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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图形想象的年龄差异
’

吴振云 孙长华 吴志平 许淑莲

(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 )

〔摘要〕本工作试图从想象的丰富性和特点来比较想象的年龄差异
。

被试共朽例
,

分三个年

龄组《少年
、

青年和老年 ) ,

每组15 例(男 8
、

女 7 )
。

测试材料为抽象直线图形和D r。。d le s。 结

果表明
. ¹ 对图想象的总数随增龄而减少 多 º 不同年龄组想象的内容有不同倾向 , » 对图形

想象的种类和新颖性随增龄而减少 , ¼老年组想象的整体性明显低于青年组和少年组
,

后两组

相接近
。

可见
,

少年具有想象丰富
、

活跃和新颖的特点
,

在教育工作中应予重视
,

并加以充分

发挥
。

想象是人脑对已有的记忆表象进行新的加工改进
,
并整合而形成新形象的过程

。

它与感

知
、

记忆和表象一样
,

来源于客观现实
,

而不是凭空臆想的
。

想象是人类认识和实践活动的

必要条件
,

无论在工作
、

学习
、

科学发明或文艺创作等一切创造性活动中均离不开想象
。

,

国外有关想象的研究很多
,

其中不少是涉及想象与学习记忆的关系
,

主要研究想象在成

对联想和图片记忆中的中介作用 (1, 2) ,

认为想象可提高记忆成绩
,

想象力强者记忆力一般也

较高
。

国内也开展了一些有关的研究
,

例如
,

关于整体想象与创造力的关系 (3 ) ,

小学儿童创

造性想象发展的研究(’)
,

以及儿童记忆表象和想象特点的研究(6) 等 ‘
但至今对成人

,

尤其老

年人的想象力研究和想象的年龄差异研究甚少
。

本工作试图从想象的质和量 ( 也就是从想象的特点和丰富性 ) , 以及想象与刺激具 体 性

( 指图形与实际事物
、

人物和情景的相似程度 ) 的关系来比较想象的年龄差异
,

为进一步探

讨想象与记忆
、

想象与发散性思维的关系方面提供资料
。

方 法

彼试一 共45 例
,

分三个年龄组
,

少年组13 一15 岁 (平均14
.

13 岁 )
、

青年组20 一25 岁 (平

均 21 .

27岁 )和老年组6 5一7 5岁 (平均6 9
.

0 7岁 )
,

每组 15例 (男 8
、

女 7 )
。

被试受教育年限均在 8 年以上
,

智力水平根据
“
韦氏成人智力量表

”
中

“词汇” 和
“
数

字符号” 两项分测验的成绩
,

均在平均数以上 ( 少年
、

青年和老年组的
“
词汇” 与

“
数字符

号 ” 成绩分别为60
、

68
.

8
、

7 2
.

73分和 7 6
. 33

、

6 2
.

4
、

30
.

47分 )
。

‘

老年组被试均为离退休千部
,

身体基本健康
,

平时大多数阅读书报并参加一些社会活动

和家务劳动, 青年和少年组被试均为学生
。

他们均都合作
,
认真完成测试任务

。

洲试材料 使用两类图形
:

.
本工作为国家由然科李荃金资助项 目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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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抽象直线图形(50 张 ) 采用随机系列作图法制成
. ,

图形由直线组成
,

无具体含意
。

(图1 )

2
.

D roo d les (5 0张 ) 选 自《 D rO 0 d le s 》一书(8 )是一种随笔涂画的图形
,

缺乏
“

主题” 线

索
,

很难对图形作解释
。

它们虽然并不代

有些则像卡通图形
,

一旦给予线索
,

多数

表亭正
人能对

的东西
,

但其中有些与具体实物颇为相似
,

图形作出有趣的解释
。

(图2)

价
⋯
一

园
’2

两类图形均为黑白勾画图
,

大小 3 x 3 cm
,

采用系列呈现方式
,

每图呈 现 30 秒
,

要求

被试边看边想象
,

并立即说出这些图形看上去像什么
,

能想象儿个就说几个
,

越多越好
,

由

主试记录
。

星现顺序 由于两类图形的具体性不同
,

想象的难易不等
,

不同的呈现顺序可能对想

象有一定影响
。

为平衡这种随机误差
,

对一半被试先呈现 D r以川les
,

然后呈现抽象直线图形
,

另一半被试则顺序相反
。

评分标准 1
.

