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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来我国儿童发展教育心理学

研究的一般水平
‘ ”

石 绍 华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

摘 要

利用
“ 1 9 7 9一1 9 8 8我 国儿童发展教育心理学文献数据库

” ,

才民据选定的 儿 项

有关质量 的指标
,

分析 了十年来儿童发展教育心理学研究的 ‘般水平
,

发现有些

方面有进 步
,

有些方 面无进展
。

进步最大 的是统计方法
,

十年来取得长足进展 ;

被试数量 10 年内共 3 6 2 6 6 5人
,

工作量 巨大
, 4 一16 岁是研究的重

.

汽
。

研究方法有

进步
,

目前研究米用 的主 要方法是实验法
,

测量法和理论分析法
,

刚量 法 发展较

快 ;
从问题提 出的形 式看

,

代表较 高水平的研究一深入型研究所 占比例 呈 波浪

式下降的趋势
,

88 年下 降较为明 显
,

而重复性研究却呈上升趋 势
。

创新型的研究

虽然量不 大
,

但有发展
,

值得进一步探讨
; 文献著录的引文量 明显低于世界平均

值
,

亦明显低于全国平均值
。

在引文类型上
,

引证图书略 高于引证期刊
,

这与国

内外科技文献 引证期刊为主 的 调查结论不 一致
。

引文文种以 中文 和英文为主
。

引证近 5 年的文献比例较低
,

文 献更新速度较慢
,

耳十年 中没有进步
。

1 9 7 9年《心理学报》复刊
,

标志着我 国心理学新时期的开始
,

至今已十年了
。

如何评价

这十年我国儿童发展教育心理学研究 ? 我们试图 通过对 十年中发表 的有关文 献进行 调

查
,

来分析这一领域的研究状况和动向
。

为此我们收集了 1 4种心理学期刊和97 种相关期刊

上有关儿童发展教育心理学的文献共2 2 7 4篇
* * ,

利用D B A S E lll 关系数据库管理系 统
,

建

立了
“
1 9 7 9一 1 9 8 8年我国儿童发展教育心理学文献数据库

” 。

经过参考有关 文 献
〔‘一“1 ,

请

教有关专家
,

在反复讨论
、

修改的基础上
,

确定了对这些文献进行数量和质量测量的标准
,

从各领域文献数量随年度变化趋势
、

研究的一般水平
、

研究者和期刊等几方面进行了分

析
。

本文是这项研究的一部分结果
:

关于研究的一般水平
。

我们从五个方面进行测量
,

它们是
: 1

.

问题提出的形式
; 2

.

研究方法 , 3
.

统计方法 , 4
.

引文情地 5
.

被试情况
。

一
、

问题提出的形式

一些人存有这样的看法
:
我国心理学的许多研究和实验是照搬外国的

,

没有 多 少 自

已的东西
。

我们提出的一项测量指标为
“

问题提出的形式
” ,

把问题提出的形式分成以下5

犷
本文于 1 9台, 年 9 月1 8 日收到

。

本文是在孙哗
、

管连荣指导下所作硕 上论文的一 部分
.

限于心 理所田书馆的旅书
,

个别期刊未能收全
。 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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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种类型
:

(1 )重复型 所谓重复型 、即重复前人的工作
,

它包括
:

a
.

以国内的资料补充
、

验证国外的研究
,

包括实验稍有变化
,

但没有新的突破
;

b
.

用 已有的量表
、

测量
、

问卷进行侧量或实验 ,

( 2) 深人型 所谓深人型
,

就是对前人的工作有发展
。

可分为、

a
.

设计实验或调查验证
、

补充
、

修改前人的假说
、

理论
、

模型
、

设想
,

这里强调的是
奥自己设计实验或侧量

,

包括对前人的实验改变其根本性的实验条件 ;

b
.

修订前人的测验
、

量表 ,

c
.

补充
、

修改
、

完善前人的方法 ,
-

d
.

分析
、

评价已有的量表
、

测验
、

方法
;

( 3 )创新型 该类型有 3 种小类型
,

这 3 种小类型就其水平和难度看
,

差别很大
,

‘

但是用是否是自己创造这一尺度衡量时可以将它们归为一类
。

a
.

提出新的假说
、

模型
、

设想
、

理论
、

方法 ;

b
.

编制量表
、

问卷
、

测验 ;

。
.

