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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幼儿模糊量词的一种经粒万欲
’

马谋超 李文馥

(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

序
. 口.

吕

量词
,

诸如
‘

儿个
’ 、 ‘

很多
’

等是用以修饰数量的词汇
。 ‘

白们的词义具有含下势性
。

其外延

是不分明的
。

因此
,

人们称之为模糊概念
。

业 已表明
,

在成人的心理语言词汇表中
,

最词阿

有着良好的序关系 (I
,
“)

。

这表明对它们 的内涵有很好的把握
。

最近
,

作
.

者对此阿题 的 迸 一

步研究表明
,

对于不同场合下的量词
,

人脑的理解显示了动态的特点 (3 )
。

然而
,

要想了解幼

儿对模糊量词的掌握
,

就必需找出一种适合于 }也们年龄特点的检测方法
。

这就足
一

本文所要解

决的任务
。

词义测量的方法学

对语词词义的测量
,

在本世纪五
一

l
j

年代心理学家就已经 表 现 出 颇大 的兴 趣
。

当 l!才
,

0 5 9以川尝试了把自然语词的一个词义去与一维或多维评估量表上的一个点相对应 (峨)
。

不过
,

人们对此途径的合理性提出了怀疑
。

助kof f等 ( 1 9 7 3 )认为
,

一个词的界线
,

决非 一个点
,

而是一个区间(5)
。

这个区间
,

显然与早些时候 z ad eh 提出的模糊集合论是相通的
。

根据极秘

集合论的基本观点
,

一个集合 )衬来描述一个棋糊概念
,

其特征是它的元索部分地属于它
, 而

不是全部属于或全部不属于的特征
。

通俗地说
,

可理解为一个模糊概念
、

所包括的刘
一

象
,

它们

具有该内涵的程度是不同的
。

z ad eh 把这种不 伍以书户
,

札头象万珍
。

少程分夕毛 L。, 1 }

区间
。

近年来
,

汪培庄措着这一方向发展了一秧称为随极集的落影理诊‘6 ’
。

与该理论棍适应的
’

一种方法可称为区间估业
。

其要点简述如下
:

给定一个确定的数轴线
,

比如
,

〔o
, 1

.

。二或者

〔。
, 1们作为特定属性的连续从

,

要求评估者依据指定的模糊概念
,

直接作出适当的区 间估

量
。

鉴于一些难以预测的随机因素致使该区间发生波动
,

所 以
,

也必须作大量如此
l

钩试验
,

以获得该数轴各点被波动的区间所复孟的频率
。

这个频牢分布可用来拼述特定模糊概念所弓)

出的模糊集隶属函数
。

如果把给定数轴上 的各点视为一系列的独立事件
,

那么
,

一般说来
,

一次区 问 佑 遥 成

验
,

便同时有两个或更多的事 件发生(事件间相吝 )
。

这正是新近发展的模糊统计特点 (了, 。

凡

是建立在这种相容性原理上 的方法
,

人们称为模糊集方法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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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儿模糊量词赋值的一种模糊集方法

词义测量 ( 赋值 ) 方法学的分析
,

提示我们一个模糊量词引出的是一个模糊集
。

随机集

落影理论的区间估量法是经验地获得模糊集隶属函数的一种有效方法
。

然而
,

考虑到幼儿抽

象估量能力尚未充分发展
,

有必要将抽象的区间估量化为相应的具体操作
。

本文中拟想的方

法正是从这出发的
。

首先
,

将抽象的数轴改为一定数量的事物
,

比如
,

10 个或20 个黑色 ( 尺寸相同 ) 钮扣
,

作为论域
。

然后
,

要求幼儿依照指定的量词
,

从论域中检出适量的事物
。

每个被试必须至少做两次

( 相隔 一些时间以消除记忆的影响 ) 如此操作
,

以便得到两个或更多个数据
。

这些数据的全

距
,

构成 了所说的区间
。

最后
,

对每个被试经验所得的区间作统计
,

求得论域上各点 ( 一个点代表特定数量的事

物 ) 的频率
. 。

其频率分布便是特定模糊 量词所引出的模糊集隶属函数
。

具体统计处理示例如下
:

表 1 模糊量词 的 区间统计(假设数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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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想的模糊量词的隶属函数 ~ {
.

1 / 2
, .

4 / 3
,

.

7 / 4
, 1

.

0 / 5
, 1

.

。/ 6
,

.

6 / 7
, .

