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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前儿童分类能力再探

方富熹 方 格 郡慧媛

(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 )

〔摘要〕本研究分别以 3 x 3 类的两级层次水平类概念刺激物让 4 一 6 岁儿盘作自由分类
。

结果表明
,

即使 4 岁儿童大部分也能按基本概念标准分类并能作词概括
,

能正确按上级类概念

标准独立分类的被试人数随年龄而增多
。

儿童分类能力的发展依存于主体抽象概括的思惟发展

水平
;
对类概念标志词的掌握

,

其它概念组织的竞争
,

以及刺激物的数盆和性质等也是影响分

类作业成绩的因素
。

问 题

皮亚杰曾把是否具有逻辑分类能力看作是划分前运演和具体运演阶段儿童的重要标准
。

他以自由分类作业任务测查儿童
,

结果表明
,

前运演阶段儿童还没有形成按层次组织起来的

类概念心理结构
,

因而还没有分类能力 (1 )
。

国外不少同类研究支持了这一结论 (2 一 3)
。

60 年代

我国学者曾按对事物的抽象水平不同区分出一级和二级类概念
,

并以自由分类作业任务
,

探

查了儿童类概念的发展过程
,

结果表明
,

学前儿童的分类能力很差(卜5 )。

70 年代
,

国外有的学者曾将类概念系统区分出下级类概念
、

基本类概念和上级类概念三

种不同的层次水平
。

并指出用作标志基本类概念的词是语言的基本词汇
,

为幼儿最先掌握
,

他们研究表明即使幼儿也能按照基本类概念标准分类(6)
。

汉语与英语属于不同的语系
,

用汉

语词标志的类概念系统似乎也存在着同样的层次结构
,

是否我国儿童分类能力的发展也表现

出同样的趋势
,

有待于我们研究
。

本文作者认为儿童认知发展并不是以
“
全或无

”

的形式进行的 (7 ) ,

作者的有关研究结果也

表明
,

提供熟悉有限的刺激物让儿童分类
,

即使 3
、

4岁儿童也能按一定的类别标准分类
,

从

而显示初步的分类能力 (8 ) 。

本研究的目的在于向儿童提供一定数量 ( 3 x 3 类 ) 的抽象水平不同的类概念刺激物
,

让儿 童作自由分类
,

进一步探究儿童层次式类概念认知结构的发展过程及依存条件
,

为培养

和发展儿童的逻辑推理能力提供心理学依据
。

方 法

被试 4一 6岁幼儿园儿童每一年龄组30 人共90 人
。

被试随机取样
。

男女约各半
。

取样

年龄范围为足岁前后三个月之间
,

平均年龄为 4岁2个月
,

5岁1个月
,

6岁 1个月
。

实挂材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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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用作预试的儿何图形图片刺激物共 9 张
。

侮张而积 为 7
.

, m \
’

7
.

夕m ( 以下所有图片

l句积均与此相同)
,

三角形
,

星形
,

正方形图片各三张
。

2
.

用作正式实验的图片刺激物见表 1
、

表 2
。

表 1 浏查儿童按基本类棍念标准分美的图片

田片摘号 上级类摘念 基本类概念 {
_

_ _
图片 (下 级类 概念 )

} }
“

}
老。

、

”
、

天 ,

娜套 } 动 . } 既 } 袋瓜 老纵 松 叹

—
}

—
阵一止1 一一{一一二塑全竺望竺‘一一一一

} } 床 } 双人床
、

拟
床
碑

床

粼套 } 家其 ! 桌子 } 园瓜 长熟 办公桌

—
卜一一一一一阵一竺迁一一

一

}一一止竺望竺竺竺塑生一一一
} } 飞机 } 舒

机
、

叭
机

、

双
翻

粼拼 { 交通工具 } 汽车 1 卡车
、

公共汽乳 小卧车

} 1 船 { 小木船
、

帆段
、

轮船

表 2 浏查儿童按上级类概念标准分类的图片

目片拍号 上 级类棍念 图 片

第‘套

(8 ) -

动物

家其

交通工其

老鹰(鸟)
、

袋鼠(限)
、

黄牛 (牛 )

双人床 (床)
、

园桌(桌子 )
、

摇掩(掩子 )

直升机(飞机 )
、

卡车(汽车》
、

小木船 (般》

· 田片4 (a )是从1一3套图片中的每一墓本类别图片中各抽 出一张组成
、

用这种方法可创成第5拜 图片的共它两套变式

4 (b )
,

4 (e )

