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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1 视崖实验 

1 实验背景介绍 

在婴儿感知觉的发展中，空间知觉的发展是一项重要指标。空间知觉主要是指个体对物 

体空间特性的反应，主要包括大小、距离、方位知觉等。测量婴儿距离（深度）知觉最常用 

的实验装置是 20 世纪 60 年代初杰布逊 （E.J.Gibson） 和沃克 （E.R.walk） 首次精心设计 “视 

觉悬崖”（visual cliff，简称视崖）装置。该实验装置的中央有一个能容纳儿童爬行的平 

台，平台两边覆盖着厚玻璃，平台和厚玻璃上附着黑白相间的布料，一边布料与玻璃紧贴， 

形成视觉上的“浅滩”，另外一边的布料与玻璃相隔数尺距离，造成深度，形成“悬崖”。 

实验时，将婴儿放于中央的爬行平台，然后让婴儿妈妈先后站在“浅滩”和“悬崖”招呼孩 

子，诱导其爬向母亲身边。吉布森和沃克（Gibson＆Wolk，1961）对 36名 6.5～14个月的 

婴儿进行了视崖测试，结果表明有足够大的视觉深度时（90cm 或者更多）只有不到 10％的 

婴儿会越过悬崖爬向母亲，而有 27 名婴儿爬向浅滩。当视觉深度越来越浅时，越来越多的 

孩子爬过深滩。此项研究表明，6 个月的婴儿已经具有了深度知觉。但是，此项研究结果不 

足以证明人类知觉深度的能力是天生的。 因为研究中所有婴儿至少已经有了 6 个月的生活经 

历。然而６个月以下的婴儿又不具备自主运动的能力。所以吉布森和沃克用各种动物作为了 

实验参照。通过研究他们指出所有种类的动物，如果它们要生存，就必须在能够独立行动时 

发展感知深度能力。对人类来说，这种能力到 6个月左右才会出现；但是对于鸡、羊来说， 

这种能力几乎是以出生（一天之内）就出现了；而对于老鼠、猫和狗来说，大约在  4 周时 

出现这种能力。因此得出结论：这种能力是天生的。 

后来坎普斯（Campos）等人把 25 个月之间的婴儿放在视崖深侧的玻璃上，通过观察 

婴儿的心率变化来研究 25个月的婴儿是否已经形成对深度的恐惧。 研究发现所有的婴儿都 

表现出心率变慢。这种心率变率是感兴趣的信号，而不是恐惧的信号。这表明这些婴儿尚未 

习得对深度的恐惧，婴儿对深度的恐惧可能主要来自于早期运动经验，如跌落等。这与吉布 

森和沃克的结论相反。 

所以，深度知觉能力是先天遗传还是后天习得至今还是心理学家争论不休的话题。 

2 实验目的 

2.1测查婴儿深度知觉的能力是先天具有还是后天习得。 

3 实验方法 

3.1 被试 

23个月、6 个半月14 个月的婴儿 

3.2 实验仪器与实验材料 

一张 1.2 高的桌子、一块大玻璃、0.3 米宽的中央板、红白或黑白格子图案的布（两 

块）、米尺、心率遥测仪



“视崖”设置：桌子顶部安装一块透明的厚玻璃。中央板的一侧玻璃下紧贴一块格子形 

的图案布，使其看起来似乎像个“浅滩”。在中央板的另一侧地板上铺有同样格子形的图案 

布，造成一种像“视崖”的错觉。 

3.3 实验程序 

3.3.1 准备工作 

（1）布置视崖实验台 

（2）将婴儿分为两组，23个月的婴儿为一组，6 个半月14个月婴儿为一组 

（3）将婴儿手上带上心率遥测仪 

3.3.2 正式实验 

（1）将23个月的婴儿放于中央板。 

（2）被试的母亲站在“浅滩”一侧，向自己的孩子招手示意，诱导孩子爬过浅滩到 

达自己身边。主试观察记录婴儿的反应。休息５分钟，被试的母亲站在“悬崖”一侧，向自 

己的孩子招手示意，诱导孩子爬过浅滩到达自己身边。主试观察记录婴儿的反应。 

（3）将被试换为6个半月14个月婴儿，重复上述操作。 

（4）导出数据并分析。



4 实验结果测评标准 

婴儿不朝母亲方向爬，而是朝离开母亲的方向爬，或哭叫，表明婴儿有了深度知觉。测 

婴儿的心率变化，心率减慢，表明婴儿把视崖作为一种好奇的刺激；心率加快，表明婴儿产 

生了恐惧情绪。 

5 问题与讨论 

5.1  实验有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如果没有，是什么原因。 

5. 2  此实验设计是否存有不足，如有应怎样进行完善 

实验２ 三山实验 

1 实验背景介绍 

皮亚杰把智力发展划分为四个主要阶段： 感觉运动阶段 （02岁）、 前运算阶段 （27 岁）、 

具体运算阶段（6、7 岁至 11、12 岁）和形式运算阶段（11、12 岁以上）。皮亚杰把钱运算 

阶段又划分为前概念阶段（24 岁）和直观阶段（47岁）。皮亚杰用“直观阶段”来描述 47 

岁儿童的思维。直观思维的显著特征是思维受知觉到的事物的显著特征所制约。这一阶段 

儿童思维的突出特点是自我中心化。自我中心化现象是指儿童在成长过程中与客观外界事 

物相互作用时，不能正确地认识自我这个主体和客体之间的区别所产生的认识偏差。 这一特 

征在儿童的不同年龄有不同的表现，总的趋势为随年龄增长逐渐地去自我中心化。皮亚杰 

说： “儿童把注意力集中在自己的观点和自己的动作上的现象称为自我中心主义。 ”自我 

中心是儿童思维的核心特点，是儿童认知的潜在的出发点，表现在年幼儿童的思维逻辑、 

