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儿童时距认知的研究简介及发展趋向
①

杨　姗 方　格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 (北京 100012)

[摘要 ]儿童对时间的认知包含对时序的认知和对时距的认知两个方面。本文主要介绍儿童对时距认

　知的一些研究, 大致包含三个方面: (1)皮亚杰开创的在“时间—距离—速度”范型之内的研究;

　 (2)影响时距认知的心理因素的研究和理论假设; (3)其他一些研究者就皮亚杰的观点提出的挑

　战性研究。另外, 本文还介绍了国内研究人员在此方面所做的部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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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和空间一样, 是运动物质存在的基本形式。任何物质的运动过程都以或前或后的相

对顺序性, 或长或短的持续性表现出来。人类所有的行为都在时间的控制之下, 它是人类对

世界的观念中最为重要的维度之一。时间本身具有极显著的复杂性与抽象性: 无论人们的意

识如何, 它总是永不停息地向前流动, 任何力量也不能阻止和稍稍改变它的行进步伐; 它的

流动性是单维的, 永远向前, 具有不可逆的特性; 它以人类看不到、听不到、触不到、嗅不到的

方式一如既往地流逝。正如 Gib son (1975)所说“事物是可感知的, 唯独时间不可以。”人类对

时间的认知包含两个方面: (1)时序 (succession) , 客观现象的顺序性。即两个或多个事件可

以被感知为按顺序组织的不同事件。它依赖于我们对变化的体验, 两个事件可以先后发生,

也可以同时发生。(2)时距 (du ra t ion) , 客观现象的持续性。即两个连续事件间的间隔性或某

一事件持续的时间段。这两个观念在人们的体验中是互相联系, 彼此依存的。研究发现, 时

序与时距的感知在生命的早期就已经出现了。

人类对时距的观念又含有两类问题: 时距知觉与时距估计, 它们是两种不同的加工过

程。[1 ]时距知觉涉及心理当前 (p resen t) , 指在知觉上认识两个连续事件的或多或少的同时

性的能力, Jam es (1896)称之为“似是而非的现在”, 它没有固定的长度, 只依赖于所感知的

内容。也有人称之为“认识能量” “感觉记忆”, 类似于对电话号码的记忆。在感觉系统中没

有具体的感受器专门处理时距知觉, 它的上限是 5 秒, 平均值为 2—3 秒; 时距估计要求判断

的是仅靠感知不能判断的时距, 这里有记忆系统的介入。当记忆用于将过去的某时刻与现在

的某时刻相连或联系两个过去事件时, 就会有对时距的估计了。

对时距认知的研究可以追溯到上个世纪。W ilhelm W undt, P ierre Janet,W illiam Jam 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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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曾涉足这一领域, 在心理学科内有较深的根基。在本世纪 60 年代以前, 行为主义在心理学

