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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辅读班精神发育迟滞儿童

合理能力的初步研究

中国科学院心理所 张 瑶 段淑 贞

提要 本文对 43 名精神发育迟滞儿童的心理能力进行了研究
,

通过他们人辅读班接受特

殊教育七个月进行心理能力测验比较发现 : IQ 测定提示智力进步不明显
,

但格式塔测验和注意

郊消测验表明视觉识知能力和注意力集中等方面有明显进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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辅读班是在一般学校中
,

对精神发育迟

滞儿童(简称弱智儿童)进行特殊教育的一种

形式
。

由于我国此项工作起步晚
,

资料积累

少
,

教师或父母如何以教育和训练方式补救

弱智儿童的缺陷
,

增进他们的学习和生活适

应能力
,

实为一个重要课题
。

本研究 目的是

通过对这些患儿人学初及经特殊教育七个月

时先后两次测验结果进行比较
,

初步分析这

类弱智)L 童心理能力特点
,

为特殊教育提供

心理学资料
。

对象和方法

一
、

受试者 : 以 1984 年 9 月时就读于

海淀区三所普通小学所附设的五个辅读班

43 名儿童为研究对象
,

其中 18 人是首次人

学
,

25 人 已读过一至五年并有一至五次留

级
。

他们在各校辅读班招生时
,

经过语文
、

算术笔试和 口试
,

成绩很差
,

并经医院初步

检查均有不同程度智力落后者
。

本次研究时

复查 IQ
,

除去 IQ80 及以上者两人外
,

共 45

人其中精神发育迟滞程度 〔’,2) 于临界者

(IQ 为 70一79 ) 6 人 : 轻度者 (55一币9) 15

人
,

中度者 (4任一54) 16 人 ; 重度者 (25

一39) 8 人
。

在此重度 8 人中
,

因攻击行为

或受人攻击中途退出辅读班
,

未参加第二次

测验者 2 人
。

故全部参加前后两次测验资料

完整者 4 3 人
,

男 20
,

女 23 ; 年龄最小 7

岁
,

最大 15 岁
,

平均 10 .5 岁
。

二
、

心理评定项目

1
.

智力测验 : 采用韦氏儿童智力量表

(W lse一R e
,

中译本 ) (3〕
。

它分为言语和

操作两部分
,

每部分各包括 6 个分测验
。

按

规定分别计算出 5 个量表的量表分
,

再换算

出言语
、

操作和全量表智商
。

2
.

本德尔视觉运动格式塔测验 (玫耐汀

V 飞瑙叭M o to r G 招ta] tT比t) 是jL童学习困难
、

智

力落后等辅助诊断手段
。

用临摹法施测
,

按

勘州忱方法记录错误
,

如变形
、

固著
、

旋转

和整合不能
。

最高为 30 分 (4)
。

3
.

注意划消测验 采用符号划消法
。

在

一张印有 20 00 个符号 (汉语拼音字母 b
、

d
、

h
、

n
、

p
、

q ) 的随机排列表中
,

令受试

者将字母
“

b
”

划去
,

限时 9 分钟
。

计分 : 计

算正确划去数
,

漏划和错划符号数
,

用下面

公式算出成功率和错误率
。

S (成功率 )

= C (正 确 数 ) / T (应 划 符号 数 ) x

100%
。

E (错误率 ) 二 E
,

(错划数 ) + L

(漏划数) / T (应划符号数) x 100 %
。

上述三个测验均个别施测
,

并进行两

次
。

第一次测验于 198 4 年 10 月人学初进

行
,

经过七个月的教学
,

198 5 年
‘

5 月底再

进行第二次测验
。

两次测验的方法
、

环境都

相同
。

三
、

教师教学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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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取观察法
,

将学生情况分为 4 类 : 1
.

进步显著 : 主动学习并能完成作业
,

掌握概

念清楚
、

笔算
、

心算
、

拼字写字进步明显
,

考试成绩较好
。

2
.

进步 : 认真学习但完成作

业不主动
、

考试能及格
。

3
.

变化不明显 : 保

持原有的水平
,

新获得的知识很少
,

但考试

能及格
。

4
.

