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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时间知觉差异性的一些因素实验研究

林仲贤 刘 颂

(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

〔摘要〕本文探讨了影响时间知觉差异性的因素
,

结果表明
: 1

.

7 岁儿童的长
、

短时 距 再

现的准确性明显低于中
、

青年及老年人 , 中
、

青年与老年人的时间知觉差异不明显 , 2
.

中青年

和老年人能有效地运用时间标尺
, 7 岁儿童大多数还不会使用时间标尺 , 3

。

对短时距的 再 现

偏于高估多
,

而对长时距再现则偏于低估多多 4
.

儿童和中
、

青年女性的时距再现优 于 男性
,

但老年男女的结果差别不大 , 5
.

不同感觉通道
、

不同呈现方式对时间知觉未见明显影响
。

问 题

在无客观参照系状态下
,

人类主观判断和再现物理时距的知觉特征是时间知觉心理研究

的重要课题
。

心理学家早就注意到
,

计时器标示的时间与人们估计的时间之间存在着不一致

性
,

外界恒定的时间或被知觉缩短或被扩展
,

且误差的偏向与程度因人
、

因情境而异
。

这方

面较有影响的研究始于1 9 1 6年J
.

S
.

Cur tis对连续时距和间断时距判断的测定(1)
,

以后在 30 年

代
、

5 0一60 年代和80 年代出现过三次比较强劲的跃动
,

总体研究趋势从知觉反映梯度走向知

觉认知梯度
。

欧美及苏联心理学界结合个体年龄
、

个性
、

认知方式
、

适应水平
、

注意
、

记忆
、

情绪
、

态度等诸种心理因素
,

通过操作时距刺激的大小
、

时距刺激呈现方式
、

速度
、

频率以

及时距刺激的差别闭等变量
,

对时间知觉差异性间题作了有意义的探讨
。

一些研 究 材 料 表

明
,

时间知觉的精确性依赖于时间刺激的特点
,

短时距刺激容易被超估
,

长时距刺激则易被

低估 , 与
“
充满刺激

”
相比

, “

空白
”

刺激往往被估计得更长
,

(2, 划 )
。

儿童对时间估计往往

不准确
,

但随着年龄增长
,

平均误差减少30 终《”
。

S
.

G ol ds to n 等人发现
, 8 一月 岁儿童与

青年成人之间无明显差别
,

6 一 7 岁儿童则具有准确性差
、

稳定性低
、

更误能力弱的特点(5)
。

B
.

E
.

K ot o b及A
.

r
.

M e仄,

~
a认为

,

在短时距条件下
,

多血质被试错误率最低
,

其次是抑郁

质
,

再次是粘液质
、

胆汁质错误率最高; 长时距条件下
,

错误率的次序恰相反
。

又发现
,

灵

活型常作出超前反应 , 惰性型多反应滞后 (6)
。

在国内文献中
,

有关时间知觉为面的研究报导不多
,

在 60 年代及70 年代只见到张增杰与

黄希庭等有关 6 一 7 岁及 5 一 8 岁儿童时间知觉的实验研究报导 两篇(8. 9) , 80 年代有朱曼

殊等的中国和加拿大儿童对持续时间概念的掌握
,

侧重在跨文化研究
,

目的在了解不同文化

背景对儿童形成持续时间概念的影响(1 0) 。

此外
,

还有方格等的儿童对时间顺序认知发 展 的

实验研究
,

均是侧重在时间顺序的抽象概念的认知过程方面 (11 )
。

上述研究多侧重在单 一 感

觉道的结果, 而对于多通道与多变量之间的时间知觉差异性的比较研究
,

我们见到的材料尚

现在甫京市委党校工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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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少
。

本实验目的是探讨
: 1

.

在不存在任何计时参照物的条件下
,

长时距再现与姐时距再现的

时间知觉差异 , 2
. “
连续

”
和

“空白
”
两种呈现方式的时距再现差异 ; 3

.

