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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逻辑关系认知发展的实验研究
” ’

王文忠 方富熹 方 格
中国科学院心理 研究所 ,

北京
,

摘 要

通过追踪研究和横断研究相结合的方法研究 岁
、

岁和 岁儿童的逻辑关系认知能力

的发展
。

结果表明 儿童的认知成绩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提高
,

不同项 目间差异很大
,

而且不

同实验项 目有不同的发展速度
。

儿童间的个别差异也很大
,

这主要与儿童的家庭教育程度以

及城市与郊区不同学校教育条件等因素有关
,

并且儿童的逻辑关系认知能力与儿童的学习能

力
,

学习成绩以及儿童的智力水平有很高的相关
。

另外儿童的物理逻辑认知并非都按固定不

变的顺序发展
。

关键词 逻辑关系
,

认知发展
,

个别差异
,

个人内部差异

问 题

自从皮亚杰采用一系列独特的实验方法研究儿童
,

并提出了儿童认知发展模式以来
,

人们在不断地研究其理论的正确性和普遍性
。

皮亚杰认为认知发展是一系列渐次获得新

认知结构的构建过程
,

他提出儿童在认知发展过程中必须经过相同的阶段
,

只是经过的速

率有所不同川
。

皮亚杰的观点受到了人们的质疑
一“ ,

批评者认为每个儿童 的发 展 都有

其独特的一面
,

皮亚杰的研究似乎只强调了儿童发展共有的模式
,

是对不同群体的儿童取

平均值得到的
,

这种作法可能掩盖了儿童认知发展中某些重要的东西
。

正是在 这 种背景

下
,

新皮亚杰学派把研究工作的重点从寻找认知发展的一般规律转移到研究发 展中 的个

别差异和个人内部差异
,

研究儿童发展的独特性和影响儿童发展的因素
,

以促进 儿 童 发

展
。

为了达到这样的 目的
,

必须用多种实验任务施加于同一被试
,

有可能的话 , 还要进

行追踪研究
,

建立儿童发展档案
,

从而了解造成儿童个别差异的因素以及儿童 自身发展的

不平衡性
。

在儿童认知发展这个领域
,

我国已进行了大量的研究
,

但是这些研究往往是以单项实

验任务施加于不同年龄的儿童
,

着重对群体发展的共同性进行分析
,

而对发展中的个别差

异及其原因探查不够
。

本研究以有关物理逻辑认知的多种实验任务
,

包括容积守衡
、

类包

含
、

类相乘和关系相乘等施加于同一被试
,

并进行追踪研究 两年后用相等的实验 任 务重

测
,

以探查中国儿童认知发展的特点
,

并试图分析发展中的个别差异和个人内部 差 异及

其形成原因
。

本文于 年 月 收到
。

, 本研究为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会资助项 目 “

学 龄 儿童认 知社会认知发展 的追踪研究
”
的部分工作

。

冯刚
,

都慧 媛

参加 了实验工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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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 法

被试

北京市小学 岁儿童 名
,

岁
、

岁儿童各 名
,

分类随机取样
,

被 试来 自三类

不同学校
,

第一类为市区重点小学
,

第二类为市区一般小学
,

第三类为郊区农村小学
。

岁

组每类学校取 人
,

岁
、

岁组每类学校各取 人
,

男女各半
。

年龄取样范围是足 岁

前后半年
,

岁
、

岁
、

岁组平均年龄分别为 岁 个月
、

岁 个月和 岁 个月
。

在

追踪过程中
,

岁至 岁失去 个被试
,

岁至 岁失去 个被试
。

第三类学校被试的

母亲均为农民或工人
,

文化程度均在大专以下 第一
、

二类学校被试的母亲为知识分子
、

职

员或工人
,

文化程度大专以下和大专以上者各半
。

实验程序和内容

实验设计采取横断研究和追踪研究相结合的方法
。

先在同一年中对
、 、

岁儿

童分别进行实验
,

并于 年和 年后分别对这时已 岁和 岁的原 岁
、

岁儿童 作 相

同实验任务的变式的测查
,

以取得 岁和 岁儿童连续性发展资料
。

实验以个 别 方式进

行
。

四种实验任务如下所述

一是容积守衡 使用三种变式
,

测试前先让被试确认 杯和 杯 两杯一样大 的水

面一样高
,

胶泥球 和 大小一样
。

将 球置入 杯中
,

水面升起
。

变式一 将 球搓成

香肠形 变式二 再将
“

香肠
”