退步 : 人学后一度主动积极地学

习
,

但不能坚持
,

现在成绩平平
。

虽考试能

及格
,

但新知识的接受能力比以前差
。

结 果

一
、

心理评定结果 :

1
.

智力测验 : 经七个月特殊教学训练

后
,

4 3 名弱智儿童在言语
、

操作或全量表

智商方面趋向提高
,

但前后两次比较差异均

不显著 (P > 0
.

05 ) (见表 l 第 l 项)
。

从分

测验看
,

仅操作中译码一项的原始分数平均

分第一次为 17
.

4 9 士 11
.

3 1
,

第二次为 2 2
.

49

士 n
.

13
,

前 后 比较
,

差 异 有 显 著性

(P < 0
.

05 )
。

在本德尔格式塔测验中 (见表 1
,

第 2

项) 第二次测验时错误率虽明显减少
,

但与

第一次测验比较无明显差异 (P > 0
.

0 5)
。

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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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期

中轻度弱智儿童较中度和重度弱智儿童错误

分减少明显
,

差异非常显著 (P < 0. 01 )
。

这

说明中度和重度弱智儿童存在更低的视觉认

知现象
,

弱智程度与视觉结构
,

视觉运动功

能障碍有关
。

同时也表明强化教育可提高视

觉认知能力和模仿能力
,

改善视觉认知障

碍
,

值得重视
。

在注意划消测验中 (见表 1 第 3 项),

第 二 次 划 消 成 功率 明 显 高 于 第 一 次

(P < 0
.

05 ), 但错误率下降
,

前后两次 比

较
,

差异不显著 (P > 0
‘

05 ) 这表明经过教

育和训练后
,

注意力可有一定程度提高
,

其

中尤以轻度弱智儿童表现明显
。

,

轻度弱智儿

童成功率上升高于中度和重度儿童
,

而错误

率低于中度和重度儿童
。

轻度与中度比较
,

上升或下降率差异均不显著 (P > 0. 05)’ ; 只

是轻度与重度比较
,

变化差异才有显著性

(P < 0
.

0 5)
。

‘

2
.

教师对学习能力评定与 IQ 测定比较

见表 2
。

IQ 在第二次测定时
,

凡较第一次

增加 10 及以上者为显著进步
,

6一刁 者为进

步 ; 士 5 者为变化不明显
,

降低 6 及以下者

为退步
。

教师评价标准见本文方法
。

了

表 1
.

辅读班 43 名儿童七个月学习前后两次心理评定结果比较

第一次测定

(N 二 4 3)

(M 士S D )

第二次测定

(N = 4 3)

(M 士 SD )

] W ISD 一 R C 测验

言语智商

操作智商

总 智 商

2
.

格式塔测验

错误分

1 注意划 消测验

成功率(% )

错误率(% )

6 2
.

4 7 士 12
.

50 6 2
.

6 0士 13
.

3 6 > 0
.

0 5

5 3
.

20 士 11
.

26 5 5 70 士 13
.

2 9

54
.

2 1 士 12
.

40 5 5石 5 土 13
.

14 > 0 刀5

11
.

3 1士4
.

0 7 9 72 土 4
.

5 6

33 3 9 士 17名0 44
.

3 1 土 20
,

97

18
.

68 土 14
.

64 17
.

89 土 2 1
.

19 > 0 乃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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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

教师评定与 IQ 测定比较

显著进步 进步 不明显 退步
弱智程度

一
T IQ T IQ T IQ T IQ

临界(N = 6) 3 0 3 2 0 3 0 1

轻度(N = 15 ) 3 0 11 3 0 10 1 2

中度(N = 16 ) 1 1 9 2 5 11 1 2

重度(N = 6 ) 0 1 0 1 6 4 0 0

合计(N = 43 ) 7 2 23 8 11 2 8 2 5

T = 教师评定人数 IQ = 智力测定人数

表 2
.

