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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儿颜色爱好特点研究
’

李文馥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

摘要 本研 究 旨在进一 步探讨幼儿颜 色爱好的一般性特 点
。

被试是 一 岁儿

童
,

共 名
,

分为 个年龄组
。

使用红
、

橙
、

黄
、

绿
、

蓝
、

紫
、

棕
、

浅绿
、

浅

蓝
、

粉红
、

黑和 白
,

共 种颜 色
。

以 图片做呈现颜 色的材料
。

采用表示 不 同颜 色

特性 的 种 图 片 无意义 图形
、

蝴碟
、

小 熊衣服
、

瓜果蔬菜和 小 彩笔
。

要求被试

选择 出 自己最喜欢的颜 色
。

实验结果表明 幼儿喜爱的颜 色主要是鲜艳的红
、

橙

暖 色调和 明度 大 的颜 色 这种颜 色偏好与客体对象的颜 色特性无 关 幼儿阶段儿

童的颜 色爱好具有 突出的共 同特 点
,

表现 出有别于其它年龄阶段的明 显的特殊性
。

关键词 幼儿 颜 色爱好特 点

一 问 题

颜色对人类具有重要的意义
,

在人们认

识周围环境中
,

颜色不仅提供了重要维量的

信息
,

并且给人以美的感受
。

可以认为颜色

是视觉审美的核心
,

它影响着人们的情绪状

态
,

尤其是对年幼儿童的认识活动起着强烈

的吸引作用
。

人 们的颜色爱好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现

象
,

是涉及多种因素的复杂问题
。

应该承认

人们对颜色的爱好具有一般性的特点
,

但又

受到各种主客观因素的影响
。

多少年来国内

外学者对颜色爱好做了许多研究
。

多数研究

都排列出颜色爱好的顺序
,

并以此为依据
,

比

较在不同年龄
、

性别
、

文化背景等条件下
,

人

们颜色爱好的异同
,

旨在揭示颜色爱好的规

律
。

由于 国度
、

时代
、

文化背景等的差异
,

实

验结果有异有同
‘ 〕

。

再加之颜色爱好顺序是

一个不精确的
、

模糊的度量
,

在排列顺序中

异同交错
,

这给分析结果带来很多问题
,

增

加了研究的难度
。

所以至今人们对颜色爱好

的抽象性和特殊性问题以及两者之间的关系

问题都持有较多不同的意见
。

在我国
,

年代前研究的结果
,

表明当

时人们喜欢颜色的主要倾向为非鲜艳颜色和

暖色〔
一‘ 〕。

年代以来的研究结果表明
,

这种

爱好倾向有所变化
,

似乎暖色调趋于颜色爱

好排列的领先地位〔
一

〕。

但这方面的研究资料

尚不多
,

有待做较多的探讨和 比致
。

年代以来
,

儿童的颜色爱好
,

特别是

幼儿的颜色爱色好问题受到了研究者和教育

工作者的重视
。

这些研究提出了幼儿颜色爱

好的排列顺序以及影响儿童颜色爱好的某些

因素〔
一

〕。

汉族幼儿与不同的少数民族幼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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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色爱好的数项 比较研究的结果也都表明各

