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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汉
、

蒙
、

壮
、

维族儿童颇色命名能力
发 展 的 比 较 研 究

’

“

林 仲 贤 张 增 慧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 )

〔摘要〕本文报告了我国汉
、

荣
、

壮
、

维族3一6岁儿童的颜色命名能力发展的水平及差异
。

采用 8种常见色片
:
红

、

橙
、

黄
、

绿
、

蓝
,

紫
、

黑及白作为本实脸用色样
。

结果表明
: 4个民族学

前儿童的颜色正确命名率均随年龄而提高, 汉族及蒙族儿童的颜色命名正确率高于同年 龄 的

壮族及维族儿童 , 不同草色命名正确率的次序为红色
,

.

黑色租白色
, 黄色

、

绿色和蓝色
, 橙色

和紫色
。

4个不同民族儿童都表现了一致的发展规律
。

前
. 日‘ .

曰

JL童在未能对颜色进行正确命名之前已具有对颜色分辨的能力
,

已有的一些材料表明
,

甚至 4 个月的婴儿 已能相当好的区别红
、

绿
、

蓝
、

黄色
,

与成人的结果相差不大 (1, “
,

3) 。

但

是
,
儿童要正确地说出见到的颜色的名称

,
、

贝腰经历一个发展过程
。

一般来说
,

儿童进行颜

色正确命名除了和言语能力发展有着密切关系外
,

还与对颜色的抽象与概括能力发展 明显有

关
。

我们的一项对 1
.

5一2
.

5 岁儿童颜色命名的实验研究的结果表明
, 1

.

5 岁幼儿还不会正确

命名任何颜色
,

在 2 岁幼儿中
,

只有40 终会对一种或两种颜色进行正确命名
,
在2

.

5岁儿童中

约有80 多儿童能对少数几种颜色进行命名
,

但正确率很低
,

平均正确率只有2 5万 (’)
。

儿童从

什么时候开始能正确说出颜色的名称
,

最早的报导见于W
,

Prey er 1 9 0 5年的报匆熨
,

他认为

两岁的儿童对颜色的命名是犹豫不定的
,

三岁后能较有把握地说出颜色的名称
。

但也有一些

研究者 (J
.

F
.

Das hi el l) (6) 认为三岁儿童对颜色的命名仍是很不 确定的
。

儿童对颜色进行正确

命名
,

不同颜色的困难程度也不完全相同; 有的颜色
,

例如
,

红色
,

许多儿童都较容易地进

行正确命名
,

而对紫色和橙色则较困难
。

W
.

H
.

W inc h( 1 9 1 0 )( 7) 对关国儿童的颜色命名的实

验结果表明
,

儿童正确命名颜色的次序是
:
红

、

蓝
、

绿
、

黄
、

紫
、

橙
.

对红色的正确命名率

较高
,
而对紫色和橙色的正确命名率较低

。

G a n b俪 ‘切24 ),( 8) 得到的结果是红
、

绿
、

黄
、

祖
,

蓝矛紫
,

红色居于首位
,

紫色居于末位
。

W
.

M
.

Co
o k用命名法等对西欧儿童进行命名实脸

,

结果是六岁儿童对红
、

绿
、

蓝
、

黄四种主要颜色的正确命名率为62 万(9)
。

一
, . .

一
我国是尸个多民族的国家

,

不石J民族的生活习惯
,
文化背景及教育都很不

‘

相同
,

.

不同民

族儿童的颜色命名能力发展规律有什么异同7 近年来我们先后对 3 一 6 岁的汉族
、

壮族
、 、

雄

族及狡族的幼儿进行了颜色命名能力发展故比较实验研究
,
本文系统地报告了这方面的研夫

,

娜, 究理国凉自然科学墓金资助课题的部分 内容
. 妇 一 “ )

’
,

「

一 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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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粱

