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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生与非独生儿童的认知成绩的比较研究
’

纪桂萍 荆其诚 焦书兰

(中科院心理所 )

自从 80 年代我国推行独生子女政策以来
,

独生和非独生儿童在认知和个性方面是否存在

差异
,

是我国心理学界与教育学界感兴趣的间题
。

早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
,

国外心理学

家和教育学家就开始 注意这个问题
, 1 8 9 8年美国心理学家E

.

W
.

B “h a n

no
n
发表了第一篇关

于独生子女研究的论文

—
“ 家庭中的独生子女

” , T
.

F a lb “
对 自1 9 2 5年至 1 9 8 4年间 发 表

的20 0多篇文章
,

进行了元分析 (m “ ta an
a ly s is)

,

结果发现
,

在个性特征上
,

一般看来
,

独

生与非独生儿童没有差别
,

而在智力和成就 上独生与非独生儿童存在显著差异
。

我国有关独生子女心理的研究工作尚处在初级阶段
,

我国独生子女的智力发展及健康状

况比较令人满意
。

我国独生儿童是政府推行计划生育政策的产物
,

在他们的心理发展中涉及

到许多复杂因素
。

为 了探讨在这一特定的社会环境
一

卜
,

独生儿童认知发展的特点
,

有必要对

他们的认知能力进行系统的研究
。

在本研究中
,

我们假设独生儿童在认知能力方面优于非独

生儿童
,

这种优势可能是由于较好的家庭环境
,

较大的智力投资
,

与成人的更多交往等因素

造成的
。

为了验证这一假设
,

我们在西安市某些小学校内使用一套包括言语和非言语问题解

决能力的认知测验项 目
,

对独生和非独生儿童进行认知发展的比较研究
。

一
、

方法

(一 ) 被试
:

.

研究对象为西安市区的小学生
,

按人 口 比例
,

在西安市三个城区
,

随机选

取 1 0所小学校的一
、

三
、

五年级的部分独生和非独生儿童为研究对象
。

由于一年级非独生儿

童的比例较小
,

因此在取样时
,

是以每所学校一年级非独生儿童的总数为准
,

随机从独生儿

童 中选取相应的人数
,

哭女相匹配
,

这样一年级共选取 1 39 人
,

其中独生 儿 童70 人
,

非独生

儿童 69 人
,

男孩 69 人
,

女孩70 人
;
三年级和五年级的被试每所学校随机选取 1 至 4 个班

,

每

班随机选取 6 名独生
, 6 名非独生 儿童

,

男女各半
。

三年级共 13 7 人
,

其 中 独 生67 人
,

非独

生 70 人
,

男孩65 人
,

女孩 72 人 ; 五年级被试共 1 41 人
,

其中独生 71 人
,

非 独 生 70 人
,

男孩 69

人
,

女孩72 人
。

每个年级 中
,

无论是独生还是非独生儿童
,

学习成绩经常不及格
,

教师认为

智力发展有问题的儿童 以及在非独生儿部比 经医生诊’坑 脑发育有问题rvJ, 允许父母生第

二胎的
,

均不在样本 之列
。

(二 ) 认知任务
:
使用了S te v e ns on 及其 同事 (19 8 5) 制定的一套认知测验项 目

,

其 中

包括 11 项认知任务
,

测验独生与非独生儿童之间可能存在的差异
。

这些测验项 目已在跨文化

研究 中多次应用
,

有很高的信度
。

下面简要介绍每项任务的内容和要求
。

一

言语理解和记忆
:

包括两个简短的故事
,

测验者以 中等速度
、

清晰的语言读给被试听
,

攀本研完得到W ill ia m T
.

G r a llt 基金会的资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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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然后根据故事的情节向儿童提出问题
。

一年级要求回答 9 个问题
,

五年级回答11 个间题
。

这

是测量儿童理解言语和记忆短文内容的能力
。

许多智力量表都采用这一测验项 目
。

听觉记忆
:

测验者用铅笔在桌子上敲击 (不让被试看见 ) 不 同长短间隔 的 声 音 (长 为

1
,

5 * 。 ,

短为。
.

