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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
、

中青年和老年人敲击动作速度的比较实验
’

林仲贤 张增慧 张家英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

摘要 本研究探讨 了儿童
、

中青年和老年人的左
、

右手敲击动作速度的差

异 结果表明
� ��� 中青年组的结果最优

,

平均每分钟敲击动作次数为 �� � 次
�
其

次为老年组
,

平均每分钟敲击动作次数为 �� � 次
� 儿童组的敲击动作次数平均每

分钟为 � �� 次
�
��� 在各个年龄组中

,

右手的敲击动作速度 �次数� 均高于左手
。

敲击动作速度与利手有着密切关系
� ��� 男女性别的结果差异

,

中青年及老年人

中差另
�

」均不 明 显
,

在儿童组中
,

则存在差异
,

女性儿童的结果优于男性儿童的结

果
。

这种敲击动作与个体生长成熟及动作熟练和经验有着密切关系
。

关键词
�

敲击动作 动作速度 年龄因素 个别差异

月�� 舀

任何动作都是在 一定时间内完成的
。

我

们 可以在规定的时间内让被试完成一定的动

作操作活动
,

进而了解其动作速度与准确性
。

动作速度是一项很有用的成就指标
。

在与动

作操作性有关的职业人员选拔中
,

已将动作

速度与准确性列为测查项 目之一
。

动作是通过运动来实现的
。

运动具有轨

迹
、

速度
、

力量等基本属性
,

如简单的伸手

抓物的动作就包括着手臂的伸展及手指的收

缩运动
。

不 同的动作操作活动
,

其完成所需

的时间是很不同的 即使 同样的一种动作
,

完

成速度也存在着明显的个体差异
、
、

一些研究

者发现
,

儿童的动 作有着 一个发展过程
。

最

早用于测量儿童简单动作速度的是
一

种敲击

法 �� � � � �� � �� 、 � �� 让 儿童手握
一

铜笔以最快

的速度敲击铜板
,

记录其在 单位时间敲击

次数
,

以此来测 量其动作速度
。

结果发现
,

这

种敲击动作速度在年龄 � 一 �� 岁之间是与年

龄俱进的
。

后来一些研究者又进一步研究了

动作的正确性与动作的稳定性
,

也发现动作

的正确性在 � 一 � 岁的儿童 中也是 随着年龄

而逐步提高
,

成人动作稳定性的能力约 �
�

�

倍于 �一 � 岁儿童
。

�
�

�
�

�� � � � 对不同年龄

者的反应时间作过测定
,

发现反应时间在个

体整个发展阶段是有变化的
,

从儿童直到 ��

岁时
,

反应时间是逐渐缩短的
,

到成年阶段

后 一 直维持变化不大
�

但 �� 岁以后则反应时

间便开始延长了
。

近年我们曾探讨过儿童
、

中

青年及老年人的简单反应时及选择反应时的

差异性
,

结果也表明与年龄有 明显关系
。

反映时间也是一种速度反应指标
,

是从

刺激出现到作出反应所需时间
。

而敲击动作

由于具有连续性与坚持性的要求
,

作 为连续

动作速度的测定更具有其优越性
,

因此研究

者 也 多 采 用此 法 测 量 动作 速 度
。

�
�

�
�

� �� � �� �� � �� �  � � 测量 了 � � 一 � � 岁的不同年

中关村 二小的领导和老 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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龄的成年人敲击动作速度
,

