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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儿童心理卫生
·

干预训练对
、

岁儿童理解植物繁殖概念的影响

张丽佛
’ 方富熹

’

【摘 要 】目的 考查干预训练对学前儿童关于植物繁殖认知的影响
,

为儿童认知发展的领域一般性和领

域特殊性之争提供实证依据
。

方法 采用实验组对照组前测后测设计
,

以临床访谈法和讲解相关领域知识的干

预法从 名
、

岁儿童中筛选出 名未掌握植物繁殖概念的儿童以探查其对植物繁殖概念的掌握
。

然后将

其中 名分人干预组
,

另 名为对照组
。

在干预训练后再比较两组对植物生殖概念的掌握情况
。

结果 相关领

域知识的干预可以有效促进
、

岁儿童对植物繁殖的认知
,

且对 岁儿童的促进明显好于 岁儿童
,

岁干预

组的通过率比对照组多
,

岁多
。

结论 相关领域知识的学习可以有效改善学前儿童对植物繁殖的

认知 童的认知发展受领域一般性机制和领域特殊性机制共同制约
。

【关键词 】 朴素生物学理论 实验室研究 儿童 植物繁殖 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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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亚杰关于儿童发展须经历一般性阶段并按顺序

进行的普遍性发展观长期以来一直支配着儿童认知发

展研究领域
。

普遍发展观主张儿童的认知发展是结构

化的
、

阶梯性的
,

一旦达到某一发展阶段
,

则在各个领

域的认知水平都是同步的
,

即该认知结构是普遍的
,

独

立于内容的
一 。

但自上个世纪

年代以来许多研究从认知发展中的非同步现象
、

个体

认知差异
、

跨文化差异和逻辑训练的作用等方面的研

究中支持认知发展的领域特殊性观点
一

习。

特殊发展观

主张儿童发展是依赖于内容的
一 ,

同

时沿着许多方向
、

以不同的速度和连续的方式发展的
。

并非所有概念的形成都依据同样结构
,

儿童在不同领

域的认知发展是不同步的
,

存在领域特殊性
。

特殊性发

展的重要特性之一体现在某一特定知识领域内有组织

的内容知识会影响儿童认知发展水平
,

如果儿童在某

一领域经过训练获得了专门知识
,

便可能在此领域比

其他领域有较高的发展水平 , 刀。

近些年
,

极端的领域普

遍发展观和特殊发展观不断受到质疑
,

试图将二者进

行有机统合的观点得到了许多研究者的支持和重视 ,

针对儿童区分生物和非生物
,

形成生物概念或建

构其朴素生物学理论的认知发展研究
,

特殊领域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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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者主张
,

儿童对生物现象有着不同于其他现象

物理现象和心理现象 的核心理解
,

用生物因果机制

而非其他机制解释生物现象
,

形成生物概念
,

发展其朴

素生物学理论
。

这其中
,

生物领域知识起着重要作用
,

儿童生物概念的形成和发展与其相关的生物学领域性

知 识的获得和积累有着密切的关系
。

最近 多年来
,

研究者通过考查儿童对生长
、

遗传
、

繁殖等典型生物特

性的认知
,

来探究儿童朴素生物学理论形成和发展的

机制
。

本研究试图采用干预方法通过相关领域知识

的训练探查学前儿童对植物繁殖的认知
,

既丰富了儿

童朴素生物学理论的研究
,

又为领域普遍发展观和特

殊发展观之争提供实证依据
。

我们认为
,

在儿童对某一生物特性达到成熟理解

前的阶段 中
‘

相关的生物学知识的学习会促进其
“

朴

素生物学理论
”

的发展
。

根据前人研究 ,
’ ,

岁左右

的 儿童对植物和种 子之间的关系已有了初步 了解
,

但

目前还不能切实证明他们具备对植物繁殖现象的成熟

理解 为此
,

本研究采用实验组对照组前测后测设计
,

对未形成成熟的植物繁殖概念的
、

岁儿童进行
“

前

测
一

干预
一

后测
”

