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一 � 岁儿童建构相等和相差概念的
‘、

,
 

实验的设计思 想
’

张梅玲 卢 韦

!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

【摘要】本实验设计是
“

萌发小学生辨证思维
”

实验的一 部分
。

作者认为应在动态中研

究儿童的心理发展 ∀ 数学思维能力是一种特殊能力
 

因此采用横断法
,

初步测定出 � 一 � 岁

儿童建构相等和相差概念的一般发展趋势
,

再从被试中抽取实验班的 # 岁组作为一个横断面

来作对比性测查
,

以检验实验教材的知识结构对儿童数学思维的促进作用
。

这种心理学临床

测查和小学数学教改实验相结合的方法是科研和教改相结合的初步尝试
。

数的相等和相差关系的建构过程实际上是 二个或三个集合的比较过程
。

在这一建构过程

中
,

儿童可以用不同的策略使二个或三个集合相等或相差
。

儿童所采用的不同策略是反映儿

童的认知发展水平的
。

� 一 � 岁儿童是各种概念形成的重要时期
,

因此
,

对 � 一 � 岁儿准建

构 相等和相差概念的特点的探索是研究儿帝思维发展
,

尤其是抨索儿童 巴维如 何从绝对地加

或减发展到相对地加 或减的较好途径
。

实验被试为 � 一 � 岁儿童 ∃% &名
,

除#岁组∋& 名 ! 实验班和对比斑 齐()∗ 名 ∗ 外
,

其它各年

龄组各(& 名
。

实验采用系统教学实验和临床个别测查
 

∀ 学生操作和 +〕头报告 ∗ 与书而问卷相结 介的方

法
。

在实验设计方面主要考虑了以 下三个方面
,

一
、

测查题的层次性

一般说来
,

 

儿童 的数学概念是随
一

泞其年龄的成长和知 识的逐步掌握而产生和发展的
。

这

就是说
, −七童对数学概念的掌握有一个发生和发展的过程

。

儿童对某一数学概念的掌握又呈

现出不同的层次
。

在不同的层次中
,

感知
、

表象
、

概念这三种认知成份
,

一

方而各自在不同

的认知过程中起着主导作用
,

因此儿童对来自客体的输入信息的加工过程是不同的
∀ 另 一方

 
本尖脸是在表京北 师大幼儿 因

、

北礼士路一小
、

实脸二小进行的
 

湘 师大学前教育专业研究生美班参

加 了 � 岁表 . 岁组劫 儿的浏交
。

拓索西城 区刘玉兰
、

杨绍沈
、

 

林拍
、

吴 亚洁
、

伟淑等
、

孙 丽华
、

冯扛干者师

参加了 ∋
、

/
、

#
、

� 岁红 儿章的测查
 

本实验还得到了实脸水和时比班老师们的
 

充持和 协助
,

特此一并致

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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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各种认知成份本身 义备自发生着变化
,

经历着 不同的从低到高的发叹过程
。

例如
,

要儿

童掌握一个抽象的数 ( ,

应先让儿童看三朵花
、

三术书或动手数实物
,

然后让他看三个三角
、

形
、

三个网
。

虽然这里的主导的成份都是感知成祝
,

但感知过程木身是逐步抽象的
。

儿童掌

握拳学概念的规律和特点决定了儿童建构某种数学概念的过程的特点 和规律
。

因此
,

测查题

的内容一定要从不同的角度体现其层 次性
。

层次性的难易度的排列
,

可以根据研究者的意图

在 内容上由易到难或由难到易
。

木实验按照儿童 的思维由感性到即性
、

由具休动作到抽象概

括这一发展过程
,

安排了五个要求不 同的题 !见表 % ∗
。

表 % � 一 � 岁儿 童建构相等和相 差棍念的刚查题
甲1 1   1 1 1 2 , 1 2 一1 1 一

2 2

一
一一

层 次

一
3

’

