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 于 儿 童 行 为 的 观 察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 茅于燕 

观察是研究人的行为特别是儿童行为的 

不可缺少的方法。即令在今天，科学技术如 

此发达，计算机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做出上 

千、上万的数据，也少不了用它。因为一次微 

笑、一个问题、一种哭声，如果不通过观察，只 

是被仪器记录下来了，也很难知道它的含义。 

甚至在录相机使用得相当普遍的科研机构， 

也还需要人在观察、指挥什么行为需要录下 

来，什么行为不需要录下来。所以用观察进 

行对行为的研究，还不会改变。 

观察虽然很重要，人人都用过，但要做好 

观察却并非容易的事。有时我们会记错某个 

细节，有时又会遗漏重要的地方。当三、四个 

人同时记录一个儿童的行为时，结果又会不 

完全一致，科学上有一种对记录的可靠性的 

评定，就是针对这种情况而言的。如果两个 

人对同一个儿童、同一时间的行为有百分之 

八十以上的一致性，就可以说这两个人的记 

录是可靠的，显然有百分之十几的不一致是 

允许的，也就是说承认观察的困难。 

要做好观察，应该解决好以下几个问题： 

首先，认真训练观察员。并不是任何人 

都能做好观察的。容易发生的问题是：过分 

注意被观察的对象，而忽视对他的行为有影 

晌的周围人物的行为。在我们研究儿童的不 

友好行为时，我曾碰到过这样一个情景：我们 

要观察的瓦岁的小玲正在玩积木。她对面两 

个男孩向她索取一块长条积木，她不给。因 

而发生争执，这块积木被夺来夺去。后来不 

知怎么回事，小玲手下拿了一块圆形积木。那 

么那块长条积木哪儿去了呢?原来是小玲身 

后有另外一位小女孩在他们发生争执时换走 

了。对这个细节，我们四个人中只有两个人 

记下来了。所以在正式观察之前必须培训观 

察员。待几个人的观察达到百分之八十以上 

的一致性时，才可正式开始。培训的重点在对 

所要观察的行为记录得愈详细愈好。如果使 

用录音机或录相机来辅助观察记录的话，必 

须对这些仪器的操作、性能有相当的了解，以 

免到现场发生问题。 

其次，明确规定要观察什么。这个问胚 

看起来很简单，实际很复杂。主要是所要观 

察的行为难以确切规定。举个例子：心理学家 

想规定独生子女的个性特点。那么，想要 

察的项目就会很多。比如：是否有骄气、是 

否有娇气、是否任性、是否孤癖⋯⋯，那么，什 

么是骄气?娇气?任性?孤癖?如果不作明 

确规定，不同的观察者就会把类似的但可能 

有质的不同的行为，划归在一个大类里面，对 

结果的处理当然会有影响了。所以在开始前 

必须对所要观察的行为有明确的规定。 

第三，明确规定观察的时间。这次研究要 

进行多长时间的观察，与之有关的问题是：什 

么时候做，观察在自由活动时间?上课时?人 

园时?⋯⋯做多少次观察?每次观察几分钟? 

几小时?⋯⋯。要规定观察的时间，必须要使 

观察的时间服务于观察的目的。比如想研究 

儿童之间的友好行为和不友好行为，最好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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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活动时间进行观察。每次不少于五分钟， 