视觉
、

听觉
、

触觉

不同感觉通道的时间知觉差异, 4
.

个体水平上时间知觉的年龄差异
、

性别差异及个别差异的

特点
。

方 法

实脸装里及材料 实验采用一台EP 70 2时间知觉仪进行
。

该仪器能够以连续
、

始末
、

间断三种方式呈现刺激
。

刺激频率分别为 SH : 、 2
.

5H :
和l

.

25 H :三种
。

刺激时距可以从 1秒至

16 秒之间变化
。

呈现刺激可以是光或声
,

或两者混合
。

仪器有主试控制键及被试复现时距反

应键
,

并接有自动计时装置
,

当被试作出反应时
,

计时器随即自动启动
,

累计并显示被试估

计时距的秒数
。

使用此仪器进行视
、

听觉通道的时距知觉实验
。

进行触觉通道的时间知觉实

验时
,

是采用一支原珠笔尖作为触觉刺激物
,

用秒表控制刺激时间及记录被试的复现时间
。

实验前
,

经过反复预试
,

我们将触觉刺激的强度掌握在被试既能够明显感觉到又 无 痛 感 的

程度
。

实脸步旅 实验选择了刺激频率为5H
2 、

刺激时距为 3 秒 ( 以下称短时距 )和 16 秒(以

下称长时距 ) 的视觉刺激和听觉刺激
,

以连续方式 ( 以下简称为连续或 A )
、

始末方式 ( 以

下简称空白或 B ) 两种呈现为式呈现于被试
。

触觉刺激的时距与呈现力式与视听刺激同
。

根

据呈现感觉通道
、

呈现为式和呈现时距共分成12 种时间知觉实验条件
,

即
:
短时距(长时距)

—
视觉刺激

—
连续 ( 空白 ) , 短时距 ( 长时距 )

—听觉刺激
—

连续 ( 空白 ) , 短时

距(长时距 )

—
触觉刺激

—
连续(空白)

。

实验顺序按拉丁方阵随机排列
。

每个被试在每种

实验条件下均做 3 次时距判断试验
,

全过程共36 次 ( 3 x 2 X 2 x 3 )
,

均是单独进行
。

进行视
、

一

听感觉道实验时
,

采用复制法测定时间知觉的误差
。

被试面对时间 知 觉 仪 而

坐
,

视线与刺激呈现窗齐平
,

利手持反应链
,

主试呈现标准时距刺邀后(声音或光 )
,

要求被

试操作反应键再现他刚才所知觉的时距
。

采用复制法进行触觉通道实验时
,

让被试戴上黑眼

罩
,

以排除视觉的参与
。

被试将一只手平放桌上 (左右手随意 )
,

主试用原珠笔 尖 触 其 手

背
,

施予标准时距刺激
。

刺激分连续与始末( 空白 ) 两种
。

进行连续条件刺激复现实验时
,

主试给予标准刺激后
,

在原来的位置再次用碑冲笔用相同的力量接触被试的手背
,

被试如果

感到 已与标准郭激的时距相等时
,

即说
“
到

’ 。

主试即拿开刺激舔 (原珠笔 )
,

用马表记录从

刺激开始到终止的时间
,

即为其复制时距
。

在进行始末 ( 空白 )条件实验时
,

主试用笔尖接

触一下被试手背
,

然后立即拿开
,

到规定的时间又用笔尖接触一下被试手背
,

始 末 两 次 刺

激
,

其间间隔时间即为空白时距
。

要求被试在相同条件下复现这个时距
。

正式实验前
,

主试任意选一时距刺激让被试练习一
、

二次
,

直至其充分了解后才正式开

始实验
。

被试 被试分为儿童组
、

中青年组及老年组
,

每组20 人
,

男女各半
,

总共60 人
。

儿童

组均是小学一年级学生
,

年龄在 7 一 8 岁间
,

平均年龄 7
.

