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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婴幼儿感知觉的一些研究工作

和方法学问题

林仲贤 张桑薪之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

我们作为中国心理学者代表团的成员随团于 年 月 日前往美国 威 士康

星州 参加中美心理学家认知心理学问题的学术讨论会
。

会议从 月 一 日
,

为期四天
。

代

表团参加会议的前一个星期以及会议后的半个月
,

先后参观访问了 个有关部 门
,

其中 所

大学
,

即明尼苏达大学
、

哈姆莱大学
、

芝加哥大学
、

哥伦比亚大学
、

纽约大学
、

麻省理工

学院
、

纽约市银行街教育学院
、

哈佛大学
。

个公司和研究单位
,

即斯坦福国 际 咨询研究

所
、

研究中心
、

公司
、

公司
、

公司
、

国立 心 理 健

康研究所
、

和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
。

同时还参观访间了美国科学院
、

美国心理学会及美国儿童发展基金会
。

此次出国参加学术会议和访间
,

历时只有 天
,

因

为时间短促
,

全面深入了解是很不够的
。

由于参观了解所涉及的面很广泛
,

几乎包括了心

理学的各个领域
,

代表团的各成员也各有所分工
。

我们在本文只侧重介绍感知觉研究方面

的一些情况
,

而重点是婴幼儿感知觉方面研究的一些情况
。

中美心理学家认知心理学问题讨论会共有 名学者参加会议
,

其中美国学者 人提交

论文 篇
,

中国心理学代表团 人
,

另有中国在美进修访问的学者 人共 人参加了会议
。

提交论文 篇
。

大会上报告的论文共 篇
。

按论文的内容大致分为如下几个方面 一

认知发展 婴儿后期认知发展
,

认知发展中的矛盾
、

科学和认知过程 , 二 双眼视觉

及视知觉发展 双眼心理物理学
、

婴幼儿的知觉现象及知觉意义
、

婴幼儿感知过程
、

婴儿

视知觉发展
、

中国幼儿的颜色命名及知觉辨别 三 阅读心理 理解阅读的策略
、

阅

读能力中的个别差异
、

学习和阅读中文的相关
、

皮质作用和阅读汉字
、

中国语言及儿童学

习特点
、

汉字语音知觉
、

汉字的短时记忆容量 四 数学思惟 儿童数学思惟发展
、

数和数学中有关部分与整体关系
、

数学知识统一理论
、

数学思惟诊断 五 记忆
、

注

意及脑功能一侧化 注意的神经基础
、

脑的一侧化及专门化
、

右半球的特殊功能的心理作

用
、

中国记忆问题的研究 六 应用认知心理及工程心理 复杂系统的模式
、

中国工

程心理学的研究
。

会上中美心理学者对双方每篇报告均进行了热烈讨论
。

学术空气很浓
。

有时争论得很热烈 包括美方 自己同行的争论
,

但气氛却十分友好
,

这次学术讨论会大

家都感到很满意是一 次真正学术气氛浓厚的讨论会
,

交换了学术观点
,

增进了友谊
,

很有

收获
。

提交会上有关视觉及感知觉发展的报告共 篇
。

美国科学院院士
、

康乃尔大 学 心理学

教授 在会上作了题为 “婴儿及幼儿的知觉现象及知觉意义 ” 的报告
。

她系统

地介绍了近年来美国心理学家对婴幼儿感知觉研究所采用的新方法和新技术及在某些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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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 已取得的一些结果
。

我们知道
,

在儿童还没有出现言语之前
,

心理学家是无法从初生

不久的婴儿的口 中得到有关是否 看见了 ” 或 “ 听见 了 ” 的口头报告的
,

而只能寻找另一

些适当的方法和技术来研究婴幼儿的感知觉发展
。

近年来美国一些心理学家 已采用了一些

新的实验方法来探讨婴幼儿的感知觉能力的发展
。

例如
,

对婴儿的一些 探 索 行 为 如伸

手
、

眼睛的追踪
、

头部的转动
、

回避反应以及表情的变化 的观察是一种很 好 的 研 究方

法
。

在我们参观的明尼苏达大学心理系的实验室
,

教授就曾采 用 “ 仲 手 ”

