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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种分类标准在儿童分类中的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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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考查类概念
,

颜色
、

形状和主题关系四种主要分类标准在儿童

分类操作中的竞争力 并衡 后各分类标准被选择的次序和差别度
。

被试是 一 岁儿童 名

选取儿童熟悉的 个类概念 采用概念同定匹配和配对法
。

结果表明 在 岁以后类概念呈

快速发展
,

岁达基本掌握水平 四种分类标准中感知因素竞争力最弱
,

主题关系在 岁居 高

峰 各种分类标准强弱的等第次序 自 岁后稳定一致 分类标准的差别度随年龄增长而 加 大
,

一 岁是差别度变化的转折点

关键词 儿童
,

分类标准
,

竞争
,

差别 度
,

发展

问题的提出

分类能力是研究儿童概念发展的重要问题
。

分类研究在 年代较为兴盛
,

研究方法

多用自由分类
、

按概念归类
,

并讲述分类依据
,

以考查儿童分类能力的发展 〔’一 ”’。 年 代

将研究延伸到抽象水平不 同的层级类概念 问题
。

主要研究内容有形成类概念的年龄特征

及影响层级概念发展的因素
,

探讨实验材料的感知相似性
,

儿童对分类对象的知识及其对

种类的表征 水平
,

寻找分类标准的难易及其它组织模式与分类层次结构的竞争等 「“ 一“ 〕“ ’。

其中
,

对分类标准的研究所得结论各不相同 有的认为刺激材料的相似性是分类的主要依

据
一 ” 有的则认为幼儿和老年人倾向于按主题关系分类 〔‘ ’ 有的提 出儿童所依据的分 类

标准的发展顺序是 从颜色选择到形状选择再到类概念选择 〔。
等

。

采用的方法多为独立分

类
、

按层级概念归类以及用不同分类标准分另 与类别标准比较等〔’。一

川
。

本实验的主要 目的是进一步探讨各种分类标准在儿童类概念结构发展中的地位和它

们之 间的动态变化
。

研究的主要问题是 一 几种分类标准处于同一实验情景的条件下

它们之 间的竞争关系如何 二 各分类标准在不 同年龄阶段竞争力的差别度如何变化
。

实验方法

研 究对象

被试是 一 岁儿童
,

按年 岁分为 个年龄组
,

每组 人
,

共 人
,

男女各半
。

年龄

组的取样范 围为周 岁 土 个月
。

随机取样
,

取 自北京市 区中等教育水平的幼儿园 和 小 学

本 文 于 年 月 日收 到
。

, 本研究是 国 家 自然科 学基金 资助 项 目
。

, , 樊 艾 梅原为 中国 科 学 院 心理 研究所硕 士 研究生

樊 艾梅
,

影响幼儿层 级类概念动态发展 因素 的研究
,

中国科学院 心理 研究所硕 士 学位 论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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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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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
。

实验材料

选定 个实验用类概念
。

这 个类概念 猎 水果
、

动物
、

蔬菜
、

服装 衣服
、

交通工具
、

文具和家具
。

这些概念所表示的都 是被试 日常生活中吃穿用的东西和所喜爱的事物
。

每

个种类有 套图片
,

共 套图片
。

每套图片 由 张图组成
,

总共 张
。

每套图片的编制结

构是 张 目标图
,

张选择图
,

目标图为种类概念的一个代表物
,

每张选择图与目标图

的关系各不相同 见表
。

表 选择图片的编制结构

选 择 图 选 择 图 与 目 标 图 的 关 系

同类 不 同形
,

不 同色
,

无 主 题关 系

同颜 色 不 同类
,

不 同形
, 无 主 题关 系

形 状相 近 不 同类
, 不 同色

,

无 主 题关 系

有主 题关 系 不 同类
,

不 同色
,

不 同形

选择图 与 目标图属同一种类
,

选择图 与 目标图 同色
,

选择图 。 与 目标图 形 状 相

似
,

选择图 与 目标图有主题关系 选择图片编制的图例见附图
。

实验程序

实验一 考查各分类标准在不同年龄阶段竞争力的强弱及其变化
。

采取选择匹 配法

个别实验
。

预备实验是让儿童按实验程序选择玩具图片
,

使被试了解实验要求
。

实验开始时先让

儿童一一辨认实验用的全部图片 张
,

并要求说出图片名称
。

如有不会的
,

主试就教

会他
。

正式实验时
,

先 出示一张 目标图
,

让被试说 出该图名称
,

然后把 四张选择图排列在

目标图下方
,

要求被试从中选 出一张与 目标图
“

是同一种类的
”