册开
,

揉成 个小圆球 变式三 用 。 球代替 球
,

让被试确

认 球与 球大小相同
,

但 球重于 球
,

先将 球置于 杯中
。

让被试预测如变化了的

球置入 杯后
,

杯的水面是否跟 杯一样高

二是类包含 向被试呈现 个黑色物品
,

其中 个圆围棋子
,

个长方形棋子 , 在

直接知觉和表象 覆盖刺激物 两种条件下 , 询 问被试
“

黑的东西多还是圆的东西多
” , 测

查儿童能否辨别子类与总类的关系
。

三是类相乘 测查儿童能否根据几种事物的不同类别的属性作出判断
。

在四格棋盘

的左上格放置 个绿色三角形
,

右上格放置 个黄色三角形
,

左下格放置 个绿色 圆 形
,

要求被试在 个待选物品中 红
、

黄
、

绿三种颜色的圆形
、

三角形和正方形几何体 各 一个

挑最合适的一个填入棋盘空着的右下格内
。

也分别在直接知觉和表象两种条件下进行
。

四是关系相乘 测查儿童能否根据几种事物不同类别属性 颜色和大小等 的关系变

化作出判断
。

在分成上
、

中
、

下三格棋盘的下格放置一个大号 边长为 的浅绿色立方

体
,

在中格放置一个中号 边长为 的中等绿色立方体
。

要求被试在 个待 选 物 品

大
、

中
、

小的浅绿
、

中等绿和深绿色立方体各一个
。

其中小号立方体的边长为
,

大
、

中

号立方体的边长如上所述 中挑 出一个填入空着的上面的空格内
。

同样在直接 知 觉和表

象两种条件下进行
。

测查儿童能否发现出多种事物的共同关系
。

在追踪研究中
,

使用了以上实验任务的变式
,

变式中改变刺激物的颜色和 形状
,

但向

被试提供的信息量相同
,

如
“

类包含
”

任务中改变为向被试提供 个白色的物品
。

每一被试按随机顺序进行这四项实验
,

被试除了作出判断外
,

还要表述理 由
。

记分方

法见
“
初入学儿童认知发展中的个别差异和个人内部差异初探

”

一文 〔“ ’。

在实验前每一名被试还进行了标准瑞文测验
,

任课教师对其学习能力
、

学业成绩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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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级量表进行等级评定
。

