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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儿童颇色及图形视觉辨认实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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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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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

提 要

本研 究时 名学前儿童 一 岁 进行 了 种颜 色和 种 图形的辫认实

验
。

实验刺激用速示器分三种速度 秒
、

 秒
、

秒 呈现
。

结果表明 呈

现速度对辫认正确率有着明显的影响
。

一 岁儿童对颜 色和 图形的辫认能力均

随年龄增长而逐步提高
。

学前 儿童时颜 色的辫别
,

在三种呈现速度条件下
,

均 以

时黄
、

红
、

绿三 色的辫认正确率为最高 对 图形的辫认在不 同呈现速度条件 下 出

现优势与劣势图形之分
。

优势图形正确辫认百分比较高
,

而劣势 图形则较低
,

这

种优劣势图形的产生可能与图形的空间结构特性及进行言语
“

句子化
, ,

编码的难

易有着密切关 系
。

一
、

前 言

关于儿童对颜色及形状辨认能力的研究
,

国外巳有过一些报道
。

山发现婴

儿出生后到 天时
,

就 已经开始对有颜色的物体表示出明显愉快的感觉
。

醉 曾

对婴儿的颜色倾向进行过研究
,

她将两个大小相等
、

明度相等
、

距离相等
,

只是颜色不同的

色片 彼此相隔 英寸 呈现给婴儿
,

记录婴儿对不同色片注视的时间
,

证明婴儿已具有初

步辨色能力
。

丫 ,采用色调匹配的方法
,

探讨了幼儿的对红
、

黄
、

绿
、

蓝 四 种 色

调的辨认能力
,

发现到 岁时已达到盯 多的正确性
。

在我们的一项研究中闭
,

对 一 岁的

学前儿童所进行的颜色命名及颜色再认的实验结果表明
,

学前儿童的颜色正确命名 及 颜

色再认能力是随着年龄的增长而逐步提高的
。

到 岁时
,

颜 色 的 正 确 命 名率 巳 达 到

拓 ,对颜色再认的正确率则为时多
。

对于形状知觉的形成与发展问题
,

矛幻通过实验证明
,

一 个月的婴儿已

经能对一些不 同结构的图形有选择性的反应
,

具体表现为对某些形状 如人脸
、

靶心形
、

棋

盘形 有强烈的偏好
,

而对另一些形状 如十字形
、

圆形
、

三角形等 则未弓起明显的分化的

兴趣
,

婴儿对偏好形状的注视时间较长
,

认为极小的婴儿已具有了形状知觉
,

在给

予有图案与无图案的两种形状刺激
,

婴儿较多地注视前者
。

 “, 的实验 表 明
,

一 个月的婴 能够学会区分不同形状物体
,

他用的是有三度空间的物体
,

如果用 的 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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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两度的形状就比较困难
。

