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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比
·

省几斯关七卜儿童智怠发万愁的
“

过程 —结构 ”

论
张向葵 李建群 蒋 红

。年代 后一 代发展理 论家 发现皮亚杰理

论有许多弱点
,

他们开始用 已有的新观念工具去

修正
。

罗比
·

凯斯 就是其中之一
。

一
、

罗比
·

凯斯的理论方向

罗比
·

凯斯提 出儿童智慧发展的 一般假设
,

泞先 就最 基本的 层次而 论 儿童初慧发展的心

理过程分为两大范畴 一 卜是表征经常发生的刺

激样式的 象征图式‘状 态丧象 另 一 个是表征对

这些刺激样式的改变方式的运 算图式 运 算 , 。

其

次 儿童从出 生起任何 一 帅或一组图式的激活不

仅伴有积极的
、

中立 的情感特 汪 而且 也有否 定

的清感特征
。

同 时 儿童在他 们 自己认知 的和情

感的经验基础 之 上
,

能够增强 有意识的控制
。

最

后
,

允许这种控制的结构被特定时期暂时组织好

的象征图式和运算图式的序列
、

关系所接纳

依据这 布个假设
,

罗比
·

凯斯将儿童解决间题

过 程 思维 , 划分 为 个控制部分 问题情景的表

征
、

目标和决 策
。

间题情景的丧征是指问题的 个

伎丧征
,

亦称问题表象
,

指 儿童经常处于 的某种

特定状态的图式
。

目标是指在 可题空 间中个体期

望达到 目的昨转化户表现力一种是有情感特征的

状态图式
。

决策是实现 目标转 化的工具
,

反映在

从一状态到另一状态所需要的运算序列的图式

例如 在罗比
·

凯斯的平衡臂实验中一 个有趣客

体向下或向 运动离开 了婴 几视野 间题情景
,

随后 又 使刺激 图形重新 回到原先看到的状 态

目标
。

为达到目标
,

婴 儿必须将他的头和眼睛

向下 或向上 移动
,

或用来 自积木的外部输人作

指导 决策 。。

罗比
·

凯斯认 为 这 个思维控制结构

模式虽然随年龄不断增长
,

间题情景的可允许的

复杂性
、

目标评价过程的多元性和 决策水平的灵

活性也都增长
,

但墓本的控制结构仍旧一样
。

二
、

罗比
·

凯斯理论的特色

概括讲 罗比
·

凯斯在研究 儿童智慧发展上

有两大突出特点
。

一 就理论结构 来讲
,

他提 出了
“

过程 —
结构

“

论 把 儿童思维结构 作为解决问题时所必

备的机制
。

罗 比
·

凯斯认 为
,

必须同时考虑步童思

维发展的过程和结构
,

并将它们综合成为一 个整

体 才能全面地理解儿童智慧发展的实质
。

就思维发展的过程而言 罗 比
·

凯斯同皮亚

杰 一样
,

将发展 从出生到成 人 划分为 个基本

阶段 要 儿感知觉运 动控制结构阶段 一

个 月 童年早期关系控制结构 阶段 一

岁 幻童年中期维度控制结构阶段 一 岁 》

青春期抽象控制结构 阶段 一 岁 在发

展过 程 中
,

每个主要阶段包含 了若干 个亚阶段
,

分别是 运算的巩固 起始的亚阶段 》 运算

的单焦点协调 。 双焦点协调 精致 复合 协

调
。

各主要阶段和各亚阶段的前后顺序是一致

的 即前一阶段的最后一个亚阶段同时 又是后一

阶段起始的亚阶段
。

如果在某一 主要阶段 内发生

跨阶段的质变 复合协调的本身必须对两个在形

式和功能上彼此独立的结构进行等级性整合 这

种整合的结果将导致向新阶段的过渡
。

亚阶段之

间的过渡也是通过整合过程发生的
,

但这种整合

的形式不必是等级性的 被整合的因素是相近或



相似的 是一 砷非等级性 整 含
。

区分不 同发展阶段 约 标准 是 几电思维拉制

结构的发展
,

具体 讲
,

也就是 依据 儿童的间 题 表

征
、

转换 目标和应用决策
·

三者之间的关系发展的

水平
。

这一理论构想在罗比
·

凯斯所设计的平衡

臂实验 中得以验证
