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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距知觉的心理学研究

王恩列 张 侃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
,

摘 要 本文回顾了近五十年来时距知觉的实验研究
,

对不同的理论模型
、

实验范式
、

实验方法以

及主要时距判断规律作了较全面的评述
,

并进一步探讨了时距知觉研究未来的发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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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年
“
人差方程式

”
的发现

,

开创 了现代反应时研究的历史先河
,

同时也孕育了时间知觉研

究的萌芽
。

然而真正意义上的实验研究开始于 世纪末
、

世纪初
,

当时人们的关心焦点在于刺

激时距与反应时距之间的关系
。

到了六
、

七 十年代
,

随着信息加工论的引人和认知心理学的兴起
,

掀

起了时间知觉研究的高潮
。

研究者逐步将研究重点转向了时间知觉的认知过程和不同实验范式
、

实

验方法对时间知觉的影响
。

当前
,

时间知觉的研究方向可分为时距研究
、

时序研究和时点研究
。

其

中
,

时距研究仍是学者们关注最多的研究方向
,

并聚焦于以下几个方面 时距知觉的理论和模型
、

实

验范式效应
、

新研究方法以及时距知觉的一般规律
。

下文将分别对上述方面近五十年来的发展进行

评述
。

时距知觉理论

生物钟模型

生物钟模型 的主要代表有 内部 时钟模型
、

注意分配模型 以及注意关卡模型
一

等
。

内部时钟模型假设在人的大脑 中存在一个由某一中枢神经活动所驱动的内部基本时间

产生器
,

人对时距的知觉就如同“
看表计时

”
一般

。

在内部时钟 的基础上
,

的注意分配模型

引人了注意的控制机制 知觉到 的时距与对时间的注意程度呈正 比阁
。

等人 ” 〔 〕提出的注意关卡模型是 目前生物钟模型 中比较全面的一个 见图

节拍器 按恒定的时间间隔连续地发出脉冲
,

因而每一个脉冲都表征 了一个最小 的

内部时间单位
,

而且其脉冲频率仅受被试唤醒水平的影响
,

与认知任务无关
。

根据任务的特点和

主试的要求
,

被试的注意将在时间和事件之间分配
,

预期式时距判断取决于对时间的注意程度
,

而

回溯式时距判断取决于对事件的注意程度
。

当时间的注意达到最低阂限时
,

关卡将开启
,

节拍器发

出的脉冲便可通过关卡进人下一步处理
。

开始信号将开关触发后
,

认知计数器开始对脉冲进行

累计
,

并将之转化为内部时间表征
。

通过与参照记忆值的持续性 比较
,

由认知比较作出反应决策
。

该

模型的最大特点在于能较全面
、

综合地解释影响预期式时距知觉的注意
、

情绪唤醒水平
、

记忆等认

知活动的效应
。

认知模型

认知模型主要有记忆模型
、

能力容量模型和时间整合模型几大流派川
。

年
,

提出

了第一个记忆储量模型
,

他认为知觉到的时距与在该时距内被试所处理信息的记忆量成正 比函数

,

本工作得到国家攀登计划的支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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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
。

