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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 旨在探 讨影响儿童几何图形 认知的几个主要 因素及其作用的变化过程
。

研究

对象是 一 岁儿童 名
,

研究材料有长方形
、

三角形
、

梯形
、

椭圆形
、

平行 四 边形
。

选择直

观因素
、

种类 内干扰
、

种类外干扰 种干扰
。

采取称名
、

指 认
、

分类
、

确 认
、

鉴别 种实验指标
。

实验结果表明对儿何图形 非本质因素的摆脱
、

对变式 图形 的确 认
、

对非同类相似图形的鉴别

是儿童初级儿何认知发展的重要标志 采择双重标准分类
,

对本质特征和 非本质特征的离析

是儿童儿何图形分类能力发展 的主要过渡形态 语 言提示对儿童儿何 图形分类的改进作用不

大
,

对确 认和鉴别图形有显著性影 响 小学二年级儿童的初级几何知 识只 相 当于 岁儿 童水

平
,

这种现象值得有关教 育部门重视
。

关键词 初级儿何知 识
,

双重标准
,

种类 内干扰
,

种类外干扰
,

确 认
,

鉴别
。

问题的提出

数学是研究客观世界 的数量关系和空 间形式 的科学
,

无处不在而又无时不有的数量

关系及 空 间形式是儿童认 识世界 的基本形式
。

几何是研究空 间的数学
,

儿童学 习几何是

从识别几何图形
、

掌握几何概念开始的
。

对几何概念的掌握要经历从简单到复杂
,

从低级

到高级的发展过程
’一

。

儿童掌握几何图形概念受到一些干扰因素的影响
,

排除干扰因素

影响的过程就是离析几何 图形的本质特征和非本质特征的过程
。

有的研究者
一

认为颜色和形状是影响几何图形分类的两大因素
。

我们的一项研究着重

考察了类别特征
、

外部特征
、

主题关系等各种分类标准在儿童分类 中的竞争力
,

结果 发现

形和色这类感知因素的竞争力最弱
。

最近的一项研究认为
,

材料的几何属性 的差异会影

响儿童的分类标准
。

的研究认为儿童在分类时倾向于选择多种刺激维度 中的 一种

做为分类标准
,

一致性 比例最高的标准是个体最适合的标准
。

分类 的发展并不 呈现 出从

整体到分化的转变
,

而是表现出对某一特定标准的一致性的增加
。

几何 图形的类别特征是抽象的图形形状
,

所 以除了图形的颜色
、

大小等外部特征是 干

扰 图形认知的因素之外
,

正确 的几何 图形认知需要排除不 同的类别特征 的 卜扰
。

几何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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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的各种变式都属于种类内干扰 一
。