提出新的科研或教学的方法
。

( 4 )应用型

对实际应用中提出的急需解决的问题进行研究
,

课题本身不一定是应用研究
,

有

时可能是基础研究工作
。

属于第一种类 型的 研 究 报告

应用型

:’重复型

“
’ ‘ ’ ‘

一分伙心
·

广<
.

- - -

一
‘

一矛
- -

一
_ 了, , 才

创新型

深入型

奋弓 户。 51 82 83 8 4 85 S G 8 7 8 8

图 1 间题提 出的形式 随年度变化的趋势

有 166 篇
,

占19
.

9 % ; 属于 第二 种类

型的研究报告有 1 12 篇
,

占1 3
.

5 % ,

第三种65 篇
,

占8
.

0 % ,
第 四 种 4 08

篇 ; 占48
.

9 %
。

图 给出了 这 几 个类

型随年度 变化 的情况
。

五分之一的研究 工作 是 属 于

重复型
。

这里面以国内的资 料 补

充验证国外研究的 有 88 篇
,

用 前人

的量表
、

测验
、

问卷
、

实验 方 法进行

测量或实验的 78 篇
。

在我 国 的 心

理学还不很发达
,

而 国外又有现成

钓先进的东西可资利用的情况下
,

利用别人成功的东西做出中国儿童青少年发展的常模
,

;不仅是允许的
,

而且是必要的
。

有些研究还可以用来做跨文化比较
,

就更具有重要意义

了
。

因此
,

对重复性的工作要做具体分析
。

但是
,

十年过去了
,

这一类型的研究还 有 增无

减
,

就不一定是好现象了
。

第三种类型一创新型可能在某种程度
_

L反映了我国 自己的特色
。

尽管这些文章的质

量不一定都是高的
,

但如果对这68 篇文章作进一步分析研究
,

将可能会是有意义的
。

这68

篇文章又分为两种情况
,

一是提出新的假说或理论构想
,

二是建 构量表
,

问卷
,

测验等
。

前

者存在着这样一个问题
:
有的作者提出新的理论构想并不一定有十分充足的根据

,

在这些



心 理 学 报 19 00年

人里
,

有的不是专门从事心理学科研
,

教学工作的
。

第二种类型一深人型的作者往往来自心理学研究单位或高校
,

他们对前人的工 作有亏

继承
、

有评价
,

有的还有补充
、

有发展
,

应该说是水平比较高的
,

这类工作占1 3
.

5 %
,

这个比几

例也是合理的
。

但是
,

这类文献的发展趋势是波浪式下降的
,

并且在88 年出现了明显的下
-

降
,
文献量比87 年下降50 %

。

几乎一半的研究工作是解决实际生活中需要解决的问题
,

可见我国儿童发展 教 育心
·

理学工作者是很注重联系实际的
。

当然在这类研究中
,

也有一些有创见
、

高水平的研究
。

二
、

研 究 方 法

研究方法多种多样
,

可谓百花齐放
。

对各种研究方法使用的次数如下
:

实验法 2 60 次 临床法 13

测量法
。

25 0 作品分析法
.

8

理论分析法 2 40 模拟法 3

追踪法 17 其他 29

观察法 13

实验法
,

测量法
,

理论分析法是三种主要研究方法
。

理论分析法包括评价
、

研究综述等 , 测量法可分为无结构测量和结构测量
,

无结构测

量包括各种形式的调查
、

访谈
、

座谈等
,

结构测量又可分为未经标准化测量和标准化 测
量

。

三种
.

主要研究方法使用情况见图 2
。

;江

}侧量法
,

/

印40百分

比 加 /..
二,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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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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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
万心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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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分析宙
n�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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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三种主要研究方法随年度变化趋势

测量法在近十年中得到越来越广泛的应用
。

结构测量将所研究的对象数量化
,

因
’

此

结构测量使用的多寡
,

是科学研究是否深人
,

学科是否成熟的标志之一
。

我国儿童发展教

育心理学领域 10 年来使用测量方法的情况见图 3
、

图 4 。

在一些研究中
,

采用了多种方法
,

有的多达 4
、

5 种方法综合进行
。

在统计时
,

只是按

其主要方法进行统计
。

很明显
,

在研究方法中
,

侧量法所 占百分比越来越高
。

在测量法中
,

无结构测 量所占

百分比越来越少
,

结构测量所占百分比越来越高
。

在结构测量中
,

未经标准化测量呈上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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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结构测盆随年度变化趋势