2 岁
。

中青年组被试年龄 从 20 一40

岁
,
平均年龄 29

.

2岁
,

均为在职工作人员
。

老年组被试年龄从61 一73 岁
,

平均年龄64
.

9岁
,

均为离退休人员
。

头验前经过视觉
、

听觉
、

触觉检查
,

除老年组一人需载助听器参加实验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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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检查确定载助听器后听力恢复正常 )
,

所有被试均无视觉
、

听觉
、

触觉障碍
,

同时没有

发现智力方面的困难
。

结果与分析

一
、

不同年龄组
、

不同呈现方式和不同感觉通道的时距再现的结果比较见表 1和裹2
。

衣 1 不同年龄组
、

不同呈现方式和不 同惑觉通道的时距再现

平均误差伍比 较(单位
:

秒 ) .

组组 别别 视觉觉 听觉觉 触觉觉 总平均均

33333 秒秒 1 6秒秒 3秒秒 16 秒秒 3秒秒 1 6 秒秒 3秒秒 1 6秒秒

AAAAA BBB A BBB A BBB A
.

BBB A BBB A BBB A BBB A BBB

JJJL童组组 平均误差差 I
。

9 3 2
。

6222 5
。

9 5 7
。

7444 1
.

5 7 1
.
6 3 1114

。

72 6
。

2 888 2
。

2 6 2
。

3777 5
。

20 5
。

4 111 l
。

9 2 2
。

2 000 5
。

2 9 6
。
4 777

总总总平均均 2
。

2 777 6
。

8 444 1
。

6000 5
。

5 000 2
。
3 111 5

。
3 000 2

。

0 666 5
。
8 888

中中青年组组 平均误差差 0
。

4 8 0
。

3888 1
。

8 1 1
。

4 111 0
。

3 9 0
。

4 444 2
。

1 2 1
。

5 666 0
。 4 6 0

。

5 000 1 。

7 9 1
。

6 000 o 一弓 六““ 1
。

9 0 1
。
5 222

总总总平均均 0
。
4 333 1

。

6 111 0
。

4 111 I
。

8 555 0
。

4 888 1
。
6 999 0

。

4 444 1
。
7 111

老老年组组 平均误差差 0
。

5 4 0
。

7 999 1
。

42 1
。

5 222 0
。

6 4 0
。

7555 1
。

8 7 1
。

7 444 0
。

68 0
。

6 888 2
。

0 2 1
。

6000 0
。

6 2 0
。

7 444 1
。

7 7 1
。
6222

总总总平均
’ 444

0
。

6333 1
。

4 777 0
。

6 999 1
。

8 111 0
。

6 888 l
。

8 111 0
。

6 888 1
。

7 000

总总平均均 0
.

9 9 1
。

2 666 3
。
0 6 3

。

5 555 0
。

8 6 0
。

9 444 2
。

9 0 3
。

1 999 1
。

13 1
。
1 888 3

。

0 0 2
。

8 666 0
。

9 9 1
。

1 222 2
。

9 8 3
。
2000

11111
。

1 222 3
。
3 000 0

。

9 000 3
。

0 555 1
。

1 555 2
。

9 333 1
,
0 666 3

。

0 999

22222
。

2 111 1
。

9 777 2
。

0 444 2
。

0 777

A 条件是刺激连续呈现一段时 间
,

要求被试再现刺漱连续呈现的时间 , B 条件是蒯激呈现为一段 空白间间用
,

如光

闪一下
,

或声音响一下
,

丽一段时间再闪一下或响一下声音
,

耍求被试 再现两次刺激的空白时距
。

如表 1 所示
,

视觉
、

听觉
、

触觉三种不同感觉通道时距再现的结果虽然在总平均误差值

上存在差别
,

听觉误差值最小 ( 平均为 1
.

97 )
,

触觉其次 (平均为 2
.

0 4 )
,

视觉最大 (平均为

2
.