此外还有种类外干扰
,

即分属不同种类的相似图形

的干扰作用
。

有 关研究认为对不 同种类物体的分类结果 明显地受分类物相似程度 的影

响 物体之间的相似程度越高
,

越容易被分为一类
,

即使在分类学特征上它们存在 明显的

差异 卜 ,。 。

与多种干扰因素相对应的
,

对其研究亦应采用多种指标
。

以往的研究多采用称名
、

指

认和分类的方法
。

本研究针对各种不 同的干扰因素
,

拟采用多种指标探讨儿童几何图形

认知的发展过程
。

另外 已有的研究
’表明指 导语和训练会影响儿童类别概念的形成

。

本

研究也试图进一步了解语言提示对改进儿童 图形认知的作用
。

研究方法

干扰因素和实验指标

在设计中选取 了 种可干扰几何图形认知的因素

其一是图形的表面特征 颜色和大小
,

以考察在概括中摆脱明显的外部特征的过程

其二是种类 内干扰因素
,

选取与几何图形正常视形差异较大的同种类 图形
,

试图从概

念的内涵方面 了解儿童掌握几何 图形概念的特点

其三是种类外干扰
,

选择在形式上与实验用 图形有较高的相似度
,

但不属于同种类的

图形
,

用来考察儿童对图形概念外延的辨别力
。

我们选择这 种干扰因素的 目的在于从不同方面综合地探讨儿童认知几何图形的特

点
。

本实验又从不 同的角度选取 个操作指标
,

旨在从多维度考察儿童认知几何 图形能

力的发展过程
。

这 个指标是

指认 了解儿童辨认几何图形的能力

称名 了解儿童叫出几何 图形名称的情况

分类 分类能力是儿童初级几何图形认知的基础能力

确认 考察儿童掌握几何图形概念内涵的水平

鉴别 了解儿童 区分几何图形概念外延的水平
。

研究对象

被试为 一 岁儿童
,

共 名
,

分为 个年龄组
。

岁组 人
,

平均年龄 岁

岁组 人
,

平均年龄 岁 岁组 人
,

平均年龄 岁 岁组 人
,

平均年

龄 岁 岁组 人
,

平均年龄 岁
。

选取的年龄范围为周岁上下四个月
,

每组

男女人数几近各半
。

被 试选取 自北京市的两所幼儿园和两所小学
。

实验材料

采用 种几何图形
,

分别为长方形
、

三角形
、

梯形
、

椭圆形
、

平行 四边形
。

每种图形为一

类
,

共 类
,

每类有 张
,

总共 张
。

其中各类图形分大小不同 大小面积相差约 倍 和颜

色不 同 红黑两种颜色
,

还有种类 内干扰的确认图形各一张
,

种类外干扰的鉴别 图形各一

张
,

此外每类还有 白色的中等大小的图形一张
。

能摆放全部实验图形的呈示盘一个
。

实验步骤

称名和指认 主试 随机一一 出示 图形卡片
,

要求被试说出名称
。

如被试不知道就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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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他
,

但只记录其主动说出的结果
。

其后主试将 种 白色图形 张 同时呈现
,

并 随机分

别说出图形名称
,

每说一个名称要求被试指出相应的图形
。

分类 将 张 张称名和指认用的白色图形除外 分类用的图形 随机摆放在呈示盘

里
,

要求被试进行分类
。

指导语是
“

请你把同一类的图形选出来放在一起
。 ”

有 时对年龄

小的儿童要补充一句
“

请你把是好朋友 的图形拿出来放在一起
。 ”

并告诉儿童不能归类的

卡片可放在原处不动
。

归类后询问儿童为什么把一些 图形归在一起
,

并将讲述后纠正错

误的结果也记录下来
。

确认 将 张确认 图形全部取 出 不管归类正确与否
,

一一呈示并询问儿童某 图形

能否 归人某类 比如确认 图形三角形能否 归人三角形类
,

被试 回答后要求他说出能归人

或不能归人的理 由
,

由另一主试作详细记录并记录 自行归类和提 问后纠正错误的结果
。

鉴别 将 张鉴别 图形全部取出 不论在归类时是否被剔除
,

分别呈示
,

并一一询 问

能否将其归人某类 与该图形形状很相似的类别
。

不管被试 回答正确与否都要求他说出

理 由
,

与确认相 同
,

记录下提 问前后正确处理的结果
。

记分

指认和称名取二级记分
,

正确为 分
,

错误和不会为 分
。

分类按四级记分
,

能将不 同

颜色和大小的卡片归为一类记 分
,

按双重标准 分类学特征与外表特征 分类记 分
,

单

纯按颜色或大小分类记 分
,

不会分类记 分
。

确认和鉴别取三级记分
,

能 自行将确认图

形正确归人类别中
,

能正确将鉴别图形排除在类别外
,

都各记 分
,

经语言提示后能纠正

错误的给 分
,

其它为 分
。

结 果

指认几何图形的结果

按
、 、 、 、

岁的组别顺序
,

图形指认的平均正确率分别为
、 、 、

和
。

全体被试五个图形指认的平均得分为 满分为 分
,

标准差
。

这

表明 岁以上儿童 已具备了辨认图形的能力
。

称名成绩比较

从表 可 以看 出
,

几何 图形称名结果受熟悉因素的影 响 熟悉 的图形 长方形和三角

形 均达满分 不熟悉 的图形 平行四边形 称名分数很低
,

一直到 岁才能达到全对 中

等熟悉程度 图形 梯形和椭圆形 的称名成绩随年龄而增长
。

表 各年龄组几何图形称名的平均成绩 分

二
’

