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4 期

心 理 学 报
A C T A PSY C H OL O G IC A SIN IC A 19 93年

学前儿童对时距的估计及其策略
1) ‘

方 格 冯 刚 涛 方富熹
中国科学院心理所

姜
北京

, 1 00 0 12

摘 要

该研究 旨在探查 学前儿童对时距的认识过程及其认识 策 略
。

使用 2 秒
、

4

秒
、

6 秒
、

8 秒四 种不同的时间间隔作为利激物
,

在每次呈现之后要求 儿童 按键

再现时距
。

5 岁和 6 岁的学前儿童参加这一实验
。

主要结果表明 : 5
、

6 岁儿童

已能 区分只 有儿秒钟差异的单一时距 ;在无声音参照 条件下
,

他们对 4 秒钟的估

计较为准确
,

而在有声音参照 条件下
, 5岁儿童则对 6 秒钟的枯计更趋准确

。

研究

材料还证实 了
,

儿童从 5 岁起初步能够使用时间标尺
,

开始把时间看成是可以计

数的维量
。

关键词
: 儿童

,

时距
,

估计

前 言

儿童对时间的认知是儿童对自然事物认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

一般来说
,

儿童对

时间的认知包括两个主要方面
,

其一是对时间顺序性的认知 ; 其二是对时 间持 续性的认

知
,

本文所报告的内容则属于后者
。

在有关时距的研究方面
,

皮亚杰学派的工作多有建树【’] ,

他们的独到之处在于
:

‘

( 1)

着重从时间
、

距离
、

速度三者之间的关系探查儿童对时距的认知 ; (2) 实验设计中提供了较

多的逻辑信息
,

要求儿童对时距进行逻辑推断
。

他们主张对时距定量化的能力是发展过

程中的晚期成就并宣称年幼儿童只有时间 的 序数概念
。

里 温(L
e vi n ,

I) 等人的研究表

明 〔“一“l, 当限制距离和速度因素干扰时
, 5 岁左右的儿童能了解存在于间隔顺序之间的关

系
,

但对于儿童再现短时时距的具体情况没提出详细报告
。

国内较早关于时间知觉的研究表明 [6 ’,
5

、

6岁儿童均不会使用时间标尺
。

5 岁儿童的

时间知觉极不准确
,

极不稳定
,

而 6 岁儿童基本上与 5 岁儿童相似
。

本研究力求降低任务难度
,

以不同于先前研究的呈现方式进一步了解我国 5
、

6 岁儿

童对短时时距的认知过程
,

着重解决下述问题
: (1) 5

、

6 岁儿童 (学前期)能 否 区 别短时

时距
,

对短时时距估计的准确性如何
; (2 ) 5

、

6 岁儿童可否使用时间参照物并把时间看作

是一种可数量化的维量
,

主动采用策略解决问题
。

研 究 方 法

取样
:
实验被试为 5

、

6 岁儿童(学前期)
,

每组20 人
,

年龄以足岁上下四个月为准
。

男

1 ) 本文 于1 9 9 2年 1 1月 4 日收到
。

* 本研究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会的资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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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约各半
。

预试未通过的儿童不能参加实验
。

材料
: 主要仪器为计算机及其外接反应键

。

实验中以计算机程序自动呈现并自动记

录被试再现时距的反应时
。

时间参照物 (声音刺激)由计算机程序提供
。

呈 现 时 距时
,

计

算机屏幕将出现一个儿童喜闻乐见的熊猫形象
,

熊猫周围有一清楚的方框作为背景
,

熊猫

在屏幕上停留的时间即为呈现时间
。

儿童再现时距时使用反应键
。

计算机自动记录儿童

再现的时距
。

程序
: 1

.

预试
:

预试的主要 目的是解决儿童操作技术问题
,

学会按 键
。

每个儿童实

地练 习 4 次
,

个别儿童练 习次数略有增加
,

当主试确认其操作无问题 时 方可参 加 正式实

验
。

预试时儿童判断的时距为 3 秒和 5 秒
。

2
.