量的评定
:
按每个想象内容为 l分

,

分别计算对两类图形想象的总数 ;

2
.

质的评定
: (1) 想象的种类数 (直接根据被试较共同的回答内容来划分 ) ; (2) 对抽象直线

图形想象内容的新颖性 ( 指生动
、

独特
、

别具一格
、

与众不同的内容
,

为避免主观随意性
,

由两名主试分别评定复核 )
。

结 果

一
、

对圈形想象教t 的比较

1
.

不同年龄组对图形想象总数的比较

结果可见少年组对两类图形的想象总数均明显高于老年组
,

两组差异很显著 (抽象直线

图形和D

rood
le s 的P值分别为 0

.

0 17 和 o
·

003 ) ; 表 1 不同年铃组时图形想象平均数

少年组对两类图形的想象总数也高于青年组
,

士标准差的比较

但两组差异不显著 , 青年组对两类图形的想象

一
总数均高于老年组

,

但两组差异 也不 显 著
。

年龄组 抽t , 峨目形 D rO 。山e8

(表 1 ) 少牟 1 17
·
6 7 士5 8

·

7 6 1 51
·

, . 士“
.
2 9

2
.

各年龄组对两类图形想象总数的 相 关 , 牟 90 .e 。”6. 60 10 “。士”
.

盯

均数与差异
」

老, , 4
.
7 3 , 2 8

.
3。

’

。

石
.
。

奋
,

.

2二1。
“

(1) 各年
她濒烟姗就撇袱

一
十分显著

,

对抽象直线图形的想象总数高者
,
对伪加dles 也高,

(2) 各年龄组对。r加d es 的想象总数均高于抽象直线图形
,

在少年组中两者均数差异接

近显著
,

青年组和老年组中差异很显著
。

(表 2 )

。

今考B公f. (1 97 1 )( 6) 和A ttn e a ve (19 5 6 )( 了)等所 用的方法
,

采用班机傲衰中的欲宇在座标纸上成对取点 (包含6或

1 0个点的圈各25 张 )
,

并按取点的从序摘号
,

随后按序特点连幼成图
,



表 2

年龄组

各年龄组对 两类图形想 象总数的

相关与均数差异

两类的相关(r) 两类均数的差异(P 》

少年 0
。
9 1 1 0

。

0 6

青年 0
。

9 28 0
一
0 0 3

老年 0
。

8 7 4 0
。

0 0 3

二
、

对图形想象特点的比较

主要从图形想象内容的特点 (种类与新颖

性 ) 和整体性方面进行分析
:

1
.

想象内容的比较 被试想象的 内容

品种繁多
,

本文仅就较多见的
、

共同的回答内

容归纳为n 类
:
文字符号类 (汉字

、

数字
、

英

文字母和符号 )
、

人(人体和动作 )
、

动物(鸟
、

鱼和其它 )
,

植物(花
、

树和其它 )
、

交通工具(汽

车
、

船和飞机等 )
、

食品(水果
、

面包和其它 )
、

文具 (笔
、

三角板
、

圆规和其它 )
、

家具
、

穿戴
、

日常用品 (锅
、

碗
、

刀和眼镜等 ) 和军用品 ( 枪
、

炮
、

火箭
、

导弹和军舰等 )
。

(1) 不同年龄组的主要想象内容之比较

一般说来
,

少年组对两类图形想象为人和文字符号类的较多
,

其次为动物类 ; 青年组想

象为人的也多
,

其次为动物类 , 老年组对抽象直线图形想象为动物和文字符号类的较多
,
其

次为日常用品类
,

对 D r o od les 想象为 日常用品和食品类的较多
,

其次为植物类
。

(表 3 )