实脸怪序 分两部分
,

均采取个别实验的形式
。

正式实验开始之前
,

先通过预备训练实验让儿童理解指导语的要求和掌握实验方法
。

向儿童呈现 3 X 3 类的儿何图形图片对被试说
: “

你看桌上的图片哪些是一样的? 你把一

样的归成一堆
,

能归几堆归几堆
” 。

被试做对以后 即开始正式实验
。

第一部分
:
探查儿童按基本类别概念标准分类的能力

,

向被试分别呈现 l
、

2
、

3圈图片
,

对每一被试依次按 1
、

2
、

3 ; 2
、

3
、

1 , 和 3
、

2
、

1
、

的编号次序轮流呈现
,

呈现时将每 套 图

片内的次序打乱
,
让被试一一说出刺激物的名称

,

然后任意放置在桌而上
,

指导语同预试相

同
。

儿童分类操作后主试问
: “

你为什么这样分呢?
” ,

主试记录下儿童的分类过程和依 据 的

理 由
。

第二部分
:
探查儿童按上级类别概念标准分类的能力

。

向被试呈现第 4 套图片 <每一
年

龄组各取 1/s 的被试分别做第 4 套图片的 3 种变式中的一种 )
。

刺激物呈现方式和指导语与实

验的第一部分相同
。

无论第一或第二部分实验
,

如被试不能正确地按概念标准分类
,

主试 即给予帮助再操作

一遍
,

帮助的方式是主试首先任意说出标志某一类别刺激物的词
,

要求被试按词取物
,

然后要

求被试将剩下的刺激物分做两堆
。

例如
,

某一被试不能对第三套图片正确分类
,

主试先把图片

重新打乱
,

然后对被试说
: ‘
你能把

“

飞机
”

的图片挑出来吗
”

? 被试操作后
,

又对被试说
: “

好

吧 ,
你把剩下的图片再归作两堆

” 。

被试操作后
,

又问
: “

为什么这样归堆呢 ?
”

评分标准 仿照Ma rk m an
,

c o x & M ac hi 丽设计的分类计分方法(9)
,

能正确归入某一



类的刺激物的数目
,

减去错误地归入该类的刺激物的数目
,

为该类的分类得分
。

在本实验中每

一类别包括 3 个刺激物
,
最高分为 3 分

,

最低分为 0 分
。

每一套图片包括 3 x 3 类刺激物
,

最高分为 9 分
,

最低分为 0 分
。

对儿童分类依据的理由可划分出 3 种不同概括水平
:
能用标志类概念的词概括

,

其理由列

为水平m , 不能用词标志某一类别
,

但能指出该类的共同功能或有关外部特征的 列 入 水平

l , 仅一一指称刺激物的名称
,

不能作任何语言概括的定为水平 I
。

参照Inh elde r
、

Pia 加t的研究(l)
,

依据儿童分类时的操作表现和申述的理 由可看出儿童分类

能力的发展表现出下列 4 种不同的水平
。

一级水平
:
不规则图形聚集

:
儿童没有固定的分类标准

,

把图片排成一长列或做镶拼图

片的简单设计游戏
。

二级水平
: 主题图形聚集

:
按被试杜撰的故事主题

,

把刺激图片聚集在一起
。

如被试段

x (男
,
4岁2个月 )对第 4套图片分类时

,

将老鼠黄牛和小木船放在一起
,

说
: “
它俩是好朋友

,

跟

着船走了
, 。

将园桌和小靠椅放在一起
,

说
: “

得拿一个桌子和一个椅子才能吃饭
” ;将双人床和

直升飞机放在一起
,

说
: “

睡醒觉上班得开飞机了
. ;将袋鼠和汽车放在一起说

: “

袋鼠不上车
,

怎么接小袋鼠啊? ” 这样
,
被试按 自己编造的故事

,

将 9 张图片分成了 4 类
。

三级水平
:
根据刺激物的

“

相似性
” :
儿童将所有图片归入不同类别

,

但分类时不能坚持

一种标准
。

如严 x (男
,
5岁3个月 )对第 5 套图片分类时

,

分成了 4 堆
,

(1) 松鼠
、

奶牛 (
“

都

是动物,) , (2) 扶手椅
、

童床
,
长桌(

“

都是用的东西
.

