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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场景知觉是指人们如何感知和处理真实环境中的复杂信息。这些场景包括物体和背景两个重要的组成部

分，并根据加工水平不同，可以分为三种不同的类型。对于场景信息的处理机制，存在多种理论解释，

如直觉整合模型、特征整合模型、贝叶斯层级模型、导向搜索模型、背景引导模型和双通道加工模型。

研究者已经尝试采用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两种方式来解释场景信息的提取和加工，并尝试从二者交互的

角度进行解释。此外，不同的实验目的和技术，如搜索范式、变化觉察范式、物体觉察范式、眼动范式

和背景提示范式等，被用于研究场景信息的知觉问题。但是，场景的定义、不同理论模型间以及范式间

的整合和不同加工阶段的加工方式仍需要进一步深入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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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cene perception refers to how people perceive and process complex information in real-world 
environments. These scenes consist of two important components, objects and backgrounds, and 
can be categorized into three different types depending on the level of processing. There are mul-
tiple theoretical explanations for how scene information is processed, including intuitive integra-
tion models, feature integration models, Bayesian hierarchical models, guided search models, 
background guidance models, and dual-channel processing models. Researchers have attemp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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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explain the extraction and processing of scene information using both top-down and bottom-up 
approaches, and have tried to explain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two. In addition, different expe-
rimental paradigms and techniques, such as search paradigms, change detection paradigms, ob-
ject perception paradigms, eye movement paradigms, and background cueing paradigms, have 
been used to study perception problems related to scene information. However, the definition of 
scenes, the integration of different theoretical models and paradigms, and the processing methods 
of different stages of processing still need further exploration and discu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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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近年来，视知觉研究成为基础心理学和实验心理学中的重点。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和研究的深入，

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开始关注人们如何知觉和加工周围的真实场景。早期的视知觉研究将人们的视觉加工

过程划分为三个层级[1]。第一层级的研究关注于物理属性特征，例如颜色、形状、大小、表面和边界等；

第二层级的研究者则主要研究刺激物与背景空间关系的提取，但不涉及心理意义的获取；第三层级的研

究则主要研究物体在视觉系统中的表征过程及其心理意义的获取，这个层级主要探究认知加工和知觉表

征之间相互关系，包括场景信息的提取、刺激物识别以及视觉工作记忆等内容。 

2. 场景与场景知觉 

2.1. 场景的界定 

场景是由多个离散的物体及其背景构成的一种具有连贯性的图像，同时具有语义一致性效应[1]。场

景由两个部分组成：背景和物体。背景通常指表面和结构范围较大的相对静止的物体，如房间和地板等。

物体则指范围较小且不连续的刺激物，如书桌和挂钟等。在场景知觉中，背景和物体之间的关系是相对

的，一个刺激物既可作为物体也可作为背景[2]。场景还可以根据构成方式分为真实场景和人工场景。真

实场景是具有独特物理属性的离散刺激物和它们所处的空间背景相结合而形成的一种特定的空间层次结

构。人工场景则是由简单的图形符号构成，同时具有人为的结构特征和语义信息。 

2.2. 场景知觉的概念及分类 

场景知觉是人类视觉系统对真实场景中的刺激物和背景进行识别和加工的过程[3]。人类的视觉加工

可以分为三个水平：初级水平、中级水平和高级水平。初级水平是提取场景的基本内容；中级水平是提

取场景中独立、离散的刺激物的特征信息；高级水平是加工场景的语义信息。而场景知觉研究的重点就

在于探究人们视觉系统的高级水平在加工和识别真实场景中刺激物和背景时的工作模式。 
目前，场景知觉的研究利用三种类型的材料，分别为低、中、高水平的视觉研究。低水平的研究以

简单无意义场景为研究对象；中等水平的研究则将多个物体简单放置在一起作为场景；高级水平的研究

以真实的情景为研究对象，例如利用彩色图片、3D 模拟场景图或虚拟现实系统等，其研究目的在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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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体的语义概念、知觉加工过程以及多种认知方式的相互作用等等[4] [5]。这三种类型的材料反映了场景

