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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岁儿童信息加工系统发展的研究

—中国和希腊的跨文化比较

张向葵
东北师大心理系

·

希腊亚里斯多德大学心理系

摘要 以 名中国和希腊的 岁儿童为被试
,

用字词
、

数字和 图形三

种测验材料作信号刺激物
,

探讨信息加工系统中的加工速度
、

加工控制和短时储

存三个维度
。

结果发现该系统的形成依赖于年龄发展
,

但存在着文化差异
。

关键词 信息加工 系统 加工控制 加工速度 短时储存 文化差异

一 胃

信息加工系统是指一个有限潜能的动态

空 间
,

即 活 动工 作 空 间
。

在这个空间里
,

思维者为直接
、

果断

地理解信息的意义和达到解决问题的 目的
,

必须能够有效地接受
、

选择
、

编译和储存信

息
, 。

按照该定义
,

这个系

统必然涉及三个维度 加工速度
、

加工控制

和短时储存
。

加工速度是指完成一个特定的

智能活动所用的时间 加工控制是指智能活

动的选择性
,

即在一个任务 目标要求下它只

允许一个与当前 目标相适应的图式进人加工

空间 短时储存是指在最短的时间内智能活

动能够有效激活图式的最大数 目
。

在一个正

常的加工过程中
,

这三个维度相互依赖和相

互联系
。

在以往国内外的文献中
,

有关的研究还

很少
,

近十年来
,

有些研究出现在儿童发展

心理学领域
。

如 研究了儿童加

工速度与储存空间发展的关系

探讨了影 响儿童加工速度发展和变化 的 因

素
。

事实上
,

他们的研究仅涉及 了加工系统

中一个或二个维度
,

没有对加工系统的所有

维度进行综合的研究
。

对

此进行了系统的研究
,

并指出作为信息加工

者的个体
,

其加工速度
,

加工控制和短时储

存是随年龄增长而改善的
。

加工速度越快
,

控

制加工资源的能力越强
,

短时储存空间越大
。

他的这个观点得到了一些研究的支持
,

但是
,

目前还没有跨文化研究来证实它是否具有普

遍性
。

本研究 以中希儿童为被试
,

用三种信

号刺激作材料对这个系统的发展进行探讨
,

目的在于 比较不同文化环境下儿童加工系统

发展的异同
,

以分析文化环境的影响
。

二
、

方法

一 实验设计 本实验设计分二步 第

一步
,

测试被试的加工速度和加工控制
。

采

用 混合因子设计
,

因素为

四组不同年龄被试
。

因素为二个文化组

中国
,

希腊
。

因素为三种测验材料

字词
、

数字和图形
。

因素为二个加工

维度 加工速度
、

加工控制
。

第二步
,

测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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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时储存
,

采用 只 火 混合因子设计
。

前三个因素同第一步设计相同
,

第四个因素

为三种测验水平
、 、 。

二 被试 名 一 岁儿童参加实

验
,

其中 名随机选 自中国长春东北师大

附属小学 三
、

五年级 和初中 一
、

三年

级
。

每年级 名
,

男女各半
。

在希腊萨落

尼卡私立学校随机选取 岁儿童

名
,

希腊被试在年级
、

人数及性别上与中国

被试相匹配 两国被试父母的职业也基本上

都是教师
,

职员和一般技术人员
。

三 测量方法 采用 现象测查加

工速度和加工控制
。

在 实验中
,

色词

匹配 词和墨水颜色 或是一致
“

红
”

字

用红色写 或不一致
“
红

”

字用其它颜色

写
。

在这二种状态下
,

要求被试尽可能快的

读出词或颜色
。

等人发现
,

在色词

一致状态下个体的反应时最短
,

并认为其原

因是在这种状态下不存在任何干扰因素
。

因

此
,

将被试在 一致状态下的反应作为

测量加工速度的指标 另一方面
,

在不一致

状态下被试对词颜色反应时最长
。

这是因为

在这种状态下存在两个强的干扰因素 一是

被试为对颜色作出反应必须压抑或控制已有

的阅读习惯 读词 二是要排除词的干扰
。

因此
,

将被试在 不一致状态下的反应

作为测量加工控制的指标
。

四 材料 本实验以字词
、

数字和图形

为材料
。

在加工速度和加工控制实验中
,

在

字词 任务中使用 了中国色词
“

红
、

绿
、

黄
”

和希腊色词 “ 红
、 二 绿

、

黄
。

其中一致状态为词与色一致
,

如
“
红

”

字用红色写
,

不一致状态为词与色

冲突
,

如
“

红
”

