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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欣欣是 ５ 个月大的婴儿，虽然还很弱小，然而和刚出生的婴儿比起来，她
的感知能力已经较强了，她更敏感而灵活了。她可以看着自己的小手，准确无

误地把它放进自己的嘴里，吃到香甜的米粥时她会愉快地舞动手脚，而舔尝到

辣味时会哇哇大哭，然而她情绪好的时候对吃一些味道稍苦的药汤也没有太大

的意见。她的嘴唇和舌头对烫的感觉也有了反应，她已经能够把烫的食物吐

出。她的注意对象似乎永远和成年人关心的对象不同，在熙熙攘攘的街市中乘

车穿行，她可以全然不顾你的指点，一直专心地盯着自己穿着红色袜子的小

脚。但是她最喜欢的还是注视身边人的脸。直到她认为已经有了友好情绪的时

候，她才会对陌生人微笑。她还喜欢听钢琴的声音，钢琴的乐音能使焦躁的她

安静下来，这是否因为在胎儿期，母亲经常弹奏钢琴的缘故呢？很快她就两岁

了。这时的她已经能在两三米开外的地方看电视了，也更爱吃甜饼，也能对自

己喜欢的润脸霜说 “香香”。她能够用手指捻起小小的围棋棋子。她曾经喜欢

的那些徒有鲜艳色彩却不复杂的玩具已经被她遗弃，她更喜欢和人交往，她认

识了小妹妹，很快又认识了小哥哥，她能辨别更复杂的颜色、形状、声音，也

能理解更深层的数字和自然概念……在这跌跌撞撞的成长过程中，她的感知以

及注意能力是如何迅速发展的？我们又该如何帮助她去认知这个五彩斑斓的世

界呢？

第一节　 儿童感觉的发展

新生婴儿能有足够的视觉能力辨别形状吗？３ 个月的婴儿能再认人脸吗？
在寻求儿童感觉发展的过程中，研究人员一次次以经典实验探究着答案，树立

着科研的里程碑。１９ 世纪 ８０ 年代早期以前，研究者假设婴儿大脑发育太不成
熟而不能有高级认知能力，因此，研究者鲜有做婴儿认知实验。后来，随着

对婴儿能力的肯定的观念的增长，研究人员开始了探究婴儿感知能力的新

旅程。

最新研究揭示了学习的一种形式———适应 （ｈａｂｉｔｕａｔｉｏｎ），即刺激的重复
强化了反应。新刺激容易引起注意，但是，随着更多刺激的重复呈现，反应弱

化。看来，对熟悉刺激的厌倦提供了了解婴儿感知的通路。Ａｌａｎ Ｓｌａｔｅｒ 等
（１９８８）以出生 ７ 个小时的婴儿为被试，试图以实验来了解婴儿的感知现象。
首先呈现刺激 Ａ，新生儿凝视刺激的平均时间为 ４１ 秒。随着刺激的重复呈现，
婴儿的兴趣很快就衰退了。那么，将图形顺时针旋转 ９０°成为变体 Ａ′，婴儿仍
能记得最初的刺激，并觉察到它与其他新异刺激的区别吗？答案是婴儿能做

到。许多相关研究表明，婴儿有能力记住初始刺激并辨别不同的刺激。

６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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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虽然人类在某些感觉能力方面远不如一些动物，但是，柔弱的婴

儿所具备的惊人的生存能力已经超出了我们的想象。譬如，相应于上段的实

验，在婴儿抚养过程中，母亲变换不同的衣服、姿势、发型，甚至戴上口

罩，足够大的婴儿也有能力在仔细注意之后辨认出母亲。也有的孩子在最初

离开母亲的时候，边哭边闻着母亲的衣服上残留的体味与奶香以缓解对母亲

的依恋。

一、儿童感觉发展概述

在出生前，孩子的感觉器官已经很完善了，出现了明显的生物电反应，但

是这不意味着感觉已经正式形成。儿童感知觉的发展是建立在生理发展基础上

的身心结合的过程，随着经验的丰富而完善，直至发展到一个相对稳定的平台

巩固下来。

在研究感知觉、注意发展时，由于婴幼儿自述能力的不足，心理学工作者

采用了特定的方法。如观察法，它可以通过直接获得婴幼儿的行为材料从而间

接地得知婴幼儿的心理活动。研究者通过点面结合、长线短线结合的观察，辅

助以多媒体，开发了传记法、轶事记录法、连续记录法、样本描述法。多年

来，心理学工作者不断开展感知觉、注意发展的实证研究，实验法的广泛使用

产生了丰富的实验结果，新近的研究验证也批判继承着前人的理论。人们对儿

童感知觉、注意发展的关注面普遍集中在发展能力、发展阶段及策略的发展等

方面。

二、儿童视觉的发展

（一）儿童视觉的生理机制

视觉对于儿童来说是极其重要的一种感觉，这个五颜六色的大千世界就是

靠眼睛去捕捉的。而新生儿的视觉远不如他们的嗅觉和味觉那么灵敏，甚至可

以说是非常不成熟。婴儿出生以后，眼睛和脑中的视觉结构仍然处在继续发育

阶段，６ 个月以后，儿童视觉发展才接近成人。视觉系统的组成部分主要有
眼、视神经、视束、皮层下中枢、视皮层等。我们的眼睛就是将视觉刺激转化

为视觉信息的器官 （表 ３ － １）。眼的折光成像机制把外部刺激投射到视网膜
上，视网膜上产生光生物化学和光生物物理学反应，实现光感受功能，产生视

觉信息。对于静止、较简单的物体，瞳孔通过收缩和放大以及调节机制完成视

网膜上的清晰成像。黑暗中瞳孔扩大，光照强时瞳孔缩小，晶状体曲率变化也

起着重要的作用。对于复杂、运动的物体，还需要眼动机制的参与，通过眼外

肌肉的反射活动，保证连续成像。

７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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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３－１　 眼睛结构

锥体 杆体

数量 ６ 百万 １２０ 百万

在视网膜所处位置 中心 外周

暗光下的感受性 低 高

色觉感受性 是 否

视觉的适宜刺激是特定光刺激，人的可见光谱在波长 ３８０ 毫微米和 ７８０ 毫
微米之间，是全波长中的一小段。所以，单从视觉发展上看，人类远不及自然

界的一些动物。

（二）儿童视觉适应

视觉适应包括暗适应与明适应，它们都是视觉研究的重要内容。暗适应

（ｄａｒｋ ａｄａｐｔａｔｉｏｎ）是指对低亮度环境的感受性逐步提高的过程。在房间里突然
关灯，最初什么都看不见，眼前一片漆黑，过一段时间才逐渐适应，然后能区

分出事物的模糊轮廓，这就是暗适应的过程。光刺激的时间、强度，暗适应前

的视野明亮程度，个体的年龄，个体的营养状况 （尤其是维生素 Ａ 的摄入状
况）等，都会影响暗适应。明适应 （ｌｉｇｈｔ ａｄａｐｔａｔｉｏｎ）是指从低亮度环境到高
亮度环境，眼睛大约过 １ 分钟才能适应的过程。突然从非常黑的地方到阳光刺
眼的场所，要注意提醒幼儿保护好眼睛。当儿童从井底被解救出来的时候，有

经验的解救人员会用衣服或其他东西包住儿童的头或者遮挡住儿童的眼睛，以

免儿童的眼睛由于长时间处于黑暗的环境，不能立刻适应外界的强光而被

灼伤。

暗适应过程中，在生理上发生三种并行的现象： （１）瞳孔放大，以收入
较多的光线。（２）网膜上锥体细胞的感光敏度增强，以暂时维持视觉功能。
（３）网膜上的杆状细胞的感光敏度迅速增强，取代锥体细胞的作用。明适应
的历程与暗适应相反：（１）瞳孔缩小，以减少强光进入。这时人往往会眯起
眼睛。（２）网膜上锥体细胞的感光敏度缓慢降低。（３）网膜上杆状细胞的感
光敏度迅速降低。可见，暗适应与明适应，实际上是网膜上视觉神经细胞感光

敏度的改变过程。

（三）儿童的颜色感觉发展

Ｂｏｒｎｓｔｅｉｎ 认为，所有婴儿出生时就具备辨别各种颜色 （蓝、绿、黄、红、

粉红、紫、棕、桔、红）的能力，这种能力是内在固有的。４ 个月大的婴儿对
颜色的分类与成人对颜色的分类相似。但随年龄增长，受本族语言和文化的影

８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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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这种与生俱来的对各种颜色的辨别能力会消退。因此，语言的学习，特别

