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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探儿童对年龄的认知发展
”

方 格 方富熹 冯 刚
中国科学院 心理研究所

,

北京
,

摘 要

在初步探查过四岁半至七岁半儿童对年龄的认知发展过程以及各年龄阶段儿童认知年龄

的发展水平和特点的基础上
,

改变某些实验条件
,

进一步探查同一年龄阶段儿童对年龄的认知

发展过程
,

以及影响儿童对年龄认知发展的某些因素
。

关键词 儿童
,

年龄
,

认知

前 言

儿童对年龄的认知是儿童对时间认知的主要内容之一
。

对这一问题的探查无论对于

丰富儿童认知发展的理论
,

还是对儿童教育实践都具有重要意义
「’一 ’。

我们曾从年龄时距
,

年龄时序以及两者关系等方面初步探讨了四岁半到七 岁半儿童

对其认知的发展过程
〔 ’,
所得主要结果表明 学前儿童 已能认知年龄时序的相对固定性

,

但对相对可变性的认知还有困难 呈现刺激的数量因素对学前儿童的认知成绩有影响 儿

童对年龄将来时的认知表现出由近及远
、

由短及长的发展趋势 儿童对年龄的认知由不理

解到整合时距 与时序的关系
、

由不稳定到稳定经历了一个连续的发展过程
,

表现出明显的

阶段性
。

在前一研究的基础上
,
本研究改变某些实验条件力求进一步探查儿童对年龄的认知

发展是否具有某种普遍性
,

以及哪些 因素影响幼儿对年龄认知的发展
。

研究方法

取样 被试为四岁半到七岁半的幼儿园和小学儿童 四 岁半和五岁半组为幼儿 园儿

童
,

六岁半和七岁半两组为小学儿童
,

共 人
,

每组 人
,

随机取样
。

年龄以足岁前后

不超过四个月为准
。

各组平均年龄 月 分别为 了 。
。

材料 五张不同年龄的女性彩色照片
,

构成一年龄梯度
。

五张照片的年龄分别为

岁
,

岁
,

岁
,

岁和 岁
,

代表幼年
,

少年
,

青年
,

中年和老年
。

照片大小为五寸全

身像
,

人物的服装发式贴近生活
,

但像片上人物的身高和年龄成反比
,

即年岁愈大
,

身高愈

矮
、

身高与年龄构成一相反的梯度
。

将照片分别镶入五个长 宽 的像框中
。

实

验材料还包括糖块
、

花生
、

饼于各一个
。

程序 本实验包括实际操作和语言提问
。

实际操作 包括按年龄顺序排队和 匹 配

本文 于 年 月 日收到
。

本 研究系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会资助项 目“童年早期儿童对时间认知发展实验研究
”

的部分工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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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年龄顺序排队 测查儿童对年龄时序相对固定性的认知能力
。

预试时主试将五张

不同年龄的照片随机呈现给儿童
,

令儿童一一命名
,

然后主试再向儿童呈现饼干
、

花生
、

糖

块各一个
,

告诉儿童 最先吃糖
,

再吃花生
,

最后吃饼干
,

令儿童按先后顺序从左至右排成

一队
,

直到儿童排对为止
。

预试通过者参加正式实验
。

正式实验时
,

先令儿童按三张照片排队
。

主试随机呈现三张照片
,

其中少年
、

青年
、

中

年各一张
,

令儿童按年龄大小从左至右排成一队
。

然后主试再呈现五张照片
,

其中幼年
、

少年
、

青年
、

中年
、

老年各一张
,

令儿童按年龄大小从左至右排成一队
。

匹配 测查儿童对年龄时序相对可变性的认知能力
。

主试将上述五张照片组合为三

组 幼年
、

少年
、

青年为第一组 少年
、

青年
、

中年为第二组 青年
、

中年
、

老年为第三组
。

每

组照片以品字和倒品字的形式随机呈现
,

呈现照片时
,

将糖
、

花生
、

饼干交给儿童
,

请儿童

按主试指导语将上述食品分别分给每一张照片上的人
。

其指导语如下
“

这里有一块糖
,

一颗花生
,

一块饼干
,

请你替我分一分
,

把糖给三张照片里岁数较大的
,

把饼干给岁数较小

的
,

把花生给岁数不大不小的
”