的动态式测验
,

以考查相关领域性

知识的学习对儿童植物繁殖的朴素生物学理论的促进

性影响
。

对象和方法

对象 前测被试 选取银川市一 所普通

幼 儿园的
、

岁儿童 人
,

年龄在足岁上下三个月

岁组 沃士 土 岁组 仄土 土
,

各年龄组 犯 人
,

男女各半
。

后测被试 前测未通过的被试 岁组 个
、

岁组 个 从中选取参与后测的被试
。 、

岁组分别

选出 人
,

每组男女各半
,

共 人
。

按性别和年龄分

层
,

然后分派至干预组与对照组
。

,

材料

前后测材料

刺激物以图片形式呈现
,

包括植物和非生物两大

类
,

所选材料尽量涵盖更广泛的子类
。

前
、

后测植物
、

非

生物图片各 张
,

共 对 张
。

为使刺激物逼真
,

所

有图片均为彩色实物摄影照片
,

塑封后成

的 大小统一的图片
、

所有图片材料均经过熟悉性考查以保证前
、

后测

材料在难度上的匹配
。

根据研究内容
,

植物类以有无明

显果实和种子为难度指标 非生物类以 自然产生还是

人为制造为指标 采用非生物材料 目的是将其作为控

制因素
,

防止被试形成对植物一致的反应偏向
,

结果不

进人统计
。

另外选取同园
、

岁组儿童各 人对

个备选图片进行识别以筛选材料
。

人选材料的标准为

人中有
一

人准确地说出刺激物名称或指明其所

属类别
。

将选中的 对材料随机分配给前测
、

后测
,

它

们是 括号 内为前测材料 果实植物有橘树 苹果

树
、

蒲公英 向 日葵
、

麦子 玉米
,

非果实植物有

柳树 杨树
、

美人蕉 郁金香
、

仙人掌 小自菜 自

然非生物有沙丘 山
、

太阳 月亮
、

宝石 石头
,

人

造物有茶壶 椅子
、

自行车 汽车
、

机器狗 洋娃

娃
。

计分标准 将被试对植物来源任务的认知反应分

为三类 确切解释计 分 知道
“

植物
一

种子
一

植物
”

的循环生长过程 部分确切解释计 分 只知道植物

来 自种子
,

不知道种子的确切来源 错误解释计 分

不知道植物的来源
。

该任务两位评分者编码的一致性

为
。

通过前测任务的标准 植物来源任务全部 个项

目得 一 分算作通过
,

否则视为未通过
。

干预材料 杨树
、

大豆
、

郁金香
“

种 子
一

发芽
一

长大
一

开花
一

结果
一

生成种子
”

的生长过程图片
,

以

印 文件格式用计算机呈现
。

实验设计 本研究为 年龄
,

岁 、 组

别 干预组
,

对照组 任务 前测
、

后测
、

后测

的多因素混合实验设计
,

其中年龄和组别为被试间变

量
,

任务为被试内变量
。

实验程序 采用辅以图片的临床访谈任务
。

具

体程序如下

第一步 对所有被试进行
“

植物 非生物来源任

务
”

的前测
。

将前测 张植物
、

非生物图片材料随机

逐个呈现
,

考查被试对其来源 来 自同种亲代 的认

知
。

测验在安静的房间里单独施测
,

时间约为 巧 分钟
。

实施步骤和指导语如下 主试随机抽出一张指着图片

上的刺激物问
“

小朋友
,

这是什么 告诉我 刺激

物名称 一开始是从哪来的 怎么来的
”

因为对于植

物繁殖主要是考查儿童对
“

植物 、种子 植物
”

循环

过程的认知
,

所以
,

如果被试回答
“

种的或长出来的
”

时
,

则继续追问
“

用什么种出来的
”

