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8 卷第 2 期

19 , 3 年 5 月

应 用 心 理 学
CH r呵E SE JO U R N A L O F A PPLIED PSY CH O L O G Y

V o l
.

8 N o
.

2

M . y 1 9, 3

我国 3一6 岁壮族与蒙族儿童
颜色爱好的比较实验研究

¹

张增慧 林仲贤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 )

摘 要
本文报告 了我国 J- 币 岁壮族与笨族儿童直色爱好的异同

.

结果表明
: J一‘岁的壮族儿童的喜爱担

色顺序为红
、

黄
、

琢
、

任
、

白
、

萦
、

盖
、

篮 ; 荤族儿童的喜爱顺序为萦
、

红
、

篮
、

绿
、

任
、

黄
、

黑
、

白
。

不同民族的儿童获色爱好
.

表砚有其共同性
.

也有其差异性
。

_ 2 ! 侣旨
、 J I 万刁

人们发现很小的婴儿就已经对颜色有喜爱的表现
.

有材料表明
,

4 个月的要儿就表现

出对红色有一种特别爱好的情绪
.

人类对不同颜色爱好可以因年龄
、

性别
、

文化背景
、

民

族习惯以及地理条件等因素而变化
.

K a tz 等 ( 19 22) 对西方 5一 15 岁儿童进行的颜色爱

好的研究结果表明
,

颜色爱好的顺序是 : 蓝
、

绿
、

红
、

紫
、

橙
.

温肇桐 ( 19 31) 对中国小

学生颇色爱好的调查结果
.

其顺序是 : 男生是紫
、

黄
、

橙
、

绿
、

红
、

青
、

黑
、

白 ; 而女生

是绿
、

橙
、

紫
、

红
、

黄
、

青
、

白
、

黑
.

60 年代陈立
、

汪安圣对中国儿童的颜色爱好的研

究结果表明 : 从学前到学龄没有多大变化
,

次序一致
,

最先是红
,

依次是蓝
、

绿
、

黄
.

Ey scn ck ( 194 1) 总结了许多人对不同民族的颜色爱好调查结果
,

指出 : 各民族间对颜色

爱好存在某些差别
,

但也有其一些共同的倾向
.

我们是多民族国家
,

近年来我们曾分别对

不同民族儿童进行了颇色爱好的探讨
,

以了解我国不同民族儿童对颜色爱好的异同
,

本文

报告了 3一6 岁壮族与蒙族儿童的实验结果
,

并与朝族与汉族儿童的实验结果作了 比较
.

一 石葬空女牛
一

、 . , 尸
二

声 几‘了 J , J .

几

实验材料 : 用于本实验的是 8 种常见色的正方形色片 ( 3
.

sctn x 3
.

sc m )
,

即红
、

橙
、

黄
、

绿
、

蓝
、

紫
、

黑
、

白
.

色片色度值用日本产 302 型色差计测定
,

其色度值均落在所

要求的色域范围
,

符合实验要求 (见表 l)

山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的部分内容
本研究承广西壮族自治区第二保育院及内蒙呼和法特蒙族幼儿园领导与老师的大力支持与协助

.

表

示感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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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对象 : 参加本实验的儿童分别为壮族儿童及蒙族儿童
.

壮族儿童选自广西壮族 自

治区的壮族幼儿园
.

年龄 3一6 岁
,

共 76 名
。

其中 3 岁
、

4 岁
、

5 岁各 20 人
,

6 岁 16

人
,

均男女各半
.

蒙族儿童选 自内蒙呼和浩特蒙族幼儿园
.

年龄 3一6 岁
,

共 64 名
,

其

中 3 岁
、

4 岁
、

5 岁
、

6 岁均各 16 人
,

男女各半
.

实验前均经过颜色检查
,

色觉正常
.

实验步骤 : 实验时由当地民族教师协助
,

实验是个别地进行
.

主试将 8 种色片随机地

放在儿童面前
,

并对参加实验的幼儿说 : ‘

小朋友
,

这里有很多色片
,

请你把你认为最喜欢

的颜色一块一块地挑出来
,

要先挑出最好看的硕色
’ .

当儿童每挑出一种颜色后
,

主试

说 : ‘

好
,

挑得很好
,

继续挑下去
, .

儿童依次挑选
,

主试记录挑选颜色片的顺序
.

8 种颇

色片全部挑完为止
.

顺序记分为
,

1 号为 8 分
,

2 号为 7 分
,

余此类推
.

