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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采用找物范式研究小学 &
、

∋
、

## 岁儿童利用线与线之间的关系对目标物位置进行编码的认知发展
。

结果表明
(
交点位置编码和平行线上对应点编码认知成绩的年龄效应显著

。

实验任务对儿童认知成绩的影响

不同
,

) 岁组儿童交点位置编码认知成绩显著好于平行线上对应点编码认知成绩
,

& 岁组 和 ∋ 岁组两个任务

的认知成绩差异不显著
。

关健词
(
小学儿童 位∗ 编码 交点位工 平行线上对应 点 策 略

引言

空间是 由物体之 间的关系来定义 的 +,−
。

空 间

物体位置编码是空间认知发展 的重要 内容之一
,

也

是当前空 间认知发展研 究的一个热点〔� 一.−
。

编码

是一种信息的代码
,

是对信息进行转换
,

使之获得适

合于信息加工 系统 的形式 的加工过程〔“一 & −
。

编码

是指信息以什么形式加工
。

各种编码形式都是研究

者提出的关于信息加工方式的不同假说〔“〕
。

自 /0 12 3∗ 揭示空间物体位置编码的 自我中心和

客体中心现象以后
,

空间编码开始成为发展心理学

家关注的 问题 +�, . 〕
。

自我 中心和客体中心 只 是现

象
,

不是原 因
,

原 因是儿童空 间认 知发展所处 的阶

段 +�−
。

成人的空 间概 念主要是欧几里得几何学 的
,

它主要是 由原始 的拓扑空 间逐渐演 变来的 +∋−
。

欧

氏空间是儿童空 间认知发展的高级 阶段
,

怎样 通过

空间编码 的研究来 揭示儿童的空间认知 发展水平

呢 4 目前
,

有两种不同的研究思路
,

一种是通过模型

重构范式 的方法
,

来 揭示 出儿童 的优 势反应倾向
,

即
,

在众多的方法 中
,

儿童更愿意使用哪种方法
。

但

这并不意味着儿童就不会使用其它的空间关系对目

标物位置进行编码
。

如果设置一种特定的空间关系

来规定 目标物的位置
,

要求儿童找到该 目标物
,

那么

就可以研究儿童利用某种特定空间关系对 目标物进

行编码 的能力
。

这是另一种研究思路
,

这种思路常

常通过找物范式来实现
。

即
,

提供多种界标
,

目标物

藏在其中一个界标里面
,

这个藏有 目标物的界标处

在一种特定的空间关系之 中
,

儿童必须将这种空间

关系编码
,

才可能只检查 一个界标 就找到 目标物
。

这种范式假定
( 如果 儿童只检查 一个界标就找到了

目标物
,

就可以推定
,

空间关系被编码了
。

该范式在

二十世 纪八十年代 以来比较流行 +., ‘“#
。

以往研究

表明
,

在 5 岁以后
,

儿童能够 以客体为中心对 目标物

位置进行编码
,

利用若干个界标之间的复杂关 系对

目标物位置信息编码
。

前文〔川 中
,

已从点与点之间

的关系维度上
,

初步揭示 了小学儿童空间物体位置

编码能力的认知发展
。

本研究探查小学儿童利用线

与线之间的关系对 目标物位置进 行编码 的认 知发

展
,

以及影响发展的内外条件
。

� 方法

�
6

# 被试

选取浙江省金华市城市小学儿童 7 人作 为研

究对象
,

一年级
、

三年级
、

五年级各 驼 人
,

年龄分别

为 & 岁 ∃平均年龄 !
6

∋ ! 岁
,

年龄变化范围 !
6

5� 一 &
6

� & 岁
,

89
二 �

6

�  %
,

∋ 岁 ∃平均 年龄 ∋
6

#� 岁
,

年龄变

化范围 5
6

& � 一 ∋
6

  岁
,

:9 ; �
6

# . %
,

# # 岁 ∃平均年龄

# #
6

� � 岁
,

年龄变化范 围 #�
6

& ∋ 一 )
6

 & 岁
,

: 9 ; �
6

#5 %
,

其 中男女各半
。

�
6

� 使用材料

5 个玩具小房子
,

其中 & 个蓝色的
,

# 个黄色的
。

其他特征完全相同
。

黄色的叫特殊界标
,

蓝色的叫

一般界标
。

其中一个蓝色界标的底部印着一个小猫

的图像 ∃目标物 %
。

实验 # 中
,

没有黄色界标
,

只用 5

个蓝色界标
。