三
4 4 4 4

4

」
三 4 ⋯

四

4
4

卜飞一
内 容

& & &

& & & & &

设法使二行棋

子的数相等

& & &

& & & & &

& & & & & & &

设法使三行棋

子的数相等

& & & &

& & & &

设法使二行棋

子的数相差 ∃

小红和小华各有一

盒糖块
,

每盒的数

量相等
 

现在小红

给小华 %块
,

想一

想小华现在比小红

多几块糖 5

如小红给小华

∃ 块
 

小华多

几块
,

给 ( 块
,

小华多几块⋯

你能找到有什

么规律吗 5

 

闷司

娶
求 ⋯具体操作 3 真雨菊窄 具具体操作作 口头回答答

目 的

从儿童所用的

策略来考察儿

童在解决此问

题时的思维水

平

这一题仅在数

量上 稍 有 增
‘

多
,

目的是考

寮儿童在使三

行棋子相等时

所用的策略

考察儿童使相

等的二行相差

∃ 时所使佣 的

策略
 

并考察

解决这一问题

和解决前二个

问题的关系

在这个层次上
 

儿
,

童的思维会发生一

个质的变化
 

即从

具体操作转到口头

回答
 

一方面要考

察儿童的 思 维 发

展
 

另一方面要验

宁正∗七童对在解决前

三个问题时所使用

考察儿童到哪

个年龄能达到

这一抽象概括

层次
,

并考察

儿童在达到这

一高层次过程

中的一些亚阶

段

4
4

4 土的维鳍的理解程文二
、

二“
 

⋯

这五个层次的测查题本身就说明
,

儿童在建构相等和相差概念的过程中是如 何从具体形

象的动作思维向抽象概括的逻辑思维过渡的
。

测查的结果表明
,

� 一 � 岁儿童在解决前三个

操作题时基本上是采用单项加
、

单项减和移动二行或三行的棋子这种办法使二行或三行相等

或相差几的
。

儿童使用这三种策略本身就意味着他们具有不同的思维水平
。

毫无疑 问
,

单项

的
“

加
”

或
“

减
”

的策略是通过改变二组集合中一组的数 目来进行建构的
。

皮亚 杰把这种加

和减称为绝对的加和减
。

这种方 法比较简单
。

而用移动二行或三行棋子来达到相等或相差的

目的
,

则要通过调整二组或三 组集合的数 目来进行建构
。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协调二个或三个

集合的内部数量关系
。

一行棋子的移动蕴涵着另一行棋子将发生的变化
。

因此我们可以说
,

如果儿童能用移动棋子使二行 或三行的数相等或相差几
,

那他在解决这个问题时已有了初步

的相对性
。

第 �
、

. 层次的题 要求儿童脱离实物而操作
,

通过思维来抽象地建构相等和相差

关系
。

这样的问题避开了实物操作的盲 目性和直观性
。

这实际上是一个检验儿童在具体操作

中所表现出来的水平的过程
。

测查过果
,

�
、

.
、

∋ 岁 ∗卜童基本上不能解决这 二个问题
,

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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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有一小部分儿童在前三题中能使用
“

移动
”

问题
。

这表明儿童在前面采用
“

移动
”

策略

时并 没有真正理解一行 的十 ! ,

同时蕴涵着

另一行的一 ! 这种双倍差的关系
,

而仅仅从

棋子的空间排列上来进行建构
,

因 而 带 有

盲 目 性 和 尝 试 性
。

表 ∃ 是 % 一 & 岁 儿 童

在解决 ∋ 一 ( 问题时所采用的策 略 的 百 分

率
。

从表 ∃ 可以看出
,

%
、

)岁儿 童 首 次 大

多数都从外面盒中拿取二个棋子来补少的一

行
,

他们基本上不会采用在二行或三行间作

内部移动的策略
。

∗ 岁的儿童也只有舀&
 

+拓

棋子的策略
,

但到第四题时仍不能正确地解决

表 ∃ % 一 , 岁儿童运用不同解题 策略

百 分率的 比较

年龄 爵而
】

’ 

∋草谕−’’./
’

春
”
”

汤
”

