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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体正直及倾斜不同角度

定 位 的 实 验 研 究
−1

林仲贤 彭瑞样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

本文探讨 了身体正直及倾抖不同角度 2(
“

一.3
。

1 的定位
。

结果表明
4 2 − 1

在暗室排除视觉的条件下
,

身体 正直姿势的定位平均误差值在 −
5

0
。

一 −
5

6 −
。

范围7

在 亮室有视觉参与条件下
,

平均误差值为 8
5

//
。 、

不超过 −
。 。

2 0 1在暗室排除视觉

条件下
, “

语言一身体
”

条件的各个角度定位的准确性 最 差
,

其 次 是
“

视 觉一 身

体
”

条件
, “

身体一身体
”

条件的结果最好
。

这种情况表明
,

身体 角度定位明显受信

息的传入方式及信息转换和输出的难 易程度 的影响
,

相 同感觉道在信息传入
、

处

理和输 出上具有更大的优越性
。

一
、

前 言

空间定位是人应用某一计算体系去确定自身在空间中的位置
。

人们确定自身在空间

的姿势位置
,

与许多分析器的活动有关
,

这其中除了视觉的作用外
,

前庭觉
、

肌觉
、

触觉
、

压

觉
、

动觉乃至内脏感受器都起着作用
。

!
5

∗ 9 : 9 ;;< 等帕 的研究材料表明
,

人在排除视觉条

件下
,

对身体正直位置的判断
,

误差值在 −
。

左右
。

=
5

∗ 9∃ >9? 根据在倾斜椅上进行身体

姿势定位的结果
,

认为肌肉感觉及动觉在姿势定位中具有特殊的 作 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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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软垫椅子来降低肌肉和皮肤的感受性时
,

发现身体正直位置的定位误差略有 所 增加

%&
。

一 ∋
“

(
。

身体倾斜持续时间的延长也可使正直姿势定位误差增大帕
。

)
 

∗
 

+, − − .∃  

用丧失前庭机能的被试进行实验
,

发现身体姿势定位与前庭机能有着密切关系
。  

/
 

∀ #∃ 沪 , 对 前 庭机能有损伤的病人进行实验也获得了类似的结果
。  

∀
 

0 12 2. 3中 认为

在正直姿势定位中
,

头部的位置 %正直 或倾斜( 对身体位置判断有着明显的关系
,

头部与身

体各自分别向相反方向倾斜时
,

会产生较大的定位误差
。

+
 

+ 1 4 − 51 ∃ 卿 指出
,

躯体的本体

感受在姿势定位中至少具有前庭觉同样重要的作用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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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 −. −的 认

为在空间垂直定位中
,

是由视觉因素和重力因素共同参与决定的
,

但是在这两 者 冲突时
,

则重力因素还是更为决定的因素
。

:
 

;
 

/ ,< =, ∃ %&9 ,
发现在视野倾斜的情况下

,

许多被试

> 本文于&?能年∋ 月∋≅ 日收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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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准确地将身体座椅调节至真正垂直
、
而在身体倾斜的情况下

,

同样也不能准确地将视
一

觉刺激物调节至真正垂直
,

这说明身体因素和视野因素在空间垂直定位知觉中相 互 发生

影响‘ 他的著名的
“

棒框实验
”

2Α ΒΧ
一 Δ ∃Ε : 9 # 9Φ >1 最早是从研究知觉个别差异 出 发

,

后

来提出了场依存性和场独立性理论
,

涉及到人格的研究和跨文化心理的研究领域 ,−−
一 −

代

在空间定位的研究中
,

大量工作是关于影响身体正直姿势定位的有关因素的探讨
,

而

对于身体倾斜不同角度 28
。

一 . 8
。

1的定位的研究尚未见到有专门的报道
。

本实验 着 重探

讨不同信息传入方式对身体正直及倾斜不同角度2(
。

一 . 8 81 的定位的影响
,

这方面的研究

对揭露身体位置知觉的规律具有一定意义
。

二
、

方法和结果

实验 − 暗室
“

语言一身体
”

