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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前 言

运动知觉是对物体在 空间位移和对速度 变化的一种知觉
。

一些研究者曾对运动知觉的闽

限进行过测定
‘工、 名 、  ’。

在实际生活中
,

人们并不单纯地觉察一个物体是在运动还是
、

铁止
,

而是对一个运动着物体作出及时的动作反应 �视觉一动作控制 �
。

这种视觉一动作反应不同

于一般简单的反应 时的测定
,

它要求被试者对一个预定的 目标作出反应时
,

需要掌握动作提

前量的控制
,

否则就会出现超前反应或错后反应
。

同时
,

一个运动着的物体有时 由于各种原

因而在 隐蔽中进行
,

此时就要求人们估计它的行进距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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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曾对客体的

三种不同运动速度 �定速
、

加速
、

减速 �的知觉判 断进行过实验
,

发现被试者对加速与减速

的运动速度的判断都不准确
,

对加速运动常产生低估
,

而对减速运动产生高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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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 采用连续灯光 闪亮代表一个客体的运动
,

要求被试者对运动行程进行预测
,

结果表明
,

多数的误差是反应低估 � 即提前反应 �
。

曹 日昌等 �‘� 曾探讨过影响运动行距预测的一些有关

因素
,

如运动域结构
、

预测方法
、

经验及诱因等
。

结果表明
,

让被试获知结果及以手伴随刺

激光点的运动对于运动行程预测的准确性有着积极作用
。

近一
、

二十年来一些研究者 曾对运

动觉察器理论进行了探讨
,

发现视觉系统存在着专门感受运动的细胞
,

对不同的运动方向发

生反应
,

如当刺激物按一定方向和一定速度在视野中移动时
,

细胞便发生反应
,

刺激物静止

时便不发生反应
‘, 、 , � 。

对运动知觉的研究
,

国内近一
、

二十年来研究很少
。

近年来有的研究者 曾对儿帝物体运

动速度的认知发展进行过一些研究
,

主要是了解儿童对速度概念发展的水平
�’ · / “ �

。

我们这

次研究是采用专门仪器呈现一个以一定速度运动着的物体
,

探讨学前儿童的视觉一动作控制

能力及对运动物体的行距估计的能力发展情况
,

并与成人 的结果进行 比较
,

以进一步了解其

不同年龄阶段的发展水平
。

二
、

方 法

实验一
/ 视觉一动作抨制实验

方法 /
实验系采用一台 电动深度觉试验仪进行

。

此仪器大小为 0 1 1 2 3 4 512 3
。

仪器箱内

∀

本实脸研究得到中国科学院西郊第一幼儿 园及北京师范学院幼 儿 园的大力协助
,

特此

致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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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兰根垂直的黑色杆 �杆的直径为 3 −∗ �
,

