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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_B8_88_E8_B5_84_E6_c38_452683.htm 时间知觉是对客观现象

的延续性和顺序性的反映，即对事物运动过程的先后和长短

的知觉。 时间知觉的客观依据： 人对时间的知觉总是要以某

种客观标志为中介的，这些标志可以是自然界中的一些周期

现象，也可以是人自身的生理状态。 自古以来，人们经常利

用自然界的周期现象衡量时间。一天的时间是以太阳的升落

为标准的，日出为晨，日落为暮。月亮的盈亏代表了一个月

的时间，经历了四季的变化就是一年。后来人们发明了计时

工具，制定了日历，使人们对时间的知觉更为准确。对较短

时间的衡量则发明了时钟，以时、分、秒来计量。在没有计

时工具的情况下，我们仍然要借助太阳、月亮、星辰的变化

去估计时间。如果失去了客观标志，对时间的估计可能发生

错误，例如，在阴雨天，看不到太阳，难以判断中午的时间

。 生理过程的节律性活动也是估计时间的重要依据。人的许

多生理活动是节律性的运动，如呼吸、心跳、消化等等活动

。当活动的节体性与客观事物之间形成一定的联系之后，它

就可以用来感知时间的长短。呼吸和心跳的次数都是感知时

间的信号，中医看脉象是以自己的有节律的呼吸来衡量时间

的，而消化过程的周期性变化可以使我们借助饥饿的感觉估

计开饭的时间，同样，我们能够依据困倦的程度判断深夜的

时刻。 观察和实践证明，动物和人具有很高的测量时间的能

力，它能够准确地与外界的周期性过程如朝夕涨落、昼夜交

替、四季变换保持同步。即使在恒定的环境中这种估计时间



的能力仍然存在。 JL十年前，当我国农民还处在饥寒交迫的

困难境地的时候，家家户户都没有计时用的各种钟表，大多

数农民都以公鸡“打鸣”为时间的标志，以鸡叫几遍来判断

一天的时辰。人们把生物体本身所具有的测量时间的本领通

常称为生物钟。 科学家进一步用实验证明人体内生物钟的存

在，曾有一位科学家本人作为实验者在地洞中生活了205天，

地桐深达40：米，没有昼夜之分，也没有任何计时工具，但

是实验者的活动仍然能够基本上保持24小时的周期。宇航员

的生活情形也是如此，宇宙航行中，宇航员身居密闭的飞船

舱里，完全与外界隔绝，不受到昼夜更替的影响，可是他们

的工作时间也仍然按照24小时来建立。否则宇航员会感到休

息不好，疲备不堪。 目前的研究证明，生物钟与人体内部的

节律是分不开的。科学家认为人体中没有哪一种化学变化和

物理变化是没有节律的。生物钟的深入研究必将为人体对时

间的知觉提供更丰富的材料。 身体的节拍性运动和计数活动

，有助于对时间长短的估计。对节奏性的刺激，人们习惯于

伴随节拍性动作或用口头计数，这时所产生的动觉刺激也为

衡量时间提供信号，补充和提高了知觉时间的能力。实践证

明，当运动分析器出现障碍时，缺乏动觉刺激，节奏知觉往

往发生困难，影响知觉时间延续性的准确性。对某些要求精

确知觉时间的活动，人们借助口头数数提高估计时间的准确

性。如跳伞运动员要在跳出飞机以后20秒钟淮时开伞，时间

误差超过一秒钟就失去了获胜的机会。跳伞运动员可以借助

口头计数帮助准确地估计时间。径赛运动员在起跑线上，听

到预备的号令之后，也是口数或默数二个数开始起跑，刚好

是两秒。 时间知觉也是人对客观世界的主观映象，必然受到



主观和客观因素的影响而产生误差。经常出现对较短时间的

估计过长，对铰长时间的估计过短，个体之间估计时间的准

确性也存在着差异。 活动的内容与时间长短的知觉有关。充

满着丰富内容的活动，主观上感到时间过得快，产生对时间

的短仿；活动内容单调贫乏，让人觉得时间过得很慢，是对

时间的一种长估。 个人对事情的态度和兴趣直接影响到时间

的估计。兴趣盎然又具有重大意义的事情，做起来时间似乎

飞驰而过，出现时间的估计不足；反之，对无关紧要、意兴

索然的事情会感到无比的冗长，这正是对时间的长估所致。

引人入胜的表演使你忘却时间流逝，味同嚼蜡的报告简直是

没完没了。期待中的事，如迎接亲人，等待节日的来临，往

往感到珊瑚来迟，需要长时间的等待；为人所厌烦的事又是

不期而至。 情绪状态也给时间估计以影响。积极的情绪引起

对时间的估计不足，消极的情绪引起偏高的估计。处于满足

和快乐的情绪时，引起人们拖长所体验时间的倾向，时间似

乎变短了。消极的情绪倾向是要缩短所体验的时间，所以，

不愉快的状态，觉得时间长。 回忆时对时间的估计与知觉时

正好相反。对充实而有趣的内容的回忆觉得长，而回忆与单

调乏味的事情相联系的时间，仿佛一闪而过。 对时间估计的

主观性同人的年龄有关。儿童总是感到过得慢，因为他们渴

望快快长大；成人会因为光阴的流逝而惊叹不止，他们感到

时间如流水样过得飞快。 时间知觉是在实践中发展起来的。

儿童的时间知觉经过漫长的道路，对时间估计的不准确性是

儿童的特点，随着年龄的增长，实践活动的增多，逐渐减少

误差，接近准确。成年人精确估计时间的能力与训练和培养

是分不开的，某些职业会养成这种能力，许多教师不用手表



可以精确地掌握上课的四十五分钟时间，厨师能够很好地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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