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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幼儿童人物画结构变化及其影响因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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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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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儿童人物画突出的结构特点是比例不协调
。

该研究考察了三百多名 01 2一3
1

2 岁幼儿的人物画
,

发现 01 2 岁到

31 2 岁幼儿 自由画人躯干面积和头的面积的比值平均为 ∃
1

 �
,

头的面积稍小于躯干的面积 4 自由画人躯干与头的面

积的 比值在 0
1

2 到 3
1

2 岁之间
,

变化曲线呈
“

丫字形
4 这一比值的变化是和幼儿对于人体结构的认知发展有关的 4 临

摹标准比例范画对于幼儿人物画 的结构有显著影响
,

但是除了 0
1

2一2 岁之外
,

临摹画人与 自由画人躯干 5 头的比值

变化趋势基本一致 4 改变绘画顺序以及身体部位的功能性夸大对于幼儿人物画结构都有显著影响
。

关键词 儿童人物画
,

躯干 5 头的 比值
,

改变绘画顺序
,

功能性夸大
。

分类号 6 % 00
1

−

∃ 问题的提出

人物画是儿童绘画 中最常见的主题之一
。

围绕

78童人物画 中所表现出来的儿童认知发展的特点
,

研究者作了大量的研究探讨 9− 一 ∃
。

争论较多 的是儿

童人物画的结构问题
。

儿童人物画结构的一个重要

特点是各组成部件之间 比例 的不协调
。

0 岁前幼儿

画的往往是
“

蟒蚌人
” ,

只画一个大大的圆圈代表头
,

也可以认为这个圆圈包括头和躯干
,

然后在这个圆

圈旁边伸出四条线代表四肢
,

甚至只有两条线代表

腿
。

0 岁 以后人物画中逐渐出现了躯干
。

但是幼儿

往往把人物的
“

头
”

画得很大
,

而把
“

躯干
”

画得较小
,

使得这个时期 的人物画看上去
“

头重脚轻
” 。

随着年

龄的增长
,

人物 画中各组成部分的 比例才逐渐趋 向

协调
。

关于儿童人物 画结构发展变化趋势 的间题
,

人

们凭经验直觉地认为 随着年龄的增长
,

幼儿把头画

得越来越小
,

身子画得越来越大
,

躯干 5 头的 比值因

而也就逐渐 变大
。

如 :; −<; 90= 认为 2一3 岁 儿童 的人

物画中
“

头
”

的面积要大于
“

躯干
”

的面积
,

>一% 岁时

躯干的面积才略大于头
,

直到 &一 ∃� 岁
,

躯干大约相

当于头 的三倍
,

随着年龄的增长
,

躯干 5 头 的比值不

断增大
1

但是 ?+ ,≅ ∗Α 92= 等的研究发现
,

 
、

0 岁到 2
、

3

岁之间躯干 5 头的比值不是在逐渐增大
,

而是在逐渐

减小
,

2
、

3 岁之后这一比值才开始增大
。

?+ ,≅ ∗Α 认

为这是一个
“

令人惊奇
”

的新发现
。

至于为什么会出

现这种结果
,

?+ ,≅ ∗Α 并没有作出回答
。

关于儿童人物 画为什么会头大身子小这个 间

题
,

研究者也有不 同的解释
。

?五, ≅ ∗Α Β3〕等认为
“

绘画

7顶序
”