趋势
。

标准化测量大多数是使用现成的量表
,

有些经修订并标准化
。

已修订并 标准 化了
:的量表有韦氏量表

,

比内量表和贝利量表
。

有结构但未经标准化的测量都是我国 儿 童发

报教育心理学工作者自己编制的
,

对其中有价值的
,

下一步工作应将其标准化
。

以上情况说明
,

这10 年
,

我国儿童发展教育心理学领域在研究方法上是有进步的
。

三
、

统 计 方 法

理论分析的文章24 0篇
,

这些文章一般不用作统计处理
,

我们把这些文章从研 究 报告

牟代

图 5 各种统计方法随年度变化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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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数中除去
,

剩下的595 篇研究报告中
,

不作任何统计 的 有90 篇
,

占15
.

1% , 作描 述 统计
的 (包括百分数

,

平均数
,

标准差等 )有 1 55 篇
,

占26
.

1 % ; 作推论统计的 (包括 t 检 验
、

丫检
验

、

F检验
、

相关
、

回归等)有 3 28 篇
,

占55
.

1 % , 作多元统计 (包括因素分析
、

多 元 回 归
、

聚
-

类
,

判别等)的有22 篇厂占3
.

7 %
。

一

统计方法在这十年中进步较快
,

不作统计和作描述统计的在研究报告中所占 百 分比

越来越少
,

推论统计和多元统计越来越多
,

推论统计 已经得到较为普遍的使用
,

多 元 统计
数量虽然很少

,

但增长的趋势十分明显
。

四
、

引 文 情 况

目前
,

世界上有90 %以上的科学论文附有参考文献 〔6 J ,

也称引文
。

公开发表于科技期
’

刊中的论文平均每篇附有引文 (平均引文数) 15 条
。

据文献介绍
,

我国中文科技期 刊 平均
’

引文量为 8
.

86 条[vJ
,

较世界平均值低40 %
,

其中有 12 % 的科技论文尚未著录引文
。

在我国

心理学和与心理学有关的期刊上刊载的2 2 7 4篇有关儿童发展教育
』合理学文献中

,

仅有 54 1
-

篇著录了引文
,

76 %文献未著录引文
,

一共著录引文 3 7 4 1条
。

在发表的 83 5篇研究报告 中
,

没有引文的是 383 篇
,

占总数的46 % , 共引证参考文献
3 1 4 6条

,

平均引文量只有 3
.

77
,

较世界平均值低75 %
,

较全国科技期刊平均值还低57 %
。

引

文的频次分布见表 1
。

表 1 引 文 的 频 次 分 布

引 文 条 数 文 献 篇 数 引 文 条 数 文 献 篇 数

.‘.月.. .盈.书r了.tl丁.
r

l
.

⋯
z
,
.

⋯
‘

ll
lleseseses
es盈es

l

在有引文的研究报告中
,

弓}文的众数为 4
,

平均数为 3
.

77
,

标准差2
.

56
。

引文是科学论文的重要组成部分
,

引文将现在的工作与以前的工作联系起来
,

引文是
承认早年科学记录的事实

。

科学论文的相互引证
,

说明了知识的继承与利用
,

象征了人美
科学的发展

。

科学论文著录引文的多寡
,

不仅是一门受科成熟程度的有效测度
,

而且是弓f

文分析的原始资料
。

我国儿童发展教育心理学领域文献引文少的“个原因是作者不重视
引文的著录

,

但更重要的原因也许是编辑同志希望一期刊物上能多发表几篇 文章而将
.

弓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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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删去了
。

(一)引文类型

在全部文献所著录的3 7 4 1条引文中
,

引自期刊的是 1 5 6 4条
,

占总数的42 % , 引自书籍
的是 1 8 7 5条

,

占总数的51 % , 引自特种文献 (包括会议论文集
,

专利
,

报纸
,

政府出版物等 )

2 4 5条
,

占总数的 7 %
。

国内外的研究都表明
,

期刊在引文中占有重要地位
。

有人分析了我国综合性 (包括科

普 )自然科学文献引文中的中文期刊一般 占全部 引文的56
.

5% , 有人分析了((t 青报科学》

的引文情况
,

中文期刊 占59
.

