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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研究者采用两种视觉检测时任务
,

比较了 至 岁超常和常态儿童的检测时发展变化特点
。

结果发现

随着年龄的增长
,

超常组和常态组儿童的检测时都呈现出逐步减小的趋势
,

并且对于不 同任务的检测时
,

两组儿童

的发展速度不同
,

但均未表现出性别差异 在不同的年龄段和不同的检测时任务 中
,

超常组儿童的检测 时均显著地

快于常态组儿童
。

通过对两组儿童的检测时发展速率的 比较还发现
,

儿童的检测时发展基本上不受学校知识或经

验的影响
。

另外
,

两组儿童的检测时和智力测验分数之间都有中等程度的负相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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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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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号

问题提出

个体智力差异 的本质是什么
,

一直是智力研究

领域 内最基本的问题
。

超常儿童作为一个特殊的儿

童群体
,

其与常态儿童在智力上的差异实质是什么
,

常常被看作是这一问题的重要表现之一
。

先前的研

究者采用各种任务
,

对超常与常态儿童的各种认知

能力进行 了大量的 比较研究
。

例如
,

言语
、

记忆
、

思

维 包括创造性思维 等
。

但是
,

这些研究基本上

集 中在人的高级认知活动上
,

而在一些基本 的心理

过程 例如
,

信息加工速度 上超 常和常态儿童之间

是否存在本质性的差异
,

却很少涉及
。

受信息加工理论的影 响
,

一些研究者将信息加

工速度作为智力个体差异的重要基础阁
。

由此可推

论
,

智力超常儿童与常态儿童在基本 的信息加工速

度上可能存在着某些差异
。

大量研究表 明
,

在各种

有时限要求的认知作业任务 中
,

超常儿童 的反应 时

比同龄常态儿童快
,

并且随着年龄的增长
,

两者的反

应时均逐渐减 小 , 〕。

从方法学上来看
,

这些 实验

研究基本上采用反应时任务
。

在智力与信息加工速

度研究领域内
,

反应 时任务 和检测时任务是两种基

本的实验范式
。

近年来
,

检测时任务受到越来越多

的重视
。

这是因为与简单反应 时任务相 比
,

检测时

任务涉及的加工过程更少
,

比如
,

检测时中几乎不涉

及运动时间
,

也不存在反应 时实验 中的速度 一 正确

率权衡的问题 大量研究发现
,

检测时与 之间存

在着中等程度的负相关 约为
一

圈
。

这种相关 已

被很多研究者解释为智力个体差异和 因素的认知

基础
。

刘正奎等采用检测时任务对常态儿童的发

展作了初步的探讨
,

结果发现
,

随着年龄 的增长
,

儿

童的检测时有逐步减小 的趋势
,

并受到检测时任务

类型的影响川
。

那么
,

超常儿童 的检测 时是否也表

现出同样的发展趋势 超常与常态儿童检测时之间

的差异是否随年龄 的增长而变化 另外
,

有关检测

时与智力测验分数之间相关的稳定性和可靠性 已得

到了很多实验的支持阁
。

但是这一研究结论的普遍

性还需要一些来 自特殊群体的数据支持
。

而超常儿

童作为一个特殊的群体
,

其检测时与智力测验得分

之间是否也存在着这种稳定的相关

在信息加工速度 的发展研究 中
,

采用反应 时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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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研究发现
,

