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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_BF_83_E7_90_86_E5_c38_60436.htm 空间知觉是人脑对物体

空间特性的反映。空间知觉包括大小知觉、形状知觉、方位

知觉、距离知觉等。人没有专门感知空间的感觉器官，它是

由多种感觉器官联合协调活动的结果。1. 大小知觉小学儿童

不仅能熟练地用目测和比测进行直觉判断，而且还逐渐能用

推理进行判断。研究发现，对图片空间面积大小的判断能力

，7～8岁儿童处于直觉判断和推理判断相交叉的过渡阶段，

高年级儿童有85％以上人次已能运用推理判断来比较空间和

面积的大小，大小知觉发展到新的水平。2. 形状知觉在小学

教育的影响下，儿童形状知觉水平逐年提高，他们不仅能正

确辨认几何图形，而且能正确绘制各种图形，最后还能用语

言正确说明图形的特征。说明小学儿童对几何图形的认识，

已由对具体直观图形的认识过渡到对一类图形共同特征的掌

握。但由于认识水平的局限，小学儿童识别几何图形表现为

：(1)在识别和说明图形的特征时常常会把非本质特征当做本

质特征，或把本质特征作为非本质特征，从而产生缺漏或错

误的判别。如把“直角在下方”“摆得端正”这些非本质东

西，加到直角三角形特征中去，把“由上到下垂直着”这一

非本质因素作为垂线的特征等等。(2)立体几何图形知觉水平

不高。表现为小学儿童对描绘在纸上堆积在一起的立方体数

，因不懂透视原理和缺乏立体感，常常不能正确辨认。如在

计算图2-7的立方体数时，二三年级学生中，竟有20％～30％

的儿童不能看出是9个立方体，而把图形中的每一个小方格子



错误地当做一个立方体来计算，说成有12个立方体。随着儿

童思维水平的提高和对几何图形知觉的全面学习，识别几何

图形能力可以逐年提高。 3. 方位知觉 刚入学儿童方位知觉的

水平不高，表现为：(1)对上下、前后方位已能正确判断，对

左右方位，只能比较固定化地辨认，而且不够完善。如体操

课时，对“向左转”“向右转”的口令反应不够灵敏和准确

，往往有1/3的儿童出现错误。(2)对字形的感知，注意形状而

不注意方位。刚学汉字和阿拉伯数字时，常把“3”写反，

“9”“6”不分，“b”“d”和“q”“p”不分等。为此，

教师在低年级的教学中，要结合实际训练学生的左右方位知

觉。教学字形时，对字形各部分的方位，特别是形近字的方

位差异要设法将其突出和提醒，以增强学生的方位意识。在

小学教学的影响下，儿童在方位知觉上有了较大的发展。7

～9岁儿童已能初步、具体地掌握左右方位的相对性，9～11

岁儿童已能比较概括、灵活地掌握左右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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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