表 3 不同年龄组想 象种类之比较

年龄组 图形 文宇 人 动物 植物 交通工具 食品 文具 家具 穿旅 用其 军用品

少年
直线 图

D ro o d le s

1 3 4 1 34 1 3 3 7 4 3 2 4 0 3 1 0 4 1 1 5

7 6 8 5 5 9 5 3 9 5 1 2 5 2 3 9 ‘2 5

口甘盛U‘品n甘,峥 曰山J吸内O�匕
曰.占妞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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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
8

冉O的J」介

斑七

八甘曲O口曰」哎目.二n舀J,月,月了J.二,曰丹O�勺2
青年

直线田

D tO 0 d le s

.口峨仙月‘a
J几仲才冲诬仔‘月性,二.工

一J.马
‘.�

‘心

��O材
.

毛,盖曰生」眨

月匕

�仙眨」n‘,口UO月.�.勺O‘丈口九UJ,,人��R�2
的口口人�挂n幼八‘�几

老年
直幼组

D ro o dle 日

( 2) 不同年龄组对抽象直线图形想象内容的数量之比较

我们进一步对 50 张抽象直线图形想象的具体内容作了分析
。

结果可见不同年龄组对 50 张

图想象内容总数和对每图想象内容的平均数有差异
,

少年组大于青年组和老年组
,

差异非常

显著 ( P ( 0
.

0 0 2 ) , 青年组大于老年组
,

差异也非常显著( P ( 0
.

0 0 1 )
。

(表 4 )

表 4 不同年龄组对抽 象直线图形 ( 3) 不同年龄组对抽象直线图形想象内容

想 象内容的数黄之比较 的新颖性比较

年龄组 想象内容总数 想象内容平均数 ( 标准差 )

少年 1 26 0 2 5
。

2 0 ( 3
。

7 3 )

青年 9 2 6 1 .
。
5 2 ( 2

一
7 3 )

老年 6 74 ! 3 。
4 8 (2

。5 0 )

少年组新颖的想象更多
,

它们均有生动的

表情
、

动作和情景
,

内容独特
、

与众不同的共

有19 1种 ( 占想象内容总数的1 5
.

2拓)
,

其中尤其

以想象为人体或动作特点者更多
,

例如
:
人打

哈欠
、

人趴在草丛中
、

老鼠穿裙子
、

垂头丧气

的鸟等等, 青年组新颖的想象次多
,

共 1 3 9 种

( 占想象内容总数的15 终 )
,

他们与少年组共同之处
,

想象为人体或动作特点者也多
,
例如

:

人披着披肩在跑
、

笑弯腰的人
、

卓别林的鞋
、

迷宫的入口等等 , 老年组新颖的想象最少
,

只

有33 种 ( 占想象内容总数的 5 多)
,

想象为人体或动作特点者不多
,

内容较平淡
,

缺乏特点
。

2
.

想象的整体性与局部性比较



总的说来
,

各年龄组均以根据全图产生整体想象为多
,

但对其中某些图形容易根据局部

产生局部想象
。

为此
,

我们选择 4 张抽象直线图形和 1 0张 D r以川le s ,

分别对它们进行想象的

整体性与局部性比较
。

结果可见
: (1) 各年龄组对两类图形的整体想象均多于局部想象 , (2) 不 同年龄组的整

体想象百分率有差异
,

均以青年组最高
,

少年组居中
,

老年组最低
。

其中青年组与少年组差

异不显著
,

而他们与老年组差异均非常显著( P < 0
.