中占主导地位, 而时距本身不是一个生理学因素, 虽然他紧密的与人类的时间经验相连, 行

为主义的方法也是难以将它作为一个变量 (刺激) 进行研究的; 60 年代以后, 随着认知心理

学的兴起, 研究方法从行为主义向认知主义转变, 认知方法被广泛采纳, 激发了人们对人类

经验再次探查的兴趣, 这中间也包括对时距的认知。近十几年来, 儿童时距认知领域的研究

大致如下。

1 以皮亚杰为代表在“时间- 速度- 距离”范式内的研究

早在本世纪 40 年代, 皮亚杰就提出: 儿童只能依据速度和距离 (产出) 来考虑时距的长

度, 所以对儿童时间认知的研究只是在有空间移动 (或变化)的背景中考虑才有意义。他首创

了“两列车”的方法, 采用选择任务来研究儿童对这三个概念的认识。他的研究结果是“儿童

是以空间影响的方式建构时间概念的, 所以才会混淆时间- 速度- 距离 (以下简称 tösöd)。

只有 7—8 岁后, 才会将时间作为一个独立的整体。“他提出了儿童时间认知发展的三阶段

论: 第一阶段在 6 岁以前, 此时儿童会将时间线索与空间线索相混淆; 6 岁左右进入第二阶

段, 此时可以部分分离时间。空间线索, 可以直觉地理解时距和时序, 但不能将它们整合起来

理解; 7—8 岁左右进入第三阶段, 这时可以建立并整合所有必要的时空关系的代数特征, 最

终掌握时间概念。

近年来, 虽然有人对皮亚杰的上述观点提出不少质疑, 但仍然有许多人在此范式下致力

于儿童对 tösöd 概念及其关系的研究。因为这毕竟不失为一条研究儿童时距认知的好方法,

而且对 tösöd 关系的理解仍是儿童时间概念发展的重要方面。

F riedrich W ilken in�(1982) 提出[2 ]: 皮亚杰的研究只注意到了 tösöd 概念的发展而未说

明儿童对三者关系的理解; 他所采用的选择任务不能测查儿童对这三者数量关系的掌握; 比

较任务的完成还要受儿童语言发展水平的影响和限制;“两列车”的任务所需信息很多, 会超

出儿童的加工容量。他进而用信息整合理论发展出的机能测量法 ( Funct ional

M easu rem en t) 考察了人们对 tösöd 三者关系的知识, 发现从 5 岁的儿童到成人在完成任务

时都用到了代数整合规则 (+ - 3 ö) ; 5 岁儿童已经知道时间- 距离, 速度- 距离均有正向

关系, 时间- 速度间有反向关系; 信息加工的容量决定儿童整合时空变量的能力。但从本质

上讲, 他选用的研究方法仍是皮亚杰范式之内的。

Cu rt A credo lo (1989)总结了研究儿童对 tösöd 关系理解的四种方法[3 ]。(1)比较相对时

距。被试观察两物体在两条并行的轨道上向同方向行进的情况, 确定它们是否行进了同样长

的时间; 如不是, 哪一个走的时间更长。(2)估计相对时距。告诉被试有关两个物体在两个维

度上相对值的信息, 让他推断第三个维度的相对大小。 (3)估计量化的单一时距。被试要考

虑的是独自行进的物体, 已知两个维度的值, 估计第三个维度的值。(4)评价相对 tösöd 组合

的可能性。被试要考虑两个移动的物体, 告诉他两个物体在各自三个维度上的相对值 (相对

的 tösöd ) , 被试要评价这种组合的可能性。Cu rt 认为没有一种方法能回答儿童在此方面知

识的所有问题, 但结合在一起使用则可以较清晰地看到儿童对 tösöd 关系的理解情况。因此

他的研究综合利用了上述四种方法, 研究结果是 (1) 儿童早期多数能意识到 döt, söt 间的协

同关系并有能力想象某物在某段距离上以某种速度在移动, 但不能理解各个维度间的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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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 (2) 幼儿可以意识到各个维度间的协同关系, 并依据速度与距离线索来确定相对或绝

对的时距, 但理解并不完全, 有时会认为时间与速度有正向关系而与距离有反向关系, 或只

依据速度 (或距离) 来判断时间的长短; (3) 一旦儿童理解了各个维度间的必要联系, 他们就

会放弃从速度- 距离推导时间的方法而只从开始- 结束时间着手解决问题。

2 时距认知影响因素的研究

影响时距认知的因素有很多, 研究最多的有两种: 注意与记忆。

(1)记忆方面的主要研究

O rn stein (1969)用“存储广度”解释了时间估计的过程。他认为, 对某一时段所感知的时

距依赖于与该时段相联系的记忆内容, 内容的复杂性越高, 在该时段内存储的信息越多, 个

体主观估计的时距就越长。影响记忆“存储广度”的主要有两个因素: (1)时段内出现的信息

总量; (2)信息的复杂度。这一论点使许多研究者解释时距判断时最常被引用的, 许多人致力

于检验它的正确性[4 ]。但最初它是用以解释较长时距的判断的, F ra isse [1 ]就曾说长时记忆的

机制在此起了重要作用。

B lock (1978) , B lock 与R eed (1978) , Poyn ter (1983, 1988) 以不同于O rn stein 的方式解

释了“任务复杂度”, 提出主观时距估计与认知背景中的变化总量有关, 与在该时段内执行的

信息加工类型有关, 与该时段被分割的程度呈正向相关, 时间估计的主要认知机制是长时记

忆。[4 ]

