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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入学儿童认知发展中的个别差异

和个人内部差异初探
” ’

方富熹 方 格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

摘 要

本“究以宁斌 类包含
、

双维逻“关声等多项认知任务施加 于甸二被欲
.

砰⋯:
甲护又
二存关

确
庭展查 了初

‘

入学七岁
一

儿童的认知发展
。

结果表明这一年龄儿童 已基本上获祥有笑
恒概念 (除容积 守恒 )

,

逻辑推理能力正在形成和发威
公学校教青条件

化教育背景及个人智能等因素对认知发展有重要影响
。

在着横 向参差现象
,

其原 因有待进一步研究
。

,
’

家

个人 内部的认知发

一
、

问 题

研究儿童认知发展中的个别差异和个人内部差异不仅有理论意义而且有实践意义
。

皮亚杰把认知发展看作是一系列渐次获得的新认知结构的构建过程
,

并提出了单向发展

模式
,

即所有的被试按照不变的顺序分别通过一 个个发 展阶段
,

只是达到的速率 有所不

同t‘〕。 为了检验皮亚杰理论的真实性和普遍性
,

对同一发展 阶段所获得的 各种概念是否

同步的问题在当前认知发展的研究中已被提到突出的地位〔“一 “〕。 按照 皮亚 杰的研究
,

儿

童大约在相同的平均年龄掌握了与同一运演结构有关的概念
,

如守恒
、

类包含
、

转移
,

大约

都在七八岁获得
,

而它们都是以相同的认知结构(可逆性 )为基础的‘”
。

但 皮亚杰 的这一

观点受到人们的质疑〔“, 。

批评者指出
,

他似乎已证实的发展同步性 是从不同儿 童群体通

过有关认知任务的平均年龄中推论出来的
,

这种取其平均值的被试仅是理论上存在的
“

认

知被试 (eP is te m ic s u
bj e o t)

” 。

为了弄清真实的被试是否也具有
“

认知被试
”

的特点
,

就必

须改变研究策略
,

以多种有关任务测查同一被试以考察获得的同步性问题
。

在儿童认知发展这一领域中
,

我国已进行了许多实验研究
,

但这些研究往往以单项的

认知任务施加于不同年龄的儿童群体
,

着重对群体有关认知发展的质的特点进行分析
,

‘

而

对发展中的个别差异以及产生这些差异的原因则探查不够
,

而弄清这一方面的 问题对教

育教学实践无疑是十分有意义的
。

本研究试图以多项有关具体推理的认知任务施加于同一被试
,

以探查初入学儿童有

关认知发展的水平
,

着重分析发展中的个人内部差异
、

个别差异及有关原因
,

并对发展的

* 本实验属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会资助项 目: “学龄儿童认知发展的实验研究
.

(3 8 9 7 0 3 3 2号)的部分工作
。

都 慧

媛
、

冯刚
、

王 文忠协助实验和数据处理
。

1) 本文于 19 9 1年3 月 2 6 日收到
。



4 期 方富熹等
:

初入学儿童认知发展中的个别差异和个人内部差异初探 37 3

同步性问题作一初步考察
。

二
、

1

方 法
咭 :

丫
_

德, ) 被试
;
月匕京市小尝丫年级下学期儿童 72 名

,

分类随机取样
。

被试来自草所三类

不同学碎
。

多拼拳为市辱尊点学校
,

竿二类为市区一般学校
,

第三类为郊区农村小学丫这

早李学碑申熬真禅
部们堆荐

乳

黝资和教学条件可大致区分为好
、

中
·

差
。

每类学校职被

试 24 人
,

男女约各半
,

平均年龄分别为 7 岁 1 个月
,

讯岁 2 个月和 7 岁 4 个月‘ 第三拳学
「

妙
试的

一

家长均为农民或工人
·

文化程度均在大专以下 乳竿一二类学校被试的家长为知

侣分天
、

职界剪工人
,

父母的文化程摩为大专以上和大专以下各半
。

一 二
井 ;

汀只)寒脚内容和程序
:

实验以个别方式进行
。

实验项卿自 G “ld““”m id 等的守

恒概念测查研究〔’〕

和多m e d slu ”
这的具体推理的研究“ ,

。
.

