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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儿童绘画与认知发展关系研究的进展

王 贞琳 李文渡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
,

北京
,

一

引言

儿童绘画有着独特的特点
,

是儿童表达情绪
、

情感和对事物的理解的一种方式
,

它反映着儿童

对周围世界的认识程度
,

是研究儿童认知发展的一个很好的工具
。

儿童在画画时
,

采用与成人绘画

不同的表征策略
。

绘画表征策略的发展反映出认知发展的过程
。

西方发展心理学家在儿童绘画与

认知发展的关系方面做了一些工作
,

发表了大量的研究报告
。

但是在国内这方面的探讨还比较少
。

本文介绍的是国外这一领域的一些研究结果和研究动态与趋势

儿童画所表现的是什么

儿童画画的是什么
,

这是儿童绘画认知发展研究的一个 中心问题
。

认为绘画是符号功

能的一种形式
,

是处于象征性激戏和心理表象之间的中介
。

等人有发展地继承 了 关

于儿童绘画的阶段性理论
,

认为儿童绘画的发展过程中存在一个从
“

理智现实主义阶段
”
到

“
视觉现

实主义阶段
”

的过渡
。

在
“

理智现实主义 阶段
”

一 岁
,

儿童 只描绘原形的理性属性
,

而不考虑视

觉透视问题
。

大约到
、

岁时儿童画进入
“

视觉写实主义阶段
” ,

这个阶段的儿童画逐渐摆脱理智现

实主义的束缚
,

表现从特定观察视角看到的情境
。

依据 的这种划分
, “

理智现实主义阶段
”

的

儿童是
“

画所知而不是画所见
” ,

他们所画的是事物在其头脑中的心理表象
,

而不是他们当时所看到

的模型的具体形象
。

在绘画的发展阶段与特征上的观点与他的认知发展理论是一致的
一

近年来研究者们用能突出
“

知
”

和
“

见
”

的矛盾的绘画模型探讨这个问题
,

这些模型包括特征突

出的几何体
、

隐匿物体的突出特征或是设置物体之间的遮挡等
。

研究结果认为 低估了儿童

的认知能力
,

在特定的实验条件下
,

年幼的儿童也可以画所见
。

让儿童和成人都来画立方体
,

实验的指导语是
“

只画出你看到的几何体的面
” ,

结果发现 岁儿童也可以在某种程度上采用视觉

写实的绘画策略
。

同一个实验结果还表 明
,

即使是成人在画立方体时也不能做到完全地画其所见
。

可见画所知和画所见的区分不是绝对的
。

近年来研究者更关心的是绘画能力的发展过程
,

尤其是儿

童如何把三维世界转译为二维表现
。

等 指出年幼儿童忽视他们自己的特定视角而采用概念

化 的视角
,

由此他们可以根据模型序列固有的特性进行表征
。 “

发展
”

就是从
“

序列具体化
”

表征策略到“
视觉具体化

”

表征策略的演变
。

这种解释在某种

意义上可以看作是理智现实主义 的发展
,

因为它把儿童绘画和更广泛意义上的观点采择

能 力的发展结合起来
,

提醒研究者注意 自我中心主义在儿童绘画研究中的

特殊意义
。 “

序列具体化
”

和
“

视觉具体化
”

的理论有两个前提 其一
,

儿童是具备基本的绘画能力的

其二
,

儿童 自发地在绘画中表达最大信息量
,

使其绘 画看上去更象实际对象 因此儿童经常误解指

导语
,

以为
“ 画下你所看到的

”

这样的指导语意思就是画出实际对象
,

并且使别人也能认出所画的是

什么
。

等 在实验中证实了他们的理论
。

他们要求 一 岁儿童画两种模型序列
,

一种是玩具

小猪和积木并排放置
,

另一种是前后放置
,

表现出部分遮挡关系
。

第一种情况下几乎所有的被试都

能画成水平排列的形式
。

但在第二情况下
,

岁儿童只有 能够画出有遮挡关系的结构
,

其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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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试都把两个物体分开来画
,

或是水平排列
,

或是垂直排列
,

表现出序列具体化的表征形式
。

研究

者’还发现
,

儿童还采用
“

透明
”

