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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工作米用 了一种研究儿童理解不精确量词 的经验方法
,

初步探讨 了四 岁

至十岁儿童理 解 数 量词
“

儿个
” 、 “

很多
”

的发展特 点
。

结 果提 示
:

儿 童 对 两

个数量词 的理解与实验给 出的论域 (数量范围)关系密切 ; 数量词
“

儿个
”

比
“

很

多
”

较早被年幼儿童所理解
。

其发展特
.

点 : 四 岁至十岁儿童在〔0
, 1们

,

〔O
,
2。〕范

围上
,

均能较好理解
“

儿个
” ; 六岁以上儿童只 能在 [0

, 1们 的范围上理解
“

很多
”

的

词义 ; 四 岁儿童则表现 出把
“

很多
”

与
“

全部
”

混同
。

一
、

问 题 的 提 出
“

几个
” 、 “

很多
”

等不精确数量词在儿童思维中具有重要的作用
,

通常被使用的频率也

较高
。

因此在数概念的研究中应给予相应的重视
。

皮亚杰在研究集和类的关系时曾考察

过儿童对
“

全部
”

和
“

一些
”

等词的理解问题
,

他提出在九
、

十岁以前
,

儿童不能在逻辑水平

上正确掌握它们
。

川他认为这些词的掌握是正确地描述和理解包含关系的基础 [2]
。

因此

皮亚杰从建立逻辑的类的关系中来研究儿童对
“

全部
” 、 “

一些
”

等词的理解
,

他强调的是在

语义逻辑关系中理解量词的能力的发展
,

其重点不在于量词是否具有精确性
。

我们的实

验是想从发展的角度研究儿童理解不精确数量词的特点及其随年龄增长而变化的趋 势
,

为研究数概念的发展积累资料
,

为幼儿和小学低年级数学教学提供参考资料
。

因为所研究的概念本身具有不精确性
,

我们试采用操作估量的经验方法进行研究 [s]
。

为了寻找一个判别的基准
,

我们在下面列出了成人掌握这两个词义的几个特征
,

试图以此

来衡量不同年龄儿童理解的水平
。

根据曾经做过的研究
, 【‘]成人掌握

“

几个
” , “

很多
”

两词

词义的基本特征如下
:

1
.

对词义赋值所引出的隶属函数量规律性分布
,

隶属函数分布的 曲线是单峰的 ;

2
.

在每个给出的数量范围 (论域 )内
,

对
“

几个
” 、 “

很多
”

的词义赋值的最大隶属度都在

0
.

5 0 以上 ( 0
.

50 通常被作为截集水平线 );

3
.

赋值的最大隶属度不是落在所给数量范围的最高数那一端点上
。

本 研究是国家 自然科 学基金会资助项 目
。

本实验承 中国科学院第三幼儿园
、

外交部幼儿园
、

人 民大学附属小

学
、

北京双榆树第一小学
、

中关村 中学和知春里中学的领导和老师的热情支持
,

实验工作由外交部幼儿园赵

熙芹老师和北京大 学心理系张筱聋同学大力协助
,

特此表示谢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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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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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对
“

几个
” , “

很多
”

词义的反应结果与成人的特征全部符合
,

便达到了理解水平的

基准
。

二
、

研 究 方 法

(一 )实验对象

幼儿和小学生
。

年龄为四
、

五
、

六
、

八
、

十岁
,

分为五个年龄组
,

每组 40 人
,

男女各半
,

随机取样
。

每个年龄组的年龄范围是周岁 士 四个月
。

(二)实验变遗
、

设计和实验材料

实验变量与设计
:
数量词 x 论域 x 年龄

,

如表 1
。

表 1 实 验 记 录 表

数数 皿 词词 几 个个 很 多(许多)))