它们 的 优点是作者列出了详细

的实验实施程序
,

每一项 目都规定有预备性测试问题以保证被试了 解实验要求 和消除练

习效应
。

因篇幅所限
,

这里仅能对各实验项目内容作一简要介绍
:

1
.

双维空 间守恒 :
在一个平面上放着两个面积相等的长方形 (12

.

sc m x gc m )
.

它们

都是由 16 块长方形木块棋子拼成
。

首先让被试确认这两个图形是一样大的
,

然后将其中

一个变形成金字塔图形
,

要求被试判断这两个图形是否一样大
。

一扩童畜寸瓦
一让被试确认两个胶泥泳重量相同

,

其中一个先后变形成薄讲状和香肠

状 ;要求判断孪形后的胶泥和另一个胶泥球的重量是否相同
。

:洛
·

非连续量守恒 , 两个大小相同的大玻璃杯
,

先让被试确认这两个杯里的米粒是等

量的
,

再将其中一个大杯中的米粒分开倒进 5 个小杯中
,

要求判断另一个大杯里的米和 5

个小杯里时来是不是公样多
。

击
、 ’几

_

、
一

4
.

面积宁恒
:
向被试呈现两块大小相等的

“

草地
” ,

每块草地中央 各有一头, 牛
”

在
“

吃草
” ,

在这两块草地上分别
“

盖上
”
2 间

、

6 间
、

12 间大小相等的
“

房子
”

后 , 问这两头牛

吃到的草是否一样多
。 其中一块草地上盖的房子集中在左上角

,

整齐地排成两行
,

另一块

草地上盖的房子散乱在四周
。

(草地
、

牛
,

房子均为玩具模型 )
-

5
.

容积宁恒 :
使用三种变式测试

,

测试前先让被试确认A杯和B杯的水面一样高 (装

的水等量 )
,

胶泥球
a ,

b 大小一样
。

、

将 二 球置入 A 杯中
,

水面升起
。

变式一
:
将 b 球搓

成香肠形
,

让被试预测如将
“

香肠
”

置入 B 杯后
,
B 杯的水面是否跟 A 杯一样高 , 变式二

:

再将
“

香肠
”

册成 5 个小圆球
,

让被试预测如将它们置入 B 杯后 B
一

杯的水面高度 ;变式三
:

用 。球代嚼
.

互球
,

让被试确认
。
球和

。
球划

、相同
,

但
。
球重于

。
球

,

先将
。
球置入 A 杯

中
,

再让被试预测将
c
球置入 B 杯后

,
B 杯的水面是否跟 A 杯的水面一样高

。

6
.

类包含‘ 向被试呈现 1 3个黑色的物品
,

其中有 1“个圆围棋子
,
3 个长方形禅子

,

在

直接知觉和表象(覆盖刺激物品 ) 两种条件下询问被试
“

是黑 色的东 西多还是圆的 东西

多?
”

- 一
;

、 一

几

一
气·

7
.

;
类相乘

:
在四格棋盘的左上格上置放三个绿色三角形

,

右上格上置放三个黄色三

角形
,

在左工格上置放草个绿色圆形
,
要求被试在g个待选物品

一

(红黄绿兰种颜 色的圆形
.

、

三角形和正方形几何体各丫个 )中挑出最合适的一个添入棋盘空置的右下格内
。

8
.

关 系相乘
:
在分成上中下三格棋盘的下格置放一个大号 (边长为 Zc m ) 的浅绿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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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方体
,

在中格上置放一个中号 (边长为 1
.

sc m ) 中等绿色的立方体
。

要求被试在 9 个待

选物品 (大中小号的浅绿
、

中等绿和涂绿色的立方体各一个
。

其中
,

小号立方体的边长为

Ic m
,

大
、‘

中号立方体的边长如上述 )中挑出一个添入空置的最上格内
。

.