若回答
“

用种子

种出来的
” ,

再追问种子的来源
。

对于非生物同样一直

追问到刺激物的最初来源
。

主试纪录被试反应

第二步 干预训练
。

对干预组被试以 人为一组进

行任务领域的训练学习
。

训练内容是计算机呈现杨树
、

大豆
、

郁金香从种子到植物再到种子的生长过程和生

长的反复循环过程
,

主试边呈现边讲解
,

共两遍
,

时长

约 分钟左右
。

三项干预材料以随机顺序呈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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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步 后测
。

用后测材料对干预组进行干预后

一星期的
“

植物 非生物来源任务
”

后测
,

对照组也同

期施测
,

实验程序及计分同前测
。

一周后后测意在考查

儿童在训练后的短时影响效果
。

第四步 后测
。

对两组被试进行干预后一个月的

后测
,

任务材料与后测 同
。

一月后后测意在考查儿童

经学习训练后的长时影响效果
。

结 果

年龄
、

组别对植物来源任务前后测认知成绩的

影响

被试在
“

植物来源任务
”

中前测及两次后测的成

绩如下 见表

表 干预组
、

对照组儿童对植物来源任务的前
、

后测成绩比较

各组 二 天士

组别

干预组

对照组

干预组

对照组

前测

土

士

土

一

土

后测

上

士

士

士 名

后测

士

一

士

土

土

为保证后测结果有效
,

首先要考查被试的前测成绩
。

方差分析发现
, 、

岁被试前测成绩存在年龄发展的

差异
, , , 。

但从通过人次百分比来

看
,

在各年龄组总 人次中 岁组通过项 目的人次

为 , 岁组为
,

二者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
。

所以
,

方差分析的差异主要来 自于 岁组儿童

对植物来源的
“

部分确切解释
”