随着年龄的增长
,

信息加工速度的性别

差异在不同程度上呈现缩小的趋势
。

刘正奎等采

用检测时任务则发现
,

在不 同的年龄段均未发现信

息加工速度的性别差异川
。

那么超常儿童的信息加

工速度是否有性别差异呢

当前
,

检测时的发展机制问题是检测 时与智力

研究领域 内的基本 问题之一
,

但这方面 的研究还很

少
。

等采用交叉滞后设计〔 ,

并 引进 了

可能会同时对检测 时和智商产生影 响的第 三个 变

量
。

例如
,

成熟和练习等
。

结果发现
,

检测时的发展

变化主要依赖于成熟
。

最近 采用 了更精

确的设计 和足够样本对 等研究作 了进

一步的探讨 〕,

结果发现
,

在儿童发展过程 中
,

练习

效应对检测时的影响比成熟效应更大
。

而且长期的

练习效应对检测时的作业改变要 比短期的大
。

这些

研究表明
,

练习经验对儿童检测时发展仍然具有重

要影响
。

在儿童成长过程 中
,

通过学校教育获得 的

知识是其经验的最重要组成部分
,

那么这种 由教 育

获得的知识经验对儿童检测时的发展速度有什么影

响 而成熟因素在其中又起到多大作用

针对以上的问题
,

本实验采用 了两种视觉检测

时任务
,

考察超常与常态儿童的检测时发展特点
,

及

其与智力之间相关的普遍性
。

方法

被试

本研 究 的被试 为某 小 学 和某 中学 的学 生
,

共

人
。

其中男生 人
,

女生 人
。

分为 岁
、

岁和 岁三个年龄组
。

各组平均年龄和标准差见

表
,

其中超常组 人
,

常态组 人
。

并且每个年

龄段中超常和常态组被试 的平均年龄差异不显著
。

被试裸视或矫正视力正常
,

没有言语障碍
。

超常组儿童取 自超常儿童实验班
,

常态组儿童

取 自普通班
。

其中超 常儿童实验班的选拔遵循
“

多

指标
,

多途径
”
的原则

。

小学和初 中分别招生
,

各 自

从 名 同龄 儿 童 中选 取 名 左 右 的儿 童 组

成
, 。

分别用 年时间完成小学 年和中学 年

的学业
。

表 被试的平均年龄《岁

常态组 超常组 常态组 超常组 常态组 超常组

男

女

总体

,

,

,

注 括号内为标准差
。

实验设计

本研究分为两部分
,

第一部分考察超 常与常态

儿童的检测时发展特点
,

第二部分探讨超常与常态

儿童的检测时与智力的关系
。

第一部分实验采用

年龄 检测时任务 性别 组别 的多

因素混合设计
。

第二部分实验采用相关法
,

两个变

量分别为检测时和智力测验分数
。

实验材料

检测 时任务 本实验将检测时定义为观察

者能正 确辨 别 一 个 明显 的刺激 特 征 且 正 确 率 为

时
,

其最 小

值
。

采用二种任务来测量检测时
,

即线段检测 时任

务和数字检测时任务
。

线段检测时任务是一项经典的任务
,

它要求被

试判断两条线段的长短
。

实验的刺激材料 由两条垂

直的线段和一条水平的线段构成
。

两条垂直线段的

长度分别为 和
。

两条垂线间的平行距

离为
,

两条垂线 由长为 的水平线连在一

起
。

实验采用 了 和 ‘, 口

提出的掩蔽刺激
。

它 由两条长 的垂线组成
,

其中在距离水 平直线 与 之间是两条

加粗的垂直线段 见图

注视点一一 一卜 刺激 一一一一一一一卜 掩蔽刺激

图 线段 任务呈现程序 邑
,

考 虑 到 检测 时任 务 对 儿 童 检 测 时 发 展 的影

响仁 」,

及其对检测时与智力测验得分之间相关的影

响川
,

实验采用了 自行设计的数字检测时任务
,

这项

任务是经典线段检测 时任务 的一个变式
,

它是根据

设 计 的 字母 检 测 时 任 务 修 改 而 成

的川 〕。

实验刺激材料是 由 。 十个数字组成的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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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
,

