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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幼儿园科学教育

儿童类包含概念与归纳推理多样性效应的关系

刘
!

娟!周
!

玲

&昭通学院教育科学学院"云南昭通
!

IGA"""

'

摘
!

要!采用经典类包含任务以及寻找证据法$属性扩展法和归属法的归纳推理任务"进行了三个相关性研究"共测查儿童

#!"

名%结果显示
A

$

$

岁儿童类包含概念成绩与其在寻找证据任务和属性扩展任务中的归纳推理多样性表现之间存在显著

正相关&

*_"@&%

"

"@!C

!

J

#

"@"G

'%然而"

A

$

$

岁儿童类包含概念成绩与其在归属任务中归纳推理多样性表现不存在显著相关

&

*_"@#$

"

J

$

"@"G

'%儿童在归属法任务中表现出来的归纳推理多样性效应与在寻找证据法和属性扩展法中表现出来的归纳

推理多样性效应可能是不同质的%

关键词!归纳推理!多样性效应!类包含!儿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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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提出

归纳推理多样性效应是指如果归纳论断
=

的

前提由差异相对较大的项目构成"归纳论断
V

的前

提由差异相对较小的项目构成"那么个体会估计论

断
=

的力度大于论断
V

-

#

.

%有研究认为儿童直到
C

岁甚至更晚才具备多样性效应-

!

.

"也有研究发现
G

岁左右儿童就能表现出多样性效应-

&

.

%为解释多样

性效应的心理机制"学者们提出了一些理论模型%

如李富洪等&

!""I

'提出大数原则的观点"认为通常

大样本比小样本论断力度大"而多样性的前提正隐

含着大样本信息%即越多样的前提项目"代表的类

别数越多"意味着样本越大"得出的结论也就越可

靠%这一效应产生的心理过程大致包括差异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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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抽取与信息运用三个步骤-

%

.

%

在差异识别阶段"个体选择某一较明显的标准

对前提项目的差异程度进行比较%在信息抽取阶

段"个体归纳不同前提项目所代表的子类别的数量

信息"推断出多样性样本代表的子类别数量更多%

最后一个过程是信息运用"即个体根据大数原则对

获得的数量信息进行比较判断"将前提子类别数量

信息大的论断判断为更可靠-

%

.

%每一个环节能力不

足都可能导致年幼儿童难以像成人一样表现出归纳

推理多样性效应%

]2

等&

!""C

'对
I

岁$

A

岁$

C

岁和

##

岁儿童进行研究发现所有年龄组儿童都具备大

数意识和识别前提项目间差异的能力"但只有
C

岁

和
##

岁儿童能从多样性前提中抽取出大数信息并

进行相应的多样性归纳推理-

G

.

%不能从前提项目中

抽取出有效的数量信息可能是
I

$

A

岁儿童不能进行

多样性推理的关键原因%信息抽取要求被试将前提

项目进行归类"通常是将非多样性前提归为一个大

类"而将多样性前提归为两个或多个大类%这要求

儿童必须认识到关于类别的层层包含关系"即具备

类包含概念%

类包含指一类事物与其子类的包含关系%研究

显示大部分儿童要到
A

$

$

岁甚至更晚才能通过类包

含任务-

I

.

%

G

岁儿童一般还没有掌握类包含概念"

这使得他们难以对前提项目进行归类"从而无法有

效提取前提项目隐含的数量信息%为什么有研究发

现
G

岁甚至更小的儿童在某些任务中也能表现出多

样性效应1 笔者认为"