研 究 方 法

实位材转 用于实验的是 8 种常见的颇色片
,

即红
、

橙
,

黄
、

绿
、

蓝
、

紫
、

黑
、

白
。

色片选

自标准色票集
,

采用一台只本产哟 30 2D 型自动色差计测定其主波长都在所要求的色域范围
。

故试 被试是年龄为 3 一 6 岁的幼儿园儿童
,

共四个年龄组
,

即 3 岁
、

4 岁
、

5 岁
、

6

岁
。

全部被试人数为 34 0人
,

其中汉族儿童12 0人(每个年龄组30 人
,

男女各半), 维族儿童80

人(每个年龄组 20 人
,

男女各半) ; 壮族儿童 76 人 (其中 3
、

4
、

5 岁年龄组各20 人
,

男女各

半
,
6 岁儿童16 人

,

男女各半 ), 蒙族儿童 64 人 (每个年龄组 16 人
,

男女各半)
。

这些被试儿童

是根据民族分布
,

依次分别在北京
、

新摄
、

J一西及内蒙地区的城市幼儿园进行随机取样的
。

实验前均经过视觉检查
,

色觉正常
。

实验步骤
:
采用命名法结合游戏方式进行

。

由主试将一色片皇现在儿童面前
,

让儿童说

出色片颜色的名称
。

实验指导语是
: “

小朋友
,

今天我们做一个有关颜色名称的游戏
,

然后你

要告诉我这是什么颜色
。”

主试将 8 种色片依次随机地呈现给儿童
,

每张看10 秒钟
,

然后让他说

出色片是什么颜色
。

回答可以是某种颜色的名称
,

也可 以说
“

不知道
” 。

主试记录儿童回答的

结果
。

答对一个色片给 1 分
,

答错或回答
“

不知道
”

则不给分
。

8种颜色命名全对者则得8分
。

实验是在安静室内个别地进行
.

由于不同民族儿童的言语不同
,

因此实验由当地民族老师协

助进行
。

结 果 与 分 析

实验结果分别见表 1
、

表 2 及图1
、

图2
。

表 1 3一6 岁汉
、

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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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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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 1 及图 1 可见
,

无论是哪一个民族的儿童的颜色命名正确率
,
均随着年龄的增长而

提高
.

汉族与蒙族儿翻
颇色命名正确率在各个年龄组均高于同龄的壮族与维族的儿童

.

丛
总平均话架值来看

,

汉族儿童正确命名率为75
.

7 ,
,

蒙族为74
.

9
,

壮族为57
.

6
,

维族为42
.

9
. ’

经统计处理
,

汉族儿童与蒙族儿玄的给果差醉不明显 (P > 0
.

05 )
.

但汉族及象族儿立的鳍朱



与壮族及维族儿童的结某的差异均分别达到显著性水平 (护< 。
.

。1 )
。

壮族与维族儿童的结巢
比较

,

也达到显著水平(P< 。
.

0 5)
。

这种情况表明
,

颜色命名能力不仅在年龄上存在差异 , 在

不同民族间也存在着差异
。

汉族儿童与蒙族儿童从总的结果来看差异不大
,

并且十分接近
。

但从命名能力发展趋势来看
,
3岁及 4岁阶段

,

蒙族儿童略占优势
,

而在 5岁与6岁阶段
,

则汉族

儿童占优势
。

表2 汉
、

蒙
、

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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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不同民族 儿童时不 同颜 色命名

能力发展顺序示意图

从表2及图 2的结果可以看出
,

我国不同

民族在相同年龄阶段对不同颜色命名能力的

发展水平虽然有所差异
,

但对不同颇色的命

名能力的发展变化规律却是十分相同的
。

先

是发展了对红色的正确命名
,

然后是黑色和

白色
,

再后是黄色
、

绿色和蓝色
,

最后是橙

色和紫色
。

参加实脸的 4 个不同民族的儿宾
无一例外地都表现出颇色命名能力发展的相

同规律
。

一 工5 -



.

九童对不同颇色正确命名能js. 的发展 , 无疑与其言语发展有着密切关系
。

初生的婴儿只

要视网膜的锥体细胞没有缺陷
,

出生后一星期左右
,

便开始会初步分辨颜色
,

到三个月后
,

锥体细胞发育已经相当完善
,

此时已能很好地分辨各种颜色
,

但他们只能分辨颜色
,

还不能

正确说出这是什么颜色
。

颜色名称是人们用词对某一特定波长的光 波赋与的称呼石因此
,

幼

儿只有当言语能力发展到二定阶段后厂牙能赶矜巅色命名的操作
。

从1
.