天天进行，达一、二个月。如果想研究语言的 

发展，那么时问要长得多，而且最好在有其他 

成人或儿童在场的时候进行。如果时间选择 

得不当，那么这一两次、三五次的观察就不能 

代表儿童的全部行为，也就不能据此下结论。 

当我们研究婴儿时，决不能在他饥饿、昏昏欲 

睡或身体不适时进行观察，而全托儿童回家 
一 天的行为也不是他的典型行为。 

第四，确定观察的方法。这也是服务于 

观察的目的的。观察的方法主要有 两大类： 

直接的观察和间接观察。直接的观察就是对 

被试直接进行观察；间接的观察是与被试的 

父母、老师、兄姐或共他有关的抚养人进行晤 

谈，以获得材料。从这种与被试者的父亲或 

有关人的晤谈中，可以得到许多重要的、真实 

的材料。但有时因为时间隔得长了，或组织 

得不够严密，或这些人想“取悦”研究者，会使 

收集到的材料不够真实。如果能辅以直接的 

观察，效果更好。直接的观察包括的种类很 

多，对观察的控制也有不同层次。最常用的 

是非正式的、家庭的观察，和事先有组织、有 

计划的、正式的实验室的和自然情景．中的观 

察。早在十八世纪就有人开始对自己的孩子 

进行观察以收集婴儿发展过程的材料。达尔 

文对他自己的孩子杜德的观察，至今还有很 

大的参考价值。这种观察往往能给人们非常 

真实的、一掠即逝的材料，但也有它的缺点， 

往往对行为的记录有选择性，不够系统，不够 

全面。事先有计划地观察就比较好，这种方 

法不仅考虑到观察的时间、次数、情景，而且 

也确定了所要观察的行为项目、每个项目的 

确切定义，这样得出来的材料更便于分析、对 

比，科学性比较强。但由于观察还是由人做 

的，有时在对材料的取舍、解释上，也可能会 

有一些偏见，应特别注意。 

第五，确定记录的方式和所使用的仪器。 

这与观察直接有关。既然是观察，就有对所 

观察的材料的记录问题和辅助观察现象的仪 

器使用问题。一般有这样几种记录方式；l- 

· SO · 

评等法：对所观察的现象加以评定等级。比 

如对某种行为可以是不喜欢、不太喜欢、一 

般、有点喜欢、很喜欢。观察者可以在印好的 

表格上按级划圈。2．记出现 频率法：将规 

定好要观察的行为项目打印在纸上，几出现 

了某种行为，‘就在个这行为框上画一个“、／／”。 

3．连续记录法：可以J1】笔记的方法在现场 

连续记录，也可以将观察的情况在现场 “说 

进”录音机，回来再转记在纸上。这种方法最 

好，所记录的材料最为丰富。至于仪器，可以 

用录音机、录像机、幻灯等，楸据需要来决定。 

第六，确定观察的可靠性。观察是否可 

靠直接决定观察的结论是否可靠。所以在某 

个意义上说，这是观察的最主要的问题。 

怎样来评定一个观察者的观察是否可靠 

呢?最简单的办法就是要两个观察者同时对 

同一个被试进行观察记录，做可靠性的评定 

观察，但是同时观察记录的时问、项目可以比 

正式观察少。其统计处理的方法很多，最常 

用的方法是：把两人同意某个行为 “是出现 

了”的总数(A)和两人都同意这个行为“是出 

现了”的数 目“ ”，加上只有主要观察者记录 

它“是出现了”的数目“ ”，再加上只有可靠 

性评定者记录它 “是出现了”的数日“ ”之 

比，再乘以loo(以表明是百分数)。所以可靠 

性评定的公式就是： 

A 

可靠性= X 1o0 
1 J l v  

绝大多数科学家规定所需要的最起码的可靠 

性分数8O％，才可以说接受这个材料很放心。 

第七，要尽可能地防止观察的偏差。观 

察中的偏差是怎样产生的?又怎样防止呢? 

首先，偏差可能来自观察的被试。幼小 

婴儿在饥饿、欲睡或情绪不佳等十多种个体 

特殊情况下，所表现出来的行为就不是他真 

正的行为；稍大一点n：jJL童对环境的变化又 

十分敏感，如果有观察者这种陌生人在场，他 

们也可能表现得更好一些(或更坏一些)以吸 

引人们的注意，也不是他真正的行为。科学 

家把这种因为本人知道有人在(下转66页) 



 

