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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对物体运动速度的认知发展

—
,一∀− 岁儿童比较匀速直线运动物体速度

的实验 .下 /0 ,

方 格 刘 范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

摘 要

本文是前一同名 报告的 继续
,

补充介绍 本研究的结果
。

本研究的 全部实验结果表明
1

∀ /儿童对速度的认知是从局部到 整 体 的 发

展
。

2/ 物体运动相 对位置讨速度认知的影响早于并大于 物体运动距 离的影响
。

/ 物体运动时间的先后 .开始或停止/对速度认知的影 响大于物体运动时间长短

的影响
。

,/ 在儿童速度认知发展中
,

3
、

) 岁是一个快速发 展阶段
。

4/ 速度观念的

发展是在直观与概念的 矛盾运动 中进行的
。

5 / ∀− 岁左右
,

儿童形成速度概念的

内部 条件似 已基 本具备
。

引 言

本研究的目的
、

意义及方法
、

步骤已见前一同名报告
。

本文将补充介绍实验 结 果
,

并

就整个实验结果进行分析和讨论
。

结 果 .续/
6

三
、

总的发展趋势

.一 / 试就儿童根据运动的空间与时间两者之一或两者的起点
、

终点
、

过程进行比较

的总情况
,

把全部材料列为表 和图
、

,
。

由图
、

,看出儿童从 ,
、

5 岁到 ) 岁左右是根据单一因素
,

特别是时间起点和空间终点

来认识运动速度
。

根据双因素来认识速度的能力发展较晚
,

到 )
、

( 岁以后
,

这些双因素的

影响
,

特别是时
、

空过程的影响才迅速发展逐步取代了单一因素的作用
。

.二 / 为进一步看清儿童在认知物体运动速度中时空观念发展的总趋势
,

将 实 验结

果按时间
、

空间
、

时空等几个方面做一个总计
,

见表 , 和图 4
。

0/ 本文∀()− 年 4 月2 日收到
6

∀ ( ) −年7 月 , 日收到修改稿
。

结果中表和图的顺序符号接第一部分中
“

结果
”

的排列次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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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和图 ∗ 中
“

单纯空间
”

一项为全部空

间项目的总计
, “

单纯时间
”

一项为全部 时间

项目的总计
, “

空间诸因素有矛盾
”

系 指 儿童

看出两种空间因素
,

但 未 能 统 一 起 来
。

比

如
3 当儿童看到两车起点位置 不 同

,

终点位

置相同时
,

申述理 由是
“

开头它快
,

后 来 两车

对齐了
,

一样快
。 ” “

时间诸因素 有 矛盾
”

系指

儿童同样注意到了两种时间因素
,

但 未 能统

一起来
。

如当儿童看到两个车一 块 走
,

而后

一个车先停
,

另一个车继续走时
,

儿童表现出

矛盾不解
,

申述理由是
“

它俩一块走的好象一

样快
,

可又不一样停的
,

又好象不一 样 快
。 ”

“时空不能统一
”

一项系指儿童能够同时注意

时
、

空因素而不能将各种因素整 合 起来
。

如

当儿童看到两车同时开
,

同时停而起
、

终点位

置不同时
,

儿童回答说
“

有点一 样 快
,

有点

不一样快
。 ” “

时空统一
”

一项系指 儿 童 既 注

意到时空因素
,

又能将时空因素整 合 起来
。

如当儿童同样看到两车同时开
,

同时 停 而起

点终点位置不同时
,

儿童回答说
“

两车一样

快
”

并申述理由是
“

同时开
,

同时到达 目的地
,

走的路程一样
。 ”

图 了中
“

时 空 统一
”

一 项 包

括时空统一但叙述不完整的人次
。

从表 . 和图 ∗ 中看出
,

在本实验条 件 下

/
、

7 岁以前单因素的影响和双因素的影响都

有上升的趋势
,

时空双因素的影响亦有 上 升

刁
,
二
一兴竺了

二一 一
一上

, +)
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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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各年龄组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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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 组图片相对速度比较