G

岁幼儿表现出的多样性效

应与
C

岁儿童表现出的多样性效应可能是不同质

的%发现
G

岁儿童就能表现出多样性效应的研究常

采用归属法"而发现
G

岁儿童不能表现出多样性效

应的研究常采用寻找证据法或属性扩展法%根据大

数原则的观点"儿童在寻找证据法和属性扩展法的

任务中要作出多样性推理必须同时具备识别差异$

抽取大数信息以及应用大数原则三种能力"而在归

属法任务中儿童只需要具备识别差异的能力就可以

作出多样性推理%

儿童要有效进行多样性归纳推理须以成熟的概

念系统为基础%迄今尚无研究探讨儿童类包含概念

与其多样性推理之间的关系%本研究的目的就是初

步探索这二者的关系"为了解儿童归纳推理多样性

的发展提供一个新的视角%本研究预测#儿童类包

含概念的发展会影响他们在寻找证据法和属性扩展

法中的多样性表现却不会影响他们在归属法任务中

的多样性表现%

A

$

$

岁既是儿童在归纳推理中从前

提项目中抽取出数量信息能力发展的转折时期"又

是儿童发展类包含概念的关键年龄"为此本研究采

用相关设计"从研究一到研究三考察了
A

$

$

岁儿童

在寻找证据法$属性扩展法和归属法归纳推理任务

中的表现与他们在类包含任务中表现之间的关系%

二"研究一

用寻找证据法归纳推理任务和类包含任务考察

A

$

$

岁儿童多样性归纳推理发展与类包含概念之间

的关系%

#一$对象与方法

#@

被试选择

从云南省昭通市一所小学抽取
A

$

$

岁儿童各

%"

名"男女各半%其中
A

岁儿童平均年龄为
A@À

"@$!

"

$

岁儿童平均年龄为
$@Ì "@CG

%

!@

研究设计与材料

研究采用相关设计%每位被试要接受两类任

务"即寻找证据任务和类包含任务"每类任务包含四

个子任务%

类包含任务采用前人研究范式"主要借鉴了吕

静等&

#C$#

'

-

A

.和张丽等&

!"#"

'

-

$

.的研究%四个类包

含任务为#

!

图片呈现
%

只猫和
!

匹马%问题#猫多

还是动物多1

"

图片呈现
%

根香蕉和
!

个桔子%问

题#香蕉多还是水果多1

#

图片呈现
%

个小孩和
!

个成人%问题#小孩多还是人多1

$

图片呈现
%

条

金鱼和
!

条草鱼%问题#金鱼多还是鱼多1 每题回

答正确记
#

分"错误
"

分"总分范围为
"

%

%

分%

测查归纳推理多样性效应的寻找证据任务采用

前人研究范式"主要借鉴了钟罗金等&

!"#!

'的研

究-

C

.

%四个寻找证据任务均配合图片呈现"分别为#

!

非多样组为一只中华田园犬和一只德国牧羊犬"

多样组为一头奶牛和一只兔子%指导语#这里有两

组动物%如果你是一位科学家"想找出是不是所有

动物身体里都含有一种叫
T

细胞的东西"你会选哪

组动物来研究呢1

"

非多样组为一个青苹果和一个

红苹果"多样组为一个桃子和一个西瓜%指导语#这

里有两组水果%如果你是一位科学家"想找出是不

是所有水果里都含有一种叫氨基酸的东西"你会选

哪组水果来研究呢1

#

非多样组为两个小男孩"多

样组为一个小女孩和一位男性成人%指导语#这里

有两组人%如果你是一位科学家"想找出人身体里

有没有一种叫尺动脉的东西"你会选哪组人来研究

呢1

$

非多样组为两条金鱼"多样组为一条金鱼和

一条草鱼%指导语#这里有两组鱼%如果你是一位

科学家"想找出鱼身体里有没有一种叫甲状腺的东

西"你会选哪组鱼来研究呢1 每题回答选择多样组

记
#

分"选择非多样组记
"

分"总得分范围为
"

%

%

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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玲#儿童类包含概念与归纳推理多样性效应的关系

&@

研究程序

主试为两名小学教育专业大三学生"在被试所

在小学的一间安静的房间里对被试进行单独施测%

主试以图片配合口头语言的方式按顺序向被试呈现

各任务"并用专门的记录纸记录被试的基本信息和

答案%为了平衡顺序效应"一半被试先做寻找证据

任务"另一半被试先做类包含任务%

#二$结果与分析

计算被试的寻找证据任务和类包含任务成绩的

皮尔逊相关系数发现"

A

$

$

岁儿童在寻找证据任务

中多样性表现与其类包含概念存在显著正相关&

*_

"@&%

"

J

#

"@"G

'%排除年龄和性别影响"寻找证据任

务和类包含任务成绩的偏相关显著&

*_"@&G

"

J

#

"@

"G

'%回归分析显示类包含成绩对寻找证据任务多样

性成绩有显著的正向预测效应"具体结果见表
#

%

表
#

!

类包含预测寻找证据多样性的回归分析

变量
回归

系数
标准误

标准回

归系数
; J

常数项

类包含

#@!AC

"@!#A

"@#IC

"@"IC "@&%!

A@GAI

&@#G!

