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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_B8_88_E8_B5_84_E6_c38_459422.htm 物体有大小、形状、远

近、方位等空间特性。空间知觉就是人脑对物体空间特性的

知觉。空间知觉是多种分析器协同活动的结果。视知觉、听

知觉、运动知觉、平衡觉都参加活动。 人的空间知觉足怎样

形成的呢？ 唯心论坚持先验论的观点，唯物主义者认为人的

空间知觉能力是后天获得的，是在生活过程中学习的结果。

早在十八世纪，洛克首先提出这种观点，继而有了第亚克发

展了洛克的观点。 洛克为了证明空间知觉是后天获得的，曾

经假设一个生来就失明的人，通过触觉已经能区别球体和立

方体，经过手术恢复视觉之后，只用眼睛不辅之于触摸，他

是不能区分球体和立方体的。他指出：只有物体的视觉形象

和触觉形象多次结合之后才能单凭视觉区分物体，这一结合

过程是经过后天学习达到的。 洛克当年的假设，后来为心理

学的实验和观察所证实。成年人在进行先天性白内障手术之

后，开始仅凭视觉不能分辨物体的形状、大小、远近，似乎

感到外界事物都在自己的眼前，甚至是碰到眼睛上，经过一

段时间，在活动中触觉、动觉和视觉之间逐渐形成了联系之

后，才能够用视觉分辨物体的大小、形状、远近等空间特性

。 心理学家也做过类似的实验。将一个两端装有凸透镜的管

子固定在右眼上，左眼遮掩，用右眼视物，开始一、二天觉

得很混乱，看东西上下颠倒，左右移位，人是头朝下，脚朝

上，眼视为左方的却在右边触到，经过八天时间，颠倒的情

况改变了，恢复正常的方位知觉。拿掉管子之后，又重新出



现颠倒，经过一段时间的练习才能恢复正常。这说明我们不

是单凭网膜上的视像去知觉物体，还要靠触模觉、动觉，必

须经过视觉与触摸觉的多次结合，这是一个学习的过程。 观

察和实验的结果有力地证明了，空间知觉不是先天存在的，

而是后天经过学习获得的。不过这种学习的过程是在早年进

行的，不为人所察觉与记忆，但是科学实验已经重复了这一

过程，确认这一过程的存在。 形状、大小知觉 形状知觉是靠

视觉、触模觉和动觉获得的。对物体形状、大小的知觉时，

物体在视网膜上成像起着巨大的作用。同时，在观察物体时

眼球沿着物体轮廓运动所产生的动觉刺激，为物体的形状提

供了信号，用手触摸物体时，肌肉活动产生连续的动觉刺激

也传到大脑，大脑皮层对这些信号进行分析综合的结果，人

们才能够形成物体的形状知觉。 形状知觉具有恒常性。无论

从什么角度看，人对形状的知觉相当稳定，保持不变。当人

们用眼睛感知物体的形状时，由于观察角度的不同，物体形

状在视网膜上的投影会发生很大的变化。正方形的物体从侧

面看去，网膜上的投影是一个长方形，正圆的盘子从侧面看

去，网膜上的印象是椭圆形，但是人们仍然将它们感知为正

方形和圆形。由于在日常生活中，人们多次从不同角度观察

过同一物体，加上有触觉的配合就形成了对物体形状的正确

知觉。 大小知觉也是通过视觉、触摸觉和动觉获得的。视觉

对大小知觉有重要作用，但是必须在视觉与触摸觉、动觉多

次结合之后，并且将各种信号之间建立起紧密的联系，视觉

才能单独判定物体的大小。 视知觉判断物体的大小取决于两

个重要的条件，即物体的大小和距离。大的物体在网膜上的

视像大，知觉到物体也较大。小的物体在网膜上的视像小，



知觉到物体也较小。但是视像的大小不完全取决于物体的大

小，它还与物体的距离成反比。同一个大小相等的物体，距

离远时视像小，距离近时视像大，因此远处大的物体在视网

膜上的视像可能比近处小物体的视像还小，这时仅凭视觉是

无法知觉大小的。然而人4l、3仍然能够较正确的知觉不同距

离物体的大小，这是因为动觉和触摸觉同时起作用的结果。

知觉不同距离的物体时，眼肌的紧张度和活动程度是不同的

，而眼睛调节时所产生的动觉刺激同网膜的刺激一同进入大