正式实验
:
本实验用再现时距法测量儿童 对 时 间的估计

。

正 式实验分 三 步进

行
。

第一步
:
无参照条件下的时距判断

。

主试用计算机程序分别呈现 2 秒
、

4 秒
、

6 秒
、

8 秒四种不同时距 (即
“

熊猫
”

图像在屏

幕上停留的时间)
,

每种时距呈现 4 次
,

其次序随机出现
,

总共16 次
。

当主试每次呈现之后
,

令儿童按键再现熊猫出现的时距
。

呈现时
,

主试不主动提供任何时间参照物
。

指导语为
:

“

小朋友
,

请你注意看这里 (指计算机屏幕)
,

我一按
,

上面 就 会出现一个小熊猫
,

它呆一会

就走了
,

等我的小熊猫一走
,

你就按你手中的小红钮 (键)
,

你的小熊猫就出来了
,

你要让你

的小熊猫在上面呆的时间和我的一样长
,

要一模一样的长
,

懂吗 ?
” ,

每次呈现前重复指导

语
。

待全部完成后进一步询问
,

其指导语是
: “

请告诉我
,

你是怎么知道你 的 小 熊猫和我

的小熊猫呆的时间是一样的
。”

主试详细记录儿童提供的理由和外部行
‘

为 表现
,

作为儿童

是否使用策略的行为指标
。

第二步
:
有声音参照条件下的时距判断

。

主试仍用计算机操作呈现上述四种不同时距
,

每种时距呈现四次
,

共 16 次
,

其次序随

机排列
。

有别于第一步条件是
:
每当

“

熊猫
”

刺激出现时
,

计算机发出轻微的有 节律的声

音
,

每秒钟响一次以诱发儿童采用某种策略
。

待全部完成后令儿童说明他是 怎 么知道他

的
“

小熊猫
”

和主试的
“

小熊猫
”

呆的时间一样裸的
,

并详细记录儿童提供 的 理 由
,

实验前
、

后的指导语同第一步
。

第三步
: 语言启发条件下的时距判断

。

此项对在前两种条件下没有采用任何策略而

随意进行时间判断的儿童实施
。

实验前的指导语除同前述外
,

还告诉 儿童
: 当

“

小熊猫
”

出现时
,

你可以数数
,

数数能帮助你做得更好
,

大声数吧
” 。

实验结束后仍进行询问
。

全部实验均以个另lJ方式进行
。

实验时由两名主试主持
,

一名负责实验操作
,

另一名负

责观察记录
,

观察儿童是否出声计数
、

唇动或身体其 它 部位的运 动 情 况
,

然后作补充询

问
。

结
.

果

(一) 两组 jL 童在不同条件下对时距的估计情况

为清楚起见
,

我们将上述结果绘于图 1
。

对表 1 图 1 的结果做方差分析可看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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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在有
、

无声音参照条件下两组儿童对时距的估计

无 声 音 参 照
‘

有 声 音 参 照

2 0 0 0 m s 40 0 0m S 6 0 0 0 m s 8 00 0 m s 2 0 0 0 m s 4 0 0 0 m 8 6 0 0 0皿 S 8 0 0 0m 日

5 (岁 )

6 (岁)

3 4 9 0

(1 9 3 2 )

2 7 5 9

(0 6 4 3 )

4 4 5 5

(2 0 4 4 )

3 8 3 1

(0 8 4 2 )

45 2 1

(14 5 4 )

4 6 5 2

(12 7 7 )

5 3 8 8

(2 1 5 5 )

5 4 45

(1 34 6 )

27 7 8

(05 5 5 )

2 4 3 7

(0 3 1 6 )

4 4 2 2

(0 6 5 6 )

4 0 8 0

(0 6 0 9 )

6 0 2 9

(1 6 7 7 )

5 3 1 1

(1 20 2 )

7 0 1 4

(13 2 2 )

6 6 3 2

(1 4 6 0 )

注 : 表 中数字为儿童再现时距的平 均值
。

括号 内为标准差
。

‘

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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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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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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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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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回归线
- -

一
6岁组(有参照)

一一
5 岁组 (有参照)

-
·

一一 6岁组(无参照)
二二二二二 5岁组《无参照)

/
· ‘

/ /

乙
Z

价乡

�朴研�回盆留陀

20 0 0 40 0 0 60 00 80 00

呈现时间r隽秒)

两组儿童在不同条件下对时距再现的情况

a
.

关于年龄差异
:
在本实验

条件下年龄 的主效应 不显 著
,

F ( :
,

3 。) == 1
.

7 1 ,
P = 1

.

9 9 ; 年龄与呈

现时间的交互作 用 也不 显 著
,

F ( 3
,

: 。。) = 0
.

6 7
,
P == 5

.

7 0 ; 年龄与有

无参照与呈现时间的交互作用亦

不显著
,
F ( 3

,

, 。8 ) 二 1
.

5 9
,
P == 0

.

1 9 6
。

可见
,

本研究所探查的两 个年龄

组 (5 岁和 6 岁)的认知成绩尽管

有差异
,

但未达到显著水平
。

b
.