的趋势
,

但儿童考虑单因素的人次远高于双因素的
。

7 岁以后
,

单纯时间因素的影响急剧

下降
,

单纯空间因素的影响保持平稳水平而双因素的影响继续上升
。

∃ 岁以后双 因 素的

影响开始下降
,

时空统一的人次急剧上升
。

我们还试验了少数 ++ 岁儿童
, “

时空统一
”

的人

次也有增加
。

四
、

分组图片相对速度 比较见图 /

从图 / 看出 ∃ 岁左右正确的人数急剧上升
。

五
、

参照物的影响

实验中对 +7 名儿童时项单纯以时间为依据的项目给予米尺为空间参照物
。

结果表明

打名被试在实验中没有出现米尺的影响
。

∗ 岁儿童还会好奇地问
“

阿姨
,

你把它放在这

−,干什么 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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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析 和 讨 论

一
、

从总的结果 中所看出的有关速度认知发展的几个 问题

.一 / 空间因素方面

最初
,

儿童以单一的空间终点或单一的空间起点来比较两车的 速 度 .见表 图 /
。

实验中
,

有的儿童完全以空间终点的相对位置来比较两车车速
。

当两个车终点位 置 相同

时
,

他们就说
“

一样快
” ? 当两个车终点位置不同时

,

就很快说出
“

不一样快
” 。

这 与 皮 亚杰

的结果相符
。

有的儿童则完全 以空间起点的相对位置来比较两车车速
,

当两车 起 点位置

相同时
,

儿童说
1 “

这两车一样快
” ? 当起点相对位置不 同时

,

儿童就说
“

不一 样 快
” , “

搁在

前面的快些
。 ”

继后
,

儿童可以同时既注意到起点
,

也注意到终点
。

在这种情况下
,

可以做 出 两种反

应
1

一种是当儿童从直观
=

七感到起点和终点不矛盾时很快地说出
“

一样快
”

或
“

不一样快
”

.比如第一组第一
、

二项 /
。

另一种情况是 当儿童从直观上感到矛盾时
,

儿童会感到迷惑不

解.比如第一组第三项 /
。

从表 和图 , 看出儿童从五岁起可以注意到空间的连续性了
。

这时儿童能注意到空

间过程的变化
。

比如在第一组第三项中
,

儿童能够看出一个车中途停了而另一车 继 续往

前开的过程变化
? 在第一组第四项中

,

儿童也注意到一辆车先开
,

开到中途和另一 辆 车对

齐
,

两辆车又一起开这整个过程的变化
。

由此可以看出在空间方面儿童是从只 注 意单一

的空间起点
、

空间终点
,

到既注意起点
,

又注意终点
,

以 至注意空间过程
。

这一事实说明儿

童把握事物的范围在不断扩大
,

他们的认知从局部到整体的发展
。

从表 ∀ 图 ∀ 中还可以看出在空间诸因素的影响中
,

空间相对位置的影响一般 来 讲要

大些
,

其次是距离的影响
。

即使在二组项 目中
,

方向影 响最小
。

这可能是因为物体运动相

对位置是儿童通过视觉可以直接感知得到的 ? 发车前
、

停车后两车相对位置都静止地直接

呈现于儿童眼前
,

便于儿童直接做出比较
。

距离的影响到 4
、

5 岁才出现
,

比相对位置的影

响迟些
,

对儿童来说以距离为 比较速度的依据因素相对要困难些
,

这可能是由于距离同相

对位置 比较而言
,

虽然也具有直观的性质
,

但它也具有空间的连续性
,

要求儿童 在 很短的

时间内注意到起点
、

终点和整个过程的变化并在头脑中进行比较
,

然后才能作 出判断
。

至

于
“

方向影响
”