论论 域域 〔0
, 1 0〕〕[ 0

,
2 0〕〕〔0

,
30〕〕〔0

,
4 0〕〕〔0

, 5 0」」 〔0
, 1 0 0〕〕〔0

,
1 0〕〕[ 0

,
2 0〕〕〔0

,
3 0〕〕〔0

,
40〕〕[ 0

,
5 0 〕〕 〔0

,
1 0 0〕〕

444 岁岁 第一次捡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

第第第二次捡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

555 岁岁 第 一次捡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

第第第二次捡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

666 岁岁 第一 次捡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

第第第二次捡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

888 岁岁 第一 次捡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

第第第二次捡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

111 0岁岁 第一 次俭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

第第第二次捡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

实验材料
:
灰色圆形钮扣

,

直径为 10 m m
,

表面无针孔
,

略突起
。

(三 )实验方法和程序

1
.

预备实验
:
正式实验前

,

逐个做预备实验
。

做法是将 10 个左右花生或蚕豆放在桌

面上
,

要求被试从中取出
“
几个

” 、 “

很多
”

和
“

全部
” ,

至被试明白实验要求为止
。

2
.

正式实验
:
本实验的方法是数量估量法

,

做法是向儿童出示一定数 量的 实 物
,

要

求儿童技照所 指 定的词 的词义
,

从全体实物中捡出适当数量的实物来
。

实物为钮扣
。

每

次出示实物的整体数量不同
,

如表 l 的 6 种论域
。

实验时将钮扣密集成圆形
,

平摆在桌面

上
。

指导语
: “

这里有一堆扣子
,

请你从这堆扣子中取出几个 (或很多)来
。 ”

被试每次操作

完了
,

主试都记下取出的数量
。

对不同被试提出
“

几个
”

和
“

很多
”

的先后次序随机安排
。

做

同一个词时
,

给出的六种实物的数量 (表 1 中的六个论域 ) 的顺序也是随机安排的
。

每个

被试都做两遍实验
,

中间间隔不少于三小时
。

(四 )数据处理

1
.

按表 1 的记录计算出各年龄组儿童在各论域捡取实物数量的加权平均值
。

2
.

将被试在每一论域中两次捡取实物的数量视为赋值区间的两个端点 (如两次捡取

的数量相同
,

就合算一个数值点 )
,

将两个端点之间的各实数都视为属赋值的区域范围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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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两个端点数进行统计
。

其结果是在给出的论域中的实数轴上获得各点的频数
,

然后求

出频率
,

该频率分布被称为隶属函数
。

以不同的隶属函数分布为基础
,

以成人掌握同类词

的特征为基准推论出结论
。

与此同时计算出不同年龄儿童两次捡取实物数量的加权平均

值
。

三
、

结 果

(一)儿童对数通词
“

几个
”

和
“

很多
”

赋值的加权平均值

为了分析儿童理解不精确数量词与给出的论域范围大小的关系
,

我们做了赋值加权

平均值的统计
,

其结果表明
: 随着论域范围的加大

,

各年龄组儿童按词义捡取实物的数量

都增加
。

举 4 岁组和 10 岁组儿童对
“

几个
”

赋值结果为例
:

论域 [ 0
, 1 0〕 [ 0

, 2 0 ] 〔0
, 3 0〕 〔0

,
4 0〕 [ 0

,
5 0 ]

4 岁 4
.

3 3 5
.

4 3 7
.

1 8 9
.

4 3 1 2
.

4

1 0岁 3
.

8 9 6
.

7 2 7
.

1 1 8
.

8 3 1 1
.

1 1

再如 5 岁组和 8 岁组儿童对
“

很多
”

赋值的结果
:

论域 [ 0
, 1 0〕 〔0

, 2 0〕 〔0
,
3 0〕 〔0

, 4 0〕

5 岁 7
.

7 6 1 4
.

1 2 1 8
.

8 9 2 4
.

2 5

8 岁 8
.

0 0 1 7
.

7 2 2 0
.

6 6 2 4
.