M arshall A rlin (1986)考察了信息加工深度与加工数量在儿童时间知觉中的作用[5 ]。发

现当客观时距相等时, 如果加工深度增加, 就会缩短主观估计的时距, 这一结果支持注意模

型; 如果加工深度一致, 加工数量增加, 就会加长主观估计的时距, 这一结果支持记忆模型;

大些的儿童比相对小的儿童更容易受信息加工深度的影响。

(2)注意方面的主要研究

有许多研究又发现任务复杂度与主观时距具有的是负向的作用机能 (D evane 1974;

F ra isse 1963; P riest ly 1968; Gaes,B ierm an 1977. etc)。这些结果可以由注意模型所解释。

注意模型认为, 主观时距判断与分配于时间消逝过程中的注意力总量有正向作用。人脑

中存在有认知单元 (也称计时器, 计数器) , 其作用是加工和编码时间信息, 他工作时需要注

意力资源。当非时间信息减少时, 更多的注意力资源分配给认知计时器, 因而他对时间信息

的存储就会增加, 结果会产生超长的主观时距; 而当任务复杂度升高时, 非时间信息增加, 信

息加工总量会增加, 分给认知计时器的注意力会减少, 结果会产生过短的主观时距。因而任

务复杂度与主观时距长度呈反向关系。

Zakay, M eran (1988) [4 ]又将时距判断分为两种: 预期式的 (实验前告知被试要估计时

距)和回溯式的 (实验前不告知)的时距判断。它们在记忆机制和注意力分配上都有所不同:

(1) 预期式更多依赖于短时记忆加工, 被试可以主动进行与时间有关的信息的加工; 而回溯

式更多依赖于长时记忆的加工。 (2) 预期式的判断注意力分配的优先权在对时间信息的加

工, 而回溯式判断注意力分配的优先权在对非时间信息的加工。由此Zakay (1989)提出了时

距估计的注意力资源分配模型[5 ]: (1) 一个时距判断任务可以分为两部分加工- - P ( t) , 对

时间信息的加工; P (i) , 对非时间信息的加工。它们都消耗注意力资源, 但由于注意力资源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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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 这两种加工是相对抗, 相竞争的。 (2)当时距估计是预期式时, 时距估计任务比非时间信

息加工任务有更高的优先权, 注意力更多地分配给 P (t) , 但是 P ( i) 也需要他自己的那部分

注意力, 因而任务越复杂, 分配给 P (t) 的注意力资源越少, 所作的主观时距估计就越短。所

以此时任务复杂度与主观时距长度呈负向关系。任何背景成分 (如期望)都会增加 P (t)的优

先性, 从而产生超长的主观时距; 任何在 P ( t) 上的注意力分散都会产生过短的主观时距。

(3)当时距估计是回溯式时, 优先权则在 P (i) , 注意力更多地分配给 P (i)。加工水平越深, 所

感知的变化的水平越高。由于 P (i) 产生并存储于记忆中的信息是此类时距估计的基础, 所

以分配给 P (i) 的注意力资源越多, 主观时距就越长, 所以此时任务复杂度与主观时距长度

程呈正向关系。任何在 P (i)上的注意力分散都会缩短主观时距的长度。

D an. Zakay (1992) 的“灯泡”实验检验了儿童时间估计中注意的作用, 结果发现预期式

估计比回溯式估计显著加长; 而被试的注意力分散时, 所作的时距估计会过短。他的结果支

持了注意力资源分配模型和“mo re- is- mo re”假设。[6 ]