小的原因
,

有待我们进一步研究
。

.二 / 时间因素方面

从表 和图 中可以看出在时间方面
,

儿童也是首先注意到时间的起点或终点
,

并以

时间的起点或终点的变化为比较和判断速度的依据因素
。

实验中看到
,

当两车 同 时发车

时
,

儿童就说
1 “

两车一样快
” ?
而当两车不同时发车时

,

儿童会容易地说出
“

不 一样 快
” 。

有些儿童则是以时间终点变化为依据
,

当两车同时停止时
,

就说
“

两车一样快
” ? 当 两 车不

同时停止时
,

就会很容易地回答
“

不一样快 ,’. 有的认为先停的快
,

有的认为 后 停 的 快/
。

以后
,

儿童逐步地注意到时间起点的变化
,

也注意到时间终点的变化
。

在这种 情 况下
,

也

同空间一样
,

儿童依据起
、

止点所作判断是否矛盾而产生不同的反应
。

从 4
、

5岁起
,

儿童可

以注意 到时间的连续性
。

由此可 以看出
,

在时间方面
,

儿童认知的发展是从只 注意单一的

时间起点
、

时间终点到既注意时间起点又注意时间终点
,

以至注意时间过程
。

这一事实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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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说明儿童把握事物的范围在不断扩大
,

儿童的认知从局部到整体的发展
。

从表 ∀
、

图 ∀ 中可以看出
,

在时间诸因素的影响中
,

时间先后的影响远大于 时 间长短

的影响
。

这可能是因为时间先后只要求儿童注意时间的起点和终点的 变 化 即 可作出判

断
。

而时间长短则还具有时间的连续性
,

要求儿童不只注意时间起点
、

终点 的 变化
,

也要

注意时间过程的变化才能进行分析
、

比较
,

这对儿童来讲是比较困难的
。

.三 / 儿童所根据的时
、

空起止点 的对比

从表
、

图 中看出在时间方面按起点判断的人次高于终点
,

而在空间方面按终点判

断的人次一般 .除 4 岁以外 /又高于起点
。

这可能是因为从时间上来说时间的起点是第一

印象
,

是儿童容易感知到的也是容易注意到的
?
而时间的终点相对地要困难些

,

可 能 因为

儿童的视觉必须跟踪物体的运动来把握
,

相对来说 比较复杂
。

在空间方面
,

空间的终点容

易被儿童注意到
,

运动终止后两个小车停在那里
,

儿童 自然容易以终点为比较 速 度 的 依

据
?
而空间起点的具体形象在运动终止后已不存在

,

儿童只能借助记忆表象进 行 比较
,

因

而儿童以空间起点为依据来 比较车速要困难些
。

因此
,

以空间终点为依据因 素 的人次一

般要比空间起点多些
。

但 4 岁组的例外原因待查
。

.四 / 速度认知发展 中时空 因素的变化方面

如前所述
,

儿童在3
、

)岁以前主要是依据单一空间或时间因素来比较速度
。

.从表 ∀
、

图 ∀
、

图 4 中可 以看出/3
、

)岁以后儿童可以更多地注意到时空双因素及整个时空 过 程

.从表 2
、

图 ,
、

图 4 中可以看出/
。

当儿童开始注意到时
、

空诸因素时
,

儿童并没有发现各因素之间的内在联系
。

他们是

完全依据某个因素
,

轻而易举地做出各种判断
。

以后
,

儿童逐渐发现呈现于儿童眼前的各

客观因素连同以它们为依据作出的判断有不一致的地方
,

对儿童来说
,

两车同时发车速度

显然是
“

一样的
”

可偏偏这两辆车不停在同一个位置上
,

速度又应当是
“

不一样
”

的
。

这时
,

儿童已经感知到了矛盾
,

但儿童并不感到为难
,

他们很快地作出了
“

前边一样快
,

后边不一

样快
”

的
“

两截判断
” ,

自以为圆满地回答了主试的问题
。

可见
,

这时儿童对诸因 素 之间的

关系的认识还只是停留在感知水平上
。

以后的发展表现在当同样的刺激呈现在儿童面前时
,

儿童的反应不同了
,

儿童不仅感

知到时
、

空诸因素的矛盾
,

而且力求解决矛盾
。

他们没有简单地采用
“

前 边 相 等
,

后 边不

等
”

或
“

前边不等
,

后边相等
”

的
“

两截判断
”

的办法来回答主试 的问题
。

他们苦心 思 索
,

力

求找出解决的办法
。

实验中看出儿童长时间地犹豫
,

有的反复用手比较
,

但仍无法解决
。

在这种情况下
,

为了回答主试提出的问题
,

他们只好回到以单 因素为依 据 的水平 .或是以
“

空间为主
”