条件不同角度定位

这部分实验主要探讨通过语言指示 2即词的作用1
,

给被试者有关角度度量概 念 的信

息
,

对自身位置定位的影响
。

方法
4
实验采用一特制倾斜椅

。

座椅通过轴承齿轮系统固定在一个金属支架上
。

架

的右侧有一摇轮
,

主试者用手转动摇轮即可使座椅顺时针或逆时针方向作不同角度 的 倾

斜
,

必要时可以作Γ 6 8
。

旋转
。

座椅的倾斜角度从架背后的刻度盘指针读出
。

被试人数 −6 人
,

男 . 女 Η ,

年龄是 −Η 一Γ0 岁
,

均具有中学以上文化水平
。

实验 前 经过

对角度概念的甄别
,

认为是清楚的才得参与本实验
。

实验在暗室内进行
。

被试者正坐椅子上
,

双手握住扶柄
,

头部用头架固定
,

胸部及双脚

用安全带缚住
,

使他能够在椅子倾斜时保持与椅子倾斜的方向一致
。

被试者正坐时
,

眼睛

离地面 的距离约−
5

/米左右
。

正式实验时
,

主试者给被试者有关角度的语言指 示
,

即 通过

词的作用给予他角度度量的信息
,

使座椅向左或右倾斜至某一指定的角度
。

被试 者 了解

了实验的要求后
,

由主试者慢慢转动摇轮使椅子倾斜
,

直至被试者觉得已经转到所要求的

角度为止 2可 以来回调节1
。

每次实验都从8
“

2正直位置1开始
。

进行(
。

定位时
,

则 先 使椅

子倾斜一定角度开始
,

然后被试者调整至正直位置
。

本实验采用的角度为。
。

2身体绝对垂直 1
、

左右倾斜0 6
“ 、

Γ 8
。、

6
。、

6 8
“、

了=
“

及 .。
”

2即身

体绝对水平1
。

各角度进行的顺序是随机安排的
。

每个被试者对每个角度均作三次定位
,

求其平均值
。

一半被试者作左侧倾斜角度定位
7
而另一半作右侧倾斜角度 定 位

。

同一角

度的左右侧的判断结果合并计算
。

结果
4
实验结果见表 − 和表 0

。

从表 − 可见
,

在暗室排除视觉条件下
,

只给予被试者有关角度的语言指示进行身体角

度定位是很不准确的
,

除。
“

2即身体正直位置1的定位误差较小外
,

其余所有角度的定位误

差值都较大 2总平均误差值为 −.
5

0 Η
”

1
,

各个角度的定位平均值表现出明显的低估趋势2只

达到标准值的一半左右1
。

统计分析的结果
,

不同角度间的定位误差值的差异是很显著的
,

少
’

26
,

− = 1 Ι 0
5

了2ϑ Κ 8
5

8 8 −1
。

实验 亚 暗室
“

视觉一身体
”

条件不同角度定位

本实验主要是探讨通过呈现不同角度的视觉 ΛΛ<;; 激物
,

提供被试有关角度视觉形 象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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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暗室
“

语言一身体
”