二 长方形 ”巍
一 ” ’

梯 形 椭圆雍 一 伞行西五疮

岁

合计

卜 刀

刀 乡

刀 刃 月

力 刀 刀 刀 刃

名 名

岁岁岁岁︸、‘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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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何图形分类结果

图形分类结果从表
、

表 和 图 表现出来
。

从表 可 以看到分类的成绩随年龄有所

增长
,

但同一年龄阶段各种 图形 的分类成绩却没有很大差别
。

通过方差分析检验图形之

间分类 成绩的差 异
,

从 中看 到在分类 时 图形 因素没有显著作用 【
, ,

」
,

这不 同于称名指标 中图形 的熟悉程度对作业成绩的影响
。

因此我们也有理 由将五

种图形进行综合分析
。

此外
,

年龄和 图形的交互作用并不显著
。

椭圆形 平行四边形

幻
了气、夕︸‘们︵妇︺,‘, ,孟

绩类州梯
,占﹃丫、叼们,、气心八伟」年各

住仓住

形表角

一二

,︸,︸气乙,,

一一一住卜住住住一一︸一们︵一一,产八,、、丈曰,
,

饰一

岁岁岁岁气了,凸

岁

合

表 是各年龄组成绩差异检验
,

图 是各年龄组分类能力发展趋势的描述
。

其中
“

正

确分类
”

是指正确地将常规几何 图形归类 这里也包括能正确分类但有个别错误的结果
,

表 各组分类成绩差异检验

年 龄组 岁

︸

袱甲

乙曰,、八曰巧
了气﹄,、

一

表内数字为 值
’

卜住
‘ ’

称 ‘

—
正确分类

一 ·

一 双重标准

奄

一
每一 , · ·

一

、、

一
、 、

‘ , 竺 , 吧竺

岁

年龄组

各年龄组儿何图形分类结果 比较

“

双重标准
”

是指 同时依据图形本质特征和外

表特征 颜 色或大小 两个因素分类
, “

其它
”

指单纯以颜色或大小标准分类和不会分类
。

从表 和 图 可 以看到如下几点

正确分类的成绩变化按年龄可分为三个

阶段 一 岁和 一 岁两个年龄段都无 明

显差异
,

而 一 岁三个年龄组的分类水平逐

年显著增长

双重标准曲线 自 岁以后随正确分类曲

线的上升而迅速下 降
,

其变化趋势与正 确分

类的发展趋势呈反 向呼应

单纯 以颜色或大小为标准分类的 比率非

常小

语言提示 对儿童分类成绩没有 显著作

万

七、

岁绷拭



© 1994-2010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期 李文馥等 儿童认知几何图形干扰因素的研究 】

用
。

确认的结果

表 各年岭组确认的平均成绩 分

长方形 三角形 梯 形

一

一

椭圆形 平行 四边形

一
岁

岁

岁

岁

岁

合计

,

乡

月

、,一‘曰乙、八一︺,乙,,了一氏队住住让住、尹一一月咔,八,、月马一,,一氏住住住住、了一八,气︸气︸月崎八曰,一一
护
,夕八一以住住住氏住

在确认任务 中各几何图形间的成绩是有显著差异的 〔
, , ,

但年

龄与图形之间的交互作用并不显著
,

各种 图形确认的发展是 同步的 一 岁儿童的确认成

绩都很低
,

岁以后才开始逐年有明显进步
。

表 各组确认成绩差异检验

年年龄组 岁

之

刃名

表内数字为 值
’ ”

鉴别的结果

各图形间鉴别成绩具有显著差异 【
, , ,

而且随着年龄的增长

各图形鉴别的成绩也有不 同的改变
,

表现为图形与年龄的交互作用显著
,

即不 同图形鉴别

认知发展的速度是不同的
。

表 各年龄组鉴别的平均成级 分

长方形 三角形 梯 形 椭圆形

、夕一产一,一住住住住住让
、一,,︺,丁一,,一住仪氏压

曰,了

一

岁

合计 乡
一

夕

一

平行四边形

一

一

一,口一仓住让

,工,权曰

岁岁岁岁、︺了卜门产入

从表 确认成绩 和表 鉴别成绩 的 比较中看到
,

一 岁儿童的鉴别成绩明显低

于确认成绩
。

表 说明语言提示对 一 岁儿童的确认成绩和 一 岁儿童的鉴别成绩有 明显的促

进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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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语言提示对确认和鉴别作用的显著性检验

