,

问

他
“

红在哪里
“

绿在哪里
” ,

轮换地问儿

童
。

发现儿童出生后 天时
,

这种试验毫

无结果
。

但到 天则开始有了答对或答错

的情况
。

认为 岁儿童对颜色的命名

是犹豫不定的
,

岁后能较有把握地说出一

些颜色的名称
。

我们有关的实验结果表明
,

岁儿童对一些颜色的命名正确率百分比为
,

维族儿童
,

壮族儿童
,

汉族 儿童

 〕
,

看来
,

对 岁儿童来说
,

正确命名率

仍然是很低的
。 ·

认为 岁儿

童对颜色命名仍是很不确定的
。

颜色命名是

和言语能力发展紧密相联系的
,

同时与儿童

的抽象概括能力的发展也有着密切关系
。

颜

色命名能力的发展与不同国家
、

民族
、

生活

习惯
、

文化背景及教育都可能有着密切相关
。

· · , 〕对美 国儿童的颜色

命名的实验结果表明
,

儿童正确命名的次序

是 红
、

蓝
、

绿
、

黄
、

紫
、

橙
。

对红色的正

确命名率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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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的命名实验
,

结果表明 岁儿童对红
、

绿
、

兰
、

黄 种主要颜 色的平均正确 命名率为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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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地区与香港地区的中国儿童在文化

背景与教育方面都有着一定差异
。

他们在颜

色命名能力发展方面有无什么异同 本研究

探讨了这个 问题
。

实验方法

实验材料 实验材料为 种主要常见色

片
,

即红
、

橙
、

黄
、

绿
、

兰
、

紫
、

黑
、

白 种

颜色
。

色片大小为 见方
。

采用一台旧

制 型 自动测色仪进行色度值标定
。

其

色度值如表 所示
。

各色片的色度值均落在

其典型色标范围
,

符合色度要求
。

表 种色片的色度值

矶瓜布一迄老
红 橙 黄 绿 兰 紫 黑 白

    

   

反射 系数  

主波长 一

 

 一

被试 名被试分别来自北京地 区及香

港地区的幼儿园
。

其中 名选自北京市区的

幼儿园
。

岁组 名
,

男女各半 岁组

名
,

男女各半 名选自香港市 区的幼儿园
,

岁组 名
,

男女各半 岁组 名
,

男

女
。

全部被试均为中国儿童
,

由于香港地区

的幼儿园从 岁开始入园
,

为了便于 比较
,

两

个地 区都只选用 岁和 岁两个年龄组的儿

童
,

在差不多相 同时间分别在两地进行实验
。

实验步骤 实验采用游戏方式进行
。

主

试对参加实验的儿童说
“

小朋友
,

今天我们

来做一个有关颜色名称的游戏
,

我给你看一

些颜色
,

然后你告诉我它是什么颜色
,

看你

会不会
,

做得好不好
”

说完
,

主式者便将 种

色片随机地依 次一张一张地呈 现在儿童面

前
。

每张让其看 秒钟
,

然后让儿童说出颜

色的名称
。

儿童可以说出他认为的颜色的名

称
,

也可以回答
“

不知道
” 。

主试记录结果
。

答对一个色名给 分
,

答错或
“

不知道
”

则

给零分
。

种颜色全对者则得 分
。

将全部结

果进行统计分析处理
。

结果与分析

表 北京地区与香港地区 岁与 岁

儿宜颜色正确命名结果比较
‘

疏疏丸薰丫丫
岁 岁 平均均

香香港儿童童 平均分数数  

标标标准差差

正正正确率

北北京儿童童 平均分数数  

标标标准差差  

正正正确率 肠肠  !  !

差差异性 比较较 北 京儿童童 差数

岁一 岁岁

香香香港 儿童童 差数

岁一 岁岁 一

实验结果见表
、

表 所示
。

注 满分 为 分

从表 可以见到
,

北京地区 岁与 岁

的儿童与香港地 区同年龄的儿童在颜色正确

命名率方面几乎没有看出什么差别
。

在平均

分数及命名正确百分比方面都十分一致
。

可

以认为
,

这二个地区的儿童在颜色命名能力

发展方面
,

总的趋势是一致的
,

没有差别
。

但

随年龄的增长
,

两个地区的 岁儿童的正确

命名率均高于 岁儿童
,

而且其差异达到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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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性水平
。