了
⋯

“

∃ 0
⋯

“

“0
1

“+
·

&

∃ 0
·

( 2 +&
 

+

∃‘
·

+ ∋
) +

·

&

上乞认
3

里
4生一

能用这种移动的策略
。

+
、

& 岁的儿童半数以上 已开始能采用这种策 �咯
。

这 一测 查 结 果 表

明
,

不同年龄的儿童在解决同一问题时所使用的不同策略
,

反映了他们的思维水
一

平从具休形

里

象向抽象概括发展 的过程
。

从图 ∋ 我们可以看出
,

在解第三题 时能采用移功的

策略使二行相差 ∃ 的儿童
,

还是不能正确解决竿四 题
。

这说明儿童能在具休操作水

平上采用
“

移动
”

策略
一

犷并

不等于他们 已具有双倍差的

概念
。

这种不甲致性虽然随

着年龄的增长而有所克服
,

但正确解决这三题的人次与

有差异
。

如+岁组能用
“

移动
”

第二

第池
第了

二二剔
四 匙1

五题正确解题的沐次多

龄 组

∗年

图 ∋ 5 一 & 岁红
 

正确解题的人次 比较

策略解决第三题的占)+
 

&万
,

而解决第四
 

、

五题 的则分别 占∃( 形孔16) 形
。

这说明这儿个题的设

计确实考虑到了儿童在认知水平和知识难易度上的差异
。

皮亚杰指出
,

儿童相等和相差概念

的建构过程要经过以下五个发展 阶段
4

∋
、

% 岁左右的儿童只会操作相等的数
,

而不会使两

个不同的数相等
。

这时的儿童只有相等的幻觉 7 从甲行中移 一个到乙行
,

又从乙行中移一个

到甲行 8 和假蕴涵现象
,

郎给二个不等量同时加上或减去一个等量
,

如 同 时 给 5 和 % 加 上

∋
,

使之成为 ∗ 和 )
。

∃
、

夕9
 

童开始意识到加
、

减的互相作用
,

但还只能借助于夕:界的物休

在单项上加或单项上减
,

这 被称之为绝对加
、

减法
。

(
、

儿童开始理解蕴涵关系
,

但要依靠

数数
,

而不会进行辩证的综合
。

%
、

儿童开始理解; < = ! 的双倍差规律
,

即开始掌握相对

加
、

减法
,

即开始认识到对立面的同一性
,

开始理解转移的运算同时是 刁∋∋又是减这 一事实
。

结果这个> ! 和这个一 ! 就被体现在那个被移动的
! 之中了

。

这 时儿童 就开始产生辩证的综

合过程
。 石 、

儿童开始产生连续的
“

超越
” ,

即能进行二 次性的移动分配
。

从实验结果还可以看出
,

儿童在解决上列 问题过程中
,

不仅使用加
、

减和移动这三 种策

略
,

而且在使用每种策略方面还表现出三个不同的水平
‘ 感知排?≅� 水平

、

数数计算水平和抽



象概

岁
,

念水平
。

年幼儿童大多数处在感知排列水平
,

但也有从计算出发的
。

例 如 被 试 6 ! .

男 ∗
,

他做第二题

!
& & &
& & & & &
& & & & & & &

∗
时

,

边从夕卜面盒中取棋子边说
, ‘

搏 来 不 一 样

多
,

这排再却上 ∃ 个
,

这排再加上 � 个
,

就都是 ‘个了
。 ”

再如被试 7 ! ∋ 岁
,

女 ∗
,

从妙
做第一题的操作来看

,

她用的是移动的策略
,

但这并不是 由于她理解了 8 9 和 一 9 之间的蕴涵

关系
,

她仅仅是从计算入手白 她说 , “

这排是 . 个
,

这排是 ( 个
, . 一 % : �

,
( 8 % : �

就都是 心个
,

一样多了
。 ”

对第五题的建构
,

从实验结果来看
,

儿童在建立起 ; 二 < 9 这个

概念过程中还需要经过一些亚阶段
。

例如被试= ! ∋ 岁
,

女 ∗
,

她听了主试向她发问 ! 第四

题 ∗ 后
,

带碧迷惑不解的表情问
, “

老师
,

小红
、

小华原来到底有 儿 块 搪 呀 5 ”
’

“

几块都

行
,

,

只要小红
、

小华一样多就行
。 ”

于是她高兴地说
, “

那就 . 块吧 > ”

