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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本文介绍美国印第安纳大学克拉克博士对儿童进行绘画能力测验的方法
.

绘画等艺术始终是人们表达感情
、

文流思想和活跃
、

丰富生活的重要手段之一
。

人们斋

要艺术
,

生活离不开艺术
.

过去是这样
,

现在是这样
,

将来也是这样
。

且不说中国的孔子时代或古希腊的亚里斯多德 伪J . 加也 )时代人们对绘画艺术的哲学

探讨
,

就以近代的研究来说
,

早在一百多年前
,

英国的一个教师库克 (曰比
~

r o 扣k e )率先于

18 8 5 年在《伦敦教育杂志 》(L
o n d on

’: J o 山恤川ot E劝u Ca ti o n ) 上发表了他对儿童绘画特点的分

析报告
。

随后
,

意大利人瑞西 (。叮. d o

耽
d ) 出版了《儿童的艺术》(Th

。 人武 。f ‘ Ch il d )的专

著
.

以后
,

对儿童绘画能力的研究曾一度象潮水般地涌通了欧美各地
.

到 1 9 2 6 年
,

古德依纳

芙 ( F
.

G 以劝. 皿幼 )出版了她的 《绘画测智力》(M欢口叮
em en t o f恤

ellig
e n Ce by D ra w in s ) 一

书
。

书中指出了一 一从儿童的画人作品中可以看出儿童的智力发展水平
,

即通过让儿童画

人
,

可以测量儿童智力发展的一般水平一一的观点
。

古氏在书中还较详细地阐述了测量和

评价的方法
。

后来
,

这一方法被人们称为古氏画人测验 (。以川. 叱沙
, : 。饱w 一 A 一 Pen泊 n

介成)
,

这可以认为是测量儿童绘画能力的第一个量表
。

后经哈利斯(D
.

B
.

H aJ 比is) 修订和标

准化后叫做古一哈氏绘画测验 (。以过e

~ gh 一H a rr 臼 n 饱w in g T es t)
。

画人能力测验后来经过多次修订和标准化
,

它 以其独特的优点 (如能引起儿童的兴趣
、

省时
、

易于实施和无需设备或工具等)寡得了广大的使用者
,

即使现在
,

它也是心理学界最受

欢迎的能力测验量表之一
。

然而
,

正如该量表的修订者之一哈瑞斯所指出的
,

绘人能力测验作为测量儿童的一般发

展或成熟水平是非常实用的
,

但它不能作为测量和筛选具有特殊才能的儿童之用
.

也许这是

画人能力测验的美中不足之处
。

虽然
,

人们都知道画人也是绘画
,

但画人能力毕竟不同于绘

画能力
。

显然
,

后者要更全面
、

更复杂
.

为了达到能有效地发现和鉴别有杰出绘画才能的儿

童的目的
,

美国印第安纳大学 (In dia n a U ni ve rs ity ) 的克拉克(0
.

。肚k) 博士等于 19 8 3 年开

始着手编制能用以筛选和鉴别具有特殊绘画才能的测验
。

经过几年的努力
,

于 19 8 7 年首次

发表了他们的研究结果
,

并公开了他们的测验即克拉克绘画能力测验 ( 。肚k
’。 D ra w in g

Ab ili ti o T es t 一 一CD AT )
。

整个测验要求儿童完成四个任务
,

即画四幅画
:

(l) 画一栋有趣

的房子
,

要求是
,

设想你是在马路对面看到这房子的 , (2 ) 画一个正在快速跑步的人 ; (3 )

画一幅你和小朋友 (或小伙伴 ) 在校园里一起玩的画 , (4 ) 根据自己的想象画一幅幻想作

品 (画 )
.

另外
,

要求孩子用铅笔画
,

还要告诉孩子
“画出自己认为最好的画

” ,

要求在 15 分

钟内完成
。

克拉克等认为
,

通过这四个方面就能较充分地体现出儿童的视觉艺术能力
。

该测

验经多次使用后
,

人们发现
,

它不仅能较有效地测出儿童的绘画天赋
,

而且对更广泛的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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觉艺术才能也有较明显的测量和鉴别效果
.

因此
,

克拉克测验被一些专家认为是
“

能有效地

筛选和鉴别视觉艺术天赋儿童的实用测验
” .