有
、

无声音参照条件对儿

童认知成绩的影响
:

对表 1结果的

分析也可看出
,

在有
、

无声音参照

两种不同条件下儿童的认知水平有区别
,

在有声音参照条件下儿童 的认 知成 绩优于无声

音参照条件下的认知成绩
,

在 5

岁组
,

其差异显著
,
F ( 3

. : 。。) == 5
·

9 3
,

P ( 0
.

0 2 ; 在 6 岁组F (。
,

: 。s ) = 4
.

0 5
,

P < 0
.

05
。

另外
“

呈现时间
”

和
“

有
、

无参照
”

之间有明显的交互作用

存在
,
F‘3

. : 。s ) 二 9
.

1 0
,
P< 0

.

0 0 1
。

这说明参照物的作用随呈现时间

的不同而有所区别
。

为进一步分

析两组儿童在上述两种不同条件

下的反应情况
,

我们将反应的次

数分配绘于图 2 图 3
。

从图 2 图

3 可见
,

儿童在有声音参照条件

下对四种时距的反应在不同程度

一
·

一一 8秒

一一 一 6秒
· · ·· ·

一 4秒

—
2秒

粼忆侧以

心认
户粼执 、

一川

2 3 4 5 6 7

产
.

攀算裕

~8 9 10 1 1 1 2

806040200

再现时间(秒)

图 2 无声音参 照条件下儿童反应 的次数分配

上均较在无声音参照条件下的反应更趋集中
。

c
.

关于不同呈现时间 (任务条件) 对儿童认知成绩的影响
:
对表 1 结果 的分 析可见

,

本研究中不同的呈现时间 ( 2 秒
、

4 秒
、

6 秒
、

8 秒 )对儿童的认知成绩有非常显著的影响
,

在无声音参照条件下儿童对四种时距的认知成绩存在着 明显的差异
, 5 岁组 F ( 3

, : 。。)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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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9
.

7 4
。

p < 0
.

0 0 1 ,

6 岁组 F (3
,

: 。。) = 5 0
.

6 3
,

p ( 0
.

0 0 1
。

在有声音参照条件下
、

5 岁组 F (: . : 。s )

= 1 1
.

67
,

p < 0
.

0 0 1 ; 6 岁组 F (3
,

, 。。》= 1 0
.

6 3
,

p < o
·

0 0 2
。

可见在上述两种不同条件下
,

两组

儿童对四种不同时距的认知成绩的差异均达显著水平
。

这表明
,

五六岁的学前 儿童已能

对只有几秒钟差异的单一时距作出区分
。

80 1

—
一一 , 一 - 一一- - - 一一一一一, 卜

—
~

一
-

r 肠 一
·

一一 8秒

一一一 6秒
- . . -

一 4秒

0
�4

级忆侧喊

.一阅nU

‘叭匕OV此几/
, ,

代人 _
, ~ 矛, 乙 户 . ‘ 一护 一 ‘

目
,

2 止 石梦 . 一
,

, , 、 _
Z

尸

叫
乙 口 1 , , 气 .

0 1 2 3

/}
厂 屯

“

{
、 八 产
产冬义

.

1 1 12

再现时间(秒)

有声音参照条件下儿童 反应的次数 分配

d
.

儿童对四种时距估计的准确性
。

我们将两组儿童在有
、

无声音参照条件下对四种

时距估计的准确情况列入表 2 。

表 2 儿童对各种时距估计的准确程度
单位

: m s

6 岁 组

无 声 音 参 照 有 卢
’

音 参 照

时 距 2 0 0 0 4 0 0 0 6 0 0 0 8 0 0 0 2 00 0 4 0 0 0 6 0 0 0 8 00 0

平均 误差 7 74
。

2 一 13 3
。

6 一 13 4 8
。

7 一 2 4 8 4
。

3 4 3 7
。

3 8 0
。

8 一 6 88
.

2 一 1 16 7
.

2

误差相对值 (男) 3 8
.

7 3
.

3 2 2
.

5 3 1
.

1 2 1
.

9 2
.

0 1 1
.

5 14
.

6

5 岁 组

平均误差 14 3 6
.

3 3 3 3
。

9 一 1 5 5 8
。

5 一 27 0 9
.

8 7 7 7
。

9 4 2 2
.

3 2 9
。

7 一 9 18
。

0

误差相对值 (书) 7 1
.

8 8
.

3 2 5
.

9 3 3
.

9 3 8
.

9 1 0
.

6 0
.

5 1 1
.