), (3) 轮船
、

小卧车(
“

都是走的
”

);

(4) 天鹅
、

飞机(
‘

它们都是飞的勺
。

四级水平
:
按类概念标准分类

:
被试能正确地将 9 张图片分成 3 类

,

尽管有些被试对某

些类别不能作词概括
。

结 果

O甘9.l
r口‘..月0b.j..臼

:
, .山几甘

一
、

抉‘本类概念操作分类的结果 (见表 3)

对于年龄
: F (2

,
8 7 )二 1 2

.

1 3(p <
.

0 1 )

对于刺激材料
: F (2

,
2 7 4 )= 1 0

.

4 7

(P<
.

0 1 )

对于年龄X 刺激材料
: F (4

,
1 7 4 )~

1
.

0 2 ( P >
.

0 5 )

表 3 按基年类棍念标准分类的

得分成绩(N ~ 3 0)

} 第一套 1 第二妻 } 第三套
田片项 目 !

—
卜, 一一

—月

—_
1 M s D

.

! M sD
.

! 竺
.

sD

4岁组

5岁组

6岁组

7
一
5 3

7
。
6 3

8
。

60

2
。
3 3

2
。

6 7

1
。
7 0

8
。
7 7

8
。
7 3

8
。
9 3

0
。

7 3 1 8
。

8 0
。

8 1

表 4 被试按基本类棍念分类不同水乎的人数分配(多 )

口片项目

分类水平

第一李 第二套 第三套

.八八甘U
,口八甘�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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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仙.卫,占口了
.

自On甘n�on
甘
0

,口

.
IU03 0 0

2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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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3
。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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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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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0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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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结果说明
,

即使最年幼的被试大多数也能按刺激物的基本类概念标准分类
,

统计表

.

1尽
,



明
.

年龄差异不显著
。

对不能正确分类的被试 ( 即表 4 ,
l

,
水平

一至水平二的被试 ) 主试即给

予帮助
,

要求重新分类
,

其成绩见表 5 。

表 5 在主试帮助下
,

按基年类概念标准分类的成绩

图片
项 目

第一套 第二套 第三套

艾畏 资簇
M 稼助

人数
通过
人数

M S D
布助

人致
通过
人致

M S D

7
.
3

8
。
7 1

7
。

5

3
。

2 0

0
一

7 6

1
一
9 1

3 3 , ‘

1
, 2 “

扛
l ’ “

乙 1
“ ”

找 乙
1 1 9 1 1 0 0 1 1

叮‘魂O几‘0曰
‘J,曰上岁岁岁月肠.0舀0

在分类操作中按基本类概念标准独立正确分类的被试 ( 即表 4 中水平四的被试 ) 在申述

理由中表现出不同的概括水平
,

其人数分配见表 6
。

表 6 能按基本类概念标准独立正确分类的被试作不同棍括水平的

理由申述的人数分配
. (N 一 30 )

圈片项目 第一套 第二套

签本类棍念 l 鸟

. 括水平 1 11 1 11 1 11 1 11 Jl 111 1 11 111 1 11 1 11

2 4 1 3

1 台 1 4

2 9 1 5

>
。
0 5

2 5 1 2

1 7 1 5

2 2 2 2

>
.

0 5

3 0 1 6

1 1 2 1

1 2 2 3

>
。

0 5

⋯下!万声
” ” “,

{
” ” 2 ,

}
” “ 2 2

l ” “6

}
’ ” “6

}
’ “ “2

1 1 “7

}
“ “ “7

{
” “ 2 7

>
·0 5 } >

·

0 5 1 <
·

0 5

第三套

汽车

1 n 1 11

4 0 2 4

2 2 2 6

0 2 2 8

>
。

0 5

4 0 2 4

2 1 2 7

0 2 2 8

>
。

05

4 0 2 4

2 1 2 7

0 2 2 8

>
。
0 5

侈睁秽P

. 不包括主试摘助分类的人数

表 6 的结果表明
,
除个别类别外

,

大部分最年幼被试也能用词对基本类别作概括
,

绝大

部分项目其发展水平
、

年龄差异不显著
。

二
、

按上级类概念标准分类的成绩

对第四套图片的分类
,

4
,

5
,

6岁儿童的平

均成绩分别为4
.

7 , 5
.

6
,

7
.

2
,

p (
.