与 巾对 岁至 岁的儿童进行了

不同维度结构的形状辨认实验 立体的
,

平面的
,

画的
,

结果也表明
,

对立体的物体辨认得

较快
。 ,

卿等研究了儿童 一 岁 及成人形状知觉的发展
,

他们呈 现给被 试

一个标准图形 秒钟
,

然后在 个类似图形中辨认出刚才见到过的图形来
。

结果表明
,

这种能力随着不同年龄而变化
。

在上述一些研究中
,

标准刺激物的呈现时间都是比较长的
,

最短的也在 秒 以上
,

有

的甚至在呈现时间上也没有严格的限制
。

可 以设想
,

如果要求儿童在速视条件下进行颜色

或图形的辨认
,

其难度就会大得多
。

这要求被试要有高度的集中注意力
,

迅速的视觉反应

以及善于抓住刺激物空间结构的主要特征
。

这些知觉特点可能要更多地受到后天生理成

熟
、

学习与经验的影响而进一步发展
。

在本研究中我们采用快速呈现的方法
,

探讨 一 岁

学龄前儿童对颜色及图形的迅速辨认能力的发展特点
,

以期进一步 验证与阐明我们 以 上

的一些设想
。

二
、

方 法 及 步 骤

实验对象

分别为幼儿园的大
、

中
、

小班的
、 、

和 岁年龄的儿童
。

每个年龄组 人
,

男女各

半
,

共 人
。

实验前均进行色觉检查
,

属于正常视觉者
。

实验材料

采用两套材料
。

第一套是 种不同颜色的卡片
,

分别为棕
、

白
、

红
、

绿
、

紫
、

橙
、

浅蓝
、

品

红
、

深绿
、

黄
、

深棕
、

蓝
。

第二套材料为 张图形 见 图
。

图形的组合来自三种变化 十

字形结构 图形 一 号
,

半月形结构 图形 一 号 及四方形结构 图形 一
。

实验步骤

实验采用个别测验法
。

实验时主试先向儿童分别说明实验的要求和做法
,

待儿童 了

解后
,

进行若干次练习
,

然后正式进行实验
。

进行颜色辨认实验时
,

采用 第一 套 材 料 进

行
。

种颜色通过速示器的小窗孔依次按不同时间呈现给被试看
,

被试在每看完一 种 颜

色后
,

让他在面前的一张贴有与速示器呈现卡片完全相同的 种颜色的纸板上找出 相 同

的颜色
。

每种颜色呈现一次
。

刺激呈现的顺序是随机的
。

卡片呈现的时间 分 为 三 种

田
、

朋
,

认 二 甘
,

, 、 户毛

国
‘

…
一

‘

困
一

认

飞 ‘ 沪

即 秒
、

秒
、

秒
。

被试的眼睛距离

速示器 米远
。

结果计算采用计分法
,

辨认

正确给 分
,

错误给 分
。

张颜色或图形

全对者得 分
。

因为每个年龄组被试冲为

名儿童
,

故满分为 。
。

第一套颜

色材料辨认完毕后
,

休息两分钟
,

然后进行图

形辨认实验
。

采用第二套材料进行移种 图形

的实验
,

条件控制与前者相同
。

实验指导语
“

小朋友
,

今天我请你做一

个游戏
,

你注意看这个小窗孔 主试指着速示

田晕即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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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 的窗孔
,

一会儿我从这个小窗孔给你看一种颜色 或图片
,

当你看完之后
,

就在这张纸

板上 主试指着贴有 色纸板或图形的纸板 找出你刚才看见的颜色 或图形
。

三
、

实 验 结 果

一 不同颜色辨认实验结果

分别见表 一 和图
。

百百妥彝
、

愕吧吧
呈 现 时 间 总 平 均均

。。。 秒 。 秒 。
·

秒

岁岁 分 数数  

正正正确男男

岁岁 分 数数

正正正确多多

岁岁 分 数数

正正正确

岁岁 分 数数

…
   

…
”” 。““

正正正确男男

赞
满分为

 !加

讲尔妞得囚城煞

从表 和 图 可以看出
,

不同年龄的 儿 童

对不同颜色的辨认能力是有差异的
。

随年龄的

增长辨认的正确率逐步增高、并且呈现时 间 的

长短对辨认率也有着明显影响
。

岁
、

岁
、

岁
、

岁的辨认正确百分数在用 以 秒速度呈

现时
,

分别为
、 、

和 在用 秒

速度呈现时分别为
、

 了
、

和了 在用

秒速度呈现时 分 别 为
、

了
、

和

工
。

‘

把实验结果进行统计处理见表
。

从表 可以看到
,

不同条件间的差异 和 各

年龄组间的差 异 都 达 到 显 著 性 水 平
。

不同呈现时间条件下的各种颜色的辨认正

确率比较见表
。

‘  曰公,  山一 山一

一
一

岁 月岁 岁 岁

图 儿童在不同呈现时间下对不同颜

色辨认的实验结果

秒
—

仆 秒 一 主秒
“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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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学前儿宜颇色辨认实验结果变异数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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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 3 可以看出
,

呈现刺激时间的长短对颜色辨认有明显影响
。

呈现 时 间越 短
,

如

0
.
01 秒时

,

只有黄色
、

红色和绿色的正确辨认的百分数达到50 拓以上
;其余各色的 正 确 辨

认百分数都在50 多以下;在呈现时间为0. 05 秒时
,

正确辨认率则有明显提高
,

黄
、

红
、

绿
、

橙
、

白
、

浅蓝
、

紫
、

棕 8 种颜色的正确辨认百分数分别为86
.
6
、

75

·

8

、

了卜6
、

7D

·

8

、

了O
·

。
、

62

·

5.