其巾一根可以通过 电纽控制前后移动
。

另外二根

分别固定在箱内轨道上的左右侧
。

在本实验中
,

一很杆固定于从轨道中心 6 点处起朝向被试

者的 07 63 3 处的左侧
8 另一根则背向被试者 079 3 也处的右侧

。

移动的杆在轨 道 的 正 中
,

前

后移动的范围为士577 3 3
。

杆的移动速度为 5: 3 3 ; ∋ , < 。

三根杆排成一水平时
,

相 互 间隔为

 73 3
。

箱内壁涂以 白色
,

采用二只 0: = 的 日光荧光灯分别从箱内左右两侧照明
。

仪器的正

前方有一观察窗
,

面积为 07: 3 3 4 >: 3 3
。

观察窗可任意开关
。

仪器箱内的左右两侧各有一

标尺
,

刻度以毫米为单位
,

误差可从标尺 中读出
。

00 5名  、 1 岁的学前 几章
,

其中男:? 人
,

女:> 人
,

分 > 个年龄组
,

每年龄组为 5? 人
,

分别对水平运动物休 �左之右 �进行视觉一动作控制及纵深运动物体 �前井后 �进行视觉一

动作控制
。

进行纵深视觉一动作反应实验时
,

被试正坐离观察窗 >72 3 处的椅子上
,

手持一反

应键
。

被试者的视线经观察窗可看到仪器箱子内的三根黑杆
。

可移动的杆 由主试者将速度选

择开关置于所需的速度位置
,

并将方 向指示旋钮转至向前 � ≅ � 或往后 � Α �的位置
,

此时

移动杆可分别根据需要朝向被试者或背向被试者以 5: 3 3 ;
∋ , 2 速度移动

。

在木实验中
,

被试

者以左右两侧固定的黑杆间的距离为全距 �全长577 3 3 �
,

每个被试要求在运动着的杆由前

往后移动到背向被试 07 63 3 处右侧的黑杆处时立即作按键动作反应
,

或由后 往 前 移 动
,

当

移到朝向被试者 077 3 &∗ 处 左 侧的黑杆处时立即作按键动作反应
,

使运动着的杆 停 止 运 动

�在本仪器中
,

只要被试一按键
,

杆当即停止运动 �
。

要求做得越准确越好
。

如果一点误差

都没有
,

则此时二根杆是完全并排的
。

每个被试均分别对不同方向的运动作三次视觉一动作

反应
,

求其平均误差值
。

为了避免距离因素的影响
,

在做由前往后 �前, 后 �的方向视觉一

动作控制时
,

将椅子往前移动5 77 3 3
,

以保持观察距离相等
。

人 进行水平运动视觉一动作控制实验时
,

不是通过仪器正前方的观察窗来注视移动的刺激

物 �黑杆 �
,

而是在仪器的左侧通过注视一条长为 > 07 3 3
,

宽为 0: 3 3 的宽缝中的一根运动

着的指针进行实验
。

在宽缝中标有刻度 � 以毫米为单位 �
。

指针运动速度为 5: 3 3 ; ∋ , 2 �快

速 为 17 3 3 ;
∋, 2 �从左往右 �左、右 �或从右往左 �右Β 左 � 移动

。

实验时
,

被试者坐在仪

器的左侧的椅子上 �与主试者对面 �
,

距离控制同上
。

用 眼睛追随宽缝中以一定速度从左往

右或从右往左运动着的指针
,

当指针从左至右或从右往左移动到所指定的标志时
,

立即作按

键反应使指针停在所规定的刻度标记上
,

要求越准确越好
。

每个运动方向 �左之右 �均作  

次视觉一动作反应实验
,

计 算其平均误差值
。

另外
,

还有  > 名成人被试
,

其中男 57 人
,

女 0> 人
,

年龄0? 、 :7 岁
,

平均 年 龄  0 岁
,

也

参与视觉一动作控制实验
。

除了采用儿童被试所用的慢 速 外 � 5: 3 3 ;
∋ , 。 �

,

还 加 上 快 速

� 1 63 3 ;
∋ , 2 � 条 件

。

成人被试只进行了从左到右的水平方向视觉一动作控制实验
。

每人作

> 次
,

求其平均误差值
。

结果 /
实验结果见表 0

、

表 5
、

表  和表 >
。

从表 0 及表 5 可 以看到
,

学前儿童的视觉一动 作控制能力在  岁阶段很 差
,

误 差 值 很

大
,

但到 > 岁阶段则有着十分明显的提高
,

误差值大大缩小
,

这种视觉一动作控制能力随着

年龄的增长而逐步提高
。

水平运动视觉一动作拉制
,

左右方向没有什么差别 〔Χ Δ 7
∀

7: �
,

而纵深运动视觉一动作控制
,

前后方向的结果有明显差别
,

由前。后方向运动的视觉一功乍

控制
, ’

误差值明显大于由后。前的误差值 � Χ Ε 7
∀

7 0 �
。

并 目
∀

纵 深视觉一动作控制要远较之

水平视觉一动作控制更为困难
,

前者的误差值明显大于后者
。



表 0 学前儿童视觉一动作控制实验结果 � 单位
/ &∗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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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不同条件下各年龄组实验结果变异数分析

变 异 源 平 方 和 Η 自 由 度 Μ 均 方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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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 + 可以看出
,

成人的视觉一动作控制误差值平均为 &
)

