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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儿到成人视觉注意发展的研究

张*利冉瑜英施建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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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探查智力正常幼儿到成人的视觉注意发展的变化。方法采用瑞文标准推理测验筛

选出120名智力正常的儿童(5，7．9，11，13，15岁)和20名智力正常成人(年龄从20—30岁)作为被试；实

验材料根据经典的视觉搜索范式改编，通过DMDx系统控制材料的呈现秘记录被试反应。结果5岁幼

儿的反应时明显长于其他几组儿童和成人的反应时。5．7，9，ll，13，15岁儿童和成人的搜索时间分别为：

[(2122．58±574．50)脚、(1350．64±279．38)吣、(1148．03±248．87)盥、(977．63±183．92)脚、(789．36±

154．93)脚、(778．72±147．53)吣、(803．93±146．83)啪]，差异具有显著性(P<o．01)；丽从7岁、9岁、ll
岁到13岁的儿童的反应时都随着年龄的增加而逐渐变快，并且每2组之间的反应时的差异都达到显著水

平。结论从幼儿期到儿童期视觉搜索技能随着年龄的增长而逐渐提高；在童年晚期逐渐成熟，该阶段儿

童的搜索技能与成人没有显著差异；但是从幼儿期到儿童期的视觉搜索技能的增长量却逐渐减少。

【关键词l注意；视觉搜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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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在儿童基本认知技能发展中起重要作用，儿

童需要集中注意于与任务相关的信息，同时忽略与任

务无关的信息。对注意的测量可以作为认知发展早期

干预有效性的评估”“；同时，认知神经科学对发展心

理学的新兴影响的一个重要方面就体现在对视觉注意

的研究上”1。先前视觉注意的发展研究选取的年龄

组都比较少，尤其包括幼儿、儿童、青少年和成人的发

展研究就更少；另外，有研究表明注意能力与一般漉体

智力有着密切的关系”1，但是在过去很少有研究者对

智力进行控制，因此就有必要在控制智力的情况下，增

加年龄组来考察视觉搜索发展的成熟期。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303埘89，30670716)
作者单位：10010l北京，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中国科学院研究

生院(张兴利、施建农)：四川省苍溪中学初中部(冉瑜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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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象与方法

一、研究对象

于2006年lo一12月在四川1所幼儿园、1所小学

和l所中学选取被试。在进行正式实验之前，采用瑞

文标准推理测验筛选出5，7，9，ll，13，15岁的儿童和

成人(20一30岁)各20名。其中，男生67人，女生73

人，每个年龄组男女人数大致相等；所有被试的年龄都

为周岁，5岁组儿童选取标准在5岁上下3个月；而7，

9，11，13和15岁被试在所选年龄的上下6个月之内；

成人的平均年龄为(23．3±2．4)岁。所有被试的智力

商数都在(100±15)之内，所有被试的视力或矫正视

力正常，无色盲或色弱。

二、研究方法

1．实验材料：根据经典的视觉搜索范式改编”1，

小的蓝色、绿色或粉色的长方形条作为刺激材料(每

个长方形条所占空间为5．5mm×2．Omm，竖直和水平

视角分别为o．60、0．20)，填充在黑色计算机背景上呈

现的边长为5em的白色方形视窗中。兰种颜色刺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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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的RGB值分别为：蓝色(O。o，255)、绿色(O，255，