图片 如果被试有困难
,

就

补充要求选 出与 目标图
“

是好朋友
”

或
“ 是一家的

”

图片
。

被试选定后
,

询问其选择理 由
,

并详细记录
。

一个半 、时以后重复做第二次
。

实验二 考查 各种标准被选择次数的等第次序和 它们之 间的差另
。

采取对偶 比较法

个别实验
。

将每套 图片的 张选择图 见表 按 一 配成 对
。

实验时将 目标

图置于被试面前
,

让他说出图片名称
。

然后将一对选择图放在 目标图下
,

让儿童选一张与

目标图是
“

最好的朋友
”

的图
,

依次选完 对
。

为了避免排列的空 间误和选择先后的时 间

差异
,

将各对的呈现次序分别作了有计划的安排
。

套图片的先后顺序随机排列
。

结果及分析

两次选择匹配结果的一致性

为了提高实验信度
,

让被试对实验一做两次选择匹 配
,

所得结果列入表
。

为 了检验前测和后测的一致性
,

采用 列联相关方法对两次选择作重 复

量数的一致性检验
,

结果如表 所示
。

表 表明两次选择匹配的结果在各年龄组都有很高的依存性
。

这说明在本实验条件
,

”
’

二 ,

⋯
。

二 二了 · 一 , 一 丫二熏
。

·

。‘相关 系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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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年 龄 组 岁 组

先后两次选择匹配结果 人次

岁 组 岁 组 岁 组 岁 组

标 准 项

八曰︸自月心,︸‘,占,上,一,卫乙﹄﹄内己吕,︺︺工巧︺勺一八廿‘任一﹃‘︺︺八一曰一勺︼,一︸‘曰气︵片了

︸了月了

,上

月恤月已户亡八」一勺一﹄

上

︸‘人曰八几七亡月,今白八舀,几山︸心‘勺白,目

,一月了叮白八︺口‘

匕,洁︸乙︸了巴」,气八冲一亡

水 果

功 物

交通
工具

蔬 菜 孟
,卫心‘,工五

巧拓

一八卜︸︹几﹄弓‘︸‘月了

山,自,‘从止曰八妇
几

翻司卫口工乃︻了月了内卜

︸︻口﹃了﹃汽︹了︸巴︵了皿次次次次次次次次次次次次次次

工,‘‘,山

衣 服

文具

家具

注 每组人 数 为 名
。

空 位是 人 次
。

表 两次选择匹配结果的 检验及列联相关

’

自由度 相关 系 数 显 著性

岁 组

岁组

岁 组

岁 组

岁组

。

。

。

。

。

。

。

。

。

。

。

下儿童分类操作中的选择具有相当稳定性
,

是可信的
。

选择 匹配结果与选择理由之间的一致性

将被试讲述的选择匹配理 由按不 同选择标准 即以类另 关系
,

颜色
、

形状和主题关系

等 归类
,

然后将所述理 由与匹 配的结果做一致性检验
,

并计算两者间的 列联相关
。

统计数据列入表
。

表 选择和理由的 检验及列联相关

年 龄组 自由度 相关 系 数

。

。

。

。

。

。

。

。

。

显著性

匕︸土,

表 的检验表明 儿童的选择匹配与所依据的标准之 间有很高的一致性
。

表 和表

说明
,

将各种分类标准置于同一操作场合进行选择匹配的实验设计是揭示儿童 分 类 依

据及其发展情况的有效手段
。

各种分类标准的竞争力

因为两次选择匹配的结果有很高的一致性
,

我们将两次选择结果相合进行统计
。

各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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叨别