21 )
,

但经统计处理
,

差异均未达到显著水平 ( P > 0
.

0 5 )
,

这衷明不同感觉通逆对时 间 知

觉无实质性影响
。

另外
,

从表 1 中还可以见到
,

在儿童组中
,

A 条体呈现方式的误差值
,

在各不 同通道中均

小于 B 条件呈现方式的误差值
,

这种情况似乎表明
,

刺
.

激的连续呈现对儿童的时间知觉有积

极影响
,

但对于中青年组及老年组被试来说
,

无论在哪个通道中
,

都未见到 A 呈现方式与 B

呈现方式有规律性的差别
,

虽然从其总的平均误差值直观
_

L来看
,

B 条件大于 A 条件
,

但经

统计分析
,

其差异未达到显著性水平 (P> 0
.

0 5 )
。

从表 1 中
,

我们可以清楚地见到
,

在视觉
、

听觉和触觉三种实验条件下
,

无 沱刺激时距

长短及刺激以何种方式呈现
,

三个年龄组的误差值均是儿童组高于老年组
,

而老年组又高于

中青年组
。

经过统计分析
,

儿童组的结果与中青年组及老年组的结果差异均达到 显 著 水 平

( P< 0
.

0 1) ; 但老年组与中青年组的结果
,

虽然直观上平均数有差异但经 t 考验
,

其差异性

不明显 ( P> 0
.

0 5 )
。

这种情况说明
,

在要求老年中集中注意的条件下
,

老年人的时间知觉仍

然维持在相当好的水平
,

并未因年龄增长而发生实质性变化
,

这一点与爱尔金的结论
: 口注意

集中是时间知觉准确性的一个重要前提
”
相一致(7)

。

表 东中的结果还表明
,

呈现时距的长短是形响时间知觉的因素
,

各个年龄组长时距平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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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差值均明显高于短时距
,

其差异达到非常显著水平

结果丧明
,

呈现时距 长短是影响时间知觉的因素
,

对短时距的再现准确性高于长时距
。

表2 不同年龄组时距再现估计值

状况分析 (A 条件16 秒时距 )

组组别别 通大高估估 最小低估估估计值跨跨 偏离标准准
值值值 (秒 ))) 值(秒 ))) 度 (秒 ))) 度

...

几几t 组组 5 6
。
333 4

。

444 5 1
。

999 3
。

222

中中青年组组 2 0
。

666 9
。

000 1 1
。

666 0
。

7 333

老老年组组 2 0
。

111 7
。

444 1 2
。

777 O
。

7999

伯离标准度
= 跨度/标准利激

从表 2 的分析可以看出
,

中青年组与老年

组的偏脱标准度是很接近的
,

这也进一步说明

了老年人的时间知觉仍然精确度比较高
,

并未

因为进入老年期而发生明显的变化
。

相反地
,

7 岁的儿童组
,

偏脱标准度很大
,

对 16 秒的时

距再现
,

最大高估值达56
.

3秒
;
最小低估值为

4
.

4秒
,

偏离标准值很大
,

稳定性很低
。

不同年助组时距再现误位偏向比较见衰3
。

不同年龄组时距再现误差 从表3误差偏向分析来看
,

可以见到
: 1

.

对

、八」
一一表

偏向分析比较
.

高估
组别

低沽 正确

1 6秒{ 3秒 1 6秒 ] 3秒 1 6秒

短时距的估计偏于高估为多 , 而对长时距的估

计则低估为多
,

在三个年龄组中均表现出此种

趋 向; 2
.

十分正确的时距再现次数在三 个 年

龄组 中都不是很多的
,

但相对来说
,

中青年组

高于老年组
,

而老年组又高于儿童组 ; 对短时

距的再现正确率高于对长时距再现的正确率
。

月马‘1
. .二

⋯

,几
0
月心‘‘.台月性

,几

一勺
.