5“e “)
,

然后要求儿童准确的重复
,

共有13 个模式
,

简单的模式例如短一长

一长
,

复杂的模式如
:

短一长一短一长一短一短一长一短
。

如果连续四项有错误
,

测验便停

止
。

词的系列记忆
:

一年级的词是具体的名词
,

如
:

铅笔
、

兔子
、

飞机
。

对五年级增加两个

抽象名词组成的词表 (如
:

实验
、

和平
、

好奇
、

满意 )
。

一年级的学生 是以 3 个词的词表开

始
,

直到他们不能连续正确重复两个词表为止
。

分数是是以正确次序重复词的数 目
,

若词与

次序都正确
,

则得双倍分数 (如
: 3 个词的词表

,

词与次序都正确重复时
,

得 6 分 )
。

数字的系列记忆
;

随机选择数目字组成数字表
。

在表中没有重复和连续的数目字
。

表的

长度是从 4 个数字至 7 个数字
,

先用 3 个数目字字表练习
,

然后连续测验
,

直习助三两个数字

表 中出现错误时停止
。

每个表的分数是连续正确重复数目字的个数
。

编码
:

由九个不 同的简单图形 (如一或卜 ) 与 1 至 9 的数目字组成配对
。

所有的图形都

要分辨它们的上下左右的关系
。

每个测验项 目包括一个符号
,

要求几童写出与此符号相配对

的数目字
。

通过 7 个练习项 目之后
,

要求在 2 分钟内完成尽可能多的测验项 目
。

词汇
:

要求儿童给词下定义
,

直到不能连续正确地给四个词下定义为止
。

这项测验是言

语智能测验最常使用的测验项 目
。

一般常识
:

这项测验是为了评价儿童通过 日常经验所获得的知识
。

共有26 个间题
,

要求

儿童回答
。

当连续有四个间题不能正确回答时
,

测验便停止
。

空间关系
:

每项都要求儿童从 4 个可选择图形中选出一个
一

与目标形状形成一个方图形
。

一年级的图形比五年级的简单
。

一年级测验包括 2 个练习和12 个测验项 目
,

并要求在 2 分钟

内完成尽可能多的项 日
。

五年级有 3 个练习
,

21 个测验项目
,

要求在 4 分钟内完成尽可能多

的项目
。

知觉速度
:

共有18 项测验
,

每项都有一个目标
,

要求儿童从 4 个选择中
,

选择一个与目

标相匹配
。

一年级测验项目包括常见物体的轮廓线和简单的图形
,

五年级是复杂图形的轮廓

线
。

要求一年级在 1
.

5分钟内尽量完成更多的项目
,

五年级在 2 分钟内尽量 完 成 更 多 的 项

月
。

跟踪方向
:

要求儿童按照测验者的指示
,

在给定的线条或图形的不同位置上
,

添上新的

线条或图形
,

这项是评价儿童上下左右空间关系的能力
。

数学测验
:

包括数字计算和文字叙述两种间题
。

在文字题中有属于问题解决性的
,

也有

属于知觉性的问题
。

共有70 个测验题
。

(三 ) 实验程序
:

测验者是陕西师范大学教育系的在读研究生
,

他们具有心理测量的实

际经验
,

会讲普通话
。

为 了使测验者掌握这套测验的标准
,

事先对他们进行培训
,

直到熟练

运用这套测验为止
,

并经逐个检查
,

合格后才开始进行正式测验
。

正式测验是在学校的教室里对每个儿童分别进行
。

测验之前实验者向儿童讲清楚每项测

验任务的要求
,

在儿童明白要求并通过练习 之后才能进行正式测验
,

凡是文字叙述的问题
,

测验者都要读给儿童听
,

以防由于 儿童因阅读能力差而影响对间题 的完成
。

n 项认知任务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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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种次序呈现给儿童
,

以避免顺序的影响
。

二
、

结果

一
、

任务的信度
:

通过Cr oil b a c h A lp h a计算评价 了任务的信度
。

数学
、

词 汇
、

言 语 理

解与记忆
、

编码
、

一般常识
、

空间关系
、

跟踪方向获得了比较 高的相关系数
,

见表 1
。

二
、

为了检验独生与非独生儿童在认知

能力上的差异
,

我们以出生种类 (独生
,

非

独生 )
、

性别 (男
,

女 )
、

年级 (一
,

三
,

五年级 ) 为自变量
,

以认知任务的测验分数

为因变量
,

以父亲的教育文化水平为协变量

进行了多元的协方差分析
,

结果发现
:

1
.

