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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儿童心理卫生
·

儿童的短时距再现能力
’

陆小英 ① 李惠芬 ② 方格 ①

摘 要 】目的 探查 儿童的短时距再现能力
,

方法 计算机个别测试
,

经过专业门诊诊断的

儿童以及正常对照组儿童各 名分别完成 秒和 秒的短时距视觉再现任务 结果 儿

童的短时距再现能力 秒成绩高于正常儿童 土 土 , 二 , ,

秒

成绩低于正常儿童 士 土 , , 。

童的 秒和

秒上的再现误差高于正常对照组 士 士 , , , 土 士

, 二 , ,

对 秒再现的准确性高于 秒 儿童在 秒和 秒再现误差百分

比均高于正常儿童
, , 二 , , ,

犷
二 , 。

结论

儿童的短时距再现能力明显比正常儿童差
,

时距长度是影响儿童时距再现的重要因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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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时距
,

是指两个连续事件之间的间隔或某一

事件持续的时间段
。

其中
, 一 秒被心理学家界

定为短时距川
。

对时距的认知是时间认知研究 的重

要内容
。

近年来
,

在探查正常个体时间认知的同时
,

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开始把 目光投向异常个体的研究
,

如注意 缺 陷多 动患 者 即
, 。

国外对 儿童时距认知的研究 已经取得 了

一定的研究成果
。

肠
’ 、 ’」等的研究发现

,

与正常对照组相比
,

儿童在时距再现上存在缺

陷
,

其时间再现有较大的误差 再现时间与实际时

间的差值
。

研究发现 儿童时距再现的准确性

随时距长度 的增加而降低 , 一

城 的研究表 明
,

儿童更容易高估较短时距
,

低估较长时距
,

实

验组与对照组之间差异显著〔’〕。

获得的研究结论

则与上述研究有所 不 同
,

他发现 当时距为 秒时
,

儿童与控制组差异不显著 当时距为 秒时
,

差异则显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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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 儿童时距认知的研究起步相对较晚
,

目前仍鲜有研究者涉足这一领域
。

本研究初步探讨了

我国 儿童时距认知的特点
,

以及其与正常儿

童时距认知 的差异
,

以便更全面地 了解 儿童

与正常儿童认知差异的主要原因
,

进一步丰富儿童时

间认知和 儿童研究的成果
。

对象和方法

对 象 组 经 过 专业 门诊 诊断 的

儿童 名
,

平均年龄为 岁 个月
。

其 中
,

男 名
,

女 名
。

正常对照组 来 自于江苏省南京

市某中等教育水平以上的普通小学的正常儿童 名
,

在年龄
、

性别与智商上 与 儿童进行 了 匹 配
。

所有被试智力正常
,

右利手
,

无其它精神疾病
。

方法 使用 编制时距再现 的实验程

序
,

通过计算机个别测试
。

在每个实验单元
,

先呈现

一个目标刺激
,

要求被试估计其在屏幕上停留的时间

在本实验中
,

目标刺激的停留时间是固定的
,

为

秒
、

秒
,

以 年的研究为参照
, 玉 继

而呈现一个探测刺激
,

要求被试再现 目标刺激在屏幕

上停留的时间
,

被试按键作出反应
。

目标刺激和探测

刺激的形状
、

大小
、

颜色完全一致
。

在正式实验之前

配有练习
,

以使被试了解整个实验的程序
。

评价指标 以认知心理学家最常采用 的时距认知

的研究指标
“

时距再现的平均长度
” 、 “

时距再现的

平均误差
”

以及
“

时距再现的平均误差百分比
”