曰门︻‘召︺

︵水

八曰叼招吠聋月

一一一京一飞一一代

年龄组

图 四 种标 准 随年龄变 化的趋势

龄组选择不同标准的人次百分比和各种标准的竞争趋势如图
。

从图 中看到

主题关系在 岁前是具有相对优势地位的强要素
,

其它三种标准都是处于接 近 同 等

地位的弱要素
。

其中主题关系在 岁年龄阶段居高峰
。

这说 明主题关系是儿童类概念发

展中的过渡性要素
,

它在发展进程中具有重要意义
。

颜色和形状两种感知要素
,

作为选择标准
,

在各年龄组都是缺乏竞争力的弱要素
。

它

们对 岁阶段儿童的分类活动几乎没有影响
。

类概念在 岁以后跃居主导地位
,

成为具有最大竞争力的强要素
。

各种分类标准竞争力强弱变化的转折期是在 一 岁年龄阶段
。

各种分类标准发展变化的速度和年龄阶段性

各种标准被选择匹配的人次随年龄增长表现出各不相同的发展和变化趋势
。

这种变

化在相邻年龄组间的差异检验列入表
。

表 表明

表 各标准在相邻年龄组间的百分比差异检验

类概念 颜色 形 状 主题关 系

一 岁

一 岁

一 岁

一 岁

。

一 。

一 。

二
一 。

一 。

。

。

。

一 。

。

。 。

。 中

表 内数字为 值 , , , ,

二
,

组
。

负值说 明大年龄组 的选择数大 于 小 年 龄

类概念的发展速度到 岁以后各年龄组 间的差异都是极显著的
。

这说明 一 岁时

期儿童类概念的发展速度一直是很快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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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关系的变化自 岁以后从高峰期迅速下降
,

在各年龄组 间的差异也都是 很 显 著

的
。

这种显著变化说明主题关系的减弱是儿童类概念发展过程 中的重要特征
。

各种分类标准的等第次序及 它们之间的差别度

实验二采 用配对比较法考查各种标准之 间的差别程度
,

所得数据列入表
。

表 配对比较的选择结果 人次

年 龄 组 岁 组 岁 组 岁 组 岁 组 岁 组

标 准 项

水 果 了

动 物 刁

交通 工 具 遗

蔬 菜

衣 服

文 具 芍

家 具

表 结果的处理采用吉福德
· ·

配对 比较的简捷统 计 法 〔‘“ 〕,

以 估 计 次

数之 间间隔的相对关系
。

计算中将 值转换为 值
,

用 值评量配对比较的结果
。

将 值

以 表 的刻度表示
。

表 了 四种分类标准的等第次序和差别度量表

” 岁组鼠 书

岁至目

一
一

〔

一

瑞
卜 岁组 日公曰”加 一 二 一

类概念

颜 色

形状

主题关 系

岁组扮 一 一布
一

、

一二

、 岁组流 一 一占一 一一习

度 忿成益六芯擂漏前式衬下渝勺牛几

从表 看到

在
、 、

岁组
,

四种标准被选择的差另 度 」
、 , 了

、

岁组差另 度非常明显地增大
,

一 了岁阶段是差别度从小到大变化的转折期
。

颜色和形状两个标准之 间的差距在各年龄组都很小
,

且非常接近量表的最小刻度
,

尤

其是在 岁以后
。

各分类标准在量表中的等第次序
,

在
、

岁组 是一致的
,

依次按
、 、 、

排列
,

、 、

岁组都是 排在最前
,

其它三种的顺序有参差
。

这又一次说明在幼儿阶段主题

关系的重要性和 岁以后儿童在分类活动 中对所依据的标准的稳定性
。

讨 论

研究方法的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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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实验通过对选择图的编制
,