条件不同角度定位结果
5

丫丫逻逻
8

ΒΒΒ
− =

。。
Γ 8

888
=
。。

6 8
。。

Η 6
888

. 8
888

判判判 平
5

均均 − 6 −−− Η
5

. ΗΗΗ − Η
5

− 0 Γ 666 Γ Γ
5

8 === −
5

−−−− = .万888

断断断 标准差差 8
5

/ /// 0
5

/ /// =
5

0 666 Η
5

/ 888 −8
5

. ΗΗΗ −−
5

6 ΓΓΓ − 8///

值值值值值值值值值值值

误误误 平 均均 −
5

6 −−− 了
5

Γ ΓΓΓ − Γ 8 −−− 0 −
5

0 ΓΓΓ 0 Η
5

0 Γ Γ
5

/ === Γ8
5

6ΗΗΗ

差差差 标准差差 8
5

/ /// Γ
5

000
5

. === /
5

0 ... − −
5

Γ === −−
5

6 ΓΓΓ − Γ
5

= ///

值值值值值值值值值值值

5
判断值是按被试者各次试验结果的定位绝对值平均计算

5

误差值是按被试者各次试验结果
,

不计正负
,

按其

误差的绝对值平均计算
5

信息对身体角度定位的作用
。

方法 4
实验所用的装置除实验 +所用的倾斜椅外

,

尚有一用于呈现视觉刺激的圆盘
,

盘面呈黑色
,

盘的中心有一 =8 公分长的白色指针
。

主试者操纵 电钮可使指针任意 作 左右

不同角度倾斜
,

倾斜角度可从圆盘后面的刻度读出
。

实验时
,

圆盘置于离被试者所坐的椅子前方二米处的相应高度
。

−6 名被试者 均 曾参

加过实验 +的实验
。

主试者在亮室内呈现视觉刺激物 2白色指针1至某一倾斜角度
,

但不

告诉被试者角度的数值
,

因此被试者得到的只是一个视觉刺激角度的形象信 息
。

要 求被

试者在室内灯光熄灭后将自身座椅调整至与所见到的视觉刺激物同样倾斜的角度
。

在被

试者了解实验要求后
,

室内灯光熄灭
,

由主试者转动摇轮使椅子慢慢倾斜
,

直至被 试 者认

为巳经倾斜到与刚才所见的视觉刺激同样的倾斜角度为止
。

进行。
’

定位时
,

先将椅子倾

斜至一定角度
,

然后要求调整至正直位置
。

实验采用的角度
、

进行顺序及结果处理同实验 +Β

结果
4
见表 0

。

表 0 暗室
“

视觉一身体
”

条件不同角度定位

−
5

0 .

−
5

0 8

−−
5

. − 0 8
5

8/

6
5

Η −

0 /石−

Η
5

了

Γ 6
5

88

−8
5

0 6

6
5

= 8

−0
5

8 0

60
5

. 8

− 0
5

了8

−
5

0 .

−
5

0 8

5

0 8

0
5

− Η

− −
5

Γ / −6
5

Η 8

Η
5

− =

0
5

0 /

匀6了

Γ 8
5

0

/
5

= Γ

0 /
5

6 /

− Γ
5

−

一度一均差一均差
5

一。一准一准了≅、
、

一标平一标平结一判断值一误差值

从表 0 的结果来看
,

给予被试者视觉刺激倾斜角度的信息
,

可以使被试者对身体倾斜

角度定位的误差值略为减小 2总平均误差 值 为 −6 5#
“

1
。

但从总的来看
,

误差值仍然 是大

的
,

表现出明显的低估
。

根据统计分析
,

不同角度间的误差平均值的差异是 很显 著 的
,

Δ 26
5

− = 1 Ι − =
5

/ Γ 2尸Κ 8
5

8 8 −1
。

实验 ; 暗室
“

身体一身体
”

条件不同角度定位

实验目的是探讨通过相同感觉通道
,

即给予躯干有关角度的变化感觉信息
,

对身体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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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定位的影响
。

方法
4
所用的倾斜椅同实验 +

。

− 6名被试者均参加过实验 +和实验 ;的突验
。

实验

在暗室进行
。

被试者处在8
。

2即身体正坐位置1
,

由主试者转动摇轮使椅子向左或 右 倾斜

至一定角度
,

让被试者根据身体的感觉来体验身体倾斜的情况
,

然后把椅子 转 回 至 原位

2即8
。

位置1后
,

要求被试者将椅子调整至刚才所感觉的倾斜角度2由主试者根据被试者的

口头反应慢慢转动椅子1
,

一直到被试者认为椅子已倾斜到与刚才倾斜的相同角度为止
。

在作身体(
。

定位时 2即正直位置1
,

则先将椅子倾斜一定角度
,

然后被试者将椅子调整至原

来身体正坐位置
。

实验所用的角度
,

进行顺序及结果处理同实验 +
。

5

结果
4
见表 Γ

。

表 Γ 暗室
“

身体一身体
”

条件不同角度定位

穿
度
Μ

。
·

平 均

标准差

−
5

0 8

8
5

.8

−
5

Η Γ

0
5

−Η

0 Η
5

/8 8
5

.−

5

−.