字用黄色写
。

在数字和图形

的任务中
,

使用 了阿拉伯数字
、 、

和图

形
,

△
,

口
。

一致状态为刺激的整体和部

分在构图上相一致
,

如数字
“ ”

用若干小

“ ”
组成

,

圆形用一些小圆形组成 不一致

状态为刺激的整体和部分在构图形式上不一

致
,

如数字
“ ”

用若干小
“ ”

组成
,

圆形

用一些小三角形组成
。

在短时储存试验中
,

字

词的任务使用 了 个单数名词 门
,

树等
、

个名词所有格 手的
,

枪的等 和 个复

数名词 妈妈
,

星星等 数字任务使用了个

位数是 而十位数是随机数
,

等 的

一些两位数
,

个位数和十位数是不相等的随

机数
,

等 及个位数和十位数是相同

的随机数
,

等 共三组
,

每组 对数

字 图形任务采用 了平面图形 口 △
,

阴影

图形 班 」甲 和倾斜图形 巳凶 共 组
。

五 仪器 微型 录音机一 台
,

计算机一台
,

声音分析仪一台
。

六 程序和计分 个别测试
。

在安静的

教室进行
,

加工速度和加工控制实验由录音

机记录
。

实验后将记录的声音磁带通过声音

分析仪输人计算机中
,

屏幕呈现声波
,

即反

应时
。

反应时测量标准为从主试指导语结束

的声音开始到被试产生反应的最初声音起
。

取 一致状态下最短 的反应时作为加

工速度
,

不一致状态下最短的反应时

为加工控制
。

短时储存试验由主试记录结果
。

主试向被试呈现刺激
。

每个实验刺激从最小

项 目 个 开始
,

依次增加
,

到最大项 目

个 为止
。

要求被试按照刺激呈现的顺序

回忆
。

取每个试验中最高分数为记忆分数
。

三
、

结果与分析

一 加工速度和加工控制的发展

实验数据采用一个 年龄 文化

组 刺激类型 维度 的

多因子分析
,

主要结果如下
、

不同年龄儿童信息加工能力发展的一

般趋势和差异 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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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二文化组不同年龄儿童加工速度和控制的发展的比较

文文化组组 中 国国 希 腊腊

年年 龄龄

速速速度度
十十均取项项 控制制

艺艺艺

从表 中可看出
,

二文化组儿童加工速

度和加工控制 的水平均随年龄增长而发展
,

, · , · 。

在各年龄阶

段上
,

加工速度增长的水平均高于加工控制
,

, , 。

这说明在总

体或纵向发展水平上儿童加工速度和加工控

制的维度不存在显著文化差异
, ,

, 。

发展的差异存在于不 同的年龄阶段上
,

, , ,

达到 显

著水平
。

就加工速度分析
,

中国儿童发展为
,

一 岁改善最大 秒
,

一 岁发展

速度平缓
,

改善水平为 秒
,

岁改

善速度变快 秒
。

希腊儿童
,

岁改善速度比中国此年龄组还快
·

秒
,

一 岁接近中国组 秒
,

岁

改善速度为
·

秒
。

加工控制的发展
,

中国儿童 一 岁
,

改

善幅度较小 成绩分别为
·

。 秒和
·

秒
,

较快的改善出现在 一 岁 秒
。

希

腊儿童改善的水平为 一 岁最大
·

秒
,

一 岁依次平稳 发展 秒和

秒
。

、

不同信号系统中的发展 见表

表 二文化组对三种信号的加工速度和控制的发展

文文化组组 中 国国 希 腊腊

维维 度度 加工速度 加工控制制 加工速度 加工控制制

年年龄龄 词 数 图 词 数 图图 词 数 图 词 数 图图

艺艺艺

从表 中可知
,

中国儿童和希腊儿童对

三种信号系统的加工速度和加工控制有相同

的发展趋势
,

即随年龄增长而加快
。

发展的

差异反映在对信号加工的次序上
。

中国儿童

对这三种信号加工从快到慢是 图形

秒
,

数字 秒 和字词 又 秒
。

希

腊儿童的顺序是 字词
·

秒
,

数字

秒 和图形 秒
,

经 考验
,

二组儿童

对字词和数字的加工没有显著差异
,

即
。

而 二 组 儿 童 对 图形 的加 工
, ,

· , · 。

这个差异可能归于

文化的影响
。

中国儿童接受的是传统的汉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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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教育
,