是颜色词的学习改变了人对颜色知觉的分类，语言与颜色分类效应一致。儿童

不太容易把现成的颜色词匹配到已有的颜色概念上，他们获得颜色词比较困

难，精确的颜色命名相对较晚。①

进一步研究表明，儿童能否正确命名颜色，主要取决于他们是否掌握颜色

的名称。所以，父母应该在平时与儿童相处的过程中，多教儿童一些颜色的名

称，以提高他们对颜色命名的能力。语言的积累、言语能力的发展有助于儿童

对颜色的正确命名。

（四）儿童视觉能力的发展

视敏度 （ｖｉｓｕａｌ ａｃｕｉｔｙ）是衡量视觉发展优劣的指标，是指分辨物体细节
和轮廓的能力，也就是人眼正确分辨物体的最小维度。我们常说的视力就是医

学上所测定的视敏度。一般情况下，视敏度为 １ ０ 是正常的。有的国家规定，
视敏度低于 ０ ０５ 就属于盲人。在外界环境上，不同的亮度，物体与背景之间
的对比度会影响视敏度。我国用标准 Ｃ 型和 Ｅ 型视力表来检查视敏度。

新生儿的眼睛聚焦能力不强，视敏度也低，新生婴儿在 ２０ 英尺处的视力
相当于成人在 １５０ 英尺到 ２９０ 英尺的视力。婴儿可以看见 ２０ 英尺 （１ 英尺 ＝

０ ３０４ ８米）远的物体，而成年人可以看见 ６００ 英尺远的物体，婴儿最好的视
敏度也只能是成人的 １ ／ １０。尽管新生儿似乎在紧盯着揣摩母亲的面容，实际
上，他们的眼里的母亲面容是模糊的。新生儿虽然看东西的能力不强，却有着

巨大的热情扫视甚至追踪外界物体，这是一种与生俱来的探索能力。他们的眼

睛运动还不太准确，但是，婴儿的视力却随着年龄增长而迅速发展。在出生后

的头几个月里，视觉系统成熟得很快。到 １ 个月大时，婴儿能用平静的眼睛运
动跟踪一个慢慢移动的物体。到了 ３ 个月的时候，婴儿会像成人那样对物体实
现聚焦。在婴儿期，视敏度在稳步提高。到 ６ 个月时，视敏度大约为 ２０ ／ １００。
到 ２ 岁时，视敏度接近成人水平，扫视和追视能力发展也很快。

（五）儿童视觉缺陷

无论是人类还是动物，若感觉缺失发生在大年龄阶段的话，伤害并不会持

久，但若发生早期缺失，尤其在视觉发展的关键期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ｐｅｒｉｏｄ），影响则
非常深远。遮挡成年动物的双眼几个月，摘下遮挡布条后，动物的视觉并不会

受到影响，而对幼年动物做同样的视觉实验则有不同的结果，科学家从而了解

了大脑神经联系组织方式。

９６

① 刘皓明、张积家、刘丽红：《颜色词与颜色认知的关系》， 《心理科学进展》 ２００５ 年第 １ 期，
第 １０－１６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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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Ｃｏｌｉｎ Ｂｌａｋｅｍｏｒｅ 与 Ｇｒａｈａｍｅ Ｃｏｏｐｅｒ （１９７０）合作的实验可以看到早期视
觉缺失的深刻影响：将小猫饲养在黑暗的环境中，其中一部分每天有 ５ 小时的
时间放置在四周为垂直黑白条状图形的环境，另一部分每天有 ５ 小时放置在四
周为水平平行黑白条状图形的环境。前一组小猫的成长环境中没有水平线条的

刺激，日后很难知觉水平图形，后一组小猫日后知觉垂直的栅栏有困难。然而

当这两组小猫一起玩耍时，实验者摇动着一条黑色的长木棒，在垂直环境成长

的小猫只有在木棒被举成竖直状态下才去玩耍木棒，木棒平行时，这一组小猫

对木棒视而不见。而另一组小猫则反之，一旦木棒被置平行，它们会雀跃着奔

向木棒。虽然最终，小猫的选择性视盲会消除，但它们不可能再获得正常的感

觉。通过对比小猫脑细胞活动的特征分析，Ｂｌａｋｅｍｏｒｅ 与 Ｃｏｏｐｅｒ 发现，这些细
胞对水平或者垂直的线条反应敏感主要是依靠小猫早期的视觉经验。

视觉缺陷一旦发生在儿童早期，由于主诉困难且生理机制不成熟，往往造

成治疗不及时，并带来更大伤害。父母与儿童教育工作人员要了解视觉缺陷的

儿童外显的行为特征，如在阅读书写的时候，是否握笔过于紧张，头与书本间

的距离过近，过于喜欢用手指指点书本，经常眯缝着眼睛，做作业的时候经常

颠倒数字、字母的顺序 （如把 ２８ 当成 ８２，８ 误记为 ６，９ 误记为 ７ 等），总是
做不好需要手眼协调的体育活动项目等。当儿童出现上述某种症状时，一般人

多以为是由于儿童个性、习惯造成的。但值得注意的是，这些看似普通的现象

往往是由于儿童视觉方面存在着某些障碍所导致的。所以，当儿童经常出现上

述症状时，要注意找到症状的原因，不要错怪他们，也不可大意，要及时采取

措施进行纠正和治疗。

三、儿童听觉的发展

（一）儿童听觉发展概述

胎儿、婴儿、幼儿的生理和心理发展，包括感觉发展是具有连续性的。专

家通过声音刺激引起的胎动和胎心率反应，侧面认定，声音刺激能引起胎儿的

感觉和反射机制。不同分贝的声音会引起不同程度的胎心率、胎动。其中，

９５ ｄＢ的声音能引起胎心率下降，但不引起胎动，１００ ｄＢ 的声音引起胎心率下
降，且引起胎动，１００ ～ １１５ ｄＢ 的声音能引起胎儿的防卫反应。这说明，高级
听功能在胎儿期就开始发育，对不同强度的声音刺激引发的胎儿不同反应说明

了胎儿的听觉系统具有天生朝向高级听功能发育的基础。① 刚出生第一天的新

０７

① 叶海慧、王正平、谢幸：《足月胎儿对声音刺激反映的探讨》， 《心理学报》 ２００５ 年第 １ 期，
第 ６２－６６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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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儿就具有听觉反应。新生儿不仅能听见声音，还能区分声音的音高、音响和

声音的持续时间，有的婴儿甚至有乐感，能追寻发声乐器方向。连绵不断的温

和的声音对新生儿有抚慰或镇静作用。新生儿对人说话的声音比较敏感，对于

沉闷、愤怒、硬冷的语调与轻松、愉悦、温柔的语调，新生儿会有不同的反

应。人们与儿童说话时不自觉地提高了嗓音，经常性出现儿化语，话语结尾也

往往升调，是因为儿童喜欢这种声调的说话方式。婴儿对母亲的声音有特殊反

应，如他们在听母亲声音的时候吸奶频率会发生变化。此外，相对于其他语

言，他们更喜欢听本族语言。

４、５ 岁到 ７ 岁儿童的听觉音阈限值比成人高 ２ ～ ７ ｄＢ。１３ 岁以前的儿童的
听觉敏度在所有频率上都很低，在低频范围里更低一些。４ ～ １３ 岁儿童的音域
限变化体现在低频区域里是 ６ ～ ７ ｄＢ，体现在高频区域里是 ２ ～ ５ ｄＢ。经过 ４ ～ ９
岁期间的慢发展期，儿童的听觉敏度会加快发展，听觉阈限也会随年龄增长而

下降。儿童对纯音的最低听觉阈限出现在 １４ ～ １９ 岁之间，也就是说，这段时
间儿童听力最好。①

（二）儿童听觉障碍

部分儿童存在听觉障碍 （ｄｉｓｏｒｄｅｒｓ ｏｆ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ｈｅａｒｉｎｇ）问题。大龄儿童与
成人容易沟通，比较容易判断听觉障碍情况，对于低龄儿童来说，则需要做听

