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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实验探讨 了 一 岁学前儿童的视
、

触 大 小知觉的发展规律及视
、

触不同感

觉道在大 小知觉中的 相互作 用
。

结果表明 无论哪一个年龄组的 儿童 均以
“

视一

视
”

条件 的大 小知 觉结果最优
,

其次是
“

触一触
”

条件的结果
,

而
“

视一触
”

及
“

触一

视
”

的结果均较差
。

本文结果否定 了认为交叉感觉道
“

视一触
” 、 “

触一视 ,’衬 大

小知觉的辫别与单一感觉道
“

视一视
” , “

触一触
”

没有差异 的看法
。

实 验 结果

还表明 了
,

学前 儿童 的视
、

触 大小知觉有其发展 变化的特点
。

单一感觉道 视 一

视
” , “

触一触
”

的 大 小知 觉的准确性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提高
, 交叉 不 同 感觉道

“

视一触
” , “

触一视
”

的 大小知觉的准确性在 岁阶段 为高峰期
,

岁后 便开始

有所下降
。

前 言

视觉和触觉在空间知觉中的相互作用问题
,

很早就引起心理学家的注意
,

一些研究者

关于视觉和触觉或视 觉和动觉在空间定位
、

大小判断及图形辨别等方面 已 有 过 一 些 研

究
“叫 , ,

但看来还没有获得比较一致的结果
。

 的有关研究表 明
,

通过单一感

觉道 如
“

视一视
”

或
“

触一触
”

对物体大小的辨别与通过交叉感觉道 如
“

触一视
”

或
“

视一

触
”

进行辨别的结果 没有甚么差别叻
。

在张增慧及曹日昌的一项研究 中
,

则认为 由 视 觉

识记的图形
,

通过触觉再认远比由视觉再认的成绩为差 而 由触觉识记的 图形
,

通过 视 觉

再认也比触觉再认的成绩为差帅
。

虽然这两者的实验目的不尽相同
,

一是侧重于 大 小 知

觉
,

而另一则是侧重于图形的识记与再认
,

但视
、

触感觉道的作用形式是相似的
。

一 般 设

想
,

由单一感觉道 如
“

视一视
”

或
“

触一触
”

进行的知觉或识记可能要比 交 叉 不同 感觉

道 如
“

视一触
”或触一视

”

获得较好的结果
,

因为后者对信息的转换与再编码过程较为复

杂
。

上述的一些研究都是采用成人被试
,

而成人的经验
、

态度
、

判断标准
、

倾 向性等无疑都

会明显影响结果
,

而控制条件完全排除这些因素的影响又是困难的
。

幼年儿童 一 岁

受上述的因素的影响可能较少
,

他们在知觉过程中
,

更多地依赖于直观的感受而不是依赖

于思维
、

推理等高级心理活动
,

这样得到的结果可能更符合知觉的实际情况
。

在 本 研 究

本文于  年 月 日收到
,
本研究得到周先庚教授的热情支持

,

并蒙提出宝贵意见 李向鸣同志参加实验工作
。

本实验得到北京大 学 功

儿园的领导及教师的大力协助
‘

特此致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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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

我们通过对学前儿童的视
、

触大小知觉的实验
,

探讨不同年龄 一 岁 儿童的视
、

触觉

对物体大小辨别特点及不同感觉道在大小知觉中的相互作用
,

以了解学前儿童不同 年 龄

阶段的大小知觉发展水平
。

方 法

实验材料为体积大小不同的木制小球
。

用于标准刺激的三个小球
,

其 直 径 分 别 为
、

和 用于变异刺激的 个小球
,

直径分别为
、 、 、

、 、 、 ,

也就是说
,

在变异刺激 中有 个小球的体积是与标准刺激

等同的
。

实验分为四种不同条件

一
、 “

视一视
”

条件 标准刺激和变异刺激的大小
,

都通过 同一通道
,

即视 觉通道 来 感

知
。

实验时
,

在被试者面前的实验桌子上
,

并排地放置两个同样尺寸的 白色长 方 形 盒 子

长
、

宽
、

高
。

盒的顶部不覆盖
,

因此可以看见盒内的全部情况
。

在一个

盒内放置标准刺激 每次只放 个
,

另一盒内放置 个变异刺激
。

个变异刺激被 置 于

同一水平线位置上
,

使它们与被试者的距离相等 约
。

实验桌放在光线充足的 地方
,

自然光照度控制在 。一 。勒克斯 范围
,

以便于进行视 觉辨别实验
。

进行实验时
,

要求被试者通过视觉对标准刺激和变异刺激进行同时性比较
,

从 了个变异刺激中辨 别 出

哪一个与标准刺激的大小相等
。

每比较完一次后
,

主试者将变异刺激随机进行重新排列
,

再继续进行下一次比较
。

每一个标准刺激均随机先后呈现两次
,

这样对三个标准 刺 激呈

现的次数共为 次
,

亦即每个被试者要作 次视觉大小辨别
。

二
、 “

触一触
”