,‘,曰自吕,几,甘

儿宜组

中青年组

2 4 8 1 13

6 8
。

8 3 1
。

3

1 3 0 9 1

3 6
。

1 2 5
。

2

1 7 4 12 8

4 8
。

3 3 5
。
6

5 3
。

3 7 2
。

7 {1 0
。

6

老年组

理次数

%

总 次数

%

总 次致

%

10 0 2 4 6

2 7
。

7 6右
。

3

1 9 2 2 6 2

16 0 2 1 7

4 4
。
4 6 0

。

3

2 6

7
。

3

每个年龄组彼试 20人
,

每人分别对 3秒与16 秒各傲

1 8 次时距估计
,

两个时距的到断总次数均 分 别 为 3 60 次
。

三
、

不 同性别被试时巨再现误趁值 比较见裹4
。

表 4 不同性别被试时距再现误差位结果比较(单位
:

秒 )

组组 抓抓 视觉觉 听觉觉 触觉觉 总平均均

33333秒秒 1 6秒秒 3 秒秒 16秒秒 3秒秒 1 6秒秒秒

AAAAA BBB A BBB A BBB A BBB A BBB A BBBBB

JJJL童组组 男性性性 8
。

38 1 0
。

2 666 2
。

1 5 2
。

2 888 4
。
7 9 5

。
3 000 3

。 1 3 3
。
1 222

中中青年组组 女性性性 5
。

3 1 5
。

2 444 1
。

0 4 0
。

9 777 6
。

2 1 7
。

2 666 1
。

5 0 1
。
6 222

老老年组组 男性性性 1
。

7 7 1
。

5 555 0
。

42 0
。

4 777 2
。

1 0 1
。

7 999 0
。

5 5 0
。

6 111

总总平均均 女性性性 1
。

43 1
。

2 555 0
。

4 0 0
。

4 111 1
。

5 9 1
。

3 222 0
。

4 1 0
。

4000

男男男性性性 1
。

3 6 1
。

6 666 0
。

6 2 0
。

6 000 l
。

5 9 1
。 4 111 0

。

7 4 0
。

7 333

女女女性性性 1
。

5 6 1
。

3 777 0
。

7 7 0
。

9 000 2
。
0 2 2

。

0 888 0
。

6 3 0 。 6 333

男男男性性性 3
。

8 3 4
。

4 999 1
。

0 6 1
。

1 111 2
。

8 2 2
。

8 333 1
。

4 7 1 。

4 888

女女女性性性 2
。

76 2
。

6 222 O
。

7 3 0
。

7右右 3
。

2 7 3
。

5 555 0
。

8 4 0
。

8 888

根据表 1 的结果表明
,

由于不同感觉道的结果没有明显的差异
,

因此
,

表 4 的结果
,

是我们

将各通道的结果合并计算而得出的
。

从总平均误差值来看
,

在儿童组及中青年组中
,

男性与女

性的结果存在一定差异
,

女性的时距再现误差较之男性为小
。

在视觉通道中
,

儿童组的女性结

果优于男性 , 在听觉和触觉通道中
,

女性的结果在短时距再现中也优于男性
,

但在长时距再现

中则较之男性为差
。

在中青年组中
,

无论在哪个呈现通道或哪个时距及呈现方式都趋向女性

优于男性
。

在老年组中
,

触觉通道的时间再现女性优于男性 ; 而在听觉通道中则男性优于女

性
,

在视觉通道中
,

短时距再现女性优于男性
,
而在长时距中则视呈现方式不同 而 有 所 差

·

工O
,



异
。

但总的来看
,

女性的时距再现平均误差值较之男性为低
。

这种情况似乎表明在时间知觉

中可能存在性别差异
,

一般来说女性优于男性
,

尤以中青年为甚
,

但在老年时期
,

这种差异

已逐渐不明显了
。

四
、

不同年蹄组再现时距使用内部时间标尺的人数比较和时距再现的模式

中青年组 18 名被试使用了时间标尺
,

老年组被试无一例外
。

儿童组则仅 有 4 人 在 实 验

完后询间时自称使用了标尺
,

占该组人数的20 书
,

其余被试则报告
: “

说不清
” 、 “

不知道气
“心里想它是多长

” 、 “

脑子里记它是多长
”