言语和关于世界的表象之中。这个阶段的儿童在大多数场合下认为外部事物就是他直接 

知觉到的那个样子，而不能从事物的内部关系来观察事物。这时期儿童的表象和言语， 

与具体事物的联系太直接，因而他们紧紧地束缚在他们自己关于世界的观点之中，不能 

采取更加客观的观点。皮亚杰和其助手英海尔德（Inhelder）设计的“三山实验”则是用来 

证明儿童自我中心化的经典实验，它主要用来探究幼儿的自我中心化情况，研究 47 岁的儿 

童看问题的角度和方式。



后来研究者认为这个任务对儿童太难，太不熟悉。改编的实验—— “警察抓小偷”： 

处于十字架某个部位的警察是否能看到各个部位的小偷？（如图所示）结果：可能由于儿童 

对情景比较熟悉，正确率高达 90％。 

2 实验目的 

2.1  研究幼儿的自我中心化状况，探究他们看问题的角度和处理方式。 

3 实验方法 

3.1 被试 

47，811 岁的儿童若干名 

3.2 实验仪器与实验材料 

采用素描图片或硬纸板模型做成的三座高低、大小和颜色不同的假山模型，洋娃娃，相 

机等 

三山设置：如图所示，在桌子上放一个立体沙丘模型，上面错落摆放三座假山模



型。 

3.3 实验程序 

3.3.1 让儿童围绕模型转一圈，从前后、左右不同方位观察这座模型，然后再坐在 

模型的一侧 

3.3.2 主试将洋娃娃放在模型的另外一侧，让儿童看四张从前后、左右四个方位所摄 

的沙丘的照片，问被试“娃娃看到了什么” 。记录员记录结果。然后移动洋娃娃位两 

次，重复上述过程。 

3.3.3 休息5分钟 

3.3.4 在另外一张桌子上放着十张从不同角度反应这些景象的图片，主试让布娃娃围着 

山的各侧“走动” ，当布娃娃停留在山的某一侧面时，要求孩子们预测布娃娃所看见的景象， 

来选择相应的图片。 

3.3.5 主试给儿童三张硬纸板，要儿童按娃娃所见把三座山排好。 

4 实验结果测评标准 

让儿童辨别在三个不同位置上， 洋娃娃看到的模型的图片。如果儿童只能从自己的角度 

出发，而不是洋娃娃的观察角度来描述描 述“三山”的形状，即不能成功完成任务。这说明 

幼儿在对事物进行判断时是以自我为中心的，不会站在他人的角度来观察现象，分析问题。 

5 问题与讨论 

5.1 此实验设计是否存有不足，如有应怎样进行完善



实验3 守恒实验 

1 实验背景介绍 

皮亚杰把智力发展划分为四个主要阶段：感觉运动阶段（0-2 岁）、前运算阶段（2-7 

岁）、具体运算阶段（6、7岁至 11、12 岁）和形式运算阶段（11、12 岁以上）。皮亚杰把钱 

运算阶段又划分为前概念阶段（2-4岁）和直观阶段（4-7 岁）。皮亚杰用“直观阶段”来描 

述４－７岁儿童的思维。直观思维的显著特征是思维受知觉到的事物的显著特征所制约。在 

这一阶段虽然儿童的符号日趋复杂化， 但是在执行任务时任表现出推理和思维上的某些局限 

性。而守恒问题是最能表现出这一阶段的思维局限，同时也是研究得最多的一类问题。守恒 

概念是指个体能认识到物体固有的本质属性不随其外在的形态变化而变化的特征。例如，拿 

出两个大小相同的泥团问前运算期儿童两者是否相同，答案是肯定的。但当实验者当面将其 

中之一的泥团捏成其他形成，问其是否相同时，儿童往往会回答其中一个比另外一个大。当 

问两个泥团有没有减点或加点泥团时，儿童回答“没有” ，但仍坚持说两个不一样大。因为 

其中一个变高了。这主要是因为前运算阶段儿童的思维具有三个特点：不可逆性、缺乏统一 

性和缺乏互补性导致。 

守恒概念包括对物体的多种特性的统一理解。 守恒概念的掌握会因特征不同而存在年龄 

差异。儿童达到数目守恒年龄一般６岁，物体和长度守恒在６－７岁之间，面积和质量守恒 

在９岁左右，面积守恒要到 11、12 岁以后。 

有关的跨文化发展研究指出，不同社会化中儿童获得守恒概念的年龄差异很大，但获得 

小同型守恒概念的发展顺序没有明显差异(Newman Kcil＆MarHin 1983)。皮亚杰认为质量、 

重量和体积守桓概念的抽象程度不同， 从质量、 重量到体积守但， 其操作的抽象性依次增加、 

前—概念的获得是后一更抽象概念发展的基础。 

2 实验目的 

2.1  测查儿童守恒的发展情况 

3 实验方法 

3.1 被试

47，811 岁的儿童若干名 

3.2 实验仪器与实验材料 

纽扣、木棒、高矮杯子或大小杯子、泥球、纸板、积木 

3.3 实验程序 

（1））数量守恒：先向儿童呈现两排一模一样的纽扣，在儿童同意两排纽扣的数量是一样 

的之后，将其中的一排纽扣间的距离拉开或压缩，问被试两排的纽扣数是否相同。 

A 向儿童显示同样多的两排纽扣  B 主试拉开其中一排纽扣间的距离



（2）长度守恒：在儿童面前并排呈现两根同样的木棒，在儿童承认两根木棒长度相等后， 

把其中一根向右（或向左）移动一段距离，问儿童两根木棒的长度是否相等？ 

A 并排两根同样的木棒  B 其中一根向右移 

（3）液体守恒：向儿童呈现两个一模一样的杯子，把两个杯子装入相同数量的液体。在儿 

童认为两个杯子装有相同数量的液体后， 将一个杯子中的液体倒入一个比较高但比较狭小的 

被子里，并问儿童“这个杯子（较高的一个）里的水与这个杯子（比较矮的杯子）的水一样 

多、较少还是较多？” 

