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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度弱智及边缘型儿童对颜色、形状的认知能力 

高晓彩，张富昌，李 昕，刘 治，郑子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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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大学应用心理与认知科学研究所，陕西西安710059) B 牛 ／ 
摘要：对秦巴山区6～14岁轻度弱智及边缘型儿童对颜色、形状认知能力的研究结果表明：①弱智 

及边缘型儿童对瘊色、形状配对能力与正常对腥组之间没有差异，正确率均达到 100 ；②弱智儿 

童对廉色、形状命名能力与正常对熙组之问差异极显著(P< 0．01)；边缘型儿童对颜色命名能力 

与正常对照组之闻差异显著(P<0 05)，形状命名能力差异不显著(P> 0 05)；③ 随着年龄的增 

长，轻度弱智儿童命名能力与正常儿童的差别逐渐减小。由此认为，秦巴山区轾度弱智儿童、边缘型 

儿童的廉色视觉、形状视觉的辨别能力正常，但对廉色、形状的抽象概括能力和语词认知能力存在 

缺 陷。 {I‘ ，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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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觉与知觉是主体认识外界的源泉，是高级心 

理活动过程的基础。因此，对弱智儿童的早期教育干 

预从提高其感知觉能力开始已逐渐成为弱智儿童教 

育的新方向，对弱智儿童的感知觉特点的研究日益 

引起心理学界的重视。有些实验已对先天性迟钝的 

儿童、不同程度弱智儿童的混合体(包括轻、中、重 

度)的感觉、知觉等特点进行了研究[1j，但对易教育 

的轻度弱智及边缘型儿童的感知觉特点的研究不 

多，对于居住在贫困山区环境中的轻度弱智及边缘 

儿童感知觉特点的研究则更为少见。为了解该特殊 

儿童群体的感知觉能力，制订相应的教育干预措施， 

我们对柞水县两个贫困山区乡的轻度弱智、边缘型 

儿童及其对照组儿童对形状、颜色配对与命名能力 

进行了测试 。 

1 实验方法 

1．1 对 象 

1．1_1 弱智与边缘组儿童的选取 用天津医科大 

学王栋教授等修订的《联合型瑞文测验》(农村版 

CTR—C2)作为智力筛查工具，对柞水县两贫困山区 

乡的所有 6～l4岁儿童进行智力筛查，对 IQ<80 

的智力可疑儿童进一步进行智力诊断。其中：社会行 

为评定采用北京医科大学左启华教授等修订的《婴 

儿一初中学生社会生活能力量表(sLPS)》；智力铡验 

采用湖南医科大学龚耀先教授等修订的《韦氏幼儿 

智力量表(c—WYCSI)》和《韦氏儿童智力量表(c— 

wIsc)》；智力诊断标准；采用 1985年世界卫生组织 

(WHO)制订的标准。共确定弱智儿童74名，边缘儿 

童 102名。在此基础上，选取 44名智力轻度落后 

(IQ在 5O～69之问)的儿童，25名边缘型(IQ在 7O 

～ 79之间)儿童作为本次实验的被试对象 其年龄 

分布于 6～14岁之间。 

1．1．2 对照组的选取 以弱智儿童、边缘型儿童的 

年龄、性别、居住的村组作为配对依据，按 l：2配对 

法，从智力正常的2 000多名儿童中选取两组正常 

对照组，即轻度弱智一正常对照组(88倒)、边缘一正常 

对照组(50例)。 

1．2 实验材料与方法 

1．2．1实验 1 颜色配对与命名实验 实验材料为 

北京大学仪器厂制作的用于测量儿童概念形成能力 

的不同形状、不同颜色的积木，共两套。本次实验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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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红、黄、绿、白4种山区儿童最常见的颜色作为实 