力测试。一般在儿童出现以下情况时父母与教育工作者应引起重视，或做进一

步听力测验以确认是否存在听觉障碍：第一，新生儿出生 ６ 至 ８ 星期时还不能
对声音做出反应。第二，１ 岁左右不会学说话。第三，难以掌握语词，尤其在
复述的时候音准度差。有的儿童到了入小学年龄即使集中精力也常有发音错

误。第四，经常发生中耳感染，头部或耳部受伤。第五，患有颚裂、唐氏综合

征或有其他缺陷 （见信息栏 ３－１）。

■ 信息栏 ３－１

新生儿听力筛查

新生儿听力筛查是 ９０ 年代首先在欧美国家发展起来的一项医学实用技术。
婴儿听力联合委员会 （Ｊｏｉｎｔ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 ｏｆ Ｉｎｆａｎｔ Ｈｅａｒｉｎｇ，ＪＣＩＨ）声明强调，新
生儿听力筛查的目的是尽早发现有听力障碍的婴儿，指出所有听力障碍的婴儿

都应该在 ３ 个月前被发现，６ 个月前予以干预。
现在给大家介绍耳声发射和听觉诱发电位这两种筛查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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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王振宇：《学前儿童发展心理学》，人民教育出版社 ２００４ 年版，第 ４５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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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耳声发射与内耳功能密切相关，任何损害耳蜗外毛细胞功能的因素使
听力损害超过 ４０ ｄＢＨＬ 时，都能导致耳声发射明显减弱或消失。

２ 听觉诱发电位也称听觉脑干反应 （ａｕｄｉｔｏｒｙ ｂｒａｉｎｓｔｅｍ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ＡＢＲ），
是客观听力测定的又一种方法，不但能反映听力有无损害，而且可反映听力受

损的程度。

在儿童发展过程中，儿童知觉上的听觉技能会随着儿童生理、心理成熟而

不断提高，到青春期时达到成熟。然而听觉障碍妨碍和中断了听觉能力的正常

成熟，以致影响了儿童语言和言语的正常发展，导致社会性发展受限，如当儿

童对声音的精细分辨能力低下使儿童对词的掌握受阻时。

正常情况下，新生儿的听觉阈限与年长儿童相似，只不过新生儿的反应方

式是反射。心理学家和生理学家用下表描述了听觉阈限水平与缺陷的关系

（表 ３－２）：
表 ３－２　 听觉阈限水平与缺陷的关系

以分贝表示的听觉阈限水平 描述性术语 缺陷和需要

０ ～ １５ 正常 　 听弱音没问题

１５ ～ ２６ 微弱 　 听轻声有困难

２７ ～ ４０ 轻度
　 有时听正常讲话声有困难，可能需要

助声器

４１ ～ ５５ 中度
　 交谈声加大时才能理解，需要进行言

语和语言治疗

５６ ～ ７０ 次重度
　 无帮助的情况下不能理解听觉指导，

需要进听力缺乏儿童特殊班

７１ ～ ９０ 重度 　 需要专门的训练

大于 ９０ 深度
　 不能依赖听觉进行交流，需要专门的

聋儿训练

　 　 资料来源：《心理学百科全书》，浙江教育出版社 １９９４ 年版，第 ６９２ 页

四、儿童其他感觉的发展

（一）儿童嗅觉和味觉发展

婴儿的嗅觉发展比成年人想象的要好很多。新生儿能对有气味的物质产生

各种反应：改变面部表情，不规则的深呼吸，脉搏加强，打喷嚏，头躲开，四

肢和全身不安宁地动，等等。用一团浸着香蕉精的棉花在其鼻下晃动时，新生

儿会快乐地笑，而闻着臭鸡蛋味时，便会露出抗议的神情。有人做了试验，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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渗浸着母亲乳汁的布片靠近婴儿鼻端，婴儿会顿时停止哭而做出寻乳的姿态。

第 ２ 个月末和第 ３ 个月内，婴幼儿能够对两种不同的气味进行分化，但还不稳
定。到第 ４ 个月时，嗅觉的分化会比较稳定。

由于婴儿能依靠嗅觉辨认出母亲，故提倡婴儿期由母亲陪睡，这对其大脑

可产生良性刺激。那种不断更换陪睡人员的婴儿，难以适应不断变换的复杂气

味，心理上易紧张，无法安睡，这对其健康有害，尤其是对气味比较敏感的婴

儿，严重可致婴儿发育迟缓。

嗅觉障碍是临床上较常见的症状之一，以嗅觉减退和嗅觉丧失多见。嗅觉

减退往往伴有味觉的减退，引起食欲不振、厌食。由于儿童往往不能正确主诉

嗅觉障碍的情况，常会影响及时诊治。生理病变是造成儿童嗅觉障碍的主要原

因。生理学工作者为某地 １２１ 例嗅觉障碍儿童进行嗅觉测试，并经鼻内窥镜及
影像学检查进行病因分析。结果：嗅觉障碍 １２１ 例患儿中嗅觉减退 １０３ 例，嗅
觉丧失 ２９ 例，其中 １１ 例一侧嗅觉减退，一侧嗅觉丧失，患慢性鼻窦炎 ５２ 例
（４３ ０％），变态反应性鼻炎 ２９ 例 （２４ ０％），鼻息肉 １４ 例 （１１ ６％），还有慢
性鼻炎、萎缩性鼻炎等。慢性鼻窦炎是儿童嗅觉障碍的主要病因，变态反应性

鼻炎也是重要因素。①

婴儿似乎从小就是一个会挑食的小家伙。相对于较无味的水来说，他更喜

欢吮吸带有甜味的液体，还能做特殊的舔嘴咂舌运动。生理学家把一滴糖水滴

在新生儿舌上，婴儿显得很高兴，而滴一滴黄连汁，婴儿却显出苦脸。给 ８ 个
月婴儿吃较酸的橘子汁后，她会出现和成年人一样的反应———紧缩起眉头和咧

嘴。刚出生的婴儿不喜欢有咸味的食物，但 ４ 个月以后，他们开始喜欢摄入咸
味事物，这是婴儿为断奶并接受固体食物做准备了。同时，婴儿对味觉上的差

异比较敏感，遇到与习惯的滋味有区别的食物，能立刻辨别出来。例如，吃惯

了母乳的孩子不愿意吃奶粉，吃惯了某种味道的奶粉后不愿意吃另一种奶粉。

第 ３ 个月的婴儿对各种主要味觉物质的溶液甚至能精确分化，再过一段时间，
多数婴儿也可以分化出不同程度的甜或咸。

（二）儿童触觉发展

触觉是父母与婴儿之间相互影响的一种基本途径。婴儿出生时就已经具备

了超出成人想象的发达的触觉。婴儿的嘴唇、手掌、脚掌、前额、眼皮都是非

常敏感的部位。由于具备了抚触条件，良好的触摸对婴儿的情感发展起了重要

作用。婴儿会在手掌、脚底被触摸的时候做出反应，尤其会对嘴周围被触摸做

３７

① 郑贵亮、宋巍、刘文、张延平、翟所强：《１２１ 例儿童嗅觉障碍病因分析》，《山东大学基础医
学院学报》２００４ 年第 ５ 期，第 ２９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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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反应。抚触是养护者与婴儿之间交流情感的途径，充分抚触可减轻婴儿成年