5

从表 2 可见
,
6 岁组儿童在有

、

无声音参照条件下对 4 秒钟的估计相对其它时距来说

更为准确 ; 5 岁组儿童在无声音参照条件下同样对 4 秒钟的估计较为准确
,

但在有声音参

照条件下对 6 秒钟的估计相对来讲较为准确
。

e
.

儿童反应的超前滞后趋势
:
从表 1

.

2可见
,

在无声音参照条件下
,
5

、

6 岁组儿童均

对 6 秒和 8 秒钟的估计作超前反应
,

而对 2 秒
、

4 秒易做滞后反应 ( 6 岁儿童对 4 秒反应

除外) ; 在有声音参照条件下
,
6 岁组儿童对 6 秒

、

8 秒的估计做超前反应
,

对 2 秒和 4 秒

做滞后反应
,

而 5 岁组儿童除对 8 秒做超前反应外
,

对 2 秒和 4 秒均做滞 后反应
,

对 6 秒

钟的反应趋于精确 (只差 29
.

70 毫秒)
。

总的看来
,

在本实验条件下儿童对较短的两种时距

( 2 秒
、

4 秒) 易做滞后反应
,

而对较长的两种时距 ( 6 秒
、

8 秒)趋于超前反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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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儿童使用认知策略的情况

本实验中我们试图了解在三种不同条件下儿童能否将时间看作是一种可以数量化的

维量
,

换句话说
,

探查儿童能否采用某种策略解决问题
。

以第一种条件了解儿童能否主动

采用策略解决任务; 以第二种条件探查儿童在声音诱发条件下能否采用策略解决任务 ; 第

三种条件是对在前两种条件下不采用任何策略的儿童进行语言启发
,

看儿童可 否采用策

略
。

我们以儿童的外显动作
,

如有节律地点头
、

跺脚或身体其它部位的节律活动等和主试

对儿童的事后询问
,

儿童所提供的答案作为鉴别儿童是否采用策略的行为指标
。

实验中

观察到
,

凡采用计数策略的儿童大多数都能清楚地说明 自己在操作时的想法
,

如主试 问一

6 岁儿童
: “

你用什么办法让你的小熊猫和我的小熊猫呆的时间一样长时
” ,

儿童说
, “

我

数了
” ,

当继续问他时
,

儿童清楚地告诉主试
: “

当你的小熊猫一出来时 我 就 数
,

你的小熊

猫没有了
,

我就不数了
,

你的出来时数几下
,

我的小熊猫出来时也数几下
。 ”

我们将三种条件下儿童使用计数策略的情况列于表 3
。

表 3 儿童认知策略的使用情况 (人数形)

实 验 条 件

一 (N = 2 0 )

有 无

1 0
。

0 9 0
。

0

4 0
.

0 6 0
。

0

三 (* )

5 岁

6 岁

二 (N 二 2 0 )

有 无

5 5
。

0 4 5
。

0

7 5
。

0 2 5 。

0

有

8理
。

0

8 0
。

0

无

1 6
。

0

2 0
.

0

串 : 表 中实验条件三中的数字为 在一
、

二两种条件下没使用 策略的人数 ( 5 岁组 13 人
,

6 岁组 5 人 )的百分比
。

从表 3 可见
,

在不提供参照物条件下
,

五
、

六岁儿童 已开始主动采用策略解决问题
。

在

条件二中
,

当我们提供有节律的声音参照以诱发儿童采用计数策略时
,

五六岁组均有相当

数量的儿童可以使用策略
,

六岁组已达 75 呱 (其中有一名采用非计数 策 略)
。

即使在前两

种条件下均无任何策略的儿童
,

当我们用语言启发时
,

他们也能学会用策略解决问题
。

由

上述倩况可以看出
,

儿童对时距的认知是主动积极的过程
。

分 析 和 讨 论

(一) 从表 1
、

图 1 可见
,

儿童对不同时距的认知成绩存在着明显的差异
,

这一结果说

明五六岁的学前儿童已可以区分只有几秒钟差异的单一时距
。

这表明了五六岁儿童在时

间认知方面的能力
。

本研究之所以得到这样的结果
,

是因为我们在进行实验设计时采取了

某些措施
,

尽量降低实验任务的难度
:
首先我们给儿童提供的刺激是单一时距

,

各时距中

不包含任何逻辑信息 (如时距的包含和转换等)
,

以区别于皮亚杰学派的研究; 在呈现方式

上
,

我们采用使刺激延续一段时间而不是采用一段空的时间间隔
,

并以儿童喜闻乐见的熊

猫形象为呈现刺激物(视觉刺激)
,

以此吸 引儿童的注意
,

这一点又区别于国内以往的研究
;