脑皮层，在动觉和视觉之间建立起暂时神经联系，我们才能

正确地识别大小。由于知识经验的参与，大小知觉也具有恒

常性，使所知觉的物体在一定范围内趋向保持原来的大小，

这对人们判断物体的大小也是有帮助的。 距离知觉 距离知觉

是对物体离我们远近的知觉。距离知觉是多种分析器的综合

活动的结果。视知觉、听知觉、嗅知觉、触摸觉、动觉等都

能感知距离的远近。其中占重要地位的是视知觉与动觉，借

助许多内部与外部条件提供的信号，进行综合的判断来知觉

距离的远近。 这些条件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对象重迭 如

果观察的对象之间有重迭，或者在观察者与观察物之间有中

间物存在，就会产生重迭。那么就容易辨别出远近，末被掩

盖的物体近些，部分被掩盖的物体远些。眺望远处时，就是

通过重迭来判断远近的，被遮挡的物体比未被遮挡的物体距

离我们较远。如果观察对象时没有重迭，常常会误远为近，

在一望无际的大海上观看岛屿容易知觉得很近，实际的距离

则很远。 2．空气透视 由于空气中的尘埃、烟气等的影响，

远处的物体看起来略呈蓝色或紫色，细节不易分辨，模糊不

清；而近处物体则很清晰，细节分明，因此空气透视可作为



判断距离的标志。值得提出的是空气透视的视觉效果容易产

生误差，它与天气的变化关系密切。天空晴朗，空气清新，

物体看上去格外清晰，显得近些。阴雨罪靠，烟尘弥漫，物

体会变得模糊，使人觉得距离远些。进行目测距离练习时，

特别要注意这一点，才能减少误差。 3．明暗和阴影 由于光

线的照射会产生明暗的差别或造成阴影。光亮的物体看起来

近些，阴暗的物体显得远些。在绘画上，经常运用色调的阴

暗和明快表现距离的远近以及突起和凹陷。 4．线条透视 近

处的物体形成的视角大，在视网膜上的投影也大，知觉为较

大的物体。远处的物体所占的视角小，知觉为较小的物体。

在伸延的平行线上看得最清楚，近处的二条平行线，到远处

就汇合成为一点。马路的路面，随着距离向远处伸展变得越

来越窄，两旁的树高依次减低。这正是线条透视的效果，它

也可以用来帮助我们判断距离的远近。 5．运动视差 运动着

的物体，由于距离我们的远近不同，引起的视角变化有所不

同，从而表现为运动速度的差异。距离近的物体视角变化大

，觉得速度快；距离远的物体视角变化小，显得运动速度慢

。近处的汽车飞快地驶过，远处的汽车简直象甲虫一样在慢

慢地移动。视野中对象运动速度的差异提供了关于对象距离

的信号，运动速度快的，距离就近，运动速度慢的，距离就

远。因此，可以根据对象相对运动速度来知觉他们的距离。

6．眼睛的调节和辐合 眼睛在观看不同距离的物体时，有两

种相应的活动调节和辐合。前者是单眼进行活动，一般在56

公尺内起作用，后者是双眼的活动，在1520公尺内生效。 调

节是指在知觉不同距离对象时，水晶体曲率所发生的变化。

看近物时水晶体变厚，看远物时水晶体变薄。 观看不同距离



的对象，只有视像落在视网膜上，才能产生清晰的视觉；而

水晶体与视网膜之间的距离又是固定的，因此，必须改变水

品体的曲率。看近物时，曲度加大；看远物时，曲度缩小。

在进行活动调节时，必然有动觉信号产生，动觉信号传到大

脑是估计对象距离的重要依据之一。不过，只在近距离时才

有效。 辐合是指两跟视轴对物体的合拢。对物体的注视都是

由双眼进行的，为了看清物体，需要两只限睛的中央窝对准

物体，这时眼球以视轴为中心产生相应的运动。看近处的物

体时，视轴趋于集中，看远处的物体时，视轴趋于分散。视

轴辐合的运动是由眼肌控制的，眼肌运动时产生的动党刺激

，也成为物体远近的信号，帮助我们知觉距离。当物体距离

太远，视轴近于平行，对于估计距离就不起作用了。 由于眼

睛的调节和辐合的作用，对于视网膜上有同样投影的物体，

我们能够分出它们的远近和实际的大小。 100Test 下载频道开

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