民族幼儿颜色的爱好的顺序有同有异
,

但有

一总的趋向
,

那就是红
、

黄
、

橙
、

绿
、

蓝几

种颜色较多居于排列顺序的前几名地位 —
尽管它们之间在次序上存在着交错〔

一
, 。〕。

我们的两项实验是探讨 岁 — 岁

中国城市人的研究爱好特点的研究
’〕 。

其

中
,

幼儿的颜色爱好以红
、

橙
、

黄色调为主
,

似乎整个幼儿期儿童都具有这种不同于其他

年龄阶段的特殊倾向
。

我们看到 国外的研究

资料也有类似的现象
。

这种在国度间
、

民族

间和不同年龄的幼儿间所表现出的颜色爱好

的一致倾向
,

似乎说明幼儿的颜色爱好具有

与其他年龄的人群相异的特殊性
。

本研究就是在 已有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

探讨幼儿期儿童颜色爱好的最基本倾向
、

对

不同色调爱好程度的差异
、

物体的颜色特性

对幼儿颜色爱好的作用以及在幼儿期内年龄

与幼儿颜色爱好的关系
。

二 研究方法

一 被试 一 岁幼儿
,

共 名
,

按

半岁分组
,

共分 个年龄组
,

每组 名
,

男

女接近各半
。

组别划分的岁月是

岁组
,

一
,

岁半组
,

一
,

岁组
,

一
,

岁半组
,

一
,

岁组
,

一
, 。

二 实验材料

颜色 选用幼儿常见
、

常用的 种

颜色
。

颜色名称是 红
、

橙
、

黄
、

深绿
、

蓝
、

紫
、

浅绿
、

天蓝
、

粉红
、

黑
、

白
、

棕色
。

图片 使用 种图片
。

这 种图片分

别表示不同的颜色特性
。

每种图片 张
,

分

别用 种颜 色 纸 剪成
。

图 片的大小 约 为
,

—
, ,

共 张图片
,

将它们一一

贴在白色硬纸卡 上
。

排列和呈

现这些颜色 图片的呈示盘 个
。

种图片各

有特点

无意义图形 突出颜色本身的属性
,

以考查颜色爱好的一般性特点

蝴蝶 突出客体本身具有的多色彩

性
,

考查幼儿对同类客观对象的多彩色的爱

好选择倾向
。

小熊衣服 突出主体本身的爱好的

特殊性
,

可依个体主观偏好选择
。

图片是

只小黑熊
,

都穿灰色裤子
,

上身分别穿着

种颜色的衣服
。

瓜果蔬菜 突出对象本身的固有色
,

以考查物体的本来颜色对幼儿颜色爱好的影

响
。

图片有红色苹果
、

紫色葡萄
、

黑色西瓜

籽
、

棕色栗子等
,

蓝色和天蓝色是用糖果和

小食品包装的形式表现的
。

小彩笔 突出颜色的实用性
,

以考

查幼儿应用颜色的爱好倾向
。

幼儿经常使用

小彩笔
。

实验程序 个别实验
。

预备实验是用

红橙黄绿蓝 白 种颜色纸剪成的小手绢图

片
,

让被试从中选出最喜欢的颜色的手绢
。

实

验时将排列一种图片的显示盘呈现在被试面

前
,

要求他从中挑出一张最喜爱的颜色
。

如
“

你看
,

这些小熊穿着各种颜色的衣服
,

请你

选一个最好看的颜色
”
指示语随图片内容不

同而稍有复化
,

相继做完五种图片
。

各种图

片的呈现顺序随机改变
,

同一显示盘内 张

图片的排列顺序也随机变换
,

以避免先后顺

序与空间位置的影响
。

三 结 果

一 岁幼儿从 种颜色中选择自己最

喜爱的颜色的结果如表 所示
。

李文馥 中国城市人对固有色的偏好 待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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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粉一白黑一棕一