待儿童分完后
,

再进行其它两组
,

指导语相同
。

语言提问

本实验在进行此项任务时
,

不给儿童提供任何实物参照
,

只以儿童自身作为语言提问

时的参照物
。

因此在进行语言提问之前
,

主试要确认儿童知道
“

姐姐
” 、 “

妹妹
” 、 “

哥哥
” 、“

弟

弟
”

这些名称
。

所提问题共 个 详见附录
,

探查的具体内容如下 探查儿童 是 否 能比

较三个人年龄的大小 其中包括儿童本人
、

妈妈
、

及其兄弟姐妹之一 探查儿童是否知道出

生次序 探查儿童是否知道他的妈妈也有年幼的
“

过去
”

对过去时的理解 及由于出生顺

序所形成的年龄差距并不随时间的推移而改变 对年龄将来时的理解
。

由于被试都是独

生子女
,

他们关于兄弟姐妹关系的经验
,

一般是一种旁系亲属关系经验
。

全部实验均 以个别方式进行
。

由于本研究是在先前有关研究基础上的进一步探 查
,

实验内容
、

程序与上一研究完全

相同
,

只是实验条件作了如下改变 实验材料中所用人物肖像由上半身改为全身肖像 语

言提问时不 以玩具熊猫为参照物
,

不排除儿童 自我时间概念的干扰
。

因此
“

结果
”

与
“

讨论
”

部分将与先前研究进行比较
。

为叙述方便起见
,

我们将前一研究简称为
“

实验
” ,

本研究

简称为
“

实验
” 。

结 果

儿宜对年龄时序相对固定性和可变性的认知

从表 可见
,

在本实验条件下
,

儿童按三张和五张照片排队的成绩均有随年龄逐步提

高的趋势
,

对于上述两种不同任务的变异数分析表明
,

儿童认知三张照片的成绩优于对五

张照片的认知
, , 。 , 。

表 表明
,

学前两个年龄阶段的儿童对匹 配任务

的认知还相当困难
,

即使到六岁半 小学一年级
,

儿童的认知成绩仍较差
,

直到七岁半才

出现明显的跃进
,

与六岁半儿童相比
,

差异达显著水平
。

为进一步探查两种不 同实验条件下儿童认知成绩的异同
,

我们将
“

实验
”

和
“

实验
”

的有关结果绘于图
、

图
。

图 是两种条件下儿童对年龄时序相对固定性的认知成

绩
。

从图 可见
,

儿童按三张照片排队的成绩在四岁半和七岁半两个年龄组无显著差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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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儿童对年龄时序相对固定性和相对可变性的认知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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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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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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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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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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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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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概人小髯咔

了

年龄 年龄组

图 两种条件下儿童对 时序相对固 定性

认知成绩比 较

图 两种条件下儿童对 时序相对

可变性的认知成绩 比较

而五岁半和六岁半两个年龄组的差异显著
。 “

实验
”

成绩优于
“

实验
” ,

考验结果分

别为
,

而按五张照片排队的成绩除六岁半组的差异非常显著

外
,

其余各组均无显著差异存在
。

图 表明了在两种条件下儿童对时序相对可变性 的认

知情况
,

在六岁半组
“

实验
”