后对于肌肤亲密的过度饥渴或者冷漠倾向。

触觉，毫无疑问是婴儿探索这个神秘世界、探索自身的最重要的手段。婴

儿经常看着某种物体，并进行触摸、啃咬、舔尝等。多数婴儿喜欢啃咬自己的

小手小脚，直到被自己咬疼了哭了起来。通过这样的过程，来认识自己的存在

和周围其他物体的存在，这被称为试探性啃咬现象。这种现象在第一年的中间

时段发生最为频繁，然后开始减少，而喜欢用手进行细致触摸的现象逐渐增

加。整个发展过程也正体现了皮亚杰的 “触觉与视觉结合并用手操控物体的

过程是早期认知发展的基础”观点。

触觉是刺激大脑发育的良好手段。婴儿的神经网是在大脑发育的关键期发

展出来的，在早期岁月里，婴儿大脑完成了约 ７０％ ～ ８０％的大脑细胞的连接。
对于这样迅速发育的大脑，最需要的就是良好的刺激，抚摸则是通过人体最大

的最基本的感觉器官皮肤进行良好的刺激的一种方式。专家总结了抚摸对婴儿

发展的作用，这也是我们提倡母亲哺乳的原因之一：

第一，刺激婴儿全身皮肤感官与兴奋中枢感受点，刺激神经细胞的形成及

其联系，逐渐促进小儿神经系统的发育和智能的成熟。

第二，促进婴儿血液循环，促进运动技能的发展。语言刺激伴随抚摸促进

婴儿语言与认知能力的发展，视觉刺激 （如与婴儿相互注视）伴随抚摸可以

交流情感，促使婴儿情绪稳定。

第三，有助于婴儿产生安全感，形成正常的活动觉醒周期，为成年后形成

独立个性做准备。

第四，促进消化，增加体重。

１９ 世纪早期，在西方社会福利院生活的婴幼儿，尽管物质生活水平不低，
基本需要也得到了满足，但其身心发展还是不尽完善。成年后，性格缺陷比较

明显，如，社会适应不良、不愿与人亲密交往、不愿被触摸等。这与他们在婴

幼儿时期缺乏触觉满足有很大关联。

对于早产儿来说，触摸更是一种很重要的刺激形式。在对一些动物胎儿的

研究中发现，触摸皮肤会使大脑分泌一些刺激身体生长的化学物质。某研究发

现，医院里一些每天得到护士轻柔按摩的早产婴儿比未接受此按摩的早产婴儿

在体重方面增长更快。而且在第一年年底，他们甚至在智力和运动能力上超过

了那些未接受此类刺激的早产婴儿。我们提倡母乳喂养，也与母亲在哺乳时与

婴儿肌肤相亲，从而易于建立母子依恋有关。

（三）痛觉

婴儿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对痛无所畏惧。由于止痛药对婴儿有危险，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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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在对犹太男婴进行包皮环切手术时，手术往往在不使用麻醉的情况下进行。

这时婴儿经常发出紧张而尖利刺耳的尖叫。此外，婴儿的心率加快，血压升

高，兴奋增加，而且随后几小时的睡眠也受到了影响。

第二节　 儿童知觉的发展

心理学工作者发现，婴儿似乎对一些特别的图案有着极大的兴趣，如图

图 ３－１　 婴儿喜爱注视的模型

３－１。同一形状的图案模型，婴儿注视带
有色彩的模型时间更长，并伴随着愉快与

兴奋。

这种现象可以在知觉的发展研究中得

到答案。在测试儿童知觉发展的时候，有

研究者做了类似的实验，将图形分为形

状、大小、颜色三个维度，要求儿童进行

辨别。在幼儿教学当中也有了变体。比如

为图形找妈妈的游戏，要求儿童参照不同

图形的样板分别根据形状、大小、颜色归类。

一、儿童知觉发展概述

孟昭兰将婴儿的感知觉发展分为 ３ 个阶段：第一，出生到 ４ 个月，婴儿
通过五官探索感受外界刺激。第二，５ ～ ７ 个月，视 －听 －动觉的联合活动发
展，手眼协调能力发展，复合感知能力出现。第三，８ ～ ９ 个月以后，爬行与
走动促进了儿童空间方位、距离知觉的发展，手部精细肌肉的运动促进了形

状大小知觉的发展。她认为，从特异化神经通道机制的形成来看，首先是感

觉发展的专门化与单一化，然后进步到多感觉通道信息特征的整合与分化。

可见，多感觉通道刺激的整合是儿童知觉发展的必要阶段，也是思维发展的

基础。

以儿童的图画为例，低龄幼儿可以画圆圈、角、线，但是不能将它们合并

起来去形成复杂的人形。大一点的孩子能画出具体事物。但我们能发现，即便

是一个右手为利手的成年人用左手画出的看上去很笨拙的图画，还是不同于儿

童的图画。两者的不同在于视觉表征的不同，最主要的一点是，幼儿简化了人

类特征的主要框架。对一个 ３ 岁的儿童来说，人脸特征的重要性远甚于身体特
征。从 ３ 岁到 ８ 岁，儿童对身体的知觉模式变得更精细化，这一点可以在他们
的画中体现出来。如图 ３－２ 所示，在 “我的好朋友”命题画中，３ 岁儿童抓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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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他心目中的好朋友———一位幼儿园老师的最重要的特征：会笑的脸和烫得蓬

松的头发。

图 ３－２　 儿童人像画

二、儿童图形知觉的发展

在儿童图形知觉发展研究中，心理学家对婴儿的形状知觉甚感兴趣。婴儿

喜欢什么样的形状呢？心理学家多用事物偏好方法来研究婴儿的形状知觉。如

将几个不同的图形 （形状不同、色彩不同、内容不同）随机呈现在刚出生婴

儿面前，记录他们对每类图形的注视时间及注视的细节，发现人类从其发育早

期开始，就具有了相当准确的辨认知觉体系。部分实验结论如下：

第一，单色刺激 （如黑、白）与图案刺激相比，婴儿偏好后者。

第二，随着年龄的增大，婴儿偏好的图案越来越复杂，与直线相比，婴儿

更喜欢曲线；新生儿宁愿看到布满图案的刺激而不愿看单色的刺激。给婴儿看

黑白色棋盘，３ 周大的婴儿看那些只有一些大方格棋盘的时间最长，而 ８ ～ １４
周大的婴儿却喜欢布有许多方格的棋盘。

第三，婴儿早期对图案的选择存在对比敏感性 （ｃｏｎｔｒａｓｔ 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ｉｔｙ）原则，
即喜欢含有更多醒目的明显对比的图案。

第四，最初，婴儿对图案中的某个单元特征感兴趣，年纪稍大一点，就会

对所有组成部分感兴趣，并将其综合为一个整体。

第五，婴儿喜欢看清晰的图像。

美国心理学家 Ｒ Ｆａｎｔｚ 的 “注视箱”研究与其他一些视觉研究发现：

第一，在中等复杂程度以内，复杂程度越高，婴儿注视时间越长。

第二，新生儿对社会性刺激比非社会性刺激注视时间长。

第三，以适当速率运动的物体能引起婴幼儿的注视并使其视觉追随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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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新生儿对物体的某个重要特征视觉偏好强于对整体的关注。２ 个月后，
可以关注多个特征及边缘，但主要还是关注局部特征。这种特征可持续到童年期。

幼儿的形状知觉发展得很快，一岁的儿童已经具备了通过残缺图形识别物

体的能力，幼儿园教师在教学内容中要充分认识到这一点。小班：辨别圆形、

方形、三角形；中班：拼合三角形、拼合圆形；大班：认识椭圆形、菱形、五

角形、六角形、圆柱形。对幼儿来说，形状配对最容易，命名最难。４ 岁是儿
童的图形知觉敏感期，我们的汉字是象形文字，所以，有人认为，４ 岁也是认
识汉字的最佳时期。

三、儿童深度知觉的发展

深度知觉就是对远近、深浅的知觉，它对于了解环境中各种物体的位置排

列从而引导人的运动活动，是非常重要的。心理学家早在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就发
明了一种叫做 “视觉悬崖”（ｖｉｓｕａｌ ｃｌｉｆｆ）的实验设备 （如图 ３－３）。它由美国
心理学家 Ｇｉｂｓｏｎ 与 Ｗａｌｋ 首创。这个设备其实就是一个玻璃平台，但平台的一
半比地面高出 １ 米，和玻璃紧贴着，另一半和地面的高度一样，高台上和另一
半低的部分都铺着同样图案的方格布，整个台子的周围用木板围起来。对儿童

和成人来说，在玻璃下面的高低差别是一眼就能看出来的，因为玻璃面是平

图 ３－３　 视觉悬崖

　 　 图片来源：Ｄａｖｉｄ Ｇ Ｍｙｅｒｓ．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 Ｎｅｗ Ｙｏｒｋ：Ｗｏｒｔｈ 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ｒｓ，１９９９：１９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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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即使儿童爬到 “悬崖”也不会有危险。

心理学家把刚刚会爬的婴儿放在台子上高的一侧，然后在低的一侧的边缘

放一个好玩的玩具，让母亲站在玩具边招呼儿童过来拿玩具。实验结果发现：

第一，７ 个月的婴儿爬到悬崖边的时候几乎全部停止前行。对这一现象，
有解释认为：婴儿出生到 ６ 个月之间，由于视觉和触觉以及翻滚等动作早已发
展，婴儿可能在生活中学习到深度知觉。但由于这期间的婴儿还不会爬行，所