（4）重量守恒：先把两个大小、形状、重量相同的泥球给儿童看，在儿童认为两个泥 

球一样重后，把其中一个做成薄饼状、香肠状或糖果，问儿童：大小、重量是否相同？（如 

把它们分别放入盛满水的容器中，还可问它们是否排出同量的水，考察容积守恒）。 

A 向儿童呈现两个相同的泥球  B 其中一个变成薄饼状状 

（5）面积守恒：向儿童呈现两张相同的纸板，分别在这两张纸板完全相同的位置上摆 上 

相同的积木， 问儿童两纸板中留出的空间面积是否相同？待儿童回答后，主试把其中一纸板 

上的积木断成小块，再问儿童两纸板中留出的空间面积是否相同？ 

4 实验结果测评标准 

（1）数量守恒：在主试将其中的一排纽扣间的距离拉开或压缩后，如儿童回答两排的纽 

扣数不相同，说明儿童还没有达到数量守恒；如果回答相同，则说明已达到数量守恒。 

（2）长度守恒：在主试把其中一根木棒向右（或向左）移动一段距离后，如儿童回答两 

根木棒的长度不相等，说明儿童还没形成长度守恒；如果回答两根木棒长度相等，则说明长 

度守恒已形成。 

（3）液体守恒：在主试将一个杯子中的液体倒入一个比较高但比较狭小的杯子里后，儿 

童如果回答两个杯子的液体不一样多，说明儿童没形成液体守恒； 如果回答两个杯子里的液



体一样多，则说明儿童已形成液体守恒。 

（4）重量守恒：在主试把其中一个泥球做成薄饼状后，如果儿童回答两个泥球不一样大 

或不一样重，说明儿童没形成重量守恒；如果回答两个泥球一样大或一样重，则说明儿童形 

成了重量守恒。 

（5）面积守恒：如果儿童第二次回答两纸板中留出的面积不相等，说明儿童没有形成面积 

守恒；如果回答两块面积相等，则说明儿童已形成面积守恒。 

5 问题与讨论 

此实验设计是否存有不足，如有应怎样进行完善 

参考书目： 

张莉．儿童发展心理学．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p112p117； 

周宗奎．现代儿童发展心理学．安徽人民出版社，1999，p167170； 

林崇德．发展心理学，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p228229； 

桑标．当代儿童发展心理学．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p121 

实验４ 性别恒常性实验 

1 实验背景介绍 

性别恒常性是指性别不会因外部条件（如服装、发型、活动等）的改变而发生改变，通 

常被认为儿童性别认知发展中的一项重要内容。通过研究发现，幼儿园小班儿童(1.5—2.5 

岁)还不知道自己的性别，儿童的性别自认约发生在  34 岁左右，但是这种性别认识还是很 

不稳定  (张积家，1990)。到 2.5—3 岁，绝大多数儿童都能准确说出自己是男孩还是女孩， 

但此 2.5  也 别桓ƨ



2 实验目的 

2.1  测查不同年龄阶段儿童性别恒常性的 

3 实验方法 

3.1 被试

47岁的儿童若干名 

3.2 实验仪器与实验材料 

女孩的图片、男孩的图片 

3.3 实验程序 

3.3.1 主试首先向被试呈现一个完整的女孩图片，告诉被试“这个女孩叫珍妮” 。然后依 

次指着图片问被试如下问题： 

（1）如果真你想成为一个男孩，她能吗？ 

（2）如果珍妮玩了卡车和男孩的东西，他会怎么样？她会是男孩还是女孩？ 

（3）如果珍妮穿上了男孩的衣服（像图片上的样子），她会怎样？她会是一个男孩还是女 

孩？

（4） 如果珍妮把头发剪短了 （像图片上的样子）， 并且穿上了男孩的衣服 （像图片上这样）， 

她会是什么？她会是一个男孩还是女孩？ 

3.3.2完成上述测验后， 再用一个男孩图片为材料重复上述程序。在每一步骤都要求被试 

说出为什么他们认为图片中的人物仍然是男孩或女孩，或者为什么不再是男孩或女孩了。 

4 实验结果测评标准 

如果儿童回答珍妮在活动、衣着和发式改变后，仍然是女孩，说明儿童达到了性别恒常 

性。如果不能正确回答，则说明儿童没有达到性别恒常性。 

5 问题与讨论 

5.1 被试在回答不同性别图片的时候，性别守恒性有无差异，如有是什么原因，没有又 

是什么原因 

5.2 此实验有什么缺点，应如何进行完善。



参考书目： 

张莉．儿童发展心理学．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p208p209 

张文新．儿童社会性发展．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p431433 

周宗奎．现代儿童发展心理学．安徽人民出版社，1999，p332335； 

实验5 观察学习实验 

1 实验背景介绍 

班杜拉（A.Bandura）是社会学习理论的重要代表人物，他认为来源于直接经验的一切 

学习现象实际上都可以依赖观察学习而发生。在研究过程中，班杜拉注重实验法的运用，即 

在控制条件下，让儿童观察别人的行为，过后看他在类似情景中是否表现出被观察的行为， 

“充气娃娃”实验就是班杜拉设计的著名系列研究。在大量的实验研究基础上，他提出了观 

察学习理论。 

观察学习(observational learning) ，也称替代学习  (vicarious learning)，是班杜拉理论中 

的一个基本概念，具体是指学习者通过观察他人（榜样）所表现出的行为及其后果而进行的 

学习。学习者可以不直接作出行为反应，也不需要直接体验强化，而只是通过观察他人接受 

一定的强化就可完成学习。他人受强化的同时，观察者也受到了“替代强化” 。 

本实验要求学生自行选择社会学习的相关课题，使用行为观察室、Noldus 行为分析系 

统，单独或小组为单位进行实验设计，完成实验报告，并撰写实验报告。 

2 实验目的 

2.1 验证先期提出的有关社会学习理论的相关研究结论； 

3 实验方法 

实验室提供行为观察室、The Observer XT行为分析系统，实验方案由研究者自行设计。 

4 结果分析 

根据实验假设，自行设计实验结果的呈现方式，并进行准确有效的分析。 

5 讨论

根据实验假设与实验结果进行讨论，提出明确的研究结论。

file:///javascript/void(window.open('detail2/observational.htm',%20'newwindow',%20'100,%20width=400,%20height=400,%20top=0,%20left=0,toolbar=no,%20menubar=no,%20scrollbars=no,%20resizable=no,%20location=no,%20status=no'))