0)、粉(255，O，255)，同时使用corelDraw控制了目标

和分心物颜色的饱和程度，使三种颜色的饱和程度相

等。这些长方形条的方向要么垂直，要么向左或右倾

斜60。。一个竖直的蓝色小方条在所有的搜索中都作

为目标刺激。每个系列都包括相等数目的两种分心

物。在颜色特征搜索中，分心物是垂直的绿色和粉色

条；而在方向特征搜索中，分心物是转向左边或右边

600的蓝色条。四种分心物混合就是混合搜索(两种颜

色绿色／粉红，两种方向：向左／向右；颜色和方向的分

心物数量在项目大小为9的试验中相等。在项目大小

为16和36的试验中相差一个)，并且四种都用到了。

在有目标的试验中，目标在系列中的位置是随机的，目

标和分心物的安排也是通过计算机在电脑上随机产生

(目标在每个大小的系列中出现在四个象限中的机会

相等)。一半有目标，一半没有目标。在各条件中的

试验数目为24个，所以总的试验数目为216个。

2．实验程序和设计：本实验采用DMDx系统控制

材料的呈现和记录被试反应。刺激材料在17寸cRT

显示器上呈觋，分辨率为1024×768，刷新频率75Hz。

在安静的房间里个别施测，被试离屏幕距离为57—

60cm，指导语要求被试判断目标是否在系列中呈现，

要求反应既快又准确，被试进行按键反应。为了不与

键盘中的其他键相混淆，特意设置J和F键作为反应

键，如果有目标用右手接J键、没有目标则用左手接F

键。每个系列一直呈现在屏幕中央。被试作出反应之

后就开始下一个试验，或者超过5 s，被试还没有反应

也进入下一个试验。正式实验开始之前有20个练习

试验使被试熟悉任务(这时有正确或错误反馈)，保证

被试明白试验任务的指导语。练习的时候有反馈，而

在正式实验的时候没有反馈。正式实验按照系列大小

分为3组，三组呈现的先后顺序由程序随机控制，并且

组内的各试验随机出现，被试每完成一组休息一次，整

个试验过程持续时间大约为7一15min。采用3(分心

物特征：颜色、方向、颜色和方向混合)x3(搜索系列

大小：9，16，36)×7(被试年龄：5岁、7岁、9岁、11岁、

13岁、15岁、成人)的混合设计。其中分心物特征和

系列太小为被试内因素，被试年龄为被试变量。

3．统计方法：采用重复测量方差分析。其中搜索特

征和搜索系列大小为被试内因素，被试年龄为组问变

量。

结 果

收集反应时数据，删除反应错误率大于lo％的被

试数据。这样，最后搜集到的数据的被试数目分别为：

5岁组19人；7、9、1l岁组各18人；13岁组19人，15

岁组20人，成人组20人。各年龄段被试在视觉搜索

任务中的平均反应时见表l。

衰l 各年龄段教试在祝觉搜索任务中的乎均

反应时(m，i±j)

颜色特征

系列9 系列J6 系列撕

5岁

7岁
9婷

】J岁

l，岁

13s5．15±船5 58

嘶加±168，78
栅S3±”8贷

6“．，l±80．的

57，．16±84黼

1蝴34±423”
997 38±191．辨

854 77±147．39

7嘶．∞±酯．63

确．34±7i．678

1564 77±398．25

l晒5．∞±248 63

gs7 88±1盼14

713．43±90．27

踊璐￡s。船
lj岁 570．13±“l 47 569 72±119．91 ，97 58±％．31

成人 614 82±79。5 错．35±93．79 奶1．98±lll，舛

删—丽广—{筹——矿

组别 堡垒：查旦堡宣茎笙
系列9 系列16 赢到36

注：系列9、系列16和系列36表示搜索项目的个数为9个、16个和36

个

经重复测量方差分析，结果表明：组内变量搜索特

征的主效应显著，F㈦㈣=509．932，P<O．01，颜色特

征搜索的反应时显著快于方向特征和混合特征的搜

索；搜索系列太小的主效应显著，Ff2㈦=296．560，P

<O，01，搜索时间随着系列太小的增加而显著变长；组

问变量年龄的主效应显著，F(6∞1=85．593，P<

0．01，对被试变量进行事后检验，结果发现，5岁的幼

儿的反应时明显长于几组儿童和成人的反应时；而从

7岁、9岁、11岁到13岁的儿童的反应时都随着年龄

的增加而逐渐变快，并且每2组之间的反应时的差异

都达到显著水平；15岁的青少年的反应时要快于13

岁的儿童，同时也快于成人，但是差异都不显著。

搜索特征和年龄的交互作用显著，，。。=
19．47，P<0．0l；搜索系列大小和年龄的交互作用显

著，Ffl21251=11．263，P<O．叭；搜索特征、系列大小

和年龄的交互作用显著，，m∞)：2．943，P<0．01。
在搜索特征为颜色的时候，搜索系列大小并不影响反

应时，这表明对单一的颜色特征来说是平行加工；当搜

索特征为方向的时候，9个和16个项目系列的差异并

不是很大，但是它们与36个项目的差异就很大，这表

明在较少的刺激项目中搜索方向特征受项目多少的影

响不大，但是当jIiⅡ激项目很多的时候，这种影响就变

大；同时，可以看出，对于方向特征来说，当被试为5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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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儿和儿童的时候，搜索系列36的反应时明显长于系