。 作为婴儿觉察一个表示距离信息的指标
。

婴儿常会对于离他近的东 西 伸手

去抓取
,

婴儿的这种动作可以表明他 已具有远近距离知觉能力
。

在他的一个实验 中
,

采用

一种偏光技术
,

在婴儿面前很近的距离上出现一个立体视象
,

在这种情况下婴儿常常伸出

手去抓取这个视象 因为这是人为产生的视象
,

婴儿伸手是抓不着什么的
。

实验发现
,

个半月左右的婴儿大都在这种情况下出现 “ 伸手 ” 动作
。

这种结果表明 个月左右的婴儿

已出现距离远近知觉的能力
。

婴儿的另一种 自然行为是回避反应
。

婴儿对于发生在他面前的一种 看

起来似乎有威协的情景往往产生一种回避反应
。

这种实验通常是对着一个婴儿于一定距离

上呈现一个一定形状的物体视象 可 以通过光学投影或电影片呈现
,

这个视象朝着婴儿

由远往近加速地运动着增大起来
,

对婴儿造成一种 “有威协 ” 的情景
。

明尼 苏 达 大 学的

等在实验室里研究了很小的婴儿的这种回避反应
,

他们 同时还采用 头 部压

力 及震眼的测量作为指标
。

结果表明
,

个月的婴儿便开始 对一 个膨

涨的园形出现回避反应 ,

个月的婴儿已具有对逼近的刺激的感知反应能力
。

一个婴儿开始爬行通常大约是在出生后的 个月左右
,

此时就可以根据婴儿 对 某一种

情景的动作反应 如向前或往后的爬动 来研究婴儿的感知觉发展
。

的一个

著名的称为 “ 视崖 ” 的实验很好地表现这一点
。

在一块大的透明的有机

玻璃上
,

有半侧是紧压着一个图案的表面
,

另半侧也是同样的图案但是这种图案是在低于

表面 尺 的低凹处
。

由母亲从一边到另一边叫唤着婴儿
,

婴儿往往在大多数情况 下
,

在 有

机玻璃板紧靠图案表面的一侧爬向母亲
,

而拒绝在图案低于表面 尺低处的玻璃板 上 爬向

母亲
。

这表明
,

会爬行的婴儿不仅已能觉察深度
,

并且会知道回避危险
。 “ 视崖 ” 实验现

在 已经被许多心理学者用于研究婴儿运动系统的成熟及情绪反应的发展方面
。

除了上述的对婴儿 自然行为的反应观察外
,

还有一些很有用的方法
,

其中一种 目前最

常用的方法是偏视方法
。

偏视方法可以用任何合用的 探 索 反应

来进行
,

但是 “ 注视 ” 或者 “婴儿看着什么地方 ” 则是研究者目前采用较多的一种
。

当两

种不同刺激物边靠边地呈现于婴儿面前时
,

婴儿是否有选择性地注视其中的一个 偏视无

疑是一种有价值的方法
,

因为婴儿在爬行或熟练地伸手之前的一段长时间
,

他们是用一种

探究方式来泛视周围世界的
。

早在 年 就指出婴儿的视觉行为要比人们想象的更

复杂
。

他应用偏视技术对年幼的婴儿进行图形知觉实验
,

发现婴儿对有图形的刺激
,

比对

无图形的刺激更为偏视 应用相似的技术发现
,

婴儿能辨别不同复杂程度的 黑 白

棋盘格的方格
。

心理学家通过婴儿 “ 注视 ” 这样一种行为来测量很小的婴儿的知觉辨别能

力
。

在这次学术会议上
,

麻省理工学院 心理系主任 教授作了 题为
“ 视知觉发展 ” 的报告

。

他的实验研究是结合临床进行的
,

采用偏视技 术
。。 对婴儿的栅条视锐进行测定

。

给婴儿呈现不 同宽度的条纹刺激
,

看条纹变宽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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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程度婴儿能区别出来 用空间频率表示
。

