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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对客体 运 动速度 的认知 发 展

—
.一 岁儿童比较匀速直线运动光点速度的实验

‘/’

方 格 刘 范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

摘 要

本研 究的 目的是继续探讨不同年龄儿童时运动速度认知发展的 水 平 和 特

点
。

被试为 0一 岁儿童共12. 人
,

每组1+ 一, 2人
。

采用个别实 验
。

主 试 改 用

仪 器显示在三种不 同条件下的 两个光点的等速 匀速运动
。

令 儿童比较它们的运

动速度
。

每做完一个项 目后 不管儿童回 答是否正确都要求他们说明理 由
。

实验结果表明
3 / 本实验条件下 儿童时光点运动速度的认知同时玩具 小

汽车速度的认知有大体 相同的发展趋势和年龄阶段的特点
。

1/ 本实脸中儿童

时光点速度 的认知在以 下几方面有别于对玩具小汽车运动速度的认知
3 4

5

从 +

岁起 儿童依据两 个光点之间的距 离判断速度的人次随年龄增加
。

6
5

当儿童不能

整合时
、

空因素时
,

空间因素的优势作用有减弱的趋势
。

,/ 较大儿童能采取各

种策略主 动解决 问题
。

问 题

在我们曾作过的有关速度认知发展的研究中主试是以两个等速匀速运动的玩具汽车

来演示并让儿童判断两个玩具汽车的运动速度是否相等的
,

看出了儿童认知
, 一
令这一

关系经历了一个较为复杂的发展过程
3 / 儿童对运动速度的认知是从片面到全面

、

从局

部到整体的发展
,

即 3
从依据单一的时空起

、

止点到依据时空过程认知速度
7
从依据 单 一

的时
、

空因素到依据时空双因素以致最后发展到依据时
、

空两方面的关系来 认 知 速 度
。

1/ 物体运动的空间上起止点的相对位置
、

距离长短
、

运动起止的时间上的先后
、

时间长短

等因素对儿童的速度认知都有影响
。

一般来说
,

物体运动的空间上起止点的相对位 置 对

速度认知的影响大于物体运动距离的影响
,
物体运动起止的时间上的先后对速度认 知 的

影响大于物体运动时间长短的影响
。

,/ 在儿童综合考虑时
、

空诸 因素的条件下
,

各因素

之间有一个由互相矛盾
,

逐步达到整合的过程
,

儿童对速度的认知是在这种矛盾运动中逐

/ 本文于 ∗+ 1年 +月 10 日收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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渐发展的
〔、 3 。。

那么
,

在严格的实验室条件下
,

采用等速直线运动的两个光点来演示时
,

各种因 素 对

速度认知的影响是否发生变化8 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8 已得出的速度认知的规律 9诸 如