刺激物 ∃界标 %分别按照实验的要求摆

放在 ..
,
5� 厘米 的硬纸板上

,

纸板上有隐蔽的小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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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先按 照一定 的要求标出 %指示怎样摆放刺激 物

∃界标 %
。

实验 # (
小学儿童对交点位置关系的编码

。

目标物藏匿规则为
( 由界标所构成的两条相交直线

的交点位置 处的界标下面有小猫
。

实验 � ( 小 学儿

童对平行线上对应点 关系的编码
。

目标物藏匿规

则 ( 与特殊界标所在的直线 ∃1% 平行的另外一条直线

∃Γ%上和特殊界标对应的界标下面有小猫
。

每个实验各 十个刺激情境
,

相应地有十张硬纸

板
。

采用完全随机的方式安排实验 # 和实验 � 的顺

序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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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验设计

采用  Η Ι 混合设计
,

年龄为组间变量
,

空间关

系为组内变量
,

空间关系有交点位置关系和平行线

上对应点关系
。

�
,

∀ 实验程序

实验以个别测试 的方法进行
,

首先让被试听指

导语
,

主试和被试简单交流
,

消除被试紧张感后
,

开

始预备实验
,

让被试熟悉实验程序
,

知道怎样找 目标

物∃小猫 %
。

如果被试在三个连续的刺激情境中都准

确无误地找到了 目标物
,

表明被试 已经知道怎样寻

找目标物
。

这时
,

中止预备实验
,

开始正式实验
。

如

果被试在三个连续的刺激情境中都准确无误地找到

了 目标物
,

推定被试 已经对 目标物的位置关系编码

了
,

称之为达到检测标准
。

所谓准确无误地找到 了

目标物指
(
当实验者呈现刺激情境后

,

被试只打开一

个界标就找到了 目标物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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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录的因变量

是否达到检测标准
,

如果达到检测标准
,

被试是

在多少个刺激情境呈现之后达到检测标准的
。

刺激

情境的多少称为尝试次数
。

每个实验都有 #� 个刺

激情境
。

实验过程 中
,

记 录被试的 口语报告 和其它

行为表现
。

 结果与分析

实 验 结 果 见 表 #
,

采 用 :/:: 5
6

� ϑΚ Λ

Μ ΝΟ 9 Κ Μ : 软件进行统计处理
。

衰 # 各年龄组的达标率 ∃7 %和达标时的尝试次数

& 岁组 ∋ 岁组 ) 岁组

达标率 尝试次数 达标率 尝试次数 达标率 尝试次数

实验 #

无线索  #
6

�. !
6

∀ . ∋
6

 5 ! �! ∋ &. ∀ ! &

实验 �

无线索 � #
6

5 5 &
6

� ∀  
6

& . .
6

5! !5
6

& . .
6

�  

注
(
达标率为达到检测标准的简称

。

尝试次数为达到检

测标准的被试的次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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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点位置编码认知发展 的年龄趋势

对表 # 实验 # 中达到检测标准的人数百分数做

非参数检验
,

发现
( 三组被试之间差异显著

,

对
� % ;

� !
6

∀ &
,

/ Π �
6

� � #
。

& 岁组达到检测标准的人数百分

数显著低于 ∋ 岁组
,
Β
圣
# % ; .

