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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ime perception is the individual's reflection of the continuity and order of objective things. This 
paper summarizes the theoretical model of time perception and the research paradigm, and fur-
ther analyzes and summarizes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time perception, focusing on the impact of 
emotional valence and arousal on temporal perception. At the same time, combined with the 
background of the network ag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ersonal cognition, the new perspective of 
time perception network is analyzed. Future research can further explore the cranial nerve me-
chanism of the influence of emotion on time perception, and also combine emotion and network to 
comprehensively consider the changes of people's time perception in the contemporary complex 
network enviro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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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时间知觉是个体对客观事物连续性和顺序性的反映。本文对时间知觉的理论模型以及研究范式进行了总

结，并进一步分析和总结了时间知觉的影响因素，着重分析了情绪的效价和唤醒度对时间知觉的影响。

同时结合网络时代背景，从具身认知的角度，分析了时间知觉的网络新视角。未来研究可以进一步探讨

情绪对时间知觉影响的脑神经机制，也可以将情绪和网络相结合，综合考虑在当代复杂的网络环境下，

http://www.hanspub.org/journal/ap
https://doi.org/10.12677/ap.2019.97159
https://doi.org/10.12677/ap.2019.97159
http://www.hanspub.org


何亭 
 

 

DOI: 10.12677/ap.2019.97159 1291 心理学进展 

 

人们时间知觉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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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时间是客观世界的基本维度之一。准确感知时间的能力对于适应性地度过我们每天的生活至关重要

(Lake, Labar, & Meck, 2016b)。威廉·詹姆斯最早在《心理学原理》中提及了“时间知觉”这一概念，他

认为时间知觉就是对似是而非的现在的一种觉察，这种觉察可以持续几秒；超过这个时限，就不再是知

觉的对象而需要符号建构，即需要长时记忆的参与(史嘉鑫，2017)。实验研究将这个时间界限大致确定在

2~3 秒(凤四海，黄希庭，2004)。Fraisse (1984)比较了两者在加工机制上的区别：时间知觉和依赖于长时

记忆的“时间记忆”是分别由个体的知觉系统和符号系统控制的两种不同的模式。即 2~3 秒内为时间知

觉，2~3 秒以后为时间记忆，也称时间估计，许多研究者在研究中对这两个概念并不加以区分。宋其争

和黄希庭(2004)将时间知觉定义为个体对同时直接作用于感觉器官的客观事件的持续性和顺序性的反映。

时间知觉包括时距知觉、时序知觉和时间点知觉三种，但是在实际研究中研究者的关注点主要集中在时

距上(陈缘，2018)。人类没有任何特定的感官受体能够捕获时间信息(Wassenhove, Wittmann, Craig, & 
Paulus, 2011)，然而，大脑本身就能够处理时间信息。 

2. 时间知觉的理论模型 

关于时间知觉的模型主要有起搏器–累加器(PA)模型，标量计时模型，纹状体搏动频率模型，注意

资源模型和认知分段综合模型等等。 
时间知觉的起搏器–累加器(PA)模型是在 Treisman (1963)提出的“内部时钟”概念上发展出来的，

人类拥有一个内部机制，允许他们准确地处理时间，即内部时钟。该时钟具有三个组件：起搏器，开关

和累加器。起搏器以给定的速率发射脉冲，并且开关在要定时的刺激开始时闭合，从而允许脉冲进入累

加器。在刺激结束时，开关打开，脉冲传输停止。因此，根据存储在累加器中的脉冲量确定估计的时间：

累积的脉冲越多，判断的时间越长。虽然这种起搏器内部时钟系统允许人类准确地估计时间，但通常判

断时间比实际更短或更长(Sandrine, Sylvie, & Sylvie, 2009)。后来研究者们又在起搏器–累加器(PA)模型

的基础之上进一步发展，从而提出了标量计时器模型，该模型认为在进行基于时间的判断时有三个主要

阶段，包含时钟，记忆和决策阶段。在时钟阶段，起搏器发出脉冲，随后由累加器收集。以累加器收集

的脉冲数作为持续时间的表征。开关控制从起搏器到累加器的脉冲传输。当开关闭合时，脉冲进入累加

器；当开关打开时，脉冲被阻塞。在记忆阶段，定时间隔的持续时间(由累加器中收集的脉冲数表示)可以

从工作记忆传输到长时记忆。最后，在决策阶段，将定时的时间间隔与存储在长时记忆中的持续时间表

示进行比较，以确定当前间隔是否与长时记忆中的持续时间相等(Lake, Labar, & Meck, 2016)。有关内部

时钟概念的模型，在过去的 50 年中，一直是时间知觉领域的主导模型，而标量计时理论是自内部时钟观

点提出以来，当代被引用最多的模型(姚竹曦，张亮，张侃，2015)。虽然已有的很多行为研究结果证实了

Open Access

https://doi.org/10.12677/ap.2019.97159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何亭 
 