知觉研究的不同层次和水平。 

3. 场景知觉的理论模型 

有关场景知觉研究的理论基础主要包括两个方面：感知组织理论和知觉加工流理论。感知组织理论

认为，人类对视觉信息的处理是按照一定的规则和原则进行的，即人们能够将视觉信息分解成各个部分，

而整合这些部分得到完整的视觉信息。这些规则和原则包括图形分离原则、相邻性原则、共形性原则等。

知觉加工流理论则认为，人类对视觉信息的加工是一个分层次的过程，即先对信息进行初步的预处理，

再进入后续的加工流程。这个理论认为，视觉信息的加工流程包括初级视觉加工(边界检测、色彩感知等)
和高级视觉加工(目标识别、场景知觉等)两个阶段。这些理论为场景知觉研究提供了理论基础，同时在具

体的场景知觉研究中，研究者也会结合具体的实验任务和方法对这些理论进行验证和完善。 

3.1. 直觉整合模型(Intuitive Visual Integration Model) 

场景知觉中，人们通过视觉搜索捕获视觉信息。直觉整合模型认为每个注视点都有其独特的表征，

即使在同一位置出现的系列刺激没有在视网膜的同一位置也可以进行整合[6]。在视觉搜索时，先捕获到

的注视点信息会存储在一个缓存加工器中，并整合前面获得的信息，形成完整的视觉信息表征[7]。每次

搜索都需要进行调整，以与真实情景中客观刺激物位置的内在模型相一致。 

3.2. 特征整合模型(Feature Integration Model) 

特征整合模型是 Treisman 和 Gelade 在研究视觉加工过程中提出的，该模型认为视觉加工包含特征登

记和特征整合两个过程[8]。在特征登记过程中，视觉系统自动化地加工场景中客体的特征，形成各个维

度的特征地图；在特征整合过程中，知觉系统通过相关的知识和经验将之前独立的特征整合成完整的客

体表征。场景知觉是视觉特征分析和识别网络共同作用的结果，但更强调知觉特征加工的自下而上的过

程。 

3.3. 贝叶斯等级模型(Bayesian Hierarchical Model) 

贝叶斯等级模型是基于特征整合理论提出的，可用于表征场景中的客体信息。关于场景知觉，人们

对于场景中客体的识别持不同看法，Li 等人结合贝叶斯框架提出了层次模型。该模型由四个层次组成，

包括图式子成分、图式、场景和类别[9]。场景中的每个区域表征为不同图式的子成分，对场景的表征是

通过对局部信息的累计完成的[10]。根据模型，场景图式表征不是自上而下的处理过程，而是自动完成的。

在场景知觉中，语义约束、客体关系和任务约束等因素会影响场景信息的整合。 

3.4. 导向搜索模型(Guided Search Model) 

根据 Wolfe 提出的导向搜索模型，在初级视觉加工阶段，我们通过平行处理各位置的视觉信息获取

信息的基本特征，这些特征会激活各个视网膜投射图形成激活地图[11] [12]。这一激活地图引导着随后的

搜索过程，该过程通过确定眼动的方向、合理分配注意资源和忽视不符合目标刺激特征的刺激，从而使

视觉特征的整合更有效。 

3.5. 显著性地图模型(Salience Map Model) 

显著性地图模型旨在从视觉分析和认知加工视角来分析场景知觉的加工，主要关注注视位置和注视

时间等因素[13]。模型中，视觉信息的初步分析会影响对目标的视觉表征；视觉空间会结合物理特点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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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潜在兴趣范围，并赋予显著性权重，这个显著性权重结合空间位置关系构成显著性地图。显著性权重

由客体的视觉刺激物理特点及目标任务带来的自上而下的主观经验共同决定。在视觉信息加工过程中，

有两个基本规则：一是注意分布在最高意义的视觉场景的空间面积，二是眼睛总体需要的注视时间由两

个完整的区域意识的分析和决策的认知加工时特征决定。 

3.6. 背景引导模型(Contextual Guidance Model) 