以，不能依据视觉悬崖实验判定其是否已具备深度知觉。Ｇｉｂｓｏｎ 采用出生立即
可以行走的小狗、小猫做实验，发现它们不需要学习也能在视觉悬崖边表现出

深度知觉反应。

第二，后来的心理学家通过测量不同月份的婴儿的生理指标发现，两个月

的婴儿已有深度知觉，但其知觉所引起的反应是好奇而非恐惧。６ 个月的婴儿
在悬崖边心跳加速，说明他的知觉已经发展到了能感知恐惧的地步。

心理学家在研究婴儿的图画深度知觉时，把婴儿的一只眼蒙住，使他们无

法利用双眼视觉，然后在他们眼前放一幅有远近感的格子图，在图上放两只玩

具鸭子，使位置较低的鸭子看上去离得较近，位置较高的离得远。研究发现，

７ 个月的婴儿会先去抓 “近”的鸭子，说明他们已经具备了图画深度知觉。

四、儿童社会知觉的发展

在儿童社会知觉发展中，婴儿面孔偏好 （ｆａｃｅ ｐ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可以说是从一
个侧面反映了人与生俱来的社会性。面孔偏好的心理学研究由来已久。施皮茨

与 Ｋ Ｍ 沃尔夫早在 １９４１ 年时就对 １４５ 名婴儿做了 “对人无差别的微笑反应”

实验，结果仍有一定意义 （表 ３－３）：
表 ３－３　 婴儿 “对人无差别的微笑反应”

人类对象 非人类对象

微笑的脸
歪嘴皱

眉的脸

戴假面

具的脸

　 戴假面具

的稻草人的脸

奶瓶

或玩具等

发生微笑 １４２ １４１ １４０ １４０ ０

不发生微笑 ３ ４ ５ ５ １４５

陈桄等人认为面孔偏好在婴儿 １ 岁以内，随着年龄的增长呈现类似 “Ｕ”
形的发展曲线。婴儿面孔偏好与其他能力的发展轨迹类同，而且偏好似乎是一

个跨种系的现象，具有社会化的意义。心理学家对面孔偏好研究的部分结论

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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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新生儿对人的面孔有偏好。Ｆａｎｔｚ 发现两个月大的婴儿对有图形刺
激的注视时间率高于无图形，对人脸的注视率占绝对优势，婴儿宁可看一幅草

拼出来的人脸图，也不愿意多看黑白椭圆形。

第二，在对人脸的注视中，婴儿对充实的正常面部 （包括五官）最为有

兴趣。４ 个月大的婴儿已经偏好正常的不扭曲的面孔。而在长相一般的正常面
孔中，婴儿们则更喜欢长相美丽的人脸。

第三，在 ２、３ 个月后，婴儿能对不同的面容特征区分。比如，他们能对
两个陌生人的照片做出区分，甚至在面孔很相似的情况下也能区分。在这一时

间前后，婴儿也能从照片上认出他们母亲的面容，因为他们看照片上母亲面容

所花的时间比看陌生人照片所花的时间更长。

第四，与婴儿出生时注意面部周围轮廓不同，２ 个月后的婴儿会发展到注
意人的表情，甚至对表情做出微笑反应。Ｌｕｄｅｍａｎｎ 研究发现发展到 ７ ～ １０ 个
月间，婴儿开始对情感表达做出有序而有意义的整体反应。他们对待积极表情

（幸福和惊奇）的反应不同于对待消极表情 （悲伤和恐惧）的反应。

目前，对于婴儿面孔偏好产生的原因，有几个主要理论：

第一，线性系统模型 　 （ｌｉｎｅａｒ ｓｙｓｔｅｍ ｍｏｄｅｌ，ＬＳＭ）：该模型认为，婴儿
的视觉偏好仅仅受注视高度可视化图形的倾向的支配，如图形的边缘、角度、

高对比的区域、明显的细节等。该模型认为婴儿大脑中并没有面孔偏好中枢，

面孔偏好只是由于组成面孔的要素的物理能量特性对他们视觉产生的综合作用

恰好可以和其较弱的对比敏感性相匹配，从而能够被婴儿观察到。但线性模型

理论不具有普遍性。如，以物理特性匹配的水平线条与竖直线条作为刺激材

料，婴儿偏好观看水平线条图案，这种现象是 ＬＳＭ 无法解释的。
第二，右脑优势模型：ｄｅ Ｓｃｈｏｎｅｎ 与 Ｍａｔｈｉｖｅｔ 发现，婴儿面孔识别存在左

眼视野优势，也就是说，右半脑在婴儿面孔偏好中有重要的作用。他们推测，

右半脑在处理低频空间信息 （如整体面孔识别）时有优势，但处理面孔精细

识别时并无优势。

第三，ＣＯＮＳＰＥＣ 和 ＣＯＮＬＥＲＮ 理论：Ｍｏｒｔｏｎ 和 Ｊｏｈｎｓｏｎ 提出的 ＣＯＮＳＰＥＣ
和 ＣＯＮＬＥＲＮ 理论是婴儿面孔偏好的重要理论。ＣＯＮＳＰＥＣ 机制从出生开始发
挥作用，随后 ＣＯＮＬＥＲＮ 机制占上风，两种机制强弱交替，影响婴儿对面孔特
征的加工。简单地说，也就是新生婴儿主要受内在加工倾向的制约，随着年龄

增长，经验和记忆在加工中有了更重的权重。

第四，视觉模块理论：Ｎｅｌｓｏｎ 认为，婴儿面孔偏好是因为他们的生活环境
中可以接触到大量的面孔刺激，在这些经验积累下，人脑先天存在的视觉识别

中枢逐渐特异化为专门识别面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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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非特异化识别理论：和大多数心理学家不同，Ｔｕｒａｔｉ 等人认为婴儿
面孔偏好不是特殊遗传机制的结果，而是一种非特殊性的偏好行为。它遵循两

个标准，一个是 “顶部优势”（ｔｏｐ－ｈｅａｖｙ）排列原则，即以图形的水平中线为
准，中线上部的元素数量要多于中线下部的元素数量，如人面孔的元素排列。

第二个原则是刺激图形的元素排列具有某种一致性。对于第二个原则，研究者

尚未有明确有力的解释。

第三节　 儿童注意的发展

心理学工作者对注意的加工过程以及注意与其他心理现象的关系有着浓厚

的兴趣。我们常说的注意，往往是和视觉联系在一起的，称为视觉注意

（ｖｉｓｕａｌ 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比如应用眼动技术研究儿童注意，就可以很好地发现儿童
所能注意的对象大小、所喜欢的色彩、儿童扫描序列等有规律性的现象。在儿

童成长过程中，注意的发展随着生理的成熟而大踏步前进，不仅体现在注意时

间量上的增加，也体现在注意活动效率上的提高。大、中、小班的儿童与小

学、中学的儿童，每一个级别的儿童在上课时间长短上都有着质的飞跃，这也

就是注意力发展的表现。

一、儿童注意发展概述

注意不是一项单独孤立的心理过程，它的发展是智力整合发展的保证。在

胎儿听力研究的实验中，我们可以看到注意的早期发展。Ｇｒｏｏｍｅ 与 Ｌｅｃａｎｕｅｔ
研究表明，胎儿对声音有定向反射。生物性定向反射是和注意联系在一起的，

集中与定向是形成注意的前提也是注意形成的目标。胎儿在宫内受到多种复杂

声音刺激的影响，如母体的体内声音、外界的声音等。心理工作者在对胎儿进

行听力研究实验中发现，胎儿对不同分贝的声音会做出不同反应，即对不同的

声音刺激有选择性注意，对感觉到的刺激会进行选择、分析，对于高强度的声

音刺激，胎儿甚至可以产生应激状态。

新生儿已有非条件性的定向反射。大声说话能够引起他们停止活动，发光

物能够引起他们视线的片刻停留，这都是原始的定向活动。这些定向活动是生

物性的，在脑的低级部位，如网状结构发生。新生儿睡眠 －觉醒规律的养成，
标志着神经系统和脑的成熟。脑神经细胞数量增多，细胞体增大，神经纤维增

多和神经网络增长，神经纤维髓鞘化，脑功能分区形成，都为婴儿保持觉醒、

感受刺激、进行信息加工处理提供了可能，也为儿童注意行为的发生和感知觉

的进行提供了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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婴儿在 ３ ～ ６ 个月时，Ｃｏｈｅｎ 用棋盘格子作为注视对象的实验表明，引起婴
儿注意的主要是刺激的物理特征，如棋盘格子大小、突然变化的亮度、声音、

