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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以 128名 4、5、6、7岁儿童为被试,采用访谈和分类任务从亲代、子代两个维度探查儿童依据繁殖对动物和

非生物的本体区分及因果解释,并进一步探查对繁殖的 /成熟后发生0和 /代代衍生0的认知。结果显示, 4~ 7岁儿

童关于动物繁殖的朴素生物学理论的发展经历了萌芽认识、部分掌握、基本掌握和成熟稳定 4个阶段, 6岁儿童基

本掌握了动物繁殖概念 ,并能对之进行一致的生物学的因果解释。对动物繁殖认知的个体内差异表现为: ①对动

物、非生物领域的认知因任务要求而表现不同; ②任务形式对发展快速期的 5、6岁儿童影响显著;③儿童理解 /成

熟后发生0优于理解 /代代衍生0,理解 /向下衍生 0优于理解 /上溯来源0。

关键词  学前儿童, 朴素生物学理论, 繁殖。

分类号  B844

1 问题提出

  /繁殖0 ( reproduction)是生物体生长成熟后,产

生与自己相同种类的新个体的过程, 目的是增加生

物个体数量,延续种系
[ 1]
。生物体繁殖体现在亲代

繁殖子代和子代源自亲代两个方面, 是成熟的亲代

衍生子代,子代承接亲代传递的遗传信息经过成熟

后再产生与自体相同的子代的连续不断的过程。因

此,儿童对繁殖的基本理解应包括亲代繁殖和子代

来源两个方面,而整体的理解还应该包括对繁殖的

/成熟后发生 0和 /代代繁衍 0特征的理解。繁殖是

生物的重要功能和基本特性之一, 以该属性为指标

考查儿童解释生物体的行为、区分生物和非生物是

有意义的,理论上,可以为朴素生物学理论的研究提

供新的有意义的资料; 实践上, 对儿童理解繁殖概

念、依据繁殖进行生物判别和生物区分,推论不熟悉

生物的繁殖特性、了解和适应周围环境具有指导

意义。

  最近 20年来,朴素生物学理论的研究者一直关

注儿童对各种基本生物特性, 如 /活的 0、/生长 0、
/再生0、/自主运动 0、/疾病 0、/遗传 0和 /繁殖 0等

的认知
[ 2~ 11]

,意在考查学前儿童在这些基本生物特

性上是否拥有有别于物理学和心理学的自主的生物

学的概念领域。 /理论论 0的倡导者的主张, 依据构

成 /理论0的三个标准 (本体区分、一致性、因果解释

框架 )
[ 11]

,如果儿童能根据生物特性区分生物和非

生物,对生物特性和功能进行合理而一致的推理并

进行非意图的因果解释, 就可以认为儿童具有 /生

物学理论 0
[ 5]
。因儿童在一些领域通常获得的是非

正式、非科学的知识,他们的 /理论 0应称之为 /朴素

理论 0 [ 2, 12]
。儿童的 /核心 0理论包括朴素物理学、

朴素心理学和朴素生物学理论。目前,对学前儿童

是否拥有自主的朴素生物学理论依然存在不同主

张,关注和争议的焦点在于: ( 1)学前儿童能否在这

些生物特性上区分生物和非生物, 拥有朴素生物学

理论; ( 2)儿童的朴素生物学理论形成的机制是怎

样的 ) ) ) 是从朴素心理学中分离出来, 还是一开始

就有一个自主的生物学领域。

  对年幼儿童是否理解生物繁殖, 依据繁殖区分

生物和非生物并进行非意图的因果解释同样存有不

同的观点。早期的研究大多集中在儿童对人的生育

的认识上, 具体考查儿童对 /婴儿来源 0的认

知
[ 13~ 15]

。由于研究者更多地关注儿童对生育过程

的了解, 结果大多发现儿童在 11、12岁才能理解人

的 /出生0的含义。以后,朴素生物学理论的研究者

对动植物繁殖进行了一些有意义的研究,但结论不

一。Carey
[ 2 ]
主张学前儿童不能把繁殖看作界定动

物并指导同领域推理的核心原理, 不能区分 /有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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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 0仅是脊椎动物的特性, 而 /有孩子 0是所有生物

的特性,不能理解生物繁殖概念的涵义,这时的儿童

还是 /前生物学的理论 0 ( pre- b io log ica l theory )阶

段。直到 10岁左右,有关繁殖的知识构建了儿童对

动物的理解,使其思维发生了以一个系统 (或机制 )

代替另一个系统 (或机制 )的非连续性的、根本性的

概念转变。这种直觉生物学 ( in tu it ive b iology)或通

俗生物学 ( folkb io logy)或朴素生物学 ( na ive b iology)

的概念系统来自于儿童已形成的直觉的心理学系

统,最后导致两个独立概念领域的产生。尽管后来

Carey将这一年龄提前到了 6、7岁
[ 16 ]

, 但依然坚持

一个领域从其他领域分离的观点。K eil
[ 8 ]
则主张儿

童一开始就有一个独立结构模式的生物理论, 可以

把生物学作为一个自主的领域, 表现为可以对 /同

种动物繁殖同种动物 0作合理判断。 Stavy和 W ax

发现
[ 17]