成绩优于
“

实验
” , 。

在其它三个年龄阶

段均无显著差异存在
。

一卜万二二, 乙

习 口

沪 口 尹

儿宜对年龄大小和出生次序的认

知

本实验中儿童对年龄大小的认知从

四 岁半到六岁半出现明显跃进 而对 出

生次序的认知从四岁半到五岁半有明显

上升趋势
。

图 比较了两种

条件下儿童对年龄大小的认知情况
,

从

图中可见
,

儿童的认知成绩只在学前两

个阶段有差别
,

在四 岁半组达显著水平
。

。

对 出 生次序的认知成绩也

只在四岁半组有显著差异
。

‘

…
一一 咬乡一

拓佘日除

一 口 一

匕
。

年龄纠

图 两 种不 同条件下儿意对年龄 大小的认知情 况比 较

宜对年龄时间延伸的认知

儿童对年龄 时 间 延伸的认知包含两种含义
,

即对年龄过去时和对年龄将来时的理

解
。

本实验条件下四岁半儿童对年龄的过 去时的认知还有困难
,

但从四岁半 到五岁半有

明显提高
,

其差异达非常显著水平
。

在两种实验条件下
,

儿童对年龄过去时的

认知表现出一致的趋势
。

儿童对年龄将来时的认知成绩见表 和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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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儿童对年龄将来时的认知成绩

年龄组 岁

五 年 以 后一 年 以 后 五 年 以 后 更 远 的 将 来

吕

一一
一一一

一

一
一

叫

几 只
。 。

…

更 远 的 将 来

。

。

二
。 。 。 一 ’

一
。 。 。

 
。

4 9

7

.

5 0

.

5
5

0

.

3 0
0

·

4 1
0

.

5 5 0

.

5
1

0

.

5 5
0

.

3 7
1

·

魂6

对于任 务
: F (2 ,

1 5 2 )
= 1 3

。

7
3

,
p < 0

。

0 0 1

对于年 龄
: F (3 ,

7 6 )
二 1 1

.
9 2

,
P ( 0

.
0 0 1

任 务 x 年龄
:
F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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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
6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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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3

F 考验统计分析表明年龄和任务变量的 主效应非常显著
。

对三种条件的年龄差异进

行的事后比较表明
,

发生显著变化的年龄均在五岁半和六岁半之 间
,

可见学前学后发生了

明显的变化
。

圆
.55.56.57一 5
一年以后(a)

〔5 5
.
5 6
.
5 7
.
5

五年 以后r卜

4石 5. 5 6
.
5 7
.
5

更远将来旧

10()9胎0706脚汾川、

弱八�刃牛

图 4 两 种不 同条件 下儿童对将来时认知情 况的比较

从图 4 (a
、

b

、 。
) 可看出在两种不同条件下儿童对短期将来时的认知成绩均优于对长

期将来时的认知
,

表现出由近及远的发展趋向
。

有趣的是
,

实验 B条件下六岁半和七岁半

组儿童对
“

五年 以后
”

的认知成绩不仅明显低于
“

实验 A
”

同年龄组的成绩
,

而且低于本研

究(实验 B )中对
“

更远的将来
”

的认知成绩
。

有关这一情况出现的原因我们将在讨论中论

及
。

3

.

4 儿 , 对年龄的时距与时序的认知

我们依据
“

语言提问
”

任务中儿童所述理 由
,

将儿童的认知情况分为下面四种水平
。

水平 工: 能初步区分不同对象的年龄大小
,

但完全不理解年龄大小 和 出生次序的关

系
,

对于附录 2 ( 1 )中的 问题
,

儿童的回答是
“

我和姐姐岁数不一样
,

姐姐岁数大些
,

因为

姐姐后生的
”
( 商
X X ,

男
,

4 岁 4 个月)
,

对于年龄过去时
,

有的儿童根本不理解
,

回答的理

由是
“

我先生下来的
,

大人都是后生的
”

或
“

我生下来还没有我爸呢
”
( 杨 X

,

女
,

4 岁 6 个

月)
。

水平 n : 能初步理解年龄的大小和出生次序的关系
,

但对于年龄将来时 还往 往认识

不清楚
。

对于附录 2 中的 问题
,

儿童能够理解姐姐岁数大些
,

因为姐姐是先生的
,

但对于

出生次序所决定的年龄大小的差异永远存在则很难理解
,

当问及 4 ( 4 ) 问题时
,

儿童说
:

“

不一样大
,

因为那个时候姐姐年轻 了
,

我又老了
”

( 姚 x x
,

男
,

5 岁 4个月 )
,

也有的说
,

“

那就同岁了
。

因为两人都老了
。

都有白头发了
”

( 刘 x
,

女
,

5 岁 1 个月 )
。

水平 111
; 儿童能理解年龄时序与年龄时距的关系

,

但尚未达到稳定水平
,

易受 日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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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经验的于扰
,

也往往受到数概念发展水平的局 限
。

比如当问及附录 4 ( 2 )问题时
,

儿童

回答
: “

不同岁
,

姐姐今年比我大一岁
,

明年还是比我大一岁
”

但 当继续问他附录 4 ( 3 )的

间题时
,

他回答说
: “

能赶上
,

能同岁
,

因为越吃饭
、

越长个
。 ”

(周 x x
,

男
,

6 岁9 个月)
,

也有的儿童知道过 5 年还是姐姐大
,

但问大几岁时
,

他们就随意乱说
,

如
: “

大五岁
”

( 田 x

x ,

男
,

5 岁 了个月)
。

水平IV
:
儿童完全理解年龄时序和年龄时距的关系

,

对年龄的认知已达到稳定水平
。

当问及附录 4 ( 4 )的问题时
,

回答的理 由是
: “

不同岁
,

因为一开始姐姐比我大一岁
,

所以

多少年后还是比我大一岁
” 。

对附录 4 ( 3 )回答的理 由是
: “

不能赶 上
,

过一年
、

长一年
,

不

能说个高岁数大
、

爸爸比奶奶高
,

不能说爸爸比奶奶大
”

( 刘 x 米 ,

男
,

6 岁 10 个月)
。

各年龄组达到以上四种水平的情况见图 6
。

五佘防彭袱

5
.
5

图 5

年龄

JL童认知年龄 的四 种水平

本研究中各年龄的儿童所显示出的认知水平及发展趋势与
“

实验 A
”

中的结果大体一

致
,

进一步证实了
“

实验A
”

的研究结果
。

4 讨 论

4.1 操作条件下儿宜对年龄时序相对固定性和相对可变性的认知

本实验(实验 B ) 中儿童对年龄时序相对固定性的认知成绩表现出与上一实验 (实验

A )相同的年龄发展趋势
,

但在实验 B 中
,

儿童的认知成绩在五岁半和六岁半两个年龄阶

段明显低于
“

实验 A
”

的成绩
,

这是因为本实验加大了认知任务的难度
。

如在实验 A 中是

以人物的半身头像为刺激物
,

人物的服装与发式贴近生活
,

没有设 置 任何
“

知觉干 扰因

素
” ,

而本实验不同
,

呈现给儿童的刺激是人物的全身像
,

并故意使身高系列与年龄系列作

反方向排列
,

即岁数愈大
,

身高愈矮
,

要想正确解决任务
,

儿童不但要综合考虑人物的各种

外在因素(面部
、

发式
、

身高
、

服装)
,

还要排除身高的干扰
,

这对年幼儿童来说是一个较为

困难的任务
。

从图 1 也可以看出
,

在本实验中四岁半和七 岁半组儿童 似不 受任务难易的

影响
,

前者保持了低水平的一致
,

后者已近于达到
。

这就 是说
,

只有处于过渡水平的五六

岁儿童较容易受到知觉因素的干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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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实验也表明
,

儿童对时序相对可变性的认知对学前儿童仍是十分困难的
,

这和我们

以往关于 自然周期时间顺序的研究中所发现的结果是一致的 〔””。
]

,

跟
“

实验 A
”

相比较
,

本

实验中儿童的认知成绩从六岁半到七岁半有显著提高
, “

实验 A
”

中显著变化发生在五岁

半到六岁半之 间
,

这意味着发生显著变化的年龄有滞后趋势
,

这是由于本实验加大了任务

难度的缘故(见图 2 )
。

本实验中儿童对三张照片的操作成绩优于对五张照片的操作
,

这说明呈现刺激的数

量因素对儿童的认知成绩有影响
,

这与我们先前所做过的有关数序
、

自然循环周期时序以

及对年龄的研究所发现的结果是相同的[
8’“” “’。

4

.