发现敲击动作速

度随着年龄增加而下降
,

� � 一 � � 年的老人要

比 � �一 � � 岁的年青人速度慢 � � � 左右 �
�

�
�

� � � �� 等 �� � � � � 用实验证明
,

通过动作

的练习虽然可 以提高动作速度
,

但不能清除

年龄差异
。

上述材料都是 国外研究者的结果
。

本研究 旨在探讨我国人手的敲击动作速度的

发展变化与年龄关系以及性别与个体差异
,

以进一步了解动作速度发展变化的规律性
。

于经验与熟练的关系
。

它仍然能保持一定水

平
,

甚至 比 � 岁的儿童还强
。

看来
,

即使不

十分复杂的动作操作活动也有一个成熟与发

展过程
,

� 岁的儿童对这种敲击动作尚未发

展到成熟阶段
,

至于儿童发展到哪个年龄阶

段才达到成年人水平
,

尚有待进一步研究
。

表 � 儿童
、

中青年与老年人动作敲击速度之 比较

实验方法

被试
�

三组不同年龄被试共 �� 人
,

儿童

组 �� 人
,

系小学一年级学生
,

男女各半
,

平

均年龄 � 岁
。

中青年组 �� 人
,

年龄从 � � 一 � �

岁
,

男女各半
,

平均年龄为 ��
�

� 岁
。

老年组

� � 人
,

年龄从 �� 一 �� 岁
,

男女各半
,

平均年

龄为 ��
�

� 岁
。

实验程序
�

实验使用一台 �� �
一

�� 
一
卫型

敲击仪进行
。

实验时
,

主试要求被试先用右

手拿金属棒以最快速度敲击钢板
。

敲击时金

属棒必须垂直
,

手要离开桌面悬空
,

金属棒

与钢板接触一次 �即敲一下、 电路就接通一

次
,

计数器就记下一个数字
。

主试记下一分

钟 内被试所敲击 的次数
。

右手敲击后
,

休息

一分钟
,

然后用左手仍如上述要求进行敲击

� 分钟
。

主试用秒表控制实验时间
。

本实验设

计为了避免被试的左
、

右手可能的差异
,

将

左
、

右手的结果合并计算
,

左手及右手的测

试时间是均等的
。

实验结果与分析

各个年龄组的实验结果见表 �
、

表 �
。

从表 � 和表 � 可以明显看出
,

三个年龄

组中以中青年组敲击速度最快
�

平均每分钟

为 � � � 次
�

其次为老年组为 �� � 次
� � 岁儿童

组最慢
,

为 �� � 次
。

经统计处理
,

二组之间

的差异性都达到很显著水平 �� � �
�

� � � �
。

老

年组的结果较之 中青年组为差
,

这表明这种

敲击动作能力在老年时期已明显减退
,

但 由

右右右手手 左手手 合计计

次次次

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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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

、一一

沃毓
于标准差差

次次次次数
�
分孙惬左左左

������ 男男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童童童 女女 � � �
�

� �  
�

��� �  �
�

� � �
�

住住 � � �
�

� � �
�

弓弓

组组组平均均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中中中 男男 � � �
�

� � �
�

��� � � �
�

� � �
�

��� ���

青青青 女女 � � �
�

� � �
�

��� � � �
�

� � �
�

挂挂 � � 了
�

� � �
�

���

年年年平均均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全全目目目目目 �� �
�

� � �
�

���

老老老 男男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年年 女女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组组组平均均 � � �
�

� � �
�

��� � � �
�

� � �
�

��� � �生
�

� � �
�

���

表 � 儿童
、

中青年与老年人动作敲击速度

差异性比较

儿儿儿童组
一

中青年组组 ��童组
一

老年组组 中青年组
一

老年组组

差差数数 � �  
�

��� � ��
�

��� �  
�

���

���
值值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叫

� �
�

� � ��� � 二�
�

� � ���

从表 � 还可以看出
,

在随机取样的三个

年龄组的被试中
,

三个年龄组的被试的右手

敲击次数均比左手的敲击次数为多
。

这是由

于在 日常生活中人们大多习惯用右手进行各

种操作活动
,

也就是说
,

右利手的人 占据绝

大多数
。

在我们这项实验中
,

各年龄组的被

试是随机取样的
,

实验后 了解他们的利手情

况
,

在 �� 名被试中只有 � 人是左利手
,

其余

均是右利手
。

� 名左利手的被试的左手敲击

次数均超过右手
,

其中一人 �� 七童组 � 右手

� � � 次
,

左手 � � � 次
� 另一人 �中青年组� 右

手 � � � 次
,

左手 � �� 次
。

但也有 � 名被试
,

他

们虽然是右利手
,

但敲击动作的测试结果
,

是

左手的敲击速度高于右手的
。

这就是说
,

从

总体来看
,

在随机取样的被试中
,

右利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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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青年和老年人敲击动作速度的比较实验

作操作也存在着明显的个别差异
,

即使在同

一年龄阶段的组中
,

也存在着明显的个别差

异
。

表 � 是各年龄组中的敲击动作速度最优

者与最差者的结果比较
。

表 � 不同年龄组敲击动作的个别差异比较

平均

����一��

人远远居多
,

并且敲击速度的优势一般也与

利手有着密切相关
。

在我们这项实验中
,

全

部被试 �� 人
,

右利手的被试有 �� 人
,

右手

的敲击速度高于左手者
,

则有 �� 人之多
。

为了进一步严格说明右利手的被试的左

手及右手的敲击动作速度的结果差异是否在

统计学上存在意义
,

我们将全部 �� 名右利手

被试的左手及右手敲击动作的结果作了进一

步比较 �左利手只有 � 人
,

进行左手及右手

比较无实际意义
,

故省略�
。

比较结果如表 �

所示
。

表 � �� 名右利手者的左手与右手敲击动作

速度比较

中青年组
最优者
最差者
二者比率

����

老年组

最优者

最差者
二者 比率

右手 左手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儿童组

右右右手手 左手手 差异性性

�����

霭粼标准差差 �

霭纂
。标准差差差

��� � 人人 � � �
�

� � � �
�

��� � � �
�

� � � �
�

� ��� 差数 � �
�

� ���

��������� � �
�

� � � ���

��������� � �
�

� � ���

最优者 � � � � � � � � �

最差者 121 99 110

二者比率 1 ,
2

.
4 2 1

:
2

.