, 11岁以下儿童可以将生长特性归于植物,

但不能像理解动物那样理解植物的呼吸、进食和繁

殖。但也有研究发现 5岁儿童就可以把植物种子的

发芽看作与动物生崽或生蛋相类似的现象
[ 6]
。综

上,过去关于儿童对繁殖的认知及因果解释的研究

零散有限、不成系统。对以繁殖这一基本生物属性

为指标探查年幼儿童的朴素生物学理论的发展重视

不够, 甚至将 /繁殖0看作是 /遗传 0的一个部分,混

淆了两种不同生物属性
[ 16]
。我们认为, 繁殖现象在

日常生活中随处可见的事实和动物与人的相似性使

年幼儿童易于观察和理解动物繁殖, 通过研究儿童

对动物繁殖的认知考查他们在此特性上的生物区分

及因果解释,探究在繁殖维度上的朴素生物学理论

的发展及获得机制是可行的。

  本研究采用不同难度的任务形式 (个别访谈和

分类作业 )、从不同维度 (亲代、子代 )探查 4 ~ 7岁

儿童对动物繁殖的认知 ) ) ) 能否依据繁殖区分动物
和非生物并对动物繁殖进行一致的生物学的因果解

释,这是对动物繁殖特性的初步理解;而后进一步探

查儿童对繁殖的相对复杂的重要特征 ) ) ) /成熟后

发生0和 /代代衍生0的认知。通过探查儿童对动物
繁殖不同层次特性的整体理解,试图描绘出 4~ 7岁

儿童在繁殖维度上的朴素生物学理论的发展趋势和

特征。

2 方法

  本研究共分两个部分: 第一部分包含 3个任务,

分别以访谈和分类任务探查儿童从亲代、子代维度

对动物繁殖的认知;第二部分有 2个任务,进一步探

查儿童对动物繁殖的 /成熟后发生 0和 /代代衍生 0

的认知。

211 第一部分  采用分类和访谈任务探查儿童从

亲代、子代两个维度对动物繁殖的认知

21111 被试  选取银川市普通幼儿园和小学各一

所, 以 4、5、6岁学前儿童和小学二年级 7岁儿童为

被试,年龄在足岁上下三个月 ( 4岁:M = 4109, SD
= 0116; 5岁:M = 5102, SD = 0122; 6岁:M =

5188, SD = 0124; 7岁:M = 7119, SD = 0112)。
各年龄组 32人,男女各半,共 128人。其中 4岁组

两名儿童因只完成几项任务便拒绝合作而被剔除,

另补加两名被试。

21112 材料  选取动物和非生物图片为刺激材

料。动物类包括哺乳类以上的高等脊椎动物和鸟

类、鱼类、昆虫类低等脊椎动物及无脊椎动物,有狼、

猴子、马、鸽子、金鱼、蝗虫 6项;非生物类包括天体、

山石等自然非生物和常见的人造物, 有山、月亮、石

头、椅子、汽车、洋娃娃 6项,共 12项。为保证图像

的逼真性而采用彩色实物摄影照片,塑封后成 8cm

@ 10cm大小统一的图片。分类任务另加一白、一绿

两个塑料盒。

  所选图片均经过了熟悉度考查。另外选取同园
4、5、6岁儿童 10人,分布在各年龄组的人数为 4、3、

3。从 24个备选动物、非生物图片材料中选出上述

12个儿童熟悉的刺激物。熟悉度标准为: 10名被试

有 8~ 10人能准确说出刺激物的名称。

21113 程序  被试在安静的房间接受个别测试,

测试后赠以卡通饰物作为奖励。

  任务 1: 以访谈任务考查儿童对动物和非生物

是否具有繁殖特性的判断和理由解释

  因 /繁殖0概念不易被儿童理解, 采用容易理解

并经常使用的 /生0的通俗术语代替 /繁殖 0来提问。
实施步骤和指导语如下:主试将图片随机逐个呈现,

指着图片上的刺激物问: /小朋友, 你看这是什么?

(对于个别被试不能明确指出名称的刺激物, 主试

直接告知其名称 )请告诉我, @ @ (刺激物名称, 以

下同 )能不能生? 为什么? 0

  任务 2: 以访谈任务考查儿童对动物和非生物

来源的认知

  主试将上述图片打乱顺序再次随机逐个呈现,

指着图片上的刺激物问: /现在请告诉我 @ @一开

始是从哪来的 /怎么来的? 0, 这两个问题指向的是

同一答案。在预试中发现, 有些低龄儿童在 /一开
始从哪来 0的问题上没有明确主试的意图而回答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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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地来,提问时, 一方面在 /从哪来 0的问题上强调

/小小一点儿的时候 0, 另一方面同时以 /怎么来

的? 0进行提问,保证被试理解任务要求是探查刺激

物的最初来源。

  任务 3: 以分类任务考查儿童依据繁殖特性对

动物和非生物的区分

  将上述图片随机排序全部放到被试手中, 要求

他们分类,共做两遍。目的是考查难度不同的任务

形式对儿童对繁殖认知的影响。指导语如下: /小

朋友,我们再来玩儿一个新游戏。把你刚才看过的

图片分一分,把能生的放到绿盒子里,不能生的放到

白盒子里。请你再分一遍好吗? 0操作中主试时常

提醒被试哪类该放到哪个盒子里。

21114 计分  判断任务的计分标准: 动物领域答

/是0计 1分,答 /否 0计 0分,非生物领域则相反,各

领域满分 6分, 5分以上视为通过。

  来源任务的编码和计分标准:①确切解释计 1

分,被试能明确指出动物子代来源于同种亲代,自然

非生物本来就有,人造物是人做的;②部分确切解释

计 015分,被试模糊地知道动物的繁殖特性,但不能

明确同种繁殖;模糊地知道自然非生物的非人为性,

提到人造物的买卖过程; ③错误解释或不能解释计

0分,只能从动物栖息地解释其来源; 只提到非生物

的所在地。各领域满分亦为 6分, 通过标准同上。

动物、非生物领域评分者一致性的 Cohen. s K appa

系数分别为: 0173和 0171(随机抽取各年龄组 1 /3

的被试进行编码的一致性考查,由发展心理学专业

博士研究生两人背靠背完成 )。

  分类任务的计分标准:能把某类 (如动物类 )所

属 6个刺激物归成一类得 6分, 如只把其中 5个刺

激物归成一类得 5分, 如归类的 6个刺激物中有 1

个属它类 (如非生物类 )刺激物, 则所得的 5分中还

要倒扣 1分,应得 4分。故分类任务最高分为 6分,

最低分为 0分 (参阅文献 18)。因分类任务有重复

测试,最后的得分为两次分类的平均分。通过标准

同上。

212 第二部分  探查儿童对动物繁殖的 /成熟后

发生 0和 /代代衍生 0特征的认知

21211 被试

  ( 1)参与 /成熟后发生 0任务 (任务 4)的被试:

能通过任务 1, 其中, 4岁 12人 ( 3715% ), 5岁 20人

( 6215% ), 6 岁 26 人 ( 81125% ), 7 岁 31 人

( 96188% )。

  ( 2)参与 /代代衍生 0任务 (任务 5)的被试: 能

通过任务 4的所有项目,其中, 4岁 9人 ( 28113% ),

5岁 14人 ( 43175% ), 6岁 25人 ( 78113% ), 7岁 31

人 ( 96188% )。

21212 材料  动物 (猫、企鹅、蜻蜓 )实物彩色摄影

图片 3类 6张, 每类由未成熟期 (幼体 )和成熟期

(成体 )动物的 2张图片组成。图片大小同上。

21213 程序  采用结构化访谈法进行个别施测。
因 /成熟后发生 0和 /代代衍生 0特征存在连续性, 且

任务 4、5使用相同的刺激材料, 所以每个被试在同

类每个项目材料上按照这两个任务连续接受测试,

然后再进入下一类项目材料。

  任务 4: 考查儿童对动物繁殖的 /成熟后发生 0

的理解

  随机抽取同类成幼动物 2张图片同时呈现给被

试, 指导语如下 (以猫为例 ): /请你看这两个猫的图

片。告诉我, 这两个猫哪个现在能生小猫, 为什么?

为什么那个现在不能生呢? 0 (如果被试回答和解释
均正确, 即通过任务 4并承接任务 5; 否则, 不参与

任务 5的测试 )。

  任务 5: 考查儿童对动物繁殖的 /代代衍生 0的

理解

  /代代衍生 0特征有两种表现形式, 一为一代繁

衍一代的 /向下衍生 0;另一为从一代推及上一亲代

的 /上溯来源0。任务 5从这两个方向探查儿童的

理解。

  承接任务 4同类项目,操作程序及指导语如下:

① /向下衍生0任务 (以小猫为例 ): /比如这个小猫

的名字叫宝宝,宝宝长大了能不能生? 0如回答正确
则继续追问: /比如宝宝生的叫贝贝, 贝贝长大后还

能不能生? , ,0连续向下追问三代。如果被试回

答 /不能0,则提问停止。② /上溯来源 0任务 (以大

猫为例 ) : /这个大猫一开始是从哪来的 /怎么来

的? 0回答正确继续追问: /大猫的妈妈又是从哪来

的 /怎么来的? 大猫的妈妈的妈妈又是从哪来的 /怎

么来的? ,, 0连续向上追问三代。
21214 计分  任务 4计分标准: 被试对某一同类

成幼动物的判断、解释均确切计 1分,视为通过该项

目; 判断正确、解释有关但不甚确切计 015分, 判断

错误或判断正确但解释完全不正确计 0分, 后两类

均为不能通过任务。满分 3分。任务 5的计分可以

从 /向下衍生0和 /上溯来源0两方面体现, 计分方式

同任务 4(解释的分类标准见附录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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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结果

