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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作厂 家以及市场和库存收集到各色各样的

国旗样品 中
,

选 出50 多种
。

每种之 间都有明

显色差
,

然后逐一用物理光学仪器进行分光

曲线M.I 试
,

从 而得到我国现存 国旗颜色的各

种基拙色度教据
。

其次 因存在 色度值完全 岁样
,

但旗面料

质地 不 同时
,

人眼视觉会产生明 显的差异问

题
,

所以按纷织行业的要求
,

把50 多种样品

分成三 大 类
:

棉布
、
丝 绸

、

化纤
。

(纸质及

塑料的另行考虑 )
。

然后请工
、

农
、

兵
、

干部科技人 员
、

学

生 和 少数民族共计 3 0 0 0 多人次的被试者
,

作

目视评价实脸
。

在标准照 明条件下
,

请被试

逐一详细评价每一块样品
,

再将结果作适当

数学统计处 理
,

计算 出国旗红与黄的最优色

度值
。

因从现有的 国旗 中选样
,

从而保证我国

是能够再生产 出来的
,

其标准值的选取可 以

认为代表我国各阶层人 民的选择
。

最后 将结果提交 全国颜 色标准化技术委

员会全体委 员及各方面专家 (包 括 纷 织 部

门
,

法制部门) 详尽讨论严格评审
,

确定 了

中国 国旗颜 色标准 色度值及允许 色差范 围
,

中国国旗颜色标准终于诞生 了
。

这就意味着
“

国旗法
”

中所说的 国旗有

了确定的色度标准值和标准样品
,

可 统一要

求制作和使用单位
,

真正做到有法可依
。

这

样不但维护 了国旗的羊严
,

也必将提 高我 国

的 国际 形象
。

这标准的制定
,

还意味着我国颜色科 学

技术水平 已进入精确化科 学现代化的国际 先

进水平
,
因为它是这 门科学从定性描述发展

到定童描述
,

这个以心理生理实验为基础
,

用物理光学的浏 量手段及数字的颜色立体 空

间及色差计算的边缘学科
,

一旦实现定量描

述
,

就标 志着此门颜色学科开始成熟
,

我国

的颜色科学必将在国际 贫易
.

和科技文流及各

重要领域发挥积极作用
。

1 99 1年 9 月我国举行了
“

国 旗 颜 色 标

准
”

的国家标准新闻发布会
,

立 即引起海 内

外强烈 反响
。

这意味着
,

我国成为极少数 的

敢于对外公布作为国家家征

—
国旗标准的

国家
。

这也标 志着我国的颜色科学和工业 已

经可以达到颜 色产品标准
.

化 的 国 际先进水

平
,

为 1 9 9 3年我国正式加入关 贸总协定做 出

应有的 重要贡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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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来读到几 篇幼教方面 的文章
,

特别谈

及父亲教导儿童的方式
。

有的说父亲要给儿

童树立严格公正的形 象
,
不宜与儿童做较多

的睛感沟通
; 有的认为

,

良好的父亲应该成

为儿童的知心朋 友
,

使儿童每每遇到疑难 问

旗今能从父亲那 里得到满意的解决
; 也有的

攀荞贵不杀落早教给儿童付待不同事物的行

为态度
,

只需对儿童的操作结果作 出评价
,

以

培养儿童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
。

然而
,

我认

为父 亲培养自己在儿童心 中形象时做个
“

坦

然的父 亲
”

即可
,

下 面向大家介 绍一个儿童

发展中的S E S 概念
。

何谓坦然 的父亲 ? 这里是指父亲对待 自

己的孩童
—

无论是儿子还是女儿
—

直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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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
,

较少修饰自己的反应毛
,

一 待刊是在

与儿童的情感交 流中
,
可 以恰 当央实池表现

自己的喜怒哀乐
,
不 要 勉 强 做作

。

应该 看

到
,

在成人与儿童 间构成 自然和谐 的相互关

系并非有一定之规
,

表现形式也不尽相 同
。

王 家自然 的家庭环境可 能是连说带笑
,

李家

和谐 的家庭气氛则可能是静读默写
。

原因是

每个人都有 自己的人格特点和个性特征
,

它

们 决定着个体生活 中的心境 以及情绪经验的

快惑度 (h e d o n ie t o n e
)