他们测定了从 出生几星期一直到 岁 左右 的

婴儿
。

结果发现
,

婴儿对栅条视锐是在头一个月开始的
,

不少于空间频率每度一周
。

在头 个月增长很快
,

在 个月的末端视锐已经接近于成年人水平
。

他们还采用这种方法结

合临床对先天斜视婴儿的治疗进行视锐测定
,

以了解人类视觉发展的敏感期的起始时间
。

在临床上发现遮盖一只眼睛可 以提高另一只眼睛的视锐
。

为了治疗的 目的
,

通常把正常的

眼睛遮盖
,

而使婴儿用弱视 斜视眼 的眼去看东西
,

从而达到治疗和提高弱视眼的视锐

的 目的
。

通过对婴儿的视锐的追踪测定
,

认为视觉发展的敏感期

的时间是在第 个月末
。

他们采用偏视方法测定婴儿的深度知觉 立体性视锐 也 发 现在

第 个月时有一种突然的变化
,

随后增长很快
,

在几个星期后便接近于成人水平
。

得克萨斯大学的 在会上作了题为 “ 婴儿视觉发展 ” 的报告
。

他 首先指

出对视觉敏度的测定有两种方式
,

一种是用栅条 进行的最 小 分 离 视 锐 测定
,

最常用的图案是对一系列的等宽黑 白 的 条 纹

加以选择 一个方波刺激
。

受试者可分辨的最佳栅条被用作视敏度的指标
,

一般以空间

频率来表示
。

在最佳条件下成人最小可分辨敏感度 是 一 周 度 ,

它 对应于 一 弧分的条纹宽度 一种是叫游标视敏度测 定
。

这种测定是让被试者辨别某一条线对应于别的线的位移
,

一般地说就是受试者必须区别是

否上面的一条线被移到了下面的一条线的右边或是左边
。

在最佳条件下刚好区别的移位对

成人大约是 弧秒
,

这大约相当于视网膜中央小窝上的光感受细胞直径的
,

所以该方

法的精度是很高的
。

他认为采用不同的测量方法会产生不同的视敏度的估算值
,

因为阂限

值会随不同的图案空间结构而变化
,

因此不能用一种方式得出的敏感度去代替另一种方式

的敏感度阂限值
。

认为婴儿在生命的早期
,

视觉灵敏度还是很低的
,

但是在头几个

提高得很快
,

采用栅条刺激对 一 个月的婴儿进行对比灵敏度 的实验结果表明
,

随着婴儿的年龄增加
,

对比灵敏度明显上升
,

到 个月时 已接近成人水平
。

一 些 实 验 材

料表明
,

婴儿对临界闪光频率 的辨别能力
,

从出生的第 天就是有对这种辨别的

初步能力
,

随着年龄增长
,

发展得惊人地快
,

到第 个月时己接近于成人 水 平 和
。

利用偏视方法还可 以研究婴儿的知觉多通道 间题
。

婴儿知 觉外界事

件
,

不仅有视觉信息也有听觉信息
,

视听结合产生一种统一的知觉
。

例如对 个 月 的婴儿

同时呈现两个不 同情节的电影片
,

边靠边地投射在一屏幕上
,

而对其中的一个加上声道
。

这种声音装置放在两个投射影片正 中间
。

结果发现
,

婴儿眼睛偏视的是与声音有相应情节

的那部影片
。

与偏视方法结合
,

美国一些心理学家采用习惯化 及恢复

作为知觉辨别的一种指标
。

例如
,

可以反复地向婴儿呈现一定结构的图形或一定色调的颜

色
。

开始时婴儿对刺激由于新颖而出现偏视
,

但一再呈现同样的刺激时
,

时间久了婴儿便

厌烦不再注视 出现习惯化
。

然后呈现另一种图形或颜色 在整个实验过程中
,

有一名

实验者通过屏幕后面的窥察孔来观察及记录下婴儿的眼睛的注视时间
,

如果婴儿对所呈

现的新刺激又重新偏视
,

就表明婴 能够区分这两者的差异
。

用这种方法可 以研究小婴儿

的图形知觉
、

深度知觉及颜色知觉等各个方面的感知觉能力
,

也可以研究婴儿的再认与记

忆能力
。

在明尼苏达大学的一些研究者采用各种技术 偏视
、

习惯化
、

伸手
、

回避
、

诱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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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位
、