, .毫米
,

明显较之儿 童的结果

为优
。

与 ∗ 岁儿童的结果比较
,

二者的差别是 明显的 ! 4一 (
)

+幻
,

/ 0 (
)

(& #
。

同时
,

从表

+ 中还可以看出
,

误差的大小与运动速度有关
。

快速条件下 ! ,( 5 5 6
7 8 9 #

,

误差值为 .
)

.( 5 5
,

在 时间上相当于(
)

( −, 秒的误差
, 慢 速 时 ! ., 5 5 6 7 8 9 #

,

误差值为 &
)

∗ . 5 4: ,

在 时间上相当

于 (
)

(∗& 秒的误差
。

两者的差别是显著的 ! / 0 。
)

(& #
。

这表明
,

速度对视觉一动作控制的

准确性有着明显的影响
。

. +



成人的视觉一动作控制实验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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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才
件

Φ
’

漫
∀

速速 快 速速

结结果 �误差 � Γ 一Γ
Λ

Η � 5: 3 &∗ ;∋ ,2 ��� � : 7 3 3 ; ∋ , , ���

平平 均 值值 0
∀

: 555 5
∀

5777

标标 准 差差 7
∀

? 555 0
∀

5 :::

万万弩赞
‘” ’’ 超前反应应 错后反应应 正确反应应

十十 取
、

Ν Ν
、、、、、

   岁岁  ?
∀

000 1 0
∀

ΙΙΙΙΙ

>>> 岁岁  Ι
∀

555 : Ι
∀

::: 0
∀

   

111 岁岁 > :
∀

   : >
∀

ϑϑϑϑϑ

111 岁岁  :
∀

ϑϑϑ : 5
∀

   0 555

成成人人 > >
∀

000 > 0
∀

000 0>
∀

ϑϑϑ

从表 > 的误差偏向的分析来看
,

在学前儿童 中
,

无论哪一个年龄组均系错后反应多于超

前反应
,

年龄愈小的儿童
,

错后反应的次数愈多
。

在成人 中
,

错后反应与超前反应的差别不

大
,

而正确反应的次数百分比则较之儿童为多
。

实验二
/
物体运动行距估计实验

方法
/
实验仪器同实验一

。

在被试者所观察的宽缝中有一段距离用黑纸遮挡住
,

当移动

表 : 学前儿童及成人物体运动行距估计结果比较

一一

〕犷竺
、

煲彭彭
平 均 值值 标 准 差差

����� 3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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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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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岁岁 5 1
∀

ϑ ϑϑϑ 0  
∀

5 777

111 岁岁 0?
∀

? 000 ?
∀

:    

成成人人 01
∀

? 777 0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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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的指针从左往右移动至黑纸遮住的范围
,

被试者便看不见指针的移功情况
。

要求被试者根

据原先所见到的指针移动的速度
,

估计在 隐蔽中移动着的指针 已到了所规定的箭 头 标 记 时

� 即目标 �
,

即作按键反应
,

运动的指针 当即停止前进
,

要求愈准确愈好
。

主试者从男一侧

的刻度上即可读出其误差值
。

在本实验 中
,

指针运动的速度为 5: 3 3 ; ∋ , 。。

指针在公开暴露

处移动的距离为 0Ι ? 3 3
,

在隐蔽中移动至箭头标记处的距离为 Ο9Π 3 3
。

参加这部分实验的被

试人数
,

 、 1 岁的学前儿童 00 5人
,

均参加过实验一的实验
,

成人>> 人
,

其中有 > 人 曾参

加过实验一的实验
。

每人判断  次
,

取其误差平均 值
。

结果 / 见表 :
、

表 1 和表 ϑ
。

表 1 不同年龄儿童遥动行距估计结果差异性比较 � & 值 �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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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 : 与表 1 可见
,