0 5
。

以上结果表明
,

第 4 套图片中显示出年龄

的发展趋势
。

同样
,
对表 7 中不能正确分类的

被试 (水平一一三)
,

主试即给予帮助
,
再作分

类
,

可发现即使难度较大的第 4 套图片
,

通过

主试词提示和减少任务变量的帮助
,

大部分被

试也能完成分类任务
。

表 7 被试按上级类概念标准分类不同

水平的人数分配(拓 )

图片项 目 第四套

分类水平

4 岁

5 岁

6岁

一 二 三 四

2 6
。
7

3 6
。

6 3 3
。

3

4 3
。
3 5忿

。
3

!

在表 7 中达到第四级水平的被试
,

虽然独立正确分类
,

但申述理由表现出不 同的概括水

平
,

其人数分配见表8
。

与 l
、

2
、

3套图片比较
,

第 4套图片的类概念标志词抽象程度较高
,

即使 6岁儿童也掌握

得较差
,

统计表明
,

年龄的差异不显著
。

最后
,
图 1 的曲线总结了被试对两级层次水平类概念刺激物的分类作业成绩

。



表8 能按上级类概念标准独立正确分

类的被试作不同概括水平的理由

申述的人数分配
. (N 一 3 0 )

图片项 目 第4套

上级类攘念 家俱

棍括水平

动物

11 111

222 1 555

333 0 777

000 2 1 444
4 5 6 年龄

.

不包括主试帮助分类的人 数
图 1 各组被试甘各套图片分类的平均成绩

讨 论

一
、

关于幼儿邃辑分类能力的发展

本实验以两级不同层次的类概念刺激物探查了幼儿分类能力的发展过程
。

结果发现
,

学

前儿童已能按照客观刺激物的基本类概念标准分类
,

而依据上级类概念标 准分类 的 能 力 较

差
。

这表明了童年早期儿童分类能力发展的质的特点
:
在掌握了语言的墓术词汇的华础上

,

已能区分出客观事物的不同属性
,

并根据某些事物的共同点
,

作出初步概括
,

从而把它们归

入不同的类别
。

仔细分析基本类概念刺激物
,

可以发现它们具有很多共同的属性
,

如它们有

相似的形状
,

相似的功能
,

相似的动作使用方式 (参阅R os ch 1 97 6( 。 )对汉语来说
,

甚至构词

的核心成分相同
,

容易被儿童识别为相同的类别
。

如对第二套图片分类
,

被试 x (女
, 5岁仑个

月 )把各种床归成一堆
,

说
: “

都可以躺的
” ; 把各种桌子归成一堆

,

说
: ‘
都 可 以 吃 饭

、

写

字
” ,把各种椅子归成一堆

,

说
: “

都可以坐人
” 。

如对第一套图片分类
,

李 x (男
, 5岁 1个月 )

把老鼠
、

松鼠
、

袋鼠放在一起
,

说
: “

它们都有一个鼠字
” 。

这阶段 儿童分类能力发展跟他们

思惟直观形象性占优势的特点相一致的
。

本研究也发现虽然幼儿依据上级类概念标准分类能力较差
,

但这种能力随年龄的增长在

不断的发展
。

如对第 4 套图片刺激物分类
,

处于第三级水平的被试各年龄组都占4 。书左右
,

第四级水平的被试 4 岁组是26
.

7多
,

而6岁组已达53
.

3万
。

而在主试帮助下
‘

,

原先感到困难的

被试
,

大部分能通过达到第四级水平
,

说明了幼儿按抽象概念标准分类的能力正在形成和发

展中
,

处于量变的积累过程
,

这提供了儿童认知发展连续性的证据
。

二
、

影响分类任务解决的有关因素

在本实验条件下
,

发现影响幼儿解决分类任务的因素主要有如下几个
:

1
.

对标志词的掌握
:
类概念是用词来标志和概括的

,

本研究结果发现
,

第 2
、

3套图片的

分类成绩优于第 1 套图片的成绩也优于第 4 套图片的成绩
,

与此相应
,

能用词对有关类别进

行概括的百分比人数
,

也是前者高于后者
。

对不能独立分类的被试
,

主试通过词提示的方式

进行帮助
,
结果大大促进了任务的解决

,

这说明对类概念标志词的掌握和运用能力直接影响

分类作业的成绩
。

2
.