= 6
5

= Η

Γ 8 Η

Η 8
5

8 − / Γ
5

Η0判断值

平 均

标准差

−
5

0 8

8
5

匀8

5

= 8

Γ
5

6

6
5

Γ /

Γ
5

6/

Η
5

0 Η

Γ
5

Η =

误值差

从表 Γ 可见
,

在暗室
“

身体一身体
”

条件下的各个角度定位的准确性明显地提高
,

误差

值大大缩小 2总平均误差值为 6
5

.
“

1
。

误差趋势与前两部分实验仍大致相似
,

即表现低估

的趋向
。

统计分析的结果表明
,

角度间的结果差异是显著的
,

Δ 26
,

−=1 一 Η
5

8 8 6 2ϑ Κ 。
5

。。−1
。

将上述三个条件的结果作一综合比较
,

则如下表 所示
。

表 三种不同实验条件的结果差异性比较

“

语言一身体
”

与
“

视觉一身体
”

8 Γ0

−
5

−/ −

Γ
5

− Γ

5

Γ Η 肠器肠 Γ
5

= Γ .共肠份

−
5

了/

−
5

66

Γ
5

Γ

−
5

6/

⋯
.。

。

⋯
‘“,

Μ一旦竺一

,

盗远攀
一

⋯
。
。

−
− =

。

⋯
Γ。

。

⋯
=
。

Ν
。。

。

−
Η =

。

⋯
.。

。

Γ8Κ

46Γ

“

视觉一身体
”

与
“

身体一身体
”

8 8 .

3
5

8 6 6

−
5

. /

Γ
5

8 Γ 3肠份

Η
5

= =

/
5

0 86份朴价

−−
5

0 Η −.
5

丫/

=
5

8 0 6铃肠份 /
5

8 8 / 奋份诱

0
5

8

−8
5

/ . Γ份 5 份

0 −
5

−

/
5

.− / 5
洲

“

身体一身体
”

与
“

语言一身体
,,

8
5

−

0
5

/0 Γ朴份

−=
5

/ 8 00
5

丫 0 Η
5

Η 0 Γ
5

8

=
5

0 − 开肠价 6 = = Η 5 升朴 Η
5

−0 −份份 5 Η
5

了8 =份5 价 .5 8
⋯

Η
5

8 /肠
5

4 0
5

− Γ −

ϑ 4 8
5

8= 2勺

> 4 0
5

6 8 0

ϑ 4 8
5

8−2
份
勺

> 4
5

8 Η Γ

ϑ‘8
·

8 8 −2
5 肠
勺

黔州一州一围一引

显著性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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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 的结果比较来看
, “

身体一身体
”

条件与
“

语言一身体
”

及
“

视觉一身体
”

两 个条

件的结果都有着明显的差异
,

这表明在
“

身体一身体
”

这个条件下
,

身体定位的误差值的缩

小是相 当确定的
。

实验丁 亮室
“

语言一身体
”

条件不同角度定位

从实验 +的结果来看
,

在暗室排除视觉条件下
,

只通过语言指示给被试者有关角度的

度量信息
,

身体角度定位的结果是很不准确的
,

误差值很大
。

这使我们进一步考 虑
,

如果

被试者是在亮室不排除视觉条件下进行实验
,

他可以利用周围视野的正常视觉线索
,

是否

会提高角度定位的准确性呢 Ο 我们进行了此项补充实验
。

方法
4
条件控制同实验 +

,

所不同的是在亮室条件进行
,

被试者可以利用周 围视野的

有关线索 2如墙壁
、

桌子及自身位置1作定位时的参照
。

被试人数− 8人
,

男 . 女 −
,

年龄是

0− 一 Γ− 岁
,

具有中学文化程度
,

经过甄别对角度概念是了解的
。

这些被试都没有参加过上

述三个条件的实验
。

实验采用的角度
、

进行顺序及结果处理均同实验 +
。

结果
4
见表 6

。

表 = 亮室
“

语言一身体
”

条件角度定位

兮龚
平 均

标准差

8
5

//

8
5

Η 0

− 0
5

6−

=
5

= −

0 Γ
5

.

Η
5

−−

Γ 8
5

=

−−
5

8 0

/
5

6 =

−0
5

66

= .
5

8 −

−工
5

Η 0

Η .
5

6−

.
5

/.

判断值

平 均

标准差

/
5

0 −

=
5

= −

−8 ..