发展的趋势
、

认知的结构
、

年龄阶段特点等/在新的变化了的实验条件下是 否会发生变化8

这就是本研究所要解决的问题
。

二
、

方 法

9:/ 被试
3 0一 岁了个年龄组的幼儿园和小学儿童共 1 2. 人

,

每组 1+ 人一 ,。人不

等
,

男女儿童兼有
。

年龄组以足岁前后不超 ; 个月为准
。

随机取样
。

91 / 仪器
3
光点运动呈示仪器一 台

。

仪器大小为 < 25 , < 2
5

. = , 。 呈 示 面 积 为

< >5 , =
“。

光点运动速度为
5

0 ? = ≅秒
,

仪器竖立在儿童前方
5

, 米远的位置上
。

由主试

操纵的调向开关一个
。

实验时被试坐在仪器前方观察
,

主试坐在被试左后方操纵仪器
,

实

验在实验室自然照明条件下进行
。

9 , / 实验项目分三组
。

具体程序与前一实验一组
、

三组
、

四组相同
,

即 3
运动 起 止

点的相对位置对儿童认识速度的影响
7 距离大小 9或时间长短/对儿童认识速度的影响

,
运

动起止的时间先后对儿童认识速度的影响
。

实验以个别方式进行
。

在实验 中每个被试各

做十次判断 9人次 /
。

三
、

结 果

实验 中仍有部分儿童对所测项目不能判断或说不清理 由
,

他们所占的比 例 从 . 岁到

岁分别为 2
5

,
、

Α
5

Β
、

∗
5

0
、

;
5 、

1
5

。
、

Α
5

,
、

+
5

1
。

主试所采用的儿童比较速度所依据的客观

因素的判定标准与前一实验相同
。

5

本实验中儿童认知速度的情况

9 / 依据单因素认知速度
,

此项结果包括单一 的空间因素 9相对位置
、

距离/
、

单一

的时间因素 9时间先后
、

时间长短/
。

具体情况见表 和图 4
, 4 Χ4 。 和图:6

。

表 Δ 依据单因素认知速度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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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表中数字为各组人次的百分比
。

从 ∃ 岁组到  岁组的人次分别为 1 ∗∗
!

1 ∗∗ 2 3。
,

2 ∀∗
,

1∗∗
,

1 ∗∗
,

2 3 ∗ :下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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Α +

年龄组 《

∗

岁

Η<八&

入欲

;泛吠

年龄组 : 岁 ;

羡 1∗

一,勺乙

;忆长

,∀曰

;忆=

、

劝

! 、 & 江二

% > /

年龄组 《

 ∗   
% 3 ∀  ∗   

年龄组 ‘ 岁 ;

图  儿童认知速度所依据的单一客观因素图

?≅! 第一项目组 7 ?)! 第二项目组
7
?1! 第三项目组 7 +! 全部实验项目

。

△一△ 相对位置 7 − 一− 时间先后 7 Α 一 Α 时间长短 7 !
·5

二 距离

从表  图  看出
,

距离的影响在 % 岁后增长较快
。

本实验条件下
,

儿童不仅依据各运

动客体运 动的距离来判断速度
,

而且从 % 岁起出现了依据两个光点之向的距离进行 判 断

的情况
。

如
Β

儿童申述速度相等的理由是
Β “

两个亮点中间的距离是一样的
,

所 以 一 样

快
” 7 或

“

两点中间空的地是一样多的
。 ”

儿童判断速度不等申述其理由是
Β “

两个点 中 ∋’.Χ

的距离好象远了点
”

或
“

本来两个点离那么远
,

现在离这么近了
” 。

这种情况占整个距离影

响的比例从 % 岁到   岁分别是
Β ∃ ∃

!

#
,

3 4
!

3
,

3 3
!

#
,

3 3
!

%
,

∀  
!

 
。

在图
!

∋ ? Β

中 看 出第二项 目

组中没有显示出时间长短的影响
。

: 2 ; 依据双因素认知速度 此项结果包括空间占优势
、

时间占优势和时空并 重 三

种情况
,

见表 2 图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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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依据双因素认知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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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表中数字为各组人次的百分比
。

蕊 药 吴

另  ∗

长

∗
;长乞

代笔

∃ # % 3 ∃ # % 3 ∀  ∗   

Φ匕,工

共峨&5
(∋&

口,一−廿

年龄组 : 岁
∃ # % 3 ∀  ∗   

年 龄 组 : 岁》 年龄组 : 岁 ;

图 2 儿童认知速度所依据的时
、

空双因素图

?! 第一项目组 7 +! 第二项目组 7 Γ! 第三项目组
。

△一△ 空间占优势 7 − 一− 时间占优势7 Α 一Α 时空并重
!

∃ ∗

八,气−

八次

八,2

Η写=

图 1

△一△

− 一−

年龄组 : 岁 ;

各年龄组时空观念发展情况

单纯空间
7

− 一− 单纯时间
7

时空矛盾
7 Φ 一 Α 时空统一

: 1 ; 时
、

空观念发展的总趋势 这 项 结

果除单纯空间和单纯时间两项外
,

还有时 空 矛

盾一项
,

这一项包括儿童明显 地 表 现 出有 矛

盾而做出
“

两截判断
”

:即前面相等后面不等或

后面相等
,

前面不等; 的人次
, “

两截判断
”

所占

该项的比例从 ∃ 岁到   岁分别为 ∀! #
,

1
!

#
,

∀! #
,

4
!

1
,

 %
!

2
,

 ∗
!