幼 选择最喜爱的颇色的结果

黄 浅绿 深绿 天蓝 蓝

人次

红 紫橙一

人次

人次

人次

人次
。 。

总人次
。 。

四岁组一四岁半组一五岁组一五岁半组一六岁组菠试总体

每个年龄组的总人次 人 图片 人次

被试总体总人次 人 图片 年龄组 一 人次

表

年龄组

岁

岁

岁

岁

岁

不同年龄组爱好颇色的等第次序比较

红 粉 橙 浅绿 黄 蓝 浅蓝 白 黑 绿 棕

一 幼儿对颇色爱好的等第次序

表 中各年龄组的等第次序具有大体一

致的趋向
,

但又参差不一
。

我们使用肯德尔

和谐系数 。 。

考查各年龄组等第次序的一致性
。

结

果表 明各年龄组对 种颜色爱好的顺序有

明显相关存在
,

达到很高的一致性
。

由于这种一致性
,

我们有理 由得出被试

总体的颜色爱好顺序
。

根据表 的被试总体

的人次 及其 排列如下

顺序 颜色 顺序 颜色

红 蓝

粉红 天蓝

橙 白

浅绿 黑

黄 深绿

萦 棕

此颜色爱好顺序表明不同颜色对幼儿吸

引力程度的大小
,

这种顺序不具有绝对的意

义
,

只有相对的意义
。

对此
,

我们进一步以

儿童选择的颜色爱好人次比率为依据将上面



年 心理发展与教育 第 期

的排列划分成 个颜色爱好等级组
,

以进一 点

步较为客观地表示幼儿对颜色色调爱好的特

表 幼儿颇色爱好程度的等级

人次 比率 一

粉红
、

橙

一 。

线绿
、

黄
、

紫
、

蓝
、

浅蓝

一

白
、

深绿
、

黑
、

棕

一 写

表 各年龄组选择颇色次数差异的 丫 检验

红 粉 橙 浅绿 黄 紫 蓝 夭蓝 白 黑 深绿 棕

︺

巧
比︺︸︸‘﹃一月」,峨」岁谬岁秽

岁

艺
。

。 , 吕 匕

书 苍 份 份 份 普 价 ‘ “

取检验的显著性水平 一 。 , , 二 。

表
、

表 和 种颜色 的排列顺序表

明 大多数颜色被选择的人次之间存在

着很显著的差异 相邻等第次序的颜色

之间很少有显著差异 红色占有明显的

优势
,

表 中相 同等级内部的各颜色之间基

本上没有显著差异
。

二 各年龄组间颜色爱好差异比较

将 个年龄组对 种颜色 的选择次数

分别做卡方检验
,

以考虑各年龄组选择每种

颜色的次数差异
。

将 种颜色的卡方检验情

况综合列入表
。

种颜色 中只有少数存在年龄组 间的

显著差异
。

从次数上看到有显著差异的 种

颜色中又有 种是其它年龄组与大年龄幼儿

岁组 之间的差异
。

可以说明幼儿期的颜

色爱好在各年岁之间的差异很小
。

三 幼儿颜色爱好的性别差异

我们取容易表现儿童颜色爱好一般性特

点的无意义图形和容易体现性别差异的熊衣

服两项结果做男女 被试总体 性别差异的

检验
。

其结果
,

对无意义图形颜色爱好性别

差异的 值是
,

对熊衣服颜色爱好差异

的 值是
,

两者无显著差异
。

在这两项

上
,

大年龄的 岁组儿童男女差异的 值分

别为一 和 一
,

也无显著性
。

说明幼

儿期 内男女儿童颜色爱好是具有共同特点

的
。

四 对象的颜色特性对幼儿颇色爱好的

影响

我们使用威尔卡逊 添号秩

次检验法考查不同图片所表示的各种颜色特

性对幼儿颜色爱好的影响
。

结果表明 物体对象的颜色特性的异同

对幼儿的颜色爱好并不发生作用
,

在不同的

条件下他们偏好颜色的倾向依然是一致的
。

四 分析和讨论

一 颇色爱好的等第次序的排列与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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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级的划分