是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
。

儿童画人的时候总

是先画头
,

后画身子
,

因为设计画面的能力较差
,

所

以头会画得很大
,

而且如果头画得很大
,

纸上就没有

多少空间画身子了
。

Χ;
Δ Ε ; ΦΑ ,

Δ−Γ =等认为儿童把头画

得大
,

是 因为头部很重要
,

包含了诸如 眼
、

眉
、

鼻
、

嘴

等许多部件
,

所 以要画一个较大的圆圈才能把这些

部 件都包括在 内
。

而对于躯干
,

儿童所能意识到的

部件则很少
,

所以画得较小
。

但是 Α. −Η−Α =等发现主题

的重要性并不影响其大小
,

这又和 Χ;
Δ Ε; ΦΑ , Δ

等人的

观点不 同
1

那么到底有哪些 因素影响着儿童人物画

的结构特点
,

这还是一个有待于进一步探讨的间题
。

以往的研究都是用 自由画人来考察人物画的结

构变化
1

虽然 自由画表现 的是儿童 自发 的画人结

构
,

但是儿童是否在其它绘画情境下也表现 出与 自

由画人同样的结构变化特点
,

就不得而知了
。

还有
,

先前的研究关注的都是躯干 5 头的比值
,

而忽略了躯

干和头各 自的面积变化
。

另外
,

先前的研究年龄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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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刁�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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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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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界定模糊
,

跨度也很大
,

例如从  
、

0 岁到 2
、

3 岁
,

这样的年龄分段非常不明确
,

而且跨越了 0 年的距

离
,

这样有可能会掩盖了发展过程 中很多有意义的

变化
。

本研究拟采用 自由绘画和临摹绘画两种情境
,

通过比较不 同绘画情境下的人物 画结构特点
,

考察

年幼儿童人物画结构变化的一般规律
。

并且分析头

部和躯干部 的面积
,

结合两部分面积的各 自变化来

解释人物画的结构发展
。

本研究还将探讨影响儿童

人物画的因素
,

检验前人提 出的绘画顺序和身体部

位的重要性对于人物画结构的影响
。

检验绘画顺序

对于人物画结构 的影 响
,

可以通过改变通常的绘画

顺序的方法
,

让被试先画躯干后画头
,

检验这种绘画

顺序下身体结构与正常绘画条件下是否相 同
。

关于

身体部位的重要性这个问题
,

本研究认 为有可能是

器官的功用性特征影响了人物画的结构
。

检验这一

假设
,

可以通过功能性夸大的方法
,

比如强调画一个
“

正在唱歌的人
” ,

以此来夸大嘴这个部位
,

然后检验

这种绘画条件下的身体结构与正常条件 下是否相

同
。

至 于 躯干和 头所包含 的部 件 的 多 少是 否 如

Χ;
Δ
Ε; ΦΑ , Δ 所认为的那样影响人物画的结构

,

需要进

一步验证
。

另外本研究中拟细化年龄划分
,

以放大

发展过程中的曲线变化
,

更加 明确地揭示儿童人物

画的结构变化规律
。

� 研究方法

�1 ∃ 被试 参加本实验的被试包括 01 2一31 2 岁幼

儿共  03 名
,

取 自北京两所幼儿园
。

其 中男 孩 ∃> �

名
,

女孩 ∃ > 0 名
。

分为 0
1

2 岁
、

2 岁
、

2
1

2 岁
、

3 岁
、

3
1

2 岁

五个年龄组
。

0
1

2 岁组包括从 0 岁 0 个月到满 0 岁 &

个月的幼780 � 名
,

2 岁组包括从 0 岁 ∃� 个月到满 2

岁  个月的幼 ∀8 > 0 名
,

年龄划分依此类推
,

2
1

2 岁 % 

名
,

3 岁 ∃� > 名
,

3
1

2 岁 0 � 名 !年龄划分依据绘人测验

!ϑ Κ ∋ Λ
Μ ∋ Μ Ν∋ Ο ? Π :? ∀

’