3 % , ’; 还有人调查了 2 8种科技期刊
,

发现引用期刊 占全部弓I

用的 8 3 % [ “’。 期刊周期短
,

传递信息快
,

无疑是一个重要的情报源
。

在我国儿童发展教育

心理学领域却是图书的引证量略高于期刊的引证量
。

(二)引文文种

引文的文种主要是中文和英文
。

有引文的文献共 5 41 篇
,

4 83 篇文献 (其中研究报告

41 5篇 )引用了中文参考文献
,

共2 2 8 0条
; 3 06 篇文献 (其中研究报告2 60 篇)引用了 英 文参

考文献
,

共1 3 6 7条
, 一另外

,

有 16 篇文献 (其中15 篇是研究报告 )引用了俄文参考 文 献
,

共6 2 1

条 , 20 篇文献 引用了 日文参考文献
,

共 43 条
。

英文参考文献 占全部参考文献的三分之一强
,

这说明在现阶段我国儿童发展教育心

理学受西方影响较大
,

也说明英文已成为我国儿童发展教育心理学工作者吸收国外情 报
.

的主要语言工具
。

俄文引文一共只有 62 条
,

这说明苏联对我国儿童发展教育心理学领域的影响已 经 不 :

大了
。

(三) 引证年代分析

文献的新陈代谢是文献活动的普遍规律
。

曾经具有重要价值的文献
,

随着科 学 的不万

断发展
,

也会逐渐老化
。

在我们统计的引文中
,

最早的引文是 1 87 2年的
,

最 新 的 引文 是

1 9 8 8 年 的
,

跨 1 16 年
。

因有些引文没有注明年代
,

无法对它们进行统 计
。

注 明了年代的
·

引文共2 7 7 8条
。

图 7 是 引文年代分布情况
。

.

引证 1 9 7 6一 1 9 8 6年的文献大大多于其他年代
,

引证最多的是1 9 8 0年 发 表的文献
,

304

条
,

被引证最多的前 8 个 年代依次是
: 19 8 1年发表的文献301 条 ; 1 9 8 2年的文献2 54 条 ;

1 9 7 9年的文献22 哎条
; 1 9 8 3年的文献2 15 条 ; 1 9 8 4年的 文 献 1 70 条

; 1 9 8 5年的文献1 31 条以及
.

1 9 8 6年的文献99 条
。

引自70 年代和 80 年代的引文 占全部能统计到年代的引文的80 %
。

按科学计量学创始人 P : ic 亡教授的意见
,

如果引文中近 5 年发表的文献量不到全部引

文的75 %一 80 %
,

这门学科就不堪称为一门成熟的学科 〔“’
。

在近十年来 我国儿 童发展教二

育心理学领域发表的文献中
,

引用近 5 年发表的文献 占全部可统计年代文献的 44 吓
,

距

75 %一 80 %差距很大
。 ·

具体情况见表 2 。

从表 2 可见
,

弓}证近 .5 年文献的比例
,

从 7。年到 82 年变化不大
, 8 3年和 84 年 又 形成一

个峰值区
,

肠年以后回到 82 年以前的水平
。

文献的更新速度是在83 年和84 年最高
。

引证近 10 年的参考文献
,

占全部 可统计年代的引文的70 %
,

还未能达到 75 %一80 %这
一指标

。

这个指标是否能作为各学科的一个统一标准? 一些技术性很强的学科能不能和
;

历史
、

考古这样的学科使用同一标准 ? 每个学科 自身的性质
,

它的发展速度
,

规定了 文 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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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
‘

量篇
1 : S%

3已
.

4 3 肠

心8
.

7 7 %

图 6 各文种比例

,

七一一一一三一一一石止亡宝边出
8 8 84 80 7 6 72 6压6 4 启0 56 5 2 48 封 们 3 6 幼
88

.

82 78 林 70 6右 62 58 54 印 明 公 38
.

“

年代

图 7 引文年代分布

表 2 引 用 近 5 年 文 献 情 况

内Jn�冲‘91
占序了4目Dt了1八‘ 上内舀4n舀.0之曰4而034

引 文 发 表 年 代 (书)

7 5一了匀

7 6一8 0

7 7一8 1

7 8一82

7 0一8 3

8 0一84

8 1一 8 5

8 2一8 6

8 3一87

8 4一8 8

的更新周期
。

心理学的规律是怎样的 ? 儿童发展教育心理学的规律又是怎样的 ? 这还需

要进一步研究
。

但是
,

我们可以看到的现象是
,

我国
.