通常的颜色爱好研究都排列出颜色爱好

顺序
,

用 以表明人们爱好颜色的倾向
,

并以

此作为 比较不同集团颜色爱好有无差别的标

准
。

我们认为这是必要的手段
,

它可以在一

定程度上说明人们对颜色有偏好
。

但是把顺

序作为衡量爱好差异的指标是有缺陷的
。

如

前所述
,

这种等第次序是具有相对性和模糊

性的尺度
。

诸如颜色爱好之类的心理量是有

等级性的
,

因此将等第次序及其有关数据按

等级团组处理会 比较客观些的
。

表 是本实验各年龄组颜色爱好的等第

次序
。

以数据本身看
,

各有参差
,

但对它们

的相关统计结果表明各组的排列顺序之间具

有很高的一致性 相关系数 一 。 ,

,

这说明次序前后的差别并不足以表

示实际的差别
。

我们将爱好选择率
、

各颜色被选择的人

次平均数差异的统计检验结果和所排列的等

第次序三者结合在一起
,

划分成几个爱好程

度不同的等级组 表
。

其中红色 人次 比

率 与其它各颜色之间的差异都是极显

著的
,

可见红色在幼儿颜色爱好中是独占鳌

头 的 妓 妓 者
,

不 愧 为 第 等 级
。

粉 红 色

与橙色 属第二等级
。

两色之间无显著差异
,

它们与其它颜色之间

的差异均呈显著性
。

其它各次序相邻的颜色

之 间均无统计学意义的差别
。

为了较为客观

地区分幼儿对 种颜色爱好程度的差别
,

我

们将上边说的三种指标综合划分成表 的四

个等级组
。

这样
,

可以既包含着等第次序的

顺序性
,

也包含了它的相对性和模糊性
,

同

时也能较好地避免了无显著差异的次序上参

差变化
。

所以它更能客观地表现颜色爱好的

规律性
。

二 幼儿的颜色爱好和经验的关系

根据我们曾经做过的研究发现
,

似乎幼

儿的颜色爱好具有不同于其他年龄阶段的独

特特点
, ’ 。

我们曾经通过研究不同年龄阶段的人群

对物体固有色的爱好程度高低考查了生活经

验对人们颜色爱好的影响
。

其结果说明从童

年至老年的人群都明显地偏向于喜欢物体的

固有色 如绿色的叶子
、

黄色的香蕉
,

而不

喜欢或很少喜欢非固有色的同一物体
。

然而
,

唯独 一 岁幼儿没有这种倾向
。

这种现象似

乎表明幼儿的颜色爱好不受诸如物体固有色

等颜色经验的影响
。

本实验设计了代表不同

颜色特性的五种类型图片
,

通过对实验结果

的相关样本的非参数检验
,

说明幼儿的颜色

爱好也不受客体对象的颜色特性的影响
。

两

项实验的结果表明幼儿的颜色爱好具有较为

确定的一般倾向
,

这种倾向性很少受经验和

物体颜色特性的影响
,

这一特点有别于其他

各年龄阶段
。

三 某些色彩对幼儿有强烈的吸引力

许多研究都说明幼儿偏爱的颜色主要是

鲜艳的红色调和 明度大的黄色与黄绿色
。

这

些颜色的物理属性是光谱上可见光波长的长

端 红橙 与亮度最大的色彩 黄与黄绿
。

黄色和黄绿色光是人的视觉最敏感的光
,

最

容易被儿童直觉感受
。

红
、

橙光波处于光谱

波长的最长端
,

波动性大
,

传播速度也最大
,

色彩表现性最强
,

是人的视觉选择性最突出

的彩色
。

可见
,

红橙色调
、

黄与黄绿色调是

最容易显示客体能动性的物体属性
,

从而对

儿童产生强烈的吸引力
。

严格说来
,

一切视觉表象都来 自于色彩

和亮度
,

而对幼儿来说
,

物体的视觉特征占

有主导地位
,

所以色彩对他们有强烈的感染

力
。

幼儿对周围世界的信息具有能动地寻求

解释和积极地进行探索的趋动力
,

这种趋动

力很容易被色彩吸引
,

尤其是对感染力强的

色彩更具有浓厚的兴趣
。

颜色爱好是心理颜色的情感表现
,

是一

种美的体验
。

幼儿对颜色的特殊爱好作为他

们自身探求了解大千世界的能动性与物体的

能动表现性之间相互作用的媒介在幼儿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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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中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

了解幼儿颜色

爱好的一般性特征在理论上
、

在教育实际中

都是有意义的
。

五
、

结 论

一 幼儿最喜欢的颜色主要是红色色调

区域和 明度最大的颜色
。

二 幼儿期的颜色爱好不受经验
、

物体

的颜色特性
、

性别和年龄的影响
,

具有明显

的不同于其他年龄阶段的特殊性
。

三 区分颜色爱好程度采用等级划分法

比只用等第次序划分更符合实际情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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