2 7

其他各组数据的变化与以上一致
。

论域在〔。
,
5们以上计算

“

几个
”

赋值的加权平均值无意义
,

论域在 〔0
,

40 〕以上计算
“

很多
”

赋值的加权平均值也无意义
。

这说明儿童对不精确数量词赋值的大小随论域范围

加大而增加的结果是有制约性的
,

不能无限扩展
。

(二)儿宜对数 l 词
“

几个
”

赋值的隶属频率分布

图 i a 、

b
、
e 是四岁一十岁儿童在论域 [ o

,
1 0 ]

、

〔o
, 2 0〕

、

〔o
, 3 0〕范围上

,

对
“

几个
”

词义

赋值的隶属频率分布情况
。

从图 1a 和 b 看到各年龄组儿童对词义赋值的隶属函数呈规律性 分布
,

分布曲线都

是单峰 ; 对词义赋值的最大隶属度 (曲线的高峰 )都在0
.

50 以上 ; 最大隶属度 (曲线的最高

点 )都不是落在赋值区间的端点上
。

这说明儿童在数量为〔0
,

10 〕〔o
,

20 〕范围内对
“

几个
”

一词词义的理解基本上与成人的理解特征相符合
。

从图 1c 中看到词义赋值的最大隶属度 (曲线的高峰)都在 0
.

50 以下
,

有的 曲线呈双

峰
。

这都与成人理解
“

几个
”

词义的特征有明显的差异
。

(三)儿宜对数且词
“

很多
”

的赋值的隶属频率分布

图 Za
、

b
、
e 是儿童在论域 [ o

,
1 0〕

、

〔o
, 2 0〕〔o

,
3 0〕范围上对

“

很多
”

一词词义赋值的隶

属频率分布的情况
。

从图 2a 看到六岁以上儿童对
“

很多
”

赋值的特征是与成人相符的
,

即曲线有规律
,

呈

单峰
,

最高隶属度在0
.

50 以上
,

且不是落在两个端点上
。

五岁组赋值的最高隶属度在 0
.

50

以下
,

四岁组的最高隶属度落在最大数值 (10 ) 这一端点上
,

所以四
、

五岁儿童的赋值结果

均与成人特征不符合
。

图 Zb 表明在论域〔0, 2们范围上只有十岁组儿童对
“

很多
”

的赋值基本达到成人水平
,

其他各年龄组的理解水平都很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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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Zc 中各曲线均无规律性
,

有的呈双峰
,

多峰
,

最高隶属度均在 0
.

50 以下
,

有的最高

隶属度落在最大数值 (3 0) 端点上
。

这说明当数量范围达到 30 时
,

十岁以下儿童都不能较

八
姗粼贯叶叶

锌逗燕辉

。

1 0

0

卜
、、

.

⋯
‘ ,

二

帐宾奔
b. 论域(0

,
2 0 )

50402030100

辞豁噢裤

赋值区间

— 四岁组

-一 五岁组
.

一
。

六岁组
:

一
:

八岁组

一 十岁组

蒸爵贰
、

妇区洲乳郊,

值
.
必旷
,;

,嗽石只哪解夕
;6.泛vl昨|叶|叶|叶

的石共忍乃.l

4(0呀蜀巡揭

论域a

10 12

e
.

论域(D
,

30 〕 赋值区间

图 1 儿童对
a几个

, 赋值的隶属频率 分布

好地理解
“

很多
”

一词的词义
。

(四 )四岁组儿宜对
“

很多
”

一词饲义理解的特点

图 Za 、

b
、 c 三图中

,

四岁组对
“

很多
”

赋值的最高隶属度都落在赋值区间的最大数的端

点上 (如图 Za 落在 10 上
、

赋值隶属度为
.