∃
,

 %
!

4
。

见图 1
。

: 4 ; 儿童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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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见表 1 和图 4
、

∃
。

2
!

两种不同实验条件下儿童认知速度的

情况比较

从下面五种情况的比较
,

可见本实验 与 前

二实验显示类似的认知发展趋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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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空间起点
3

又一 Ν 空间终点
7

% 一% 时间起点
7

5
·

⋯时间终点
。

△一△空间过程
7

% 一% 时间过程
7

只一 < 时空过程
5

厂书
02.2;2知122

9ΟΗ另=

黔执
加卜

,
溉
拼补稼减
% 3 ∀  ∗   # % 3 ∀  ≅; Ι ≅

年龄组 ‘ 岁 ;

图 4 按空间起
、

终点
,

时间起
、

终点
!

比较速度情况

年龄组 《岁 ;

图 ∃ 按空间过程
、

时间过程时空过程

比较速度情况

,&
八次

人,勺&

内很

:  ; 儿童依据

单一因素认知速度情

况比较 见图 # :
?一

+ ;
。

写 2 ∗

尺 一、
ϑ

−∀曰

;另=

了沪口∗ ,
,
卢

4 一 ∃ # % 3
!

∀  ∗   

年龄组 《 岁》

不Κ 乡 # % 3 ∀  ∗   

年龄组 《岁 ;

图 #。一Λ ; 两种条件下儿

童依据单一因素认知

速度的情况比较

?! 相对位置 7 +! 距离7 Γ !

时 间

先后 7 Λ
!

时间长短
。

△一△ 小汽车
7

− 一− 光点
。

八 1 ∗

次

勺 1 ∗

从

另 2 ∗

=

写 2 ∗

=

Κ 、. 认侧久
尸 。一”

5

∃ # 3 ∀  ∗   味 ∃ ‘ % 3 ∀

、−

上 一上

 ∗   

年龄组 : 岁 ; 年龄 组 《 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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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 厂
一

、 气
>5 ≅ 卜Κ

一。

之
节、

9 1 / 儿童依据时
、

空双因素认知 速

度的情况比较 见图 Α 94一?/
。

9 , / 发展中整合情况的比较 见图

+
。

, 叮 9 ; / 儿童按空间起
、

终点
,

时丁间Π起
、

终点认识速度的情况 见图 ∗
。

不一 亏 0 Α + ∗ 2

年龄组 《 岁 /

, 2

气又八Φ

Μ退=

羡
卜口

斗 ∃ # 夕 3 ∀  ∗   

年龄组
一

《 岁 ;

尸尹 、
、

号公吞
、

4 ∃ # % 3 ∀  ∗   

年龄组 : 岁 ; 2 ∗

1 ∗

力山
,(Ν尹

斗 ∃ # % 3

年龄组 ‘ 岁
) 奋. 、

ϑ 奋
5

Ν

,

拭Ο=

4 ∃ # % 3 ∀

八,

Μ写=

、
一劝

! ∗砂

年龄组 : 岁 ;

图 % 不同条件下儿童依据双因素认知速度的
&

琦况比较

氏空间占优势 7 +! 时间占优势
7 Γ! 时空并重

。

△一△ 小汽车 7 − 一− 光点
。

4 ∃ # % 3  ∗   

年龄组 : 岁 ;

一力

(日

Μ彭长

# ∗

羡 ∃ ∗

厂
尹−

、− 尹一

4 ∃ # % 3ϑϑϑ

万
,

声
尹!

5

年龄组 : 岁 ;

图 ∀ 不同实验条件下按空间起
、

终点
,

时

间起
、

终点认识速度的比较

?! 空间起点 7 +! 空间终点
7 Γ

!

时间起点 7

Λ! 时间终点
!

△一△ 小汽车
7

− ⋯− 光点
。

八,Ν日Π,(,4
0Θ&八乙  

;另代

∃ # % 3

年龄组
’

:

∀  ∗   

岁 ;

图 3 不同实验条件下整合情况的比较

△一△ 小汽车
Β

− 一− 光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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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 / 不同条件下儿童按过程9时间过程
、

空间过程
、

时空过程/认知速度的情况比较 见

图 2
。

22%口22

≅ ≅
尸

少
≅

Η<#
·

&
;忆=

四
、

‘

分析和讨论

 
!