对被试母亲的文化程度事先作了调查分为小学
、

初中
、

高中和中

专
、

大专
、

本科 个等级
,

大专以下和大专以上各半
。

被试的学习成绩依据其期末 考 试成

绩
。

结 果

儿童逻辑关系认知的年龄发展趋势

认知 总成绩 的年龄发展趋势

统计表明
,

横断研究的年龄 至 岁 发展趋势非常显著 〔
,

〕
,

。

并且 岁与 岁的差异也很显著 〔
,

〕
, ,

岁与 岁的

差异同样也很显著 〔
,

〕二 , 。

追踪研究表明
,

岁至 岁期 ’
,

总成

绩的年龄差异非常显著 〔
, ,

至 岁期 ’
,

年龄差异也非常显

著 〔
,

〕
, 。

。

无论在横断研究还是追踪研究中
,

儿童的认 知总成绩都

随年龄的增长而提高
。

不 同实验项 目 的年龄发展趋势

横断研究表明
,

项 目间的差异非常显著 〔
,

〕
, 。

年 龄与实验项

目有显著的交互作用 〔
,

〕二 , 。 ,

表明不同的实验项 目的年龄发展趋势

是不同的
。

由图 可知
,

类包含任务的得分随着年龄增长提高较快 类相乘和关系相乘在

岁和 岁之间 相对于 至 岁之间 有较快发展 容积守衡任务在 岁和 岁之 间 ,

得分反而有所下降
,

至 岁阶段才有所回升
。

横断研究

吕

追踪研究 追踪研究

月卜

容积穿衡

叫舀

类包含

书

岁组
曰

岁组

确口

关系相乘

户任今一曰︺只八卜衬今﹄︸︸

八佘︶场怪刃辛一以︸净荞

岁自 了岁组 岁组

一心
类相乘

岁组 岁组

图 横断研究和追 踪研究各实验项 目成绩的线性图

对 一 岁和 一 岁的追踪研究的统计分析表明 在 至 岁的追踪阶段
,

项 目间

的差异达到显著水平 〔
, 二 , 。

至 岁的追踪阶段
,

项 目间的差 异

达到非常显著水平 〔
,

〕
, ,

趋势与横断研究结果基本相同
。

儿童逻辑关系认知发展中的个别差异

结果表明
,

儿童认知发展存在着明显的个别差异 个别 童在 岁时能通过 全 部认

知作业
,

得到满分 分
,

而有的儿童 岁时一项实验任务也没通过
,

得 分或 分
,

即使

到 岁左右也还不能通过大部分实验项目
,

即儿童之间有较大的个别差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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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着重考察了影响个别差异的各种可能因素
,

如被试的性别
、

学习成绩以及学校

和家庭的教育环境等
,

并根据其学校种类
、

性别
、

母亲文化程度分类选取被试 其它因素是

调查结果
。

其中性别对认知发展的影响不显著
,

在横断研究中
,

性别的主 效应 不显著

〔
,

们 二 ,

在追踪 研究中
,

性别的主效应也 不 显 著 在 一 岁阶段
,

〔
,

〕
,

在 一 岁追踪 阶段
,

〔
, , 。

不 同学校儿童认知成绩 的差异

在横断研究中
,

不同学校的儿童认知成绩的差 异 非 常 显 著
, 二 ,

,

由图 可知
,

一类学校儿童的认知成绩高于二类学校
,

二类学校高于三类学 校
。

但

是在城市的两类学校 一类与二类学校 差异不显著 〔
,

〕二 , ,

二类学

校与三类学校的差异达到显著水平 〔
,

〕
, 。

横断研究 追踪研究 追踪研究

口卜

一类学校

子洲份 诵备

二类学校

, ‘

三类学校

一
,

一
日

岁组 岁组 岁组 了岁组 岁组 。岁组 悦 岁组

图 不 同教育质量 的学校 儿童 认知成绩 的差异

注 在 岁至 岁追 踪研究中
, 一类学 校 和二 类学 校儿童 的认知成绩几 乎完 全重 合

。

在 岁至 岁的追踪研究中
,

不同学校的儿童认知水平的差异 没 有 达 到 显 著 水 平

仁
,

〕
, 。

由图 也可看出
,

一类与二类学校儿童的认知成绩几乎重合
,

一

类和二类学校儿童的认知成绩虽高于三类学校
,

但差异不显著
。

在 岁至 岁的追踪研

究中
,

不同学校的儿童认知成绩差异非常显著 〔
,

〕
, ,

由 图 可 知
,

一类学校儿童的认知成绩高于二类学校
,

二类学校高于三类学校
。

但是在城市 的 两类学

校 一类与二类学校 差异不显著 〔
,

〕
, ,

二类学校与三类学 校 的 差异

达到显著水平 〔
,

〕
, 。

由于第三类学校所有被试儿童母亲文化程度均低
,

一
、

二类学校被试有半数母亲文化

程度较高
,

为排除母亲文化程度 的影响
,

将所有三类学校母 亲文化程度低的儿童认知成绩

进行比较
,

横断研究的分析结果表明
,

这三类学校差异没 有 达 到 显 著 水 平 〔
,

, ,

但
。

不 同家庭教育环境的儿童认知成绩 的差异

本研究以母亲文化程度作为家庭教育环境的指标
。

在横 断 研 究 中 , 从 总 体 来 看
,

分析的结果表明
,

母亲文化程度高组 大专以 上 和低组 大专以下 的被试认知

成绩差异显著 〔
,

〕
,

对 至 岁儿童的追踪研究的 分析

表明
,

母亲文化程度的影响没有达到显著水平 〔
,

〕
,

对 至 岁儿

童的追踪研究的 分析表明
,

母亲文化程度的 影 响 也 非 常 显 著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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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由图 可看出
,