计算被试在 次判断中的正确率
,

比较 尸 和

的大小
,

如果 几
,

则下一组刺激呈现 的时间

一 一
· ·

⋯ 如果
,

则下一组刺激呈现的

时间 一 十
· ·

⋯
,

这 样 不 断 地 反 复 直 至 ,

一 。 。

结果

超常与常态儿童的检测时发展比较

采用 软件对检测时进行 年龄

检测时任务 性别 组别 多因素重复测

量的方差 分析
。

结 果 显 示
,

年龄 的主效应 显 著
,

,

一
,

检测时任务的主效应显

著
, , ,

组别 的主效应显

著
, , ,

性别 的主效应不显

著
, , ,

户 检测时任务与年龄

间的交互作用显 著
, ,

一
, , ·

年龄和组别间的交互作用显著
, , ,

检测 时
、

年 龄 和组别 三 者 间交互 作用 显

著
, , , 。

方差分析 的事后

差异检验表明
,

常态组与超常组都表现为 岁与

岁
、

岁与 岁之 间的差异显著
,

但

岁与 岁之间的差异不显著
。

这些结果表明
,

不同任务 中
,

两组儿童的检测时

均不同
。

其中
,

数字任务的检测时较慢
。

但是
,

随着

被试年龄的增长
,

两种任务 的检测 时均表现 出逐步

减小的趋势
。

一一一奋一数字超常常
··

⋯⋯数字常态态
日】 目 蚕幻 幽沙沙

少、七又只日 币币
··

⋯⋯线段常态态

一 ’ “ 一 ‘

一
如

巾

二
户 。 ,

日日玛曰工

对两位数
,

其中
,

五对数字相 同
,

五对不 同
。

每

个数字出现的概率相同
。

每对数字构成的笔划数基

本相同
,

采用 个随机数字作为掩蔽刺激
。

智力测验 本实验采用 文化公平测

验
’ ,

简称 儿童

版 来测量儿童 的智 力
。

文化公平测验在理

论上根源于“

液态智力 ”学说
,

它能很好地反映一般

智力 因素 中最稳定 的潜在核心 内容
,

并在一定

程度上将个体真实的一般能力从学校教育及社会背

景 中分离出来
。

因此
,

它不仅具有高度的智力 内涵
,

也最少受到文化的影响 〕。

预试结果表明
,

它与标

准瑞文推理 中文版 的相关为
。

本 实验采用

测验的原始分来表示儿童的智力发展水平
。

实验程序

实验在
一

机上进行
,

显示器分辨率为
,

刷新频率为
。

实验练习阶段
,

主试提醒

被试实验不要求速度
,

从容反应 即可
。

正式实验时
,

首先
,

屏幕中央呈现一个注视点
“ 十 ” ,

随后

出现 目标刺 激
,

目标刺 激消失后
,

立 即呈 现

掩蔽刺激 从刺激呈现到掩蔽刺激出现之间的时间
,

即 是由主试控制 的
,

它可 随着被试判断 的正

确率变化而改变
,

然后要求被试对 目标刺激做出判

断
。

在线段检测时任务 中
,

要求被试判断两条垂线

哪个较长
,

然后按相应的键做出反应 长的线段出现

在左边按 键
,

长的线段出现在右边按 键
。

其中

长的线段 出现在左边或右边是随机 的
,

见 图 数

字任务呈现程序与线段任务相 同
,

但要求被试判断

两个数字是否相同 相同按 键
,

不同按 键
。

每

位被试需完成 以上二种检测时任务
,

每一项任务大

约需要 分钟左右
,

为 了平衡任务 的顺序效应
,

二

种任 务 的呈 现 先 后 各 半
。

中 间 有 一 段 自由休 息

时间
。

检测时的计算方法

检 测 时 的计算采用 限定 法
‘ 〕,

基本算法描述如下 首先设定实验中检测时

正确率
。

一般为 或
,

刺激呈现时间的

初始值 一般大于
,

正 常被试均能正确无

误地完成判断任务
,

以及每个刺激呈现时间下刺激

呈现的次数
,

然后 以初始值 为刺激呈现时间
,

反复呈现刺激 次 根据实验要求
,

可设为 次或

次或更 多
,

计算被试 在 次判 断 中的正 确率

尸
,

比较 尸 和 尸。
的大小

,

如果 尸。 ,

则下一组刺

激呈现的时间 一
,

其 中 为步长
。

然后
,

以 , 为新的一组刺激呈现时间再反复呈现刺激

年龄 岁

图 超常组与常态组 任务平均数 比较

为了进一步考察检测时的年龄发展特点
,

以

岁至 岁为变化区域
,

计算检测 时的变化速率 由

于只有三个年龄段
,

采用近似地将检测时与年龄之

间看作为线性函数关系
,

变化速率即是此线性 函数

的斜率
。

经计算
,

线段检测时和数字检测时变化速

率分别为 超常组
一

年 线段 和 年

数字 常态组
一

年 线段 和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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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
。