"@""

"@""

三"研究二

用属性扩展法归纳推理任务和类包含任务考察

A

$

$

岁儿童多样性归纳推理发展与类包含概念之间

的关系%

#一$对象与方法

#@

对象

从云南省昭通市一所小学抽取
A

$

$

岁儿童各

%"

名"男女各半%其中
A

岁儿童平均年龄为
A@Ì

"@A&

"

$

岁儿童平均年龄为
$@À "@I%

%

!@

研究设计与材料

研究采用相关设计%每位被试要接受两类任

务"即属性扩展任务和经典类包含任务"每类任务包

含四个子任务%类包含任务同研究一%

测查归纳推理多样性效应的属性扩展任务采用

前人研究范式"主要借鉴陈庆飞等&

!"#"

'的研究-

!

.

%

四个属性扩展任务均配合图片呈现"分别为#

!

非多

样组为一只中华田园犬和一只德国牧羊犬"多样组

为一头奶牛和一只兔子%指导语#有位科学家在中

华田园犬和德国牧羊犬身体里都发现了
=

物质"而

另一位科学家在奶牛和金丝猴身体里都发现了
V

物质%这里有一头大象"你认为大象身体里会有
=

物质还是
V

物质1

"

非多样组为一个青苹果和一

个红苹果"多样组为一个桃子和一个西瓜%指导语#

有位科学家在青苹果和红苹果里都发现了锰元素"

另一位科学家在桃子和西瓜里发现了钾元素%这里

有一串葡萄"你认为葡萄会含有锰元素还是钾元素1

#

非多样组为两个小男孩"多样组为一个小女孩和

一位男性青年%指导语#有位科学家在两个小孩的

血液里发现了
&

细胞"另一位科学家在一个小孩和

一个年轻人的血液里发现了
'

细胞%这里有一位老

人"你认为老人的血液里会有
&

细胞还是
'

细胞1

$

非多样组为两条金鱼"多样组为一条金鱼和一条

草鱼%指导语#有位科学家对两条金鱼研究发现它

们都会进行肠呼吸"另一位科学家对一条金鱼和一

条草鱼进行研究发现它们都会进行皮肤呼吸%这里

有一条鲨鱼"你认为鲨鱼会进行肠呼吸还是皮肤呼

吸1 每题回答选择多样组记
#

分"选择非多样组记

"

分"总分为
"

%

%

分%

&@

研究程序

主试为两名小学教育专业大三学生"在被试所

在小学的一间安静的房间里对被试进行单独施测%

主试以图片配合口头语言的方式按顺序向被试呈现

各任务"并用专门的记录纸记录被试的基本信息和

答案%为了平衡顺序效应"一半被试先做属性扩展

任务"另一半被试先做类包含任务%

#二$结果与分析

计算被试在属性扩展任务和类包含任务成绩的

皮尔逊相关系数发现"

A

$

$

岁儿童在属性扩展任务

中多样性成绩与其类包含成绩存在显著正相关&

*_

"@!C

"

>#

"@"G

'%排除年龄和性别影响"属性扩展

任务和类包含任务成绩的偏相关显著&

*_"@!A

"

>#

"@"G

'%回归分析显示类包含成绩对属性扩展任务

多样性成绩有显著的正向预测效应"具体结果见

表
!

%

表
!

!

类包含预测寻找证据多样性的回归分析

变量
回归

系数
标准误

标准回

归系数
; J

常数项

类包含

!@##A

"@!##

"@#GA

"@"A$ "@!$$

#&@%IA

!@A##

"@""

"@""

四"研究三

用归属法归纳推理任务和类包含任务考察
A

$

$

岁儿童多样性归纳推理发展与类包含概念之间的

关系%

#一$对象与方法

#@

对象

从云南省昭通市一所小学抽取
A

$

$

岁儿童各

%"

名"男女各半%其中
A

岁儿童平均年龄为
A@$̀

"@IG

"

$

岁儿童平均年龄为
$@Ì "@G!

%

!@

研究设计与材料

研究采用相关设计%每位被试要接受两类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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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即归属任务和类包含任务"每类任务包含四个子

任务%类包含任务同研究一%

测查归纳推理多样性效应的归属法任务采用前

人研究范式"主要借鉴了钟罗金等&

!"#!

'的研究-

C

.

%

四个归属法任务如下#

!