的标准 ∀
。

�1 � 材料 每个幼儿一支铅笔和一本由四张 ∋ 0 白

纸钉成的实验册
。

实验册的第一页上事先写好幼儿

的姓名
、

性别和出生年月
。

实验阶段采用画在 ∋  纸

上的符合标准 比例 的成年男性人形 画作 为临摹范

图
。

�1  程序 由于本研究的设计要进行不 同实验条

件之间的比较
,

比如改变绘画顺序与正常临摹画人

之间的 比较以及功能性夸大与正常临摹画人之间的

比较等
,

所以 只能采用被试 内设计
。

这样的设计有

可能会产生顺序效应
,

所 以在程序的安排上
,

尽可能

使相 临的两种条件有较明显的差别
。

另外
,

把 自由

画人放在第一幅画
,

是为 了避免受到其它绘画条件

的影响
4
把临摹画人放在改变绘画顺序和功能性夸

大前面
,

也是出于同样的考虑
。

实验 以幼儿园 自然

班为单位集体进行
。

!−∀ 自由画人
。

指导语采用绘人测验的标准指

导语
# “

请你画一个全身的人
,

画男 的或女的
、

大人或

小孩都可以
” 。

!� ∀ 临摹 画人
。

出示范图
。

指导语是
# “

这儿有

一个画好的人
,

请你照这幅画把这个人画下来
” 。

! ∀ 改变绘画顺序
。

仍用 !�∀ 的范 图
。

指导语

是
# “

请把这个人画下来
。

但是请注意
,

要先 画身子

后画头
” 。

!0 ∀ 功能性夸大
。

仍用 !�∀ 的范图
。

指导语是
#

“

这个人正在唱歌
,

请你把这个人画下来
” 。

每次说

完指 导语请被试一起重复一遍关键词
,

如主试 问
#

“

先 画什么
” ,

被试 回答
# “

身子
” 4 主试问

# “

他在干什

么
” ,

被 试 回答
# “

在 唱歌
” 。

这样确保被试都明 白绘

画要求
。

绘画过程 中范画就悬挂在黑板上
。

主试逐

个检查幼儿画的情况
,

遇到绘 画顺序不对的及时纠

正
。

第  幅不能按指导语要求的顺序画的要在画上

注明
,

第 ∃
、

�
、

0 幅中有先画躯干的也要注明
。

�1 0 统计分析 儿童绘 画研究作 为一种准实验控

制
,

要求对绘画结果进行细致严格的统计分析
,

以弥

补控制的不严格
。

在所有的  0 3 名被试 中
,

能够完

整地画完 0 幅画的有   � 名
。

再删去不能按实验要

求的顺序画的
,

如第 ∃
、

�
、

0 幅先画躯干或第  幅先

画头
,

以及画成穿裙子的人
,

无法区分腿和躯干的界

线
,

或是 画成蟒蚌人等各种情况
,

最后有  � 0 名被试

的数据参与了统计分析
。

每幅画都采用透明坐标纸 !每格 ∃ 5 0 平 方厘

米 ∀计算 头和躯干的面积
。

头 的面积不包括头部轮

廓以外的头发
、

耳朵和帽子
,

躯干的面积不包括躯干

轮廓 以外 的脖子
、

胳膊和腿
。

用躯干的面积除 以头

的面积就得到了躯干 5 头的比值
。

与此同时
,

自由画人另外还采用绘人测验记分

标准进行记分
。

 
。

∃

结果及分析

自由画人与临摹画人两种情境下头和躯干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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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智能测查手册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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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积及躯干 5 头的比值

