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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时间感知是人类一切活动的基础，关于时间感知的影响因素和加工机制是当前心理学人研究的重点领域，

本文介绍了时间感知的定义，研究时间感知的四种实验范式，言语估计法、时距产生任务、时间复制任

务、时距比较任务，还有时间感知的理论模型，分别有生物取向模型、认知取向模型、综合取向模型；

以及影响时间感知的各种因素，包括机体内部外部因素、环境因素。最后，总结了当前时间感知研究的

不足和时间感知未来的研究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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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introduces the definition of time perception, four experimental paradigms for the 
study of time perception, speech estimation method, time distance generation task, time replica-
tion task, time distance comparison task, and theoretical model of time perception, respectively, 
biological orientation model, cognitive orientation model, comprehensive orientation model; and 
various factors that affect the perception of time, including internal and external factors of the 
body, environmental factors. Finally, the shortcomings of current time perception research and 
the future research prospects of time perception are summariz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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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时间知觉是在人类社会实践中逐步发展起来的，同时也存在于人类的各种实践活动当中，因而正确

的感知时间对于个体的生活十分重要。时间感知是人类一切认知活动和动作技能的基础，时间感知大到

与控制个体睡眠、觉醒以及新陈代谢和生殖繁育等有关；中到与饮食、运动等多种生命活动都有关；小

到影响了个体动态的控制和语言的产生。当前研究表明精神分裂患者与健康对照组的时间感知是存在显

著差异的(Zhang, Zhao, Liu, & Tan, 2016)，并且可卡因成瘾者的时间变异性会更高，同时与健康对照组相

比会明显高估秒以内的时距(Mioni, Sanguin, Madeo, & Cardullo, 2022)。时间感知是个体跨期决策的必需

品，而且这个影响是具有共性的，研究表明这个结论在健康对照组和可卡因成瘾组都是成立(毕翠华，齐

怀远，2022；赵曼玉，2022)。已有研究表明时间感知于人们生活中无处不在，如果个体失去时间感知能

力或者时间感知能力紊乱，其个体的生活则会遭受严重的影响。因此深度全面的探究时间感知是非常有

必要，本文对当前有关于国内外时间感知的实验范式、理论模型以及影响因素的文献进行了系统的梳理，

致力于揭示当前时间感知研究的现状、测量工具，以及影响时间感知的因素，对后续时间感知研究具有

现实意义。 

2. 时间与时间感知 

时间就似一条向前奔流不息的河流，从上古时代到此时此刻的现在再到要不可以的未来，在时间这

条长河中，某个单个的时间点是不具有实际意义的，必须与具体的对象相结合才有实际意义，比如 10 月

1 日这个时间点是没有意义的，在在 1949 年以后，10 月 1 日这个时间点就具有实际的意义，是新中国成

立的时间，对于全体中国人民的意义十分重大。但是日常生活中时间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客观存在的

时间，不会因为人的意志存在变化，可以理解为用工具测量的时间，比如早上六点。另一种是个体主观

的感受到的时间，与个体的特质，情绪、环境等密切相关，相同的一天，有人度日如年，有的人觉得昙

花一现。这种主观感知时间的快慢就是时间感知，黄希庭将时间感知定义为个体在不使用任何计时工具

时主观感知到的时间的快慢、长短。个体的时间感知是在社会中形成和发展的，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如