8 3)
,

这个端点就是各论域的全部
。

这种现象似

乎说明有相当多的四岁组儿童对
“

很多
”

的理解有与
“

全部
”

混同的倾向
。

(五)儿宜对
“

几个
” 、 “

很多
”

的理解与数蛋范围大小的关系

实验中
,

在所给出的数量范围达 40 以上
,

各年龄组儿童对
“

几个
”

和
“

很多
”

的估量都

出现混乱
,

赋值的隶属频率分布均无规律性
,

隶属度都在 0
.

50 以下
,

甚至更低
。

当给出的

数量范围在 〔0
,

40 〕[0
,

50 〕和〔o
, 1 0 0〕时

, “

很多
”

一词的赋值隶属频率分布 曲线 呈丘陵

式
、

波浪式
,

最大隶属度都在 0
.

30 以下
,

故均未列出
。

这说明在十岁以前
,

儿童在大数量范

围的条件下
,

不能把握
“

几个
” 、 “

很多
”

两概念的内函和外延
。

这一点与皮亚杰的结果是一

致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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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鳍邀斜

咧|叫|
.

.70

⋯60⋯30
。

研撼噢杨

a
.

论域 (0
, 赋值区间

b
.

论域(Q
,

2 0 〕 赋值区间

赞旅政书

e
.

论域〔0
,
3 0〕 赋值区间

—
四岁组

一 五岁组 }

一
六岁组

一
八岁组

一
十岁组

图 2 儿童对
“
很多

”

赋值的隶属 频率 分布

四
、

讨 论

(一)对
“

几个
” 、 “

很多
”

的理解与对整体和部分关系的认知

在数学中
“

全部
” 、 “

很多
” 、 “

几个
” 、 “

一些
”

等都是表示某种集合的数量词
,

其中
“

全部
”

的量中包含
“

几个
” 、 “

很多
”

的量
。

在表述整体和部分的关系时
,

经常需要使用不精确数量

词
。

在这种场合下
, “

几个
”

(或
“

很多
”

)这一集合被包含在
“

全部
”

这一集合之中
。

所以这

种关系是一种包含关系
。

包含关系即包括逻辑的运算也包括算术的运算
,

因此只 有当儿

童形成了有关运算的能力时
,

才能达到真正理解水平
。

皮亚杰的研究说明九
、

十岁以前(具体运算阶段) 的儿童还没有形成在逻辑关系上理

解
“

全部
”

和
“

一些
”

的能力
。

我们从理解概念的角度所得的研究结果说明
,

在小数量范围

(20 以内或 10 以内) 四

—
十岁儿童能理解

“

几个
”

一词的词义
,

八到十 岁儿童基本上能

理解
“

很多
”

一词的词义
。

数量范围一增大
,

十岁以前的儿童均不能把握词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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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七童
“

能掌握整体和部分的关系要有两个运演活动
:
部分加部分等于整体

,

反过来整

体减去一个部分等于第二个部分⋯⋯整体与部分还必须有可逆性⋯⋯部分与部分之间又

有补偿
、

消长的关系
。 ” 〔“’“全部

”

和
“

几个
” , “

全部
”

和
“

很多
” ,

都是整体和部分的关系
。

理

解
“

几个
”

和
“

很多
”

需要 了解
“

很多
”

是指
“

全部
”

中的大部分的量
, “

几个
”

是指
“

全部
”

中的少

部分的量
。

取出大部分
,

余下的只能是少部分
,

反之亦然
。

某些被试已能达到这种认识水

平
。

如张 X x (男
, 8 岁 9 个月)

,

主试要求他取出
“

很多
”

时
,

他略加思索后马上用手拨出

少数几个钮扣放到一边
,

将余下的大部分推到主试面前
,

不论所给出的
“

全部
”