表 ∃ 列举了 自由画人与临摹画人两种情境下头

和躯干的面积大小及躯干 5 头的 比值
。

从中可以 看

到
,

在 自由画人和临摹画人两种条件下头的面积和

躯干的面积差异很大
。

各年龄组 自由画人的头的面

积在 02
1

> 到 22
1

0 个面积单位之间 !面积单位 − 50 平

方厘米
,

下 同∀
,

全体被试平均 为 2∃
1

0
。

各年龄组临

摹画人 的头的面积在 �0 10 到  %
1

� 个面积单位之间
,

全体被试平均为 �&
1

2
。

)检验表 明
,

自由画人的头的

面积要显著 大于 临摹画人的头 的面积 !) Θ &1 � % ∃
,

Ρ Σ �1 �� ∃∀
。

相反
,

各组 自由画人的躯干面积在 2 �1  

到 > �
1

> 之间
,

总平均为 2> 1�
。

临摹画人的躯干面积

在 > %1 � 到 ∃� ∃ > 之间
,

总平均为 &∃ 2
。

)检验表明
,

自

由画人的躯干 面积显著小于临摹 画人的躯干面积

!) Θ 一 %
,

=  3
,

Ρ Σ �
1

� � ∃∀
。

表 ∃ 还表明
,

在 自由画人情境下
,

0 12 岁一31 2 岁

幼∀8躯干 的平均面积 比头的平均面积稍大
,

躯干 5

头的比值在 ∃
1

�> 到 ∃
1

2& 之间
,

总平均为 ∃
1

 �
。

在临

摹画人情境下
,

各年龄组躯干 5 头的 比值在  
1

0& 到

01 � � 之间
,

总平均为  
1

> �
,

是 自由画人的近  倍
。

)检

验表 明
,

临摹画人和 自由画人躯干 5 头的比值差异显

著 !) Θ &
1

% � &
,

Ρ Σ �
1

� � ∃∀ !参见表  ∀
。

表∃ 自由画人与临幕画人头和躯千的面积及躯干 5头的比值 !面积单位为∃ 50 平方厘米 ∀

自由画人 临摹画人

�一一�一一
�
一一  !∀∀##∃%&∋

气乙(勺∀((勺一)
∗、饰」!只

�+入‘,

−.
月峥,、今/,、∃ !

0

∀

∃ 1
0

∃

1 %
0

∀

∃ ∋
0

!

# %
0

(

∃  
0

(

!0∃∃!1∃0%!%∋∀110

∃ 1 !

∋ %
0

#

& ∀ ∋

&
卜

∃ (

∀∀!
乙2!!∀(∀气

�气以
侧卫工

(
,产�(
乃‘

∀32∀,一
!!

(∀&1(1&%(∋

年龄 4岁 5

∀
0

# 46
二

& 5

#
,

! 46二 # 5

#
0

# 46二 ∃∀ 5

 ! 46 去%! ! 5

 
,

# 46 7 (∋ 5

总计 4冲 & ! ∀ 5

# #
0

∀ ∀  ∃

#∀
,

∀ ∀ 1 !

∀ #
0

∃ & ∃
0

!

#(
0

1 # #
0

&

∀ ∋ 1 & ∃
,

∀

# % ∀ ∀ ∃ !

# #
0

∃

∃!
,

∃

# ∋
一

#

# !
0

&

∀ ∃
0

%

# ∃
0

(

∀ &
,

∃

1 (
0

&

∀ ∀
0

∀

# #
0

%

& %
0

∃

%
0

( ∃ !
0

∃∋

% ∀ & !
,

∋ %

%
0

# ∋ %
0

%!