这一结果表 明
,

在 至 岁 的年龄段 中
,

两组儿童在两种检测 时任务 中的发展速度是不 同

的
。

其中数字检测时任务 的减小速率较快
,

而线段

检测时任务减小速率相对慢些
。

并且常态组在两种

任务中的发展速率均快于超常组 见图
。

超常儿童和 常态儿童 的检测 时与智力测验分

数的相关分析

采用相关分析
,

考察超常 一 与常态儿童

一 的检测 时与智力测 验分数 的相关趋 势
。

表 显示
,

两组儿童的检测时与 智力测验分

数均有明显的负相关
,

并且在不同的检测时任务 中
,

均表现出较高的一致性
。

衰 超常儿 和常态儿 的检测时与 犯 分数的相关矩阵

得分
一

超常组

常态组

一 苍

一

二

一

二
一 ‘ 苍

注 下 一 线段检测时 一 数字检测 时
。

一 智力 测

验分数
。

”
, “ 一 。

年龄是信息加工速度和智力差异的重要变异来

源
,

为了进一步考察检测时与智力之间的关系
,

将年

龄作为控制变量进行偏相关分析
。

表 显示
,

在控

制年龄因素后
,

两组儿童的检测时与 智力测

验分数的相关均有一定程度 的降低
,

其中超常组 的

相关未能达到显著
。

这说明
,

对两组儿童而言
,

年龄

对 与智力的相关都有一定影响
。

其 中超常组儿

童对年龄更敏感
。

表 超常儿 和常态儿童的检测 时与 分数的偏相关

矩 阵

得分
一 一

超常组

常态组

一

一

一

一

注 线段检测时 数字检测时
。

一 智力测

验分数
。 ‘ , 一 。

讨论

超常与常态儿童检测时发展的比较

本实验结果表明
,

至 岁超常和常态儿童的

检测时具有以下共 同特点
。

首先
,

两组儿童 的检测

时均随年龄的增长而变化
,

并在不 同的检测时任务

中
,

都表现出逐步减小 的趋势
。

这一结果与反应时

研究 中的结果是一致的
,

即超常与常态儿童 的信息

加 工 速 度 随 年 龄 增 长 而 呈 现 出 逐 渐 加 快 的 趋

势 , 们 。

其次
,

两组 儿童 的检测 时发展 速度 与检 测

时任务有关
。

其中
,

数字任务的加工时间较慢
,

线段

任务的加工时间较快
,

并且数字检测时随年龄 的增

长变化速率较快
。

第三
,

无论是线段检测时任务还

是数字检测时任务
,

超常组 与常态组儿童的检测时

在 至 岁间有显著变化
,

而在 至 岁间变化

不显著
。

这表明
,

超常与常态儿童 的检测时发展具

有相似的年龄特点
,

即基本上能在相 同的年龄段达

到较稳定的水平
。

最后
,

超常组与常态组儿童的检

测时均未发现性别差异
。

以上几点表 明
,

超常与常

态儿童的检测时具有相似的发展模式
。

同时在本研

究所涉及的两项任务 中
,

超常与常态儿童的信息加

工速度也存在显著 的差异 超常儿童在两项任务及

不同条件下的反应 时均 明显快于常态儿童
,

并且这

种差异存在于不 同的年龄段中
。

这一结果也与有关

反应时研究 中的结论是一致 的比‘〕,

这表 明
,

虽然超

常儿童与常态儿童具有相似 的发展模式
,

但是超常

儿童在发展的基点和最终达到的水平上都要高于同

年龄组的常态儿童
。

这些结果支持了信息加工速度

在智力活动中具有重要作用的观点
。

超常与常态儿童检测时的发展速率

本实验发现
,

随着年龄的变化
,

超常组与常态组

儿童的检测时变化速率是不同的
。

即常态组儿童检

测时变化的速率要稍快于超常组儿童
。

这一现象可

能是 由于以下两个原因引起的 第一
,

超常儿童信息

加工速度发展的快速期可能要早 于常态儿童
,

因此

到了 至 岁这个年龄段
,

他们的发展速率开始趋

于相对平缓
,

而常态儿童在这个 时期仍 以 固有 的速

度发展
,

因此
,

虽然两者的信息加工速度基本上在同

一年龄段达到稳定水平
,

但他们在不 同年龄段 中的

发展速率是不 同的
。

第二
,

超常和常态儿童的信息

加工速度发展在年龄上可能并无先后
,

只是超 常儿

童在早期阶段的发展速率要快于常态儿童
,

而到了

至 岁年龄段就相对较慢
。

具体是何种原 因还

有待进一步的实验研究
。

另外
,

如果两组儿童仍 以

这样的速率发展
,

到 了 岁 以后 的某个年龄段
,

他

们的检测时是否会出现交点 这也是后继实验需要

探讨的问题
。

结合本实验中超常儿童组 的教育背景
,

两组儿

童检测时发展速率的不同也间接地说明学校的知识

经验对其信息加工速度发展的影响是很小的
。

这一

结论与检测时发展机制的成熟观比较一致田
。

并与

信息加工速度的年龄差异学说中的经验说相左
。

在

解释信息加工速度 的发展差异根源 的学说中
,

主要

有三种基本观点 经验说
、

元认知说和整体机能说
。

其中
,

经验说和整体机能说最具争议性
。

经验说认

为
,

信息加工速度的年龄差异 主要根源于个体 的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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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