学前儿童对物体运动行距的估计的准确度随着年龄的增长而逐步提

高
,

各年龄间的结果差异均是十分显著的 � Χ Ε 7
∀

7 0 �
。

年龄愈小的儿童
,

准确性越差
,

到

已岁的儿童 阶段
,

平均误差值为 0?
∀

∋3 3
,

已开始逐步接近成人的水平
,

但 与成人的结果比

较
,

两者仍然有着 明显的差别 � & Γ 5
∀

> 1  
,

Χ Ε 7
∀

7: �
。

表 ϑ 物体运动行距估计的误差偏向分析 �次数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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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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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了的结果表明

,

无论哪个年龄组均以低估为多
。

在本实验中
,

由于 目标物的宽度只有

Τ3 3
,

而运动着的刺激物的宽度也只有 Τ3 3
,

必需二者重叠在一起才算正确
,

故难度较大
,

成人也只有 5
∀

 拓正确率
。

但可 以从误差值的大小来 了解 不同年龄对运动行距估计能力的发

展水平
。



三
、

讨 论

一
、

在反应时的实验中
,

一般是先给被试者有关刺激 �视觉的
、

听觉的或触觉的 �
,

被

试者感知刺激后即作出动作反应
,

因此有一 个反应潜伏期
,

这个潜伏期 可囚刺激 性 质 而 不

同
。

但在本实验中
,

则是要求被试者用视觉追随一运动目标
,

而 当在运功着的目标即将到达

所规定的地点时
,

进行动作反应使其准确地停住在所规定的标记
Λ

Θ
,

因此有一个功作量控制

问题
。

如果反应十分准确
,

则时间可以为零 �这可以从误差值偏向来推算出时间是超前
、

错

后或是完全准确 �
。

我们的实验结果表明
,

这种视觉一动作反应的准确性随着物体运动的速

度而不同
,

在快速 � 1 7 3 3 ; ∋ , 。 � 条件下较之慢速 � 5 1 3 3 ; ∋ , 2 � 条件
‘

厂的误差为大
。

这是可

以理解的
,

Φ月为在相同的单位时间 卜作出的反应
,

快速运动目标物要比慢速目标物的行程多

一倍
。

从实验结果可 以明显看出
,

不同年龄的儿童的视觉一动作控制能力的发展水平是不同

的
,  岁儿童的这种视觉一动作控制能力是较差的 �误差值很大 �

,
∀

社生刘 > 岁阶段 有
‘

着一个

较大的明显的变化
,

无论是水平视觉一动作控制或是纵深视觉一动作控制
,

误签位 汗始明显

下降
,

并且随着年龄的增长
,

误差值又进一步 卜降
,

到 1 岁阶段与成人在 同样条件 卜所得的

结果比较
,

仍然较之成人的结果为羞 � Χ Ε 7
∀

7 0 �
。

在视觉一动作控制实验中
,

更多地是视

觉与动作反应的相互配合
,

这与人的动作灵活性有关
。

有的被试知道 该反应了
,

但就是反应

不过来
,

或是过早地反应
一

了
。

从表 > 的结果 可以看出
,

在学前儿童中
,

错后反应多于超 前反

应
,

年龄愈小的儿童
,

错后反应愈多
,

也就是说反应
“

跟不上
” 。

儿童随着年龄 的 增 长 这

种视觉一动作控制的协调能力得到进一步改善
。

国外一些研究者 Α
∀

< )− Υ , ∗& , − 等 ‘” 对幼儿

� 1 、 ? 岁 �的视觉运动阂限的研究结果表明
,

儿童随着年龄的增长
,

运功知觉 闹 限 会 下

降
。

在人的整个发 育阶段直到 5: 岁时
,

反应 时间是逐渐缩短的
,

起初减得快
,

以后慢些
。

对

 岁的儿童来说
,

要求具有视觉一动作高度的协调反应能力是困谁的
‘” ’ 。

找们的结果也表

明了同样的情况
。

但儿童从 > 岁开始便有着明显的变化
,

总的来 看
,

几童到 1 岁阶段仍然与

成人有着 明显的差距
,

落后于成人水平