策略表现空间关系
,

即把两个物体相互之间有重合的部分都画出

来
,

使前面的物体看上去象是
“

透明的
” 。

影响儿童采用不同绘画策略的因素

从序列具体化到视觉具体化的表征策略的发展究竟是如何进行的
,

影响儿童采用不同绘画策

略的因素有那些呢

指导语和绘画习惯的作用

〕划分了幼儿对他人视知觉了解的两种水平
。

初级水平是 儿童能够推断出从其他人的

视角看到或看不到的物体
。

第二级水平 儿童还能知道同一物体对于不同的视觉位置可能显示出不

同的侧面
。

三岁儿童完全可以达到初级水平
,

但不能达到第二级水平
。

假如一个三岁儿童能够推断

出从其他人的视觉角度所看到的物体的大致情况
,

他们也就应该能报告出他们 自己当时看到的情

况
。

那么
,

为什么在要求报告自己的知觉 内容时
,

他们经常表现 出
“

理智现实主义 ”
的特点呢 这可

能跟指导语和绘画习惯的作用有关 在以往的一些实验 中儿童可能没有明白实验对他们的要求仅

仅是报告出知觉的内容 儿童对于任务要求的理解可能更多的受情境的影响
。

当看到‘个隐蔽在

其他东西后边的物体时
,

他们可能期望主试问他们被遮挡物的位置和外观 采用更为详尽的指导语

以确保儿童完全理解主试的意图能够解决这一问题
。

另外一个原因可能是因为他们没有从某一单

一视角来表现情景的绘画习惯
,

儿童绘画是多视角的
,

他们关心的是陈列物的整个内容及其之间的

关系
。

利用线索学习 、

 认 为儿童 可以利用线索来学习视觉具体化的表征策略 在画一只 隐去了杯柄的杯子

时
,

岁以 下的幼儿会把杯柄也画出来
。

但如果同时呈现两个杯子
,

其中的一个杯柄在视线中
,

另一

个杯柄隐去
。

因为两个杯子表现出对比关系
,

引发幼儿仔细观察其位置的差异
,

这时比只画一个看

不到杯柄的杯子更容易采用视觉具体化的表征策略
。

而且画完两个杯子再画单个杯子时
,

采用视觉

具体化的比例也有明显提高
。

这证明儿童通过前面的线索学会了视觉具体化的表现策略
。

也

发现当有遮挡关系的两个物体形状相同时
,

幼儿倾向于画出两个完整的形状
,

表现遮挡关系的比例

比较低
。

如果两个陈列物形状不同
,

表现遮挡关系的比例就比较高
,

等’认为
,

这是由于画两

个形状相似或相同的物体时
,

儿童易于把它们编码为一组
,

因而也就画成一组相似的完整形状
,

不

会采用隐去轮廓线的方式表现物体间的遮挡关系
。

如果两个陈列物的形状不同
,

幼儿就要仔细观察

其差异和摆放方式的特点
,

这种情形下就更容易表现出遮挡关系
。

心理表象的作用

 发现熟悉的物体如立方体往往使儿童忽略其呈现的状态
,

而按照 自己已有的心理表象

来画
。

儿童不熟悉的物体
,

如一个新异的不规则几何体
,

由于不能激活心理表象
,

因此也就只能通过

观察
,

再现更接近于眼睛所看到的物体形象
。

等  还发现对陈列物的称名过程
,

即叫出被画物体的名称如“
杯子

” ,

都会影响绘画结果
,

可见称名也起到唤起心理表象的作用
。

心理

表象的作用是促使儿童
“

表达最大信息量
” ,

也就是说儿童按照模型在其头脑中的概念来画所知

社会性游戏的作用

 试图证明儿童 不能画出两个物体之间的遮挡关系是因为儿童没有理解任务中被挡住的

物体有
“

藏
”

在前面物体后的含义
。

她设计出
“

警察和小偷
”

的游戏来解决这个问题 游戏中警察在

追捕一个小偷
,

小偷躲在墙后但没有藏好
,

头部从墙上露出来
。

实验情景要求儿童扮成警察
,

画出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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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的场景
。

结果大多数儿童都画 出了部分遮挡关系
。

等人
‘〕的研究中

,

让实验组儿童画一张

场景绘画
,

并告诉他们
,

他们的这张画要用来指导其伙伴重新排列出原来的场景
,

结果发现
,

实验组

中 的 岁儿童可以按照视觉线索如实地画出场景的空间关系
,

而对照组只有不到  的儿童

能这样做
。

利用游戏方式达到改变绘画表征策略的 目的
,

其实是隐含了限定视角这一 条件
。

儿童必

须从警察的视角或下一组同伴的视角来观察和记录
,

从而克服了绘画表征过程中的 自我中心
,

达到

选择视觉具体化的策略的 目的
。

当前的研究与发展趋势

以上讨论的是影响儿童绘画表征策略选择的因素
,

但是儿童绘画究竟为什么表现出画所知还

是画所见的区别
,

或者说从序列具体化到视觉具体化的发展呢 当前对儿童画的研究集中在认知机

制的探讨上
,

从信息论的角度出发
,

着重于绘画过程中的编码策略的研究
,

试图以此解释儿童绘画

所表现的儿童的认知特点
。

等  〕人的研究提出儿童绘画过程中存在着两种编码过程 一是

符号概念编码
,

就是根据物体在儿童头脑中已形成的概念再现完整的模型
。

这一类儿童使用的策略

中序列具体化的 另一种编码形式是视觉具体化的空间编码
,

就是从某一特定的视角观察模型
,

按

照模型呈现出的空间位置关系如实地再现所看到的具体形象
。

 也提出
“

物体知识对视点编

码
”

的观点
。

他指出儿童绘画的表征方式更多地受到已知物体特征的影响
,

而视点编码也同时存在
。

儿童采用的编码方式不同时
,

其绘画表现也不同
。

这两种编码方式是如何起作用的呢 研究者闭提

出了
“

构造操作者理论
”