空间因素方面
·  “

从表 1 和图
,

4
、

∃ 可见儿童最初仍以单一的

空间起点或单一的空间终点来比较速摩
,

以 后

&Θ童可以同时既注意到空间起点也注意到空间

终点的变化
,

此时儿童亦可产生两种 反 应
Β
一

种是当儿童从直观上感到起点
、

终点不矛盾 时

容易说出
“

一样快
”

或
“

不一样快
”

而当儿童从直

观上感到矛盾时
,

儿童亦显示出困难
,

犹豫
。

‘

以

4 ∗

1 ∗

2 ∗

∋ ∗

4 ∃ # % 3 ∀  ∗   一

年龄组 : 岁 》

图 9 两种条件下儿童按过程比较的情况

△一△
·

小汽车
7
−

一

”− 光点
。

后儿童可以逐渐注意到运动的过程了
。

就这一认知趋势来说
,

本实验和小汽车运动 实 验

: 以下简称前一实验 ;大体相同
,

这说明结果中所表明的儿童在空间方面认知运动速 度 的

特点具有一定的普遍性
。

所不同的是
7
在本实验中

,

从 ∃ 岁起儿童依据空间过程认知运动

速度的人次比前一实验要高
,

这可能是因为在前一实验中小汽车运动的距离较光点 运 动

距离要长
,

有的项 目达  2。“ Ρ ,

儿童要在这样长的距离中用视觉跟踪物体运动显然更困难

些 7
且呈示给

一

儿童的是玩具小汽车
,

又有一些胶皮
、

电线等物
,

尽管这种实验情景更接近现

实但儿童对实验情景的兴趣往往会从另一方面干扰儿童对全过程的注意
7
而本实验 中两

个光点运动距离较短且无其它因素干扰
,

儿童平视时较易把握其空间过程
。

从表  图  可以看到
,

在空间诸因素 的影响中空间相对位置的影响在 3
、

∀岁以前要大

于距离的影响
,

而在3
、 ‘

∀岁以后距离的影响显著增长
,

这种增长较前一实验更为显著
。

这一

情况的出现是由于在本实验条件下空间参照物较前一实验减少 的结果
。

由于空间参照物

减少儿童比较速度时较为困难
,

这时一方面儿童主动寻找参照点
,

他们 :多半是 3
、

∀岁以后

的儿童 ; 更多地从呈示于他们面前的两个运动的光点之间的关系来考虑问题
。

也就 是 说

他们更容易把呈示的刺激作为整体从而找出自己解决问题所需要的参照点
,

这正说 明 了

儿童的认知是主动的
。

另一方面从客观刺激物本身来看
,

两个光点在运行中是较为 接 近

的刺激
,

由于空间关系上接近的刺激往往容易成为儿童知觉的对象
,

致使儿童更多地注意

两个光点之间的距离的变化
,

!

并以这种距离的变化作为衡量速度相等或不等的标尺
。

能够

考虑空间关系这对儿童认知运动速度来讲
,

尽管是一个重要发展
,

但由于速度认知的复杂

性
。

它不仅要求儿童把握空间上的
Σ

联系也要求儿童把握时间上的联系
,

因此儿童只依据两

个光点之间的距离进行判断常常发生错误
,

如第三组第一项中当儿童看到先动的光 点 先

停
,

后动的点后停
,

由于时差而产生两点之间的距离缩焦时
,

儿童就判断说
“

不一样快
” ,

申

述的理由是
Β ‘

8原来两点之间的距离大
,

后来变小了
。 ” ‘

在第三组第三项中
,

当儿童看到后

面 的光点先停而前面的光点继续走
,

从而使两个光点之间的距离加大时
,

儿童判断 说
“

不

一样快
” , 、

理 由是 Β “

原来两点之间的距离小
,

现在天了
。 ”

其余各组项目中均可见到 此 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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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象
。

