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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见”节拍：生物运动中的节拍感知
山东师范大学心理学院 朱紫璇 路晓漫

本研究受“山东师范大学大学

生创新创业计划项目”（“看见”节

拍：探究跟随生物运动作拍子同步

的表现及影响因素；项目编号：

202110445103）资助

摘要: 人们不仅可以从光点生
物序列中提取大量的社会性信息，

而且可以感知到许多时空信息。虽

然现实世界中的生物运动种类繁

多，但是其时间信息通常具有周期
性，即生物运动往往具有节奏。以往

研究表明，光点人形序列是一种能

够有效诱发视觉节拍感知的视觉刺

激，本文就人们对光点生物运动节

拍感知的现象、特点和机制的相关

研究进行了评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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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心理学研究领域，生物运动

(biological motion, 简称 BM)被认为

是生物体（人类和动物）在空间上的
整体性移动行为（蒋毅，王莉，

2011）。目前对于生物运动的研究大

多集中于生物识别，而现实世界中

生物运动刺激除包含生态信息外，

还因运动的特点而包含基本的时间

信息，人们在现实情境中通常需要

对生物运动的时间信息进行感知

觉、加工和反馈。例如，守门员需要

根据踢球者的运动信息推测何时有

进球的可能以及何时对球做出拦

截；驾驶员需要根据行人的运动信

息预测行人何时改变运动状态以及
何时做出恰当的避让。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现实世界

中的生物运动种类繁多，但是其时

间信息通常具有周期性，即生物运
动往往具有节奏。例如，人在走路的

时候会进行诸如脚步更替和手臂摆

动等周期性重复动作，而这些周期
性重复动作蕴含着节奏，并且可以

被人所感知。以往研究发现，虽然在

心理学实验中经常用作光点人形序
列（由代表了头部及关节等重要部

位的光点组成）的各个光点的运动

轨迹复杂而具有层次性（即人在做

周期性运动时，身体各部分都有各

自的周期性运动轨迹），但却依然是

一种能够有效诱发视觉节拍感知的
视觉刺激(Su, 2014a)，也就是说，人

们仍然可以将所有同时运动光点的

运动学信息有效地整合起来，提取

并感知其中最显著的周期性水平，

即节拍（Stadler et al., 2012）。

那么，当生物运动的何种视觉

运动特征被人类捕获时，人类才能

够感知到生物运动节拍发生呢？为

探讨这一问题，最早的研究者构造

了包含 60 个周期、节拍间隔为

600ms的等时间间隔周期性光点小

人刺激，该刺激记录了人在脚离开
地面的情况下重复的膝盖弯曲动作

的光点小人运动序列。在这一研究

中，被试被要求判断“视觉刺激运动
到最低点的时刻，和实验中所呈现

的听觉节拍发生时刻是否同步”。结

果表明，在视觉刺激任务下被试将

每个向下轨迹中的速度峰值作为其

视觉参考点，并且视听两通道刺激

节拍同步性的判断依赖于对视觉节

拍的感知(Su, 2014b)。

另有研究者将视野集中于包含

复杂节奏的生物运动，探究舞蹈动
作的光点小人的节奏感知，并且聚

焦“以生物运动为刺激的节奏感知

是否与以听觉节奏为刺激的节奏感

知是否具有相同机制”这一问题。研

究利用光点小人构造两套舞蹈动作

刺激，通过两个实验发现，对于舞蹈

动作节奏感知存在类似听觉节奏感

知的“细分效应”，这暗示两者的机
制可能一致 (Su, 2016a)。在此基础

上，研究者进一步探究了光点小人

的不同身体部分所提供的节奏信息

对于节奏知觉的影响。结果表明，在
光点小人舞蹈运动节奏中，腿部的

运动被感知为节拍，而躯干跳动被

感知为“细分”，进一步暗示了舞蹈
中视觉节奏感知和音乐中听觉节奏

感知存在相同的机制(Su, 2016b)。

综上所述，生物运动知觉领域

的研究尚处在发展初期，并且研究

者的关注点主要集中于探讨生物运

动节拍感知与听觉节奏感知的异

同。然而，生物运动本身蕴含着独特

外部构型和运动模式，未来研究可

以开拓更加丰富的范式，进一步探

究这些特征对于生物运动节拍感知
的影响与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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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邹城公用水务有限公司干部
职工下沉社区做好疫情防控工作
本报讯 近日，疫情防控工作