控制了选择图与标准刺激图的关系
,

使之与标准图之间

只有单一的关系而不能同时也具有四种关系中的其他关系 详见表
。

在实验安排上让

主题关系
、

感知相似的形状和颜 色
、

类概念关系四种分类标准处于平等竞争的条件下
。

这

样设计有利于考查儿童头脑中各种分类依据与标准刺激之间联系的强弱程度
。

它们之 间

联系得越强
,

越容易被提取
,

从而被选择的机会就多
。

某些独立分类研究
,

呈现给被试的材料既有类别关系同时也具有主题关系或 感 知 相

似关系
,

这往往给准确分析实验结果带来影响
,

甚至会产生一定的歧义
。

已有的非独立分

类的各种变式设计
,

往往是某一个分类标准与类概念做比较
。

这样
,

实验结果难以在各种

分类标准之 间作出比较
。

本实验的设计和程序安排解决了上述问题
。

实验一中的前测
、

后测的高度一 致 性 也

说明 了本研究的方法是可行的
。

对主题关系的选择程度是幼儿期分类能力发展的重要标志

关于儿童分类能力的发展和分类依据的转移
,

研究者们提 出了颇 多见解
。

基 本 看 法

是 最初儿童是以物体感知特点的相似为分类依据
,

进而以主题关系 生活经验中事物之

间的联系 作为分类标准
,

其后发展到按功能分类
,

最后达到类概念水准上的分类
。

也有人

认为感知相似性是儿童早期分类的主要依据
。

本研究的结果表明在幼儿期儿童分类的主要 依据不是感知 相似性而是主题关系
。

这

种现象说明在儿童 日常生活活动中经常联系在一起的事物
,

在儿童头脑中已建立 起 牢 固

的联系
,

因而能被优先提取
。

可以认为主题关系是一种生活经验的图式
,

它在儿童心理操

作上的难度比类层级结构容易得多
。

近年来关于图式和事件表征等研究也证明了对 日常

生活情景的表征和记忆是儿童对周 围世界进行加工的重要方式
。

本实验 中主题关系在幼

分类中的优势地位和在小学低年级儿童分类中的重要地位也都说明
,

这个标准 是 幼 儿

期儿童分类的重要依据
。

但是它在幼儿期分类中的重要程度并不是一成不变的
,

而 是 动

态变化的
。

岁儿童的加工方式突出地依赖 日常生活经验
,

依赖程度显著地高于 岁和

岁儿童
。

这一结果与 年代王宪铀等研究中的现象是一致的
。

重视这种现象对幼儿认识

能力的发展
,

对提高幼儿类概念和分类能力水平的教育工作是很有意义的
。

感知相似性不是儿宜分类的主要依据

本实验结果表明感知相似的形状和颜 色标准是幼儿分类依据 中的次要 因素
,

是 小 学

初期儿童分类依据中的最弱 因素
。

以往的研究之所以突出了感知 相似的重要性
,

很 可 能

与实验设计和材料有关
。

例如 有的研究仅凭感知相似性与类概念比较
。

在这种场合
,

当

儿童感到完成课题任务困难时
,

往往倾 向于寻求结构容易的组织形式
。

这种实验设计对掌

握类概念困难的儿童
,

特别是幼儿
,

会产生寻求感知相似特征的某种诱导作用
。

有的研究

采用形色二维形式的刺激图形作为分类材料
,

这对掌握几何图形概念的 内涵和外 延 因 难

的儿童来说
,

自然地会寻求形状和颜 色的相似作为 自己完成任务的依托
。

层级类概念研究

中
,

关于儿童最先获得基本类概念的观点已被公认
。

但有的研究者提 出
,

基本类概念所内

涵的事物本来就具有高的或较高的相似性
,

因此他们认为儿 童最初对基本类概念 的 归 类

很可能是以感知相似为依据
,

而不是依据基本类概念特征
。

控制类概念的层级水 平 和 刺

激物的感知相似程度用来考查上述研究
,

结果说明
,

感知相似是影响幼儿类概念的因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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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影响程度因不 同条件而异
。

同时也说明了感知相似并非幼儿分类的主要依据
。

按皮亚杰的观点
,

类别最初是感性的
,

而不 是感知的
。

其意思 是说儿童早期的分类属

于实践的分类
,

是建立在同化图式基础上的集合分类
,

其内涵与经验的抽象关联
。

而感知

本身不能构成类另
,

因而也不能产生类的运算 〔‘“ ’。

本研究着重减少实验材料特征的影响作用
,

排除各种分类依据的重合与相互干扰
,

突

出了各标准的特征
。

这对揭示和分析不 同分类标准的作用的异同是有利的
。

所得结果与

有些研究的不同在于 感知相似不是儿童分类的主要依据
。

这与皮亚 杰 的 观 点是 一 致

的
。

分类标准的差别程度

表 了的量表是用以衡量不同分类标准被选择频度的差异以及这种差异随年龄增长而

变化的趋势
。

需要说明的是
,

它是相对的度量尺度
,

数值不具有绝对的意义
。

它只表示各

分类标准主次地位的等第次序和它们之间差别的大小程度
。

、 结

本实验研究主题关系
,

形状
、

颜色
、

类概念四种分类标准在儿童分类中的竞争力及其

差另
。

研究对象是 一 岁幼儿和小学低年级儿童
。

采取选择匹配和配对 比较法
。

根据

所得结果提出了儿童分类行为的功能发展的描述
,

其结果与已往的研究有所不 同
。

本研究强调 了主题关系对幼儿分类的重要性
,

提 出主题关系是幼儿分类 中竞 争 力 最

强的分类标准
,

到小学低年级
,

它仍占有不可忽视的重要地位 感知相似特征在儿童分类

中是缺乏竞争力的弱 因素
。

这一点与已往的研究不 同
,

但在解释方面 与皮亚杰的 观 点 相

近 类别标准从 岁以后开始快速发展
,

到 岁达到基本掌握水平
。

采用量表衡量各种分类标准的差另程度
。

在幼儿期
,

四种分类标准之 间有差异
,

但差

另 度不大 七八岁阶段分类标准之间的差另 明显增大 一 岁是这种差别 由小变大的转

折期
。

量表中的数值是相对量度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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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图 实 验 图 片编制 图例

图例 的类概 念是 蔬 莱
。

目标 图是 红 色萝 卜
,

选择 图 是 青菜
,

是 红

色旗子
,

是黄色气球
,

是 白色兔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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