5 4 1
:

2

.
6 1

从表 3 明显看出
,

利手对于敲击动作速

度有着明显的影响
,

利手敲击动作 的速度明

显高于非利手的速度
,

两者的差异
,

经统计

处理达到显著性的水平 (p< 0. 00 1 )
。

敲击动作应该说在动作方面是一种较为

简单的操作活动
,

它只是要求被试用手拿一

金属棒以最快的速度敲击钢板
,

但是这种动

从表 4 的结果可以见到
,

这种敲击动作

的个别差异是很大的
,

1 分钟的敲击速度相

差达几十次甚至一百多次
,

尤以儿童被试为

甚
。

这种差异无疑反映出一个人的手部的动

作灵活性的差异
。

不 同年龄组的被试在敲击动作上
,

男女

性别有无差异
,

我们作了统计分析
,

结果如

表 5所示
。

表 5 不同年龄组被试的敲击动作在性别方面的结果差异比较

右右右手手 左手手 左右手总平均均

ttttt
值 PPP t

值 PPP t
值 PPP

儿儿童组 (男一 女))) 6
.
24 51 < 0

.00 111 5.3 170 < 0
.00 111 6 .388 8 < 0

.00 111

中中青年组 (男一 女))) 0
.
0 599 > 0

.
0 555 0

.
3003 ) 0

.0 555 0
.
10 75 ) 0

.
0555

老老年组 (男一 女))) 0.48 25 > 0
.
0 555 1

.
3 397 > 0

. 0555 0 .8730 ) 0
.0555

从表 1 及表 5 的结果统计分析表明
,

在

敲击动作速度方面
,

男女性别的结果差异只

在儿童组 (7 岁) 中表现出来 (p< 。
.
0 01 )

。

在

7 岁儿童中
,

女童的敲击动作优于男童的结

果
。

男童平均每分钟只有 156 次
,

而女童则

为 248 次
。

无论左手或右手的结果
,

女童均

优于男童
。

在成人中男女的结果没有明显差

别
,

可能是由于这种敲击动作更多地依赖于

经验与熟练
,

性别的差异得到补偿
。

而 7岁

的儿童毕竟这种动作经验很少
,

这种敲击动

作能力的发展
,

在儿童早期 (7 岁阶段)
,

女

童优先于男性儿童
。

在某些动作性的操作活

动中
,

的确存在女童较之男童为强的现象
,

如

(下转第 32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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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的社会技能各不相同
。

例如
,

推销员的高表

达能力
;心理治疗家的高敏感性

;
演员的高社

会控制能力等
。

就管理者和领导者来说
,

要求

其应具有较高的 551 分数
,

因为成功的管理

者必须具备各种优秀的社会沟通技能
。

( 五)健康心理学

社会技能训练被认为在治疗焦虑的过程

中起一定 的作用
,

尤其是 良好的社会技能可

以缓解或减轻社会交往过程中的紧张感
。

社

会技能 良好发展的个体善于调整 自我以适应

各种不同的社会情境
,

使自我感觉处于 良好

的状态
。

5 51 可以通过对社会技能的测量来

研究个体的心理焦虑和心理压力
,

因为焦虑

和压力多是由于沟通不畅和社会沟通网络中

断所引起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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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操
、

舞蹈等动作操作活动
,

女性具有一定优

势
。

但随着儿童年龄的增长
,

这种差异将会 由

于成熟及经验熟练的补偿而逐渐消失
。

至少

简单的敲击动作会如此
。

总的来说
,

儿童
、

中青年及老年人的敲击

动作速度是存在差异的
。

在成年人中
,

老年人

的敲击动作速度已有明显下降趋势
,

老年人

的 敲击速度 比起 中青年人 (22 一44 岁 )下降

10 % 左右
。

儿童组(7 岁)对这种快速敲击动

作的发展尚未 到达成熟及熟练阶段
,

因此仍

处于较低水平
,

发展到哪个年龄阶段才达到

成年人水平
,

尚有待进一步探讨
。

2

.

在各个年龄组 中
,

右手的敲击动作的

速度均高于左手
。

敲击动作速度与利手有着

密切关系
。

3

.

在敲击动作速度方面
,

男女性别的差

异
,

在中青年及老年人中均表现不明显
,

在儿

童组 中则存在差异
,

女性儿童的结果 明显优

于男性儿童的结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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