但 由于其记忆量 的不 可测量性
,

受 到 了许多学者 的批 评
。

后 来 和

在此基础上又分别提出了认知情境变化模型和时距分割模型 以及信息记忆量的操作性定

义
。

能力容量模型
,

有两个关键的假设 一是时距判断值是人脑内部
“

计时器
”
信息处

理量的正比函数 二是“
计时器

”和非时间信息处理器共同争夺有限的认知能力
。

因而在单位时间

内
,

计时器处理的时间信息越少
,

知觉到的时距就越短
。

这种模型能较好解释非时间任务的难度和

时距判断之间的负相关现象
。

提出的时间整合模型至今仍有巨大的影响力
。

其模型可用联合函数表达为

一 一 「 〕
。

其中对时距 的估计涉及两个处理器 处理时间信息的计时器和处

理一般信息的非时间信息处理器
,

分别用 和 表示
。

根据时间判断任务的不 同
,

注意资源在

两个处理器间分配 权重 和 一
。

被试在预期式范式下
,

对时距的即时判断依赖于计时器直接

处理的时间信息量 而在回溯式范式下
,

对时距的回忆判断则依赖于对非时间信息处理器处理信息

的提取量
。

该模型较好地解决了不 同范式下时间知觉结果的不一致性问题
。

认知模型的最新发展

还有事件结构模型 乙
,

和双重处理权重模型
,

等
。

但是所有这些

认知模型的核心都是基于时间信息或非时间信息的处理与提取
,

不 同之处仅在于各 自对具体加工

机制的假设
。

研究范式

在时间知觉领域 内受到一致公认的研究范式有预期式和 回溯式两种 预期式范式让被试在实

验前就明确知道
,

在刺激时距呈现完成后
,

他将对刺激时距进行绝对的或相对的时距判断 而 回溯

式范式则要求在刺激时距呈现完毕前
,

不让被试知道有时距判断任务
,

而 当刺激时距呈现结束后
,

突然让被试对刚才呈现的刺激时距进行判断
。

这两种范式形成的起源可追溯到 年 在其著作《心理学原理 》中所提出的观点 预期

的时距和回溯的时距是两种不 同的主观经验时距
,

并
“
有不 同的变量分别影响预期时距和回溯时

距
” 。

其后
,

许多时间心理学家对两种时距进行了大量研究
,

并逐渐形成了两种研究范式
,

但在两种

范式准确性问题上却莫衷一是
。

和 在对两种范式作元分析时

发现了显著的范式效应 对于同一时距的判断
,

预期式判断显著长于回溯式判断 在被试间变异上
,

回溯式判断显著大于预期式判断
。

比较重要 的是
,

他们还发现了一些时距判断的独特调节变量 任

务难度只影响预期式时距判断 刺激时距长短和刺激的复杂度只对 回溯式时距判断产生影响
。

值得

注意的是在短刺激时距 一 秒 条件下
,

两种范式的时距判断准确性没有显著差异闹
。

他们的

发现有力地支持了不 同实验范式可能涉及不 同认知处理单元的假设
。

预期式时距判断要求被试对

正在流逝的时距进行时间信息 的提取
、

编码和储存
,

它受到被试注意分配
、

情绪状态等因素的影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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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回溯式时距判断往往要求被试从短时记忆 中提取刺激时距期 间的非时间信息编码
,