其它概念组织的竞争
:
现代认知心理学的研究表明

,

人类的知识不仅仅是根据类目或



类概念系统组织起来的
,

儿童和成人具有另一 种以时空接近性关系为基础的概念组织
,

这种

组织的基本单元不是类目 (ca te g o r y ) 而是图式 ( s eh em a ) (参阅 Ne lso n 1 9 7 8
、

M a
nd le v 1 9 7 9

(10 一 11 》)
,

图式与皮亚杰学派的
“
格局

” (Sc he m e )不 同之处在于前者更弧调 日常经验知 识 为

基础
,

后者则以逻辑—数学结构为其基础 (参阅R u m el 五ar t 1 98 0( 12 ) )
。

本研究表明
, “

图式
”

在儿童解决分类作业任务时既有干扰作用
,

也有促进作用
。

如对第 4 套图片分类时
,

段 x ,

(男
、

4岁2个月 )将
“

老鹰
” 、“

黄牛
”

和
”

小木船
”

放在一起说
: “

他俩是好朋友
,

跟小木船走了
” 。

在他的生活经验中
,

人和船在时空上是紧密地联系在一 起的
,

这一经验图式妨碍了他按逻辑

概念标准分类
。

而另一被试李 x (女
, 5岁4个月 )在对第 4套图片分类时

,

将桌子
、

椅予和床放在

一起说
: “

都是用的东西
,

吃饭时用桌子
、

椅子
,

吃完饭 ( 用床 ) 就睡觉了
” 。

这里
,

被试不

是用
“

家俱
”

一词作理由概括
,

而 是根据生活事件的前后顺序把有关物品归成一堆
。

在这一例

子中
,

体现在图式中的日常知识跟概念内涵是吻合的
,

因而促进了任务的解决
。

3
.

刺激材料的数量和性质

本实验中每次用 3 又 3类刺激物 要求被试作自由分类
,

当被试有困难时
,

主试给予帮助
,

帮助的方式是首先主试说出来某一关别刺激物的标志词
,

要求被试
“

按词取物
” ,

然后再让被

试对剩下的刺激物作分类
,

这样把原先要求一次完成的分类任务化简为两个子任务并相应减

少 了分类刺激物的数量
,

因而促进了任务的解决
。

这说明由于幼儿信息加工能力的局限
,

同

时加工的刺激物数量多寡将直接影响他们分类的成绩
。

本实验中止 2
、

3套图片都是用于探查儿童对基本类概念刺激物分类的能力
,

但对 2
。

3套图

片的分类成绩优于第 1 套图片的成绩
,

执跟图片材料的性质差异有关
。

例如第一套图片的基

本类别
“

鸟
”

比第 2
、

3套图片的基本类别 (如床
、

桌
、

飞机等 ) 概括性更高
。

{司时对象
“
床

”

这一类基本概念米说
,

标志词
“
床

” 已存在它的下级类别概念的构词成分之 中 (双人床
、

童

床
、

单人床等 )
,

而本实验中作为鸟的表征刺激物是天鹅
、

燕子
、

老鹰
,

都不是用 x x 鸟来命

名的
,

要辨明他们同属鸟类要求被试有更高的概括水平
。

小 结

本实验通过向4一 6岁儿童每次提供 9 个 ( 3 x 3类 ) 图片刺激物让儿童作自由分类以探查

儿童层次式的类概念认知结构的形成发展过程及依存条件
。

结果表明
:

1
.

学前儿童已能按基本类概念标准分类
,

而按上级类概念标准分类的能力较差
,

但后者

随年龄的增长迅速发展着
。

这阶段儿童分类能力的发展跟他们直观形象思惟占优势
,

而抽象

逻辑思维能力也开始形成和发展的总的思维持点相一致
。

2
.

在本实验条件下
,

影响分类作业任务成绩的因素包括
: (l) 主体对类概念标志词 的掌

握和运用 , (2) 其它概念组织的竞争 ; (3) 刺激物的数量和性质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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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E E G ( 16 e h a n n e ls ) s yste m w as u se d in

th is stu d y to e o n tr a st the E E G d iffe re n e e

be tw ee n 3 4 e a se s o f se n ile d em e n tia a n d

2 5 n o r m a l e ld e r ly su b jec ts
.

o u r fin d in gs
:

th e a b n o rm a lity r a te o f E EG in th e se n 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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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in the s e n ile d e m e n tia g ro u P

w e r e o f m id d le o r se v e r de g re es o f a b n o r -

m a lity (5 8多 ) ; so m e (2 1拓 )s ho w ed o v e r a ll

a b n o rm a lity in fu ll eh a n n e l r ec o rd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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