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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十年来
,

运动知党固题在整个知党理希中逐惭占有重耍的地位
。

欧美心理学

家曹建立各种假敲解释运动知党
。

世耙末爱斯耐 『月 ,

斯特恩 〔,
便 开

始对运动知党进行研毙
。

鹅德 的
“

原素流
” 、 “

造性的粽合
” ,

赫姆浩斯

铭 的
“

象征希
” 、 “

然意栽推渝
”

对他们有显著的影响
。

爱斯耐韶为运动是一种 先 脸

的
、

直党的单钝咸党
。

斯特恩 以运动知党为一种墓于三种 因素
,

即 变动的刺激
,

幻

后像
,

意志冲动
,

而产生的桔箫
。

此后
,

对于运动知党的研究 日益增多
,

而撇疲出砚

了各种不同的解释
。

有人主轰运动知党主耍决定于主观注意力
,

又有人仅以外圃生理活

动 —眼球运动 —去解释运动知党
。 工 年推尔太墨 ’ 〔, ’

对于似动现象

的研究开 了格式塔心理学
,
同时

,

这个研究引起了运动知觉研咒的高潮
。

格式塔派 合

理学家韶为似动现象是脑中某种
“

短流
” “ ”

的产物
,

并用以靛明运动知党

么及各种知党为一种筒单的
,

整体的
,

先撇的主观握输
。

狄密克 〔 在轶钦钠

的影响下
,

根据被拭的内省报告而下桔流靛
,

运动知党过程可以分析为最后

的感党原素 —
“

灰
” 。

所有以上的解释都不能正确地税明运动知党与 客观 刺 激 的 关

系
。

关于运功知党的明限过去欧美学者曾做过一些研宪
。

但是他们的桔果拜不 一 致
。

奥伯特 ’ 〔, 」及薄尔 当 〔 」二人的实胧桔果曾证明当祖野中有静物时
,

运

动知党的
一
「阴的为 ‘

秒
,

当祖野中然静物时
,

奥伯特的桔果为 一 秒
, 而薄尔

当测出的下阴却大了一倍
。

根据勃偷 咖
〔 的实输

,

运动知党下阴为 一 厘

米 秒
‘

一
‘

秒
,

又据狄色瓦 〔 ,的报告
,

在最适宜的情形下
,

当观侧距离为

米时
,

运动知党的下阴为 厘米 秒
。

薄尔 当豁为运动知党的差别阴是符合韦 伯 定 律

’ 的
。

但勃偷及麦斯 此 〔。的实输却与此相反
,

敲明差别阴在 厘米 秒

时最低
,

在此速度么上及么下咸受性昔减低
。

而巴森斯 么为韦伯定律虽

适应于高速度的辨别
,

但却与分辨低速度的情形不符合
。

较近
,

黑克 〔

骊做的实

场靓明
,

恰能察党出速度的改变
,

除板快及橇慢者外
,

接近韦伯定律所描述的现象
,

在最

本研究是在曹 日昌教授指导下于 年进行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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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宜的条件下
,