、

类相乘和关系相乘这两项分别妻求被试作两次判断挑选
:

第二次在确认被试记住了

刺激物后
,

将刺激物覆盖 (表象条件) ;第二次将盖布打开
,

被试可直接比较挑选 (直接知觉

条件)
。 .

每一被试依据随机编排的次序进行上述 8 项实验
,

被试除了要 作 出判断外还要

申述判断的理由
,

实验结果的计分方法详见附录
。

在受试前每一名被试还进行了标准瑞文测验
,

任课教师对其进行了学习能力的评定

(评定量表分 7 等
,

从最差到最强
,

第 4 等为中等 )
。

被试家长的友化程度事先 作了调查
,

共分小学
、

初中
、

高中(中专)
、

大专
、

本科 5 个等级
。

被试的学习成绩依据学期结束后发给

家长的成绩报告单收集
,

并计算两门主科即数学和语文的总平知成绩
。

_

三
、

结 果

表 1 通过实验项目各种水平人数百分比

‘

非 连

续 盘

类
“

类

包 含 相 乘

关 系

相
.

乘

积恒容守积恒面守盘恒重守维间双空

重点小学

(市区)

一般小学

(市区 )

农村小学

(郊区)

10 0
。

0 匀5
。

8

0
。

0

4
. 2

100
一
0

; :忿
9 5

。
8 1 6

。
7

0
。

0 8 3 。

3

4
。 2 0

。

0

5 0
。
0

12
。

5

3 7
。

5

2 5
。
0

4 1
。

7

3 3
。

3

16
。

7

2 5
。

0

5分
一

3

10 0
。

0 7 5
。

0

0
。

0

2 5
。

0

10 0
。

0 2 0
。

8

7 0
。

8

8
。

3

7 0
。

8

4 。

2

2 5
。

0

8 7
。

5

12
。

5

0
。

0

16
。

7

7 5
。

0

8
。

3

4 1 ; 7

0
。

0

5 8
。

3

2 0
。

8

8蕊3

7 0
一

8

2 9
。

2

3 3
。

3

3 7
。

5

2 5
。

0

16
。

7

5 8
。

3

.0..0

⋯8
n�“一勺nd孟

9

8
。

3

6 2
。

5

2 9
。

2

8
。

3

2 0
。

8

7 0
。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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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使三类学校被试的认知作业成绩便于比较
,

在处理结果时将通过项目的各种水

平转换成分数
,

即水平 且得 2 分
,

水平 工得 1 分
,

水平 O 得 o 分
,

共 息项实验
,

每一被试满

分为久6 分
。

表 2 不同学校被试实验成绩比较
、 一

户

重 点 小 学 一 般 小 学 郊 区 农 村 小 学

M
‘

SD M S D M S D

一
.

一
- . 曰. ‘. ~ . . . . . . ~ . ~

1 1
。

7 9 10
。

9 6

F ( : , 。, ) ‘ 4
.

5 15 (P (
.
0 1 4) N = 2 4

表 3 认知作业成绩与有关变项的相关

习绩成学教 师 对

能 力 评 定

文珍瑞测文度亲程母化

认 知 成 绩
。

3 6 6 7 * 。

4 4 8 2 * .
。

各36 1* 沼扭5 8
*

一P <
一
0 1 - 一 P<

一

0 0 1 N = 7之



4 期 方富熹等
:

初入学儿童认知发展中的个别差异和个人内部差异初探 3帐

表 4 各实验项目成绩的相关

系乘关相类

包 含

类

相 乘

积恒容守积恒面守量连非续量恒重守维间双空

双 维 空 间

重 量 守 恒

。

2 4 9 9 一 。
0 2 7 1 一

。

0 2 7 2
。

0 3 16
。

10 2 6

。

3 0 3 5 *
。

3 8 4 0 * *
。

3 5 9 3 * *
。

3 0 6 3*

一
。

0 7 3 4 一
。

0 3 65
。

14 9 3

一
。 2 2 39

。

15 8 0

一 一 0 4 2 9

。

0 2 0 5
。
0 8 4 3

。

2 6 3 7
。

18 0 0

。

0 8 6 6
。

0 4 2 4

。

2 2 4 1
。

0 6 2 7

。

0 8 67 一
。

0 3 3 9

。

12 8 8
。

1 16 1

一
。

2 9 8 2 ,

关 系 相 乘

. P<
。

0 1 . 书 P<
。

0 0 1 N = 7 2

为了更好了解完成本研究的实验项 目是否要求被试具有 各种相 同或不相同 的认知

能力
,

以便了解和分析其有关认知结构
,

对 8项实验作了因素分析
,

结果见表5
。

表5 各实验项目因素负荷量
势

因因因素 1 因素 2 因素 3 因素 4 因素 555

双双维空间间
.

⋯
‘

.

⋯ ⋯
。 。 ,

⋯
9 30 9 111

重重皿守恒恒
。
6 2 17 4

。 。 。 。 · 。

3 0 18 0
.

38 9 8 2
。

3 16 2 777

非非连续量量
。

9 7 4 6 333

面面 积守恒恒
。

6 38 8 1
。 。 。 。 。

4 15 7 444

容容积守恒恒
。

8 3 5 19
. 。 . .

⋯’
。 。 . 。 。。

类类 包 含含
,

90 d 9 333

类类 相 乘乘
。

7 5 2 1888

关关系相乘乘
。

8 4 12 000

所所解释的变异百分 比比 2 6
. 2 1 5

.

0 13
.

7 15
.

2
.

10
·

666

累累 积百分 比比 2 6
. 2 吐1

.

2 5 4
.

0 6 5
.

1 7 8
·

777

份 因索负荷量低于
.

30 的予 以省略

四
、

讨
‘

论

(一) 关于初入学儿宜的认知发展水平

本研究表明初入学儿童大致上已获得各种守恒概念〔注一」
,

即他们 已能注意到事物两

个维度之间的互补和互逆关系
,

进行心理运演
,

于是能作出正确判断
。

儿童守恒概念的获

得是跟他们数概念的发展紧密相连的
。

如在判断双维空间和
.

面积守恒问题时
,

大部分儿

童能依据刺激材料变形前和变形后的数量恒等关系而推算出守恒的论断
。

·

在容积守恒实

脸中
,

大部分被试仍处于过渡水平
,

即他们懂得胶泥变形后占的液体内部容积保持不变
,

但认为投入物体较重
, “

压起的水就多些
” 。

儿童守恒概念 的基本获得为他们系统地学习

科学文化知识提供了基础
。

研究结果还表明初入学儿童的逻辑推理能力还刚刚开始发展
。

例如对整体与部分的

〔注一〕本研究的预备实脸 中
,

还包括数 目守恒
、

物质守恒和锥体守恒的项目
, 因银试 (选 自郊区农村小学)全称

理过
,
故在正式实脸中投列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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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包含关系约有半数儿童不能作出正确的判断
,

即他们不能在思想 上将部分从整体中分

离出来并同时将其回归到整体
,

将两者作比较
。

作者以前进行过的研究表明大 部分入学

后的 7岁儿童是能够解决类包含任务的
〔”

。

但该研究向儿童提供的刺激物数量很少 (总

、类为 3 个的刺激物分成 2 个和 1 个的两个子类)o 这可能 表明这一年龄儿童解决类包含
, 任务的成绩受刺激物数量的影响

。

据皮亚杰和国外同类研究表明
,

儿童各种守恒概念的获得呈年龄发展的顺序“
, ‘。’,

但在

本研究所探查的守恒概念中
,

除容积守恒外
,

其它各项初入学儿童己基本获得
。

与 70 年代

末在昆明进行过的一项同类研究相比 〔川
,

本研究守恒和类包含的成绩也大大优于前一 研

究的同类儿童
,

值得指出的是这两个实验的被试取样大致相似
,

其存在的成绩差异是否反
.