Η
5

//

−Γ
5

=

−8
5

=8

−=
5

.6

−−
5

6 6

−−
5

8/

/
5

0 Γ

误值差

从表 6 的结果可以看出
,

在亮室
“

语言一身体
”

条件
,

角度定位的误差值 明 显 地 缩 小

2总平均误差值为 .
5 。

1
,

也就是说定位的准确性大大提高了
。

所得结果与暗室
“

语言一身

体
”

条件的结果相比较
,

除 − 6
。

外
,

所有角度都达到显著性水平 2ϑ Κ
5

8 61
。

这 表 明了视觉

因素的参与对身体角度定位是有着积极作用的
,

但其精确度仍然比不上 暗 室
“

身 体一身

体
”

条件所得的结果
。

上述四个条件的结果 2误差值1比较见下图 −
。

由图 − 可见
,

暗室
“

身体一身 体
”

条

⋯
’

认4

才共

Γ808−8玛翻翎呜

件角度定位准确性最好
,

其次是亮室
“

语

言一身体
”

条件的结果
,

再其次 是 暗 室
“

视觉一身体
”

条件
,

最差的是暗室
“

语言

一身体
”

条件的定位结果
。

总的来看
,

误

差最大的角度是了 
。 。

三
、

讨 论

在暗室排除视觉参与的条 件 下
,

只 图 !

∀ !#
∀

即
∀

∃#
%

 ∀
%

& #
%

即
∋

·

角穷
(

不同条件下身体不同角度定位误差值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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凭语言指示给被试者有关角度的信息
,