55

.

0

、

53

.

3

,

占12 种色的一半以上
。

而呈现时间为。
.
1秒时

,

辨认正确率又进一步上升
; 12 种

t 色的正确辨认率都达到50 万
。

从结果中还可以

_
二岁 4 岁 6 岁 已岁

图 汾 儿童在不同呈现时间下对不同图

形辨认的实验结果

乐以秒
一 助5秒一

‘

0.1 秒…

进一步看出
,

不 同颜色的辨认易难程度很不 相

同
,

黄
、

红
、

绿
、

橙
、

白五色最易辨认(正 确 率 在

64 多以上)
。

其次为浅蓝
、

紫
、

深棕( 正 确 率 在

5D 拓以上)
,

较难辨认的是品红
、

蓝
、

棕 和 深 绿

(正确率在50 书以下)
。

( 二) 不同图形辨认的实验结果

从表 4 和图 3 可以看到不同年龄儿童对12

种不同图形的辨认有着明显的差另小并且 呈 现

时间的长短也有着明显的影响
。

当呈现时间为

0. 01 秒时
,

3 岁
、

4 岁
、

6 岁儿童的辨认 正 确 百

分数分别为 11
.
3

,

26

.

9

,

3 8

.

8

,

都未到半 数
,

尤 其

是 3 岁和 4 岁儿童更 差
,

6 岁儿 童 也 仅 达 到

1/ 3
,

到 6 岁时则有着明显的提高
,

正确辨 认 率

的百分数达到盯万
。

但呈现时间加长到 0. 05 秒

s0印40
哥尔恤侣圈城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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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学前儿t 对不同图形辫认的实脸结果

0
·

0 1 秒 0
.
06秒 乐1秒 总 平 均

nO工阳班.0一心口月,口口l的J山n

一咋‘

9 7

2 6

.

9

1 5 0

4 1

.

6

5 岁
1盛0

38
.
8

6 岁
分 数

正确多

208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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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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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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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l,曰

6224一8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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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
现\数数多多数多呈\确确确

\分正分正分正
/果

�结

||

!l|

时
,

3

、

4

、
6

、

6 岁儿童的辨认正确率都提高了
,

分别为21
.
1 ,

41
.6

,

62

.

2 和80
.
2
。

年龄愈大提高的

愈多
。

当呈现时间为0
.
1秒时

,

除 3 岁儿童外
,

其他三个年龄组的儿童辨认正确率都 达 到

60拓以上
。

用统计处理实验结果见表 6
。

表 5 3一6岁儿宜的圈形辨别实验结果变异教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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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 6 可以看到实验结果经统计处理后
,

各实验条件间与各年龄间 的 差 异 性 都 达

到0
.
00 1显著水平

。

以上是对图形辨认结果的趋势的分析
,

但在三种类型的 12 种图形中
,

辨认的易难程摩

是很不一样的
,

这可以从表 6 中明显看出
。

从表 6 中可以看到
,

在不同呈现速度反应下
,

出现有优势与劣势图形之分
,

优 势 图形
r
在各个呈现时间条件下反应正确百分比较高些

,

而劣势图形则较低
。

如 1 号
、

8 号属于优

势图形;12 号
、

9 号为劣势图形
。

这种优劣图形之产生可能与图形的空间结构 特 征 与进

行言语
“

句子化
”

编码的难易有着密切关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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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3一6岁儿宜在呈现时间长短条件下对不同图形辨认的影晌结果比较

速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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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讨 论