3 国外在皮亚杰之外有关时距认知的研究概况

针对皮亚杰的“时距研究只有在有物理移动 (变化)的背景中考虑才有意义; 儿童只会按

照速度和距离 (产出) 来考虑时间段的长度; 儿童混淆 tösöd 是由于概念上的困难”等观点,

L evin (1977)提出批评[7 ]。她认为这种混淆是由于不能分清数量维度间的概念上的区别, 在

这种情况下儿童判断的依据是“mo re- is- mo re”, 而不是对 söd 概念理解的无能。因此, 其

它与时间无关的因素也会成为儿童时间判断的干扰变量。

L evin (1970ö1979ö1982)的“睡觉娃娃”实验率先向皮亚杰提出挑战 [8 ]。她让儿童比较三

种时间段的长度- - 静止时间, 旋转时间和线性时间, 它们分别有 0, 1, 2 个干扰变量。结果

发现即使在托儿所年龄的儿童也能从开始时间和结束时间的相继性推论相对时距的长短而

不需速度与距离的参与; 对时距判断任务的完成情况会因干扰变量的引入而有所下降; 儿童

区别速度与时距比区别距离与时距更容易。由此结论: 建构时间概念不只依靠速度与距离,

还需要纯粹的时间信息, 即开始与结束时间的相继性; 而速度与距离在推断时距时没有特殊

地位, 它们最主要的作用只是干扰变量。L evin (1983) [9 ]的“烛光”实验利用大小, 亮度不同的

两个灯泡的燃亮时间作为两个时距, 令被试进行比较, 发现: 除了速度与距离之外, 其它看似

无关的因素如亮度, 大小也会成为儿童时距判断的干扰因素; 但干扰的效果不随干扰因素数

量的增加而上升, 干扰因素间不存在相加性效果; 儿童时距判断符合“mo re- is- mo re”规

律; 亮度比大小干扰性更强。

L evin (1984) [10, 11 ]用“水龙头流水量”的实验探查儿童时间量化能力的发展, 结果发现:

5 岁儿童就可以将时间看作一个可量化的实体, 他们可以不借助于速度和距离而只就纯粹

的时间作量化反应; 随着年龄的增长, 使用的规则由非度量化的向度量化的转变; 时间量化

的准确性也会随年龄的增长而提高; 所有 13 岁, 半数 10 岁和少数 7 岁的儿童能使用不同的

计数策略和整合规则, 但使用的方法随任务结构和任务要求而有所不同; 在儿童时距比较

中, 结束时间比开始时间的干扰性更强。

F riedrich W ilken in�, Iris L evin, Sara D ruyan (1987) [12 ]考察了儿童在度量和整合事件

的时距时, 如何自发使用计数策略的情况。结果发现: 当时距呈现时, 伴随有节奏的声音, (是

—32—第 6 卷第 1 期　　　　　　　　　　　儿童时距认知的研究简介及发展趋向　　　　　　　　　　　　



一种含糊地将时间分割成段的暗示) , 这使儿童计数策略的使用有所增加, 在幼儿中尤为明

显; 7 岁以后, 即使没有这种暗示, 多数人也能自发地使用计数策略; 6 岁儿童普遍能使用正

确的加法法则。这一实验说明, 在不同的背景下, 知识的可获得性是不同的, 幼儿已经很有量

化时间的潜力。

D. M ichall R ich ie,M ark H. B ickhard (1988) [13 ]研究了儿童感知时距的能力与逻辑时间

概念发展的关系。皮亚杰 (1969a)曾提出, 直觉的时间感觉不能包含在逻辑时间概念的发展

中, 因为前者只能产生时间消逝的观念而不知过去了多少时间。而D. M ichall 等的实验结果

与皮亚杰 (1969a)的假设相矛盾: 发现儿童能够依据非时间信息解决在逻辑上不可能解决的

问题, 这意味着儿童对于非时间性知识推断的内容具有感知能力, 而且他们可以用这种知觉

的内容解决比较时距的问题, 这就表明逻辑时间概念包含了从知觉上体验时距的能力。

4 国内有关时距认知发展的研究

张增杰 (1963) [14 ]曾研究过 6—7 岁儿童与成人感知与再现 (复制) 不同的单一时距的特

点和利用时间标尺 (节拍器) 的情况。发现 6—7 岁儿童均不会主动使用度量时间的内部标

尺; 当外界提供时间标尺时, 多数 7 岁儿童能准确利用。黄希庭 (1979) [15 ]的类似实验还发

现, 8 岁儿童基本能主动利用内部时间标尺, 时间知觉的准确性和稳定性有接近成人的倾

向。朱曼殊, 宋正国 (1987) [16 ]的研究发现大约 11—12 岁儿童才能初步掌握时距的计算,

13—14 岁才能排除干扰因素 (如速度, 距离, 开始点, 结束点) , 对时距长度作出准确判断。

林仲贤等 (1991) [17 ]探查了不同感觉通道的时距知觉。发现大部分 7 岁儿童不会主动使

用内部时间标尺; 复制短时距的精确度高于长时距, 是因为对于长时距更不易把握计数节奏

的稳定性; 短时距复制有超长倾向, 长时距复制有过短倾向; 在儿童与中青年中, 女性时距复

制的精确度明显优于男性; 不同感觉通道, 不同呈现方式对时距知觉的影响差异不显著。

方格, 方富熹, 刘范 (1984) [18, 19 ]研究了儿童对一日、一周、一季的认知过程, 发现对于循

环期长短不同的时距段, 不同年龄儿童的认知水平有显著差异。这说明循环周期的长短是影

响时间认知的重要因素之一。另外, 儿童对年龄的认知也是儿童时距认知的重要方面。方格,

方富熹, 冯刚 (1991, 1994) [20, 21 ]先后两次探查儿童对年龄的认知发展, 发现儿童对年龄的认

知水平在 4. 5—6. 5 岁期间有显著提高; 从对年龄将来时的认知特征看, 儿童对短时距 (如 1

年)内的将来时比对长时距 (如 5 年及以上)的将来时认知情况要好。这说明时距长短是影响

儿童对年龄将来时认知的主要因素, 表现出认知发展过程中普遍的由近及远、由短及长的发

展趋势。

方格, 冯刚, 姜涛等 (1993, 1994) [22, 23 ]对儿童时距比较与复制的实验研究表明, 如果采

用单一时距并以儿童喜闻乐见的生动形象作为刺激以吸引儿童注意力, 再采用短时距以降

低任务要求, 使任务难度降低, 即使 5—6 岁儿童也能区分具有几秒钟差异的短时距; 对单一

时距, 儿童已能开始应用计数策略解决问题; 在外界有时间标尺的情况下, 不需成人提示就

知道加以利用, 这是幼儿认知发展中的一个重要成就, 这表明 5—6 岁的儿童已经具有把时

间视为可计数, 量化的维度的潜能。

纵观近年来国内外对儿童时距认知的研究发现, 这一领域总的发展趋势主要有以下几

点: (1)随着认知心理学的兴起, 认知主义的方法逐渐被广泛采纳, 越来越多的人运用信息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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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的理论和观点进行研究; (2) 计算机技术的不断发展和进步, 使得儿童实验也可以依靠计

算机来完成, 这在一定程度上简化了实验程序, 更便于对无关变量进行控制, 避免未成熟的

语言发展水平对儿童反应能力的限制和干扰; (3) 越来越重视对儿童内部认知过程的探查,

从而发现儿童认知发展过程中真正起作用的因素, 以便于更好地揭示儿童认知发展由量变

向质变的原因和进程。

参考文献
[ 1 ]Pau l F raisse. Percep tion and estim ation of tim e. A nnual Review O f P sycho lo�y, 1984, (35) : 1- 36.

[ 2 ]F riedrich W ilken in�. Ch ildren’s know led�e abou t tim e- distance- velocity- in terrelations. In: W illiam J F riedm an

ed. T he D evelopm ental P sycho lo�y O f T im e. N ew Yo rk: A cadem ic P ress, 1982. 87- 112.

[ 3 ]Curt A credo lo. A ssessin�ch ildren’s understandin�of tim e- speed- distance in terrelations. In: Iris L evin, D an Zakay

ed. T im e A nd H um an Co�n ition. E lsevier Science pub lishers B. V. T he N etherlands, 1989. 219- 258.

[4 ]D an Zakay. Sub jective tim e and atten tional resource allocation: an in te�rated model of tim e estim ation. In: Iris

L evin , D an Zakay ed. T im e A nd H um an Co�n ition. E lsevier Science pub lishers B. V. T he N etherlands, 1989. 365- 398.