身体角度定位的结果是很不准确的
,

误差 值 很大

但(
。

2正直位置1例外
,

平均误差值为 −
5

6 −
。 ,

这与国外有关身体正直定位文献报 道 的 结果

大致相符
。

∋
5

!
5

Π <饮<;; 在让被试者蒙目条件下调节椅子到正直的 平 均 误 差 为 Γ
。

一

Γ
5

08 帅
。

3
5

∋
5

Θ ΡΣ Τ∃ ;;9 Υ 也曾指出
,

在视觉线索排除后
,

人们凭前庭器官的椭圆囊的感

觉来判断身体正直位置
、

·

误差不超过 −
。

汹
。

人们对正直姿势的定位并不困难
,

这是因为在

日常生活中人们 已习惯于正常重力条件下的正直姿势
。

在重力的作用下
,

各种感觉 2如前

庭觉
、

本体觉1与身体的这种正直姿势已建立了比较牢固的条件联系
,

即使在排 除 了视觉

参与的条件下
,

人们也仍能较准确地判断自身的正直姿势
。

实验 亚和实验 皿所得的结 果

同样表明了这个事实
。

在有视觉参与时 2实验丁1
,

身体正直位置的定位准确性有所提高
,

误差值甚至不超过 −
“ 。

这是由于在正常条件下
,

视野的各种因素 2如天花板
、

墙壁
、

桌子及

自身位置等 1都可用作定位参考线索
‘

这个事实表明了
,

在身体角度定位中
,

除了 重 力因

素起着重要作用外
,

视觉因素也具有明显作用
,

但这种作用只能是在视野结构是正常的情

况下才有现实意义
,

如果视野结构被人为地歪曲2如让有限视野结构倾斜或通过光学原理

造成某种倾斜错觉1
,

则此时视觉因素不仅没有积极作用
,

反而干扰身体正直姿势的定位
,

从而使身体正直姿势定位误差增大Ρ;8 〕
。

人们对自我身体角度定位
,

只凭语言指示
,

获得有关角度度量的信息
,

进行角 度 定位

很不准确
,

这是由于通过语言 2词1给出有关身体角度度数的信息
,

缺乏与身体感觉的直接

联系
,

由语言 2词1传入被试者的角度信息
,

需要编码转变成身体角度感觉信息
,

这 其 间的

环节比较复杂
,

被试者更多地不是根据自身的感觉经验而是根据 自我计算的视觉 角 度形

象来作出定位判断
,

因此身体角度信息是模糊的
。

被试者在进行自身角度定位时
,

往往表

现出犹疑不决的态度
,

当椅子还远远未倾斜到所要求的角度时 2甚至还只有一半 − 1
,

便觉

得已经到了
,

甚至说已经过头了
,

要求往回调节
,

出现明显的低估
。

如果在进行身体角度定位前给予被试者一种视觉刺激物角度的信息 2实 验 亚条件1
,

身体角度定位误差值则稍微有些缩小
,

但误差值仍然是大的
,

其总的趋势和实验 +的结果

也是相似的
。

这种情况表明
,

从视觉刺激过渡到躯体觉刺激是两种不同的感觉形式
,

由一

种感觉形式转为另一种感觉形式
,

其间信息要经过不同分析器的再编码
,

信息 会 受 到 损

失
,

故身体角度定位仍出现较大的误差
,

但由于被试者能够根据比较清晰的视觉记忆表象

进行身体定位
,

故定位的准确性较之实验 +的条件略有所提高
。

暗室
“

身体一身体
”

条件不同角度定位的实验结果表明
,

通过同一感觉通道提 供 身体

角度的信息
,

进行身体不同角度的定位比较准确
,

误差值大为缩小
。

相同的感觉通 道 2如
“

身体一身体
”

或
“

视觉一视觉
”

1在信息编码中可以保留大量可靠的信息
,

在信息的传入
、

处

理和输出上具有更大的优越性
。

在
“

身体一身体
”

条件
,

一些有关分析器
,

如肌 觉
、

触 觉
、

压

觉
、

前庭觉等均积极参与了作用
,

人们从正常的姿势 2正直位置1向一侧倾斜时
,

由于 地 心

引力相对人体的轴心发生了变化
,

各个有关分析器接受了相应位置变化的刺激信号
,

综合

发出角度变化的信息
,

对于下一次的活动起着重要的调节作用
。

在正常的条件下
,

对空间

知觉的定位
,

视觉因素与身体因素的作用是一致的
,

只有在人为地歪曲了客观现实而造成

了视觉因素与身体因素在空间定位中发生矛盾冲突时
,

视觉因素与身体因素的作用 才 因

人而异
,

有的人易受视觉性因素变化的影响
5

而有的人则更易受身体性因素变化的影响
。



期 林仲贤等
4

身体正直及倾斜不同角度定位的实验研究

本实验的结果联系姿势定位
、

动作技能的训练具有一定的实际意义
。

教练员 对 学员

的指导 2学习某种动作
,

矫正某一动作1用语言指示和进行视觉形象的动作示范
,

虽然也是

必要的
,

但看来也是远不够的
,

更重要的是必须让学员通过自身的体验
,

进行感性的练习
,

才能收到更大的效果
。

大脑记录知觉经验的感觉像
,

这是人们获得知识的一个方面
,

但对

与身体相联系的姿势和动作技能的训练来说
,

更重要的是如何使学员通过自身 的 感性经

验获得动作反应的运动控制像
。

四
、

结 论

−
5

在暗室排除视觉的条件下
,

身体正直姿势的定位
,

平均误差在 −
5

0 8
。

一−
5

6 −
。

范围
,

不超过 0
“ 7
在亮室有视觉参与条件下

,

误差值为 8
5

/ /
。 ,

不超过 −
。 。

0
5

在暗室排除视觉条件下
,

通过语言指示
,

只给予被试者有关角度度量概念的信息

2暗室
“

语言一身体 ,’1 进行身体角度定位很不准确
,

产生较大误差
,

但在亮室有视觉参与的

条件下 2亮室
“

语言一身体
”

1则可明显提高定位的准确性
。

Γ
5

通过视觉刺激物提供给被试者有关角度视觉表象的信息2暗室
“

视觉一身 体
”

1
,

进行身体角度定位可使定位误差略为缩小
。

5

暗室
“

身体一身体
”

条件实验结果表明
,

被试者通过身体相同感觉通道获 得 有关

身体角度变化的信息
,

可以较准确地完成身体各个角度的定位
。

相同感觉通道的 信 息传

入
、

处理和输出具有更大的优越性
。

6
5

在各种条件下的身体角度定位均出现低估的倾向
。

身体倾斜 Η =
。

的定位最困难
,

误差值最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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