 

DOI: 10.12677/ap.2019.97159 1292 心理学进展 

 

PA 模型和标量计时模型，但 PA 模型和标量计时模型因为缺乏神经生物学机制而受到许多研究者的批评

(Rijn, Gu, & Meck, 2014)。 
因此出现了纹状体搏动频率模型(Striatal beat frequency model)，时间感知的 SBF 模型很好地解释了

大部分关于时间的药理学，神经生理学和心理学数据(Allman & Meck, 2012; Matell, Shea-Brown, Gooch, 
Wilson, & Rinzel, 2011; Oprisan, Dix, & Buhusi, 2014)。SBF 模型提出时间知觉主要通过纹状体，皮质和丘

脑之间的联系得到，而背侧纹状体对于适当的时间知觉的能力是特别关键的。根据该模型，用于启动计

时的起始信号的标志是多巴胺从多巴胺能中脑投射到皮层和背侧纹状体的阶段性的释放(Kononowicz, 
2015)。这种神经递质的释放导致振荡皮质神经元在背侧纹状体中的发射和重置活动同步。成千上万的这

些振荡的皮层神经元会聚在纹状体中的各个中型多刺神经元(MSN)上。不同的皮质振荡频率导致纹状体

神经元的输入激活模式随着皮质同步事件所经过的时间而变化(Kononowicz & Virginie, 2016)。纹状体中

的每个 MSN 被认为整合了这些振荡皮质的输入信号，并基于之前长时程增强(LTP)的强化作用来选择皮

质神经元的放电模式。在纹状体中，皮质的发射作用导致长时程抑制现象，在同时释放多巴胺的情况下

可能发生 LTP 现象。这种来自背侧中脑的多巴胺能输入和它沿着该传递通路所诱发的 LTP 作用可以加强

与兴奋皮质输入的连接。以这种方式，纹状体神经元可以变得专门响应特定的时间间隔，因为当存在正

确的皮质输入时，发射的阈值降低。纹状体输出通过直接和间接途径影响丘脑的活动，其对丘脑活动具

有相反的作用。反过来，丘脑对皮质有兴奋性投射，再投射回纹状体，构成了皮质-丘脑-纹状体环路(Allman 
& Meck, 2012)。这些直接和间接途径被认为在计时过程的启动，停止和重置中发挥作用，但仍需要进一

步研究来证实这些作用(Lake et al., 2016)。 
注意模型认为，时间信息是从计时处理器和视觉信息处理器中获得的，计时处理器和视觉信息处理

器之间共享有限的注意资源，而当视觉处理器获得更多的注意资源时，计时处理器的输出变得不太可靠。

而分配给计时器的注意资源越多，知觉时间越长(Thomas & Weaver, 1975)。Zakay 将注意模型与预期式和

回溯式时距估计范式联系起来，提出注意的资源分配模型。预期式时距判断是指在实验前要求被试注意

时间信息，那么被试会将大部分的注意资源分配到计时处理器上；回溯式时距判断是指在实验前没有要

求被试注意时间信息，而在实验最后要求被试回忆实验所用时间，那么被试会将大部分注意资源分配于

非时间处理器上(陈有国，黄希庭，尹天子，张锋，2011)。之后 Zakay 和 Block (1997)将注意资源分配模

型和标量计时模型整合起来，提出了注意闸门模型，即在起搏器和开关之间加入一个注意闸门，注意闸

门的打开程度可以发生变化。在回溯式时距判断时，注意闸门完全关闭，没有脉冲进入累加器；预期式

时距判断时，注意闸门打开的程度反映了分配在时间信息上的注意资源比例。 
国内学者黄希庭(1993)也提出了时间的认知分段综合模型，该模型认为，个体对时间的感知具有阶段