动态立体片等 研究婴儿空间知觉的发展及再认能力的发展
,

如深度知觉
、

距离知

觉
、

脸部表情的再认与记忆等
。

在纽约大学的 教授对婴儿及成人的颜色知觉
、

颜色心理物理学
、

颜色命名及跨文化颜色知觉等方面曾进行过许多研究工作
。

他采用偏视及习惯化等方法对

一 个月的婴儿的颜色知觉进行了研究
。

在婴儿面前的一个屏幕上
,

投射一些不 同的颜色
,

如红
、

绿
、

兰
、

黄
,

也有介于二者之间的中间色
,

如兰一绿
、

绿一黄
、

黄一红等
。

他通过

录象把婴儿的活动拍摄下来
,

并记录下婴儿在每次刺激呈现时的注视时间
。

如果 同样一个

刺激 一种颜色 不断地重复出现
,

婴儿就会出现习惯化
,

注视时间愈来愈短
,

最后不再

注视
。

此时呈现另一个刺激 换另一种颜色
,

观察婴儿是否重新出现注视
,

比较婴儿前

后注视的时间
,

就可 以判断婴儿是否能辨别不 同的颜色
。

他发现 个月的婴儿 已能 相 当好

地区别红
、

绿
、

兰
、

黄色
,

与成人的结果已相差不大
。

他认为婴儿对单一的颜色 如红
、

绿等 要比中间色 如兰一绿
、

黄一红等 的习惯要快些
,

可能是小婴儿对复杂的颜色更

喜欢看的原因
。

此外
,

他还发现不 同婴儿的习惯化差别很大
,

有的很快习惯化
,

有的很慢
,

根据长期追踪的观察
, 习惯化快的婴儿

,

其后来言语发展也较快
。

对婴儿感知觉的研究还采用一种所谓 “ 列联强化 ” 法 二

这种方法其实就是一种操作性条件反射
。

这种方法用于人类婴儿的研究是与婴儿的 自然探

索行为结合一起的
。

例如婴儿的 “ 转头 ” 和 “ 吸吮 ” 。

有一项实验研究是很有趣的
,

婴儿

的吸吮动作可以使电影片的演示从一种模糊的情况变为清晰聚焦的情况
。

即婴儿有吸吮动

作时影片聚焦就更清晰
,

而一旦不吸吮时就变得模糊
,

婴儿很快就学会了这一点而发展了一

种最佳的吸吮一注视模式
。

一种叫做感官间的实验 是由 和 进行的
,

主要是探讨婴儿由一种通道获得的信息能不能转换到另一种通道
。

让 岁的婴儿在暗房 里

分别玩弄不同质地的物体 大小一样
,

形状一样
,

只是一种是软的一种是硬的
。

研究者

在另一房间通过 电视监视器对婴儿观察
,

记录婴儿摆弄物体的时间
,

积累 秒的摆弄时间

后
,

给婴儿看两个电影片情景
,

一个是物体僵硬地不能变形的运动 另一个是能够作变形

的柔软的运动
。

婴儿注视电影片 秒钟
,

记录其眼睛的运动
。

结果发现
,

婴儿更偏复注视

与他曾感觉过类似质地的物体
。

这说明婴儿能够将“种通道的信息 如触觉 转换到另一

种通道信息 如视觉
。

这些感官的信息是如何互换的
,

信息是采取什么方式 进 行 编 码

的
,

这还需要深入研究
。

对婴幼儿的感知能力的认识与了解无疑是随着一些新方法和新技术的发 展 而 逐 步深

入
。

最近几年有关婴幼儿感知觉发展的知识增长很快
,

人们普遍发现婴儿要比想象的更聪

明
。

他们从一出生后就开始对外界信息进行探索
,

能够对大量输入的信息进行编码
。

当前

研究婴幼儿的一种趋势是研究一个间题采用多种方法
,

因此对有关知觉发展能力的发现
,

并不是一种独特的方法的结果
。

但不幸的是
,

有关知觉能力发展年龄的结论并不是经常有

效的