然箫是恰察党出的加速或减速的改变都的为标准速度之 形
。

关于运

动知党上阴的材料很少
。

根据狄色瓦的报告
,

在最适当的情况下
,

在 米距离的物体的

运动速度达到 厘米 秒时即呈冈动和模糊不清的砚象
。

运动知党不仅在理希上富有探甜价值
,

同时
,

它也颇具实际的意义
。

在生活 中
,

人们

从适应环境到改变 自然
,

大部分开始于对在运动中的物体的观察以及对它佣的处理
。

然而
,

前人所应用被献者的数 目相当少
,

在差别阴方面采用的速度范四也比较狭窄
,

已

获得的运动知党研究成果并不丰富
,

在唯心主义观点的影响下
,

更淡不到有什么正确的

理输
。

我们拟对运动知党进行系辣的研究
。

首先
,

探衬决定运动知党的各条件
,

而阴限是

各种条件的影响
、

知党过程的变化的最好指标
,

所以我们从阴限的研究入手
。

这也就是

靓
,

我们企圆根据反映流的观点
,

自研究运动知党的阴限中探甜出决定运动知党的各条

件
,

以逐渐对于运动知党这个尚题达到正确而深入的了解
,

从而也为整个知党周题的深

入研究准备查料与条件
。

方 法

为了光照的一致
,

本实脆是在 日光灯下进行的
。

应用的刺激物是在一个黑色

慕上一条长徒中动的光点
。

由搏动圆盘上的旋翰挑及变速电禺达刹节 光 点 运 动 的速

度
。

运动的方向是由右至左
。

徒的宽度是 厘米
,

徒的长度 运动的跨度 是 厘米
。

被就者与刺激物的距离是 米
。

被献者原为十位 男女各半
,

但其中一位因病中断实

墩
。

他俩的砚力都是正常的
,

其中七位受过心理学 辣
。

实城共分为三部分
一

圆
、

差

别阴及上阴
。

下阴 在正式实撇之前先使被献者熟悉实肪过程如何进行
。

告祈被藏者呈现的

光点有时是动的
,

有时是不动的 并予示例
,

如果光点是不动的
,

就立刻靛
“

不动
” ,

如果

光点是动的就立刻规
“

动
” 。

孩声仁几次待被献者了解实麟怎样做以后就开始正式实脸
。

正式实嫩包括六次
,

每次达到有 外 以上正确的判断 即三次中对二次
,

或兰次全对
。

这六次桔果中三次是加速序 由慢到快
,

三次是减速序 由快到慢
。

差别阴 —选择了 个速度做差别团实输 觅表
,

每个速度替做 次
,

即不按

固定次序排列的三次加速序及三次减速序的粗合
。

侧定的方法是撇植此较法
,

·

即是先

镶被就注意看标准速度的快慢 一 秒
,

然后逐撕饮变比较速度的快慢
,

告祈被藏一察

觉出光点的速度加快或减慢即立刻报告出来
。

’

上阴 —采取的上阴标准是光点在整个跨度恰好呈现为一接或恰好不成为一拢时

的速度
。

稠节光点运动的快慢
,

祀录在加速序中被献者恰察党出光点联成一麟及在减

速序 中被拭者刚察党出由光点运动所形成的线中断时的速度各三次‘
· ‘

⋯
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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桔果与衬蒲

根据九位被献者的桔果
,

在我朽的实嗽条件下
,

当观侧距离为 米时
,

下阴构为

毫米 秒
,

差别阴的为标准速度之 劝
,

上阴的为 加 毫米 秒 觅表
、 、

及圈
。

表 运动知党下朗

朋 毫米 秒 加 速

士 对

减 速 平 均

士 口刀了 士 喻
,

士

士

土

士

士

土

土

一

士

士

士

士

土

士

土

士

士

士

士

士

土

士

士

士

士

,

士

士

土

训川曰一

⋯
平 均 士 士 士

表 运动知党上朋

霜霜砖迎鹦望望
加 速速 减 速

‘‘

平 均均

肚肚肚 士 口对对 土 口对对 土 口对对

土 士
,

士

士
·

士 士

土 士 土

土 士 土

土 土 土

土 士 士

土 土 士

士 士 土

士 士 土

平 均 士
,

士 士

在我佣的实嫩条件下
,

运动知党下阴构为 毫米 秒
,

与前人的实酸精果虽不相

同 ,

但差别井不很大
。

我作,的实麟虽不能靛是很精密
,

但是桔果的差视不大
,

表示还有

相当的精确性
。

我刊的下阴桔果与奥伯特和薄尔当二人的桔果很相似
,

而与勃偷和狄

色瓦所报告的有较大的差别
。

不过薄偷所列的下阴最低值 厘米 秒 还与我们的实

嫩桔果相近
,

在我们的实嫩中也有个别被就的桔果达到 厘米 秒和 厘米 秒
。

然而勃偷的最高下阂值 厘米 秒 以及狄色瓦的 厘米 秒 与我们的 毫米 秒

的差别相当大
。

我朽的实麟桔果与前人实婉桔果的差异可能主耍是由于实墩 条件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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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九位被拭者的平均运动知觉差别阴

