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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Karmiloff-Smith的表征重述理论认为表征重述是人类获取知识的重要途径，并且表征变化的过程包括程

序、元程序和概念化三个阶段。采用微观发生法（包括前测、练习和迁移3个阶段，共8个期间），以数字分解组

合任务为研究材料，探讨了120名小学一、二年级儿童问题解决中的表征变化及所受年龄和练习模式等因素的影
响。结果表明，前测中存在发展性差异，即二年级儿童达到概念化阶段的人数显著多于一年级儿童，但前测处于

程序阶段的儿童接受5次解题练习过程中以及在近迁移题目上都没有表现出年级差异，而在远迁移题目上二年级

儿童的完成情况好于一年级儿童。练习模式对表征变化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1）从变化的路线看，与
简单模式相比，复杂模式更能促进儿童的表征发生变化，而且这时儿童表征变化的路线更丰富，表征变化发生循

环的人数比例也更高。（2）从变化的速度看，复杂模式下儿童在插入难题的两次练习期间表征变化比较迅速，

其余期间变化较小；简单模式下儿童在第二次和第三次练习期间表征变化比较迅速，随后变化比较平稳。（3）
从变化的广度看，练习中所获表征能力（在最后三次练习中达到元程序或概念化阶段）的推广，无论是在近迁移
题还是远迁移题上两种练习模式之下的被试没有明显差异；但两组被试在近迁移题上的表现均好于远迁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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