性特点。可以按照时距的长短分为极短时距，短时距，长时距和极长时距，成年人对这四种时距信息存

在着不同的认知神经机制。除分段性外，个体对时间的认知还存在综合性，即时间知觉不仅仅是机体内

部因素的功能，而且还受到外在环境因素的影响。 

3. 时间知觉的研究范式 

时间知觉研究中通常使用四个主要方法(Grondin, 2010)：1) 时间辨别；2) 时间产生；3) 言语估计；

4) 时间再现。在时间辨别法中，参与者需要比较两个顺序呈现的时间间隔的相对持续时间，然后确定哪

个时间间隔更长或更短。时间辨别法一般包含时间二分法和时间泛化法，时间二分法要求被试辨别比较

刺激更接近于两个标准刺激中的“长刺激”还是“短刺激”，然后统计被试反应为“长”的比例，以此

作为纵坐标，以时距作为横坐标做出折线图，并通过分半点的位置反映时间知觉能力；时间泛化法则要

求被试判断比较刺激时间长度是否等于标准刺激，以被试做出“是”反应的比例作为因变量做方差分析(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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缘，2018)。在时间产生法中，参与者需要将客观标记的持续时间转换为主观经历的持续时间，即主试指

定一个时距(如 5 s)，让被试呈现出来。相反地，在口头估计法中，参与者经历目标持续时间，然后需要

将其转换为计时单位。时间再现法，也被称为复制法，即参与者需要重现先前呈现的刺激的持续时间。

由于时间信息的非独立性以及复杂性，时间信息加工任务不可避免地受到任务条件和要求的影响(凤四海，

黄希庭，2004)。例如，时间产生法是研究个体的内部时钟水平差异的合适方法(Rammsayer, 2001)。对于

给定的时间间隔，如果起搏器运行较慢，则观察到时距的产生过长；相反，如果内部时钟运行得更快，

则会观察到时距的产生过短(Block, Zakay, & Hancock, 1998)。而对于时间再现法，即复制法，参与者需要

先经历目标持续时间，然后再现先前呈现刺激的持续时间。所以在时间再现任务中，时间表现主要取决

于注意力和工作记忆，而不是内部时钟水平的变化(Mioni, Stablum, Mcclintock, & Grondin, 2014)。 

4. 时间知觉的影响因素 

已有的研究发现，时间知觉受到了很多因素的影响，可以分别从时间因素和非时间因素这两个方面

来看。 
就时间因素而言，人们往往低估了较长的时距，而对较短的时间间隔，则往往会高估(Domenica, 

Vincent, Chris, & Geraint, 2008)；郭秀艳和聂晶(2003)发现了空时距与实时距的估计准确性的变化特征，

即在 18.45052 秒之前，实时距估计比空时距准确，之后空时距估计比实时距准确。 
就非时间因素而言，研究人员发现个体内部因素，如年龄因素，张志杰和黄希庭(2007)发现运用产生

法时，年老被试比年轻被试显著高估时距，而运用复制法时，年老被试比年轻被试显著低估时距，研究

人员认为年老被试在产生法上对时距的高估可能与内部时钟减慢有关，而在复制法上对时距的低估可能

与老人注意资源的减少有关。这也说明了产生法和复制法具有不一样的心理加工机制。人格对于时间知

觉也有着影响，冲动性更高的个体再现的时距倾向于更短(Wittmann et al., 2011)。某些疾病也会影响时间

知觉，Mioni，Stablum，Prunetti 和 Grondin (2016)同样运用了产生法和复制法研究焦虑症和抑郁症病人的

时间知觉，结果显示，与对照组相比，焦虑患者再现时间间隔不足，抑郁患者过度产生时间间隔。研究

人员认为，焦虑患者的时间功能障碍主要是由于注意力障碍，而抑郁症患者的时间功能障碍主要是由于

起搏器脉冲发射率的变化。S. Droit-Volet (2013)也认为情绪障碍导致的时间表现的恶化可能是由于时间处

理所需的注意力和执行功能的缺陷。刺激的外部因素对于时间知觉也会产生影响。Kanai，Paffen，
Hogendoorn 和 Verstraten (2006)发现相对于静态刺激，被试对动态的刺激往往倾向于高估。不同的刺激通

道对于时间知觉也会产生影响，黄希庭和郑云(1993)的研究发现，对短时距(1 秒，1.5 秒，2 秒)的判断，

听觉比视觉具有明显的优势，延迟对听觉的时间信息检测的破坏作用较小；而对长时距信息(10 秒，11
秒，12 秒)的判断，却未发现听觉的优势现象。陈缘(2018)的结果表明刺激的颜色饱和度和色调对于时间