Torralba 等人提出了背景引导模型，该模型是在贝叶斯等级模型基础上，利用计算机算法模拟人类识

别过程，研究背景如何影响场景和客体识别。模型为场景中目标搜索提供了概率框架，通过整合场景整

体信息和局部信息来确定目标位置[14] [15]。背景引导模型认为，客体识别受场景背景信息和过去经验的

共同影响。 

3.7. 双通道加工模型(Dual-Path Model of Scene Processing) 

Ungerleider 和 Haxby 在研究中发现，人类的视觉加工可以分为腹侧通路和背侧通路[16]。腹侧通路

主要负责加工刺激信息，背侧通路则加工空间信息。虽然这两个通路并不是完全独立的，但双通道模型

可以帮助我们理解情景识别以及相关研究结果。根据已有的研究结果，Chun 提出了场景识别的双通道加

工模型，认为整体特征会引导背侧通路加工空间信息，腹侧通路则表征场景中的刺激物[17]。 
不同的理论模型虽然对于理解场景知觉有重要意义，但需要综合这些理论并进一步探索。 

4. 场景知觉的加工方式 

人们的视觉系统每天接收着很多输入的刺激信息，他们通过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两种方式进行加工

和识别。自下而上加工方式是以物体的物理特征驱动整个场景的加工过程，这种方式会吸引人们的注意

力，且是被动接受场景本身的属性的引导。自上而下的加工方式是基于知觉者的知识、经验、期望和动

机[18]，这种加工方式在场景非常模糊，物理特征并不明显无法识别出刺激物时依然可以识别一个场景

[19]。相比于在人工场景中对刺激物表面特征的加工，真实场景中更多涉及语义信息的获得，这种加工方

式是对低水平的物理特征与知识经验的整合[20]。在视觉搜索中，场景语义信息的引导比物理属性的引导

作用更大，在搜索过程中对场景语义的理解也会影响视觉搜索。这两种方式对场景的加工和识别起到了

不同的作用，其中自下而上的加工已经足够让人们识别一个场景，而自上而下的加工则能预先提示语义

信息。 

5. 场景知觉的理论模型 

场景知觉研究区别于其他视觉认知研究的独特之处在于，它不仅考虑了背景和客体信息，还需要考

虑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然而，这些因素可能会成为实验中影响相关实验变量的额外变量，从而影响研

究结果的纯净性。因此，针对不同的研究目的，研究者选取不同的研究范式来突出重点。常见的场景知

觉研究范式包括搜索范式、变化觉察范式、物体觉察范式、眼动范式和背景提示范式等[21]。 

5.1. 搜索范式 

在场景信息识别的研究中，搜索任务范式被广泛使用。在这种范式下，被试需要搜索一个或多个混

杂在非目标刺激中的目标刺激，并记录反应时和判断的准确性以考察识别的绩效。搜索绩效的标准测量

指标是搜索函数的斜率，它是单位时间内目标搜索处理量的一个估计。截距也是参考指标，反映了任务

成分，包括注意选择之前的视觉加工以及决策和运动等成分。在某些实验条件下，可以从错误率中获得

更多的信息。例如，刺激物呈现时间非常短会导致错误率升高[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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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变化觉察范式 