识经验
,

即随着年龄增长
,

个体知识经验 的丰富
,

其

信息加工速度会变快〔‘ 〕。

整体机能说认为
,

信息加

工速度的成分是 以和谐地
,

同比率地速度在发展
,

它

反映了大脑 的整体机能 」。

根据本 实验 的设计
,

岁的超常组儿童相 当于小学 年级水平
,

而常态组

儿童为小学二年级水平
,

即他们从学校获得 的知识

经验差异并不大
。

而在 岁
,

超常组儿童为小学六

年级水平
,

常态组儿童为小学 四年级水平 到 岁
,

超常组儿童为初 中三年级到高一 的水平
,

而常态组

儿童为小学六年级水平
。

由此可见
,

随着年龄 的增

长
,

两组儿童从学校获得的知识经验差别越来越大
。

而学校所得的知识经验是学龄期儿童知识经验的重

要组成部分
。

根据经验说
,

知识经验将对信息加工

速度的发展产生重要 的影 响
。

知识经验越 丰富
,

个

体的发展速度将越快
。

那么 由此可推测
,

随着年龄

的增长
,

超常组儿童由于其特殊的教育方式
,

所获得

的知识经验 比常态组儿童更 丰富
,

其发展速度也应

该 比常态儿童更快
。

从本实验 的结果来看
,

超常儿

童的检测时发展速度 即变化 的速率 并没有快于常

态儿童
,

而是稍慢于常态儿童
。

实际上
,

这意味着儿

童的知识经验并没有改变信息加工速度的发展速率
。

当然
,

这些分析还有待于进一步的实验研究来支持
。

超常和常态儿童的检测 时与智力关系的比较

本实验结果表明
,

超常和常态儿童 的检测 时与

智力测验分数具有显著 的负相关
。

其 中
,

在经典的

线段检 测 时任 务 中
,

两 者 之 间 的相 关 在
一

至

之间
。

在数字检测时任务 中
,

两者之间的相关

基本上在
一

至
一

之间 这与以成人为被试的

研究结果一致川
。

同时也表 明
,

超常儿童作为一个

特殊的群体
,

其检测 时与智力测验分数之 间仍然存

在着 中等程度的负相关
。

这一结果进一步证实了检

测时与智力关系的普遍性
。

实验结果显示
,

虽然两组儿童的检测 时与智力

测验分数均有 中等程度 的负相关
,

但在控制年龄因

素后
,

两组儿童却表现 出不 同的特点
。

就超常组而

言
,

检测时与智力测验分数之间的相关变得不显著

而就常态组而言
,

两者之间的相关仍然显著
。

已有

研究表明
,

检测时的变异主要有两个来源
,

即年龄变

异和个体 内的变异川
。

因此
,

超常组儿童 的检测 时

与智力测验分数之 间的相关主要反映了年龄变异

而常态组儿童的检测时与智力测验分数之间的相关

不仅反映了年龄变异
,

还 反 映 了组 内的个体变异
。

这主要是因为
,

超常组儿童的智商普遍处于高分段
,

呈现出偏态分布
,

因而组 内的个体变异较小
,

从而使

之在检测时与智力测验分数之间的相关变异中表现

不明显
。

而常态组儿童 的智商分布广泛
,

因而组 内

变异较大
,

也使得组 内变异成为检测 时与智力测验

分数之间的相关变异的重要来源
。

结论

根据本研究 的结果
,

可 以得出如下结论

超常与常态儿童检测时的发展具有共性 随

着年龄的增长
,

两组儿童的检测时均表现 出逐步下

降的趋势 其下降速度在不 同年龄段 中呈现 出相似

的趋势
,

至 岁间下降较快
,

至 岁间下降不

明显 两组儿童的检测时与任务的类型有关
,

数字任

务的检测时均慢于线段任务 并在三个 年龄段上都

没有表现出性别差异
。

超常与常态儿童检测时的发展存在着差异

在不同任务的检测 时上
,

超常组儿童均显著快于常

态组儿童 在 至 岁 间
,

超常组儿童 的检测时发

展基点和终点都高于常态组儿童
,

但其发展速率慢

于常态组儿童
。

超常与常态儿童的检测时与智力测验分数之

间都具有中等程度的负相关
。

其中超常组儿童的检

测时与智力测验分数之间的相关主要反映了年龄变

异 而常态组儿童的检测时与智力测验分数之间的相

关不仅反映了年龄变异
,

还反映了组内的个体变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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