2 儿宜对年龄大小和出生次序及两者关系的认知

本实验中儿童对年龄大小的认知成绩在学前两个年龄组仍很低
,

这 与
“

实验 A
”

的实

验结果差别较大
。

其原因主要在于
“

实验 A
”

中我们排除了知觉因素(如身高)对儿童判断

的干扰
,

语言提问时提供玩具熊猫(大
、

中
、

小 )为儿童判断年龄的参照物
,

这些生动
、

具体

的形象有助于学前儿童做出准确判断
。

本研究中我们不提供任何具体的实物而以儿童 自

身为参照物
,

这无疑加大了认知任务的难度
。

儿童入学后
,

由于经验的积累
,

思维已逐渐

从具体形象水平向抽象水平过渡
,

在对年龄大小的认知方面
,

已能借助某些 自身获得的经

验达到准确的认知
。

本实验中儿童对出生次序的认知同样有随年龄而发展的趋势
。

由于儿童对出生次序

的认知只能凭借某些间接经验并在头脑中进行简单的逻辑运演才能实现
,

所以在 两个实

验中儿童对此问题的认知成绩除 4 岁组外几近相同
。

4

.

3 儿童对年龄(时间)延伸的认知

本实验中儿童对年龄 (时间)延伸的认知包含对年龄
“

过去时
”

和
“

将来时
”

的认知
。

这

种时间关系要求儿童凭借某些间接经验或时间表象来把握
,

所以不难 理 解认 知年龄 (时

间)的延伸对年幼儿童来讲是何等困难的任务
。

在本实验中四 岁半儿童对于
“

妈妈也有年

幼的过去
”

完全不理解
,

随着年龄的增长
,

到五岁半左右 已有80 帕的儿童达到正确的认知
,

出现了明显的飞跃
。

两个实验中对此问题的研究结果近于一致
,

这 是因为 儿童对年龄过

去时的认知在我们所设置的条件下既不受儿童本人 自我时间概念的干扰
,

也不受某些知

觉因素的影响
,

所以本研究的结果再一次验证了
“

实验 A
”

的研究结果
。

关于对
“

将来时
”

的认知
,

本实验中儿童对
“

一年以后
”

的认知成绩比
“

五年以 后
”

和
“

更

远的将来
”

要好
,

这表明时间长短是影响儿童对年龄将来时认知的主要因素
,

也看出儿童

对年龄将来时的认知表现 了由近及远
、

由短及长的发展趋势
,

这和
“

实验 A
”

中所得结果有

共同之处 (见图 4 )
。

本实验中儿童对
“

五年以 后
”

的认知成绩在六岁半和七岁半两个年龄组
,

明显低于
“

实

验 A
”

的结果
,

甚至低于本实验中对
“

更远将来
”

的认知成绩
。

这可能是由于本实验中
“

语

言提问
”

时是以儿童 自身为参照物的缘故
。

实验中我们 向儿童提出的问题是
: “

再过五年

以后
,

你和姐姐 (或妹妹 ) 是同岁还是不同岁
,

( 如说不同岁)大几岁?
”

儿童感到困惑的是
“

大几岁
”

这一计算问题
。

如按实验 中提供的前提条件 (见附录 4 ( 1 ))
,

进行这种简单的

运算是不难的
。

但有些儿童难 以摆脱 自我年龄的干扰
,

非要以自己本人的年 龄 为准 来计

算她与姐姐(或妹妹 )五年后的年龄差距
,

所以计算
“

大几岁
”

时出现错误
,

无论主试如何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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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问题条件
,

他们仍不改初衷
,

坚持错误的答案
。

这种现象似与皮亚杰学派所主张的
“

自

我中心论
”

的倾向有某种共同之处〔7 〕,

在
“

实验A
”

的研究中没有发现这种现象
。

可见儿童

的自我年龄时间观念在儿童对年龄的认知中也起到某种干扰作用
。

4

.