。

儿童早 年 的家庭

生活
,

是父母把这些心理 因素的 生活 机制 以

某种方式传递给儿童
,

才使儿童与 自己生 身

父毋在个性 适应和情绪体验方式上表现 出强

烈 的一致性
,

使得 日常生活 中父 亲坦然的行

为反应更容易被儿童接受
。

本 文介 绍的 S E S概念是指儿童对于社 会

的情绪敏感 性 (S o e i a l E m o t i o n a l S e n s i t i-

vi 行
,

简写 S E S )
。

可 以用 它详细讨 论儿 童

早期的 环境影响
,
以及儿童 自 己形成的对于

社会事态的 情绪反应
。

我们知道
,

成人与儿童的早期生 活经历

潜移跌化地影响着儿童各种心理 品质的成熟

和发展
。

成人养育儿童的 目的 不仅是提供儿

童较好的文化知识水平
,
以发展儿童的认知

能 力 ; 还包括使儿童具有较好的情绪动机发

展
,

形成一定的社会适应能力
,

以进入社会

竞争
。

后者在个体发展中的重要性是不言 而

喻的
。

情绪过 程 包 括 激动
、

快乐
、

痛苦
、

愤

怒
、

高兴
、

厌恶
、

嫉妒
、

喜悦等多种心理反

应
。

对于 情绪经脸 维度又可 分出情感强度
、

紧张水平
、

快感度和 复杂度等
。

情绪在内容

上大都可 划分为快 乐与痛苦
、

喜爱与愤恨双

向对立的指标
。

生理心理学 的 研 究 已 经得

出
,

儿童在出生两 年 以内便分化 出多种情绪

内容
。

由 于个体的 情感也同时决定着个体对

自己行为与行为标准关 来的知觉
,

这就要求

成人需特别 留意学龄前儿童的情绪感受
。

至于 S E S 概念
,

是把心理反应的敏感性

也加到情绪反应中来
。

当外界刺激导致个休

做 出了某种情绪反应 以 后
,

个体这种情绪反

应 的敏惑性会相对 下降
,

这祝要求强度 更大

的外界刺激或转换其它刺激 内容 才能引起个

体的这种情绪反应
。

实除上成人生 活中
、

穿

过这徉的切身体验
:
当把一个玩具娃硅递到

小女 儿手 里
,

她做出十分欢快的情绪表情 ;

几个月后把类似的一个玩 具 放 到 小 女儿 身

边
,

她就 不再呈现 出那样的兴致
,

小 女儿需

要更优美 更新颖的玩具 了
。

另一方面
,

随着

昨利激时间的延长
,

任何一种情绪的敏惑性

会开始增加
,

即情绪 反应 的 阂限水平逐渐降

低
,
以至较低的刺激强度也能 引起某种情绪

反应
。

所以我们可以 看到
,

在家庭颇受宠 爱

的惯养儿童 刚 刚步入幼儿园时
,

经常因外界

环境变得丰富多样 引来躲避
、

哭 泣 干惧怕或

厌恶的 情绪反应
。

在儿童 们的成长过程 中
,

早期经历的 不

一致
,

使得不同儿童体验到 的情绪刺激 强度

在各个维度上都相差悬殊
。

还是 由 于 S E S 的

作用使儿童同样经历 了各种 内 容 的 情绪感

受
。

可 以这样说
,

成人安排的舒适环境无法

排斥儿童总会诱发的 痛苦体验
,

而早期艰 辛

的 生活经历并不 能杜绝儿 童的 愉快惑受
。

成

人若要使儿童健全地发展
,

要使儿童具有一

定的社会适应能 力
,

就应该包括使儿童 的情

绪敏感性 比较适 当
。

成人可 以让儿 童在有些

情绪内容 (特别 是指与个体发展相矛质的刺

激反应) 上做出 亲身体验
,

使得儿童在某些

情绪过程上不是过于敏感
。

成人对于 儿童做

出的家哭泣
、

喧闹等惧怕
、

愤怒
、

厌恶 的 情

绪反应可 以在行为表现的范围内加 以限 制
,

而 不 能完全 回 进
。

儿童许久 没有哭泣
、

喧闹

的行为表现
,

虽然反应 了儿童的愉快感受
,

又 同时隐意着儿童对惧怕
、

愤怒
、

厌恶的情

绪性敏惑相 对较高
,

长期 没有哭泣反而加重

了儿童对于 这些行 为的心理 负担
。

父 亲

—
可 以看做儿童最 初始的一种他

人形来
—

无论禾用怎样的育儿策略
,

都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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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为在内容和 强度上变更 了儿童外界情绪利

