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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探讨了均龄 10. 8 岁的弱智儿童的视、触长度知觉辨别能力, 并与均龄相同的正常儿童作了比较。结果表明,

无论是弱智儿童或是正常儿童, 对长度知觉的辨别, 视觉的结果均明显优于触觉的结果。弱智儿童对长度知觉的辨别的准

确性, 无论是视觉或是触觉的结果均明显低于均龄相同的正常儿童。这表明智力缺陷也会对人的低级心理功能产生明显影

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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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 h is study w as investigating the ab ility of discrim ination of length by sigh t and touch in m entally retarded

ch ildren aged 9～ 12 (average age 10. 8). T he IQ of the m entally retarded ch ildren from 39 to 59, the average IQ w as 49. 3.

T he resu lts show ed that the accuracy of discrim ination of length by"Sigh t- Sigh t"condit ion w as m uch better than under"

Touch - Touch" condit ion. Comparing the resu lts w ith the no rm al ch ildren aged 10～ 11 (average age 10. 4) , it w as found

that the accuracy of discrim ination of length by sigh t and touch w as obvious low er than the no rm al ch ildren, it suggests

that the IQ difference among the ch ildren m ade obvious influence to their percep tual discrim in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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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长度知觉的研究, 心理学家过去的工作侧重于正常

人较多, 着重探讨影响长度知觉的各种因素。早在 60 年代

王更生等便进行了刺激的绝对大小对视觉长度比例辨别的影

响的研究[1 ], 发现标准刺激的绝对大小影响长度比例辨别。

后来人们又深入探讨了触觉长度知觉方式问题 [2 ] , 实验结

果表明, 触摸方式的不同 (用食指从刺激的一端摸到另一

端, 或用拇指夹住刺激两侧并触摸) 对触觉知觉有重要作

用, 它影响触觉长度信息的接收与编码。

过去曾有这样一种观点, 认为弱智儿童受损害的主要

高级的心理过程, 如记忆、思维、意志等过程, 在一些低级心

理过程, 如感觉和知觉方面与正常儿童不会有明显的本质

的差异[3 ]。也有一些资料表明, 弱智儿童的知觉范围窄, 速

度慢, 知觉不够准确, 但这些大都从对他们行为中观察得出

的印象, 缺少专门的实验材料[4 ]。

在本文中我们探讨了弱智儿童的视、触的长度知觉辨

别特点, 并与均龄相同的正常儿童作比较, 提示弱智儿童

视、触长度知觉辨别的发展规律, 这对有针对性地加强弱智

儿童的感知觉训练与教育具有积极意义。

1　对象与方法

1. 1　被试　弱智儿童 22 人, 来自北京安华学校弱智班学

生, 男生 14 人, 女生 8 人, 年龄 9～ 12 岁, 平均年龄 10. 8

岁, 智商在 38～ 59, 平均智商为 49. 3, 属于中度智力残疾;