此时儿童还没有清晰的时间表象
,

但一旦儿童时间表象清晰
,

儿童即可做出正确判
−

断
。

这是本实验中儿童判断运动速度出现的一个特点
。

1
5

时间因素方面

从表 , 和图 ;
、

0 可见在时间因素方面
,

儿童亦是先注意到时间的起点或 终 点并以时

间的起
、

终点的变化做为判断速度的依据因素
。

同前一实验一样
,

儿童也常常 由 于 时 间

起
、

终点的变化在直观上是否矛盾而产生不同的反应
。

. 岁以后儿童开始能注意到 时 何

的连续性即注意到时间过程了
,

这一发展趋势同前一实验相同
,

这进一步说明了儿童在时

间方面认知速度的特点亦具有一定普遍性
。

从图 可见
,

在时间诸因素的影响中
,

时间先后 的影响仍高于时间长短的影响
,

这 同

前一实验的结果是一致的
,

也是同儿童注意时间过程的人次相当低这一情况相吻合的
。

万
5

时
、

空双因素方面

从表 1 图 1 可见
,

在本实验条件下
,

我们仍然看到了儿童依据时
、

空双因素判断 速 度
‘

的情况
。

儿童已经可以看出速度中所包含的时间因素和空间因素
,

但不能将它们整 合 起
·

来
,

因此
,

他们常常以时间或空间的某一方面为主或以两方面同时并重来解决问题
。

本实

验所反映出的趋势同前一实验大体相同
,

所不同的是
3

在三组实验中空间因素的优势作用

分别较前一实验相对应的三组项 目中空间因素的优势作用减弱
,

如第一组项 目中本 实 验

最高达 +
5

29 0 岁组 /而前一实验第一项目最高达 1;
5

2 9 Α 岁组 / 7 第二组项目中本实验最高

是1Β 汀 9 + 岁组/而前一实验与此相应的项 目组最高是 ,Α
5

. 9 了岁组/
,
+ 岁亦达 ,1

3 0
。

在第

三项目组中 本实验最高达 5∗ 9 了岁组/而前一实验 Α 岁组高达 1 +
5

,
,

+ 岁组竟 达 ,.
5

.2

由此可见
,

各项目中空间因素的优势作用均有减弱的趋势
。

这可能因为
3 在前一实验 中我

们所呈示给儿童的刺激是小汽车
,

实验的情景更接近于生活
,

能成为参照物的客观刺激较

多
,

且儿童除运用视觉注视外
,

还可以动手测量
,

甚至在胶皮上爬来爬去地比较
,

由于动觉

和触摸觉的配合
,

儿童对整个空间的知觉更清晰些
。

因而当时
、

空两种因素同时被儿童所
、

把握
,

而儿童又不能整合它们 时
,

他们自然更多地考虑空间方面的因素
。

本实验 中
,

我 们

排除了前一实验中给儿童提供的各种条件
。

由于光点运动是在平面空间中进行 的
,

儿 童

只能坐在仪器前方用视觉注视其运动
,

可见实验条件的变化是致使空间因素的优 势 作甩

减弱的原因
。

;
5

儿童所依据的时
、

空起止点的对 比

从表 , 和图 ; 可见在空间方面按终点判断的人次高于起点
,

而在时间方面按起 点 判

断的人次要高于终点
,

这一认知趋势同前一实验是一致的
。

从图 ∗ 可以看出在两种实验条件下儿童依据空间起点
,

空间终点
,

时间终点判断速度

的趋势较为一致
,

但从图 ∗6 中可见 . 岁组在两种条件下差异较大
,

这可能是 因为 . 岁组在

前一实验中受直接经验的影响较大
,

这种直接经验干扰了儿童对速度的认知
,

而本实验中

这种影响减少了
,

儿童更多地从运动客体本身的变化来考虑 问题了
。

从图 取
、

6 中看到了

Α 岁组在两种条件下亦有明显差异 7这可能由于实物直观和光点直观在强弱上有所 差 别

的原因
7 另外 了岁正是儿童从幼儿园向小学的过渡年龄

,

由于教育上的衔接关系儿童的认

知常常是不稳定的
。

.
5

速度认知 中时
、

空因素的变化



期 方 格等
3

儿童对客体运动速度的认知发展

从图
、

1