被试为 20 人
,

满

分为 8 x 20 = 128 分
.

为比较方便
,

结果均以分数百分比表示
.

三
、

结果分析

实验结果见表 2
、

表 3 及表 4.

试试
” ” 果果 结果顺序序

lllllll 222 333 444 555 666 777 888

333 岁岁 颜色色 橙橙 黄黄 红红 紫紫 白白 绿绿 黑黑 蓝蓝

分分分数%%% 5 7
.

555 5 5
.

000 5 4
.

000 5 2
.

555 4 7
.

555 4 3
.

555 3 8
.

555 3 6
.

000

444 岁岁 颜色色 黄黄 红红 绿绿 白白 橙橙 黑黑 蓝蓝 紫紫

分分分数%%% 68
.

555 67
.

000 6 5
.

000 59
.

000 56
.

555 5 4
.

555 51
.

555 4 6
.

555

555 岁岁 颜色色 红红 黄黄 绿绿 橙橙 黑黑 蓝蓝 紫紫 白白

分分分数%%% 85
.

555 7 1
.

000 6 5
.

000 6 1
.

555 40 .000 39
.

555 39
.

555 38
.

555

666 岁岁 颜色色 红红 黄黄 绿绿 蓝蓝 白白 紫紫 橙橙 黑黑

分分分数%%% 77
.

555 68
.

777 6 6
.

222 6 1
.

222 6 1
.

222 58
.

777 5 1
.

999 36
.

222

平平均均 颜色色 红红 黄黄 绿绿 橙橙 白白 紫紫 蓝蓝 黑黑

分分分数%%% 7 1
.

000 6 5
.

888 59. 777 5 6
.

999 5 1
.

666 4 9
.

888 4 7
.

111 4 2
.

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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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巴竺二巴 巴巴竺之巴巴巴竺 二竺巴

\\\ 平 均 ,, 结果顺序序

认认
, 果果果果果果果果果果果果果果果果果果果果果果果果果果果果果

1111111 222 333 444 555 666 777 888

333 岁岁 颜色色 红红 蓝蓝 紫紫 黄黄 绿绿 黑黑 橙橙 白白

分分分数%%% 68
.

777 65
.

666 59
.

333 58
.

555 5 5
.

444 5 1
.

555 50
.

777 4 6
.

111

444 岁岁 颜色色 紫紫 红红 蓝蓝 绿绿 黄黄 橙橙 黑黑 白白

分分分数%%% 7 4
.

222 66
.

444 6 6
.

444 57
.

000 4 8
.

444 4 7
.

666 4 1
.

444 3 7
.

555

555 岁岁 颜色色 紫紫 红红 橙橙 黄黄 蓝蓝 绿绿 白白 黑黑

分分分数%%% 7 9
.

666 67
.

999 60
.

999 59
.

333 5 6
.

222 50
.

000 4 2
.

999 3 3
.

555

666 岁岁 颜色色 紫紫 绿绿 橙橙 红红 蓝蓝 黄黄 黑黑 白白

分分分数%%% 73
.

444 64
.

000 6 1
.

777 60
.

999 57
.

888 44
.

555 4 1
.

444 4 0
.

666

平平均均 颜色色 红红 黄黄 绿绿 橙橙 白白 紫紫 蓝蓝 黑黑

分分分数%%% 7 1
.

666 6 6
.

000 6 1
.

444 56
.

666 55
.

222 52
.

777 4 1
.

999 4 1
.

777

从表 2 可见
,

壮族儿童在 3一6 岁的年龄阶段颜色爱好随着年龄的增长
,

其爱好排列

顺序略有变化 ; 但总的趋势却是很明显的
,

如果以排列顺序 1
、

2
、

3 为比较喜爱的颜色
,

6
、

7
、

8 是比较不喜欢的颜色
,

则可以看出
.

红
、

黄
、

绿在 4 个年龄组中都是 比较一致地

喜爱的颜色
,

而黑
、

蓝
、

紫色
,

则列在 4 个年龄组中相对地属于比较不喜爱的颜色
.

3. 一 6岁夕L童对 8 种颜色的

排列顺序

排列顺序

止月一O沙

一4

一
.卜

一O沙一
。

一户O

4一相一56.一约一56

平均

结果

颜色

分数%

颜色

分数%

6 } 7 } 8

一一户O一一,�

5一亡一51一相一55

黄

6 5
.

8

3

绿

5 9
.

7

蓝

6 1
.

4

4 2
.

3

奥斗
-
毛

5 2
.