311 第一部分: 4~ 7岁儿童在访谈、分类任务中对

动物亲代繁殖和子代来源的认知

31111 儿童从亲代、子代维度对动物繁殖认知的基

本分析  对各年龄组被试在动物、非生物领域判断

和来源任务的通过率比较发现 (见表 1) , 儿童的认

知成绩随年龄逐步提高。从亲代、子代不同维度理

解动物繁殖并与非生物进行区分存在认知差异,表

现为从亲代繁殖角度对非生物不能繁殖的认知优于

对动物繁殖的认知, 从子代来源角度对动物代际来

源的认知优于对非生物非代际来源的认知。对于动

物判断任务, 5岁组通过率略高于未通过率, 但 V
2
检

验没有显著差异。 6岁以后, 通过率明显占优势。

在动物来源任务上 5岁儿童就显示出了明显占优势

的通过率 (超过了 2 /3, V
2
= 415, df = 1, p < 0105),

表明大部分 5岁儿童就能从子代来源角度理解动物

繁殖。任务间比较发现, 动物领域来源任务的成绩

略好于判断任务, 但比率差异检验未见各年龄组内

的认知差异;非生物领域各年龄组内存在显著差异。

表明相对于理解非生物的非代际来源特性, 儿童更

容易理解非生物的不能繁殖。

表 1 不同年龄儿童对动物、非生物判断和来源任务的通过率比较

年龄 (岁 )
动物 非生物

判断任务 (% ) 来源任务 (% ) Z 判断任务 (% ) 来源任务 (% ) Z

4 12( 37. 5 ) 16( 50 ) 1. 01 25( 78. 13 )  0( 0)  6. 41* * *

5 20( 62. 5 ) 22( 68. 75 ) 0. 53 30( 93. 75 ) 1( 3. 13 ) 7. 25* * *

6 26( 81. 25 ) 29( 90. 63 ) 1. 08 32( 100 ) 10 ( 31. 25 ) 5. 79* * *

7 31( 96. 88 ) 32( 100 ) 1. 01 32( 100 ) 28 ( 87. 5) 2. 06*

 注: * p < 0105, df = 1; * * * p < 01001, df = 1。

31112 儿童个体内从两个维度对动物繁殖的认知

及依据繁殖对动物和非生物的区分  考查儿童在

亲代繁殖和子代来源任务的通过率后, 我们进一步

关注同一被试从亲代、子代两个维度对动物繁殖的

理解, 以探查不同年龄儿童从不同方向理解动物繁

殖的发展状况, 结果见表 2。 V
2
检验发现, 6岁儿童

可以从两个维度理解动物繁殖, 7岁达到更加成熟

的水平。

表 2 儿童从亲代、子代角度理解动物繁殖的人数及百分比

年龄 (岁 ) 总人数
理解动物繁殖

人数 百分比 (% ) V 2

4 32 9 28. 13 6. 13*

5 32 14 43. 75 0. 5

6 32 25 78. 13 10. 13* *

7 32 31 96. 88 28. 13* * *

注: * p < 0105, * * p < 0101, * * * p < 01001, df = 1。

  本研究通过考查被试判断动物和非生物能否繁

殖的一致性来深入分析个体内的区分能力, 因为只

有当一个儿童既能理解动物繁殖同时又能理解非生

物不能繁殖时,才可以肯定该儿童能在繁殖维度上

将动物与非生物区分开来。根据上述通过标准,将

被试对两任务领域判断的一致性反应进行不同层次

的类别划分: A 类,一致的正确判断, 包括动物和非

生物任务领域都通过的被试, 能够依据繁殖对两个

领域进行区分; B类,包含两个子类 ) ) ) 仅动物领域

判断正确的 B1类和仅非生物领域判断正确的 B2

类, 这类被试只能理解动物的繁殖或非生物的不能

繁殖,还不能在繁殖维度将这两个领域区分开来; C

类, 两个领域的判断任务都未通过,他们既不能理解

动物繁殖也不能理解非生物的不能繁殖,对从繁殖

维度区分动物和非生物的认知还处于前理解水平,

完全不能分化。这样,每个被试将被划分到某一类

别中 (见表 3)。

  年龄和反应模式的 V
2
检验发现差异显著, V

2
=

40148, df = 6, p < 01001,说明不同类别的分布与年
龄有关。A类为区分类, B类和 C类为不能区分类,

进行 V
2
检验, 结果为: V

2
4岁 = - 6125, p < 0105; V 2

5岁

= 01125, p > 0105; V
2
6岁 = 1215, p < 01001; V

2
7岁 =

28113, p< 01001, df = 1。可以看到, 4岁儿童大多

数不能区分动物和非生物, 半数以上的 5岁儿童有

了这一能力,但与不能区分的人数无显著差异, 6岁

儿童有了这种区分能力, 7岁更加成熟稳定。

31113 儿童对动物繁殖和非生物不繁殖的解释理

由分析  考查儿童对生物特性一致的因果解释是

探查其是否获得朴素生物学理论的重要标准。本研

究根据被试正确判断的理由来探查儿童对动物繁殖

的因果解释 ) ) ) 能否用生物领域性知识而非其它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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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知识 (如心理领域知识 )解释动物繁殖。各年龄

组正确判断的人次及百分比为: ①动物领域: 4岁

131 ( 68123% ), 5 岁 142 ( 73196% ), 6 岁 168

( 8715% ), 7岁 186 ( 96188% ); ②非生物领域: 4岁

162 ( 84138% ), 5 岁 180 ( 93175% ), 6 岁 191

( 99148% ), 7岁 191( 99148% )。各年龄组各任务

领域总人次均为 192。

表 3 不同年龄个体内对动物、非生物判断一致性的人数及百分比

年龄 (岁 ) 总人数

A类 B类 C类

人数 %
B1类 B2类

人数 % 人数 %
人数 %

4 32 9 28. 13 4 12. 5 16 50 3 9. 38

5 32 17 53. 13 1 3. 13 13 40. 63 1 3. 13

6 32 26 81. 25 0 0 6 18. 75 0 0. 00

7 32 31 96. 88 0 0 1 3. 13 0 0. 00

  对理由解释进行编码和分类, 将动物繁殖的解

释分为概念水平、生物器官和生物功能 (简称 /器官
功能0 )、比喻类比、人为性和其它 5类;对非生物不

能繁殖的解释分为概念水平、无生物器官和生物功

能 (简称 /无器官功能 0)、比喻类比、功用用途、表面

现象和其它 6类 (编码分类标准见附录 2)。若一个

被试对一个项目本体的解释有多种类别,则分别编

码并统计频次。动物、非生物编码的评分者一致性

Cohen. s Kappa系数分别为: 0186和 0184。各年龄
组动物、非生物理由分类的人次及百分比见图 1a、

图 1b:

图 1a 儿童对动物繁殖正确判断的理由分类            图 1b 儿童对非生物不繁殖正确判断的理由分类

  结果发现,儿童对动物繁殖的理由解释随年龄

增长概念水平的解释逐渐增多,从 4岁组的 1419%
到 7岁组的 4818%。所有被试用生物器官和生物
功能解释动物繁殖的人次最多 ( 431 人次, 占

5218% ),并以 5岁组为最高 ( 7216% )。表明当儿

童对动物繁殖还没有形成概念水平的理解时, 往往

会倾向于用生物器官和生物功能进行解释, 这类解

释在 7岁仍有相当的比例。概念解释、生物器官和

功能解释以及比喻类比解释都是从生物特性角度对

动物繁殖的解释,这样的解释的人次及百分比为: 4

岁 121 ( 70102% ), 5岁 156 ( 89114% ), 6岁 172

( 8213% ), 7岁 240 ( 92131% ), 表明 4岁儿童就能

用生物学知识而非其他知识 (如心理学知识 )解释

动物繁殖。对非生物不能繁殖的解释理由尽管比较

分散,但也表现出随年龄变化的趋势。首先,概念水

平的解释同样随年龄渐增, 从 4岁的 816%到 7岁

的 4118% ,并且在 7岁时成为最主要的理由。其

次, 无生物器官和生物功能的解释在 4、5岁时较

高, 而后呈降落趋势, 逐渐被概念水平的解释所取

代。最后,功用用途解释和依据表面物理特征的解

释占有一定的比例,而这类解释在动物领域则很少

( 10个左右, 编码时并入 /其他 0类 )。被试采用与

动物相类比的否定形式的生物学理由 (如 /没肚

子0、/不是活的 0 )来解释非生物不繁殖的人次及百

分比 分 别 为: 4 岁 86 ( 43143% ), 5 岁 101

( 46198% ), 6岁 84 ( 34101% ), 7岁 83 ( 33107% ),

表明儿童从生物特性角度对非生物不能繁殖的解释

在各年龄仍有相当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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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14 儿童依据繁殖对动物和非生物分类能力的

发展  只需动手操作的分类任务相对于依赖儿童

口头报告的判断任务难度相对有所降低, 并可能会

更好地发掘儿童的认知潜力。分类任务结果发现,

各年龄组被试通过分类任务的人数及百分比为: 4

岁 13 ( 40163% )、5 岁 23 ( 71188% )、6 岁 28

( 8715% )、7岁 32( 100% )。与未通过被试相比, V
2

检验结果为: V
2

4岁 = 1113, p > 0105; V
2

5岁 = 6113, p <
0105; V2

6岁 = 18, p < 01001。表明 5岁儿童既能通过

分类任务, 区分动物和非生物, 6岁发展得更加成

熟, 7岁全部通过。与访谈任务相比, 各年龄组内两

任务成绩没有显著差异, V
2
4岁 = 0173, V 2

5岁 = 019, V
2
6岁

= 0107, V
2
7岁 = 0102, p > 0105, 但分类任务的成绩均

略好于判断任务。在分类任务中 5岁儿童既能通

过,而访谈任务中 6岁儿童才能通过,说明任务难度

只对快速发展期的 5~ 6岁儿童有影响。

312 第二部分: 4~ 7岁儿童对动物繁殖的 /成熟后
发生 0和 /代代衍生 0的认知

31211 儿童对动物繁殖的 /成熟后发生0的认知  

根据计分标准计算各年龄组被试答对项目的频次,

得到表 4:儿童对动物 /成熟后发生 0的认知同样呈
年龄发展趋势,且只要他们理解了动物亲代繁殖,就

基本能理解繁殖的 /成熟后发生 0。相对于同龄被

试总体, 6岁以后多数儿童可以理解繁殖的 /成熟后
发生 0。

表 4 不同年龄儿童在动物 /成熟后发生0任务上的通过率 (人次百分比 )

年龄 (岁 ) 参与本任务人次 同龄所有被试人次 答对项目人次 参与本任务被试的通过率 (% ) 同龄所有被试的通过率 (% )

4 36 96 31 86. 11 32. 29

5 60 96 53 88. 33 55. 21

6 78 96 77 98. 72 80. 21

7 93 96 93 100. 00 96. 88

31212 儿童对动物繁殖的 /代代衍生0的认知  儿

童对 /代代衍生0的认知成绩见图 2,方差分析发现,

年龄主效应显著, F ( 3, 75) = 5177, p < 0101;任务
主效应显著, F ( 1, 75) = 14113, p < 01001;年龄 @任

务无交互作用, F ( 3, 75) = 0125, p > 0105。年龄间的
事后比较 ( Scheffe两两比较 )发现, 4岁组与 5、6岁

组无显著差异, 与 7岁组差异显著, p 4- 7 < 0101, 5

岁组与 6岁组无显著差异, 与 7岁组差异显著, p 5 - 7

< 0105, 6岁组与 7岁组差异不显著。表明儿童对

动物 /代代衍生 0的认知存在学龄前和入学后两个
阶段, 从 6岁到 7岁经历了一个快速发展。图中还

图 2 对动物繁殖的 /推及来源 0和 /向下衍生 0的比较

可以看到,相对于推及动物是否来源于同种亲代,儿

童更容易理解动物连续向下不断繁衍的特性。

  根据每个被试在 /向下衍生 0和 /上溯来源 0任

务的结果,对其合并以考查个体内对动物 /代代衍

生0特征的整体把握。合并办法是: 如果被试在每

一类项目本体的两个任务上没有一个能确切回答,

为未掌握;如果一个回答确切,另一个回答不确切或

部分确切,为部分掌握; 两任务均解释确切, 视为掌

握, 表明儿童可以从两个方向理解 /代代衍生 0。结
果发现,各年龄组掌握类被试的人数及百分比分别

为 (前一括号的数值为占任务与被试的比例, 后一

括号为占所有被试的比例 ): 4岁: 7 ( 21121% )

( 7129% ); 5岁: 19 ( 31167% ) ( 19179% ); 6岁: 44

( 56141% ) ( 45183% ); 7 岁: 75 ( 80165% )