知觉会产生影响，即实际时间相同的情况下，红色比绿色和蓝色使人感觉到的时间更长，高饱和度色比

低饱和度色使人感觉到的时间更长；马清霞，杨林霖和张志杰(2011)发现，无论是对于阿拉伯数字还是对

于汉语大小写数字，被试均出现低估小数字的呈现时间和高估大数字的呈现时间的倾向。事物所具有的

接近性动机的高低也会影响时间知觉，Gable 和 Poole (2012)发现相比于中性图片(几何图形)和具有低接

近性动机的正性图片(鲜花)，具有高接近性动机的正性图片(甜点)使得个体认为时间过得更快，研究人员

在排除了情绪状态，只操纵接近动机时，也发现了这种现象，即具有高接近性动机的物体会使得个体认

为时间过得更快。 

4.1. 情绪对时间知觉的影响 

情绪对时间知觉的影响，可以分为情绪效价和情绪唤醒度两方面来说。情绪效价对于时间知觉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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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可以通过注意资源模型进行解释，注意资源模型认为分配给时间加工的资源越多，知觉到的时间就越

长，而情绪加工会占用一定的注意资源使得分配给时间加工的资源减少，所以在情绪条件下，知觉到的

时间更短。情绪唤醒度对时间知觉的影响可以通过唤醒机制加以解释，即情绪唤醒作为一种外源刺激会

提高起搏器的速度，增加累加器累计到的脉冲，因此对于高唤醒的情绪刺激所知觉到的时间更长。就情

绪效价而言，被视为愉快和吸引人的事件往往导致“时间飞逝”的体验，相比之下，情绪上令人痛苦的

事件通常会导致“时间拖延”的体验，或者在更极端的情况下，“时间停滞不前”。这些结果在成人和

儿童的几项先前研究中已经得到了证实(Droit, Meck, & Penney, 2007; Droit & Rattat, 2007; Droit Volet, 
Tourret, & Wearden, 2004)。就唤醒度而言，由于体温升高引起的唤醒或多巴胺能药物导致判断时间持续

地更长(Smith, Mciver, Nella, & Crease, 2011)。与其他面部表情相比，愤怒的面孔被发现会产生对时间感

知的过高估计(Fecica & Stolz, 2008)，特别是当面部的凝视指向观察者时(Doi & Shinohara, 2009)。Fayolle
和 Droit-Volet (2014)运用二分法研究了具有高、低唤醒度的动态、静态面部表情对于时间知觉的影响，

结果表明与低唤醒静态面部表情相比，被试在高唤醒动态面部表情中表现出了对持续时间的高估，而且

动态面部表情放大了情绪对时间感知的影响。S. Droit-Volet 和 Gil (2015)在情绪化身体姿势上也发现了时

间知觉的扭曲，即相比于悲伤的身体姿势，被试在恐惧的身体姿势条件下，将刺激持续时间判断为更长，

而在悲伤和快乐姿势之间没有观察到显着差异，研究者认为对恐惧的身体姿势的感知会增加唤醒水平，

从而高估刺激时距。Yoo 和 Lee (2015)采用言语报告范式发现，焦虑情绪会让被试高估时距。 
有研究者认为情绪的效价和唤醒度在对时间知觉的影响上存在着交互作用，Angrilli，Cherubini 和

Pavese (1997)的一项经典研究指出，被试在面对消极情绪图片时知觉到的时距比积极情绪图片更长，并且

这种现象只在较高的激活状态下才会出现。Smith，Mciver，Nella 和 Crease (2011)也系统地研究了被试对

于负性高唤醒、正性高唤醒、负性低唤醒和正性低唤醒四种图像材料在长、短持续时间上的时间判断差

异。在短持续时间中，被试低估了高唤醒和低唤醒负性图像的显示时间，这种效应发生在持续时间短至

133 毫秒；而在长持续时间中，负性高唤醒图像的显示时间被高估了，而正性高唤醒图像和负性低唤醒

图像的持续时间被低估了。这些数据表明情绪唤醒度和效价在时间知觉的不同阶段具有不同的效果，研

究人员认为可能是由于在时间感知的情绪调节的每个阶段涉及不同的神经结构。S. Droit-Volet，Ramos，
Bueno 和 Bigand (2013)运用音乐材料来对时间知觉进行研究，研究结果表明，与主观唤醒度相关的节奏

对音乐的影响是产生时间扭曲的主要因素，即快速音乐被判断为比慢速音乐持续更长时间，但是尽管如

此，情感效价确实调节了节奏对时间感知的影响，令人愉快的音乐的持续时间被判断为比不愉快的音乐

更短。但是也有研究者认为情绪的效价和唤醒度对于时间知觉的作用可能是独立的，甘甜，罗跃嘉和张

志杰(2009)的研究结果显示在不同的实验情境中，情绪的效价和唤醒度对于时间知觉影响的交互作用都不

显著，且情绪主要通过唤醒机制影响时间知觉，被试在高唤醒情绪下知觉到的时间显著长于在低唤醒情

绪下知觉到的时间。 
相比于传统的认知视角，有研究者从具身化的认知视角来说明情绪对于时间知觉的影响，首先，具

身化情绪的观点强调对情绪的感受不仅包括知觉、还包括身体状态和运动的重新体验(Niedenthal, 2007)。
贾丽娜，王丽丽，臧学莲，冯文锋和张志杰(2015)从情绪性模拟和潜在行为应对两个角度分析了情绪的具