7 ! 4 1
.

9

族一族一族一民壮一蒙

从表 3 中我们见到
,

蒙族 3一6 岁儿童的颜色爱好的变化顺序是比较相对地一致
.

如

果以排列顺序 1
、

2
、

3 为较喜爱的颜色
.

6
、

7
、

8 为较不喜爱的颜色
,

则紫
、

红相对地属

于较喜爱的颜色
,

而白
、

黑是较为不喜爱颜色
.

从表 4 的结果可以见到
,

壮族与蒙族儿童的颜色爱好顺序有其异同的地方
.

对于红色

来说
,

无论是壮族儿全与蒙族儿童均是喜爱的颜色
.

但如果以 1
、

2
、

3 顺序作为较喜爱颜

色
,

6
、

7
、

8 顺序作为较不喜爱的颜色
,

则我们可以见到壮族儿童较不喜爱的是紫色
、

蓝

色
,

而蒙族儿童却比较喜爱
.

而蒙族儿童较不喜爱的黄色
,

壮族儿童则比较喜爱
.

这种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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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爱好的差异反映不同民族儿童颜色爱好的特点
,

这种差异可能与他们的生活条件
、

风俗

习惯
,

文化背景等有关
.

蒙族儿童在四个年龄组中都比较地表现出对紫色的强烈喜爱
,

而

紫色在壮族 4-- 6 岁的儿童中是不喜爱的颜色
.

无论是壮族儿童或蒙族儿童对黑色都不喜

爱
.

如果将壮族与蒙族儿童中的 4一 6 岁儿童的结果与我们另一对朝族及汉族 4 一6 岁儿童

的实验结果作一比较
,

则如表 5 所示
.

民民族族 平均均 排列顺序序

结结结果果果果果果果果果果果果果果果果果果果果果果果果果果果果 lllllllll 222 333 444 555 666 777 888

壮壮族族 颜色色 红红 黄黄 绿绿 橙橙 白白 萦萦 蓝蓝 黑黑

分分分数%%% 7 6
.

666 69
.

444 65
.

444 56
.

666 52
.

999 50
.

999 4 8
.

222 4 3
.

555

蒙蒙族族 颜色色 紫紫 红红 蓝蓝 绿绿 橙橙 黄黄 黑黑 白白

分分分数%%% 75
.

777 6 5
.

000 60
.

111 57
.

000 56
.

777 50
.

777 4 0
.

333 38
.

777

朝朝族族 颜色色 黄黄 红红 橙橙 绿绿 紫紫 蓝蓝 白白 黑黑

分分分数%%% 79
.

777 75
.

444 7 1
.

111 5 5
.

999 44
.

333 44
.

111 36
.

111 33
.

888

汉汉族族 颜色色 红红 黄黄 橙橙 紫紫 绿绿 白白 蓝蓝 黑黑

分分分数%%% 7 8
.

777 7 0
.

111 68
.

333 50
.

111 4 9
.

222 4 9
.

222 4 5
.

888 3 4
.

000

表中壮
、

蒙族儿童的结果系 4一 6 岁的平均结果
,

以便于朝
、

汉族儿童一致
.

从表 5 可以看到
,

壮
、

蒙
、

朝
、

汉四个不同民族儿童中
,

红色都是属于喜爱的颜色
,

黄色
,

朝
、

汉
、

壮族儿童也比较喜爱
.

而对黑色
,

四个不同民族儿童都表现不喜爱
,

其次

白色与蓝色也较不喜爱
.

在喜爱的顺序排列上
,

有其差异性
,

但也有其共同的方面
.

总的

来讲
,

在学龄前儿童中
,

大都对鲜艳的颜色比较喜爱
,

如红色与黄色 ; 对属于非彩色的黑

色与白色
,

却表现较不喜爱
.

小 结

1
、

3一 6 岁壮族儿童 比较喜爱的颜色是红色与黄色
,

比较不喜爱的颜色是黑色与蓝

色
.

蒙族儿童比较喜爱的颜色是紫色与红色
,

比较不喜爱的颜色是白色与黑色
.

2
、

3一 6 岁的壮族儿童的喜爱颜色顺序为红
、

黄
、

绿
、

橙
、

白
、

紫
、

蓝
、

黑 ; 蒙族儿

童的颜色喜爱顺序为紫
、

红
、

蓝
、

绿
、

橙
、

黄
、

黑
、

白
.

3
、

不同民族的儿童的颜色爱好
,

表现有其共同性
,

也有其差异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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