确 认
巾 二

万 ,

幸

咖

鉴 别

名

乡

岁岁岁岁亡,

岁

表内数字为 值
甲

刀 ⋯

各年龄总成绩差异比较

各几何图形在不 同指标上的成绩差异程度是不 同的
,

但是通过回归分析发现各图形

对总成绩 的贡献是没有差异 的
,

因而可 以把每个被试在各个图形上 的成绩累积在一起来

表示总成绩
。

表 是各年龄组总成绩 的差异 比较
,

可 以看 出 一 岁是儿童几何图形认知

能力迅速发展 的阶段
。

各年岭组成绩差异比较 分

。

一
︸︸

﹄
︸年龄组 岁

表

一

—
一 里 ⋯

表内数字为暄
‘

住

采用方差分析检验性别和年龄在几何 图形认知 中的作用
。

结果表明
,

年龄是影 响几

何 图形 认 知 的主要 因素 【
, , ,

性别在其 中不起 显著作用 〔
,

, 。

前面提到各 图形在不同的指标上的成绩差异程度不 同
。

把各图形的成绩累积起来分

析不 同指标对于几何 图形认知 的影 响作用
。

结果说明指标对几何 图形认知是有影 响的

【
, 二 , ,

不 同指标对各图形成绩的影响是不 同的
。

结果分析和讨论

指认实际上是 图形辨认
,

正确地辨认 图形是完成另外 个指标的前提条件
。

从结果

看
,

正确辨认图形的平均成绩达 分 满分为 分
,

这表 明儿童从 岁开始儿童能正确

地辨认常见的或较常见的几何图形
。

称名在很大程度上受学习 因素的左右
,

也受经验影 响
。

几何 图形是物体形状的空间

抽象形式
,

其名称也有经验的概括成分
,

这就给儿童学会称名带来了便利
。

如果结合他们

的经验进行教学
,

儿童是可 以掌握许多几何图形名称的
。

分类能力是儿童几何 图形认知发展的一个重要指标
。

图 的正确分类结果表 明 一

岁儿童 图形分类能力基本上呈随年龄而发展的趋势
,

其 中 一 岁之间出现显著发展
,

这说明 一 岁是儿童几何图形认知能力发展的重要 时期
。

图中双重标准分类的曲线呈随

年龄而下降的趋势
。

下降幅度恰好同分类成绩提高的幅度形成反 向对应
。

这种对应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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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何图形分类能力发展与摆脱双重标准紧密相关
。