非多样组为两只不同的猴

子"多样组为一头大象和一只老虎%指导语#这里有

两组动物"左边的两个动物来自一个动物园"右边的

两个动物来自另一个动物园"那么你认为这个新的

动物&一只鸵鸟'更可能和左边的动物来自同一个动

物园"还是和右边的动物来自同一个动物园1

"

非

多样组为一个青苹果和一个红苹果"多样组为一个

桃子和一个西瓜%指导语#这里有两组水果"左边的

水果来自一个果园"右边的水果来自另一个果园%

那么你认为这个新的水果&一串葡萄'更可能和左边

的水果来自同一个果园"还是和右边的水果来自同

一个果园1

#

非多样组为两个小男孩"多样组为一

个小女孩和一位男性青年%指导语#这里有两组人"

左边的两个人来自同一个地方"右边的两个人来自

另一个地方%那么你认为这个人&图片出示一位老

人'更可能和左边的人来自同一个地方"还是和右边

的人来自同一个地方1

$

非多样组为两条金鱼"多

样组为一条金鱼和一条草鱼%指导语#这里有两组

鱼"左边的两条鱼都是小明的"右边的两条鱼都是小

方的%那么你认为这条鱼&一条热带鱼'更可能是小

明的还是小方的1 每题回答选择多样组记
#

分"选择

非多样组记
"

分"总分为
"

%

%

分%

&@

研究程序

主试为两名小学教育专业大三学生"在被试所

在小学的一间安静的房间里对被试进行单独施测%

主试以图片配合口头语言的方式按顺序向被试呈现

各任务"并用专门的记录纸记录被试的基本信息和

答案%为了平衡顺序效应"一半被试先做归属法任

务"另一半被试先做类包含任务%

#二$结果与分析

计算被试在归属法任务和类包含任务成绩的皮

尔逊相关系数发现"

A

$

$

岁儿童在归属法任务中多

样性表现与其类包含概念间不存在显著相关&

*_"@

#$

"

>$

"@"G

'%

五"讨论

#一$儿童归纳推理多样性效应与类包含概念的

关系

本研究设计了三个相关研究"分别考察
A

$

$

岁

儿童在寻找证据任务$属性扩展任务以及归属任务

上的多样性效应与其类包含概念的关系%结果发

现"

A

$

$

岁儿童在寻找证据任务和属性扩展任务中

的归纳推理多样性表现与其类包含概念成绩之间存

在显著正相关"且类包含任务成绩能正向预测寻找

证据任务和属性扩展任务中归纳推理多样性效应的

成绩%然而"

A

$

$

岁儿童在归属任务中归纳推理多

样性表现与其类包含概念成绩间不存在显著相关%

为什么类包含概念与寻找证据任务$属性扩展

任务成绩相关而与归属任务成绩不相关1 可以采用

李富洪等&

!""I

'提出的大数原则理论进行解释"该

理论认为"进行多样性归纳推理需要三个步骤或者

说三种基本能力#+差异识别,$+信息抽取,与+信息

运用,%+差异识别,即意识到多样性前提比非多样

性前提的项目间差异更大%+信息抽取,即意识到差

异大的项目能包含更多的子类别数量%+信息运用,

即意识到例子数量多比数量少更有说服力-

%

.

%深入

分析三种归纳推理任务发现"寻找证据任务和属性

拓展任务的多样性效应需要儿童同时具备以上三种

能力"而归属任务中儿童只需具备+差异识别,能力

即可能作出多样性推理%识别前提项目的差异不需

要类包含概念"而要从前提项目差异中抽取出大数

信息并应用大数信息则需要类包含概念%儿童要能

从不同的前提项目中提取出上位类别下的子类别数

量信息"以及意识到子类别数量越多得出的结论越

可靠"就必须首先理解上位类别$子类别以及各项目

之间的包含关系"也就是必须具备类包含概念%因

此"类包含概念的发展会影响儿童+信息抽取,的能

力"从而影响寻找证据任务和属性拓展任务的成绩"

但不影响不需要+信息抽取,的能力也能表现出多样

性效应的归属任务成绩%

#二$儿童何时具备归纳推理多样性效应+

早期的研究发现低年龄儿童并没有表现出多样

性效应"研究者们对此提出了不同的观点%一部分

研究者认为"这是因为低年龄儿童缺乏相应的信息

加工能力"他们根本不能意识到在进行归纳推理时

多样性的前提会比非多样的前提更有效%另一部分

研究者则认为"低年龄儿童并非缺乏进行多样性归

纳推理的信息加工能力"只是因为知识经验不足$实

验任务过于抽象等原因使得他们在早期研究采用的

任务中无法表现出多样性效应%持后一种观点的研

究者通过简化任务结构$改变实验材料等方法发现

如果采用适当的任务范式和实验材料"

G

岁甚至更

低年龄的儿童也能表现出归纳推理多样性效应-

#"

.