实验6 儿童注意力测试 

1 实验背景介绍 

多动症又称注意力缺陷多动症  (ADHD)，或脑功能轻微失调综合征，是一种常见的行 

为问题。这类儿童的智力正常或基本正常，但学习、行为及情绪方面有缺陷，主要表现为注 

意力不集中，注意短暂，活动过多，情绪易冲动，学习成绩较差，在家庭及学校均难与人相 

处，日常生活中常常使家长和教师感到没有办法。国内比较认可的患病率为 3%，男孩居多， 

男女比例为 4︰1 至 9︰1。 

NJ22A儿童注意力测试分析仪是对 6至 16周岁儿童进行注意力集中程度的测量以及训 

练的医学测试仪器。本仪器是根据儿童注意力在临床上所表现出来的稳定性、广度性、分配 

性和转移性这四个特征而开发。眼机电信号有探头采集，经过放大，转换后传送到计算机， 

计算机利用采集来的信号转化成有效数据， 再与内部的数据库相比较最终确定被测儿童是否 

患有儿童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 

2 实验目的 

掌握 NJ22A儿童注意力测试分析仪的测试方法。 

3 测试的实施 

3.1 实验仪器与实验材料 

NJ22A儿童注意力测试分析仪 

3.2 适用范围 

本测验分析仪适用于 6 周岁至 16 周岁的儿童。 

3.3 测试步骤 

3.3.1 测试准备 

（1）接通电源，分别打开主机后面板、主机及显示器开关，稍等片刻后进入主功能界 

面。 

（2）点击“开始”按钮，进入儿童个人信息登记界面，进行相关基本信息材料的填写。 

（3）儿童基本信息输入完毕后，选择某一注意品质诊断，并点击进入相应测试界面。 

3.3.2 正式测试 

稳定性测试 

（１）在儿童注意力诊断信息界点击“稳定性诊断”按钮进入稳定性测试界面。 

（２）测试前，被试按要求贴好电极，电极与三级探头正确连接，探头插头插入测试仪



探头插孔中。 

（３）被试眼睛凝望被测试仪中央的光点，主试调节测试仪前面板上的调零旋钮，仅当 

调零指示器中间一点发亮时，表示调零正确。 

（４）调零结束后，按“回车”键开始正式进入测试阶段。测试是被试眼睛平视显示屏， 

测试期间眼球随着屏幕上的运动目标移动，但要保持头部不能左右晃动。稳定性测试分为变 

速运动、匀速运动、凝视运动测试时间为４分钟，测试第一分钟为模拟阶段，第二分钟为变 

速运动，第三分钟为匀速运动，第四分钟为凝视运动，后三分钟的波形予以记录。 

广度性测试 

（１）在儿童注意力诊断信息界点击“广度性诊断”按钮进入稳定性测试界面。 

（2）主试宣读指导语“这是一个有关注意力的测试，你现在所看到的屏幕上分为三个 

部分，上方为答案输入区，中间为显示区，最下面为功能按钮区。点击屏幕下方的‘开始’ 

按钮后进入测试准备阶段，当你点击‘显示’按钮后，在屏幕中央的显示区会出现若干个小 

黑球瞬间闪过，将你所观察到的小黑球的数量输入至答案输入区，输入结束后点击‘显示’ 

开始下一轮的测试。此次测试共十三轮，前三轮为准备阶段，不计成绩，后十轮未正式测试 

过程。 ” 

（3）测试结束，主试点击“返回”回到儿童注意力诊断信息界面 

分配性测试 

（1）在儿童注意力诊断信息界点击“分配性诊断”按钮进入稳定性测试界面。 

（2）被试双手握好手柄。 

（3）主试宣读指导语“这是一个有关注意力的测试，你现在所看到的屏幕上分为四个 

部分，屏幕左边为声音测试区，右边上方为信息提示区，中间为图片测试区，下方为功能按 

钮区。在测试之前，你必须熟悉掌握图片和声音的全部特征。首先，我们先进入声音的单项 

测试。点击‘声音训练’按钮后，系统会发出一种特定的待选声音，当我按‘回车’键后进 

入声音训练模式，此时系统会随机付出一系列的声音，当你听到的声音与一开始听到的声音 

一致时，请你按手柄上‘L1’键，当你连续按对 3 次后，表示测试通过” 

（4）声音测试通过后进行图片测试。主试宣读指导语“我们现在进入的是图片的单项 

训练。点击‘图片训练’按钮后，在信息提示区会出现一幅待选图片，当我按‘回车’键后 

进入图片测试模式，此时在图片测试区会出现各种各样的图片，当出现的图片与待选图片相



符合时，请你按手柄上‘R1’键，当你连续按对 5幅后，表示训练通过” 

（5）声音和图片测试都通过后，主试点击“正式测试”按钮，宣读指导语“我们现在 

进入正式测试阶段，此时待选图片和声音将同时出现，当我按下‘回车’键后，当听到待选 

声音时，马上按下‘L1’键，看到出现的图片与待选图一样时，马上按下‘R1’键，如果 

同时出现，应同时按下，完成后系统会自动结束。 ” 