晚了地区差异抑或过 了一个年代
,

我国儿童的智力水平有了更大的提高
,

值得进一步研究
。

本实验的类相乘和关系相乘两项中
,

要求被试同时考虑刺激物的两个维度 (颜色和形

竺或物体的大小次序和颜色深浅次序 )才能作出正确的判断
。

·

实验结果表明
,

大部分被试

鲜者是仅根据刺激物的单一维度作出了错误判断
,

或者是虽然能作出正确判断
,

但依据的

理由不充分 (仅 说出了某一维度的理由 )
,

而在直接知觉和表象两种条件 下完全做 对的被

试则很少
.

。

(二 ) 关于发展中的个别差异问题

本研究结果表明
,

儿童认知发展存在着明显的个别差异
:
个别儿童能全部通过各项

认知作业
,

得到满分 (16 分 )
,

而最差的儿童大部分项目不能通过
,

仅得 5 分
。

儿童的认知作

业成绩跟学习成绩相关显著 (见表 3 )
,

说明本实验项 目用以评估儿童的认知发展有一定的

效度
。

本研究还着重考察了影响个别差异的各种可能因素
,

如被试的性别和智能 (通过瑞

文测验和教师对其学习能力的评定 )
,

学校和家庭的教育环境等
。

统计 分析表明
,

对于各

项认知作业成绩
,

男女性别差异并不显著
,

而来自不同类学校被试 样本的成绩差异显著

(见表 2 )o 产生差异的原因可能不仅与学校的师资和教学条件有关
,

也可能跟学生本人的

智能发展水平和家庭教育环境有关
。

有关研究表明〔‘” ,

学生家尽的文化程度不仅是影响
教养态度的重要变量

,

而且和学生的学业成绩相关显著
。

故家长的文化程度可以 作为家

庭教育环境的较可靠的指标
。

本研究结果表明
,

被试的认知作业成绩 跟其智能和 母亲的

文化程度的相关均很显著
,

似乎表胡这两个因素对儿童认知发展的影响
。

决
.

(三 )关于发展中的个人内部差异问题
’

‘·

从表 1的结果可知
,

根据被试通过各项认知作业的人数百分比
,

可大致得出如下的发

展顺序
:

、

儿童先掌握有关的各种守恒概念 (除容积守恒外 )
,

然后再掌握类包含概念
,

最后

才发展类相乘和关系相乘的逻辑推理能力
。

这是过去发展研究经常采用的分析方法
。 ·

但

这一发展顺序是从被试的样本群体中得出的
,

它似乎只适合户种理论上假设的被试
,
对一

个个真实的被试
,

情况就复杂得多、本研究中
,

由于各项实验任务都是在同一被试身上施

行的
,
结果表明

,

不少被试符合于这一发展顺序
,

但也有些被试类包含的成绩反 而低于类

相乘或关系相乘的成绩
。

被试也不是同时获得各种守恒概念终 最经 常的情况是容积守

恒滞后于其它守恒概念的发展
,

也有某一被试身上各种守恒概念处于不同的发展水平
。

我

们不能有把握地说守恒
、

类包含
、

双维逻辑推理能力三者存在着等级层次结构关系
。

为了考察完成本研究各实验项目所依据的有关认知能力或更深层的认知结构
,
对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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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成绩作了因素分析
,