。

首先 他发现 在感知觉 运 动

结束时 儿童思 维控制结 钩水平 已达 到手
、

眼 协

调
,

并且能通过 压 下或抬 追平衡臂的一端 以产 生

希望 听到 的发 自另一端的铃声
。

其次 在相互关

系阶段 儿童思维控制结构 比前一 阶段 明 显 改

进 不仅 可以接受语 言的任务指示 而 且可以理

解平衡臂和支架的关系 达 到这 一 步 需要有联

系两 个各有一关 系焦点的感知运 动结构的能力

这种以相互关系为基础 的新思维结构经过单焦

点
、

双 焦点和复合协调
,

最终使 儿童在 岁左右时

对平 衡上翘和 下沉与物体重量之 间关系有了理

解
。

在维度阶段 儿童能够把重 量这 一变量概念

化为一 个连续的维度
,

同时
,

通过双焦点的协调
,

把它扩展到重物离开支点的距离这 一维度 上 再

次 儿童在大约 一 岁时能够解决平衡臂问 题

中出现 的诸如重量和距 离 二 维度帽互 冲 突的问

题
。

到 了抽 象维 度 阶段 几童能够把平 衡臂 二的

重量和距离的 比率转换成最 小公分母后再做 出

比较 思维控制结构的特点为摆脱 了对具体实物

的依杭
。

区 分 几 个亚 阶段 的 际准是它们各自表征 问

题的数 目以 及解决问题的方式
。

各 个亚阶段
,

在更高一级的阶段 关系控制

维 度控制
,

抽象控 制 内反复重演
,

并与 个主要

阶段的序列发展一起 以 一种重 复上 升的方式促

成一次次新的整 合 推动 儿童思维不断向新的水

平发展
。

二 就 罗 比
·

凯斯研 究方法 而论 其特色 为

从结构和过程两方面出发
,

并将任务内容和任务

结构的效果区分开来 从根本上克服 了皮亚杰研

究方法上的弱点
。

在 以结构 为出发点的研 究 中 包 含两类一
类为纵 向结构

,

另一类 为横向结构
。

对纵 向问题

的研究采用的是一系列结构不同但 内容相 同的

任务 而对横向结构的研究采用的是一 系列结构

相同但内容不同的任务
。

在以过程 为出发点的研究 中 主要侧重 七童

部 加二〔空 间
‘ 、 。。。 发 的 户刁题

。

罗 比
·

凯 斯 认 为
,

全部加工 空 间 由操 作空 间
、 和短时储存空 间 一

。 。 组成 前者表示有效空 间去执行实际

加工 后者表示储存 二者之间的关 系是互补的

即在摊作空间中由于操作效果的增加 加工空间

反而缩 小
,

而相应的储存空 间增 大 储存空间随

年龄增长而增长
。

就这一假设
,

罗比
·

凯斯对储存

空 间进行了系统的研究
。

首先 进行了记忆广 度

实验 结果发现
, 、 、 、

岁儿童分另能够记住
、

、 、

个点阵
。

其次 进行了短时储存空间容量与

获得某一新控制结构能力之间的关系实骏
,

结果

发现 二者之间的关系是强相关
。

再次 关于短时

储存空间增长与操作空间效能之间的关系问题
,

最初 采用计算速度与短时储存空间测试分数相

关 比较
,

后来改进了实验难度 要求成人 用无意

义音节计数 发现他 们在计数任务中的执行速度

问用 昨语计数的 岁 比童的速度 相近 似 这 说 明

操 作效率 和 短时储存之 间的关 系是 线性 的
。

最

后
,

关于 大量练习能 否加快 几童操 作效率和 短时

储存容量的问题
,

实验结果指出 它的作用很 小

成熟 因素的作用和 神经髓鞘的增长 可能更 为主

要
。

罗 比
·

凯斯创立 厂
“

过 程一一 结 钩
”

论
。

在这

个理论中 他对于 儿童思维结构和过程的方 向的

确 定
、

分析和立论 对 儿童全部加工空 间概念的

解析 以 及独具一格的平衡臂实验设计 都使 得

亥理 仑具 有开拓性和生命力
。

然而 它是 否能成

为永恒不变的理论
,

还有待于后 人的检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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