转移性测试 

（１）在儿童注意力诊断信息界点击“转移性诊断”按钮进入稳定性测试界面。 

（２）主试点击“开始”按钮后，进入正式测试过程。主试宣读指导语“是一个有关 

注意力的测试， 你现在所看到的屏幕上分为功能按钮区、 测试区和信息提示区。 测试开始时， 

请你注意信息提示区的数字，一开始为‘1’ ，此时要求你看到测试区呈现的数字为‘1’时， 

尽快按下手柄上的‘R1’ ，出现一次按一下，当看到‘0’时则不按；进行若干次后，你会 

听到系统发出的提示音，信息提示区的数字也随之改为了‘0’ ，这时要求你看到测试区的数 

字为‘0’时按键， ‘1’则不按。依此反复 5 次。 ” ， 

（3）测试结束主试点击“返回”按钮，回到儿童注意力诊断信息界面 

3.3.3 保存被试信息 

3.3.4 进入儿童注意力详细信息界面，查看被测者的各项详细信息。 

4 测试分析 

4.1 根据被试的测试成绩，设计训练方案。 

实验7 儿童体格发育评估 

1 实验背景介绍 

生长发育是儿童时期复杂的生物学现象，生长发育贯穿于儿童乃至人的一生。评价儿 

童生长发育，既要有生理指标，又要有心理指标。常用的生理指标有体重、身长、头围、胸 

围、心闷、牙齿等，但常用和最有代表性的是体重和身高。 

儿童体格发育分析与评估系统是用来测量儿童体格发育情况的精密仪器。该测试仪分 

为三个部分：立测部分、卧测部分和 PC 机工作台。立测部分底部为带称重传感器的底座和



称座平台，仪器中间由支架连接顶部的超声传感器支架。系统能自动录入测试儿童的身高和 

体重值，并将所测得的数据通过系统分析，导出儿童体格发育状况。 

2 实验目的 

2.1 掌握儿童体格发育分析与评估系统的使用方法， 

3 评估方法 

3.1 评估仪器 

HS3010 儿童体格发育分析与评估系统 

3.2 技术参数 

立测部分身高检测范围：800mm－1500mm 

卧测部分身高检测范围：300mm－900mm 

立测部分体重检测范围：050kg 

卧测部分体重检测范围：050kg 

3.3 评估步骤 

3.3.1 将评估系统的立测部分或卧测部分与计算机连接，并接通打开电源，稍等拼合进入 

功能界面。 

3.3.2 点击“开始”按钮，进入儿童个人信息登记界面，进行相关基本信息材料的填写。 

3.3.3 儿童基本信息输入完毕后， 选择诊断模版中的 “体格发育” 。 测量前先脱去被试的鞋、 

袜、帽、外衣裤及尿布。根据被测儿童的大体身高选择卧测还是立测。如进行卧测则让小儿 

仰卧在卧测台上， 头接触头板， 面向上。测量者站在孩子的右侧，用左手按直小儿的双膝部， 

使两下肢伸直、并拢并紧贴量板的底板；右手移动足板，使其紧贴小儿的足底，读取数据。 

如果是立测，要求小儿直立，背靠立测台的立柱，使两足后跟、臀部 、双肩及头部均接触 

到立柱，两手垂直于身体两侧，两膝站直，不能弯曲，足跟并拢，足尖稍分开，两眼平视正 

前方，头不能上仰或俯视。 

3.3.4 测量结束后，将数据进行保存或者导入 IC 卡中。 

4 评估分析 

根据婴幼儿体格发育特点，六个月以内需每月测量一次，六个月至一岁半，每三个月一 

次，一周岁半至三岁，每半年一次。三至七岁，每年一次。根据儿童历次评估结果，得到儿



童的生长曲线图，根据此曲线图分析该儿童的体格发育情况。 

实验8 儿童智能发展评估 

1 实验背景介绍 

韦氏儿童智力量表（WISC）由美国韦克斯勒教授制定，1949年出版，是继比内测验之 

后国际心理学界公认的儿童智力量表，适用于 6 至 16 岁的少年儿童，和 WISC 量表适用范 

围相衔接的有韦氏学前儿童智力量表（WPPSI） ，适用于  46 岁幼儿；另有韦氏成人智力量 