运动等。注意的产生似乎是受定向活动的先天机制控制，而且不随婴儿的生长

而变化的，但是，导致注意保持的刺激特性随着婴儿的生长而变化，并在注意

的保持中出现习惯化现象。６ ～ １２ 个月的孩子，注意的范围扩大，能力增强，
其注意选择性受到经验支配。在婴儿学会说话以后，受意识支配的有意注意

出现。①

而在听的注意力上，年龄较大的儿童在有必要的时候可以同时注意两个声

音，幼小儿童比年长儿童较多地被两个声音所妨碍。麦考贝和康纳德实验发

现，年长儿童能比较准确地集中注意，抵抗干扰的能力随年龄增长而增长。渐

渐的，儿童开始注意与成人生活和活动有关的事物，注意听成人说话。当成人

对 １ 周岁的婴儿说出某物体的名称，并用手指着它时，婴儿的注意会指向这件
东西。

稍大儿童的注意模式与婴儿的注意模式不一样，学龄前儿童对刺激的注意

力是随着活动的不断进行而增加的，儿童集中于复杂游戏的能力支持着持续注

意，到学龄儿童，有意注意能力大幅度提高。Ｂｒｕｎｅｒ 通过对眼动的研究观察了
学龄儿童注意的发展，发现，４ 岁的儿童还处于需要大量提醒才能进行随意注
意的阶段，而到了 ５ 岁半的时候，随意注意会有一个很大的飞跃。与有意注意
关系重大的额叶大约在 ７ 岁的时候基本发展到相对稳定而且完善的程度，之后
缓慢增长直到成年。因而在 ７ 岁左右，注意开始变得有效率和稳定。在额叶发
展的最后阶段，诱发电位等神经生理的变化变得更稳定，１２ 岁左右达到效率
的最高水平。随意注意基本上是社会性行动，是可以被训练的。

儿童注意集中与否是有外部表现的，幼儿的外部表现比较明显，是教师判

断幼儿是否集中注意的重要线索。

第一，适应性运动。儿童在集中注意的时候，感觉器官指向刺激物。如，

“侧耳倾听”、“屏息凝视”等。

第二，无关运动的停止。儿童在听老师讲一个引人入胜的故事的时候，会

一动不动，甚至本来站着的儿童会一直站着听老师的故事，也会忘了吃手里拿

着的冰激凌。

第三，呼吸运动的变化。在情绪状态时，呼吸系统的活动会有所改变。呼

吸反应可以用吸气呼气比率记录，即 Ｉ ／ Ｅ 值，Ｉ 是吸气时间，Ｅ 是呼气时间。
人在集中注意的时候，呼吸轻微缓慢，一般吸短呼长，高度集中注意的时候，

１８

① 孟昭兰：《婴儿心理学》，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１９９７ 年版，第 １８８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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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 “大气不敢出，屏息凝气”。一般来说，在进行需要注意的脑力工作的时

候，Ｉ ＝ ０ ３。
此外，很多孩子在注意集中的时候，面部表情会紧张，如锁眉咬牙、脉搏

速度加快、四肢紧张、双拳紧握等。

二、注意发展对儿童发展的意义

注意分有意注意和无意注意。儿童注意的发展是由无意注意发展为有意注

意。有意注意是自觉的、有预定目的的注意，是由第二信号系统支配的，即能

够借助于词语而实现。婴儿有意注意主要是由成人提出的要求和任务引起的，

在无意注意的基础上随着言语的发展而发展，并在婴儿后期已经有萌芽和初步

表现。周岁以内的儿童已经能够用手指指点引发并保持注意。２、３ 岁儿童逐
渐能够自己叫出物体的名称，并以此组织自己的注意。儿童注意的发展，对儿

童的成长有着特殊的意义：

（一）注意是心理活动的积极维护者，是高质量认知活动的捍卫者

注意是儿童游戏和学习的保证，是任何人不可或缺的能力。那些人们津津

乐道的天才儿童，无疑是有着超常的注意力和学习效率的。如一个孩子，２ 岁
的时候就可以塔积木几个小时，幼儿时期练钢琴、学画画都能坚持并投入很长

时间，不容易被外界干扰。有研究表明，用两种不同的学习态度学习 １２ 个无
意义音节，学习效果极不一样：抱有强烈学习愿望而注意学习的儿童与不注意

学习目标的儿童相比，前者甚至可以有比后者高 ７ 到 １０ 倍的学习效率。
可见，注意程度对学习效果的影响很大。有的幼儿学习效果差，掌握新知

识的速度慢，并不是他们的智力水平不高，而是没有集中注意力的原因。

（二）注意对儿童心理活动发展有功能性意义

注意使幼儿吸收接纳大量的感知材料，积累了经验。注意其他幼儿、成人

的外部表现能帮助幼儿及时适当地调整自己的行为以提高社会适应性。注意与

儿童的坚持性、意志形成也是不可分割的。同时，注意作为一种复杂的心理活

动，有一系列功能：

（１）选择功能：通过注意对信息进行选择，趋向于有意义的、符合主体
需要的和与当前活动任务相一致的各种刺激，排除和避免其他无关的、无意义

的、有干扰的刺激，将有关信息分离出来，使心理活动的指向性更明确。

（２）保持功能：注意使反映的对象保持在意识之中，防止信息的消失，
一直到目的达成为止。

（３）调节和监督功能：注意控制着整个心理活动朝向一定的目标方向进
行，维持心理活动的积极状态。当外界、注意客体、主体自身发生变化的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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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注意会促使心理现象适当分配、调整，直到任务有效完成。

在日常生活中，处处都有引起注意的例子。如，交通警察的服装上有警戒

色的横条，以引起司机的注意；有的广告倒置，反而引起人们的注意等。学前

教育工作者要研究幼儿注意特点，充分发挥幼儿注意的功能 （见信息栏 ３－２）。

■ 信息栏 ３－２

儿童自我延迟满足与注意分配策略

心理工作者韩玉昌、任桂琴以眼动研究的方法，以儿童的延迟等待时间及

眼动特征为指标，以实验法观察儿童在自我延迟满足 （ｓｅｌｆｉｍｐｏｓｅｄ ｄｅｌａｙ，
ＳＩＤ）情境中的注意分配策略和自我延迟满足能力发展的年龄特点。实验以眼
动仪记录儿童的眼睛注视位置、注视时间、注视次数等数据。采用 ２×２ 因素
完全随机设计，观看指导为 “有效策略”与 “偏爱策略”，刺激组分为延迟奖

励物的彩色照片组和黑白照片组。要求被试在不同策略指导下观看不同奖励物

刺激，直到被试不想看或者实验结束为止。实验结果表明，观看策略在延迟等

待时间、注视时间、注视次数等指标上存在显著的主效应，偏爱策略能促进

４ ～ ５岁儿童的自我延迟满足；在自我延迟满足情景中，４ 岁左右的儿童还没有
产生有效的注意策略，也就是说，儿童不知道观看刺激的哪一部分能有助于延

迟等待，此时的眼动模式表现出不一致；小学 １、２ 年级儿童的自我延迟满足
能力显著高于 ４ ～ ５ 岁学前儿童；儿童在注视时间、注视次数、回视次数等眼
动指标上，也存在着显著的主效应，儿童给予彩色照片更多关注并进行了更多