另有正常儿童 22 人, 男女各半, 来自北京中关村第二小学

的四、五年级的学生, 年龄 10～ 11 岁, 平均年龄 10. 4 岁。

1. 2　实验装置　采用一台特制的长度知觉仪进行实验。此

装置为一长方形板, 方形板由两个支架支撑, 板的前面有一

块同样长度的玻璃。在长方形板与玻璃板之间可以见到一

条黑色直线, 全长 400 厘米 (cm ) 长方形板的左右两半侧各

有一个可移动的板盖。两板盖靠拢合并时, 便遮盖着玻璃板

后的黑色直线条。长方形板的正中圆心为中心点。将盖板的

盖子由中心点往左或右向外侧移动时, 即可见到玻璃板后

面的黑线条。用移动盖子的距离来控制所呈现的线条的长

度。在长方形板的背面可读出线条长度的准确数值, 以毫米

(mm )为单位。

1. 3　实验步骤　实验是个别地进行。正式实验前主试先向

被试详细说明实验要求及做法, 并进行若干次练习。进行视

觉长度知觉实验时, 由主试从中心点移动面对被试右侧的

盖子至一定距离 (从长方形板背部上的刻度可读出移动的

长度数值) , 此段长度即为标准刺激。待被试知觉此长度留

有印象后, 主试即将盖板移回至中心点。然后主试再从中心

点开始, 重复刚才的作法, 等盖子移动至被试看起来认为是

到了刚才所知觉的距离 (长度)为止 (即为比较刺激)。被试

可以指示主试来回调节, 直至他满意为止。主试从装置的背

面记下被试辨别的结果。视觉知觉长度实验的标准刺激长

度分别为 8cm 及 15cm , 每个长度各进行 2 次实验, 计算其

平均误差值。

进行触觉知觉长度实验时, 被试由一黑色眼罩遮住双

目, 使其不能看到前面物体。主试将右侧的盖子移开, 让被

试将食指放于长方形的上方边沿, 从中心点慢慢地向右侧

移至一阻挡隔板处 (此隔板阻挡被试的食指不能再继续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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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前进, 此长度即为标准刺激)。然后由主试引导被试的食

指返回中心点; 再由被试重复刚才移动的距离 (此时将阻挡

被试食指继续前进的隔板拿走)。被试凭着刚才的触觉感受

的长度, 来重现刚才的知觉距离, 直到他认为确切为止。主

试记录其误差值。触觉长度标准刺激也分别为 8cm 及

15cm。每个长度各进行 2 次, 求其平均误差值。

全部被试进行视、触长度知觉辨别时, 作了组内平衡,

即一半被试先做触觉实验, 然后再进行视觉实验 (中间休息

10 分钟) , 另一半被试则反之。

2　结果

由于长度 8cm 及 15cm 的长度辨别结果二者无明显差

异, 我们将二者的结果合并一起计算, 结果见附表。

　　附表　 弱智儿童与正常儿童视、触长度辩别结果比较 (单位: cm )

被试 　　　　　视——视　　　　　 　　　　　触——触　　　　　 差异性比较

平均误差值 标准差 平均误差值 标准差

弱智儿童 1. 03 0. 43 1. 99 1. 00 t= 4. 051 P < 0. 001

正常儿童 0. 42 0. 20 1. 17 0. 69 t= 5. 003 P < 0. 001

差异性比较 t= 6. 777 P < 0. 001 t= 5. 616 P < 0. 001

　　从附表可见, 无论是弱智儿童还是正常儿童, 视——视

的结果均明显优于触——触的结果, 二者的差异, 经统计处

理, 均达到 P < 0. 001 水平显著。弱智儿童的长度知觉辨别

的结果, 无论是视——视条件或是触——触条件, 均明显较

之正常儿童为差, 也即长度知觉辨别的误差值明显大于正

常儿童 (P < 0. 01)。

3　讨论

人们获得外界的信息, 约 80% 通过视觉获得。在人类

生活中, 视觉的作用无疑是最重要的。人们通过视觉认知外

界物体的各种特性。盲人由于失去视觉, 他们对外界获取的

信息要比正常视觉者要少得多, 但他们的触觉可以一定程

度上补偿由于失去视觉的某些信息。在我们以前的一项有

关正常儿童及盲童大小知觉的实验中, 发现盲童的触觉对

物大小知觉的准确性明显高于正常儿童的触觉结果, 但他

们用触觉辨别物体大小的准确性仍然明显低于正常儿童用

视觉辨别的结果[5 ]。在正常人中对物体大小辨别的结果, 视

觉明显优于触觉。Kelvin [6 ]及林仲贤和韩凯[7 ]的有关大小

知觉研究中早便得到证实。这种现象在弱智儿童中也同样

存在着。

在正常儿童与弱智儿童中, 视觉器官与触觉器官的功

能应该说都是属于正常的, 但为什么二者之间, 无论是通过

视觉辨别长度还是通过触觉辨别长度, 正常儿童均明显优

于弱智儿童呢?这种情况表明, 智力缺陷也会对人的低级机

能, 如对感觉和知觉产生着影响。因此, 在智力落后儿童中

加强对其感知觉机能的训练还是很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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