( 78113% )。可见儿童从整体上理解动物繁殖的

/代代衍生 0要到入学后的 7岁。与 6岁儿童就可

以理解 /成熟后发生0的结果相比,儿童理解 /成熟

后发生0要比理解 /代代衍生0相对容易。比率差异

检验的结果也证明了这一点, Z 4岁 = 5141, p >

0105; Z5岁 = 6134, p < 0105; Z 6岁 = 6133, Z7岁 =

4146; p < 01001, 各年组内在两任务上均有显著
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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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讨论

411 儿童依据繁殖区分动物和非生物,理解动物繁

殖的认知发展

41111 儿童依据繁殖对动物和非生物的本体区分

的发展  本研究采用访谈和分类任务探查了儿童

对动物亲代繁殖和子代来源及繁殖的 /成熟后发

生 0和 /代代衍生 0特征的认知;在结果分析中, 不仅

分析了不同年龄群体的发展水平的差异和同一年龄

儿童群体的个别差异, 而且还深入分析了同一儿童

个体内的认知发展差异, 形成了对儿童动物繁殖概

念的整体的、多层次的、逐步深入的探查, 以繁殖为

指标探查了年幼儿童对动物和非生物的区分及因果

解释机制。总结以上结果,我们发现 4~ 7岁儿童关

于繁殖的朴素生物学理论的发展趋势和特点 ) ) ) 经
历了萌芽认识、部分掌握、基本掌握和成熟稳定 4个

由低到高、先后发展的认知阶段。

  从结果得知, 4岁儿童对动物繁殖仅有初步认

识, 只对动物的亲代来源特性有较好的理解 (如,

/小马是从它妈妈的肚子里出来的 0 ) , 这与他们的

拟人化推理和对人的来源的简单认识有关, 其推理

逻辑是: /小马 (或小鱼 )像小孩儿一样,都是从自己

的妈妈的肚子里生出来的。0但这个阶段的儿童大

部分还不能理解各类动物 (尤其是低等脊椎动物和

无脊椎动物 )的亲代繁殖特性, 更谈不上依据繁殖

对动物和非生物进行领域区分。我们认为这与低等

脊椎动物外形上与人相差较大有关, Carey
[ 2]
的研究

也证实了这一点,年幼儿童对基本生物特性的理解

通常建立在动物与人的相似性,而非动物分类的基

础之上。实验中我们发现许多 4岁儿童甚至不把这

类动物看作是动物, 即便当成动物, 也会说: /是动

物,但也不能生。因为太小 /没肚子 /水里游的 /又不

像猴子能生 0等。这时, 儿童对 /动物 0、/活的 0、

/繁殖0等生物概念的理解还十分模糊,对同一现象

的理由解释五花八门,任意性强,或者受刺激物知觉

特性的影响而忽略了本质特性,或者遵循目的论原

则从功用用途方面来解释归纳, 什么解释方便、直

接,他们就用什么解释,反映出对动物繁殖概念的认

识尚处在前理解水平。5岁时, 儿童对动物繁殖的

认知持续发展并有了明显的进步,表现为大部分 5

岁儿童 ( 2 /3左右 )既能理解动物的代际来源也能理

解亲代繁殖。但这个年龄的儿童对动物繁殖概念的

认知还不十分稳定,从亲代、子代两个方向整体理解

动物繁殖并依据繁殖区分动物和非生物只在半数左

右, 未达到掌握水平的比例; 并且对动物繁殖的 /成

熟后发生 0和 /代代衍生 0特性也只有初步的认识。

此时他们还会有一些自相矛盾的回答, 比如,在判断

任务中会说 /马不能生, 马就是走路的 0, 而在来源
任务中却又说 /小马是从马妈妈肚子里生出来的 0;

对同样是高等脊椎动物的狼和猴子, 却很少有这样

矛盾的解释。从 4岁的萌芽认识到 6岁的基本掌

握, 5岁儿童从整体上对动物繁殖及其表现特征的

认知尚处在由不理解到理解的过渡或转折时期, 同

时也经历着一个快速发展时期。比如, 5岁组在理

由解释任务中表现出最高水平 (概念水平 )的解释

开始迅速上升而次级水平 (生物器官和生物功能水

平 )的解释开始迅速下降的趋势。从儿童在亲代、

子代两个维度理解动物繁殖的发展中也可以看到, 5

岁组从 43175%快速上升到 6岁组的 78113%。我
们认为,这一快速发展既与 5、6岁儿童关于繁殖特

性的知识的丰富有关,也与他们的认知发展水平有

关, 他们对事物的认知已开始从局部转向整体,从对

事物表面知觉特性的认知逐步转向对概念本质的理

解。到了 6岁,儿童可以基本理解动物繁殖特性, 表

现为能很好地掌握动物子代来自亲代,亲代繁殖子

代的特性。更重要的是, 他们能依据繁殖对动物和

非生物进行区分, 显示出在繁殖特性上以不同的机

制灵活地解释不同领域的特性, 而且对 /成熟后发

生0也达到相当程度的理解。所谓 /基本理解 0, 是
因为他们对繁殖的较复杂的 /代代衍生 0特性还认

识不足,在上溯亲代来源任务中还有较大的困难,这

可能与他们对过去时间的认知发展尚不成熟有关。

7岁时,大部分儿童都能理解繁殖的 /代代衍生 0特
性, 且从概念水平解释动物繁殖和非生物的不繁殖

的人数相对增多, 但仍有相当一部分儿童依然采用

非本质的生物特性进行解释。因为 7岁儿童仍然是

具体形象思维占优势,抽象逻辑思维开始萌芽时期,

对他们来说,从概念本质属性解释动物繁殖还有一

定难度。但依据判定 /理论 0的三个标准, 他们对繁

殖的朴素生物学理论的发展已达到了成熟、稳定的

水平。这期间,学校教育起了加速和催化作用。

41112 儿童对动物繁殖特性的因果解释的发展  

我们的研究还发现, 4岁儿童就能更多地从生物特

性 (主要是生物器官和功能特性 )而非其它特性 (如

心理特性 )上解释动物繁殖, 5岁以上儿童这一特性

表现得更加突出, 表现为相对于 4岁儿童对繁殖判

断和解释的任意性, 5岁儿童的正确判断明显增加

并语气更加肯定,解释也更趋向一致 ) ) ) 从生物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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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和功能上进行解释。说明即使学前儿童对不同类