%
0

! ∃ !
0

∃ ∃

%
0

%& !
0

∃ 1

8
卜

& ! !乡 8

为了便于和以往的研究做比较
,

把随着年龄的

增长两种绘画情境下躯干 9 头的 比值的变化趋势用

图来表示 4见图 % 5
。

从图中可以看出
,

自由画人躯干

9 头的 比值在 ∀0 #一 #
0

# 岁之 间是逐渐增大的
,

呈上

升趋势
− #

0

#一 岁之间则是 明显的下降趋势
−  一 

0

#

岁之 间又有轻微的 回升
,

但变化很小
。

检验两种绘

画情境下躯干 9头的 比值在年龄上的变化
,

发现 自由

画人躯干 9 头 的 比值在年龄差异上是显著的 4: 4∀
,

( ∋ ∋ 5 7 ∀
0

( & ∋
,

; 7 !
0

! ! ( 5
。

8陆摹画人这一 比值在

∀0 # 岁和 # 岁之间躯干 9头的面积呈下降趋势
,

# 岁到

#
0

# 岁略有上 升
一 ,

#0 # 岁 以后又呈下 降趋势
,

其中 #0 #

#
0

#

年龄 4岁 5

图 % 自由画人与临摹画人躯干9头的 比值的变化趋势

到  岁这一阶段下降较快
,

 到  
0

# 岁较为平缓
,

但

是 在 年龄 上没 有显著 的差异 4:4 ∀
,

( ∋ ∋5 7 !0 ∀% #
,

; 7 !0 ∃1 ∋5
。

自由画人和临摹画人两条曲线的变化

趋势除了 ∀
0

# 到 # 岁这一阶段以外
,

其它各年龄段基

本一致
。

本研究还发现躯干的面积和头 的面积这两个变

量存在不同的变化趋势
。

图 ( 表示的是 自由画人情

景下躯于的面积和头的面积在年龄上的变化
。

从中

可 以看出
,

自由画人的头的面积在各年龄组变化不

大
,

方差检验表明头的面积在年龄上的变异不显著

4: 4∀
,

( ∋ ∋ 5 7 !
0

& ∋ &
,

; 7 !
0

∃ ( ∋ 5
。

但是躯干的面积

在年龄上的变异存在边缘效应 4: 4∀
,

( ∋ ∋5 二 %
0

∃ & #
,

; 二 !0 !∃ !5
,

表 明这个变量随着年龄的发展存在一

定 的变化
。

从图 ( 中可以看 出
,

自由画人躯干面积

在 ∀
0

# 到 # 岁这个年龄段呈上升趋势
,

# 岁以后则明

显地下 降
,

也就是说
,

# 岁幼/<躯干画得最大
,

从 #一

 
0

# 岁
,

躯干越画越小
。

其中 #一 岁下降较为迅速
,

 到  0 # 岁下降较平缓
。

图 ( 所表现出来的 自由画人的头的面积和躯干

面积的交互变化是和 自由画人的躯干 9 头的比值的

变化密切联系的
。

自由画人躯干的面积在 ∀
0

#一# 岁

之间呈上升趋势
,

但是 头的面积在这个年龄段变化

尸匀∀
反,3,,匀八乙哎,
月0%一匀

铡纽名米=十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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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改变绘画顺序和功能性夸大后躯干 5头的比值
一弋卜Μ 头的面积

一一
,>气口(∋
,工乙曰!∃

,?9!
00

⋯
,�飞,,乙,

0且, 0
∀
八卜,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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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Α

.
%
0

气/
Β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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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Δ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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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变绘画顺序 功能性夸大

年龄 4岁 5

!!!!!1≅8
一Ε8Φ曰Γ占

Η兴刚长除甲=工Ι彩旧

∀
0

#

图 (

# #
0

#   
0

#

年龄 4 岁 5

自由画人躯干与头的面积变化
总计  0  &

(
0

 1

# & (

( ∋ &

&
0

& !

∀∃气
一
!
」仁

∀
Η匕∀八2∀

奋
0

⋯
,
夕汀

∃
∗

∃气
Ι亡」�、�八2�勺!气

0

⋯
,

∀
亡%�勺‘3了+

很小
。

在 #一#
0

# 岁头的面积才 略有下降
,

这时躯干

的面积也 开始下降
。

把躯干的面积和 头的面积相

除
,

所得的躯干 9 头的 比值在 ∀
0

#一#
0

# 岁之间呈上升

趋势
。

#
0

#一 岁之间
,

躯干面积持续下降
,

但头的面

积却略有 回升
,

所以表现为躯干 9 头的比值呈下降趋

势
。

 一 
0

# 岁躯干面积和头 的面积都缓慢下 降
,

两

者的比值略有回升
。

本研究 发现性别 因素对于 自由画人和临摹 画

人躯 干 9 头 的 比值没 有显 著影 响 4 自由画人 ≅ 7

一 %
0

% & ∃
,

; 7 !
0

( # ∃ −
临摹 画人 ≅ 7 一 !