0 0 1 )
。

(表 5 )

表 5 不同年龄组整体和局部想象之比较

抽象直线田形 ( 4 张》
年的组

整休 局部 空白 整休率 (% ) 整体

D r o o由 e s(10 张)

局部 空白 盆休率(% 》

少年 57 2 1 公5 1 0 8 3 8 召 7 2

O甘O�.才J肠3
,心

,
二

O甘n舀.山no.U,口.工,‘
口
二8

,叨01口U* 年

老年

5 9

5 0

三
、

对日形祖象救, 的性别比较

结果可见各年龄组对两类图形想象的数量均以女性高于男性
,

但两者差异不显著
。

曲户

讨 论

一般认为想象力可以从丰富性
、

新颖性和逻辑性加以评定
,

本文只对前两个方面进行了

分析
。

我们根据对图形想象的数量作为衡量想象丰富性的指标
,

结果表明对图形想象的总数

随年龄增长而减少
,

少年组最高
,

青年组居中
,

老年组最低
,

但除了少年组与老年组差异很

显著外
,

其余组间差异均不显著
。

究其原因可能有二
: 1

.

生理因素
:
由于青年和少年时期神经

传导速度快
,

他们从表象中提取信息的过程迅速
,

因此对图形想象敏捷
。

神经传导速度有随

年龄增长而逐渐减慢的趋势
,

因此老年人从表象提取信息的过程缓慢
,

想象速度也减慢
。

在

本实验条件下
,

对每图的想象限时30 秒
,

无疑将使他们的想象数量减少
。

但由于老年人见多

识广
,

知识丰富
,
生活经验多

,

表象储备广泛
,

以此作为代偿
,

弥补了上述缺陷
,

致使他们

与青年组差异并不显著, 2
.

心理因素
:
由于老年人识别过程较长

,

处事谨慎
,

不愿轻 易作

答
,

往往化费很多时间
,

反复审视图形
,
经周密考虑

,

认为很像什么时才肯作答
,
反应时间

延长
,
决策缓慢

。

此外
,

老年人可能因情绪感受性衰减而缺乏想象力
,

使想象数量减少
。

少

年则不然
,

他们想象活跃
,

情感丰富
,

很少顾虑
,

乐意发表意见
,

回答敏捷
,

想 象 的
.