个体所处的周围环境、个体当前的情绪状态及个体的人格特质等(黄希庭，1993)。研究表明时间感知是人

类必备的基本能力，并且会影响个体认知过程的发展(Gerstner, 2012)。Hornik 认为时间感知是主客观时间

之间的转换或两者间的匹配与否(Hornik, 1984)。 

3. 时间感知的研究范式 

测量时间感知有四种基本的研究范式：一是言语估计法，给机体呈现一段时间，然后要求机体估计

这段时间的时长；二是时距产生任务，为被试提供一段时间，目前的研究主要是秒和毫秒为单位，被试

通过按键表明主试提供的时钟时间产生出该时距；三是时距复制任务，先给被试呈现出一个固定的时距

刺激，然后呈现一个缓冲，再给被试呈现与先前相同的刺激物，当被试感觉刺激物呈现时间和与先前呈

现的时间相同时，被试按键反应。四是时距比较任务，先给被试呈现一段标准时距，然后给被试呈现两

段不同的时距，被试需要决定按键反应哪个是标准时距(Wittmann & Paulus, 2008)。 
在言语估计法中，要防止被试使用计数策略记住时间，计数策略，是一种使用内部言语的记住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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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很大程度上会使被试估计的时距更加准确。一般在实验时，主试会要求被试不要去数数，即使如

此依然很多被试在实验后的自我报告显示有使用计数策略记住时间。 
防止这种情况比较有效的方式是在两个刺激呈现时间的间隔中给被试呈现一个其他的任务，一般来

说会是一个简单的任务，比如出声读出伴随刺激物出现的字母或者数字，但是根据 Walsh 提出的数量理

论和当前的诸多相关研究，已经有较为充足的证据表明数字刺激会影响人们的时间感知(Walsh, 2003)。
在贾志平的研究中发现：在一个行为标准的时间比较任务中，当刺激是由不同形式的数量组成时，对小

数量的持续时间偏于低估，被试的反应错误率会增加(贾志平，2010)。这一结果非常类似于经典的数字空

间联合编码效应(SNARC 效应)，从而论证了数量和数值对时间知觉具有显著影响。 
言语估计法估计和时距产生任务这两种研究范式，被试需要在主观时间和客观时间单位之间进行转

换，目前的研究主要是秒和毫秒的时间单位为主，这两种任务可从注意机制的角度解释个体差异。在时

距复制和时距比较任务中，被试都需要比较两个时距，时距复制任务中被试将自己对先出现的刺激与现

在出现的刺激物的时距进行比较，而时距比较任务中被试比较的是当前出现刺激物的时距。这两种时间

感知研究范式受到机体的内外部因素，如情绪效价或唤醒程度、刺激的属性都会影响时间感知的结果。 

4. 时间感知的理论 

于时间信息加工的内在机制的探讨是时间感知研究的热点和重点，人们试图通过对客观时间和主观时

间的关系的研究而建立出一些模型来解释二者存在差异的原因。风四海等人目前时间感知的理论模型进行

了归纳总结，当前的时间感知主要有三种取向：生物取向、认知取向和综合取向(凤四海，黄希庭，2004)。 
生物取向假设机体对于时间信息的加工如同“看表计数”一般，人体内部存在着时间计数器(Treisman, 

1963)，具体来说就是人体内部存在内部时钟来掌握时间，这个取向的前提是机体具有基本的知觉能力，

由于机体通过内部时钟感受时间，所以只要对生物钟产生影响的机体变量，如温度，药物都会通过影响

生物钟高估或者低估时间(Fraisse, 1984; Nuttin, d’Ydewalle, & Lens, 1981)。万群等人认为生理唤醒水平会

影响内部时钟，唤醒水平越高，时间感受就越快(万群，林苗，钱秀莹，2010)。 
认知取向认为时间信息的加工与注意和记忆密切相关，和生物取向相比，它多了时间寄存器的模块，

这个模块可让计数器获取的信息暂时存储并形成组块，从而形成更大的时间单元以扩展时间信息容量(凤
四海，2006)。认知取向强调个体的认知加工过程及其特点是影响时间知觉的主要方面，特别是注意、任

务要求、刺激变化速度，刺激属性、反应标准等。 
上述的两者时间感知取向即使能够解释人类时间感知的现象，但是仍然有很多复杂时间知觉现象无

法解释。不论是纯粹的生物取向还是纯粹的认知取向，都只考虑时间感知的内部或者外部的因素，但其

实机体的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都对机体时间感知产生了影响，因此综合取向是当前该领域的理论研究趋