、

,
、

+中看出儿童在 Α
、

+ 岁以前主要是依据单一的空间因素或时间因素 比 较

速度
, 了

、

+ 岁以后儿童开始更多地注视到时
、

空双因素及整个时空过程了
。

在 Α
、

+
、

∗ 这个

年龄阶段儿童从注意到时空关系以至将他们整合起来仍然经历了一个从不理解到理解这

样一个过程
,

在这个过程中儿童所显示出的认知特点同前一实验相比也颇为 一 致
。

可见

儿童从依据单因素认知速度到依据双因素认知速度以至发展到对各种关系的认知从而达

到整合这一认知结构是具有一定的普遍性的
。

在有关速度认知的研究中叻 实验者设计了

一个有趣的实验
,

看出了儿童认识速度一 距离 、时间这一关系的困难程度和特点
,

但未能

详尽地阐述这一认知过程中变化的趋势
。

从图 + 可见在两种条件下儿童认知过程中整合随年龄发展这一趋势是一 致 的
,

但 ∗

岁以后显示出差异
,

这可能是由于实验条件的不同引起的
,

在前一实验中呈示给儿童的是

实物汽车
,

比起本实验中呈示的光点更形象更具体
,

因此有利于儿童的认知
。

而对 ∗ 岁前

的儿童来说
,

由于速度认知的复杂性
,

无论在哪一种条件下都难以理解
,

所以没有显 示 出

差异
。

0
5

儿童在速度认知中所采取的策略

在前一实验中我们观察到日常经验对儿童认知速度的影响
,

在本实验条件下我 们 观

察到较大的儿童 9+
、

∗岁以后 /主动采取策略来解决主试提出的问题
。

如第一组第二项中
,

当主试令儿童说明理由时
,

儿童说
3 “

要把上面 点拉下来
,

两个点就在一条直线上了
,

这样

比较从开始 到现在所走的距离一样
” 。

在这一项 目和其它项目中也有的儿童将上
、

下两个

光点连成一条斜线
,

从而注视运动开始前和运动终止后斜线是否平行并以此为参照 来 判

断速度
。

在第三组第三项中
,

一个八岁儿童向主试 申述
“

如果要是有四个点
,

可以看成一个

方块
,

看看它俩距离一不一样
,

要是一样
,

速度就一样
” 。

在第三组第一项和其它项目中均

可见到儿童运用角度来判定运动速度的情况
,

他们把两个亮点连成一线并注视连线 和 光

点运动轨迹之间的角度是否发生变化从而判定运动速度是否一样
。

他们申述运动速度相

等的理 由是
3 “

两点同时走时斜着的角度没有变
” 。

在第二组第二项中儿童申述速度相等

的理由是
3 “

第二个点先走
,

然后两个点同时走
,

同时停
,

减去第二个点先走的时间
,

两 个

点走的时间相同
,

距离也是一样
。 ”

上述情况表明儿童的认知是主动的
,

他们能够有 意 识

地提取自己储存的几何知识来解决当前的任务
,

为使自己的知识为眼前的任荆及务
,

他们

自觉地思考
,

采用了各种策略, 儿童所表现出的这一主观能动性恰恰反映了人类认知的特

点
,

这似乎和 Θ :4 Ρ Σ: :所提出的反思认知 9= ΣΓ 4?
> Τ ΗΥ ΓΥ>:: /的模型有相似之处

,

因而进一步

探讨儿童的这种能力将是十分必要的
Π

。

五
、

小 结

·
7

本实验条件下可以看出与前一实验大体相同的发展趋势和年龄阶段特点如下
3

9 / 儿童从依据光点运动的单一的空间起点
、

空间终点发展到依据空间过程 来 比

较其运动速度
。

9 1 / 儿童从依据光点运动的单一的时间起点
、

时间终点发展到依据时间过程 来 比

较其运动速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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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 / 在时间方面
,