4 儿宜对年龄认知的德定性

本实验与
“

实验 A
”

的结果相似
,

即处于水平 3的儿童能理解年龄时距与时序的关系
,

也能理解年龄的过去与将来
,

但他们对于附录 4 ( 3 )这一问题仍会迷惑不解
,

这表明儿童

在达到稳定地把握年龄概念之前
,

容易把年龄与成长速率混淆在一起
,

也就是说
,

他们容

易受 到某些无关属性(知觉因素的改变)的干扰
。

除此外
,

本研究中也发现儿童对年龄的认

知有时受到数概念发展水平的制约
,

比如有的儿童还不会准确地用数字表示时 间
,

对于附

录 2 ( 1 )中的问题
,

儿童说
: “

姐姐大
,

因我姐姐二年前生的
,

我是三年前生的
。 ”

类似的

情况还发生在对附录 4 ( 2 )的回答中
,

儿童往往知道谁大谁小
,

但究竟大 几岁说不清楚
,

这似乎表 明儿童对年龄 (时间)的认知与儿童数概念的形成与发展存在着某种关系
。

5 小 结

本研究进一步证实了儿童对年龄认知的发展经历 了一个对时距 (年龄大小 ) 和 时 序

(出生顺序 )的分化整合过程
:
首先

,

幼儿能粗略地区分年幼和年长老的年龄大小的不同
,

但还不能将年龄和出生顺序联系起来
;
继而能认识这两者的关系

,

但对过去和将来的年龄

还不能
“

守恒地
”

理解
,

容易受感性知觉经验的干扰; 最后才能达到概念水平的稳定认识
,

这一过程大约 7 岁左右完成
。

本实验表明幼儿对年龄的认知以感性直观成份 占优势
, 因此容易将身高和年龄大小

相混淆
,

将不匀速的身体成长速率与匀速的年龄增长相混淆
;以 自身为参照物认知年龄比

认知客体年龄困难等等
。

由于年龄概念包含着对年龄大小的计算或度量
,

因 此对年龄的

认知与对数的认知密切相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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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1.‘你 告诉我 ,

你有姐姐 (或妹妹
,

哥哥
,

弟弟)吗 ?好
,

你想想
,

妈妈
,

姐姐和你三个人是不是同岁?谁的岁数最大?

谁 的岁数最小? 你怎么知道的 ?

2 .(1 ) 告诉我
,

你 和姐姐 (或妹妹等 )谁先生下来 的? 你 们俩 是不是 同岁? 谁 的岁数大些 ? 你怎么 知道的?

(2 ) 你 姐姐 生下来 时
,

你在不在 ? (你生下来 时
,

妹妹在不在 ? )为什么 ?

(3 ) 妈妈
,

姐姐和你三个人中哪个先 生下来 的? 你 怎么 知道的?

3
。

(l
) 妈妈

,

姐姐和你三 个人 中谁最 老? 你 怎么 知道?

(2 ) 妈妈生下来就是这么 老吗 ? 为什么?

4 。

( l
) 咱们假 如姐姐 比 你大一岁

。

(记 住了 吗? 直到记住为止)那么 过一年以后
,

你 们是 同岁还是不同岁 ? (不 同

岁
,

则间谁的岁数大
,

大几岁 )
,

你怎么知道的 ?

(2 ) 再 过五年你和姐姐是 同岁还是不 同岁 ? 你怎 么知道的?

(3 )要是你 使劲吃
,

姐姐不好好吃饭
,

你的岁数能赶上姐 姐
,

和姐 姐同 岁吗? 为什 么?

(4 )你们长 呀
,

长呀
,

都老了
,

到那 时你 和姐姐是同岁还是不 同岁 ? 为什 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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