条件 标准刺激和变异刺激都通过触觉通道来呈现与辨别
。

具体 做 法

是在被试者面前的实验桌子上悬挂一小布帘 大小为 将被试者的视 线 遮

挡
,

使其看不见桌上的刺激物
。

被试者的双手从布帘下伸入平放在桌子上
。

在完全 排 除

视觉的条件下
,

被试者用一只手感知标准刺激 每次呈现标准刺激一个
,

而另一只手逐一

地感知 了个变异刺激
,

要求他从一系列变异刺激中
,

辨别出哪一个变异刺激与标准刺激的

体积大小相等
。

为避免产生重量感 觉
,

木制小球均平放在桌上
,

被试者通过 手 指 和 掌心

在桌面上反复触摸木球
,

感知它的大小
。

为排除左右手差异的影响
,

一半被试者用左手感

知标准刺激
,

而另一半被试者用右手感知
。

标准刺激的呈现次数及被试者的辨别次 数 均

同条件一
。

三
、 “

视一触
”

条件 通过视觉通道感知标准刺激 标准刺激每次一个呈现于盒中
,

与

此同时
,

个变异刺激用一小布帘遮挡着
,

被试者的一只手从布帘下端伸入至桌面
,

通 过

触觉逐一地感知变异刺激
。

要求被试者根据看到的标准刺激的大小
,

而用一只手触 摸 着

大小不同各个变异刺激
,

辨别出它们 中哪一个与标准刺激大小相等
。

实验次数同上 述 条

件
。

四
、 “

角虫一视
”

条件 通过触觉感知标准刺激
,

而 由视觉辨别变异刺激
。

具体做法与条

件三相同
,

不 同的是被试者一只手从布帘下伸入
,

通过触觉感知标准刺激
,

而与此同时
,

通

过视觉在 个随机排列的变异刺激中辨别出哪一个与标准刺激大小相等
。

每比较一次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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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试者便将变异刺激的排列顺序随机变更一次
。

标准刺激的呈现及辨别的次数均与上述

条件相同
。

受试者系 一 岁视力正常的学龄前儿童
,

分四个年龄组
、 、 、

岁 每个年龄组

人
,

男女各半
。

实验以游戏方式进行
,

实验时间均在上午
。

为避免疲劳因素的影响
,

每 个

童每次只进行两个条件的实验
,

每次实验时间为 一 分钟
。

隔天再进行 另两个条件

的实验
。

每次正式实验前先做预备实验 练习若干次
,

让儿童熟悉实验环境
,

掌握好 方 法
,

与

主试者建立良好关系
,

使实验尽量在一种 自然游戏方式 中进行
。

结 果 分 析

实验结果用辨别正确率 次数百分比 表示
。

每个被试对三个标准刺激各辨别 次
,

共计 次
,

次全部正确
,

则正确率为 多
。

实验结果及统计分析见表
、

图
、

表 和

表
。

表 四种实验条件的大小知觉实验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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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霉洲

从表 和图 的结果可以明显看 出

种不 同条件下的实验结果有着很明显的差异

单一感觉道 如
“

视一视
”

或
“

触一触
”

明显比交

叉感觉道 如
“

视一触
”

或
“

触一视
”

条件下的大

小知觉辨别的正确率为高
, 在相同感 觉 道

条件下
, “

视一视
”

条件比
“

触一触
”

条件的 知 觉

辨别正确率高
,

并且在这两个条件下
,

大小知觉

辨别的正确率均随着年龄的增长而逐渐 增 加

在交叉感觉道条件下
,

一 岁的儿童
, “

视

一触
”

的结果优于
“

触一视
”

的结果
。

在这 两 个

条件下
,

正确率均随年龄的增长而 逐 渐 增 高
,

但到 岁阶段则开始有下降的趋势
。

表 的变

年龄

图 四 种条件大小知觉实验结果

异数分析表 明
,

各条件间及各年龄组间的结果差异均是很显著的
。

此外
,

我们还可以从表 中进一步看出四种条件间的结果的成对比较的差异 情 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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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四种实验条件各年龄组结果的变异数分析

兰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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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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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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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 , 一

表 四种条件实验结果的差异性 值

实 验 条 件 触一触 视一触 触一视

视一视

触一触

视一触

芳  苦共

苦补

·

赞

·

扮

朴

长肠

从表 可见
,

除
“

视一触
”

与
“

触一视
”