本实验中外部直观 因素 颜色和大小 作为单一分类标准的结果 占有很少的 比率
,

这

与过去的研究 的结果非常一致
。

这又一次说明颜色等外表直观 因素单独作为分类标准

在各分类标准的竞争中是弱因素
。

但是本研究 的结果又深人一步探讨了外表直观因素的

作用
。

儿童面对分类任务
,

他们发现有本质特征也有非本质特征
,

在分不清两者孰主孰次

时
,

往往 同时采择两个因素
,

把非本质要素作为与本质要素共存的依据
,

综合成双重标准
。

在这种场合
,

非本质的外表因素就变成影 响正确分类的强要素
。

所 以可 以认为儿童几何

图形分类能力 的发展过程在很大程度上是离析本质特征与非本质直观特征
,

进而舍弃非

本质特征的过程
。

这一点与已有的研究结果
’‘〕是不一致的

。

种类 内干扰是选择属于 同种类的异常视形探讨儿童掌握几何 图形概念 内涵的情况
。

所谓异常视形就是与教科书常用 图形或教 师通常采用 的范形差别大一些 的图形
。

为简

便
,

在文 中称其为确认 图形
。

结果表 明除 岁 以外各组儿童的确认能力都很低或较低
。

实际上种类 内干扰就是 图形 画法变式
,

即变换图形 的非本质特征
,

保持其本质特征
。

从结

果 中可 以看到 岁以下儿童掌握一般几何 图形概念 的确切性是 比较差 的
,

他们所掌握的

概念内涵偏于狭窄
。

通过语言提示 一 岁儿童的确认率都可 以提高 一
。

语言提示

的明显作用说明 一 岁儿童具有扩展几何图形概念 内涵的潜在力
。

种类外 干扰是用非 同种类的相似 图形来干扰分类
,

用 以考察儿童掌握几何 图形概念

外延 的能力
。

本文把这种 图形称为鉴别图形
。

从结果看到
,

儿童的鉴别水平明显低于确 认

水平
。

这种情况一方面反 映了儿童面对要解决 的任务
,

缺乏 对对象的仔细观察和认真审

度 通过语言提示 一 岁儿童的鉴别率可 以提高 巧 一 左右
。

但这种语言提示对

岁组没有显著影响
。

儿童 自己的语言表述说明他们对几何图形概念的理解容易受 图形视

觉表象和 图形 的物理特征 的局 限
。

这表现在他们确认和鉴别 图形 时较多强调 的是 太长

了
、

太尖 了
、

有点粗
、

有点瘦
、

宽了
、

窄了
、

尖应该冲这边
、

太扁了
、

短 了一点
、

这边特别斜
、

象

鸡蛋
、

是挂衣服用的等等理 由
。

这些判断理 由说明儿童是通过视觉线索来理解几何 图形

概念的
。

在他们眼中
,

书本上常用 的图形和教师的范图 占据优势
,

并形成了整体知觉 图形

的定势
。

所以不容易发现非同类相似图形不属于类别的特殊部分
。

年龄是儿童几何 图形认知发展 的一个重要 因素
。

随着年龄 的增长
,

各项指标的成绩

都呈显著性提高 指认完成率都高于
,

因而不存在这一特点
。

而性别在其 中起的作

用不显著
。

这说明男孩和女孩在几何 图形认知发展上能力相 当
、

没有差别
。

本研究采用 了指认
、

称名
、

分类
、

确认和鉴别五种指标综合考察儿童几何图形认知的

特点
。

指认的高成绩表明 岁以上儿童 已具有正确辨 识图形的能力 称名成绩受图形熟悉

因素的影 响
,

这说明称名与经验和教学的关系密切 分类 的年龄主效应显著
,

而 图形 因素

不显著 确认成绩与图形特征有关
,

确认能力的发展受年龄局限 鉴别能力低于确认
,

在鉴

别作业中图形和年龄的交互作用显著
。

可见从多维度研究几何图形认知发展是一种更为

有效的方法
。

我们将 个指标的结果综合起来分析 一 岁儿童几何 图形认知的总的发展
。

从 中

看到从 岁幼儿到 岁的小学 年级学生的图形认知水平没有 明显变化 未见显著差异
,

这说明小学 年级儿童的初级几何认知还停 留在幼儿园 中班的水平
。

看来现在的小学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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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严重地忽视 了小学低年级 的几何知识教学
,

即使幼儿园的孩子在这方面也有很大 的潜

在能力可 以开发
。

本研究 的重要 目的之一就是希望研究的结果能对有关教育工作产生积

极的影响
。

结 论

研究结果说明儿童对几何图形非本质直观特征
、

图形变式
、

非 同类相似图形等干扰因

素的正确处理能力是初级几何认知发展的重要标志

指认
、

称名
、

分类
、

确认和 鉴别多项指标综合评价 比单一指标更能全面和 客观地揭示

儿童几何图形认知特点和发展趋势

同时采择几何图形本质特征和非本质特征双重标准
,

离析本质特征和非本质特征 的

能力是儿童分类能力发展的重要过渡形态

岁以前儿童确 认变式 图形和鉴别非同类相似 图形的成绩都不高
,

反映他们掌握几何

图形概念 内涵和外延的确切性都 比较差

语 言提示 对儿童几何 图形分类的改进作用不大
,

但是对确认和鉴别 图形具有显著影

响

小学
、

年级儿童掌握几何初级知识的水平仅与幼儿园中班的 岁儿童相 当
。

这种

现象应该引起有关教育方面的重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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