势。目前被认为是较成熟的综合模型是 Zakay 和 Block18 提出的“注意闸门模型”，该模型不仅考虑了

机体的内部因素的作用，如节拍器、计时器等，还考虑了机体外部因素的作用，如注意开关、反应机制

等，更考虑环境因素，如任务的特征、属性以及要求等(Block & Zakay, 2000)。 

5. 时间感知的影响因素 

5.1. 机体对时间感知的影响 

当前关于机体内部对时间感知影响中影响因素研究最多的是机体情绪对时间感知的影响，具体表现

为情绪的唤醒水平和效价影响机体的时间感知。在 Angrilli 的研究中，通过操纵被试的情绪唤醒水平和效

价。然后让被试复制先前的刺激材料持续的时间。结果表明：虽然情绪效价和情绪唤醒水平的主效应的

不显著，但是情绪效价和情绪唤醒水平之间的交互作用比较显著，具体来说，在高唤醒水平的条件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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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消极图片，被试对积极图片产生了低估的现象；而在低唤醒的条件下，与消极图片，被试对积极图片

被高估的情况出现的更多(Angrilli, Cherubini, Pavese, & Manfredini, 1997)。我国学者对此也进行进一步研

究，甘甜等人的情绪与时间知觉关系的研究中论证了情绪对时间知觉具有显著影响，并且进一步发现，

呈现刺激的时间相同，唤醒水平越高，其被试感知到的时间就越长，在短时距范围下，情绪对时间感知

的影响，主要是通过唤醒机制起的作用。在短时距下呈现情绪刺激时，被试知觉到的时间更长。并且有

研究表明即使采用不同的情绪启动材料或实验范式，都在刺激呈现 2 s 内发现被试显著高估高唤醒水平下

刺激的时间，说明这种高估与情绪启动材料或实验范式等因素无关(Droit-Volet & Meck, 2007)。学者们后

续不断对时距进行精确化，研究表明，在短时距下主要是情绪的唤醒机制发挥作用，并且随时距增长唤

醒机制的作用削弱，到 2 s 以后唤醒机制的作用被注意机制逐渐替代，4 s 左右二者达到均衡，到 6 s 以后

后，注意机制作用更为显著，所以当长时距时被试知觉到情绪刺激的时间更短(Allan, 1998; Noulhiane, 
Mella, Samson, Ragot, & Pouthas, 2007；甘甜，罗跃嘉，张志杰，2009)。 

除了情绪唤醒水平对时间感知具有影响，情绪效价对时间感知的影响也不可忽略。研究发现，相对

于中性刺激，个体对具有情绪效价刺激的时间感知会更短(Gil & Droit-Volet, 2009)。但也有其他学者研究

发现相对于中性刺激相比，被试高估对情绪刺激的时间感知(Droit-Volet, Fayolle, & Gil, 2011)。虽然两个

研究结论完全相反，但是毋庸置疑的是这两个研究结论都表明情绪对时间感知具有影响。有学者进一步

研究了基本情绪对时间感知的影响，与伤心的躯体表达，被试对恐惧躯体表达估计的时间更长。当个体

处于恐惧或愤怒的情绪状态下，其个体的主观时间感知会被拉长(Fayolle & Droit-Volet, 2014; Tipples, 
2008)。快乐和愤怒的情绪面孔会使人们高估时间(Effron, Niedenthal, Gil, & Droit-Volet, 2006)。焦虑情绪