的信息加工，延迟奖励物的彩色照片比黑白照片更有利于儿童的延迟等待，这

可能与黑白照片不能将奖励物的特征充分提供给儿童，导致儿童对奖励物的唤

醒水平较低有关。

三、影响儿童注意发展的因素

注意力的发展与儿童自身的状态有密切关系，儿童在身体不适的情况下是

很难集中注意的。尤其是婴儿，是否吃饱了、是否尿湿了、是否不舒服等身体

因素更为直接地影响着他们的注意力。

同时，营养过量和缺乏都可能由于导致儿童身体不健康而阻碍其注意力的

发展。如缺锌和缺碘都会严重影响婴儿的大脑发育，微量元素铅与注意力关系

尤其密切，铅中毒的孩子一般都伴随着注意缺陷，摄入含铅量过度的饮食

（不一定达到铅中毒）也会导致多动。我国有些地区的儿童血铅含量是过高

的。李家珍等人曾在 １９９５ 年对某市 ２４ ～ ７２ 月龄儿童血铅 （Ｐｂ－Ｂ）和红细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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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离原卜啉 （ＦＥＰ）浓度进行调查，发现两项指标超出其生物阈限值者分别占
４５ ４％和 １８ ４％之多。

儿童铅摄入的途径很多。油漆、染料、汽车尾气含有大量的铅，地面一米

以内的铅尘含量高得惊人，所以儿童通过呼吸摄入体内的铅远远高于成人。此

外抚养人皮肤或者衣服上的污染容易带给婴幼儿。儿童对于铅的吸收率是成人

的数倍之高，排泄率又是成人的数倍之低，一部分铅还将滞留在体内或者通过

血液向软组织中转移。另外，母源性婴幼儿铅中毒也并不罕见。成人应该确保

孩子能够接触到的环境是 “零铅”或 “低铅”环境。

四、儿童注意品质的特征

（一）注意的集中性与持久性

儿童注意的集中程度和持久程度在增加，儿童逐渐能将注意集中在与任务

目标有关的刺激中来。在一个典型实验中，要求学龄儿童与成人根据卡片上的

图案尽可能快地对卡片进行分类。例如，一根管子中有一个圆而在另一个管子

中有一个方框。这些卡片中有些没有不相关信息，而有些则有一个或两个不相

关的信息，如有直线穿过圆形或在上方或下方出现星星。实验表明，儿童忽视

无关信息的能力是由他们对有无关刺激的卡片进行分类时所需时间长短决定的。

（二）注意的稳定性

注意的稳定性是指对同一对象或同一活动的注意所能持续的时间。某实验

发现，一般从作业开始后半个小时左右注意明显下降。注意状态也很难保持不

变，会出现周期性的变化，称为注意的起伏。如，我们听表的声音，会感到时

而强、时而弱。幼儿的注意稳定性比较差，但不同的年龄阶段，稳定性有差

别，一般而言，随年龄增长而稳定性增加。３ 岁儿童能够集中注意 ３ ～ ５ 分钟；
４ 岁儿童能够集中注意 １０ 分钟；５ ～ ６ 岁儿童可以集中注意 １５ 分钟左右，甚至
可以到 ２０ 分钟。

影响儿童注意稳定性的因素有哪些呢？如何维持儿童的注意稳定性呢？我

们总结了以下几点：

第一，注意的对象具体形象、生动鲜明。

第二，学习活动游戏化，避免枯燥单调的方式。

第三，活动与实际操作结合，鼓励幼儿参与。

第四，保持幼儿良好的身心状态。

第五，注意对象、任务过于复杂或者过于简单都不利于注意的集中。研究

表明，出生后 ６ 周的婴儿就开始喜欢注视中等复杂程度的图形。
第六，无关刺激的干扰容易引起儿童的分心。但是，并非任何附加刺激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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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引起注意力的下降，有时微弱的刺激反而能加强注意力。如，为防止开车疲

劳，可以适当播放音乐。

有心理学家认为，注意分散与不良的教育有关。如一个儿童在注意做某项

工作的时候，成人常去转移他的注意，如母亲一会叫他吃苹果，一会叫他做别

的事情，多次反复，容易使儿童形成不良的注意习惯。儿童的注意稳定性虽然

一直在发展，但在幼儿和中学阶段发展是不快的，反而在小学阶段发展很快。

国内学者根据拉特儿童行为问卷、康纳量表、儿童行为评定量表 （Ｃｈｉｌｄ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Ｃｈｅｃｋｌｉｓｔ，ＣＢＣＬ）等有关内容，列出了大致判断儿童注意力问题的几
个方面：

第一，注意力不集中。

第二，注意力短暂。

第三，活动过多。

第四，情绪不良或社会适应不良。

（三）注意的分配能力

注意分配能力指同一时间里，注意指向多个不同对象，比如老师一边弹

琴，一边要注意班上的孩子。注意的分配是有条件的：其一，同时并行的两种

活动中必须有一种是熟练的；其二，同时并行的两种或几种活动之间如果有联

系，注意分配就显得轻松很多，如载歌载舞。幼儿的注意分配能力很差，会顾

此失彼，注意力也很难在多种任务之间灵活转移，影响了注意的分配。到了小

学阶段，注意分配能力迅速提高。学前教育工作者要注意儿童注意分配能力差

的特点，避免同时给儿童多种任务，应要求儿童专心做事情，如吃饭要专心。

（四）注意的转移能力

注意的转移能力即有意识地将注意从一个对象转移到另一个对象上的能

力。注意转移的快慢与原来注意的紧张程度及新对象的性质有关。当然还存在

个体差异。原来的注意越紧张，注意转移就越困难。有实验表明，成人正常注

意转移过程约耗时 １ ～ ２ 秒。儿童注意转移能力也是一个渐趋灵活的过程。
（五）注意的广度

注意广度 （ｓｐａｎ ｏｆ 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即同一时间里能把握的对象的数量，有时
也称为注意范围。人们一般用速示器来研究视觉的注意范围。在不超过１ ／ １０秒
的时间内，在速示器上呈现一些印有数、图形或字母的卡片。由于呈现时间很

短，被试的眼球来不及移动，因此，被试对刺激物的知觉几乎是同时进行的，

被试所能知觉的数量就表示了他的注意范围。实验表明，成人在 １ ／ １０ 秒时间
里，一般能注意 ８ ～ ９ 个黑色圆点，或 ４ ～ ６ 个无关联的外文字母，或 ３ ～ ４ 个几
何图形。小学生一般能注意 ２ ～ ５ 个无关联字母，幼儿最多只能把握 ２ ～ ３ 个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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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可见，幼儿的注意广度比较狭窄。随着儿童的成长、生活圈子的扩大，其

注意广度会增长。

■ 信息栏 ３－３

注意分配与延迟满足

为了论证认知和注意在自我调节过程中的重要作用，Ｍｉｓｃｈｅｌ 等人进一步
提出了自我控制过程中的双系统启动模型，指出在个体自我调节过程中有两种

控制系统：热系统和冷系统。热系统主要指以杏仁核为基础的情绪系统，它促

使个体产生接近－回避或者攻击－远离的反应，而冷系统是以海马为基础的认
知系统，它推动个体进行反思和认知调节。虽然在相对低水平的压力情境中，

两个系统倾向于共同发挥作用，但随着压力的增加和个体情绪唤醒水平的提

高，热系统开始占据支配地位。因此，个体自我调节的有效性取决于冷系统的

激活程度以及能否抑制热系统的活动以降低情绪唤醒水平。

在糖果延迟满足情境中，个体的注意分配和控制策略会直接影响热系统和

冷系统的激活程度，如对诱惑物的关注如想象糖果的香甜倾向于提高热系统的

活动水平，缩短儿童等待的时间；而运用唱歌、自言自语或干脆睡觉等分散对

诱惑物的注意则可以促进延迟满足。也有研究表明，个体在婴儿期所表现出来

的注意过程的差异如注意转换的灵活性等与个体在儿童期和成人期的冲动性和

消极情感有关。基于上述结论，Ｍｉｓｃｈｅｌ 认为，注意控制是个体的一种一般的
自我调节能力，它有助于降低个体在各种高情绪情境中的唤醒状态以及个体对

冲动行为的控制。

资料来源：王桂平、陈会昌：《儿童自我控制心理机制的理论评述》，《心理科学进展》

２００４ 年第 ６ 期，第 ８７１ 页

目前，对注意的研究还体现在注意与其他心理现象相关研究上。研究表

明，在注意发展到相对稳定阶段，注意与多种心理现象会产生相对明显的相互

作用。情绪 ＳＴＲＯＯＰ 实验表明，相对正常被试而言，焦虑个体命名有威胁性
含义词的颜色时间较中性词长，说明焦虑个体比正常个体更容易将注意投放至

消极情绪信息上，焦虑个体对负性情绪信息存在注意偏向 （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ａｌ ｂｉａｓ）①。