出生种类 (独生与非 独 生) 与 年 级

(一
,

三
,

五年级 ) 之间有显著 的 交 互 作

用
, F (2 2

, 7 5 6 ) = 一 8 4 , p <
.

0 1 ,

对 它

们 的单变量协方差分析发现
,

在数学
、

数字

系列记忆
、

空间关系等项有显著的主效应
,

它们的F值分别为
:

数学
: F ( 2 , 4 0 2 )

= 3
.

3 2 , P (
.

0 5

数字的系列记忆
: F ( 2 , 4 0 2 )

= 3
.

2 1 , P (
.

0 5

空间关系
: F ( 2 , 4 0 2 ) = 3

.

4 9 ,

2
。

性别之间多元协方差分析主效应显著
,

表 1 认知任务的信度

任 务 信 度

言语理解与记忆

听觉记忆

数字系列记忆

词的系列记忆

编码

一般常识

词汇

空间关系

跟踪方向

知觉速度

数学

。

7 7

。

5 7

。

4 4

。

叹7

。

7 3

。

8 4

。

8 1

。

66

一
6 7

。
4 9

。
8 6

P <
.

0 5

F (一1
, 3 9 2 ) = 3

.

8 5 ,

兮 <
.

0 0 0 ,

它们的 单变

量协方差分析在词汇
、

一般常识
、

空间关系等项上有显著的主效应
, F值分别为

:

词汇
: F ( 1 , 40 2 ) = 5

.

6 6 , P <
.

0 2

一般常识
: F ( l , 凌0 2 ) = 2 6

.

8 2 , p <
.

0 0 0

空lbJ 关系
: F ( 1 , 4 0 2 ) = 1 8

.

5 5 , p <
.

0 0 0

男孩 比女孩在这三项任务上得分高
,

可以看出在言语能力上男孩比女孩强
,

这与国外某些结

果不一致
。

3
.

独生与非独生儿童在认知测验的分数上差异显 著
,

F (1 1
, 3 9 2) 二 d

.

50
,

P <
.

0 0 0 ,

在年级水平上它们的一元协方差分析结果见表 2
。

一年级儿童的言语记忆
、

听觉记忆
、

数字系列 记忆
、

i司的系列记忆
、

编码
、

一般常识
、

词汇
、

空间关系
、

跟踪方向
、

知觉速度
、

数学等项任务上两者差异显著
,

而五年级儿童只在

三项任务上独生与非独生儿童差异显著
,

即编码
、

一般常识和听觉记忆
,

见表 3
。

4
.

年级之间在全部 n 项认知测验任务上均表现出显著的多变量协方差分析主效从
。

三
、

讨论

研究结果发现
,

独生儿童的认知能力优于非独生儿童
,

低年级儿童特别明显
。

同时可以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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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期

独生

任 务 X S D X

非独生

S D

8
。

1 7

1 9
。

8 9

6
。

2 9

4
。

8 8

2 2
。

2 7

] 9
。

8 9

1 7
。

6 5

3
。

7 4

6
.

8 3

1 8
。

7 8

6
。

0 7

。

0 0 4

。

0 0 0

。

0 1 3

。

0 2 8

。

0 0 0

。

0 0 0

。

0 0 0

。

0 5 4

。

0 0 9
。

0 0 0

。

0 ]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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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自1n1o言语理解与记忆

听觉记忆
·

数字系列记忆

词的系列记忆

编 码

一般常识

词 汇

空间关系

跟踪方向
.