影响机体的时间知觉，焦虑情绪虽然对机体的内隐时间知觉无影响，但是对机体的外显时间知觉有影响，

在外显时间任务上，焦虑患者表现出对时间的低估(吴子雨，2022)。 
除了个体的情绪会对时间感知产生影响，注意也是很重要的影响因素，注意对个体时间体验具有调

节作用，对时间事件注意力的差异会导致个体对时间体验的差异(Brown & Boltz, 2002)，对间隔时间的关

注，使时间看起来会以较慢的速度流逝，即主观感知时间变长(Cahoon & Edmonds, 1980)。并且当在时间

任务中要求被试同时对进行的时间与非时间任务分配注意资源时，若个体注意资源分配到时间任务较少

时，其感知到的时间就会比实际时间短，即个体会低估对时间的判断(Casini & Macar, 1997; Grondin & 
Macar, 1992; Macar, Grondin, & Casini, 1994)。这些研究都很好的解释了对光阴似箭、白驹过隙、日月如

梭等中国成语对于时间描述背后的心理原因，并且当个体注意资源分配到时间任务越多时，被试对时间

间隔估计的越准确。但是在单任务实验中，个体对目标刺激呈现的时间越关注，其越能准确估计刺激的

时间(邹枝玲，黄希庭，2007；Grondin, 2010)，这些研究都表明了注意是时间感知的重要影响因素，并且

注意在长时距中的作用更为显著。 
童年的经历也是会导致个体时间感知的差异，与童年社会经济地位高的个体，童年社会经济地位低

的个体更易于高估时距(孙时进，杨戒，郭栋，高建伟，2022)，研究表明暗示纹状体多巴胺是影响时间感

知的关键因素(Fung, Sutlief, & Hussain Shuler, 2021)，这和情绪对时间感知的影响结论基本一致，多巴胺

直接影响到有机体的情绪，药物、酒精和运动等都会刺激多巴胺的分泌从而导致个体的时间感知存在差

异，酒精中毒期间会导致个体高估或者低估时间(Nuyens, Billieux, & Maurage, 2021)，通过让参与者在移

动随机应用四个级别粘度的机械臂时对听觉间隔进行计时，结果表明，较高的粘度会导致较短的感知持

续时间(De Kock, Zhou, Joiner, & Wiener, 2021)。 

5.2. 刺激物对时间感知的影响 

不仅机体的内外部因素是时间感知的重要因素，刺激因素也是时间感知的重要因素。刺激的呈现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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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不同，其时间感知也会存在差异，人们低估对较长的时间间隔，而高估较短的时间间隔则(Bueti, Walsh, 
Frith, & Rees, 2008)。刺激的类型也会影响到时间感知，即被试对数字刺激的持续时间感知会受到数字的

数值大小的影响，详细来说，同刺激的数值和数量与其持续时间不一致相比，刺激的数值和数量与其呈

现时间一致时，被试的反应错误率较低(贾志平，2010)。刺激状态影响时间感知，与静态刺激相比，动态

刺激呈现的时间被高估(Kanai, Paffen, Hogendoorn, & Verstraten, 2006)。并且刺激维度也影响了时间感知，

与小维度的刺激相比，被试判断大维度刺激其持续时间更长(Xuan, Zhang, He, & Chen, 2007)。 

6. 时间感知的研究不足和展望 

首先，时间感知的研究范式缺乏统一的标准，目前关于时间感知严加范式分别是言语估计法、时间

产生任务、时间复制任务、时距比较任务，由于时间感知研究的范式缺乏统一的标准，其实验结果也存

在差异，有的研究显示机体在情绪效价的状态下会高估时间体验，有的研究结论却表明在情绪效价下会

低估时间。其次研究时间感知的具体时间也是存在差异，有的研究以秒为单位，有的研究以毫秒为单位，

因而目前的研究没有统一的标准，后续研究应该对当前的时间感知研究范式和具体测量时间进行标准化。 
其次，缺乏以分或者时为单位的研究，目前的关于时间的感知的研究主要以毫秒和秒为单位，缺乏

以分或时为单位的研究，目前有研究表明时间感知和拖延行为、自我效能感、时间洞察力具有显著相关，

但这些的时间因素的单位毫秒和秒的研究不足以支持，因而后续的关于时间感知的研究应该考虑以分或

者时为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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