。

二
、

纵深视觉一动作控制的难度大于水平视觉一动作控制的堆度
,

在前一种条件手
‘ ,

误

差值明显大于后者
,

这是因为在前一种条件下
,

深度因素在起着作用
,

被试者不仅要用视觉

追随运动物体
,

进行动作反应 �提前量控制 �
,

并且还要根据视差进行深度判断
。

速度因素在

视觉一动作控制 中有着明显的影响
。

快速条件下�:7 3 3 ; ∋ , 2
�较之慢速条件下 � 5: 3 3 ; ∋ , 。 �

的误差值为大
,

并且正确反应次数也明显减少�快速条件下正确反应次数为 ?
,

慢速为57�
。

这是因为在快速条件下
,

被试者更要求注意集中
,

视觉快速地追随还功刺激物
,

要及时作出

相应动作反应
,

一有疏忽就出现较大误差
,

因为即使在 相同的单位时间
’一

下作出的反应
,

快速

运动的 目标物要比慢速目标物的行程多一 倍
。

三
、

对运动物体行距的估计要比起对视觉一动作控制来得更为复杂 与困准
。

对一个屁动

物体的行距估计或预测主要是根据对这个运动物体所给予视觉网膜上的连续刺激及空间移动

的距离所形成的运动记忆表象来进行的
,

因此它是 由三种知觉形式 �运动
、

空间
、

时间 � 共

同来完成的
,

其中时间知觉有着特殊意义
。

对儿童时间知觉的研究 已有过一些报导
。

且
∀

Ο’
∀

)
ςΟΘ

Ω Ξ Ξ “ 二, 的研究表明
,

儿童对时间间隔的估计率是不准确的
,

但随着年龄的增长
,

准 确

性可以大大改善
,

平均误差减少 7 多
。

张增杰等 “  �对 : 、 ? 岁儿童时ς)ς 知觉的研究表明
,

1 岁儿童再现短时距离的准确度和稳定性高于 : 岁组
,

了岁儿童 ς
一

干始 能 使 用 时 间 标 尸
。



Χ )Ψ Τ ≅−) Ζ∋ ∋ , “ ‘’指出
,

对持续时间的估计
,

成年人
Τ

勇比儿童更会利用多种估计系统
。

我们

的实验结果表明
,

学前儿童对运动物体的行距的预测的准确度 明显地受年龄的影响
,

准确度

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提高
,

但与成人结果比较仍低于成人的结果
。

成人对运动物体行距的估计

从运动表象转换为时间表象时比起儿童更善于利用多种估计系统来完成
。

成人被试能够利用

计数
、

呼吸快慢
、

用手追随运动物体
、

利用眼睛及头部的转动幅度大小来帮助估计
。

可以设

想
,

儿童 一 月 掌握了如何利用 多种估计系统的标尺时
,

准确度还将会进一步提高
。

结 论

0
∀

 Γ 1 岁儿童的视觉一动作控制实验的结果表明
,

刺 激物从 左、右或从右峥左作水

平方向运动时
,

视觉一动作控制所产 生的误差值差别不大
,

但从前、后或从后。 前作纵深运

动时
,

误差值有着明显的差别
。

刺激物由前、后方向运动时的视觉一动作控制误差大 ς
二

由后

, 前方向运动时的误差值
。

5
∀

刺激物从前。后或从后
一。前作纵深运动时的视觉一动 作控制误 圣大于从 左

一

, 白或从

右。左作水平运动时的视觉一动作控制的误推值
。

 
∀

在学前儿童 中
,

对视觉一动作控制的误差偏 向分析表 明
,

以错后反应为 多
。

儿 电随

着年龄的增长
,

准确性逐步提高
。

在 同样的条件下
,

成人 的结果优于儿童的结果
/

在快速条

件下 � 1 7 3 3 ; ∋, 2 �
,

视觉一动作控制的精确性低于慢速条件
一

「�5: 3 3 ;
∋ , 。 �的准确性

。

>
∀

对运动物体运动行距的估计准确跳
,

在学前儿童 中是 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提
Μ /

一

勺的
,

在

1 岁阶段 已开始向成人水平接近
,

但与成人结果比较二者的差别仍然是 明显的
。

无 Ζ色是儿童

或是成人
,

其误差偏向均以低估为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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