数 量

多
。

少年的想象力远远超过老年人
,

他们对外界新事物很敏感
,

善于汲取新的知识
,

建立全

新的联系
,

无疑这是从事创造性活动十分有利的条件
。

各年龄组对两类图形想象总数的相关十分显著
,
对一类图形想象总数高者对另一类图形

想象总数也高
。

由于想象来自表象
,

它与以往体验有关
,

因此想象与图形的具体性有关
,

即

图形与实际经历的事物和情景越相似
,

具体性越高
,

想象数量越高
。

本实验所用的两类图形

中
,

O rO0 d 韶的具体性高于抽象直线图形
,

因此
,

各年龄组对 O r以劝1es 的想象总数均高于 抽

象直线图形
。

但是
,

少年组对两类图形想象总数的差异仅接近显著
,

而在青年组和老年组中

差异很显著
。

看来
,

少年组的想象与图形具体性的关系不如青年组和老年组那样密切
,

可能

因他们想象丰富
,

即使对具体程度较低的抽象直线图形想象总数仍然较高
,

致使对两类图形



想象数量的差异并不很显著
。

16 世纪英国哲学家培根提出想象可分为再造性和创造性 想象
。

前者根据别人描述而在头

脑中形成的形象
,

它们曾经存在过或现在依然存在 ; 后者则不依据现成的描述
,

而运用头脑

中储存的记忆表象和知觉材料作为原型或素材
,

独立地创造新形象
。

本实验中主 要 为再 造

性想象
。

对两类图形想象为文字符号类是较难形成的抽象
、

独特的内容
,

这类想象在少年组

较多
,

可能因他们均为学生
,

与经常写字有关
,

加上他们想象活跃
,

善于对图形很快进行加

工改造而形成新的形象
。

在老年组中看到了想象与职业和爱好有关的现象
,

例如
:
有位老人

在微生物研究所工作
,

他对图形较多想象为细菌
;
另一位老人原在部 队工作

,

他对图形较多

想象为军用品 ; 还有位老人喜爱收集雨花石和 昆虫
,

他对图形较多想象为小动物
。

可见
,

由

于 日常生活和实践活动不同
,

知识经验和生活体验也不同
,

致使不 同年龄人想象内容有不同

的倾向
。

抽象直线图形是缺乏具体内涵的图形
,

无明确含意
,

具体性较低
,

对此较难立 即产生具

体的想象内容
。

我们试图以这类图形为素材
,

对不 同年龄人想象内容的具体种类数 进 行 比

较
,

为分析想象的丰富性和活跃程度提供参考依据
。

结果表明
,

想象的具体内容的总数和平

均数随年龄增长而下降
,

少年组最高
,

青年组居中
,

老年组最低
,

组间差异 非 常 显 著 ( P <

0
.

00 1 )
。

这充分说明少年想象活跃
,

不但想象数量多
,

而且能从不同角度
,

不同方面进 行 想

象
,
因此想象内容的总数最高

。

老年组想象内容较单调
、

贫乏
,

他们习惯只从单 方 面 去 想

象
,
往往重复一种类别的内容

。

因此
,
从想象数量看

,

他们与青年组的差异虽不显著
,

但想

象的具体内容的数量却明显低于青年组
,

差异很显著
,

这也说明老年人想象的丰富性有明显

减退
。

我们进一步分析了不 同年龄组中生动
、

新颖和独特的想象内容
,

可见少年组中新颖的想

象内容最多
,

其中尤其以想象为人体或动作特点者更多
,

它们具有生动的表 情
、

动 作 和情

景
,

这可能与他们情感丰富有关
。

有作者采用罗夏测验
,

分析不同职业团体的回答特点(3)
,

认

为具有创造力的人有较多
、

且组织较好的关于人的运动回答
,

似乎这与少年组想象活跃
,
丰

富和新颖的表现特点是一致的
。

青年组也有类似特点
,

而老年组则不然
,

想象内容较一般
,

缺乏独特性
,
想象为人体或动作特点者不多

。

发散性思维是创造性活动的一个重要方面
,

是创造性行为的关键成为
。

有学者对大学生

的发散性思维进行了研究(9)
,

一般可以从流畅性
、

变通性和独特性三个方面加以评定
。

如果我

们将此与想象的丰富性
、

活跃广泛程度和新颖性相应作比较
,

估计能见到彼此存 在 对 应关

系
。

大致而言
,

想象丰富
、

活跃广泛和新颖的人发散性思维也较为流畅
,

变通性强
,

并有其独

特性
,

但两者究竟关系如何
,

尚待进一步研究
。

根据图形的整体或局部产生想象
,

这从心理学角度来看是有意义的
。

有作者认为具有创

造力的人在罗夏测验中有较多
、

且组织较好的整体回答
,

创造力以此为主要特征之一 (3)
。

本

实验结果表明
,

各年龄组均以整体想象占多数
,
尤其对抽象直线图形几乎都是整体想象

,

但

是不同年龄组整体想象的百分率有所不同
,

以青年组最高
,

少年组居中
,

老年组最低
,

前两

组差异不显著
,

但他们与老年组差异很显著
。

这可能由于老年人不善于综合和利用各种信息

进行想象
,

整合功能有所下降
,

致使整体想象减少
。

青年组和少年组整体回答较多
,

这也和

整体回答与创造力相关的说法相吻合的
。

有人认为想象力存在性别差异
,
女性较强于男性

。

但本结果表明
,

各年龄组对两类图形



想象的总数虽然均以女性高于男性
,

但两者差异不显著
,

可能因本实验中各组男女被试经严

格挑选
,

在年龄
、

文化
、

职业及智力水平等方面条件均相匹配
,

从而排除了一些混淆变最的

干扰
,
致使性别差异表现不明显

。

想象力可以丰富对世界的认识
,

我们应重视对儿童从小培养丰富的想象力
,

发挥少年想

象丰富
、

活跃和新颖的特点
,

无疑这将促进他们在成长中增强记忆
,

提高智力
,

并发展创造

能力
,
这对教育工作具有实际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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