动物的繁殖特性采用的也是非意图的生物学的因果

推理, 并具有跨情境的一致性。因此,本研究不支持

Carey
[ 2]
关于儿童的生物学领域是来自心理学领域

的 /概念的根本性转变 0的观点。至于其生物学领

域是如 Ke il
[ 8]
所主张的一开始就有一个自主的领

域, 还是遵循 H atano和 Inagak i
[ 5]
的折衷主义观

点 ) ) ) 生物领域在童年早期就有, 但要晚于心理领

域和物理领域,年幼儿童对生物现象的理解会因生

物学知识的限制仍然要受心理学因果推理的制

约 ) ) ) 尚需今后的研究进一步探讨。
412 儿童在繁殖特性上区分动物与非生物认知发

展的影响因素

  年幼儿童关于繁殖的朴素生物学理论的形成和

发展受诸多因素的制约,包括儿童的认知发展水平、

相关领域性知识和任务形式等:

  第一,各任务显著的年龄发展趋势实际上反映

了儿童认知发展水平不断提高的影响作用。儿童在

繁殖维度上对动物和非生物的区分能力实际上是他

们以繁殖为标准对动物和非生物的分类能力, 而分

类能力又与认知发展水平紧密相关。过去有研

究
[ 20, 21 ]

发现儿童在生物、非生物区分上对基本类别

的归纳随年龄逐渐发展, 学龄前的低龄儿童更多依

据外形和功能进行推理。因为这个时期他们还是直

觉性思维的特点,容易被事物的直观性特征所吸引,

依据形象进行感知和推理。相对于内隐的、不易直

接观察的本质特征, 外形和功能特征相对直观、外

显,容易被感知和觉察。因此, 这个年龄的儿童往往

将注意力集中在事物外显的特性方面。就本研究来

看,针对动物的繁殖特性,无论是外形还是功能,哪

个特性在刺激物身上表现得更加突出, 低龄儿童就

倾向于采用哪个进行判别和解释。比如, 他们判断

某哺乳类动物能生,是因为 /有眼睛 /肚子等 0, 而在

判断鸽子或金鱼不能生时, 却又转向从功能角度解

释, /他们是飞的 /游的, 不是生的0。可以看出, 当

/生物器官0的解释行不通时 (因为鱼和鸽子也是有

眼睛 /肚子的 ) , 便从功能角度进行解释。这时期,

低龄儿童还不能超越刺激物的物理的外形特征进行

推理。而年长一些的 6、7岁儿童, 因概括能力和抽

象水平的发展,往往能够超越表面的知觉特性和功

能特性从动物物种分类的概括水平和本质特性上

(如 /它是动物,动物都能生0、/它是活的 0 )理解动

物繁殖,表现出生物区分能力的提高和成熟。

  第二,儿童所拥有的相关领域性知识也是直接

影响其繁殖概念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 因为 /理论 0

本身就指的是一套相互关联的信念和知识结构
[ 2]
,

儿童认知发展的 /理论论 0就是以领域特殊性原则

为指导的。本研究发现,在非生物来源问题上,由于

相关知识和经验的局限。儿童对自然非生物的认知

远不如对人造物的认知, 尽管他们清楚地知道这些

非生物不能生,但由于不明确其确切来源,一些低龄

儿童便从人为加工的来源 (与人造物相类比 )甚至

代际来源 (与动物相类比 )上进行推理和解释。另

外, 领域知识的作用还反映在儿童对繁殖的各种表

现特征的不同理解上,对 /成熟后发生0的理解优于
对 /代代衍生0的理解,对 /向下衍生 0的理解优于对

/上溯来源 0的理解。我们认为,知识经验所导致的

熟悉程度是导致这种认知差异的主要原因之一,

/成熟后发生0的现象在儿童日常生活中随处可见,

成人也会给儿童提供零星的相关知识; 但对 /代代

衍生 0的经验却因其表现的间接性而不易获得, 尤

其是 /上溯来源 0, 对儿童来说不可能有直接的观
察, 造成儿童理解上的困难。

  第三,任务难度对儿童认知成绩也有重要的影

响。在本研究表现为难度的降低有助于发掘儿童的

认知潜力,并且这种影响具有选择性,只对处于快速

发展期的 5、6岁儿童比较敏感, 对概念发展不成熟

和已成熟的 4岁和 7岁儿童则影响不大。任务形式

的差异性影响在儿童认知发展的萌芽时期和成熟时

期均表现不明显的现象, 我们认为是因为在此情境

下制约儿童认知发展的主要是认知水平,任务难度

的外在因素只是在相应的内部条件下才会发生作

用。在由不成熟到成熟的过渡时期正是儿童认知发

展的敏感时期,任务形式的变化会使这一阶段的儿

童对问题情境的理解发生变化, 导致认知成绩的

差异。

5 小结

  ( 1) 4~ 7岁儿童关于动物繁殖的朴素生物学理

论随年龄逐步发展。从 4岁到 7岁, 经历了萌芽认

识、部分掌握、基本掌握和成熟稳定 4个由低到高的

发展阶段。学龄前的 6岁儿童能够从亲代、子代维

度理解动物繁殖, 并对之进行一致的生物学因果解

释, 可以依据繁殖对动物和非生物进行区分。

  ( 2) 4~ 7岁儿童对动物繁殖的认知存在个体内

部差异。其一,对不同任务领域的认知因任务要求

而有差异:在亲代繁殖任务中对非生物的认知成绩

优于动物,在子代来源任务中则表现相反; 其二, 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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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不同的访谈、分类任务对快速发展期的 5、6岁儿