0

& & (
,

; 7

!0 ∃∀ ! 5
,

这两个变量没有 明显的性别差异
。

&0 ( 改变绘画顺序和功能性夸大后躯干 9 头的比值

在临摹条件下 改变绘画顺序
,

让被试先画躯干

后画头
,

能够影响幼儿人物画的躯干 9 头的 比值
。

从

表 % 中我们 知道正常顺序临摹画人躯干 9 头的 比值

平均值为 &
0

∃(
,

但是改变绘画顺序之后
,

如表 ( 所

示
,

这一 比值变 为  0  &
。

这个变化是显 著的 4见 表

& 5
。

可见改变绘画顺序 能使躯干 9 头的 比值显著增

大
。

这是 因为改变绘画顺序是使先 画的躯干变大
,

而后画的头变小
,

所以躯干 9 头的比值就会变大
。

在 临摹画人的基础上夸大 身体某 一部位 的功

能
,

如 通过 强调
“

这个人在 唱歌
”

以突 出头 部 的器

官
,

也可 以显著地影响人物画躯干 9 头的比值 4见表

&5
。

正 常顺序 临摹画人躯干 9 头的 比值平均值为

&
0

∃(
,

而功能性夸大条件下这一 比值减至 &
0

&!
,

总体

上来讲躯干 9 头的 比值显著减小
。

这是 因为幼儿本

来就把头 画得很大
,

强调
“

唱歌
”

又突 出了头部
,

头

就更大了
,

所 以躯干 9 头的 比值就变小了
。

从表 & 还

可 以看 出
,

从 ∀0 # 岁到 #
0

# 岁功能性夸大对于躯干 9

头的 比值并没有显著影响
,

 岁和  
0

# 岁才有显著影

响
,

这表 明功 能性夸大只对 年龄 较大 的幼儿有 影

响
。

表& 各种绘画条件下躯干 9头比值的≅检验

年龄 4岁 5 临摹画人一自由画人 改变绘画顺序一临摹画人 功能性夸大一临摹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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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 临幕范画对自由画人的影响

本研究的结果 表明
,

∀
0

#一 0 # 岁幼儿在 自由画

人和临摹画人两种条件下
,

头的面积
、

躯干面积 以及

躯干 9 头的 比值都有显著差异
。

可见由于采用标准

比例的成年人物 画做临摹范画
,

在很大程度上影响

∀
0

#一 
0

# 岁幼儿 自由人物画的结构
。

本研究还发现
,

临摹范画对于幼儿人物画结构有显著的影响
,

尤其

表现在 ∀
0

#一 # 岁之 间
。

在这个阶段
,

自由画人躯干

9 头的比值逐渐减小
,

而临摹画人比值在逐渐增大
。

这可能是 由于 ∀0 # 岁幼儿刚摆脱了蟒蚌人阶段
,

头

和躯干 的分化还很不明确
,

所以他们在看范画的时

候
,

更容 易受 到范 画中面积较大的躯干的影 响
。

除

了这个阶段
,

在其他各个年龄段 临摹 画和 自由画的

人物结构变化趋势是基本一致的
。

这一方面表明 自

由画人所表现出来的结构变化是一个普遍现象
,

在

其他绘画条件下幼儿人物画结构变化也有这样的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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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幼儿童人物画结构变化及其影响因素