表（WAIS） ，适用于 16 岁以上成人。 

韦氏儿童智力量表在  1974 年重新修订并制定了常模，称为韦氏儿童智力量表修订版 

（WISCR） 。1991年，正式出版了韦氏儿童智力量表第三版（WISCⅢ）。韦克斯勒根据多 

年来因素分析的研究， 在量表编制中采用了越来越被证实有效的二分法，即把全量表分为语 

言量表、操作量表两大部分，WISCR 将形式相同的测题分别组成分测验，每一项分测验内 

测题有难易之分并按难度的递增一次排序。 

1980～1986 年由林传鼎、张厚粲主持并与全国 22 个单位协作修订的 WISCR，称为韦 

氏儿童智力量表中国修订版（WISCCR）；龚耀先等于 1993 年修订完成的 WISCR，称为中 

国修订韦氏儿童智力量表（C－WISC）。 

我们这里选用的是WISCCR，量表分为语言量表、操作量表两大部分，共有 12个分测 

验。



5．算术：测量对数的概念和操作（加、减、乘、除）能力，同时可测量注意力及解决 

问题的能力。 

6．积木：测量辨认空间关系的能力，以及视觉分析和手－眼协调能力。 

7．词汇：测量词语理解和表达词义的能力。 

8．拼图：测量想象力、抓住事物线索的能力、手眼协调能力。 

9．理解：测量对社会的适应程度，尤其是对伦理道德的判断能力。 

10．译码：测量学习新联想的能力、视觉运动的精细动作、持久能力和操作速度。 

11．背数：测量瞬时记忆力和注意力。 

12．迷津：测量远见、计划、手眼协调能力。 

每项分测验均单独记分，并可在记分纸封面 WISCCR 个人能力分布（WISCCR 剖面 

图） 上标绘出来。 这张图有利于形象直观的现实儿童在测验中哪些方面较强， 哪些方面较弱。 

语言量表、 操作量表和全量表均可分别求的智商分数。 这样更有利于正确的评定、 诊断智力。 

2 实验目的 

掌握韦氏儿童智力量表的实施、记分与结果解释方法。 

3 测验的实施 

3.1 测验材料 

本测验的全套材料包括： 

测查手册一本、记录表格一份、工具盒一套、迷津和译码测试纸各一张、秒表一只。 

3.2 适用范围 

本测验适用于 6～16岁的少年儿童。城市和农村被试共用一套测验。 

3.3 测试步骤 

（1）主试引导被试或者代被试填写记分纸第 1页上的基本事实项。 

（2）主试宣读指导语： 

今天要你做一些练习——回答一些问题，做一些很有意思的作业；有的题目很容易，有 

的题目比较难。难的题目你也许不会做，或者答不出来。你尽量做就行。你现在年纪还小， 

长大以后就都会做了。现在开始做第一个练习（即测验一）。 

（3）施测韦氏儿童智力量表时，言语测验和操作测验交叉进行。 

（4）各分测验具体施测方法详见量表测查手册。 

4 测验的记分



4.1 实足年龄的计算 

将测试日期减去出生日期，即得实足年龄。每年按 12 个月算，每个月按 30 天算。 

4.2 量表分和智商的换算 

首先，按照记分规则，计算各分测验的原始分。 

其次，查常模转换表，将原始分转换为平均数为 10，标准差为 3 的量表分，即标准二 

十分。

再次，分别将言语测验和操作测验的量表分相加，便可得到言语量表分和操作量表分。 

再将二者相加便可得到全量表量表分。 

最后，根据常模转换表，将上述三个量表分分别转换成言语智商、操作智商和总智商。 

5 结果的解释 

按照智商的高低，智力水平可分为如下若干等级，可作为临床诊断的依据。 

智力等级分布表 

智力等级  IQ 的范围 人群中的理论分布比率 

极超常 

超常 

高于平常 

平常 

低于平常 

边界 

智力缺陷 

≥130 