列9和系列16，而成人则不太受系列数目的影响；对

于颜色方向的混合特征中，搜索的反应时随着刺激项

目的增多显著变长。

讨 论

本研究的主要目的就是想考察儿童视觉搜索技能

的发展，结果发现在所有搜索任务中．都表现出随着年

龄的增加搜索速度变快。具体来看，从幼儿到儿童视

觉搜索技能随着年龄的增长而逐渐提高，在13岁达到

成人的水平，这就表明在13岁视觉注意逐渐成熟。这

与很多视觉注意研究是一致的：平行的或系列的加工

的早期注意过程在童年初期并没有成熟”】。有关视

觉注意的神经生理学研究表明，与成人相比，儿童组的

扣带前回和丘脑激活较强”1，在儿童时期就有易化效

应(对联合特征刺激判断更快)，但是这种易化在十岁

之后继续发展”J。本研究增加年龄组发现儿童在13

岁(童年晚期)视觉注意发展逐渐成熟，就能从行为数

据来回答这种继续发展趋于稳定的年龄段，这是对视

觉注意的基础研究一个重要的补充；同时，能为注意缺

陷儿童和行为问题儿童的康复和教育提供理论指导。

对童年晚期儿童视觉搜索成绩提高的解释可能包括很

多机制，如边缘视觉敏度、移动眼睛的能力、移动注意

焦点的能力、在多任务和目标之间分配注意的能力以

及调整复杂活动的元认知策略等等。从简单效应检验

中发现，不管是简单特征的搜索还是混合特征的搜索

成熟的阶段都一样。有研究者提出注意技能的提高是

由于大脑神经的成熟”⋯，这同样是如信息加工速度、

记忆功能在童年晚期得到的提高的原因之一【l”。尽

管从幼儿期到青少年期，视觉搜索反应时随着年龄的

增长而呈线性变快，但是这种增长量却逐渐减少，这种

加工速度的年龄差异反映了一些童年期快速变化而在

青少年期却变慢的更一般成分”24“。这就进一步说

明探查注意发展的研究控制智力的必要性，只有控制

了智力，获得的结果才能说明是注意的发展而不是智

力的发展。

视觉注意理论或者模型的提出很多基于对成人被

试的研究而完成的，从这些研究中，很难看到发展的变

化，但是发展的数据却能解决很多理论问题之间的冲

突。如果一个理论或者模型也能解释发展数据，那么

就能对这个理论或者模型的效度提高很强的支持。根

据特征搜索理论，简单的颜色和方向特征，都应该是平

行搜索(也就是不受搜索项目大小的影响)，对于颜色

特征来说，3个不同的系列大小(系列9、系列16和系

列36)的差异的确不是很大，而且发展趋势也非常一

致；但是对于方向特征来说，对于幼儿和儿童被试，如

果在比较少的搜索数目的搜索任务中(相对比较简

单)表现出平行搜索，这是能通过特征搜索理论来解

释的；但是当搜索数目增多的时候(相对比较难的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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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就没有表现出平行搜索，这是特征整合理论不能

解释的；当到成人的时候，在方向的简单特征搜索任务

中，搜索时间不随着搜索系列大小的变化，这表现出了

平行搜索，那么这就表明，对于幼儿和儿童来说，当任

务难度增大的时候，不能用特征整合理论来解释；但是

当发展到成人的时候，却能用特征整合理论来解释，那

么这和当年1hi—一等提出该理论的时候所进行的

研究都是由成人被试来完成有关。对于混合特征搜索

中幼儿、儿童和成人的搜索时问都随着搜索项目的增

多而显著变长，这符合特征整合理论提出的系列加工

方式。为什么幼儿和儿童对方向特征的搜索表现出无

效的搜索，也就是搜索时间随搜索项目的增加而变长，

表现出系列搜索。wo璐”“指出对颜色、亮度、方向、

曲率这些基本特征都能导致高效搜索，但是不能将

“基本特征”和早期视觉特征相混淆，颜色一直被认为

是前注意特征，出现在视觉加工的早期，而方向搜索出

现在视觉加工的晚期。儿童一般要到6—7岁之后才

能对方向进行准确的辨别，因此，对于年幼儿童来讲，

方向就不能是特征整台理论中的基本特征了，它需要

儿童对其进行系列加工，那么当搜索项目很多的时候，

搜索时间就会显著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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