时间先后的影响大于时间长短的影响
。

9; / 在速度概念发展过程中
, Α

、

+
、

∗岁是一个迅速变化的时期
。

9 . / 到2 岁
,

儿童形成速度概念的内部条件已基本具备
。

9 0 / 在儿童综合考虑时
、

空诸因素的条件下
,

各因素之间有互相矛盾逐步达到整合

的过程
。

1
5

本实验中显示出有别于前一实验的特点是
3

9 / 从 + 岁起儿童依据两个光点之间的距离判断速度的人次随年龄增加
。

9 1 / 当儿童同时把握时
、

空两种因素而又不能整合时
,

空间因素的优势作用有减弱

的趋势
。

,
5

本实验条件下较大儿童能采取各种策略解决主试提出的问题
,

这说明儿童 的认

知是主动的
。

参 考 文 献

〔 〕方格
,

刘范
,

心理学报
,

第 期
,

1 一1 ∗页
,

∗ + 年
。

91 / 方格
,

刘范
,

心理学报
,

第 期
,

1 一1∗ 页
,

∗+ 年
。

9 , 〕 ς Υ:Ω Σ垃ΗΤ
,

Θ 二  >

脚 ΓΥ 拍 邢邪Ξ>
2 Τ 乳 ,

,

1 , 一1 ;Α
,

∗ +
5

9; 〕 (尹Ψ4 、, Σ :Ψ
,

−
5 ,

= > ΠΥ Σ
4Η Ζ[ ∴?:: > :> Τ Υ[ Γ

,

仑20
,

> ? Γ> 6 Σ Π 5

∗了∗
5



期

ΓΥ ∀

奋

方 格等
3

儿童对客体运动速度的认知发展 0 Τ

! ∃ ] 只弃⊥ ] &% _ Μ ] ) ! > Θ  ∃ (& Β ⎯ ] )
’

.  % ∋ ) (! (% )

% Θ ⊥ ] & %  (! # % Θ ! ς % Μ% ⊥ () ∋ & (∋ ∃ ! 一∀Ζ % 丁∀

Θ 4 Η Τ ∋ Σ ,

& Υα Θ 4 Η

9八
[ Γ ‘Γ 3 ‘才,

了 Ζ[ ∴?左2 12 , ∴
,

刀?“
裔 , ‘4 及

”‘? 4 /

6[Γ Π 4 ? Γ

1 Β.

1 +

! ΞΣ _ α Π Ζ> [ Σ > β ΓΞ Υ[ [ Γ α χ ∴ Υ[ Γ > Σ < Ζ:> Π Σ βα Π ΓΞΣ
Π ΓΞΣ :Σδ Σ :[ 4 Η χ Σ Ξ 4 Π 4 Σ ΓΣ Π Υ[ ϑ

> β ΓΞΣ χ Σ δ Σ :> _ = Σ Η Γ > β Σ Ξ Υ:χ Π Σ Η , . Σ > Τ Η Υ巧> Η > β δ Σ :> Σ ΥΓ∴
5

! ΞΣ [α
6ε

Σ ΣΓ [ Ρ Σ Π Σ

Σ址:χ Π Σ Η βΠ > = βΥ δ Σ Γ > Σ :Σδ
Σ Η ∴ Σ 4 Π [ > :χ χ Υδ Υχ Σ χ ΥΗ Γ > [Σδ Σ Η 4 Τ Σ Τ Π > α Ζ[ , Ρ ΥΓΞ

> Π , 2 ΥΗ Σ4
? Ξ

5

(Η χ Υδ Υχ α 4 : Γ Σ [ 七
,

Ρ 4 [
,

4 χ > ΖΓΣχ
5

! Ρ >
‘

:ΥΤ ΞΓ
一 [ _ > Γ [ = > δ ΥΗ Τ [Υ= α :Γ 4 Η Σ > α [:δ 4 Η χ α <:Υβ> Π= :δ 4 Γ ΓΞΣ

α Η 4 Σ Π Π Η Π Σ Σ Σ < ΖΣ Π := Σ ::Γ 4 :  > Η χ :Γ :> Η ∀ Ρ Σ Π Σ ΖΠ Σ [ Σ Η Γ Σ χ Β ∴ 4 Η

ΥΗ [ ΓΠ α = Σ , , Γ
5 ‘

Π Ξ Σ [α 6ε
Σ Σ Γ [ Ρ Σ Π Σ 孕。Ω Σ χ Γ > = 4 Ω Σ Σ > = Ζ4‘, [ > Η > β ΓΞΣ

ΓΞΣ Γ Ρ > = >δΥ Η Τ :ΥΤ ΞΓ
一 [Ζ>Γ [

5

βΓ Σ Π Σ 4 Σ Ξ Γ Π Υ4 : ΓΞΣ Σ玩:χ Ρ 4 [ 4 [Ω Σχ
Π Σ 4 弓> Η >β

’