6

# #
,

户Π �
6

� #
。

& 岁组

达到检测标准的人数百分数显著低于 ) 岁组
,
Β 圣

, %

; ��
·

!&
,

/ Π �
6

�� #
。

∋ 岁组达到检测标准的人数

百分数显著低于 ## 岁组
,
Β
子

, % ; #�
6

.∀
,

Θ Π �
6

�#
。

统计检验表明
(
性别差异不显著

。

统计检验也

没有发现男女被试在与本实验有关的其它方面有显

著差异
,

以下不再说明
。

对表 # 实验 , 中的尝试次数做非参数检验
,

发

现 ( 年龄效应显著
,
Β
耘

二 !
6

 �
,

Θ Π �
6

�.
。

& 岁组与

∋ 岁组差异不显著
,
Β
子
Ρ % ; �

6

� .∀
,

Θ Σ �
6

�.
。

∋ 岁组

与 ) 岁组差异显著
,

∋ 岁组尝试次数显著多于 ##

岁组
,
Β
矛

, % ; ∀
6

&∀
,

Θ Π �
6

�.
。

& 岁组和 ) 岁组差异

不显著
,

对
� % ;  

6

.
,

Θ 二 �
6

�!#
,

这是一个介于接受与

拒绝的边沿区域
,

该结论需要谨慎对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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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行线上对应点关系编码认知发展的年龄趋

势

对表 # 实验 � 中达到检测标准的人数百分数做

非参数检验
,

发现
( 三组被试之间差异显著

,

对
� % ;

#∀
6

�∀
,

Θ Π �
6

�� #
。

& 岁组和 ∋ 岁组差异不显著
,
Β
子
# %

二  
6

∀&
,

Θ ; �
6

�! 
,

这是一个介于接受与拒绝的边

沿区域
,

该结论需 要谨慎对待
。 & 岁组达到检测标

准的人数百分数显著低于 ) 岁组
,
Β
子

, % 二 #∀
6

#∋
,

Θ

Π �
6

�� #
。

∋ 岁 组达到检测标准的人数百分数显著

低于 # # 岁组
,

城
# % ; ∀

6

� !
,

户Π �
6

� .
。

对表 # 实验 � 中三组被试的尝试次数做非参数

检验
,

发现
(
年龄效应不显著

,

对
� % 二 ∀

6

#∀
,

Θ Σ �
6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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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空间关系变量差异 比较

对表 # 中两种空间关系 ∃实验 # 和实验 �% 中达

到检测标准的人数百分数差异进行重复测量检验
,

结果发现
(空间关系效应显著

,

交点位置编码成绩显

著好于平行线上对应点关系编码
,

ϑ∃
#

,

∋ % 二 &
6

. 
,

Θ

Π �
6

� � #
。

年龄 效应 显著
,

ϑ ∃, , ∋  % 二 � �
·

� ! 户 Π �
·

�� #
。

空间关系 和 年龄 因 素的交 互作用 不 显 著
,

ϑ ∃,
, ∋ % ; �

6

. !
,

/ Σ �
6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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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种空间关系编码认知成绩的相关程度检验

为考察两个任务之间的相关程度
,

从而考察被

试对交点位置编码和平行线上对应点编码发展是否

同步
。

研究者制定了一个计分标准
,

达到检测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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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儿童空间物体位 置编码 ∃##% ∀ ∀  

计 # 分
,

未达检测标准计 Κ 分
,

结果表明
(

两个任务

得分的相关系数
( 二 �

6

 5 
,

/ Π �
6

�#
,

该相关具有显

著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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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学儿童问题解决策略分析

按照《小学儿童空间物体位置编码 ∃Ν%》一文中

相同的标准评价儿童的策略使用情况
,

两个研究者

分别评价儿童的策略
。

结果表 明
,

两人 的一致性系

数为 Τ 二 �
6

5!
,

达到 �
6

� �# 显著水平
。

策 略使 用情

况如表 � 所示
。

表 � 三 组被试使用 策略和无效策略的人次数

有 效 策 略 无 效 策 略

预期一指导策略 尝试一比较策略 位置随机化策略

实验 �

& 岁组

∋ 岁组

# # 岁组

实验 #

,∋

� #

 #

实验 �

,∋

� #

� &

实验 #

�

!