身化对时间知觉的调节，表明时间信息在感觉–运动回路中进行加工，支持了具身认知观点。 

4.2. 时间知觉的网络新视角 

21 世纪是移动互联网蓬勃发展的时代，人们现在的生活因互联网变得十分便捷，同时人们也很难离

开网络环境，我们用网络完成学习，娱乐，支付等等活动。网络情境下，只需要简单的几个操作便可以获

取到丰富的信息，还可以与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跨越空间进行交流，这与我们现实生活中的非网络情境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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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巨大。人在数字化的环境下接受信息，加工信息，并对信息进行反馈，反过来作用于外部环境，并同时

受到环境的影响。具身认知理论也认为，认知、身体和环境是一个动态的统一体，外部环境会影响到我们

的身体以及知觉、记忆、推理等认知过程(叶浩生，2010)。已有的关于网络对个体心理影响的研究集中在

认知、记忆、人格、情绪和网络成瘾等方面。在这些心理过程之中，知觉作为一个较为基础的认知过程，

直接受到感觉信息输入的影响，同时又会进一步影响人们的高级认知活动(彭明，金文颖，蔡梦菲和周宗

奎，2017)。刘思耘，周宗奎和李娜(2015)设计了三个实验发现，网络使用经验多的人在面部动词、肢体动

词等加工上与网络使用经验少的人存在显著差异，说明网络使用经验多的群体会由于将更多的时间用于网

络，导致缺乏真实世界中的社交，进而影响了感知觉的加工。而 Wilms，Petersen 和 Vangkilde (2013)的研

究表明，网络使用缩短了加工刺激信息的时间，使得信息能够更快的存储到长时记忆。 
在有关时间知觉的方面，有研究调查了 6~71 岁被试对 3~27 s 时间知觉的准确性，结果发现网络使

用经验越多，越能够提高时间知觉的准确性(徐清风，2015)。而彭明等人(2017)运用时间泛化法，研究了

呈现时间在 600~2400 ms 之内的网络词与非网络词语对时间知觉的影响，发现被试相对于日常词语来说

对于网络词语的时间知觉更长。 

5. 总结与展望 

综上所述，本文分别从时间知觉的理论模型、研究范式、影响因素等几个角度对时间知觉进行了分

析和总结，这些已有的研究对进一步理解时间知觉及其可能的影响因素而言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之所

以着重叙述了情绪对于时间知觉的影响，一方面是因为许多研究者关于情绪影响时间知觉的结论仍存在

许多矛盾，另一方面，由于具身认知理论的兴起，也为研究者提供了研究情绪影响时间知觉的新角度。

在网络发展如此迅速的当代，网络以其复杂性和匿名性，对身处于网络环境之中的人们的时间知觉也有

着影响。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关于网络对时间知觉影响的研究目前还不是很多，而且大多研究都集中在

网络对记忆的影响以及网络成瘾等问题上，因此有关网络对时间知觉的影响值得去进一步的研究。基于

对现有研究的整合，本文认为未来的学者可以从以下几个角度进行更为深入的研究。 
首先，关于情绪对时间知觉影响的具体神经生理机制还应该做进一步的探讨，现有的很多研究从情

绪效价和唤醒度两个方面来研究情绪对时间知觉的影响，却得出了不同的结论，Smith 等人(2011)认为可

能是因为在时间知觉的情绪调节不同阶段存在着不同的神经机制。所以，未来研究应该结合脑神经成像

等技术，进一步探讨情绪的不同属性对时间知觉影响的脑机制。 
其次，随着具身认知理论的兴起，也有很多研究者从具身认知的角度研究情绪对时间知觉的影响，

但具身化调节时间加工的心理机制仍存在分歧，有关具身情绪对时间知觉的理论方面仍有很大的欠缺，

未来的研究可以进一步通过实验研究的方法，补充和发展有关具身化情绪时间调节的理论。 
最后，在 5G 时代来临的现在，网络的进一步发展使得研究网络对人认知活动的影响具有时代性的

意义，而现在有关网络对时间知觉方面的研究却不是很多，未来的研究应该进一步分析网络的不同方面

对时间知觉的影响，例如网络的使用经验，网络词语的情绪效价和唤醒度，网络游戏的参与度等等，同

时可以结合脑神经认知技术，研究影响的具体神经生理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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