汉语中的汉字是儿童学习汉文化的

最重要环节
。

众所周知
,

汉字是世界上唯一

使用至今的表意文字
,

它具有不同于希腊拼

音文字的特点
,

如它通过图形或符号的组合

表达字义
,

其字形具有整体性等
。

正因为如

此
,

儿童在学习汉字的同时
,

获得了大量的

关于符号和图形的信息
。

所以他们对图形信

号的加工 比学习拼音文字的希腊儿童要快
。

二 短时储存的发展

实验数据仍采用多因子分析 年龄
,

文化组 信号刺激 水平

被应用
。

其主要结果如下
、

发展的一般趋势和差异 见表

表 二文化组不同年龄儿童短时储存的发展

显著差异存在
, ,

而二组儿童对图形

的储存
, , , 。

这

个结果与上述在加工速度和加工控制中看到

的结果相类似
,

再一次说明中国儿童对图形

信息的反映比希腊儿童要快
。

表 二文化组在三种信号刺激中储存发展

文文化组组 中国国 希腊腊

年年龄龄

词词 数 图图

从表 中可知
,

二文化组儿童短时储存

的水平是随年龄增长而发展的
, ,

一
, ,

显示出儿童短时储存的

一般发展趋势是一致的
,

但是
,

总体水平差

异非常显著
, , · , · 。

中国儿童平均分数为
,

希腊儿童是为
,

二者之差为
。

各年龄阶段上
,

差

异同样显著
, , , · 。

从 岁
,

中国儿童 比希腊儿童的平均分

数分别高
, , ·

和
· 。

、

不同信号系统中的发展 见表

从表 中可以看到
,

三种信号刺激之间

的差异显著
, , · ,

文化同刺激信号的相互作用亦达到非常显著

水平
, , , 。

中国

儿 童 对 三 种 信号 储存 从 高到 低 为 图形
,

数字 和字词
。

希腊

童并没有保持这个顺序
,

他们的平均分数

为字词
,

数字 和图形
。

经 检

验
,

二组儿童对字词和数字信号的储存没有

三 加工系统三个维度的关系

为弄清加工系统三个维度间的关系
,

我

们对加工速度与加工控制
,

加工控制与储存

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分析
,

结果见表
。

表

二文化组加工系统三个维度之间关系比较

二二 加工速度与 加工控制与 加工速度与 加工控制与与因因素 刀笔言只气级二尸 月“

盆髻
, 一 月竿言二聋谈飞尸 刀“

六霎君
, 习习曰曰承 加工控制 储存 加工控制 储存存

表 显示
,

二文化组加工系统中维度之

间关系都达到显著水平
,

说明这个加工系统

中的各因素是相互联系和依赖的
。

四
、

结 论

根据上述实验结果的分析
,

我们的基本

结论是

中国和希腊两个文化组儿童信息加工

系统发展的总趋势是一致的
,

即加工速度
、

加

工控制和短时储存的发展是随年龄增长而不

断改善的
。

加工系统三个维度之间的关系为加工

速度发展越快
,

控制干扰信息的能力越强
,

短

时储存潜能的利用越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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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的差异反映在相对的年龄阶段

上
,

如希腊儿童在 一 岁
,

加工速度比

中国儿童在这个年龄段上要快
,

在加工控制

上中国儿童从 岁是先慢后快
,

而希腊

儿童是先快后慢 在短时储存上
,

中国儿童

各年龄组都高于希腊儿童
。

这说明由于被试

所处文化环境不同
,

在某一特定年龄阶段上

所学习的知识内容不同
,

受到的技能训练也

不一样
,

故导致差异的产生
。

象我们知道的

那样
,

中国小学低年级 一到三年级
,

教学

目的要求儿童不仅要掌握基本知识而且还要

掌握获得知识的技能
。

在课堂教学上
,

教师

十分注重儿童速度的训练
,

尤其在算术课上
,

这些做法无疑有助于儿童加工速度的发展
。

而希腊的小学教育却与中国有很大差别
,

小

学阶段教学主要通过游戏形式进行
,

没有考

试
。

因而
,

对儿童基本知识和技能的要求不

严格
,

这可能影响儿童加工系统的全面发展
。

文化因素对儿童的总体发展没有显著

影响
,

明显的影响反映在对三种不同信号系

统的加工上
。

中国儿童对图形信息的加工速

度
、

加工控制和短时储存都优于希腊儿童
,

而

希腊儿童对字词的反应或多或少 比中国儿童

强
,

证明不同的语言环境对儿童信息加工系

统的发展水平有一定影响
。

在培养儿童信息加工系统时
,

中国儿

童可在培养对字词信号加工上多下功夫

腊应多侧重给儿童增加图形方面的信息

,

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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