5到 2岁是儿童积极的

言语活动发展阶段
,

此时儿童只能掌握初步的言语
,

访艺说一些简单句
。

儿童到二岁时已掌握

词汇约 1 ,

00 0 左右
,

其中包括红
、

白
、

大
、

小等形容词
,

词汇的增多有利于儿童对颜色命名

的操作
。

成人可以通过言语向儿童进行教育
,

传授知识
。

儿童随着年龄
‘

;。增长
,

成人对其教

育及传授知识的机会也愈多
,

儿童在与成人交往中
,

’

容易得到言语的强化
,

’

对有色物体的色

名容易建立条件联系
。

因此
,

随着年龄的增长
,

颜色命名的正确率也逐步提高
,

这是容易理

解的
。

实验结果表明
,

不同民族的儿童
,

即使在同一年龄阶段也存在着明显差异
,

如汉族与蒙

族儿童的颇色命名能力高于壮族与维族儿童
。

我们认为这种差异是由于教育条件与生活环境

与经验的差别造成的
。

蒙族儿童在三岁阶段对黄
、

绿两色的正确命名率大大高于其它民族儿

童
。

这可能是与他们生活的地理条件有关
,

他们能经常接触到黄
、

绿颜色物体
,

从而建立了

牢固的条件联系
。

畴共童
的被试选自北京地区

,
而壮族及维族的被

凝
选 自边沿的少数民

族地区
,

文化教育条件及社会经验的差异
,

无疑是造成颇色命名能力发展差异的重要因素
。

因此
,

加强幼儿颜色命名的早期教育
,

无疑具有积极的意义
。

儿童对颇色命名能力的发展
,

对不同颜色来说是不同的
。

有的颜色命名能力发展 旱些
,

容易些 , 有的晚些
,

困难些
。

汉
、

蒙
、

壮
、

维四个不询民族的颜色命名结果表明
,

对颜色命

名能力的发展变化规律
,

各个居族都很相同
,

先是发展了对红色的正确命名
,

然后是黄色和

白色
,

再后是黄色
、

绿色和蓝色
,

最后是橙色和紫色
,

这与国外的一些研究者从不同角度研

究的结果是相一致的
。

这可能是人类儿童在颇色命名能力发展方面的共同规律
。

因为对颜色

的命名
,

除 了与言语的发展有着密切关系外
,

与对颇色的抽象与概括能力发展也有着密切关

系
,

因为儿童必须从与具体物体相联系的颜色名称中
,
抽象出颜色名称

。

S
.

T 。币(1 9 8 7)( 10)

曾报告过他的一项研究工作
,

一名出生后 10 个月因为疾病丧失视觉的儿童
,

长大到1 2岁时
,

手术后眼睛复明
,

但他复明后
,

不能分辨颜色及进行颇色命名
。

经过对这名被试进行1 5个月

的颜也命名的训练
,

该共童学会了终杯
同的颜色

,

并开始能正确地进行颜色命名
,

先是红
、

白及黑
,

然后是绿
、

棕
、

.

蓝
、

灰
、

紫
。

从这里也可看出
,

对颜色命名是一个学习过程
,

红
、

白
、

黑较先及较易掌握
,

而紫色则较难掌握
。

发探讨颜色述语 (co 研 te rin ) 的发展规律
.

他

如果一个语系只用两干词表示颜色
,

’

则“是是

B
.

Berl in 等(1马6。)(11 ) 从不同语种语系比较出

们的研究是从跨文化角度进行的
。

他们认为
,

黑色与白色
,

如果要用三个词
,

则第三个词一

是是红色
,

’

如果用四个颇色的词
,

则第甲个词一定来自黄
、

绿
、

蓝中的一个
.

他垠出颇“
令的发展次序是黑与育

,
‘

然后是红
,

再后是黄
、

绿
、

蓝
,

最后是棕
,

.

橙
、

紫色 : 他们的研究

蜡某与我们的研究结某是很吻合的
.

红
、

黑
、

白是最早发展的颜色命名
,

其次是黄
、

绿
、

蓝
,

最后是橙与紫
。

1 6 -



结 论

1
.

3一 6岁的汉
、

蒙
、

壮
、

维族儿童对 8 种颜色 命名的正确率均随着年龄的州
一

长而逐步

提高
。

2

3

.

汉
、

蒙放儿童的颜色命名正确牢在各个年龄组均高于同龄的壮族儿童与维族 几童
。

.

3一 G岁不 同民族 儿童对
一

:之同颜 色的正确命名发展变化规律是相 1八1的
。

了
、

乏先及决易命

名的是红色
; !仁次是黑色 与自色

; 再
一

与紫色
。

是黄色
、

经色 ’J蓝色;
址 听及址困准命名的是橙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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