点
,

另一方 面也表 明幼儿绘画极易受到他 们所接触

到 的视觉刺激 的影 响
。

0
1

2一31 2 岁幼儿在 自由画人

情境下躯干 5 头的比值平均为 ∃
1

 �
,

也就是说在这个

阶段躯干稍大于头
,

而不是如 :; −<; 所说的头的面积

大于躯干
。

这可能和幼儿园的美术教学有关
。

临摹

根据成人的绘画标准绘制的范 图能够显著地影响幼

儿人物 画的结构
,

所 以这里表现出的躯干的面积稍

大于头
,

有可能是受到平时的模仿画教学的影 响
。

01 � 自由画人躯干 5 头的比值的变化及其原因

自由画人躯干 5 头的 比值在 01 2 到 21 2 岁之间随

着 年龄 的增 长逐渐增大
,

在 21 2 到 3 岁之间逐渐变

小
,

3 岁到 31 2 岁又 有平缓 回升
,

变 化 曲线呈
“

Ο’’ 字

形
。

这一结果与 ?+
, ≅ ∗Α 的研究结果一致

,

表明幼儿

人 物画躯干 5 头的 比值在发展过程 中确实存在有一

个下降的阶段
,

而不是一直持续不断地增长
。

在 0
1

2

到 2
1

2 岁之间躯干 5 头 的比值逐渐增大
,

可能是因为

头和躯干的分化引起的
。

有研究表 明
,

即使幼儿把

人画成
“

蟒蚌人
” ,

他们对于人的躯干还是 有一定 的

认知的 −∃, ”=
。

另外
,

在蟒鲜人 的画中
,

胳膊是从大 圆

圈的两边延伸出来的
4 即使有了躯干

,

在早期幼儿的

人物画中
,

胳膊也往 往是从头部延伸 出来的
。

所 以

有理 由认为
,

蟒鲜人的大圆圈是一个整体表征
,

包括

了头和躯干两个部分
,

随着年龄的增长
,

躯干逐渐从

这个混沌的整体中分化 出来
。

从图 � 可以看到 0
1

2

岁到 2 岁之间的 自由画人躯干部分在逐渐增大
,

表

明分化的程度越来越高
。

但是 自由画人中头的面积

变化并不显著
,

在 01 2 岁到 2 岁之 间变化平缓
,

2 岁

到 21 2 岁呈缓慢 的下降趋势
,

这 是因为大大 的脑袋

是幼儿人物 画的基本特点
,

所 以头 的面积并不随着

躯干的分化 同步地
、

成 比例地减小
,

而是 比躯干面积

变化滞 后一个年 龄段
。

由于这两个变 量 的变化特

点
,

0
1

2 到 2
1

2 岁之间躯干 5头的 比值呈逐渐增长的趋

势
。

2
1

2 岁到 3 岁躯干 5 头的 比值下 降
,

也是和幼儿

对人体结构的认知有 密切联 系的
。

首先
,

头部的面

积没有显著变化
,

所以 比值的变化还是 由于躯干面

积 的变化引起的
。

我们注意到从 2 岁开始
,

躯干的

面积在持续减小
,

这可能是 因为从蟒蚁人的大 圆圈

分化 出来之后
,

躯干本身也存在一个逐渐分化的过

程
。

年龄较小的幼儿对于躯干与四肢的关系的认 识

是笼统而不分化的
,

他们画的躯干往往面积较大
,

似

乎包含了四肢 的面积
。

四肢却好象是附加在躯干上

面
,

其本身的面积 !如果 有的话 ∀意义不大
。

随着躯

干与四肢分化程度 的提 高
,

幼儿逐渐认识到 四肢和

躯干是有联系的几个身体部件
,

而且各 自都有一定

的面积
。

所以躯干的面积随着 四肢分化水平的提高

而逐渐减小
。

在本研究 中
,

参考了绘人测验对于上

肢细节的评分标 准
,

确定 了一个上肢分化程度的等

级标准
#
Τ分代表胳膊不是从肩部伸 出

4 ∃ 分代表胳

膊从肩部伸出
4 � 分代表胳膊从肩部伸出

,

在与躯干

连接处不变细
4  分代表胳膊从肩部伸出

,

轮廓与躯

干轮廓连为一体
,

中间不分开
。

统计发现在 自由画

人中
,

上 肢的分化 程度 与躯 干面积 呈显著 负相 关

!Φ Θ 一 �
1

∃ 3
,

Ρ 二 � 1� � ∀
,

证实了四肢 的分化水平对

躯干面积的影 响
。

从 以上分析可以 看到
,

绘画作 品作为幼儿认知

发展 的指标
,

是能够反映出幼儿对于
“

人
”