表明教师评定明显进步及进步者

30 人
,

而 IQ 测定仅 10 人
,

结果很不一

致
。

讨 论

一
、

患儿心理能力特点 : 弱智儿童在辅

读班学习七个月前后两次测定表明
,

其心理

能力明显低下
,

普遍存在言语障碍
,

如词汇

贫乏
,

词义掌握不好
,

表达能力差
。

在操作

能力方面
,

对图形视觉认知
,

视觉结构
,

视

觉记忆
,

视觉协调能力
,

处理局部和整体的

整合能力都普遍低
。

这样
,

在他们遇到新的

相似的学习情境或生活情境时
,

先前的学习

经验不易迁移
。

但是
,

我们也发现有 1 / 3

轻度弱智儿童在操作测验中
,

若将时限延长

10 秒或一倍时
,

他们可 以完成任务 (未计

人成绩)
,

表明他们的学习过程需要比正常

儿童更多的时间
。

此外
,

在测验过程中看到

他们普遍地在遇到困难时出现立 即退缩行

为
,

有时需予鼓励
。

从本德尔格式塔测验也

看出弱智儿童错误分数 (n
.

32 士 3
.

23) 多

于正常六岁儿童 (5
.

86 士 2
.

46 ) 或多动症儿

童 (9
.

6 3 士 3
.

66)
。

错误类型 主要是变形
、

整合不能
、

旋转和固著
,

这从另一方面表明

弱智儿童在视觉认知缓慢
、

视觉结构
、

视觉

运动不协调等认知能力有缺陷
,

这与注意缺

陷智力落后程度有关
。

本研究也看出弱智儿

童的注意力存在障碍
,

成功率低
,

错误率

高
,

表明注意力不集中
,

稳定性差也影响学

习
。

从两次测验看出
,

总智商变化差异不明

显
,

但教育和训练可以补救视觉认知
、

视觉

运动协调和注意力缺陷
,

使其机能改善
。

二
、

智力落后与教育

R o b in so n H
.

B
.

及 G r o ssm a n H
.

等人认

为
,

轻度弱智儿童可以学会基本的读
、

写
、

算
,

但多限于具体事物
,

经过特殊教育可达

小学四年级至初中水平 阁
。

本研究结果提

示
,

经过七个月的特殊教育和训练
,

弱智儿

童 IQ 提高甚少
,

但视觉认知
、

视觉协调
、

注意力集中和稳定性方面是呈缓慢进步
。

从

掌握知识看
,

部分轻度和中度弱智儿童有了

30 以 内数的概念
,

对汉语拼音字母的识别

和运用也有一定程度的提高
,

教师的教学以

直观示教为手段
,

辅以形式多样的教具如图

片
、

实物
、

幻灯或投影仪等反复强化教材并

经常巩固
,

建立和提高弱智儿童的注意力和

视觉认知
、

观察力
。

此外
,

教师利用文体活

动 (跑
、

跳
、

掷球等) 进行大动作训练
,

再

用手工作业 (剪纸
、

折纸) 给予精细动作等

综合训练
,

以讲故事
、

参观
、

提问
、

对话等

活动促进手脑
、

身心的发展
,

促使心理能力

的机能改善
。

教师尊重儿童
、

耐心教育
、

平

等对待更激发儿童的自尊
、

自信和荣誉感
,

从非智力因素的培养
、

训练和教育建立正确

的行为
。

这种教育和训练值得家长借鉴于早

期训练
,

会获益更多
。

三
、

智力测验二 本研究对 43 名弱智儿

童训练七个月前后智力测验表明
,

智商差异

不大
,

这一方面反映智力本身较为稳定的特

点
,

另一方面也表明智力测验有一定局限

性
,

不能全面反映出儿童掌握知识
、

词汇
、

运算等方面及社会适应等潜在能力
。

这一

点
,

在七个月特殊训练后教师评定有进步者

30 人 ; 而 IQ 测定仅 10 人
,

相差甚大的事

实上似可得到支持
。

因教师是以全面实际观

察作为依据的
,

既重视了考试成绩
,

又注意

学习态度
,

积极性
,

比之 IQ 测定更为全

面
, 、

但难免带有一定主观成份
。

因此
,

对弱

智儿童培训后变化如何客观
、

全面的评定是

一个有待探讨的问题
。

(下转第 7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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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S 患儿由于遗传基因导致染色体异常
,

但

造成他们体内微量元素代谢障碍和智力发育

障碍的机制还有待进一步探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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