条件间的差异未达到显著性水平外
,

其余各条件

间的差异都达到显著水平
。

尤其是单一通道 如
“

视一视
” , “

触一触
”

与交叉 通 道
“

视一

触
” , “

触一视
”

条件间的结果差异十分显著(P < 0
.
00 1)

。

表 4 是对四种实验条件的误差偏向分析
。

表 4 四种实验条件下的大小知觉误差偏向比较(次数)
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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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 4 可见
,

学前儿童的大小知觉从辨别的正确率来看
, “

视一视
”

最好
,

其次是
“

触一

触
” ,

再其次是
“

视一触
” ,

最差的是
“

触一视
” 。

从误差的偏 向来看
,

在
“

视一视
”

条件 下
,

低

估明显多于超估
,

而在
“

触一触
”

条件下
,

超估与低估差别不大
,

在
“

视一触
”

条件下
,

以超估

为多
,

而在
“

触一视
”

条件下
,

则以低估为多
。

对不同性别儿童的实验结果也作了分析比较
,

如表 5所示
。

从表 5 的平均结果值来看
,

在学前儿童中
,

在以视觉为主导的辨别中(如
“

视一视
” ,



期 韩 凯等
:
学前儿童视

、

触大小知觉实验研究

表 5 不同性别儿童四 种实验条件的结果比较

男男男 女女

平平均值值 3 3111 3
.
5333

标标准差差 1 2555 1
.
3333

触一触 视一触 触一视

落平到三平三{草平不3’“
}

2
’

8 ,
}

2
‘

2 ‘

}

2
’

0 2

}

’
.
8 2

1

,一

…
‘一

}

1一。

}

1一

1

1一

!

礁
5

…瑞 …斌鉴
“
触一视”

,

女性似较之男性为优
;
而在以触觉为主导的辨别中(如

“

触一触
” “

视一触
”

)

,

则

男性儿童略优于女性儿童
。

但根据统计处理
,

这四种条件的男女实验结果的差异都 没 有

达到显著性水平 (r > D. O S)
。

这表明视
、

触大小知觉能力的发展在学前儿童 中
,

男女的差

别不明显
。

讨 论

一
、

实验结果表明
,

单一感觉道 (
“

视一视
” , “

触一触
”

) 条件的知觉辨别结果优于 交 叉

感觉道 (
“

触一视
” , “

视一触
”

) 的结果
,

这点明显不同于 R
.
P
.
K el vi n 的有关视

、

触大小辨

别所得的结果
,

而与曹日昌等进行的视
、

触识记与再认形象的研究所得的结果相类似
。

他

们是从识记与再认的角度探讨不同感觉道的作用
,

而我们的研究则着重探讨知觉大 小 的

辨别
,

但结果均同样地表明了交叉感觉道 (
“

触一视
” , “

视一触
”

) 与单一感觉道 (
“

视一视
”

与
“

触一触
”

) 所得结果有着明显不同
,

以
“

视一视
”

最好
, “

触一触
”

次之
,

然后是
“

视一触
”

及

“
触一视

” 。

人类的知觉能力
,

视觉优于触觉在学前儿童阶段 已明显表现出来
,

这是因为人

类视觉器官的发展在各个感官中
,

无论在结构或是功能上都是最复杂的
,

也是最敏感的
,

对客观世界的信息的接收大约 80 另 要通过视觉器官
,

这是人类在适应自然中长期发展的

结果
。

P

.

P
o

w
er

R
od er ic 拯分曾专门在对一种呈现 以相矛盾的信息的形状知觉实验 中

,

比较了视觉与触觉在辨别 中哪个占优势的问题
,

结果表明
,

视觉在辨别中的优 势 是 明 显

的
。

至于为什么通过交叉感觉通道(如
“

视一触
”

或
“

触一视
”

) 进行知觉辨别时
,

结果 要 差

得多
,

这是因为在此种情况下
,

知觉的信息转换
,

由一个感觉道的信息转换另一感觉 道 的

信息时
,

信息要进行另一次再编码
,

其过程要比起单一感觉道复杂得多
,

在信息转换 过 程

中
,

如 由视觉信息转换为触觉信息或由触觉信息转换为视觉信息
,

信息量有 较 大的损失
,

因此
,

辨别的准确性就明显下降
。

在D
.
F re jdes “〕的一项有关触觉一视觉交叉通 道 长度

辨别的实验研究 中
,

也证 明了交叉感觉道的长度辨别
,

其精确度要低于单一感觉道
。

二
、

在
“

视一视
”

条件下
,

学前儿童的结果是随着年龄的增长而逐步提高的
。

6 岁儿童

钓结果优于 5 岁的
,

而 5 岁的又优于 4 岁与 3 岁的
。

国外一些研究者的有关材料表明
,

对

物体大小知觉在婴儿六个月时就 出现
,

经过训练后
,

婴JL能准确地抓取较大的匣子而不抓

小的一个.
。

L

.