结果抽取出 5 个因素
。

因素 1 在重量守恒
、

面积守恒和容积守恒

中有较高负荷量
,

这似可解释为要求被试对连续量的恒等关系具有可逆转换能力 ;因素 2

在类相乘和关系相乘两项有较高的负荷量
,

这两者都要求对双维逻辑关系的推理能力乡因

幸“仅在类包含一项中有较高负荷量
,

它要求对整体与部分关系的逻辑推理能力
。

这三个

因素的抽出基本上符合理论上假设的完成有关任务所依据的认知结构
,

因素 4 和因素5分

别在双维空间和非连续量守恒中有较高负荷量
,

这两项也属守恒任务
,

完成这两项任务在

理论上也应具有与因素 1相同的可逆转换能力
,

但为什么它们被分别抽取出来作为单独的

因素
,

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

」

从表 4 结果可知
,

在理论上假设属于同一认知结构的各种概念获得成绩
·

,

有的没达到

相关的显著水平
,

有的虽然达到了但仍然是低的相关值
。

这表明儿童个体内部的 认知发

展存在着横向参差 (五or i: 。nt al d e
ca lag

e )现象
,

即在发展 的同一阶段
,

儿童对涉 及相似

的心理运演问题会表现 出不同的水平
。

皮亚杰也曾注意到这一现象〔‘“, ,

他认为之所以产

生这种现象是因为主体在建构活动中会遇到各种阻力
,

这种阻力因刺激情景的不同而异
,

而主体的建构活动是恒常的
,

故在不同的实验情景中主体的认知作业成绩可 能显示 出差

异
。

但有些心理学家认为皮亚杰的这种解释是不能令人信服的
L的 ,

我国有的 心理学家曾

用概念的稳定性来解释守恒现象t“ ,
。

依据这一观点
,
儿童个人内部这种发展中的横向

·

参

差似可看作是形成有关概念或能力过程中尚处于一种不稳定 状态的表现
,

但这种解释还

嫌笼统
,

对这一问题有待于作更深入研究
。

小 结
·

-

本研究以守恒
、

类包含和双维逻辑关系推理的多项认知任务施加于 同一被试
,

探查了

初入学七岁儿童的认知发展
,

着重探讨了发展中的个别差异和个人内部差异
。

结果表明
:

(一) 被试儿童 已基本获得各种有关守恒概念 (除容积守恒 )
,

逻辑推理能力正在形成

和发展
。

(二) 儿童认知发展中的个别差异受学校教育条件
、

家庭教育环境及个人智能发展水

平等的影响
,

而性别差异不明显
。

(兰) 理论上假设属子同二认知结构的各种概念的获得并不完全是同步的
,

这种个人

内部发展中的横向参差现象可能是有关概念或能力形成过程中的不稳定状态的表现
。

附录
:

各实验项目的评分标准
:

1
.

双维空间和非连续量守恒
: 只要求被试作一次判断和叙述理 由

, “通过 . (2 分 )是指判断和叙 述理 由都正确 , “过

渡.( 1分)是指判 断正确
,

但理 由不贴 切或不充 分 l’’不通过
.

(0 分)是指判 断和理 由都不正确
。

2
.

重 量守恒 包括两个变式
,

每一变式的评分标准 同双维空间守恒 (下同)
。

这一项 目的最后得分是 : 两个变式全通

过得 2 分 , 仅通过一个变式得 1 分
,

全不通过得 0 分
。

3
.

面积守恒和容积守恒
:

各包括三个变式
。

这两个项 目的最后得分是三个变式全通过 得 2 分
,

一 个或两 个变式
通过得 i 分

,

全不通过得 0 分
。

4
.

类包含
、

类相乘和关系相乘各包括 2 个实验条件或变式 (即直接知觉和表象 )
。

这三个项 目的最后得 分是两个变

式全通过得 2 分
,

仅通过一个变式得 1 分
,

全不通过得 。分
。

在类相乘实验 中
,

被试除选出黄色 口形为正确判断外
,

选

出红色正方形也判为正确
,

这是因为对于后 者被试所作 的解释包括了刺激 物的两 个不同类 别属性 (颜色和形状2
‘

,

并且

还涉及到这两 个类 别的缺 乏属性的相乘 关系 (t’格上 的物品既役有 红色
,

也没有正方形故选红色正方 形
.
)

,

另外
,

从信

息理论 的角度看
,

这一项 目取双重 标准的根据是
,

被试既可 以从刺激 物提供的最大信息量作 判断 (t’上面两格都是三角

形 , 颜色分别是绿色和黄色
,

下面已有一个绿色圆形
,

另一个必须是 黄色圆形 ) , 也可 以从其提供 的最小信息量作判断
。

吸选 红色正方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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