ΞΥ[ 4 Η [ Ρ Σ Π Η > = 4 ΓΓΣ Π Ρ ΞΣ ΓΞΣ
Π ΥΓ Ρ 4 [ Σ > Π Π Σ Σ Γ > Π Η > Γ

5

! ΞΣ Π Σ [ α :Γ[ > β ΓΞΥ[ Π Σ [ Σ 4 Π Σ Ξ Υ Η χ ΥΣ 4 ΓΣ 3

5

! 6Σ 七Σ Η χ Σ Η Σ ∴ 4 Η χ Σ Ξ 4 Π 4 Σ ΓΣ Π Υ[ΓΥΣ [ 杯 ΓΞΣ χ Σδ
Σ :> Ζ= Σ Η Γ

‘> Τ Η ΥΓΥ> Η > β δ Σ :> Σ ΥΓ∴ > β
,

ΓΡ > 拟 > δ ΥΗ Τ :ΥΤ Ξ Γ
一 [Ζ> Γ [ ΥΗ ΓΞΥ[ Σ < _ Σ Π Υ= Σ Η Γ

[ 4 = Σ [ΖΣΣχ
Σ < ΖΣ Π Υ= Σ Η Γ 4 :

δ Σ :> Σ Υ巧Σ [ > β

Γ > Τ Υδ Σ ΓΞΣ

> β ? ΞΥ :χ Π Σ Η , [

Υ[ Γ玩
[4 = Σ

4[ ,Γ6 4Γ
;

>β = >δ Υ::Τ Γ>∴
““招

, 5
5

1
5

! Ξ Σ χ 痊βΣ Π Σ Η Σ Σ [ 6 ΣΓ Ρ Σ诊Η ΓΞΣ ΖΠ > [ Σ α Γ 4 , :χ 七ΞΣ β> Π = Σ Π Σ < ΖΣ Π Υ= Σ :: Γ 4 Π Σ

4 [ β> ::> Ρ [ 3

4 / ΖΣ Π [ > Η 一Ξ = Σ [ Γ Ξ 4 Γ ε
α χ Τ Σ χ δ Σ :> Σ ΥΓΥΣ [ 4 Σ Σ > Π χ Υ月∗ Γ > ΓΞΣ χ ε[ Γ 4 Η 厂Σ 6 Σ ΓΡ Σ Σ , ,

ΓΡ > ∗扯一[ _ > Γ[ [φ: Σ ΠΣ 4 [ Σ Ρ [ΓΞ 母Τ Σ 介> =
’

Σ ΥΤ Ξ Γ > Η
5

6 / ! 掩
[α ,

Π Υ> Π ΥΓ∴ %β [Ζ4 > Υ4 : Σββ
Σ Σ Γ [ χ Σ Σ Π Σ 4 [ Σ [ ΥΗ ΓΞ Σ Σ 4 [ Σ ΓΞ 4 Γ Σ Ξ Υ:χ Π ΣΗ

Σ > α :χ Η
, Γ 还 ΓΣ Τ Π 4 Γ Σ [Ζ4 Σ Υ4 : 4 Η χ ΓΣ = Ζ> Π 4 : β4 Σ Γ > Π [

5

,
5

∀ > = Σ Σ :χ Σ Π Σ ΞΥ:χ Π Σ :, 4 Σ ΓΥ、
3 Σ :∴ βΥ 3:Υ[ Ξ ΓΞ Σ Γ多[Ω [ α Σ Σ Σ [ [βα ::∴ 6 ∴ α [ Σ ΥΗ Τ

δ 4 Π Υ> α [ [ΓΠ 4Γ Σ Τ Σ [
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