。

随着研究方法的深入发展
,

就使人们对婴幼儿的某一些能力发展有新的了解
。

在很

长的时间
,

教科书所写的 岁是立体视锐的明显最早年龄
,

但是现在通过其它 方 法的研

究表明
,

立体视锐要比在这更早得多的年龄
,

即在 个月时已很完善
。

尽管对幼小的婴儿进行实验困难性很大
,

但不可否认 已取得了一些可喜的结果
,

人们

已开始发现新生儿和很幼小的婴儿似乎 已表现 出一些很高的感知反应能力
,

这样在心理学



© 1994-2010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家面前又面临着另一个间题的挑战
,

如果说很幼小的婴儿在某些感知觉能力上已儿乎接近
于成人的水平

,

那么
,

在他们以后慢长的生活经验中
,

究竟后天的经验对感知觉能力的发

展又起着多大的作用 这也是我们这次参加会议后一直在思考着的间题
。

关于颜永京的《海文著心 灵学 》

心理学用语的比较文化史研究

儿玉 齐二

日本大学文理学部

从江户幕府的末期到明治时期这样比较短的期间内之所以能够把近代西方的精神文化

吸收过来
,

据说是因为有了安永年间开始的 年兰学 ①的基础
,

但也决不应该忘记它还有

年以上的汉语文明传统的背景
。

有识之士 已经指出
,

特别是朱子的理学发展了 日本人的

智慧
。

例如 日本人之所以能够理解当时西洋学者提出的 。或 这样高度抽象

的概念
,

正是因为他们掌握了 “ 绝对 ” 或 “先天 ” 这样的汉语词汇
。

当然对于哪个原文选

择什么择语
,

这是需要 自身创造性的工作
,

另外
,

也不可能把所有的学术用语都换上现成

的汉语
,

所以他们只好根据需要创造新的译语
。

但是在这种场合
,

汉语所具备的强大的构

词力使这个工作更容易进行
,

这也是不言而喻的
。

我国最早对西方心理学用语进行汉译工作的人是西周
。

他译的 《奚般氏心理学 》

” 著 “ 。 的译本 是标志这类工作如何进行的范例
。

但是我想在

他的工作以外一定还有别的可能性
,

不过进行同样尝试的人并不多
。

况且汉语不管怎样写

惯了
,

但是它对 日本人来说本来就是外国语
。

西周本人可算是汉学专家
,

但是他对汉语的

理解总不能说都正确吧
。

好像他的用法往往不一定妥当
。

如果假设同时代的中国人独立地

从事同样这项工作
,

果真会选择怎样的译语呢
。

其实在现实中就有过这样的人物
。

在 年来过 日本的中国科学院徐联仓所长给筑大教授大山正的私人信 年 月

日 中同时装有同一个研究所的赵莉如研究人员给 日本心理学会写来的询间信
。

它的主要

意思是说 年中国出版的 《海文著心灵学 》 其原著的英文名不清楚 的内容与 年

日本出版的 《奚般氏心理学 》的内容是否相同
,

并随函寄来复制的同书上册的目录
。

这封

询间信经过 日本心理学会荻野原一会长转送到我这里
。

我一看就断定这个推断是正确的
,

但为了更加慎重起见
,

我把 原著的 目录复制一份寄给赵氏了
,

并写信希望她用 自己

的眼力去判断
。

正巧 日本大学的村井健佑付教授预定访问中国科学院
,

我托请他把一本复

转 页

① “兰学 ” 是指江户时代中期以后
, 由荷兰传人 日本的西洋学术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