比童发展教育心理学领域十年中文献

的更新速度没有提高
。

五
、

被 试

在研究报告中
,

被试人数达 3 6 2 6 6 5人 (还不包括有些研究报告没有说明被试人数 )
,

除

去调查研究
,

用实验法做的研究被试也有 1 2 9 0 3 2人
。

这是一个惊人的数字
,

从这个数字不

难想象 1 9了9一 1 9 8 8年间
,

我国儿童发展教育心理学工作者作了多么大量的工作
,

付出了多

少劳动 , 这大量的资料
,

从各方面为今后的研究奠定了基础
。

在一篇研究报告中跨越几个年龄
,

就在这几个年龄上各记一次
。

如研究 是对 3 一 7

岁儿童进行的
,

就在 3 岁
、

4 岁
、

5 岁
、

6 岁
、

7 岁各记一次
。

因此
,

表中各年龄下数字的意

义
,

是对于每个年龄
,

有多少项研究包含了它
。



3 期 石绍华
:

十年来我国儿童发展教育心理学研究的一般水平

研究次数

图 8 对各年龄被试研究情况

从图 8 可见
,

从 4 岁到16 岁是研究

较多的阶段
,

这和前 3 0 年 (1 9 4 9一 1 9 7 5 )

情况不大相同
。

在前30 年
, “

以幼儿期和

学龄期的研究较多 [ ‘。J矛
”

而近 10 年
,

对

学龄期
,

小学
,

直至初中儿童的心理研究

都很活跃
。

近 10 年的研究又以 6 一 7 岁

和 10 一13 岁为两个高峰
。

大量研究结果

表明
,

儿童思维的发展存在着两个 较 显

著的质变时期或加速期
,

第一个加 速 期

发生在 6 岁左右
,

第二个加速期 发 生在

n 岁左右
。

6
、

7 岁和 10 一 13 岁这两个高

峰
,

正是反应了我国儿童发展教育 心 理

学家对思维发展的重视
。

0 一 3 岁看起来是我国儿童发展教

育心理学较为薄弱的环节
。

早期发展特

被试年龄

另l]是新生儿
、

婴儿的心理发展的研究
,

七十年代就成为西方儿童心理学具有战略性的研究

课题
〔川

。

然而
,

这个问题在我国儿童发展教育心理学研究中一直是被忽视的
,

近年虽有一

些人做了很大的 努力
,

但从总体看还是个薄弱点
。

近几年来渐趋重要的有关发展心理学交叉研究的另一个重点是胎儿期发展
,

国 际 胎

儿心理学研究会 (IS PP) 已正式成立了
,

在过去几年里已经显示出以跨学科为基 础 的
,

日

益增强的实验方向I’“〕。 这在我国还是一个空白
,

是否也应该投人一定的人力物力开展这

方面的研究呢?

六
、

小
.

结
一

、

从问题提出的形式看
,

代表较高水平的研究一深人型研究所占比例呈波浪 式下

降的趋势
,

88 年下降较为明显
,

而重复性研究却呈上升趋势
。

创新型的研究虽然量不大
,

但

有发展
,

值得进一步探讨
。

二
、

研究方法十年中有进步
,

目前研究采用的主要方法是实验法
,

测量法和理论分

析法
。

测量法发展较快
,

已修订并标准化了韦氏量表
,

比内量表和贝利量表
。

有结构但尚

未经标准化的侧量进步最为明显
,

这些都是我国儿童发展教育心理学工作 者自 己编制的

量表
,

对其中有价值的
,

应进行标准化
。

’

三
、

文献著录的引文量
,

明 显 低 于 世界平均值
,

亦明显低于全国平均值
。

在引文

类型上
,

引证图书略高于引证期刊
,

这与国内外科技文献引证期刊为主的调查结论不一

致
。

引文文种以中文和英文为主
。

引证近 5 年的文献比例较低
,

文献更新速度较慢
,

且传

年中没有进步
。

四
、

被试数量 10 年内共 3 6 2 6 6 5人
,

工作量巨大
。

从被试的年龄看
, 4 一 16 岁是研究的

重点
。

与前 30 年相比
,

范围扩大
,

幼儿期
,

少年期
,

青年期都有不少研究
。

但 是
, 0 一 3 岁

仍是薄弱点
,

似应引起重视
。

五
、

统计方法10 年来取得长足进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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