2．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地进行专题 

讨论。一九七九年《教育研究》开展了教育是 

不是全部属于上层建筑的讨论，这是很有价 

值的。要使教育学教材科学化、民族化和实际 

化，对一些关键性的问题需要开展全国性的 

讨论。如教育学的体系问题，教育的本质问 

题，教育教学规律问题，教学原则和德育原则 

问题，对凯洛夫教育学的评价问题，等等。讨 

论到一定时间，应有所总结，使大家有比较明 

确的一致的看法。有些问题，还可组织人力 

进行实际调查研究，搞科学实验。 

3．充分发挥和调动教育学教师 的积 极 

性。现有的教育学教师队伍，基本上是五十 

年代我们自己培养出来的，他们大都基础知 

识掌握得比较扎实，思想品德较好，有一定的 

教学经验，对中小学的教育实际比较了解。也 

(上接第 8O页)观察他而改变Et己的行为的 

现象叫做对观察’的反应性。 

要消除这种反应性，可以采用这样一些 

方法：第一，与被试建立良好的关系，消除 

他们对观察者的陌生感，继续观察一段时间， 

等行为稳定下来，再进行正式观察；第二，不 

让被试注意到他们是被观察了，可以使用暗 

藏的录像机或采用单向玻璃。有时对幼小婴 

儿进行观察，必须等待他吃饱、睡足、情绪愉 

快的时候进行。如果不研究象亲子分离这类 

问题时，应该要求家长在场。 

其次，偏差可能来 自观察者或观察的设 

计。其表现在：第一，观察技巧不熟练，记 

错或遗漏某些细节；第二，由于对所观察的行 

为规定得不确切，以使被试的行为可能受观 

察者的“预期”所左右；第三，为了评定观察者 

所作的观察是否可靠，往往用两个观察者同 

时对同一被试进行观察，计算他们的一致性。 

可是如果观察者知道有人在校对他 的观 察， 

那么他们的一致性很可能比不知道有人在校 

对时高。当然，出现这些问题决不是有意的， 

但从材料的真实性看却有不足。解决这类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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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这批教师经历了3O年来正反两方面的经 

验和教I儿1，对我国教育学发展情况比较熟悉， 

他们是改革教育学教材内容，创建我圈社会 

主义教育学的重要力量。但目前对这批教师 

的力量还没有真正发挥到这 一重要工作上， 

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这门 

课的教学任务重、多、杂，既要上课、辅导、批 

改作业，还要带领学生见习、实习，再加上这 

门课的教材内容不成熟，不稳定，备课的时间 

化得很多，因而教师无暇去深入探讨研究一 

些理论问题，更谈不上到实际中去搞科学实 

验。因此，希望上级领导调查研究教育学教 

师队伍的状况，适当减轻中老年教师的教学 

任务，并对其中德才兼优的教师进行鼓励， 

使他们更多地从事教育学教材的研究，早 日 

编写出具有我国特点的教育学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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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最主要的办法是对观察者加强训练，提高 

观察技巧，尽可能对观察的行为作出比较确 

切的定义，以致不易使被试 的行为表现受观 

察者的“预期”所左右。 

第三、出现偏差可能来自所用的记录方 

法和分析方法。过去，对于行为的记录往往 

采用“笔写纸记”的办法，可是如果观察的时 

间很短(比如五分钟)，你将观察的情况在现 

场写在纸上，须要“低头、看纸、书写”，这样 

就会失去一部分观察的时间，影响了材料的 

收集；在分析时往往由于归类不当，分析的 

层次不清楚，统计方法不合适也会产生偏差。 

解决这类问题，可以采用仪器协助。录音机、 

录像机可以帮助我们得到更丰富的材料。对 

于材料的分析，可以用提高设计水平来解决。 

观察是进行科学研究的第一步，只要有 

偏差，不管它来自何方，就会使人得不出真实 

的材料，也就影响了真实的结论。当然，以 

人为观察者，要完全消除偏差是不可能的，但 

是如果时时警觉这个问题，采取适当措施，就 

会使我们的研究水平大大提高，得到的材料 

更接近真实，当然就会作出更科学的结论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