120~129 

110~119 

90~109 

80~89 

70~79 

≤69 

2.2 

6.7 

16.1 

50 

16.1 

6.7 

2.2 

智力缺陷的分等和百分数 

智力缺陷等级  IQ 的范围 占智力缺陷的百分率 

轻度 

中度 

重度 

极重度 

50~69 

35~49 

20~34 

0~19 

85

10 

3 

2



实验9 儿童社会性发展评估 

1 实验背景介绍 

社会化是指个体在特定的社会和文化环境中，掌握该社会的知识、技能和行为规范，形 

成适应该社会文化的人格，承担一定角色的过程。儿童社会化也称为儿童社会性发展，指儿 

童在一定条件下逐步独立的掌握社会规范，正确处理人际关系，妥善自治，从而客观地适应 

社会生活的心理发展过程。 推动儿童社会化发展的动力主要来自与对儿童发生影响的他人或 

群体，如父母、教师、朋友、亲戚、邻居等，学校、家庭和群体是实施社会化影响的机构。 

在儿童社会化过程中， 儿童并不是无条件的被动的接受他人与社会的影响， 而是会表现出个 

体的主观能动性。同时社会性发展也是一个终身的过程，在不同的年龄阶段有不同的任务和 

内容。

社会性发展的许多研究方法与儿童发展的其他领域的研究是相同的，如实验法、观察法 

等，也有许多研究方法是在社会化领域所独有的，如社会测量法、两难故事法等。这里主要 

介绍社会测量法中的社会距离量表。社会距离量表由美国学者莫雷诺（J.L.Moreno）创立， 

主要用来描述一个群体中个体之间的关系的技术， 测量一个个体或一组个体被其他个体或群 

体接受或拒绝的程度。社会距离是指个体表现出来的对其他个体或群体喜欢与否的态度量， 

所以社会距离量表也是一个态度评定量表。 

2 实验目的 

2.1 掌握社会距离量表的实施、记分与结果解释方法 

3 测验的实施 

3.1 测验材料 

社会距离量表、秒表一只。 

3.2 测试步骤 

（1）发放量表，主试引导被试或者代被试填写基本事实项。 

（2）主试宣读指导语： 

现在发给同学们的是一张调查量表。表的上面部分标有 5 个选择点，选择点的下面 

是该选择点标准的内容。表的下部分左侧是班内同学的姓名，姓名的右边是与上面部分相对 

应的 5 个选择点。要求同学们看到左侧姓名后，根据自己的第一反应，划出相应内容的选择 

点。如果你的第一反应是愿意与他做要好的朋友，就将他的姓名右边的 1号选择点圈起来； 

如果你愿意与他交往但不是好朋友，就将他姓名右边的 2 号圈起来，以此类推，每位同学的 

选择结果我们会负责保密，你可以不在调查表写出你的名字，请根据你的第一反应，放心回 

答，谢谢合作。



（3）测试结束，收量表。 

4 测验的记分 

被划圈的数字即为得分，根据这些得分可以从两个角度计算某一个体的社会距离分数： 

（１）群体社会距离分数。某一被评价的个体的所有得分之和初一评价人数即为群体社会 

距离分数。此分数越高，表明他与群体的社会距离越大，即这个群体越排斥他，此人人缘越 

差。 

（２）个体社会距离分数。个体对群体内每一成员评分之和除以被评价人数即为该人的个 

体社会距离分数。此分数越高，表明其与群体的距离越大，即这个人越主动地书院群体。 

5 结果的解释 

若个体社会距离分数小于群体社会距离分数， 说明此人虽然主动讨好群体，却不易被 

群体接纳。反之，则说明尽管群体容易接纳此人，但他却主动疏远群体， 可能此人不太和群。 

参考书目： 

郑杭生．社会学概论新修．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p113—119; 