接着她说
, “

小红

原来有 . 块
,

给小华 % 块
,

还荆 � 块 ∀
小华原来有 . 块

,

加 上 % 块就有 ∋ 块
。

∋ 一 � 一 ∃
,

小华比小红多了 ∃ 块
。 ”

对第五题
,

一个 # 岁的被试回答说
, “

小红给小华 %
、

∃
、

(
,

小
‘

、
一

华就多 ∃
、

�
、

∋
。 ”

看来
,

他还不能抽象出小华多
 

的块数是小红给的块数乘以飞
’

!即? :

< 9 ∗
。

以上这些事例中可以看出
,

儿童建构一个概 念是一个很复杂的过程
。

我们在研究儿

童建构这些概念的过程 时
,

只有较好地设计出能反映儿童认知发展水平相概念本身发展过程

的层次性的题
,

才能较好地探索儿童某些概念的建构过程 及其规律
,

才 能更有依据地提出如

柯在这方面促进儿童 智能发展的条件和方法
。

二
、

编制儿童数学思维发展的测验里表

数学思维属于一种特殊能力
。

它主要是儿童对数和形的概括和推理能力
,

也就是对数盘

关系 !包括对抽象符号 ∗ 和空间关系的概括和推理能力
∀ 它还 包 括 可 逆

、

互补畔补偿
、

函

数
、

对应
、

转换等数学思考方法
。

那末
, ,
要泌查儿童在某一方面的数学概念和 能力的水平

,

常靠一般的智力量表就不够了
,

还应在卖践中编制出考察∗≅ 童掌握某 一方面概念的参考性量

表
。

因此
,

在这个实验设计中
,

实验者先采用横断法初步制订出 � 一 � 岁儿童建构相等和相

差概念的一般发展趋势
,

再从被测查的儿童 中抽取实验班的 # 岁组作为一个横断面来作对比

性卿查 ! 与同年级和高一个年级儿童对比 ∗
,

以便检验实验教材
’

的知识结构对Α>
Β

童数学思

维的促进作用
。

例如
,

从对解第三题的理 由阐述上看
,

能理解从一行中移走一个加到另一行

府
,

二行就相差 ∃ 的儿童
,

在 # 岁组实验班占∃%
 

∋形
,

在同年龄对比班只有 . 拓
,

而在高一

个年极的 � 岁组也只有∃�
 

∋拓
。

再如
,

解第五题时能找出双倍差规律的儿童
,

在 实 验 班 占

(. 万
,

在同年级对比班占%Χ 拓
,

在高一个年级的 � 岁组占(Χ 万
。

毫无疑问
,

实验 班学生解决

这些问题的能力已超过同龄儿童 , 并接近比他们高
‘

一个年级的 � 岁儿童
。

这也初步表明
,

实

脸熟材确实对儿童这方面的数学思维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
。

这就使我们的教学工作不再被动

地去适应儿童 的年龄阶段特征
,

而是主动地去促进儿童智能的发展
。

三
、

在动态中研究儿童的心理发展

)⋯甲
%%

在动态中研究儿童的心理发展
,

其含义是要让儿童处于正常的学习环境中
,

要研究在学

。
实脸琳使用的是 由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 《现代小学数学

’

》实脸领导小 组编 写 的《现代小学数学》

实脸教材
 

主编 为刘静和
 

副主编 为张天孝
 



习内容相同
、

知识结构不 −司的教学条件下儿童认知结构的发展及其特点
。

认知心理学的理 论

之一是
,

假设人类学
·

习知 识升
一

不是一个简单地记录信息的过程
,

而是学习者利用 己有的知 识

对新信息进行建构的一个主动的过程
。

因此
,

儿童原有的认知结构直接关系到他在解决一个问

题过程中所采用的策略
。

我们要使儿童更聪明些
,

就要使他们具有良好的认知结构
,

而认知

结构的建构又是 与知识结构有直接杀系的
。

因此
,

要研究如 何促进和培养儿童的数学思肇这
个课题

,

首先要重新建构一个比较科学的知识结构
。

从% � # %年起
,

我们研究小组在以往实验

和广泛吸职有经验的老师的意见及学习的墓础上
,

提出用 以
“

%
”