一
、

首先从颜色辨认的实验结果来看
,

儿童对不同颜色的辨认能力是随年龄增长而逐

渐提高的
,

而呈现时间的长短对辨认结果有着明显的影响
。

在快速呈现的条件下(呈现时

间为0. 01 秒时)
,

3 岁儿童的辨认正确率仅为2D
.
5另 ;而且能辨出的颜色也只有红

、

黄
、

绿

等色
。

当呈现时间增长到0
.
5秒时

,

辨认正确率为33
.
8多;当呈现时间再增长到 乐1秒时

,

这

时辨认正确率也只达到52
.
2拓

。

3 岁儿童在进行视觉辨认实验时
,

注意力往往很难保持高

度集中
,

视觉反应也不够迅速
,

故错误反应较多
。

这说明 3 岁儿童在本实验条 件 下 对 于

颜色辨认的能力较差
,

尤以快速条件为甚
。

4 岁的儿童则略有所提高
,

首先表现为注意力

能较集中了
,

当呈现时间为0
.
01 秒时

,

他们辨认的正确率为29
.
7多

,

而且掌握的色彩达到 了

种
,

有 4 名儿童能正确辨认 了色
。

当现时间增长至0
.
D5 秒时

,

正确辨认率达到52
.
7万;呈现

时间为0
.
1秒时

,

正确辨认率为67
.
7多

。

5 岁儿童在呈现时间为O
.
DI 秒

,
0

.

05 秒和 0
.
1秒时都

较 4 岁儿童增加 13 一15 形的正确辨认率
。

6 岁儿童在0
.
DI 秒的呈现时间时正确率便达到

51
.
9男 (相当于 3 岁儿童在0

.
1秒呈现时间所达到的结果)

,

当呈现时间增长至 0
.
D5 秒和0

.
1

秒时则有较大幅度的提高
,

正确率分别为78
.
6万和:91

1拓
,

这表 明了不同年龄儿童对 颜 色

的辨认能力有着 明显的差别
,

儿童的这种对颜色在速视条件下的辨认能力的发展是 随 着

年龄的增长而提高
。

二
、

儿童对不同颜色在速视的条件下进行辨认
,

其易难程度是不同的
。

如果以企确辨

认率在64 万以上作为易辨色的话
,

则有黄
、

红
、

绿
、

橙
、

白五种颜色
,

这个结果与我们在另一

项研究卿 中
,

成人被试对10种表色在不同面积呈现条件下所得的辨认结果大致相符 (呈现

时间没有控制
,

只控制刺激面积)
。

在这个条件下的 6种易辨色为红
、

青
、

橙
、

绿
、

黄 (正 确

辨认率均在63 解以上)
。

除青色外
,

有四种颜色是相一致的
。

这种情况说明
,

成人与 儿 童

的辨色结果的趋势基本是一致的
。

即使在不同的两种实验条件下(一是变化呈现时间
,

一

是变化刺激呈现面积)
,

也是如此
。

这些容易辨认的颜色一方面可能与其本身的物理特性

有关
,

另一方面与人眼色觉分辨特性也有关
。

三
、

从图形辨认实验的结果看出
,

3 岁儿童对图形的辨认比起对颜色的辨认困难似乎

更大些
,

他们还不会掌握图形的空间结构特征
,

而且注意不易集中
,
当呈现时间为 0

.
01 秒

时 ,
多数儿童不能正确辨认

,

所 以正确辨认率只有11
,

3 拓;当呈现 时间增长至 。
,

05 秒和 0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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秒时正确率也只能达到21
.
1万和 35