中山东邹城公用水务有限公司干
部下沉到社区严格排查外来人员，

认真落实看码，测量体温，做登记

等防控措施，强化社区统筹力度。

邹城第四轮核酸大排查中，公

司董事长积极布署，宣传动员。污

水分公司张苓、财务科冯琦和信息

技术科刘广香负责维护核酸检测

现场秩序，一天下来，脸上两道深

深的痕迹，耳朵也失去知觉。党群

部孙洋、姜国英、袁冶，负责敲门劝

导做核酸，楼上楼下挨家挨户排

查，晚上脚肿的脱了鞋子才能走
路。邹城公用水务有限公司 24名

党员干部职工轮流值班，平均每天

敲门 300多户。通过摸查、记录档

案“底子”建起资料数据的“仓库”。

邹城公用水务有限公司全体

干部职工和奋战在防控一线的工

作人员一起，有信心、有决心，慎终

如始抓好疫情防控工作，控制局部
聚集性疫情，打赢这一场硬仗。

（通讯员 陈秀珍）

初中物理教学中问题教学法探析
山东省东平县接山镇中学 徐向民

巴班斯基将教学最优化的标准

定为两条，即教学效果和教学时间，

分别定义为“解决教学和教育任务
的效率和质量”和“师生在解决这些

任务时所消耗的时间和精力”。所谓

问题教学法，就是通过创设一定的

情境，通过师生互动的方式，发现问

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过程。它

以问题为主线，以问题引入、问题归

纳，又以新的问题引入新的学习过

程，让问题贯穿于课堂教学的整个

过程。通过问题来激活学生的思维，

通过问题使平静的课堂泛起波澜，

使平淡的课堂充满激情，使学生从

被动学习变为主动学习，便于培养

学生的创新思维和能力。

一、问题引入，激活思维
在教学中教师首先要创设情

境，制造“悬念”，放手让学生观察、

实验、思考，让具体的自然事物、有

趣的自然现象紧紧吸引学生，激活

学生思维，多而使他们产生强烈的

探究欲望。比如在《流体压强与流速

的关系》教学中，课伊始，我便对学

生说："咱们用塑料瓶和硬币做一个

游戏，"讲清游戏规则后，学生们怀

着好奇心开始玩，不大功夫，只听学

生惊喜地叫道："呀，硬币跳起来了！

""还‘扑扑’地发出声音呢！""硬币为
什么会跳起来呢？"我不失时机地

问："你认为是怎么回事呢？"提出一

个开放的发散思维的问题，学生的

情绪一下子活跃起来，对这个问题
作出了种种假设：可能是水槽中的

热气将它顶起来了；可能是塑料瓶

受热膨胀将硬币顶起来了；可能是

瓶内的空气将它顶起来了；可能是

硬币上的水变成水蒸气要往外跑，

所以把硬币顶起来了……。发散思

维是创造活动的起点，这一学习活
动，既促进了学生积极思维，又能形

成下面探究学习的动机。

二、阅读理解，发现问题
课堂教学中，我常会安排

5———10 分钟的时间让学生阅读教

材，这是一个学生自主学习的过程。

教师要适当创设情境，激发学生的
学习兴趣，使学生产生要迅速学习

的欲望。要引导学生主动发现、获取

新知识，明确所碰到的困难和问题，

做好提出问题、讨论探究的准备。这

一环节也可安排学生在课前预习完

成。

三、实验探究，讨论交
流

探究时首先要提出问

题，并大胆猜想，再围绕探究的问

题，设计实验方案。在此过程中，教

师要引导学生细心观察，记录实验

数据，并注重分析，得出结论。要注

意培养学生搜集和处理信息的能

力、获取新知识的能力、分析和解决

问题的能力。在探究过程中，教师要

针对探究过程中的细节，有针对性

地设计有关问题，把要探究的问题

分解，在教师的启发引导下，学生通
过讨论，解决问题。

在实施问题教学的课堂中，同

学之间、师生之间交流合作和思维
碰撞的过程，也就成为学生成长、教

师提高、教学相长的过程，也就是师

生互动、共同发展的过程。教师角色
由以往的传授者转变为教学活动的

组织者、参与者，其发挥的主要作用

是创设情境、激发志趣，引导学生自