除 至 岁追踪阶段两者有接近的趋势外
,

母亲 文 化

程度高的儿童的认知成绩较明显地高于母亲文化程度低的儿童
。

横断研究 追踪研究 追踪研究
劝卜

母亲文化

程度高

叫谷
母亲文化

程度低

八佘︶姗链劝录场

岁组 岁组 岁组 岁红 岁红 岁组

图 不 同母亲文化程度对儿童认知总成绩 的影响

由于第三类学校儿童母亲文化程度均低
,

为排除学校变量的影响
,

只把一
、

二类学校

被试分为母亲文化程度高组和低组进行分析
。

横断研究的 分析结果表明
,

母亲

文化程度的影响达到显著水平 〔
,

〕
, 。

其它 因素与儿童认知成绩 的关 系

在横断研究中
,

儿童的认知成绩与教师对儿童学习能力和成绩的评价有很显 著 的相

关
。

儿童的认知成绩与儿童的瑞文测验分数也有很显著的相关 见表
。

在从 岁至

岁和从 岁至 岁的追踪研究中
,

儿童的认知成绩与教师对儿童学习能力和成绩的评价

以及瑞文测验分数和儿童的期末考试的语文
、

数学成绩有很显著的相关 见表
。

表 背景因素和认知总成绩的相关

横断研究 学 习 评价 能力 评价 瑞文测验 语文 数学

认知成绩
。 。 。 。

一 岁追踪 学 习评价 能力评价 瑞文测验 语文 数学

认知成绩
。

一 岁追踪 学 习 评价 能力 评价 瑞 文侧验 语 文 数学

认知成绩
。 。 。 。 。

横断研究 多 追踪研究 一 岁 , 一 岁 二 , 。 ,

儿宜逻辑关系认知发展的个人内部差异

结果表明
,

有 肠儿童是已经通过了容积守衡任务而还没有通过类包含这一 具 体

运演任务
,

分别有 外和 帕的儿童通过了容积守衡而还没有通过关系相 乘和 类相

乘任务
。

有 呱和 肠的儿童分别通过了关系相乘和类相乘而还没有通过类包含任

务
。

从表 结果也可看到
,

在理论假设上属于同一认知结构的各种概念的认知成绩
,

有的

没有达到相关的显著水平
,

有的达到了也只是低相关
。

讨 论

儿童逻辑关系认知发展的群体趋势

无论是横断研究还是追踪研究
,

都一致证明了儿童认知水平随年龄增长而提 高的 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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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各实验项目之间的相关

横断研 究 容积守衡 类包含 类相乘 关 系相乘

容 积守衡 一

类包含 一

类相乘 一

关系 相乘 一

一 岁追 踪 容 积 守衡 类包含 类相乘 关 系相 乘

容积守衡 一 一 一 一

类包含 一
。 。

类相乘 一

关系相乘 一

一 岁追 踪 容 积守衡 类包 含 类相乘 关 系相乘

容积守衡 一

类包含 一 峨

类相乘 一

关系相乘 一

横断研究 , 迫踪研究 了一 。岁 , 一 岁 , , 。

体趋势
,

但是不同实验项 目的发展水平是不 同的
。 〔弓 〕也曾发现儿童在包括各种概

念领域的不同任务中
,

所达到的水平有所不同
,

这与本实验的结果是一 致的
。

本 研 究 发

现
,

儿童总体来说
,

先掌握类包含任务
,

然后掌握类相乘和关系相乘任务
,

最后掌握容积守

衡任务
,

这与前人的研究也是一致的
。

皮亚杰认为前三种任务属于具体运演阶段任务
,

容

积守衡属形式运演阶段任务
。

本研究也发现
,

不同的实验任务在不同的年龄阶段的发展速度是不同的
,

也就是说不

同的认知能力有不同的发展快速期
。

由图 可知
,

无论是追踪研究还是横断研究
,

对容积

守衡任务
,

岁时认知成绩比 了岁时还有所降低
,

岁时才有所回升
,

类包含成绩 则随着

年龄增长在稳步上升
,

类相乘和关系相乘在 岁和 岁之 间有快速发展
,

统计分

析表明
,

实验项 目和年龄增长的交互作用非常显著
, 。

这似乎表明儿童在 一 岁

阶段容积守衡的能力反而有所下降
。

笔者认为
,

岁儿童在回答容积守衡任务时
,

常用一

些像
“

力
” 、 “

表面积
” 、 “

分散与集中
”