%

然而"在作出低年龄儿童也具有归纳推理多样

性效应这一判断时"应谨慎地思考一个问题#低年龄

儿童表现出的多样性效应与高年龄儿童表现出的多

样性效应性质是否相同%本研究发现"要在寻找证

据任务和属性扩展任务中表现出多样性效应需要儿

!#



!

总
&%

卷 刘
!

娟"周
!

玲#儿童类包含概念与归纳推理多样性效应的关系

童具备一定的类包含概念"而要在归属任务中表现

出多样性效应并不需要儿童具备类包含概念%而以

往研究表明"儿童要到
A

$

$

岁以后才具备类包含概

念%这可能使得
G

$

I

岁儿童不能够通过与类包含

概念相关的寻找证据任务和属性扩展任务"但能通

过与类包含概念不相关的归属任务%即归属任务测

查出的归纳推理多样性效应与寻找证据任务和属性

扩展任务测查出的归纳推理多样性效应是有质的差

别的%

因此"笔者认为对不同任务测查出的归纳推理

多样性效应不能一概论之"不同任务测查到的能力

有所不同%而儿童归纳推理多样性策略的发展也不

是+全或无,的&即要么有多样性效应"要么没有多样

性效应'"而是经过一系列基础能力的发展逐步成熟

的过程%不适宜简单回答几岁儿童在进行归纳推理

时能具有多样性效应"而应深入探讨儿童进行多样

性归纳推理的内在心理机制"儿童归纳推理多样性

发展过程中经历的阶段及各阶段所需的心理能力"

探索制约儿童多样性归纳推理发展的心理因素%

#三$归纳推理多样性效应心理机制的理论探讨

有学者对为什么成人会表现出归纳推理多样性

效应进行理论解释"比较有影响的理论有相似性覆

盖理论$基于特征的归纳理论和前提概率理论-

C

.

%

相似性覆盖理论认为前提项目与最近上位类别的覆

盖程度决定归纳的力度"覆盖程度越大力度越强"而

前提项目越多样覆盖程度就越大%基于特征的归纳

理论则认为是前提项目与结论项目的特征的重叠程

度决定着归纳的力度"前提越多样重叠就越多"结论

也就越有力%而前提概率理论认为归纳推理多样性

产生的关键是前提项目具有同一特征的概率"多样

性的前提项目具有同一特征的概率小"而小概率事

件都成立了那涉及到整个类别的结论也更可能

成立%

较少有理论探讨个体使用多样性策略进行归纳

推理过程的信息加工流程"阐述儿童归纳推理多样

性效应发展过程中可能经历的阶段%李富洪等

&

!""I

'提出的大数原则理论对归纳推理多样性效应

的信息加工过程进行了探索"他们认为归纳推理多

样性产生的原因是多样性的前提隐含了大样本信

息"大样本就意味着结论力度强%他们进而推测运

用大数原则进行多样性归纳推理的内部心理过程要

经历三个步骤#+差异识别,$+信息抽取,与+信息运

用,%本研究结果为该假说的合理性提供了间接的

证据%在此基础上还可进一步推测儿童要发展到成

人一样成熟地运用多样性策略进行归纳推理至少需

要经历两个阶段%首先"儿童能够识别前提项目差

异大小"并基于这样的识别做出不涉及类包含概念

的多样性推理%然后"随着类包含概念的发展"儿童

能够从前提项目差异性中抽取出关于样本数量的信

息"从而基于大数原则作出多样性归纳推理%当然"

要验证这一论断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

六"结论

研究结果表明
A

$

$

岁儿童的类包含成绩与寻找

证据任务$属性扩展任务的归纳推理多样性成绩相

关"而与归属任务的归纳推理多样性成绩不相关%

据此"本研究认为儿童在归属法任务中表现出来的

归纳推理多样性效应与儿童在寻找证据法和属性扩

展法任务中表现出来的归纳推理多样性效应是不同

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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