标 准 速
毫米 秒

。 差另阴 毫米 秒

比

—
加 速 减 速 平

差别朗与标准速度之比

司 加 速 减 司 二

盯幼乳犯川的

户、

门才
日

上。注止︸勺“七八‘妇‘上﹃连︸几匕八匕工匀八曰

⋯
白︸匀几“

曰上︸上‘

肥盯

,

生,

。

不一致
。

狄色瓦特别指 出他所列举的下 是在最适宜情况下的桔果
,

而在我们的实墩

中
,

当运动速度为 厘米 秒时
,

可以很清楚地看出运动来
,

如果我们的实嫩条件更适

当
,

厘米 秒的运动将然疑地会更明显地呈现出来
。

近代欧美心理学害籍中 仍 采 用

厘米 秒的精果
,

而从我们的实麟看来
,

这个数字似乎过大
。

在差别阴方面
,

根据我佣的实肪桔果 表 可么看出感党的变化与刺激的变化有

比较固定的关系
,

大致是符合韦伯定律的
。

这一点与黑克的桔果相似
。

但是我们所得

一一 加速

—
减速

卜、,
︺伦﹄‘‘八︸

、

、
, 吸

二
, 勺

一 、

、 、一 广气二二二二沈决 叫毛
卜

一

—

︹奴刊恻洲料耻腻灿买绷︶以叫心

镖举速度

圈 运动知觉差别阴曲褛

鑫岁片打气缸毫米 秒

的差别阴较黑克在最适宜条件
一
「所得的精果为大

。

总的来靛
,

我们侧定的差别阴构为标

准速度 卫 形
,

慢速运动的差别阴较高
,

而快速运动的差别阴拘为标准速度之 一 肠
。

由圈 的曲楼
,

可以看出低速度的加速阂限蛟减速为高
。

根据分析的桔果
,

有两个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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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解释
。

其一为 由于禺达非定速的
,

有 自动加快的倾向
,

致使标准速度超出植定的速

度
。

在侧量前几个速度时
,

没有注意这个现象
,

未能随时稠节电压加么校正
。

另外一个

可能是 加速曲袋的倾向也静更接近实际情况
。

在不同条件下所得的桔果不会相同
。

根

据已知的事实至少可以肯定
,

韦伯定律木是在任何条件下都适用的
,

可能与前人所指出

的一样
,

对于低速的分辨是不符合韦伯定律的
。

当光点在 厘米跨度中恰好联成一似静止的袋时 加速序
,

或联成 的挑 恰中

断时 减速序 的平均速度为 邓 毫米 秒
。

我们哲称这个速度所产生的砚象为速度

知觉上明
。

实际上
,

运动知党的上阴值与横过的距离成正比
,

运动物体穿行的 距 离 愈

大
,

产生似静止的现象所需的速度即愈高
。

狄色瓦报告的桔果是在最适当的情况下
,

当

观侧距为 , 米时
,

运动知党的上阴为 厘米 秒
。

由于实娥情况并不完全相同
,

我们

不能要求狄色瓦的桔果与我们的桔果相似
。

欧美心理学家往往么阴限为固定不变的
,

而忽略了阴限乃是由井多条件所决定的
。

随着条件的改变
,

阴限也必有变化
,

如狄色瓦所稍
“

最适宜的情况下
” ,

其含意好像是阴

限达到了某种一定的限度
,

这种看法是不恰当的
,

是把咸受性看成一种固定的被动的历

程
,
忽视了环及条件的作用

,

机体的机能状态的影响
,

级及实践对于人类知党费展的重

大意义
。

在以往的运动知觉研究中虽已淡到一些影响知党阴限的条件
,

如运动物体
、

环境以

及观察者等
,

但是拜未指 出各条件的作用究竟如何
, ‘

白佣的决定性意义何在
,

产生作用

的生理墓础是甚么
,

更未搞清具动知党与似动知党的关系
。

若耍撤底了解运动知党这

个简题
,

必须在多方面的研究中探甜出它的主耍条件么及它朽之简的相互联系
,

从而也

就可么追究运动知觉的高触神握活动机制
,

其产生及聆展的规律
。本实肪所从事的在一

定条件下的运动知党阴限研究只是运动知党研究的开端
,

供进一步研究的参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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