等 了岁儿童很少使用的似是而非的概念 , 从而影响了

对认知任务的完成
。

儿宜逻辑关系认知发展的个别差异

在本研究中
,

我们探查母亲的文化程度和儿童所在学校的教育质量对儿童的认 知 发

展的影响
。

在学校变量来说
,

无论是横断研究还是追踪研究
,

一类和二类学校的教育质量

的不同对儿童的认知发展并未产生显著的影响
,

教育质量的差别关键在于郊区和城 市 的

差别
,

但是本研究结果表明如果排除家庭教育环境变量的影响
,

这种差异并没有达到显著

水平
。

本研究结果揭示
,

母亲文化程度对儿童认知发展有更为重要的影响
,

在横断 研 究中
,

对 了 , ,

岁儿童总体来说
,

母亲文化程度的影响达到显著水平
,

在追踪研究中
,

对 了岁

至 岁这一阶段
,

母亲文化程度的影响不显著 了 对 岁至 岁这一阶段
,

母亲

文化程度的影响达到显著水平
。

但是由图 可以看出无论 了一 岁阶段或 一 岁阶段
,

母亲文化程度高的儿童认知成绩比较高
。

美国心理学家 〔“ ’等也认为家庭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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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对儿童的认知发展有决定性的影响
,

但是家庭环境和其它背景 因素怎样影响了 儿 童的

认知发展
,

是一个值得进一步探讨的问题
。

相关分析也表明
,

儿童的认知成绩与教师对儿童能力的评价
、

儿童的瑞文测验成绩都

有较高的相关
,

这说明智力与认知能力不是孤立的
,

而是相互联系的
。

儿童的认知成绩与

学习成绩也有较高的相关
,

表明本试验对儿童的学习成绩有较好的预测效果
。

儿宜逻辑关系认知发展的个人内部差异

本研究结果表明
,

从儿童群体通过不同实验项 目的百分比来看
,

儿童是先掌握类包含

任务
,

然后是类相乘和关系相乘任务
,

最后是容积守恒任务
,

但是从个体来看
,

并非所有儿

童都按此顺序发展
。

例如有的儿童先通过了属于形式运演阶段的容积守衡任务 , 然后才

通过具体运演阶段的任务
。

同属具体运演阶段的任务如类包含
, 类相乘和关系相乘 , 但

是仍然有 帕和 肠的儿童分别通过了关系相乘和类相乘而还没有通 过类 包 含 任

务
,

表明不同儿童在不同实验任务有不 同的发展水平
。

从表 结果也可看到
,

在理论假设

上属于同一认知结构的各种概念的认知成绩
,

大部分没有显著水平的相关
,

有的达到了也

只是低相关
。

这表明儿童个体内部的认知发展存在着横向参差 现

象
,

即在发展的同一阶段
,

儿童对相似的心理运演问题会表现出不同的水平
。

根据皮亚杰的观点
,

儿童的认知模式是一种算法结构
,

一旦儿童发展阶段中的某一特

征出现
,

这一阶段的所有特征都将出现 结构的完整性原则
,

并且儿童只有在通过前一阶

段的较简单的任务之后
,

才能通过后边的高级认知发展阶段的实验项 目
,

这种观点和本实

验的结果是矛盾的
。

皮亚杰的这种观点遭到许多人的批评 〔 ’,

但是怎么对这种实 验 结果

提供一个满意的解释
,

儿童心理学家一直争论不休
。 “ ’等人认为儿童认 知 发展仍

然是阶段性的
,

有一个完整的结构
,

只不过出现的早晚有所不同
, “ 提出

了另外一种发展模式
,

即理解水平模式
,

这种模式集中解决认知的发展

过程和根源
,

而不仅仅注意发展的结果和水平
。

等人认为任何一个发展 阶段都

不是封闭的
,

每一种认知能力的发展都是一个不断完善的过程
。

阶段的发展是一 个 在前

一阶段中模糊的
,

不完善的概念和知识在下一阶段变得明确
、

清晰的过程
,

同时
,

这一阶段

依然会出现新的不完善的能力与概念
,

有待在下一阶段中完善和发展
,

本实验的结果似乎

支持这种理论
。

总之
,

为了揭示儿童认知发展的规律
,

不能仅满足于对儿童群体 的 研究
,

必须深入揭示发展中的个别差异和个人内部差异
,

从而为教育儿童提供可考的心理依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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