６８

① 杨小冬、罗跃嘉：《注意受情绪信息影响的实验范式》，《心理科学进展》 ２００４ 年第 ６ 期，第
８３３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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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儿童注意力的培养

儿童注意力的培养是潜移默化与练习培训相结合的过程。在培养中，务必

注意几点：

第一，刺激丰富化原则。尽量使刺激组合为一个整体，避免刺激孤立，利

用联觉培养有效的刺激反应。刺激物适度丰富、鲜明。

第二，注意训练与注意发展匹配原则。如，与婴儿、低龄幼儿谈话的语速

要缓慢，声音要柔和。刺激物的运动速度不能太快，并要在视野中持续一段时

间。在儿童注意力转移之前，训练者最好不要自行更换刺激物。不同年龄段的

幼儿注意集中的时间不同，不能操之过急，要因龄施教。训练视觉注意的过程

更要与儿童视觉发展过程相适宜。如，对于婴儿来说，训练视觉注意的时间以

十分钟为宜，一般采用跟随法或寻找法。即以物体吸引儿童促其追寻，伴随亲

子的情感互动。

第三，形式立体化原则。注意力的培养训练并不是单纯的某种操作或几次

操作就可以完成的，必须是一个全方位的培养模式。无论儿童在游戏、作业、

吃饭的时候都可以进行。一般以游戏训练为主，如 “咬耳朵”的游戏，由同

伴依次向后者小声传述前者告知的口训，并伴随竞技项目。

第四，空间渗透式原则。良好的注意能力是学习的前提，也是认知世界的

保障。注意力集中是一种好的学习习惯。儿童注意力的养成渗透在生活的方方

面面。在婴幼儿时期，当儿童在专心玩弄手中玩具的时候，父母应给予安静的

空间直至儿童自行停止游戏。年龄大的儿童在独自做作业的时候，父母要避免

经常性地以 “关心”和 “查看”为由打断儿童的专心思维。

本章小结

儿童的感知觉、注意的发展是儿童发展的重要方面，具有鲜明的一

般规律性和个体差异。

感觉的发展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是婴幼儿体验世界的保证，

其成熟水平对儿童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视觉、听觉、嗅味觉、肤觉等发

展均具有鲜明的年龄段特征。儿童视觉的发展在 ６ 个月以后接近成人，
听觉技能一直到青春期才会达到成熟。儿童的视觉或者听觉障碍、损伤

都应尽量早发现、早干预。

知觉是以感觉为基础的高一级信息处理层次。一般用视觉偏好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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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刺激法、去习惯化法等研究婴儿知觉。根据知觉的对象，可以将知觉

分为空间知觉、时间知觉、运动知觉等。幼儿的形状知觉发展速度很

快；９ ～ １１ 月的儿童基本上可以有较明确的方向定位；从 ３ 岁开始，儿
童的时间概念积极形成；视觉悬崖是研究儿童空间视觉的典型实验。儿

童知觉发展的过程也是多感觉通道刺激整合的过程。

注意是心理活动对一定对象的指向和集中，注意的发展与儿童的生

活、游戏、学习有密切的联系。儿童主要以无意注意为主，注意的集中

性、持久性、策略有效性、稳定性、灵活性等不断增强，有意注意逐步

发展。我们可以在日常生活中、教学中渗入式地培养儿童的有意注意。

  进一步学习资源

■ 关于国内外心理学工作者对婴儿感知觉、注意发展研究的经典实验
的结论，可参阅：庞丽娟、李辉编著，《婴儿心理学》，浙江教育出

版社 １９９３ 年版。
■ 关于注意与其他心理现象的研究案例，可参阅：彭晓哲、周晓林，
《情绪信息与注意偏向》，《心理科学进展》 ２００５ 年第 ４ 期，第４８８－
４９６ 页；罗婷、焦书兰、王青，《一般流体智力研究中工作记忆与注
意的关系》，《心理科学进展》 ２００５ 年第 ４ 期，第 ４４８－４５３ 页。

■ 关于多种研究感知觉、注意的实验及研究方法，可参阅：杨治良著，
《实验心理学》，浙江教育出版社 １９９８ 年版。

  关键概念

儿童感觉 　 　 视觉适应 　 　 视敏度 　 　 听力测验 　 　 儿童知觉 　 　 深度
知觉 　 　 面孔偏好 　 　 儿童注意 　 　 有意注意 　 　 无意注意

思考与探究

１ 儿童的感知觉发展的基本方向是什么？
２ 儿童的知觉特征是什么？
３ Ｇ Ｗ 莱布尼兹于 １７ 世纪首先使用了统觉 （ａｐｐ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这一

术语，认为统觉是对感知自身内在状态的意识或反思，即自我意识。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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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认为，统觉是人的一种先验的综合统一的认识能力，人的一切认识活

动都要靠统觉的综合统一来实现。不少幼儿园设置了感统训练场所。请

收集相关材料，实地观看统感训练的内容，撰写观察报告。

４ “框棒测验：人能在一定范围内不随知觉条件的改变而保持对
客观事物相对稳定特性的组织加工的过程，包括大小恒常、形状恒常、

方向恒常。根据恒常性的理论，心理学家设计了一个简单易行的性格测

验，框棒测验。”请根据材料，查找相关知识，回答框棒测验的不同结

果及对性格的解释。

５ 分别记录幼儿园大、中、小班儿童的注意力集中程度、集中时
长，并根据性别与年龄进行比较，得出结论后，再根据结论设计一两个

可用性较强的训练小班儿童注意力的小游戏。

趣味现象·做做看

１ 知觉中的动机因素
个体所需求的对象，在知觉中备受重视。心理学家 Ｂｒｕｎｅｒ ＆ Ｇｏｏｄ

ｍａｎ 以出身贫富不同家庭的 １０ 岁儿童为被试 （其他条件相等），让两

组儿童在相等距离内按照摆在面前的各种硬币，凭主观知觉，在纸上分

别画出它们的面积大小。实验结果是：两组儿童所画的硬币面积要比实

物大，但两组在夸大的程度上有所区别。以 ５ 角硬币为例，富家儿童在
画面上夸大了 ２０％，而贫家儿童则夸大了 ５０％。这一结果显示，儿童
对金钱都有所需求，都知觉金钱为有价值的东西，所不同的是，贫家儿

童对金钱有更强烈的追求动机，在知觉时将金钱看得更有价值。你是否

可以尝试以不同维度为变量，以类似实验来观察需求与知觉的相关

关系。

２ 聋儿与听力正常儿童的智力比较
鲍永清等心理学工作者运用希 －内学习能力测验量表 （Ｈ－ＮＴＬＡ）

对 ３ ～ ５ 岁的聋儿 （耳聋的标准是双耳中好耳的听力损失＞４０ ｄＢ ＨＬ）与
听力正常儿童的智力状况进行了测验比较。研究结果表明：学前阶段的

聋儿比听力正常儿童智商略低，两者无显著差异。但随着年龄增长，差

距逐渐增大。在智力结构方面，与听力正常儿童相比，聋儿手眼协调、

知觉辨别、空间和知觉等能力方面发展较好，两者无显著差异；而记忆

力和抽象思维能力较弱，与正常儿童相比有显著差异。研究提醒相关教

９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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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工作者与儿童家长，对聋儿进行早期教育的同时不可忽视后继发展

教育。

实验结果见以下图和表：

３ 岁年龄组聋儿与听力正常儿童 Ｈ－ＮＴＬＡ 剖析图

５ 岁年龄组 Ｈ－ＮＴＬＡ 显著性比较

组别
记颜色 辨认图形 折纸 摆方木 完成图

Ｘ Ｓ Ｘ Ｓ Ｘ Ｓ Ｘ Ｓ Ｘ Ｓ

聋儿

正常

儿童

１０ ２ ５２ １５ １ ５３ ６ ２ ０８ ５ ３ ２１ ５ １ ５３

１４ １ ７３ １８ ３ ７９ ８ ０ ５８ ６ １ ７３ １４ ５ ５１

ｔ ２ ２７ １ ２７ １ ６ ０ ４７ ２ ７３

ｐ ０ ０５＜ｐ＜０ １ ＞０ ０５ ＞０ ０５ ＞０ ０５ ０ ０５＜ｐ＜０ １

从以上图表中，你能推出什么结论，有什么进一步的思索？

０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