童影响最明显;其三, 儿童对繁殖的不同表现特征有

认知差异,理解 /成熟后发生 0明显优于理解 /代代

衍生 0;理解 /向下衍生0优于理解 /上溯来源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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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1:对动物繁殖的 /物种成熟后发生 0和 /代代衍生 0认知的计分和编码标准

  1. 物种成熟后发生

  ( 1)确切回答, 计 1分 :提到幼体未成熟和成体已成熟。如 /还小 /刚生下来 /是幼虫0 (幼体 ); /长大了 /是妈妈了 0 (成

体 )。

  ( 2)部分确切的回答, 计 0. 5分:提到和繁殖有关的生物器官或特性。如 /肚子瘪 /肚里没有小宝宝0 (幼体 ), /肚子鼓了 /

肚子胖了0 (成体 )。

  ( 3)不确切回答 ,计 0分:不能说出确切理由或语义重复。如 /就是不能生 /它不想生0 (幼体 ) , /动物园的叔叔生的0 (成

体 )。

  21代代衍生
  ( 1)确切回答, 计 1分:知道成熟的动物源自同种亲代,并可以一直向上推及亲代来源; 理解动物一代接一代向下繁衍的

特征。如 /大猫是猫妈妈生的,猫妈妈是猫奶奶生的 ,猫奶奶是老奶奶生的0 (上溯来源 ); /长大可以再生, 再长大还能生,再长

大还能生0, /都是传着生的0 (向下衍生 )。

  ( 2)部分确切的回答,计 0. 5分:知道已成熟的动物源自同种亲代,但不知道亲代的来源,或知道亲代来源于上一代亲代,

但不知道上一代亲代的来源;知道动物幼体成熟后可以繁殖同种子代, 但不知道子代成熟后能再繁殖, 或知道 /成熟→繁殖→

再成熟→再繁殖0两代的过程,不理解繁殖的连续不断的特性。如 /小猫是猫妈妈生的, 猫妈妈是从动物园来的0, /猫妈妈是

猫奶奶生的, 猫奶奶没有妈妈0 (上溯来源 ); /小猫长大能生, 就不能生了0, /长大, 能生, 再长大再生, 就不能生了,它家太满

了, 再生就放不下了0 (向下衍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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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3)不确切回答 ,计 0分。不知道已成熟的生物来源于同种亲代; 不知道未成熟的子代成熟后可以再繁殖新的子代。如

/蜻蜓是变出来的 /企鹅妈妈没妈妈0 (上溯来源 ) ; /长大也不能生, 太小了0 (向下衍生 )。

附录 2:对动物、非生物领域判断任务的解释理由编码分类
  ( 1)概念解释: 从概念层次解释动物繁殖, 以动物为参照用否定式解释非生物不能繁殖以及准确说出非生物的来源, 如,

/狼是活的 /是动物0; /山不是活的 /不是动物0。

  ( 2)生物器官和功能解释 (非生物是无生物器官和功能解释 ): 以动物具有某种生物器官或功能解释动物繁殖, 如 /有肚

子 /头 /肉 /卵等0、/能长大 /会吃 /会动0; 与动物相对比用否定式解释非生物没有某种生物器官和 /或生物功能, 如, /没肚子 /

头 /卵等0、/不会吃 /动0。

  ( 3)比喻类比解释:动物与人类比, 非生物与人或某具体动物类比,如 /猴子像人一样能生0; /不像人能生0、/不像猴子能

生0。

  ( 4)人为解释 (只对动物 ): 从人的主观意图出发进行解释, 如 /它想孩子就生孩子了0、/没伴儿太孤独,就生个宝宝当朋

友0。

  ( 5)功用用途解释 (只对非生物 ): 从功用用途角度解释非生物不能繁殖, 如 /山是让人爬的0。

  ( 6)表面现象解释 (只对非生物 ): 根据物体表面的知觉特性进行解释,或模糊地提及非生物的来源, 如 /石头太硬0、/山

是从土里来的0。

  ( 7)其他解释: 包括不着边际的随意回答、同语反复、(合 )目的论解释 (只对非生物 )、不知道, 如 /动物园有猴子0、/本来

就会生0、/山要是生了就被压碎了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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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nderstandings for anmi al reproduct ion from two s ides of filial and parental generation were exam ined in 128 children

aged 4-, 5-, 6-, and 7-year-o lds by the interv iew and the class ify ing task. The results ind icated that 4 leve ls of the less

understanding, the partial understanding, the general understanding, and com pleted understand ing w ere identified. Ch i-l

dren 6 years old could appreciate anmi al reproduction and d ist inguish anmi alw ith inanmi ate objects in term s of reproduc-

t ion. In add ition, there were intra- ind iv idual differences, for instance, first, ch ildren s' understanding for anmi a l and inan-

mi ate ob jectswas different on the different tasks; second, difference of task w as only effective to 5- to 6-year-olds children

who w ere in the period of relative rap id developm ent; th ird, children had better perform ance for feature of reproducing-a-f

ter-grow ing-up than that of generation-after-generation. , and better perform ance for generat ion-reproducing-generation than

that of tracing-to-derivation.

K ey words preschoolers, theory o f nave biology, reproduct 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