的人次明显多于 岁

组 岁 二 岁 ,

经比率

检验差异显著
, , 。

但是知道植物来源

于种子并不意味着儿童理解了植物繁殖的概念
。

因此
,

岁组
、

岁组同样都是未能通过植物来源任务的被

试
,

具有同质性
。

另外
,

干预组
一

对照组内无显著差异
,

, 二 ,

岁组
、

岁组内干预组
、

对照

组前测无组间差异
, , 岁 , 二 , , 。岁

, ,

尸
,

这样保证了各个年龄组组内

被试的同质性
。

方差分析结果发现
,

在年龄
、

任务
、

组别上主效应

显著或十分显著
, 年龄 , 一 , 任务 ,

, 组别 , 二 , 。

事后

比较发现
,

前测与两次后测之间差异十分显著
,

只
,

二 , ,

两次后测间无差异
。

说明 岁组对

植物繁殖的认知成绩优于 岁组
,

干预组优于对照组
,

后测优于前测
。

交互作用分析发现
,

只有任务 组别有

交互作用
, 任务二 组别 ,

, 。

主要表现为

在干预组中
,

前测与后测
、

后测 有显著差异
, 前侧

后测 , , , , 前侧
一

后侧 ,

科
、 ,

尸 对照组中无此差异
。

干预组
、

对照组间的差

异体现只在两次后测
一

上
, 后测 , , 二 ,

尸
·

后侧 , 二 , 。

以上结果表明
,

主要的差异存在于干预组和对照组之间及前测和两次

后测之间
,

一周后的后测和一月后的后测没有统计学

上的显著差异
。

说明学习训练后一周
,

个体已将所学的

知识达到一定程度的掌握并同化吸收
,

且在一个月后

依然保持
。

干预组
、

对照组在植物来源任务中后测通过率

比较

以上结果发现
, 、

岁儿童经干预训练后
,

对植物

来源的认知成绩有了显著提高
,

但这只表明被试成绩

的一般改善情况
。

还需要关注的是干预训练后各年龄

组儿童在植物来源任务上的通过率
,

因为它可以反映

被试在学习后掌握任务
、

获得该认知能力的情况
。

同样

采用上述标准得到两个年龄组后测通过率的结果 见

表
。

因两次后测无显著差异
,

故将两次后测通过与

未通过的成绩相加计算总频次
。

结果发现
, 、

岁儿童

干预训练后比训练前的通过率均有显著的增长
,

且

岁组的增长幅度明显高于 岁组 对照组没有发现前

后测之间的显著差异
。

表
、

岁干预组对照组在后测任务中通过率的比较

年龄 岁 干预组

名

值
,

对照组

《

值

讨 论

本研究证实
,

相关的领域性知识的学习可以有效

改善学前儿童对植物繁殖的认知
,

这一改善与未训练

的同龄儿童的水平和训练前 自身的水平相 比都有显著

差异
,

说明训练组经学习已将新知识纳人 自己的知识

体系之中
,

达到理解和掌握
,

这一点与前人的结果相一

致 , 。

干预训练对认知成绩的改善说明
,

相关领域知识

的学习可以使儿童依赖记忆解决问题而无需复杂的推

理加工
,

而后将这一部分熟悉的知识只需近迁移到同

类新情境中
,

以熟悉的程序去解决一类问题
。

本研究还发现
,

干预训练对 岁组的影响效果优

于 岁组
,

显示出训练对不同发展阶段儿童的不同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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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作用
。

尽管
、

岁儿童同样都是未掌握植物繁殖概

念的被试
,

但 岁组普遍的认知水平要高于 岁组
,

前

测
“

植物来源
”

任务的平均成绩也优于 岁组
,

他们对

有关
“

种子来源
”

的新知识的接受和领悟会更快
,

对干

预训练也更敏感
,

容易将训练的知识同化和吸收
。

而

岁儿童因 自身认知发展水平所限
,

尽管对植物繁殖有

了一定理解
,

但不及 岁儿童
,

当训练内容和 自己已有

的常识性认识相冲突时
,

他们中相当一部分显示出对

新内容理解和接受的困难
。

测验中发现
,

岁儿童在固

有认知观念和新知识相冲突时常会表现出对新知识的

忽略而坚持旧有认识的现象
。

过去的研究 , ’
在探查干

预对儿童生物概念的影响时
,

更多地着眼于不同干预

内容和 或干预方式对同一或相近认知水平儿童的影

响
,

试图探查究竟是哪些关键性的特殊领域知识对儿

童生物认知有更大的作用
,

其结果更多地支持领域特

殊性理论
。

而 和 司的研究尽管选取的

是不同年龄的 岁和 岁儿童
,

但这两个年龄组年龄

相差过大
,

不能保证被试干预前的同质性
,

也无法考查

出发展的连续性和加速期
。

本研究选取年龄相近
、

认知

水平相近的
、

岁儿童
,

并考查了他们于预前的同质

性 以考查由干预带来的认知改变
。

由此我们证实
,

同

样的干预对
、

岁儿童不同的结果说明特殊领域性知

识不是在任何阶段都同样发挥作用
,

它是以儿童一般

认知发展能力为基础
,

在相适应的发展水平上才会产

生更有效的影响
。

发展的特殊领域性的制约并不能否

定
一

般性机制的存在
,

特殊领域知识在相应的一般智

慧或认知机制的基础上
、

在儿童发展的普遍性进步的

条件下才有意义
。

本研究对幼儿 自然常识的教学有两点重要启示

一是训练应在儿童发展的
“

加速期
”

或
“

最近发展区
”

进行
,

落在
“

最近发展区
”

的提示才会有最大效果
,

而

探查出儿童针
一

对某领域认知发展的最近发展区是至关

重要的 二是训练的内容应直接指向对概念核心的解

释和理解
。

研究中发现
,

儿童对植物繁殖不能理解的关

键在于他们对种子有一些模糊的甚至不合理的认识
,

比如
,

他们不知道种子可 以有各种形状和大小
, “

籽

儿
” 、 “

核儿
” “

粒儿
”

都和
“

种子
”

有紧密的关系等

而这些知识在幼儿园的 自然常识的教学中是比较容易

让儿童掌握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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