.
8买

。

4 岁儿童对0. 01 秒呈现的图形辨认正 确 率 为

26
.
9多

,

但当呈现时间增长为0. 05 秒和 0
.
1秒时则辨认正确率达到41

.
6拓和 64

.
7男

。

5 岁儿童

的辨认能力较 4 岁儿童有明显的提高
,

在呈现时间为0
.
01秒时

,

正确辨认率为38
.
8姑

,

而呈

现时间为0
.
05 秒与0

.
1秒时

,

正确率分别达到62
.
29 男与79

.
4万

。

6 岁儿童开始已能掌握 图形

的空间结构的一些特点
。

如 6 岁儿童张 x 只和戚 x x 都指出 1号图形象个田 字
,

王 X x

指出 6 号图形象两个刀片等等
,

已能初步抓住图形的空间结构的一些特 征 进 行 图形 辨

认
。

在彭瑞祥等的一项研究中
,

指出了
’‘

句子化
”

的编码作用是构成优势 图形 的 主 要
‘

条

件
‘
l0)

。

6 岁的儿童则更有大幅度的提高
,

在0. p5秒呈现条件下
,

正确辨认率达到80
,

2 书
,

呈

现时间为。
.
1秒时

,

正确率达到91
.
6拓

。

从3一。岁学前儿童对图形辨认的结果也可看出
,

他

们对图形辨认的能力的发展明显地与年龄的增长有着密切关系
,

辨认能力随着年龄 的培

长而逐步提高
。 、

这表明图形知觉能力的发展更多地依赖于生理成熟过程及后天的学习与

经验
。

较年幼的儿童 (如 3 岁儿童)
,

即使在我们这种实验条件下也能进行一些辨别活动
,

但准确性是很差的 (呈现时间为。
.
01 秒时

,

正确辨认率只有11
.
3终)

。

四
、

近20 年来不少研究者进行过婴儿知觉能力的研究
,

采用一种简单的行为 反 应
,

即
“

婴儿看着什么地方
” ,

记录婴儿注视的时间
。

K

.

F
a n

t ; 是最早采用这种方法的
,

在60 年

代早期证明婴儿在初生头几天就能辨别呈现给他的不同形状视觉刺激物
,

新生儿虽 能 看

出一些图形、但他们的能力毕竟是十分有限的扭飞 有些材料证明
,

视觉系统不是一生下来

就是很完善的
,

出生后需要一段很长时间才发育成熟
,

例如
,

对分辨空间距 离的本领 的 视

敏度
,

在人类婴儿期很差
,

一直到人眼的光学结构已经发育成熟很长时间之后
,

视敏 度 才

达到成年水平从我们对 3一6 岁学前儿童颜色及图形视觉辨认实验所得的结果来看
,

即便

正如一些研究者所得到 的材料所表明的那样
,

初生婴儿已具有初步的对图形辨别的能力
,

他的知觉辨别能力仍然是很有限的
。

但是
,

无疑婴儿出生之后就开始接触周围世界 与外

界发生密切群系
。

他的知觉能力也就是在这种条件下一天天地发展与完善起来的
。

我们

的材料表明
,

3 一 6岁时期的儿童
,

对颜色与图形的辨认能力有着一个明
J
显的发展过 程

,

这

种知觉能力是随着年龄的增长而逐步提高的
。

’

四
、

小 结

,

一
、

1加名3二6岁学龄前儿童进行了12 种颜色和妞种图形的辨认实验
。

实验是在速视
条件下进行

,

采用三种呈现速度
,

0

.

0 士秒
、

O

.

DS 秒
、

O

‘

1 秒
。

结果表 明
:
儿童对 12种颜色和 12

种图形的辨认能力均随着年龄的增长而逐步提高
。

.

二、
刺激呈现的速度对颜色辨认及图形辨认都有着 明显的影响

。

辩认正确率随
·

者刺

激星现时间的变化而变化
。

一

在快速呈现条件下(D .D I秒)
、

正确率极低
,

速度因素对年龄愈

小的儿童的影响愈大
。

, - . .

二
一

二
.
一

三
、

在三种呈现速度条件下
,

均 以对黄
、

红
、

绿三色的辩别正确率最高
;对图形的辨别

,

在不同呈现速度条件下出现有优势图形与劣势图形之分
,

优势图形的正确辨认百 分 比明

显较高
,

这种优劣势图形的产生可能与图形的空间结构特性及进行言语
“

句子化
”

编 码 的

难易有着密切关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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