知觉速度

数 学

d f 二 1 , 4 0 2

表3 一
、

三
、

五年级独生与非独生儿童认知成绩的比较

任务 独生M 非独生M d f

一年级

言语理解与记忆

听觉记忆

数字系列记忆

词的系列 i己忆

编 码

一般常识

词 汇

空间关系

跟踪方向

知觉速度

数 学

三年级

词的系列记忆

词 汇

编 码

一般常识

听觉记忆

知觉速度

五年级

编 码

一般常识

听觉记忆

1 4 。 5 1

6
。

8 0

3 8
。

5 6

2 1
。

7 3

2 5
。

2 6

2 5
。

7 9

2 8
。

5 6

8
。

0 续

,
1 3 2 1 0 。

4 2

5 。 0 4

6
。

0 0

4
。

1 0

。

5 7

。

3 0

6
。

3 1

8
。

8 9

2 4
。

0 9

1 1
。

1 9

1 8
。

8 7

1 3
。

4 5

5
。 7 7

3 5
。 2 4

1 9
。

3 2

2 1
。

2 1

2 2
。

3 7

2 4 。

6 5

6
。 5 9

2 1
。

5 5

9
。 1 1

1 6 。

8 3

。

1 6

。

1 8

7
。

6 9

。

0 0 2

。

0 2 6

。

0 ] 6

。 0 4 5

。 0 0 2

。

0 4 0

。

0 1 3

。 0 0 3

。

0 4 3

。

0 0 0

。 0 0 弓

尸a内b才住脚了n乙n凸

2 6 。

7 4

4 5
。

0 5

3 6 。

6 9

4 3
。

1 3

8 。

6 1

1 0 。 8 3

2 2
。

1 1

3 8
。

5 1

3 3 。 3 2

3 8 。
1 2

7
。

2 3

9
。

6 3

1 3 0 6 。

2 1

1 0
。

5 7

4
。

7 8

1 0 。

1 0
。

。

0 1 4

。

0 0 1

。 0 3 1

。

0 0 又

。

0 0 2

。

0 2 2

4 7 。

5 3

5 4
。

6 7

9
。

6 2

嫂3 。

2 5

5 0 。

8 7

8
。

6 3

1 3 5 8
。

5 9

6
。

1 9

5
。

7 7

。

G O澳

。

0 1 4

。 0 1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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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出独生与非独生儿童之间在认知能力上的这种差别随年级 的增长而有所消弱
,

这种结果可

能是与我国独生子女政策执行的情况有关
,

也就是说
,

80 年后出生的独生子女的父母会明确

地意识到这是他们一生唯一的孩子
,

会给儿童提供一切优越的条件
,

孩子是一家的中心
,

家

长与儿童的交往密切
,

会促进儿童语言和智能的发展
,

低年级和高年级 虽然都是独生儿童
,

由于出生的年代不同
,

父母的心理压力不同而形成了两个不同的群体
,

表现出了 “同层人效

应
” 。

从我们的家长间卷中发现 80 %的家长
:

君垫一个家庭最好有两个孩子
,

甚至有人希望能有

3 一 4 个孩子
,

这反映出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和传统的观念是矛盾的
,

因此
,

在中国独生儿

童一般是家庭的中心
,

家长会尽量给他们创造优越的学习 条件
,

平均每个儿童有上百本的课

外读物
。

家长经常辅导儿童的作业
,

家庭中的成年人都围着独生孩子活动
,

与他们的交往密

切
。

这就无疑地会促进 儿童言语能力的发展
,

造成独生与非独生儿童之间认知能力的差异
,

Z aj
o n c
提出随着家庭结构的变化

,

主要是指儿童数量的增多
,

家庭智力环境随之下降
,

他认为

家庭中成年人越多
,

儿童越少
,

家庭的智力环境就越好
。

本研究结果又看出
,

随着年级的增长
,

独生 与非独生儿童在认知能力上的差异荟逐渐缩

小
,

说明对一年级儿童来说
,

这种认知上的优势只是由于优越的家庭环境造成的
。

我们所测

的五年级学生一般是在 1 9 8 0年以前出生的
,

当时政府对计划生育政策执行得还不那么坚决
,

家长的心理负担还不那么重
,

尽管只生 了一个孩子
,

这个孩子小的时候
,

父母和家庭的其他

成员对待他们的态度和抚养方式与别家的非独生孩子没有很大的差别
, 1 9 8 0年以后出生的孩

子的家长
,

清楚地意识到他们只能生这么一个孩子
,

家长对这独生的孩子格外注意
,

竭尽全

力为孩子提供丰富的环境 以促进他们的智力发育
,

这也是造成我们所测的五年级独生与非独

生儿童认知能力差异小于一年级儿童的原因
。

参加测验的五年级学生的家长
,

父亲的平均年龄是42 岁
,

母亲的平均年龄是 40 岁
,

一般

都出生在建国初期
,

他们 该读高中或大学时
,

正值文化大革命开始
,

大部分人都上 山下乡
,

失去了继续念书的机会
。

后来的生活经历使他们深感 自己受的文化教育不够
,

科 技 知 识 不

足
,

造成这一代人对他们自己的孩子
,

无论是独生
,

也无论是非独生儿童格外关心和爱护
,

希望他们能接受高等教育
:

将来从事专业工作
,

以此来追寻 自己失去的美好时光
。

在本研究结果 中还看出
,

在词汇
、

一般常识和空间关系三项认知任务上性别差异显著
,

男孩均获得了较高的分数
。

西方的研究表明在数学和方位知觉上男孩优于女孩
,

女孩的言语

能力比男孩好
。

我们认为
,

如果存在性别差异
,

主要是由于家庭和社会环境造成的
,

直到今

天在中国人的心目中
,

男孩的位置仍然比女孩重要
,

这无形中会造成某些测验任务的性别差

异
。

四
、

结论

1
.