3 / 8 }

在这里
,

分子表示隶属函数 ; 分母表示该集合的元素
。

从所列的假想数据中
,

可说明这样的

经验意义
,

即论域中对应于特定的模糊量词有一个模糊集合
。

它们由元 素 2
、

3
、

4
、

5
、

6
、

7
、

8新组成
。

每碑己素都有一定的函数值
,

其中
,

元素 5 与 6 的隶属度表征全部 属 于 的 关

系
,

其余的为不同程度的属于关系
。

为了某种需要
,

有时取集合中最大隶属度 ( 亦称最可能

值 ) 的元素
,

作为它的模糊数来表示该模糊量词
;
有时也可以取加权平均值作为 它 的 代 表

t
。

其公式



R 一 艺 S ‘
人/ 艺人

在这 里
,

R
—加权平均

; S
—分母数值

;
人
—

分子数值 ; i

—
该集合中元素的项数

。

本方法的检验

为了检验本方法的可靠性
,

即所谓信度
,

我们用此法在第一次施测之后
,

经过一段时期

(半个月左右 )
,

对同一对象进行了再测验
,

并求得两次测试数据的相关系数
。

被试对象与文

献 (3 )的相同
,

年龄均在5
.

5至6
.

5岁之间的幼儿园大班小朋友
,

共60 名
。

表 2 给定的量词词义斌值的统计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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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中的函数值保量词引出的隶属频率分布
。

在这里说明元素对模糊量 i司的隶属度
。

从两

次测试结果的相关系数
r
来看

,

本方法的测试信度是相当高的
。

至于效 度
,

由于缺乏现有的

效标值
,

一时难以检验它的效度系数
。

不过
,

如果将表 2 中所列函数画成曲线
,

便可显示规

律性
,

比如
, ‘

很多
’

的曲线比
‘

几个
’

的曲线在数轴上更靠近多的一端 , ‘

比 5 多几个
’

与
‘

比

2 多几个
’

的曲线位移一段距离
。

这些显示与日常的理解是一致的
。

它表明该方法能够有效

地测出经验系统中存在的关系
。

讨 论

本方法的一个关键点是
,

把两次
‘

捡出
’

的操作结果
,

在本质上看成是一个区间的两个端

点
,

或者说
,

一个集合的两个元素的表达
,

而摒弃视它们为两次独立随机试验的传统观点
。

作这种改变的理由是
,

正如前面所述的
,

一个词义的界线不是一个点
,

了甲查一个区间
。

更进

一步地说
,

给定的量词乃是模糊概念
,

而模糊概念在数轴上对应的则是一个模糊集
。

这个性

质已经在数学理论上 (8, 9) 和经验研究上 (1
一

3) 都得到了证明
。

可以设想
,

被 试 依 照 模 糊 量

词
,

例如
‘

几个
, ,

进行两次捡出操作
,

所得结果
,

比如
,

一次捡出了 3 个钮扣
,

另一次 6 个

钮扣
,

把 3 与 6 作为区间的两个端点
,

在逻辑上
,

自然也包含 4 , 5在内
。

尽管它 们 不 曾 出



现
,

但是可 以推论
,

如此操作多次是会检证的
。

此外
,

直接询问被试
,

也可望得 到 肯 定 回

答
。

反过来
,

如果视这样的操作为独立的随机试验
,

其所得的单值
,

在本质上是不符合模糊

数性质的
,

而且两者加以平均
,

如(3 + 6) + 2 一 4
.

5那就更与通常的习惯不符
。

很难设想
,

在

经验系统中会用四个半钮扣来描述的
。

因此
,

本方法的这一关键点可以说是对传 统 观 点 的

突破
。

诚然
,

两次如此操作所得数据
,

并不 意味它们就是实际上 的区间端点值
。

也就是说
,

真

实的端点值很可能在它们之外
。

不过
,

这已经不是问题的本质了
。

必要时
,

当然可 以多次这

样的操作
,

使数据更接近于真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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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CA L
.

B IL O G 和 O IR T 的

计算机模拟比较研究
’

余嘉元

( 南京师范大学 )

引 言

项 目反应理论是近二十年来得到迅速发展的现代测量理论
,

(1) (2) 为了运用该理论进行参

数估计
,

测量专家们提出了许多不同的算法
, (3 )( 4) 编制了一些计算机软件

,

国外比较流行的

是 A S CA L和BI LO G 程序
,

最近
,

又提出了G IRT 程序
。

A S C A L 是 M icro C A T 软件包中的一部

本研究是在奖国明尼苏达大学心理系完成的
,

感谢该系心理测 t 方法专业主任D a vi d J
.

W ei ss 教授允许作者使肋

有关的计算机程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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