变化觉察范式旨在了解被试对场景中物体的变化进行探测和识别的能力。该范式通常要求被试观察

一个场景，场景中只允许改变一个物体或一个物体的物理属性，观察被试是否能察觉到这种变化。变化

觉察包括客体变化的探测和识别两个过程，客体变化的探测要求被试报告是否有变化发生，而客体变化

的识别则要求被试报告变化客体的位置。目前常用的变化觉察范式有两种形式：迫选范式和闪烁范式。

迫选范式在空屏幕间隔之后在存储器图像中呈现存储器图片，然后立即呈现检测图片，考察被试是否能

够探测到前后的变化。而闪烁范式是在考察被试在多个视觉刺激中寻找目标刺激并快速做出反应，目的

是模拟眼球的快速移动并探讨视觉灵敏度和在眼跳过程中场景认知和表征的过程。 

5.3. 物体觉察范式 

Biederman 在他的一系列研究中最早使用并命名了物体觉察范式[23] [24] [25]，该范式将场景中目标

物体的觉察准确性作为物体觉察的指标，包括对目标信息的搜索和对干扰信息的抑制[26]。该范式的经典

流程是呈现目标物体的名称、注视点、场景图片、掩蔽刺激，最后让被试判断。物体觉察范式中常用的

比较方法是在打乱重排场景图片和正常场景图片中客体觉察的反应时进行比较，但忽略了这两类场景图

片在视觉方面的复杂性是不对等的，从而降低了实验结果的可信性。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研究者改进了

经典范式，采用信号检测方法控制测量敏感性的影响，改进实验设计来控制信号检测还不能完全剔除的

反应偏向。此外，线索呈现的顺序也得到了改变，一种新的命名叫做场景后强迫判别程序[27] [28]，该程

序把线索放置在场景图片中，发现了不同于先前研究的结果。 

5.4. 眼动范式 

随着眼动仪的使用，能够更精准地掌握场景知觉的眼动模式及视觉反应指标。眼动技术已被引入变

化探测范式，使得变化觉察范式能够更精准地把握在场景知觉中的视觉过程。眼动范式可以记录被试对

变化觉察的反应时和正确率的同时，搜集并记录场景知觉过程中被试的眼动指标。有关场景知觉的眼动

分析指标，有研究者从注视和眼跳的视角出发，将其分为以下指标：注视时间、凝视时间、注视位置、

扫描模式比；眼跳幅度、眼跳次数和眼跳距离[29]。其中重点关注的是眼睛的注视位置和注视时间，即在

观察一个场景时眼睛的注视过程、注视区域，停留时间，眼跳和信息整合。场景知觉中的加工时间是对

场景在空间加工和时间上注视的整体函数表达。眼动研究范式在场景知觉中很少单独使用，大多会与其

他实验任务相结合，探讨场景知觉中的信息提取、客体识别以及将场景中的信息编码和贮存等问题[5]。
因此，眼动范式需要与其他研究范式相结合来研究场景知觉过程。 

5.5. 背景提示范式 

背景在知觉场景中起着重要的作用。背景可以为我们提供不同种类的信息，例如物体位置、大小和

与场景的关系等。视觉背景信息的处理能够帮助我们更有效地了解所看到的世界。背景提示范式是基于

视觉搜索研究发展而来的一种实验方法。实验要求被试在不同的背景条件下搜索目标物体，并判断其特

定属性，例如倾斜方向。结果表明，重复出现的背景布局能够提高被试的反应速度，并具有提示作用。

这种学习过程是内隐的[30]，不需要有意识的编码和记忆。背景提示范式支持视觉自上而下的加工过程，

其理论假设认为视觉背景信息能够促进视觉场景的加工。 

6. 场景知觉的应用 

研究者使用眼动技术研究了不同经验水平教师的教学反思认知加工机制。他们发现新手教师主要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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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自下而上的场景知觉方式，而熟手教师则同时使用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方式。这种差异源于教师的

课堂行为洞察能力和风险知觉能力的不同。因此，提高教师的课堂行为洞察力是教学反思的关键，这需

要调整教师的关注点[31]。还有研究者利用眼动技术研究了课堂突发事件场景图片的情绪场景和不同类型

教师的加工差异。结果显示，专家、熟手和新手教师在观察不同课堂突发事件场景中存在显著差异，专

家型教师采取的是观看时间长，注视次数少的策略，这证明经验对于教师应对课堂突发事件具有重要影

响[32]。研究者对幼儿对教师不同课堂教学行为场景知觉的眼动进行了研究。研究发现，随着年级的增长，

幼儿对教师的注视增多，而在贫乏背景下对教师的注视更多。此外，丰富的背景会影响幼儿首次注视时

间并影响其他信息的注视，而指示行为和提问行为有利于幼儿对场景中教师的识别，指导行为则有利于

对多媒体背景的识别。而且，6 岁幼儿在注视教师时受背景的影响更大。通过对不同年龄阶段的比较，

这一研究有助于推动有关不同群体的场景知觉的理论发展，并促进课堂教学的实践和应用[33]。 
还有研究者对于高低抑郁倾向的大学生进行有关场景图片的研究，发现与低抑郁倾向大学生相比，