为

本研究的评价指标 「’一 。

本实验中
,

儿童需对每种长

度的时距进行 次再现
,

取其平均值为儿童的平均再

现长度
。

儿童所再现的时距长度与标准时距之间有一

差值
,

其平均值即为时距再现的平均误差 时距再现

的平均误差百分比为对同一时距进行再现的误差百分

比的平均值
〔

时距再现的平均误差和平均误差百分比

可以更精确地反应儿童时距再现的准确性
。

统计分析 进行方差分析
、

卡方检验
。

多因素方差分析的结果表明
,

对所有被试而言
,

时距长度 秒
、

秒 的 主效 应显 著
,

, ,

说明听有儿童已经能够

区分 秒和 秒
。

儿童和正常儿童进行 比较
,

二者在时距再现长度上的差异 显著 】
, 二

,

尸
,

组别和时距 长度的交互作用 不显

著
。

单因素方差分析的结果表明
,

儿童对 秒

的再现时间显著长于正常儿童
, ,

尸 儿童对 秒的再现时间显著低于正

常儿童
, ,

尸

,

儿童的时距再现误差及其与正常儿童

的比较

表 儿童和正常儿童时距再现的误差及标准差 贾士 人 ,

毫秒

组别 秒 陀 秒

组 刀 二

对照组 入

士

土

】 士

士

多因素方差分析的结果表明
,

儿童和正常

对照组在 秒和 秒上 的再 现误 差 差 异 显 著
, 二 ,

尸
,

组大 于对照组

对所有被试而言
,

时距 长度的主效应显著
,

, ,

儿童对 秒的再现误差显

著低于对 秒的再现误差
,

即对 秒更能精确估计

单因素方差分析的结果表明
,

儿童对 秒和

秒的再现误差均显著高于正常儿童
, 二

, , ,

儿童与正常儿童的时距再现平均误差

百分比比较

︵零︶公余冲

结 果

儿童时距再现的平均成绩及其与正常

儿童的比较
组 对照组

表 蕊 儿童和正常儿童时距再现的平均成绩比较 又士 ‘ 毫秒
图 和正常儿 时距再现平均误差百分比比较

组别 秒 秒

组 浑

对照组 刀

二 士 以

创〕 士 别

士

土

从图 可见
,

在 秒和 秒的短时距再现任务

中
,

儿童的再现误差 百分 比均高于正常儿童
, , 月

, ,

,

均 差异有显著性
。

童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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秒的平均再现误差百分比 低于对 秒的

平均 再 现 误 差 百 分 比
, , ,

尸

,

正 常儿 童 对 秒 的 平 均 再 现误 差 百 分 比

低 于 对 秒 的 平 均 再 现 误 差 百 分 比
, , , 。

讨 论

在现有的关于儿童时距再现能力的研究中
,

一种

较为流行的观点认为儿童的时距再现能力是以注意为

基础的
,

是为时距再现的注意模型 〔‘“ 一 ” 〕。

本研究显

示
,

在 秒的时距再现上
,

儿童的成绩高于正

常儿童
,

但在 秒上低于正常儿童
,

在时距再现误

差以及误差百分比上
,

儿童均高于正常儿童
,

提示 儿童在时距再现上存在缺陷
。

鉴于

儿童以注意缺陷为重要特征仁”
,
’ 〕,

据此
,

可 以认为
,

注意是影响时距认知的重要因素
。

本研究结果为时距

再现的注意模型提供了进一步的实验证据的支持
。

在时距再现的误差上
,

儿童对 秒的再现

误差低于对 秒的再现误差 在时距再现的误差百

分比上
,

儿 童 对 秒 的 再 现 误 差 百 分 比

低 于 对 秒 的 再 现 误 差 百 分 比
,

提示 儿童对 秒再现的准确性高

于对 秒再现的准确性
。

正常对照组亦然
。

由此可

以推测出
,

时距长度是影响儿童再现能力 的重要 因

素
。

与正常儿童相 比
,

儿童倾向于高估 秒

平均值为 秒
,

误差百分比为
、

低估

秒 平 均 值 为 秒
,

误 差 百 分 比 为
。

这与 儿童注意的稳定性差有相当的

关系
。

当时距长度增加时
,

儿童注意的负担也随之增

加
,

再现的准确性降低
。

长期以来
,

在对 儿童的诊断中常因缺乏

一个统一的标准而 困惑
,

对 儿童的诊断多依

赖于一般认知能力测验如瑞文推理等
,

而特殊认知领

域的测量工具的应用则相对较少
。

如果在时距再现能

力的测量上
,

儿童与正常对照组的确存在显著

差异
,

可以想见
,

对 儿童的诊断又将增加 了

一条新途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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