激
,

造成与儿 童 固有 的S E S 水平 不 能一致
。

家长与儿童在 日常生活 中 总 会 产 生一些 矛

盾
、

冲突
,

成人当然 不应依照 自己的情绪态

度肆意训斥
、

责骂和 殴打孩子
,

但故意地彻

底排除这些刺激方式也对儿童 不利
,

这样会

限 制了儿 童将来生 活 中的承觉能 力
。

原 因很

简单
:

家长可 以现 在纠正 自己的刺激强度
,

但无 法 改变儿 童 步入社会所 遇 到 的 各 种刺

激
。

由 于儿童合适的早期 家境 意味着儿童的

情绪过程按时表现 出来
,

所以说
“

坦然的 父

亲
”

更为可取
。

由 于情绪内容是双 维度对立指标
。

生理

心 理 学 已经发现
,
当一种情绪 (如注意 ) 受

到未
I

J激
,

也同时引致相应维度指标 (拒绝 )

变得敏感
。

而 一 种 情 绪 (如快乐) 非常敏

惑
,

也意味 着个体相 应的情绪 (仄恶 ) 闲限

较 高
,

难 以 给 出
。

至此
,

我希望每一位父 亲

在与儿童的行 为交流 中具 有实际 的情绪敏感

性概念
。

生活 中
,

当尝试奔跑的孩子欢例在

地上痛苦 不止时
,

父 亲的两 种举动均有利有

井
。

如果你迅速上前将他搀 起
,

作 出抚慰
。

其利 在于让孩 子感受到家长 的温柔爱
一

戴
;
弊

在于使孩子 的
“

政跟头
”

经历的情绪反应更

加敏感
,

认为摔跤是难 以承受的 外界刺激
。

如果你没有过多关心儿童跌倒
,

让他 自己想

法 爬起未
。

其井在于让孩子较长时间感受到

外界刺激的苦痛
; 利在于 使 孩 予 将

“

跌跟

头
”

经 历容纳 在 日常动作之 中
,

护展 了儿童

顺 应的外界刺激
。

所以
,

父亲这两种举动依

不同时问地点都可采 用
。

S E S是指儿 童早期社会交 互作用 中的情

绪敏感性
。

父亲对儿童社交行为所给 出的反

应态度也有类似的效果
。

比如
,

与同伴正常

游戏 的孩 子可能会忽然遭到 其他儿童殴打 而

大声哭 泣着跑回 家中
。

若你鸟上给出恳诚 的

抚慰
,

会让儿童领会到家长这一保护伞的舒

适
,

但也同时加 强 了孩子对同伴间互相 争斗

的心理 恐惧
,

使他 不能良好顺从于 儿童间的

玩耍嬉戏
。

若你较少干 与哭 泣而归的儿童
,

甚至让孩 子 自己处 理儿童 间的 刘葛
。

这固 然

让孩子体验 了一阵
“

同伴殴打
”

的苦 痛
,

但

也促使他必须 寻找 解决这一事件的方法
,

从

而使他较快顺 应于 同伴交 际 活动
。

在早期教育中
,

成人可 以根据 自己孩子

的 S E S 特征
,

设置 更适合 儿童心理发展的社

会环境
,

主 动干 涉儿童的心理 品质
。

比如
,

一

个 家境安逸条件富有的城市儿 童
,

愉快 的 日

常生 活经历使他的 痛苦反应较 为敏惑
,

同时

也使他实际操作能力开始 下降 ; 成人不妨专

门提供儿童一些艰难窘迫
、

疲 乏 困 顿 的机

会
,

锻炼这个儿童从实际 操作中获得乐趣
。

应该注意
,

只有对情绪过程的刺激 才能影响

儿童 的 S E S
。

儿童对某种行 为操作的 情绪变

化一定是基于 对这种行为愉快
、

惊奇
、

悲伤

或愤怒的情绪反应
。

我们 已经看到
,

反复训

导孩子
“
不要害怕 黑暗

” ,

远不如让孩子 经

历几番
.

黑暗时的恐惧
。

对儿童来说
,

没有恐

惧 的经验就难 以形 成勇敢的性格
。

儿童有较好的S E S ,

表现为他 (或她 )

能片社会外界刺激做 出适 当的情绪反应
,

能

显现 出较 高的社会适应能力
, 从而形成 了 自

已 良好的个性特征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