或
“

时间为主
”

/
。

表 2
、

图 2
、

图 5 反应了这种情况
。

可见
,

此时儿童还不能完

全理解各因素之间的关系
。

)
、

(岁以后
,

儿童开始将时空因素整合起来
。

他们采取各种方式判断两车速度相等
。

在第四组第二项实验中
,

当儿童看到这种较为复杂的情况时仍然肯定地说
“

两 车 一样快
”

其理 由是
“

同时开的
,

两车是有距离的 .指一前一后/
,

等第一车停时
,

它俩之间的距离还象

开始的时候一样
,

然后第二个车才继续往前开
”

在同一个项目中
,

另一个儿童 申述 的 理由

是
“

这车在那车前面
,

有一段距离
,

这个车停下来以后
,

那车又把差 的 一 段 距 离 补 回 来

了
。 ”

在
“

方向
”

一组中儿童也以
“

同时开
,

同时停
,

所走的路程一样
”

为理 由判断 两 车
“

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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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
” 。

实验中也看到有的儿童判定两车背向行驶
“

一样快
”

以后就断定对向行驶 的 两车也

是
“

一样快
” ,

理由是
“

刚才是一样的
,

现在也是一样
” 。

可以认为
,

儿童从没有感 知 到矛盾

到发现矛盾以至将时空因素整合起来表明了儿童对各种关系的认知也是一个发展过程
。

在这一矛盾运动中儿童对速度的认知也就发展了
。

儿童能将时空因素整合起来这至少已

经具备了形成概念的条件
。

图 5 表明了在判断图片上 )
、

(岁后有急剧上升的趋势
,

这与图

4 “

时空统一
”

的年龄趋势是一致的
。

二
、

儿童的经验对儿童认识速度的影响

实验中
,

当主试问一个 4 岁儿童
“

什么是快
”

时
,

他不费力地说
1 “

快就是在 前 边
” ,

另

一个 , 岁儿童指着跑在前边的车说
1 “

它快
” ,

并 申述理 由说
1 “

这个司机 年 轻
,

有劲
。

那

个司机老了
,

他开不动了
。 ”

日常生活中跑得快的在前面
,

人老了
,

没劲了
,

这些 狭 小的生

活经验使得儿童只能依据个别事实进行判断
。

儿童越小
,

越是如此
。

而当主 试 问一个 (

岁儿童
“

快车是不是 在前面≅ ”

时
,

儿童回答说
1 “

那也不一定
,

有时慢车也会 在 前面
,

要看

它是什么时候开的
。 ”

可见儿童的经验制约着儿童对速度概念的理解
。

小 结

在本实验条件下可以看出如下的发展趋势
1

∀
,

儿童从依据单一的空间起点
、

空间终点发展到依据空间过程来比较速度
。

2
‘

儿童从依据单一的时间起点
、

时间终点发展到依据时间过程来比较速度
。

6

儿童从依据时
、

空起点
,

时
、

空终点发展到依据时
、

空过程来比较速度
。

,
6

从注意时间或空间起止点到注意时间或空间的过程
,

从注意时间或 空 间的一个

方面到注意时
、

空两个方面这都是从局部到整体从片面到全面的发展过程
。

5
6

一般来说在学前阶段
,

在儿童速度认知中
,

空间因素较时间因素占优 势
,

两 方面

的起
、

止 点都比过程 占优势
,

着来这是由于直观因素强弱差别所致
。

5
6

在儿童速度概念的发展过程中
,

3
、

)岁是一个迅速变化的时期
。

3
6

即使在具有时
、

空
、

方向诸因素的条件下.二组项目/方向影响也最小
。

)
6

在儿童能综合考虑时
、

空诸因素的条件下
,

各因素之间有互相矛盾
,

逐渐 达 到整

合统一的过程
,

这种发现矛盾和解决矛盾的过程看来就是儿童速度概念 发 展 的 内 部 动

力
。

(
6

到 ∀− 岁左右
,

儿童形成速度概念的内部条件似已基本具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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