克拉克绘画能力测验不仅有较高的内部一致性
,

而且
,

该测验的四个任务与有关的指

标和空间能力测验之间有显著的相关
.

下面是克拉克测验与教师评定和儿童填图测验 (

。川山. n , s.
Em

卜泪d ed Fi gu
r , T 已蛇一一CE FT )之间的相关情况 (表 1 )

。

从表 1 中的数据可以看

出
,

cD AT 的四个任务之间有高度相关
,

这说明 C D A T 的信度较好
,

而各个任务与教师评定

和 CE FT 测验之间的显著相关则说明 CD AT 有较高的效度
.

衰 1 CD AT 侧验与其他指标之间的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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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代表C D A T 侧验中的四个任务
。

C D A T 测验不仅有较高的信度和效度
,

而且对使用者也没有特殊的要求
,

也无需受专

门的训练
。

克拉克测验的实施很简单
,

但评分标准和评分过程可能对一般人来说有点困难
,

因为
,

它没有一个能让人对照着划
“

了
”
就能评分的标准

。

它要求对儿童的作品作较全面的

评价
,

因此
,

它要求评分人对绘画艺术有一定的基础
,

或有懂艺术的专家参与和协作
。

在评

分时一般要求有两名艺术家和一名心理学家一起评定
。

不过它也不是没有一点准则可循
,

否则
,

太强的主观性会降低测验的鉴别力
。

它把儿童的画分成四个特征方面
,

每个方面又

包括几个项目
,

每个项目分成 1一 5 个等级
,

每个等级为 1 分
。

具体的评分标准可用表 2 来

概括
.

根据这一评分标准
,

教师或主试就可以对每一个受试儿童的作品一一评分
,

并根据

各人的分数区别绘画能力的相对水平
,

供艺术学校选拔学生时参考
。

由于 CD A T 测验的目的是筛选和鉴别具有绘画艺术 (或视觉艺术 )天赋的儿童
,

而不是

用来测定一般儿童的绘画能力
.

因此
,

该测验没有设立常模
.

在这一点上它与其他的心理测

验不同
,

它也没有一个能区分
“

超常
”
和

“

常态
”

的分数标准
.

测验的编制者克拉克认为
: “

要

给克拉克绘画能力测验设定一个能 区分
‘

超常
’

和
‘

常态
’

的分数的分界线实际上是不可能

的
,

因为
,

在该测验上各学校之间的成绩有显著的差异
,

各学校招生时的标准也不一样
,

而

该测验本身的目的就是为一些艺术学校招生和培养艺术才能优秀的学生时提供参数
,

并不

是给测定整个儿童群体的绘画能力提供常模
. ”

由于克拉克测验的这一特殊目的
,

决定了它

不可能被用作大面积筛选的工具
。

实际上要把它作为大面积筛选工具是不可能的
。

因为
,

该

测验的四个任务对于绝大多数的普通儿童(即非艺术超常的儿童 )来说太难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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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克拉克绘画能力测验评分一览衰

特特征方面面 项目目 等级级 得分分

感感觉特征征 线条条 1 2 3 4 55555

形形形状状 1 2 3 4 55555

结结结构构 1 2 3 4 55555

汤汤汤义义 1 2 3 4 55555

形形式特征征 匀称性性 1 2 3 4 55555

平平平衡性性 1 2 3 4 55555

组组组合合 1 2 3 4 55555

一一一致性性 1 2 3 4 55555

表表达特征征 墓调调 1 2 3 4 55555

独独独特住住 1 2 3 4 55555

技技术特征征 技巧巧 1 2 3 4 55555

处处处理手法法 1 2 3 4 55555

总总 分分分

因此
,

在使用克拉克侧验筛选或鉴别儿童时
,

尤其是当孺要从许多儿童中选拔艺术学校

的学生时
,

首先要对这些儿童进行预选
。

筛掉大部分看来在艺术方面没有多大潜力 (或许在

其他方面会有杰出的表现 )的被试
。

最后参加 CD A T 测验的儿童因符合下面几个方面的条

件
。

这几个条件是
:

(1) 在视觉艺术的一个或几个方面有浓厚的兴趣 , (2 ) 在视觉艺术的某

些方面有一定的经验
,

即参加过一定的创作活动 , (3 ) 在视觉艺术方面有较强的成就动机和

自信心 , (4) 成就测验的分数至少比学生当前所在的年级高两个级别 , (5 ) 智力测验的分数

应在中等以上
,

如果以智商为标准
,

那么
,

智商应在 1 00 以上
,

(6) 正在专设的超常班中学

习
。

在这几个条件中
,

前三个的主要依据是教师
、

家长或研究人员主观印象和孩子的日常表

现和创作经历等
,

因此
,

相对来说有一定的主观性
,

后三个条件的依据是一些测验的结果和

儿童的学习成绩等
,

因而客观性较好
。

根据研究者的经验
,

一个学生想进入艺术学校并希望

能有较好的成就
,

他 (她 )应该基本上能满足上述几点要求
。

当然
,

在实际使用 cD A T 测验中
,

具体到某个儿童时
,

并不一定要满足上述全部条件

后才能作 C D A T 测验
。

如果有人产生这样的观点
,

即只有全部符合上述条件的儿童才可以

作 CD A T 测验
,

那就太错误了
。

其实
,

只要谁愿意
,

随时可以给任惫一个孩子作 CD A T 测

验
,

而 且
,

完全有可能在没有别的参照指标的情况下
,

任选的一个孩子在 C D A T 测验上得

高分
.

出现这样的事一点也不奇怪
,

这说明这孩子有较好的绘画艺术 (或视觉艺术 )的才能
。

上面所说的六个条件是针对艺术学校的招生和筛选而言的
。

值得指出的是
,

视觉艺术包括了许多方面
,

而克拉克绘画测验也不是万能和完美无缺

的
。

它虽然在筛选和鉴别绘画艺术(或视觉艺术)才能超常的儿童时有较好的预测性
,

但测

验本身还存在着一些不足
。

其中
,

没有年龄级别使不同年龄的儿童之间不能比较是一个主

要的缺点
。

另外
,

评分的标准不可避免地会带有主观性
。

这些都是 CD A T 测验需要进一步完

菩的地方
。

最后
,

由于 C D A T 测验只在美国使用过
,

在我国 目前尚无使用 C D A T 测验的正式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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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
,

因此
,

它是否适用于中国的文化背景还需要我国研究人员的努力
.

或许
,

根据我国的

实际情况可以发展一个更有效的鉴别视觉艺术超常儿童的测验
.

中国需要这类的测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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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7 9一 19 9 0 年中文心理学文献题录出版

一
、

由心理所文献情报研究室编录的《中文心理学文献题录》已出版
.

该题录是依握我所文献情报研究室建立的《中文心理学文献数据库》中收集的最主要的

10 份心理学刊物的文献整理而成的
,

其刊物是
:

l、(心理学报》自 1 9 7 9一 1 9 9 0 年 ;

2
,

《心理学动态 》自 19 a 3一 1 5 9 0 年 ;

3
,

《中国心理卫生杂志》自 1 9 8 7 一 1 9 9 0 年 ,

4 ,

(心理科学通讯 )自 1 9 8 1一 1 9 9 0 年 ,

5
,

《外国心理学 》自 1 9 8 1一 1 9 8 5 年 ,

6
,
《心理学探新》自 1 9 8 3一 1 9 9 0 年 ;

7 ,

《心理发展与教育》自 1 9 8 5一 19 9 0 年 ,

8 ,

《社会心理研究》自 19 9 0
.

1一 1 9 9 0
.

‘期

9
,
《中华心理杂志》自 1 9 7 9一

9 5 5 年 ,

1 0
,

《应用心理学 )自 1 9 8 6一 1 9 9 0 年
。

共收录 4 5 0 0 多篇题录
,

便于读者查阅
,

欲购者请汇款到
“

邮编 1 0 0 0 1 2
,

北京中国科学院

心理研究所情报室夏钟丽收
” ,

每册 3 元
.

二
、

《心理学动态》自 19 8 3 年一 1 9 9 0 年尚有余册
,

还未购到的也可从速购买 (共 32 册 )
,

如整套购买
,

优惠价 36 元
.

夏钟丽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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