高抑郁倾向大学生观看非情绪图片时表现出兴趣减退的特征；且观看情绪图片时表现出对负性情绪信息

的加工优势，并表现出回避眼睛的特征[34]。后续对于有高抑郁倾向的群体应多接触积极的情绪信息，引

导他们向一个有前瞻性的方向发展。何虎应用眼动技术，比较了蒙古国蒙古族大学生、中国内蒙古蒙古

族大学生和汉族大学生的场景知觉特点，研究文化对认知的作用。结果表明，内蒙古蒙古族和汉族大学

生的眼动指标无显著差异，而蒙古国大学生更加关注前景物体的知觉，这反映了文化差异对认知的影响

[35]。还有研究者还探讨了刺激物数量、刺激物之间关系、刺激物–背景一致性等对背景识别的影响，发

现它们均会影响背景的识别。这一结果有助于进一步研究场景识别的影响因素，丰富了相关研究，为未

来提供实证支持[36]。 
场景知觉作为一种人类的感知和认知能力，在现实生活和社会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影响着人们的学

习、工作、交往等方方面面。首先，在教育领域，场景知觉能够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教材内容，识别并

学习重要的信息和概念。教学中通过引导学生注视教师、黑板、幻灯、电脑等信源，可以帮助学生提高

场景知觉能力，更好地理解和掌握所学知识。其次，在职场工作中，场景知觉也是一项重要的能力。例

如，在工厂、车间的生产线上，工人需要通过场景知觉来掌握生产过程中的物流、品质和卫生状况等信

息，并及时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在商务谈判或社交场合中，场景知觉也帮助人们更好地理解对方的意

图和态度，从而更有效地交流和合作。最后，场景知觉的研究对于认知科学领域以及教育心理学发展等

领域都具有重要意义。通过场景知觉的研究，可以更深入地了解人类感知和认知的基本机制，进而为相

关理论的建构、认知模型的制定以及教学策略的制定提供基础和指导。 

7. 场景知觉的展望 

人类视觉加工的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能够快速识别场景刺激并归类。对于场景识别研究，目前的争

论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局部信息和整体信息之争以及语义信息和知觉信息之争。对于整体信息在场景

识别中的作用，研究者认为整体信息可以通过场景的空间层次结构来推断[37]。在真实场景识别研究中，

场景的快速识别是基于整体信息而非局部信息。然而，也有研究者认为局部信息和知觉信息的加工对场

景识别有影响[38]。另外，语义信息会影响场景中刺激物的注意优先性[39]，但也有研究发现场景统计特

征和边缘密度会影响注视点位置[40]]。场景识别同时受到场景知觉信息的影响并有自下而上的场景空间

注意模型[41]。 
关于场景信息加工存在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争论[14] [41]。这个问题涉及到局部和整体信息的争论

以及场景知觉属性和语义属性的注意优先性的争论。然而，现实场景知觉过程中，视觉信息加工机制仍

然存在许多未解决的问题。这些问题包括关于如何提取知识以及知识如何对真实场景知觉产生作用的问

https://doi.org/10.12677/ass.2023.126381


詹萍 
 

 

DOI: 10.12677/ass.2023.126381 2795 社会科学前沿 
 

题，以及个体在知识提取和知识对眼动控制方面是否会表现出差异的问题。此外，自下而上的加工通路

究竟会控制哪些场景知觉属性，以及提取的场景知觉特征对于个体实际知觉加工的拟合程度如何都需要

进一步研究。最后，在场景识别的视觉加工过程中，存在两个通道加工并且不完全分离的问题，而对于

这种情况下的加工整合条件和二者的协同作用还需要更深入地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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