的数量范围

大还是小
,

他都能如此处理
。

同时显出很有自信
,

反应速度也快
。

这种表现说明他们已经

具有上述两种运演活动
,

并且懂得一个整体中的大部分与少部分之间的补偿和 消长关

系
。

相当多的年幼儿童的困难就在于他们还不能从整体和部分的关系中来理解这两个词
,

更不能随整体数量范围的变化来把握整体量的大部分和少部分
。

他们只能根据日常生活

的知觉经验和已具有的多和少的观念来处理面临的任务
。

这一实验结果说明儿童对不精

确数量词词义的理解需要经历一个发展过程
。

儿童平时能运用这类数量词
,

却不 一定能

准确地理解词义
。

实验结果也说明儿童对不精确数量词词义的理解水平是与其认知发展

水平相适应的
。

(二 )对四岁组儿宜将
“

很多
”

与
“

全部
”

混同的验证和分析

实验结果说明四岁组儿童对
“

很多
”

的理解具有与
“

全部
”

混同的 明显倾向
,

这种倾向

是否是该年龄组儿童理解
“

很多
”

的特点
,

这是一个值得分析的问题
。

首先
,

这种混同现象是否会与幼儿园的教学有关?

幼儿园小班第一学期就进行
“

一和许多
”

数量关系的教学
。

我们特意 观 摩了几节
“
一

和许多
”

的教学课
,

发现教师们所采用的方法几乎都是把某个精确数 (如四个球 )作为
“

许

多
” ,

再用它与
“

一
”

比较
。

我们考虑
,

会不会因为教学的原因
,

给刚学完
“

一和许多
”

的四岁

幼儿造成
“

许多
”

就是
“

全部
”

的印象呢 ? 为了验证这种看法
,

我们在新学 期
,

对入园不久
,

尚未教过
“

一和许多
”

的四岁儿童 (20 名)做了同样的实验
。

其结果与原来 的 实验 是一致

的
。

例如在〔0
, 1们和〔0

,
2叼范围上

, “

很多
”

赋值的最高 频数都 落在大数 (10 和2 0) 端点

上
,

其隶属度最大
,

分别为
.

85 和
.

7 5
。

这个验证说明该年龄组儿童把
“
很多

”

与
“

全部
”

混

同
,

很可能不是由于教学方法所致
。

其次
,

这种混同现象是否只出现在四岁组 ?

为了探讨这一问题
,

我们在三岁组做了同样的实验
。

从能理解实验要求 的 n 名被

试 (有 4 名被试 不能正确了解指导语 )的实验结果来看
,

在论域〔o
,

10 〕和〔o
,
2。〕范围上

,

1 0 和 20 这两个最大数的隶属度分别为
.

89 和
.

7 8 ,

均为该论域的最大隶属度
。

这一结果

说明三岁组与四岁组一样
,

对
“

很多
”

一词词义的理解与
“

全部
”

混同
。

根据上述两个验证实验的结果
,

可以认为把
“

很多
”

与
“

全部
”

混淆
,

是三
、

四岁儿童理

解不精确数量词
“

很多
”

的突出特点之一
。

五
、

小 结

(一 )本实验说明十岁以下儿童只能在小数量范围内理解不精确数量词
“

几个
”

和
“

很

多
”

两个概念的内函和外延
。

年龄不同
,

理解程度也不同
。

(二 )儿童理解
“

几个
”

和
“

很多
”

两个概念的发展特点是
: (1) 各年龄组儿童对

“

几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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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

很多
”两词词义的赋值都随给出的数量范围的增大而增加 ; (2)

“

几个
”

比
“

很多
”

能被年

幼儿童较早理解; (3 )四一十岁儿童在数量范围少于 20 的条件下都能理解
“

几个
”

这一概

念
,

其中六岁以上儿童的理解水平接近于成人
; (4) 六岁以上儿童在数量范围为 10 的条件

下能理解
“

很多
”

一词的词义
,

五岁以下儿童不能准确地理解 ; (5) 八岁以上儿童在数量范

围为20 的条件下能理解
“

很多
” ,

八岁以下各年龄组则无法达到理解水平 ; (6) 十岁以下儿

童在数量范围达 30 以上时
,

都不能把握
“

几个
”

和
“

很多
”

两个概念的内函和外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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