从飞Ich (8. ” 对1一石岁幼儿大小知觉的实验结果表明
,

物体大小辨别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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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随着年龄增长而提高的
,

而且对立体(三度)物体大小的辨别要比对平面(二度)的 大 小

辨别容 易些
。

从我们的结果来看
,

学前晚期 ( 6 岁)儿童的视觉大小辨别能力明显高 于 学

前前期( 3 岁)的儿童
。

6 岁儿童的
“

视一视
”

条件下大小知觉正确率已达到 72
.
6多

,

但 与

成人同样条件下所得的结果比较
,

仍较之成人的为低(成人正确率为 82
.
6多)咖

。

从
“

触一

触
”

的实验结果来看
,

触觉大小辨别能力在学前儿童中也是随着年龄的增长而逐步提高
。

在我们这个实验中
, “

触一触
”

条件并非单纯是一种触觉作用
,

严格地说是一种触摸觉
。

儿

童在触摸物体时
,

通过手指的分开程度及与掌心一起不断转动着物体
,

而获得对物体体积

大小的信息
。

触摸觉是动觉与皮肤觉的结合
,

它对儿童的早期实践活动及心理发展 有 着

重要意义
。

学前儿童随着年龄的增长
,

动作活动 日益增多
,

如喜爱摸触和摆弄物体
,

这 期

间触觉大小辨别能力得到较快的发展
,

在 5 岁及 6 岁阶段分别达到 55 万及 56
.
6厂 的准确

性
,

已达到比正常成人还高一点的水平 (成人为 53
.
3拓)

。

这种情况表明
,

触觉辨别能力发

展到一定年龄阶段后不会再有更大的提高
‘

而 逐 步 过 渡 为 视 觉 辨 别为 主 导
。

根据
5
.
R o sha w 叫的对儿童及成人触觉定位的实验材料表明

,

8 一 12 岁儿童的结果优于成人

的结果
,

这似乎也表明了这点
。

儿童 6 岁阶段是不是触觉大小辨别能力发展的最高 峰 时

期
,

由于我们未对学龄期 (7一 12 岁)的儿童进行实验比较
,

尚无 法回答此问题
。

但在 学 前

JL童中
,

不同感觉通道 (
“

视? 触
” “

触一视
”

) 的大小知觉辨别
,

在 5 岁阶段是一个高峰期
,

而从 6 岁起开始有下降的趋势
,

这是什么原因 ? 也还需要我们进一步探究
。

三
、

从学前儿童视
、

触大小知觉正确率来看
。 “

视一视
”

最高
, “

触一触
”

次之
, “

视一触
”

又次之
,

最次是
“

触一视
”

(表 4 )
。

从各个条件的超估与低估的次数分布来看
,

在
“

视一视
’卜

及
“

触一视
”

条件下
,

以低估为多;而在
“

视一触
”

条件下则以超估为多
。

这种情况似乎表明

了这样一种倾向
,

即通过视觉呈现一个一定大小的物体
,

而通过触觉辨别出它的相应大小

时
,

往往会以超估为多;通过触觉呈现一个物体的大小
,

而通过视觉辨别大小时
,

则 以低估

为多
。

这两者往往相反方向变化
。

为什么会这样
,

可能和不同感觉道的信息的接收 及 转

换的特点有关
。

小 结

1. 学前儿童的视
、

触大小知觉的辨别实验结果表明
,

单一感觉道 (
“

视一 视
” “

触一

触
”

) 比交叉感觉道 (
“

视一触
” “

触一视
”

) 的辨别正确率高
。

这表明
,

通过交叉感觉道 进 行

知觉辨别
,

信息的转换与编码过程较之单一感觉道复杂
,

信息有较大的损失
。

2. 单一感觉道
“

视一视
”

条件下的大小知觉辨别正确率高于
“

触一触
”

条件下的正确

率
。

二者均随着儿童年龄的增长
,

正确率逐步增高
。

3. 在交叉感觉道条件下
,

无论是
“

视一触
”

条件或是
“

触一视
”

条件
,

3 岁儿童的结果
、

明显低于其它年龄组的结果
。

3 岁儿童通过交叉感觉道进行知觉辨别
,

困难较大
。

4

.

从知觉大小的误差偏向来看
,

在
“

视一视
”

条件下及
“

触一视
”

条件下
,

以 低 估为

多;在
“

视一触
”

条件下则 以超估为多;而在
“

触一触
”

条件下
,

低估与超估的次数无多大 差

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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