我们还将所呈现的时距尽可能缩短以降低对儿童注意水平的要求
。

事实 证明
,

使用上述

降低任务难度的手段
,

使我们达到了预期的设想
,

即五六岁的幼儿有能力区分只有几秒钟

差异的时距
。

从表 2
、

图 2 图 3 可见
,

一般来说在所呈现的四种时距任务中
,

六岁儿童在有
、

无声音

参照条件下均对 4 秒钟的估计较为准确; 而五岁儿童在无声音参照时对 4 秒 钟 的估计较

为准确
,

在有声音条件下对 6 秒钟的估计更准确
。

这一结果一方面反映了幼儿不但有能力



4期 方 格等
: 学前儿童对时跪的活计及其策略

区分只有几秒钟差异的单一时距
,

他们也能对某种时距作出较为精确的反应
,

幼儿的这种

能力是国内外同类研究中所没有发现的
。

对幼儿来说
,

不能简单地断定
,

他们对短时时距

估计是准确还是不准确
,

而应对具体的时距任务做具体的分析
。

另一方面
,

这一结果也给

我们提出了可继续深入研究的问题
,

即年幼儿童时间知觉的差别闭限是否 也同 成人一样

存在着一个无差别点 [7]
,

而这无差别点是否与 4 秒接近 ? 在条件改变时 (如有声音参 照 )

这个无差别点是否也会随之变化 ?

(二 ) 从表 1 图 1 以及对其进一步分析可见
,

儿童在有
、

无声音参照条件下的认知成

绩有明显区别
,

其差异达显著水平 (P < 0
.

0 5)
。

这表明
,

参照物在幼儿对时距 的认知中起

了某种促进作用
,

只要儿童学会使用参照物
,

他们对时距的估计就会更趋准确
。

所以对年

幼儿童来说
,

在认知某种抽象的事物发生困难时
,

如能提供某种促进条件以帮助儿童从易

到难地把握
,

这将有助于提高儿童的认知水平
,

对时间认知来讲
,

参照物的作用尤为重要
,

这一点是对幼儿进行教学时值得考虑的问题
。

(三 ) 从表 3可见
,

五六岁的学前儿童已开始用计数来解决时间估计问题
,

既便在无任

何声音参照的第一种条件下
,

六岁组已有40 帕的儿童主动采用计数作为解决问题的手段
。

当我们提供有节律的声音作参照时
,

55 帕的五岁组儿童也能采用计数策略估计时距
,

而六

岁组已达 75 帕
。

这就是说
,

在没有提供任何测量时间的工具时
,

儿童也会同成人一样主动

寻找各种办法解决问题
,

这同我们对时间认知发展的其它研究结果是一 致的ts, 。] ,

表明儿

童的认知 是一个主动积极的过程
。

在本研究中儿童所采用的主要策略是计数
,

这说明五岁儿童 已有潜力把 时间看成是

一个可以计数的维量
,

而六岁儿童已经达到了这一点
。

实验中观察到儿童从理解计数策

略到应用它来准确地测量某种时距还有一个过程
,

这和我们在幼儿数概念发 展 研究中所

发现的情况有某些相似之处
,

在数概念发展研究中我们发现幼儿在点数实 物时 常常出现

口手不一致的情况
,

而随着发展
,

这种现象逐渐消失
。

在本研究中需要幼儿计数的是抽象

的时间
,

所以由不准确计数到准确计数还有一个技能的学习与掌握问题
,

但无论如何幼儿

能在没有成人语言提示的条件下主动使用时间标尺
,

这毕竟是幼儿发展中的一个重要成

就
。

由于时间是抽象的
,

幼儿通过计数来判断时间的这种能力比计数具体事 物的能力似

乎出现较迟
,

对于儿童计数能力的发展是否因所认知事物的类别而有所不同
,

还有待进行

更为详细的探查
。

小 结

在本实验条件下
:

1
.

五六岁幼儿已能区分只有几秒钟差异的单一时距
。

在无声音 参照 条件下
,

他们对

4 秒钟估计较为准确
,

而在有声音参照条件下
,

六岁儿童仍对 4 秒钟估计准确而 5 岁儿童

则对 6 秒钟估计准确
。

2
.

在对单一时距估计时
,

五六岁幼儿已开始主动采用计数策略解决问题
,

在参照物的

诱发下他们 已初步使用时间标尺
,

开始把时间看成是可以计数的维量
。

时间参 照物在幼

儿对时间的认知中起了某种促进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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