通常是对事

件编码的提取
,

因而它更多地涉及记忆因素
。

研究方法

时距知觉的经典研究方法形成于六十年代以前
,

主要有 口 头报告
、

时距产生
、

时距复制和时距

比较这 四种方法
。

口 头报告法是让被试以 口头方式报告所知觉到的刺激时距长短 反应时距
,

一般

以秒或毫秒为反应单位
。

时距产生法 由主试给出具体的 目标时距值 如
,

让被试控制刺激呈现

的时距
。

时距复制法首先由主试呈现一个刺激时距
,

然后让被试复制一个同样长短的操作时距
。

而

时距比较法则让被试判别两个配对时距的相对长短
。

六
、

七 十年代是时距知觉研究方法的蓬勃发展期
,

形成了时距度量和时距辨别两大类别
。

时

距度量类主要包括 口 头报告
、

倍数估计
、

等级分类
、

时距产生
、

比例设定及同步等
。

倍数估计是 口 头

报告的变式
,

不 同的是用标准时距的倍数来报告知觉到的时距
。

等级分类与 倍数估计法 十分类

似
,

唯一的不同之处在于等级划分由主试设定
。

比例设定法要求被试必须按相应的比例放大或缩小

刺激时距
。

同步法则是时距复制法的一个变式
,

分实时同步和模仿同步两种形式
。

时距辨别类则主

要包括 比较法
、

单刺激
、

多对少 以及辨别等方法
。

比较法又可分为固定标准迫选法和滚动标准迫选

法
。

至于单刺激方法
,

其呈现的刺激时距有两种可能值 长或短
,

让被试进行单独辨别
。

多对少变

式增加了刺激时距的可能值
,

但被试仍 以长或短进行判别
。

辨别法则同时增加了刺激时距和被试反

应的可能值
,

它和等级分类的区别在于其刺激时距之间具有高度的混淆性
。

进人八十年代以后
,

一些新的研究方法与先进技术相继出现
。

多重任务和起一止程序

盯 是 目前较受重视的新方法
。

多重任务有众多的变式
。

时间 非时间双重任务要求被

试在进行时距判断的同时进行其它的非时间任务
,

如 目标追踪
、

视觉搜索
、

心算等等
。

从它们之间双

向的交互干扰现象中
,

我们便能推理出时间知觉所需 的资源和涉及的认知处理过程
。

多重任务的另

一个变式是 。年 和 提出的多重时间任务
。

他们要求被试同时注意几个独立呈现
、

时间上有重叠的刺激时距
,

刺激结束后 随机地让被试判断其中的一个刺激时距
。

这种方法主要用来

探索被试在多个共同时间任务下
,

争夺同一处理资源时的干扰效应
。

而起一止程序要求被试在时距

判断时给出两个反应点 起始点和终止点
, 。

起始点是指被试复制的时

距与刺激时距主观上刚好相等的下限点
,

终止点则指被试复制 的时距与刺激时距主观相等的上 限

点川
。

这种方法的独特之处在于能提供许多其它的有价值数据 如平均时距
、

时距相等区
、

主观相等

点
、

差别阂限以及被试的反应 阂限等
。

在新技术方面
,

等人在时间知觉的

研究中首次引人了情绪生理指标测量技术
。

他们用具有不 同情绪极和不 同唤醒水平的彩色幻灯片

作为呈现刺激时距的材料
,

让被试判断幻灯片的放映时距
,

同时记录被试的心律和皮肤电分别作为

注意定向和唤醒水平的生理指标
。

他们在实验中报告 情绪极和唤醒水平对时距判断的主效应都不

显著
,

但两者有显著的交互作用 在低唤醒水平下
,

对消极幻灯片的判断时距低于对积极幻灯片的

判断时距 在高唤醒水平下
,

结果则刚好相反
。 〕 、

以及
一 ,

等

人也适时地将 技术应用到了时间知觉领域
,

使时间知觉的研究从
“
黑箱 ”状态进人了

“

灰箱
”

状

态
。

技术的最大贡献在于 通过对大脑皮层持续性活动记录的分析
,

如对
一

和 的分析可 以看到时距判断过程 中被激活的皮层 区域及其

相应变化
,

从而推理出时间知觉 的认知成份
、

认知过程及其特定研究范式下的反应模式
。

尤其是可

以将时距判断中反应成份 被试的操作 的时间延滞从反应时距 中分离 出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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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知觉的经验规律

时间知觉的经验规律主要有
‘

率
,

即短时距被低估
,

长时距被高估
,

而适 当的时

距将被正确估计
。

在五十年代对它的系统研究 中发现
,

短时距被低估
、

长时距被高估现象

往往能得到实验数据的支持
,

然而由于被试间变异太大
,

被正确估计的适当时距却无法找到图
。

函数关系率
,

其主要争论的焦点是时距估计呈线性函数率还是二次函数率
。

这两种 函数关系各有实

验支持
,

也各有实验反证
。

韦伯率
,

即反应时距的标准差 反应时距的比值为一常数
。

早在七十

年代
,

等人就对韦伯率进行了系统的验证
,

他们发现时距知觉呈现等级式的分段的韦伯

率
,

如
,

到
,

之间的韦伯分数比 到
,

之间的韦伯分数要高
。

未来发展展望

从本文对时距知觉进行的评述可 以看 出
,

当前的理论模型大多是假设性的
,

具体涉及的处理机

制和处理单位仍未得到证实
。

今后的研究要取得进一步发展必将对这些处理机制和处理单位进行

系统的实验研究
,

如计时器
、

时间信息加工器是否存在
,

有哪些 因素影响人类的时间知觉等等
,

这些

研究将直接检验当前模型的可行性
。

时间知觉的研究价值并不仅限于理论上的拓展
,

它的实践应用

更有价值
,

尤其在计算机智能软件设计领域
。

未来智能软件设计的 目标之一便是使计算机能模拟人

类的思维与行为方式
,

而时间知觉作为人类主要感知觉之一势必得到应有的重视
。

目前
,

国际上已

经有许多软件设计公司开始研究如何在软件存储等待或网上浏览时
,

缩短用户知觉到的等待时距
,

并已取得 了初步的经济效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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