#

实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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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 #

,#

将表 � 实验 # 的有效策略数据进行合并
,

可见 (

在交点位置编码任务中
,

随年龄增长
,

使用无效策略

的人数逐渐下降
,

有效策略的人数逐渐增加
。

非参

数检验表明
( 三组被试之间差异显著

,
Β
礼

% 二 # 
6

.#
,

Θ Π �
6

�� #
。

& 岁组和 ∋ 岁组 之间差异不显 著
,
Β
子
# %

; �
6

∋.
,

/ 二 �
6

�5 !
,

这是一个介于接受 与拒 绝的边

沿区域
,

该结论需要谨慎对待
。

) 岁组使用有效策

略的人数显著多于 & 岁组
,
Β
子
# % ; # 

6

�5
,

Θ Π �
6

��#
。

) 岁组使用有效 策略的人数显著 多于 ∋ 岁组
,
Β
苦
# %

; .
6

 ∀
,

/ ∃ �
6

� .
。

将表 � 实验 � 的有效策略数据进行合并
,

可见 (

在平行线上对应点编码任务 中
,

随年龄增长
,

使用无

效策略的人数逐渐下降
,

有效策略的人数逐渐增加
。

非参数检验表明
(

三组被试之间差异显著
,
Β
子
� % ; !

6

�5
,

Θ Π∃ %
6

�.
。

∋ 岁组使用有效策略的人数显著多于

& 岁组
,
Β
子
# % 二 ∀

6

! !
,

Θ Π �
6

� .
。

& 岁 组和 # # 岁组之

间差异不显著
,
Β
子

, % 二  
6

�∀
,

Θ ; �
6

� &�
,

这是一个介

于接受与拒绝的边沿 区域
,

该结论需要谨慎对待
。

∋

岁组和 ) 岁组之 间差异不显著
,
Β
子
# % ;

6

!∋
,

Θ Σ �
6

� .
。

为全面考察不同年龄组儿童在策略使用方面的

差异
,

将表 � 中实验 # 和实验 � 的数据进行合并
,

有

效策略合并
,

可见
( 随年龄增 长

,

使用无效策略的人

数逐渐下降
,

有效策略 的人数逐渐增加
。

非参数检

验发现
( 三组被试之间差异显著

,

端
� % 二 #&

6

�.
,

Θ Π

�
6

�� #
。

∋ 岁组使用有效策略 的人数显著多于 & 岁

组
,

对
# % ; &

6

∀ 5
,

Θ Π �
6

�#
。

) 岁组使用有效策略的

人数显著多于 & 岁组
,
Β
矛
# % ; #∀

6

� .
,

Θ Π �
6

� � #
。

∋ 岁

组和 ) 岁组 之间差异不 显著
,
Β
子
#% ; #

6

∀!
,

Θ Σ �
6

� .
。

∀ 讨论

∀
6

# 空间编码认知发展的年龄差异

∀
6

#
6

# 交点位置编码认知发展的年龄差异

根据表 # 实验 # 的结果
,

将小学儿童对交点位

置编码认知的发展分为三种水平
,

& 岁组水平很低
,

∋ 岁组为过渡水平
,

## 岁组水平 比较高
。

处于不同

认知发展水平 的儿童对交点位置编码 的认知特点不

同
。

口语报告分析发现
( 大多数 & 岁儿童从里外关

系
,

中间
,

两边
,

被包 围等角度来 推测 目标物位置关

系
。

主要从方位或者数量关系方面寻找 目标物
,

很

少有人明确使用线或者线的形象说法将界标编码为

一个整体
。

这似乎说明
,

& 岁儿童还不能将分离 的

界标编码为同一条
“

线
” 。

∋ 岁儿童对问题的分析思

路比较正确
,

他们对直线相交的理解带有具体形象

的特点
。

例如
,

一个儿童报告说
( “

两排房子重叠的地方

有小猫
” 。

虽然没有使用
“

交点
”