以解释包括绘画在内的

儿童的认知发展过程
。

这一理论认为在解决 间题的过程中
,

儿童表现出不同编码策略之间的冲突
。

儿童必须克服认知冲突
,

在两种编码策略之间进行选择
。

这个过程中存在着发展差异和个别差异
。

群体的差异观点也是最近的认知发展研究中受到关注的问题之一
。

个体智力发展水平的差异

不只是发展差异
,

还包括个体间差异 在某些方面个体间差异甚至大于组间差异 〕  的研

究表 明
,

绘画能力的发展存在个别差异
,

以场依存一场独立的认知方式为测查的维度
,

场独立的儿

童 比场依存的儿童更易于采用视觉具体化的表征策略
。

因为场独立型的人认知改组能力较强
,

因而

在误导情境下表现出更强的克服认知冲突的能力
,

较多地采用视觉具体化的表征策略
。

编码策略的发展过程是渐进的
。

在两种策略之间存在着一些过渡形态
,

它们同时包含着视觉编

码的成分和符号编码的成分
,

表现出不同认知发展水平间的演变过程
。

比如前面提到的儿童绘画中

的
“

透明
”

策略就可以看作为过渡形态之一
。

透明画法中有遮挡关系的两个物体都被完整地画了出

来
,

这表明被试还不能运用隐匿轮廓线的绘画方式
,

但是 已经表现了两个物体在左右维度上的接近

和交叉这种空间位置关系
,

可见其中还是包含了基于模型本身的视觉编码
。

儿童绘画与认知发展的关系问题不仅涉及绘画心理和认知发展等理论问题的探讨
,

它还关系

到教育实践中的许多问题
,

比如幼儿美术教育的 目的
、

指导思想和方法等
。

因此
,

从认知发展的角度

研究儿童绘画是一个既有理论意义又非常具有实践指导意义 的课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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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在古代的胚胎形式是 原子论心理学 思想
,

近代的表

现形式 是英法两国 的经 验主 义心理学 思想 联想主义

和感觉主义
,

现代的发展 形式则是 以冯特的内容心理

学 为开端
,

主要包括美国构 造主 义心 理学
,

完形心理

学
,

托尔受的目的行为主义和新 的新行为主 义
,

新精神

分析
,

日内瓦学派等
。

机能主义在古代的胚胎形式是柏

拉图的理念论和亚 里士多德的生机论心理 学思想
,

近

代的表现形 式是 荷兰和 德国 的理性主义 心理学 思想

官能 主义 心理学和统觉主义
,

现代 的发展形式则是

以布伦塔诺的惫动心理学 为开端
,

主要包括机能主义

心理学
,

行为主义
,

古典精神分析
。

那么
,

当代的人本主

义心理学和认知心理学等则对构造主义和 机能主义做

了不 同程度的综合
。

这是车文博先生对西方心理学 历

史发展的内在思想性 的独特总结
,

使学 派林立
、

人物 众

多
、

观点繁杂
、

扑朔迷离的西方心理学呈现出了清晰的

思想脉络

该学术著作实际上充分吸收 了西方心理 学 史家有

关西 方心理 学 史研究的最新成 果
,

充分反映 了该领域

的学术进展
,

但车文博先生也 在 书中力图超越西 方学

者的研究方式
,

并开辟了 自己独具特色的探索 该书是

国 内第一部史论结合和具有 思想史特点 的西方心理学

史的研究专 著
。

车先生构建 了马克 思主 义的科学心理

学史观
,

并在此荃础之 上揭示 了西方心理 学史发展 的

内在的 思想 历程 车先生在研究中还创造了一套研究

西方 心 理学 史的 具体方法
,

如整体把握 法
、

史论结合

法
、

比较分析法
、

两点评论法等
,

把马克 思主 义唯物史

观全 面 和深 入地贯彻 到 了对西方心理学 史的研究之

中 该书不仅高屋 建领地揭示 了西方心理学 思想的起

源
、

形 成和演变
,

而 且还高瞻远瞩地展望 了整个心理学

的未来走 向和发展趋势
。

在车先生看来
,

心理学的走势

在于 树立大心理学 观
,

开展 心理学改革 开展

各国心理 学本土化的研究
,

建立 科学本土心 理学 ,

心理学研究取 向的多元与整合
,

促进主客观 两种范式

统一 的心理 学模式的建构 强化理论研究与理论建

构
,

提高科学 理论 水平 面 向社会
,

深 入生活
,

大力

加强应用心理学的研究

中国心理学 的发展也是世界心理学发展 的一个组

成部分 当然
,

在 目前看来
,

西方心理学仍然是世界 心

理学发展的主流部分 中国现代心理学的发展曾经有

过 十分盲 目地 引进模仿
,

也曾经 有过十分痛苦的曲折

经 历
。

其实
,

要想发展 自己 的心理 学
,

就 必须要有对西

方 发达国家的 心理 学发展的充分 的了解和深 入的认

识
。

车文博教授 的《西方心理学 史》显 然就是这样的一

部具有重要学术价值和实际意义的著作 该书既是我

国西方 心理学 史研究的一 个里程 碑
,

也 对我 国本 土心

理学 的发展有重要 的启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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