验色，同时选取灰色积木作为演示色。 

实验时，主试让被试坐在桌子对面，实验积木置 

于桌上。指导语是；“小朋友，我们俩一起做一个游 

戏。我给你一块积木，请你在这些积木里找出和这个 

积木颜色一样的一块积木来，把它俩放在一起。”主 

试用演示色积木给被试示范一次，待儿童理解后，主 

试开始从另一套积木中取出一块积木，让他在他的 

积木盒中选取一块同色的积木来，将两者放在一起。 

待儿童做完后，主试接着问“告诉我它叫什么颜 

色?”4种颜色积木均随机地配对与命名一次。实验 

地点选取室内个别进行，主试尽量用当地语言同被 

试进行交流。记录儿童正确与错误次数，不会命名的 

按错误计算。 

1．2．2 实验 2 形状配对与命名实验 被试与材 

料同实验 1。本次实验选用圆柱形、三角体形、正方 

体形三种形状的积木作为实验用，同时选取椎形积 

木作为演示用。 

实验条件控制同实验 1。指导语是；“小朋友，我 

们现在重做一个游戏。我给你一块积木，请你在这些 

积木里找出和这个积木形状一样的(当地语：样子是 

一 样的)一块积木来，把它俩放在一起”。主试用演示 

积木给被试示范一次，待儿童理解后，主试开始从另 

一 套积木中取出一块积木，让被试在他的积木盒中 

选取一块形状一样的积木来，将两者放在一起。待儿 

童做完后，主试将积木的顶面呈现给被试，并问“告 

诉我它是什么形状的(当地语：它是什么样子的)?”3 

种形状积木均随机地配对与命名一次。记录方法同 

实验 1。 

2 实验结果 

2．1 轻度弱智儿童实验结果 

表 1，表 2分别为轻度弱智儿童匹配实验与命 

名实验结果。 

表 1 弱智、正常儿童对颜色、形状匹配实验结果比较 

Tab．1 The results of color matching and figure matching experimental 

to MR children and normal children 

对 象 

颜 色 

红 黄 姆 白 

总 
Ⅲ — —  

均 圆形 

形 状 

三角形 正方形 

总 
皿  

均 

注；。P<O．05，～P<O．01；以下同。 

从表 1中可以看出，弱智儿童对颜色、形状配对 

能力与当地正常儿童没有差别，正确率可以达到 

100 。 

表 2结果显示，弱智儿童对颜色命名的平均正 

确率、形状命名平均正确率均显著落后于当地正常 

儿童(P<o．01)。其颜色命名正确率最高的是红色 

(与正常儿童相似)『2]，形状命名正确率最高的是圆 

形。 

2．2 边缘型儿童实验结果 

表 3，表 4分别为边缘型儿童匹配实验与命名 

实验结果。结果显示：边缘型儿童对颜色、形状匹配 

能力与正常儿童无差异，但对颜色命名正确率与当 

地正常儿童之间差异显著(P<0．05)；形状命名正 

确率与正常儿童差异不显著。总的来看：边缘型儿童 

在颜色命名能力方面虽低于当地正常儿童，但其整 

体能力高于弱智儿童。边缘儿童对颜色与形状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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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率与弱智儿童相同。 

表 3 边缘、正常儿童对颜色、形状匹配实验结果比较 

Tab．3 The results of color matching and figure matching expermental 

to marginal children and normal children 

表4 边缘、正常儿童对颜色、形状命名实验结果比较 

Tab．4 The results of color naming an d figure naming experimental 

to marginal children and normal children 

2．3 不同年龄段弱智儿童实验结果 

表5列出了不同年龄段弱智儿童与其对照组儿 童命名实验结果。 

表 5 不同年龄段弱智与正常儿童对颜色、形状命名平均百分比的比较 

Tab．5 The results of color naming and figure naming experimental 

to different age M R children an d normal children 

从表 5可以看出：6～8岁、8～10岁年龄段的弱 

智儿童，其颜色命名的平均正确率分 0为 75 和 

83．33 ，均相当于当地正常儿童 6～8岁以前的水 

平(<92．19 )；10～14岁年龄段的弱智儿童对颜 

色命名的平均正确率为 91．66 ，基本上相当于当 

地正常儿童 6～8岁时的水平；所有年龄段的弱智儿 

童对形状命名的平均正确率均相当于当地正常儿童 

6～8岁以前的水平。 

3 结果讨论 

(1)一般认为轻度弱智儿童的视觉感受性降低， 
一 般都很难或不能辨别物体的形状、大小、颜色等的 

微小差异，如他们不能区分颜色的不同浓度，分不清 

深红、浅红、粉红与紫红的差别 。国内张增慧等的 

研究 以及本次实验结果均表明：6～14岁轻度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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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儿童在红、黄、绿等基本的色谱差别明显的颜色配 