从一
、

三
、

五 3 个年级总的结果看出
,

在 n 项认知任务上独生儿童与非独生儿童之间

存在显著差异
,

独生儿童的得分高于非独生儿童
。

2
.

随着年级的增长
,

独生与非独生儿童之间在认知能力上的差异减小
,

独生与非独生儿

童与年级之间有显著的交互作用
。

3
.

男女性别差异显著
,

特别是在词汇
、

一般常识和空间关系三项任务上男孩得分明显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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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女孩
。

参考资料
:

B o h a n n o n

S e m jn a r y ,

E
.

W

I

Ch ild in a F a m ily
.

T h e P e d a g o g ie a l

2
.

Fa lb o ,
T

. ,

L ite r a t u r e
.

4 (4 )

P o lit
,

.

(1 8 9 8 )
,

T h e o n ly

4 7 5一4 9 6
。

D
.

E
.

(1 9 8 6 )

R e se a r e h E v id e n e e

,

Qu a n tit a t iv e R e v ie w o f th e o n ly Ch ild

a n d T h e o r y D e v e lo Pm e n t ,
p sy ch o l o g ie a l

B u lle t宜n , 1 0 0

3
.

Jin g ,

Q
.

C
. ,

工7 6一 18 9

W a n ,
C

.

W
. ,

& o v e r ,
R

.

(1 9 8 7 )
,

S in g le 一 c h ild F a m ily in

C hin a :
p s y eh o lo g ie a l P e r sPe e tiv e s .

In te r n a t io n a l J o u r n a l o f P sy e h o lo g y
,

2 2 一 1 2 7一 1 3 3
。

4
.

F a lb o , T
. , p o s t o n ,

D
.

C
. ,

Ji
,

G
。 ,

Jia o , 5
. ,

Jin g
,

Q
. ,

W a n ,
5

. , G u ,

Q
. , Y ill , H

.

& L iu , Y
.

(1 9 8 9 )
, p h y s ie a l A e h ie v e m e n t a n d p e r s o n a lity

Ch a r a e t e r is tie s o f Ch in e s e C h ild r e n .

J
.

B io s e o .

S ei , 2 1 , d 8 3一 4 9 5
.

5
.

S te v e n s o n , H
.

W
. ,

S tig le r ,
J

.

W
. , L e e ,

5
.

Y
. , L u ek e r ,

G
.

W
. , K ita m u 1’u ,

5
. ,

& H s u ,
C

.

C
.

(1 9 8 5 )
,
C o

4

g n it iv e p e r f o r m a n c e a n d A c a d e m ic A c h ie v e -

rn “n t o f Ja Pa n e s e ,
C h in e s e , a n d A ln e : ie a n Ch ild r e n .

C hild D e v e lo Pm e n t ,

5 6 , 7 15
。

6
.

J i,
G

.

p
. ,

W a n ,
C

.

W
. ,

& z ha n g , L
.

H
.

( 19 9 0 )
,

In flu e n e e o f Fa m ily

5 Lr u e t u r e o n B e ha v i o r a l C h a r a e t e r is t ie o o f Pr im a r y Se h o o l C h ild r e n .

S o e 呈-

o lo g ie a l St u d ie s , 3 , 9 9一 1 0 2
.

7
.

H o ffm a n , L
. ,

p a r is ,
5

. , H a l!
,

E
. ,

& S h e ll
, R

.

(xg 8 9 )
, D e v e lo Pm e n t

p s y c h o lo g y T o d a y
.

N e w Y o r k
:

M e G r a w 一hill
, 2 2 6

.

8
.

Z a
j
o n c , R

.

B
.

(2 9 7 6 )
, F a m ily C o n fig u r a tio n a n d In te llig e n e e .

S e ie n e e ,

1 9 2 , 2 2 7一 2 36
.

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