[ 5 ]M arshall A rlin. T he effects of quan tity and dep th of p rocessin�on ch ildren’s tim e percep tion. Journal O f Experim en2

tal Ch ild P sycho lo�y, 1986, (42) : 84- 98.

[6 ]D an Zakay. T he ro le of atten tion in ch ildren’s tim e percep tion. Journal O f Experim en tal Ch ild P sycho lo�y, 1992,

(54) : 355- 371.

[ 7 ] Iris L evin , Roberta Go ldstein , T am ar Zeln iker. T he ro le of m emo ry and in te�ration in early tim e concep ts. Journal

O f Experim en tal Ch ild P sycho lo�y, 1984, (37) : 262- 270.

[ 8 ] Iris L evin , Izhak Gilat. A developm ental analysis of early tim e concep ts: the equ ivalence and additivity of the effect

of in terferin� cues on duration comparison of youn� ch ildren. Ch ild D evelopm ent, 1983, (54) : 78- 83.

[ 9 ] Iris L evin. T he natu re and developm ent of tim e concep ts in ch ildren: the effect of in terferin� cues. In: W J F riedm an

ed. T he D evelopm ental P sycho lo�y O f T im e. N ew Yo rk: A cadem ic P ress, 1982. 47- 86.

[ 10 ] Iris L evin, F riedrich W ilken in�, Yo ram D em bo. D evelopm ent of tim e quan tification: in te�ration and non in te�ration

of be�inn in� and endin� in comparin� duration. Ch ild D evelopm ent, 1984, (55) : 2160- 2172.

[ 11 ] Iris L evin, F riedrich W ilken in�. M easurin� t im e via coun tin�: the developm ent of ch ildren’s concep tions of tim e as a

quan tifiab le dim ension. In: Iris L evin, D an Zakay ed. T im e A nd H um an Co�n ition. E lsevier Science pub lishers B. V. T he

N etherlands, 1989. 119- 143.

[ 12 ]F riedrich W ilken in�, Iris L evin, Sara D ruyan. Ch ildren’s coun tin� strate�ies fo r tim e quan tification and in te�ration.

D evelopm ental P sycho lo�y, 1987, (23) : . 823- 831.

[ 13 ]D M ichael R ich ie, M ark H B ickhard. T he ab ility to perceive duration: its relation to the developm ent of the lo�ical

concep t of tim e. D evelopm ental P sycho lo�y, 1988, (24) : 214- 221.

[ 14 ]张增杰, 黄希庭. 六- 七岁儿童对时间知觉的初步研究. 心理学报, 1963, 3: 214- 221.

[ 15 ]黄希庭, 张增杰. 五- 八岁儿童时间知觉的实验研究. 心理学报, 1979, 2: 116- 124.

[ 16 ]朱曼殊, 宋正国, C. B. 哈维. 中国和加拿大儿童对持续时间概念的掌握. 心理科学通讯, 1987, 2: 1- 4.

[ 17 ]林仲贤, 刘颂. 影响时间知觉差异性的一些因素实验研究. 心理科学, 1991, 2: 7- 12.

[ 18 ]方格, 方富熹, 刘范. 儿童对时间顺序认知发展的实验研究É . 心理学报, 1984, 2: 165- 173.

[ 19 ]方格, 方富熹, 刘范. 儿童对时间顺序认知发展的实验研究Ê . 心理学报, 1984, 3: 250- 258.

[ 20 ]方格, 方富熹. 4. 5—7. 5 岁儿童对年龄认知发展的实验研究. 心理学报, 1991, 23 (1) : 1- 9.

[ 21 ]方格, 方富熹, 冯刚. 再探儿童对年龄的认知发展. 心理学报, 1994, 26 (4) 370- 377.

[ 22 ]方格, 冯刚, 姜涛等. 学前儿童对时间的估计及其策略. 心理学报, 1993, 25 (4) : 346- 352.

[ 23 ]方格, 冯刚, 方富熹等. 学前儿童对短时时距的比较及其认知策略. 心理科学, 1994, 17 (1) : 3- 9.

—52—第 6 卷第 1 期　　　　　　　　　　　儿童时距认知的研究简介及发展趋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