为基础标准渴示
’

,和数学

中部分与整休关系为主线来重新建构现行小学数学的知 识内容
,

编写 了油印本实验教材, 并

开始在黑山北关实验学校作探索性的系统教学实验
。

实验结果良好
。

% � # �年我们 又成 亿了实

验协 作组
,

并正式编写出整套实验教材 ! 教材取名为 《现代小学数学 》
,

已由科学出 −奴Δ
4

≅出

版 ∗
,

并在杭州上城区八个班做先行试验
。

从 % � # .年起
,

这项实验又扩少, 到全国三十八个省

市
。

目前该实验在全国约有( & && 个实验班
。

这为我们研究工作提供了广阔的实验场所
。

本实

验 #
‘

岁组的( &名儿童就来 自该实验教材的实验班
。

我们认为
,

采用这种方法来研究儿屯的数

学思维发展不仅可以使研 究工作更深入
,

而且可以 促使研究工作更快地直接为教 自 实 践 服

务
。

在功态中研究的另一 个含义是
,

注亚研究儿童数学认知结构的建构过程
。

这就要求找们

设计出能有目的地使儿童在建构认知结构中产生矛盾的实验题
。

本实验的设
一

计汇么方血迹 仃

欠缺
,

但是
,

总的来说
,

实验材料 已经表明以上的设计思想是 可行的
。

州, 曰,  口肠曰、曰睡  ,   气  甲 , 臼, 口月曰月口 , 尸自Ε勺口, 口 川 、口  ‘闷  口, 口 , 卜碑, 如、, ,

甘

穷
书

中国心
 

理学会发展心理学专业委员会

第三届学术会议在乐山召开

中国心理学会发展心理学专业委员会第三届学术会议于% �# #年% %月 % 日至 . 日在四川省乐山市召开
 

参

加本次会议的有正式代表(. 人
,

列席代表%Χ 人
,

研究生∃& 人
 

共了∃ 人
 

新任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朱曼殊教授在开幕词中充分育定了十年来我国发展心理学的研究成果和在培养

教学
、

科研人才方面作出的贡献
,

指出发展心理专业委员会率先组织了我国心理学界第一个国际性会议 〔国

际行为发展研究学会 !简称 >Φ Φ 7 Γ ∗ 北京研讨会 〕
 

这表明发展心理学界经过宁年的不懈努力
,

改变了

言必称美苏的局面
,

并已开始走上世界
。

同时
,

她也指出
,

我国发展心理学与世界水平相比
,

在毕生研究
、

社会化研究
、

跨学科研究
、

研究方法
、

理沦提高以及理论联系实际等方面存在不足
,

需要找国发展心理工作

者作更大的努力
。

开幕式上
,

大会对潘寂教授和原发展心理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刘范教授的逝世表示沉痛的

衷体
 

「

并组织了对刘范教授的悼念活动
。

「

会议共收到诊文#� 篇
,

其巾(. 篇分别在六个分组学术会议
一

Η宣读
 

令人注目的是
,

此认会议有关儿童社

会化发展的论文数量有了明显增加
,

说明了对这方面研究的重视
,

但大家一致认为
,

社会化的研究必项以我

国的国情为基础并注意研究方法
。

与会者还对社会上出现的儿童心理测验工作中某些不严肃现象表示极大关

注
,

呼吁心理学工作者应为维护儿童心理测验工作的科学性作出努力
 

会议还组织了儿童认知发展和儿童社

会化
、

个性发展的专题讨论
。

参加会议的同志普遍认为这次学术会议有三个特点
,

首先
,

会议保持并发扬了畅所欲言
、

团结合作的民

主气氛∀ 其次
,

论文的数量增加并在研究的广度
、

深度和研究设计方法上都有所提高
 

第三
,

中青年同志发

挥了积极的作用
 

他们思想活跃
 

勇于提出自己的见解
,

说明我们心理学事业后继有人
。

同时
, 一

昔专家们也

对中青年同志予以悉心接导
,

‘

充分体现了老一辈心理学家对年青一 代的关怀和期望
‘

!本刊编者摘自 《中国心理学会发展心理专业委员会第三属学术会议纪要 沙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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