的术语
,

但这也是儿

童对相交的一种形象化 的理解
。

) 岁儿童全部使

用有效策略
,

对直线相交的理解水平 比较高
,

比较抽

象
。

例如
,

一个 ) 岁儿童报告说
( “

小猫在两条线

的交叉点上
” 。

∀
6

#
6

� 平行线上对应点编码认知发展的年龄差异

根据表 # 实验 � 的结果
,

将儿童的认知发展分

为三种水平
,

& 岁组水平很低
,

∋ 岁组水平 比较低
,

##

岁组水平 比较高
。

处于不同发展水平的儿童对平行

线上对应点编码的认知特点不同
。

口语报告分析表 明
( & 岁组儿童使用 有效策略

的被试虽然不少
,

但从线与线 之间关系角度来缩小

问题空间
,

达到检测标准 的人数不多
,

问题解决效益

比较低
。

∋ 岁组儿童主要是从线与线之间的关系来

解决问题的
,

对 问题的分析思路比较正确
。

只是在

具体形象水平上利用线与线之间的关系对物体位置

关系进行编码
。

## 岁儿童对问题的分析思路正确
,

主要是从线与线之 间的关系来解决问题的
,

问题解

决效益 比较高
,

达到检测标准所需 的尝试次数较少
。

∀
6

� 任务变量对小学儿童线与线之 间关系编码的

影响

表 # 可见
,

随年龄增长
,

同一年龄组内交点位置

编码和平行线上对应点编码两项任务 中达到检测标

准的人数百分数差异逐渐扩大
。

这种任务变量对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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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年龄的影响由小到大的趋势如果绘成 图
,

其形状

有点像一把剪刀
,

称之为任务 变量影响的
“

剪刀 差
”

现象
。

即
,

随年龄的增加
,

儿童认知发展受任务变量

影响的程度逐渐增加
,

任务变量对 ) 岁组儿童的影

响达到显著水平
。

“

剪刀差
”

现象的原因可能是
( & 岁组儿童两种

能力都比较低
,

处于萌芽阶段
,

在两项任务中达到检

测标准的人数百分数都比较低
,

不过 由于交点位置

编码任务图形特征 比较 明显
,

它 的影响还是略大于

平行线上对应点编码任务
。

随年龄增长
,

儿童有关

线的观念开始发展
,

但相交线概念的发展可能 比平

行线概念发展更快
,

) 岁儿童的这种发展趋势更加

明显
。

交点位置编码任务中目标物藏匿在界标所构

成的两条直线 的交点位置上
,

其位置比较特殊
,

是容

易注意到的知觉特征
,

而平 行线上对应点编码任务

中目标物的位置不如
“

交点
”

独特
,

不像交点位置编

码任务中那样容易被把握
,

目标物编码线索 的内隐

性与外显性是原因之一
。

原因之二在于儿童的生活

经验中接触
“

相交
”

的机会多于
“

平行
” ,

这 一点在儿

童的口语报告中得到充分体现
。

原因之三可能是小

学数学教材中有关角的内容 出现比较早
,

在数学课

本中第五册就已经 出现
,

这实际上是直线相交 的一

种特殊形 态
。

领域知识影 响位置信息 编码
,

这与

:/
Τ 0) 2 3 Τ

∃#∋∋ � %的研究结果一致 + #� −
。

. 结论

在本研究条件下
,

得到如下结论
。

.
6

# 交点位置编码和平行线上对应点编码认知成

绩的年龄效应显著
。

.
6

� 实验任务对儿童认知成绩的影响不同
,

## 岁

组儿童交点位置编码认知成绩显著好于平行线上对

应点编码认知成绩
,

& 岁组和 ∋ 岁组两个任务 的认

知成绩差异不显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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