这说明
,

颜色命名能

力的发展
,

在儿童阶段
,

与年龄的增长有着

一定关系
。

表 北京地区与香港地区 岁和 岁儿童对 种不同颇色正确命名结果比较

白一一黑一一
一一

一习一一黄一
·

橙一卜

岁

岁

平均

岁

岁

平均

红 兰 紫 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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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 3 可以见到
,

虽然北京地区与香港

地区 4 岁与 5 岁儿童的颜色正确命名率
,

从

总的平均值来看
,

没有什么差别
,

但从每一

种不同的颜色正确命名率来看
,

有的很接近
,

甚至完全一样
,

有的则有明显的差别
。

对于

黑
、

白
、

绿三种颜色
,

北京儿童 与香港儿童

都获得很高的正确命名分数
,

没有很大差别
。

但其它的 5 种颜色的正确命名率有的是北京

儿童优于香港 儿童
,

如红色
、

橙 色
,

黄色
。

而

在紫色上香港儿童优于北京儿童
,

在蓝色上

香港 4 岁儿童也优于北京同龄儿童
。

北京儿

童对红色的正确命名率很高
,

达到 100 %
,

香

港儿童只达 85 %
。

虽然两地儿童在颜色正确

命名方面有着这些差异
,

但从总的颜色命名

能力发展规律来看
,

都是很近似的
。

北京儿

童对颜色的正确命名顺序
,

最先及最易命名

的是红色
、

白色
,

其次是黑色
、

绿色与黄色
,

再其次是蓝色
,

最后及最难正确命名的是橙

色与紫色
; 而香港地区儿童最先及最易命名

的颜色是白色
、

黑色
,

其次是绿色
、

蓝色及

红色
,

再其次是黄色
.
最后及最困难正确命

名的是紫色与橙色
。

橙色与紫色正确命名率

相对来说都 比较低
,

虽然如此
,

香港地区儿

童对紫色的正确命名率则大大高于北京地区

的儿童
,

尤其是香港 5 岁儿童对紫色正确命

名率 达 到 88
.
8 %

,

而 北 京 地 区 儿童 只 有

33
.
3%

。

香港 4 岁儿童的正确百分比也达到

50 %
,

而北京地区 4 岁儿童只有 11
.
1写

。

但

对北京儿童来说正确命名率很高的红色 (正

确率 100)
,

香港儿童平均正确率百分比只有

85%
。

总
.
之

,

两个地区儿童的颜色命名能力发

展的规律有其相同之处
,

也有一些不同的之

处
。

颜色命名正确率随年龄增长 而增长
。

儿

童对白
、

黑
、

红等色的正确命名率较高
,

而

对橙色与紫色正确率命名率较低
。

颜色名称

是人们用词对某一特定波长的光波赋予的称

呼
。

因此
,

幼儿只有当言语能力发展到一定

阶段后
,

才能进行颜色命名的操作
。

儿童对

颜色进行正确命名除了与言语发展有着密切

关系外
,

与对颜色的抽象与概括能力的发展

也有着密切关系
,

因为儿童必须从与具体物

体相联系的颜色名称中
,

抽象 出颜色名称
。

B

.

B
e r

l i
n

( 1 9 6 9 )
[
9 〕曾从不同语种语系比较出

发
,

探讨颜色述语 (
eolor ter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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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如果采用三个词

,

则第三个词一定是红色
;
如果用四个颜色的

词
,

则第四个词一定来自黄
、

绿
、

蓝中的一

个
。

他提出的颜色名称发展次序是黑与白
,

然

后是红
,

再后是黄
、

绿
、

兰
,

最后是棕
、

橙
、

紫色
。

我们的研究结果与他们的研究结果是



年 心理发展与教育 第 1 期

很吻合的
。

白
、

黑
、

红是最早发展的颜色命

名
,

其次是黄
、

绿
、

兰
,

最后是橙与紫
。

当

然对不同民族
,

不 同地区
,

其 中个别的颜色

的次序可能会有些变化
。

但总的来说
,

红色
、

白色与黑色都是较 易正确命名的颜色
,

而橙

色与紫色则是最难命名的颜色
。

W

·

H

·

W
i
n o

h ( 1
91 0) 的研究结果及日本的研究者 S

·

T
o r r

i ( 1 9 8 7 )
[
‘。
]所得到的儿童颜色命名的

结果都支持这种观点
。

我们认为
,

儿童这种

颜色正确命名发展的变化规律
,

可能是全人

类共同的
,

但发展水平要受到生活环境
、

文

化背景及教育条件的制约与影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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