或直言
“

没有
” 、 “

无方法
” ,

占儿童被试人数的80 书
。

在使用时间标尺的被试中
,

数数是采用最普遍的一种
。

被试的具体做法通常是首先通过

数数估计标准刺激的延续时间
,

然后根据所数的数再现时距
。

这个过程的实质在于当被试数

1
, 2 , 3 ⋯ ⋯时

,

实际上是在以
“ 1 ”

为单位
,

在标 准刺激上做等节奏的位移
,

即度量标

准刺激
,

标准刺激的长短被表现为若干单位的量
,

被试按照这个量再现时距
。

这里的关键是

等节奏
,

时距再现的准确性取决于单位位移的节奏是否均匀
。

一些被试报告他们借助诸如心
跳

、

呼吸等生理节奏来估计时距
。

由于不可能完全做到等节奏
,

所以时距短
,

单位位移累积

的平均误差值小 , 时距长则平均误差值大
,

长时距再现的精确性低于短时距 , 而 几童使用时

间标尺的人数寥寥
,

对时间的知觉主要凭感觉
,

感觉的模糊性比较大
,

越是 氏时距越难感觉

准确
,

这方面的实验结果见表 2
。

实验中
,

成人被试都比较自信
,

在中青年组中有25 书人感到
“

很有把握
” , 55 拓的人感到

“比较有把握
” , 20 拓的人感到

“

不太有把握
” 。

在老年组 中认为
“

很有把握的
”

为 20 多 ; “

比较有

把握
”
的为70 拓 ; “

不太有把握
”

的为10 多
,

两组无一人报告
“
很没有把握

”
或

“
说不清楚

。

对时距再现的模式
,

不同的被试也很不相同
,

根据其对时距再现的表现特征
,

可归纳为

如下六种模式
:

A
:

稳高型 ( 高于标准刺激 ) , B
:
稳低型 ( 低于标准刺激 ) ,

C
:

渐高型 ( 由低于标准刺激至高于标准刺激 ) , D
:

渐低型 ( 与C型相反 ) ,

E
:

交替型 ( 高一低一高交替或低一高一低交替 , F :

桔确型 (在标准刺激附近摆动 )

上述的六种时距再现模式
,

从其出现 的概率米看
,

渐高型 > 渐低 型 > 稳低型 > 稳 高型

> 交替型> 精确型
。

这种反应形式是否与人的个性特点有关尚有待进一步研究
。

小 结

1
.

不同年龄组的时间知觉差异主要表现在儿童与中青年
、

老年之间
。

中青年和老 年 人

能够有效地运用内部时间标尺
,

再现时距的精确性和稳定性高于儿童
。

7 岁儿童大部份还不

会使用内部时间标尺
。

2
.

再现短时距的精确度高于长时距
,

长时距再现的困难在于人们不易在心理上把握
“

数

数
”
的节奏

。

3
.

对三个不同年龄组时距再现的误差偏向分析的结果 表明
,

短时距的再现偏向高 估 为

多 , 而长时距的再现则偏向低估为多
。

4
.

性别对时间知觉表现了一定影响
,

在儿童组和中青年组
,

儿性的时距再现优于男性 ;

但在老年组中
,

男女 的结果差别不大
。

5
,

不 同感觉通道
、

不同的呈现时距方式对时间知觉未表现出明显的影响
。



6
.

根据不同被试对时距再现的表现特征
,

可归纳为 6 种反应模式
,

即
:

稳高型
、

稳低型
、

渐高型
、

渐低型
、

交替型及精确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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