主学习。学生的学习由被动接受的

状态转变为提问质疑、主动参与、自

主学习、合作交流的学习状态。随着

问题教学法的实施，学生在教师的

指导下，知识能力和整体素质得到
培养、发展和提高。

教育评价的有效策略
山东省东平县接山镇徐坦小学 崔本林

山东省东平县接山镇遂城小学 亓冬梅

课堂教学中的评价至关重要，它总是

伴随着教学的始终，贯穿于整个课堂。缺

少激励的课堂如一潭死水，缺乏生机，嚼
之无味，精妙的评价语言如急风骤雨，能

掀起阵阵波澜。课堂上会生机勃勃，孩子

们的思维也会顿时活跃起来。

下面是有关快乐的一篇文章的一个

教学片段，授课老师的出色评价让孩子们

感到了学习的乐趣，“课文学完了，小朋

友觉得做什么事最快乐呢?”生 1：“我觉得
写字最快乐。”师赞许地点点头，“你感觉

到了学习的快乐，愿你成为学习的主人。”

生 2：“我觉得帮助别人最快乐。”老师走到

这个学生的面前摸摸他的头，“老师相信
你一定会成为一个乐于助人的好孩子。”

生 3：“我觉得看动画片、玩游戏最快乐。”

师：“你的感受真独特，我想你一定能从看
动画片、玩游戏中得到很多有用的知识。”

这时老师发现一个学生默默地低下头，于

是轻轻地走到他面前，真诚而又耐心地

说：“孩子，你大胆地

说吧!”这个学生带着

哭腔说：“我没有快

乐，爸爸和妈妈离婚

了……”老师激动而
又同情地说：“别伤

心，老师就是你的父母，同学就是你的好朋

友，我们班就是你的家。我们一定会让你感
到快乐的。”众生：“我们一定会让你快乐

的。”这个同学激动地点点头，泪水模糊了

他的眼睛。

这是令人感动的一幕，老师几句看似

平常的话语，不经意的几个动作，却深入到

了学生的情感世界。老师的语言没有虚情

假意的表扬与鼓励，有的只是师生真情的

交融，有的只是教师真正将关爱与智慧的
甘露滴注在学生的心中。教师只有携带真

诚的爱，真诚的心和我们的每位学生走近

就会发现其实每一位学生都有他们值得赞
扬的地方，多一些鼓励少一些批评，孩子们

也会还你一个真诚的自己，一张灿烂的笑

脸。你就会发现做教师是一件多么快乐和

幸福的事啊。

教育评价如春风化雨滋润学生的心

灵，让孩子们在阳光下茁壮成长。

从古至今，猫和老鼠就是

一对冤家。这可把老鼠大王愁

坏了。他心想：”得想个办法，让

我们和猫化敌为友！”于是，他

眼睛一眨，便计上心来。

这天晚上，老鼠大王让全

体子民到会议室集会，他要召

开一个大会。这不，上千上万只

老鼠便浩浩荡荡地赶来了。老

鼠大王站在高高的桌子上，大

声说：“朋友们，猫是我们的天

敌。最近，我已经想出了一个好

办法，让猫和我们化敌为友！”

话音刚落，台下就响起了一阵

欢呼。这时，一只小老鼠好奇地

问：“大王，大王，我们用什么方

法呢？”老鼠大王神秘一笑：

“嘿，你们明天就知道了！”

第二天清晨，老鼠们全体

出动，来到了森林菜场里，他们

买了很多鲜美的大鱼。买好以

后，他们有的抬着，有的扛着，

有的拖着，好不热闹。鱼行老板

好奇地问：“你们买那么多鱼干

什么呢？你们不愁吃也不愁穿

呀！”老鼠大王狡猾地笑了笑，

说：“是不愁吃喝，可要平安无

事，也要花点儿钱呀。”鱼行老

板虽然听不太明白，可还是美

滋滋地数起了钱。他哪里知道，

老鼠们背后的计谋。

猫没有鱼吃，只能选择其

次———捉老鼠，可每天都有老

鼠送来的大鱼，就慢慢地养成

了习惯。最终，猫果然与老鼠们

“化敌为友”了。鱼行老板这才

清醒过来：自己虽然赚了钱，却

引发了鼠灾。

（指导老师：钟建红）

化敌为友
浙江省余姚市东风小学教育集团
（东风校区）404班 包雨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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