李幼穗．儿童社会性发展及其培养．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p2025 

实验10 儿童特殊问题评估 

1 实验背景介绍 

Achenbach 儿童行为量表，或称儿童行为清单（Child  Behavior  Checklist  ,CBCL） ，由 

Achenbach于 1970 年编制，并于 1983 年出版了使用手册。CBCL是根据转诊问题儿童和健 

康儿童之间的鉴别点为基础编制而成，主要用来识别和评价行为和情绪问题高危儿童，但是 

不能给出心理障碍的诊断。根据评估对象及评估人的不同，CBCL有四种表格：家长用、老 

师用和年长儿童自评用，其中家长用表分为 23 用表和 418 岁儿童用表。 

这里选用的是我国修订的 416 岁家长用表。 此表由熟悉儿童的父母或照料者进行填写。 

一般通过对儿童的观察和了解，填写其最近半年来的情况。此量表的内容分为三个部分：一 

般情况、社会能力和行为问题。在行为问题 113条项目中，经因素分析归纳为 89因子，不 

同性别、年龄组的因子组成有差异。这些因子涉及了儿童、少年期可能出现的常见精神病理 

现象。当通过初步测评，被测儿童、少年的  CBCL 总分或社会能力某因子分低于分界值， 

或行为问题高于分界值，均提示我们需要进一步的检查，以明确儿童、少年是否存在某种病 

理心理现象。 

2 实验目的



掌握 CBCL量表的实施、记分与结果解释方法。 

3 施测步骤 

3.1 评定方法 

针对  416 岁儿童的家长用的 CBCL，由熟悉儿童的父母或者照料者，通过半年来对儿 

童的观察情况进行有关填写。在填写时，须对填写者进行必要的指导，以确保其准确性和可 

靠性。

3.2 评分标准 

第一部分项目不计分。 

第二部分除个别条目外，均需计分，具体参照测查手册 

第三部分，113 条行为问题随机排列。依据儿童或少年最近半年的情况评定 ，具体选 

项为无、轻度或有时有、明显或经常有，分别评分为 02 分。 

4 测验的记分及解释 

第二部分的社会能力归纳为 3 个因子，即活动情况、社交情况及学习情况，得分越高表 

明社会能力越强。 这一部分国内尚无常模。 量表作者根据美国常模的 2 百分位数作为分界值， 

低于该值即认为可疑异常。 

第三部分每一条行为问题都有一个分数称为粗分或原始分，把 113 条的粗分加起来，称 

为总粗分，分数越高行为问题越大，越低则行为问题越小。国外根据大样本的统计分析，算 

出正常上限分界值： 45、 611、 1216 岁男孩分别为 42、 4042 和 38， 同龄女孩分别是 4245、 

3771 和 37。超过分界值的儿童或少年，应做进一步的检查。 

实验11 学习困难儿童行为分析 

1 实验背景介绍 

学习困难一词源自美国 Samuel kirk 1963 年提出来的学习失能（Learning Disabilities） 。 

学习失能是一个统称种种障碍群的术语。它表示听、说、读、写、推理或算术诸能力的习得 

与应用显著困难。这些失能内发于个体，估计是中枢神经系统的功能障碍所致，在人的整个 

一生中都有可能发生。行为的自我调节问题、社会性认知问题、社交中的问题在学习失能者 

中也会发生，其本身并非学习失能的本质。学习失能也可能伴随其他缺陷状态(例如：知觉 

障碍、弱智、重度的情绪障碍)或者环境影响(文化差异、不充分或不适当的教法之类的影响) 

发生，但学习失能不是这些状态或影响的直接结果。在我国用得比较广泛的术语是“学习困



难” ，其含义除学习失能外，还包括传统意义上的学业不良。 

我国学者对学习困难儿童的研究内容主要包括， 学习困难儿童认知因素和高级认知过程 

的特点，如注意、感知觉方面的特征，工作记忆、元认知和学习策略等；学习儿童的非认知 

因素，如个性特点、家庭环境和社会性发展特点等。近来，对于学习困难儿童的研究者开始 

尝试将学习困难儿童的各种特征与以结合进行研究。 研究方法主要采用问卷调查法、 记忆实 

验、眼动实验等。 

本实验要求学生自行选择学习困难儿童的相关课题，使用 Noldus 行为分析系统，单独 

或小组为单位进行实验设计，完成实验报告，并撰写实验报告。 

2 实验目的 

2.1 验证先期提出的有关学习困难儿童的相关研究结论； 
2.2  掌握The Observer XT行为分析系统的使用方法。 

3 实验方法 

实验室提供 The Observer XT行为分析系统，实验方案由研究者自行设计。 

4 结果分析 

根据实验假设，自行设计实验结果的呈现方式，并进行准确有效的分析。 

5 讨论

根据实验假设与实验结果进行讨论，提出明确的研究结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