对中都能很好地完成任务，说明他们颜色视觉的辨 

别能力基本正常，和智力正常儿童没有差别 其差别 

可能在更为精细的视觉感受性和视知觉分化程度方 

面。我们将对其做进一步研究。 

(2)在本次颜色与形状命名实验中，轻度弱智儿 

童对颜色与形状命名能力与正常儿童之间差异极其 

显著(P<0．01)，边缘儿童的颜色命名能力与正常 

儿童之间差异显著(P<0_05)，而颜色与形状命名 

是儿童的抽象、概括能力的一种反映，是与概念形成 

有关的 因而，说明轻度弱智儿童、边缘型儿童的抽 

象、概括能力与概念形成能力有一定缺陷。此外，颜 

色与形状命名能力也是儿童的语词认知能力的反 

映，故本实验也提示了轻度弱智与边缘儿童在语词 

认知方面存在着一定的缺陷。弱智及边缘儿童的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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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探索的很有意义的认知问题。 

(3)本实验的结果还显示，轻度弱智儿童对颜色 

与形状命名能力随着年龄的增长与正常儿童之间的 

差别有逐步减小的趋势(表5所示)。这一现象提示： 

轻度弱智儿童的抽象概括能力、概念形成能力和语 

词认知能力，都有较强的可塑性和可恢复性，因而有 

明显的易教育性特点。 

本实验的对象均居住于贫困山区，其家庭与周 

围社会文化环境均较差，故上述实验结果对于在贫 

困山区中开展弱智儿童教育的有关教育内容的制订 

无疑具有实际意义。它提示：在贫困山区开展弱智儿 

童训练，应着重加强对其感知觉能力、抽象概括能 

力、概念形成能力和语词认知能力的训练 

[1] 田学红，张铁忠．弱智儿童“多少 概念理解的实验研究．四川心理学 ，1998(2)：1-4． 

[2] 林仲贤，张增慧．我国汉、蒙、壮、维族儿童颜色命名能力发展的比较研究．心理科学，1991(6)：13—1 7． 

[3] 银春铭．弱智儿童的心理与教育．北京：华夏出版社，1993．43—45． 

[4] 张增慧，林仲贤．弱智儿童颜色配对、命名及偏好的实验研究．中国心理卫生杂志，1992，6(6)：252—255 

(编 辑 姚 远) 

Experimental studies on cognitive ability of color and figure of 

mental retarded children and marginal children in Qinba mountain 

GA0 Xiao—cai，ZHANG Fu—chang，LI Xin，LIU Zhi，ZHENG Zi—jian 
(Applied Psychology and Cognitive Science Institute，Northwest University，Xi an，710069，China) 

Abstract：Experimental studies have been done for the cognitive ability of color and figure of mental retard— 

ed(MR)children and marginal children of 6～14 years old in Qinba mountain area．The results showed： 

(1)There was no difference in matching ability of color and figure between MR children and normal chil 

dren，as well as between marginal children and their controlled group．(2)There was significant difference( 

P< 0-01)in naming ability of color and figure between MR children and normal children．Also，there was 

significant difference(P <0．05)in naming ability of color between marginal children and their controlled 

group．But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P>O．05)in naming ability of figure between marginal chil— 

dren and their controlled group．(3)Along with ages increase，the difference between MR children and nor— 

mal children will be minished．So it is suggested that the distinguishing ability of color vision and figure vi— 

sion of MR children and marginal children are normal，hut they have limitation in abstract ability and 

phraseology cognitive ability． 

Key words：mental retardation；color cognition；figure cognition；Qinba mount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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