的结构的

认知发展的
。

研究者可 以通过考察幼儿的绘画
,

来

了解他们对于人体的认识程度
。

而且
,

幼儿 的绘画

作 品比起其他的认知指标来说
,

具有更强 的生态效

度
,

有助于研究者站在被研究对象的角度上去 了解

他们的心理活动
。

01  影响幼儿人物画结构特点的因素

本研究发现
,

改变绘画顺序确实能够起到显著

的作用
。

幼儿在 画人时
,

先画的部分总是较大
。

一

般情况下幼儿总是先画头
,

如果先画躯干
,

躯干就会

显著增大
。

又 因为设计画面的能力有 限
,

就有可能

把头画得很小
。

功能性夸大对于人物画的结构也有

显著影 响
,

也就是说
,

幼儿对于身体某部位 的功能的

认知程度会影 响人物画中这个部位的大小
。

头部包

含了许多器官
,

这些器官对于幼儿的 日常生活来说

是非常重要并且是非常容易意识到的
,

如嘴是用来

吃饭
、

说话和唱歌的
,

眼睛是用来看东西的等
。

由于

头部器官 的功用性如此突出
,

头部显得非常重要
,

幼

儿才把头 画得大
。

而躯干的功能
,

如支持各身体器

官
,

保护 内脏等是非 常隐秘的
,

不容 易被幼儿认识

到
,

所 以躯干就画得较小
。

另外
,

本研究考察了身体

某部位部件的多少对于这个部位大小的影响
。

用绘

人测验头部各项 目的得分之和与头部的面积作相 关

分析
,

躯干部分各项 目的得分之和与躯干的面积作

相 关分析
,

发现相 关都不显著 !头部
Φ Θ �

1

∃�
,

Ρ 二

�1 �>
4
躯干

Φ Θ �
1

∃�
,

Ρ Θ �
1

 �∀
。

这一结果不支持以

前的研究者所认为的头画得大是因为头部所包含的

器官多 的假设
。

所 以头部在幼儿画人时确实很重

要
,

但不是因为头部包含的器官多
,

而是这些器官非

常有用
。

本研究中强调了嘴的功能
,

致使幼儿把原

已大得不合 比例 的头画得更大了
,

这更加证明了功

用性对于绘人结构 的影 响
。

另外
,

研究结果还表明
,

功能性夸大对于 0
1

2一2
1

2 岁幼儿人物画的结构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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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著影响
,

只对 3 岁和 3
1

2 岁幼儿有影响
。

可能是因

为年龄较小 的幼儿由于认知发展水平的限制
,

不能

充分认识到 头部器官 的作用
,

所以功能性夸大也就

不会影响他们的画
。

可见对于身体各部位功能的认

知发展水平是影响人物画结构的因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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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1

2 岁到 3
1

2 岁幼儿 自由画人躯干 5 头的比

值平均为 ∃
1

 �
,

头的面积稍小 于躯干的面积
。

临摹

标准 比例范画对于幼儿人物 画的结构有显著影响
,

但是除了 0
1

2一2 岁之外
,

临摹画人 与 自由画人躯干

5 头的 比值变化趋势基本一致
‘

!�∀ 自由画人躯干 5头的 比值在 0
1

2 到 2
1

2 岁之

间随着年龄的增长逐渐增大
,

在 2
1

2 到 3 岁之间逐渐

变小
,

3 岁到 3
1

2 岁又有平缓 回升
,

变化曲线呈
“

Ο
”

字

形
。

! ∀ 自由画人躯干 5 头的比值的变化是 由躯干

面积和头 的面积的分别变化引起 的
。

头 的面积在

0
1

2 岁到 3
1

2 岁之 间没有显著差异
,

但是躯干的面积

变化较大
。

而躯干的面积变化是和幼儿对于人体结

构的认知发展有关的
。

!0 ∀ 改变绘画顺序 和对身体部位的功能性夸

大对于幼儿人物画结 构都有显著影响
。

本研究没

有发现身体某部 位所包含器官的多少 对于人物画

结构有影 响
。

幼儿把人物 的头画得很大是 因为最

先 画头
,

而 且幼 儿对于头 部功 能 的认知 发展 得最

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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