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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形信息的保持与提取是图形信息加工的重要环节
&

不同记忆系统对图形信息的加工特点存在差

异
&

语义信息必须经过复述才能进入长时记忆系统
,

图形信息似乎也可 以经复迷进入长时记忆
。

撤匕之下
,

两者的途径和方式有所不同
。

影响图形特征提取的因素既有刺禅物的外在因素
,

也包

括记忆着的内在因素
,

如期望
、

经验和推理等
&

记忆系统的信息加工特性研究主要以抽象的语义

信息加工为主
,

还应进一步加强图形信息记忆过程的研究
。

图形
,

记忆系统
,

保持
,

提取

∋ ()

记忆系统中的信息存储与提取是记忆的重要过程
。

图形信息经编码
、

表征之后
,

便可

以进入记忆系统
。

由于图形信息具有独特性
,

所以
,

它在记忆系统中的存储
、

提取也必然

有其自身特点
。

寸 视觉记忆系统对图形信息的保持
∗ 自+,− . 等川认为

,

视觉记忆包括了两个截然不同的系统
,

即视觉短时记忆  /01 23 3− 24
5 6/7 8 4 − 4 9汀

,

/: ; < # 和视觉长时记忆  ∃% 雌 3−24
5 6/7 8 4 −

41 尽
,

叮5 < #
。

短时视觉记

忆反映了主动控制过程
—

视觉化  56 /78 6 =83 61 >#
,

视觉化过程需要一般 目的的资源
,

由

于资源竞争
,

所以
,

它与知觉相互干扰
。

长时视觉记忆反映了通过记忆而获得的
、

能够长

时保持的图形知识
。

?51 >/ 等 ≅)∃ 先给被试呈现一个新异视觉刺激
,

然后
,

分别测量在没有干

扰刺激且间隔时间较短和有干扰刺激两种情况下的视觉再认
。

当呈现时间从 9% 4 / 到 )%% 4 /

时
,

Α: 5< 成绩增加迅速
,

而 Β: 5< 成绩则在呈现时间从 9% 4 /一) 9%% 4 / 之内时变化缓慢
。

刺激消失后的加工时间在 (% Χ4 /一 )& ΔΕ 之内
,

Β: ; < 的成绩没有增加
。

所以
,

? 5 1 >/ 等认为
,

视觉记忆的两个成份是可以分离的
。

除了上述两种形式记忆外
,

早在 9% 年代初
,

ΑΦ− 26 >Γ

就提出了感觉记忆  也叫瞬时记忆 # 的概念
,

这种记忆有以下特点
.
可将感觉信息存储几

百毫秒
,

保持感觉信息原有的直接编码形式
,

具有鲜明的形象性
,

其容量大于 ∀ 个项目
。

∃
&

∃ 视觉短时记忆
一

∋ 8Η Η− − Ι 把短时记忆分成两个子系统
,

它们分别是语音环路  823 6ϑ7 83 1 2Ι 11 Φ # 和视

觉空间缓冲器  5 6/7 1
一
/Φ 83 68= / ϑ 283 −0 Κ园

,

5 //Κ#
。

Λ824 −2 和 ∋
Μ 8>

, Ν发现
,

语音抑制对当

本文初稿于 ∃∀ ∀∀ 一 %Ο 一 ∃Ε 收到
,

修改稿于 ∃∀ ∀∀ 一 %9 一 ∃) 收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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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的言语推理产生影响
,

而对空间推理无影响
。

相反
,

空间抑制只对空间推理产生影响
。

而 <。币少】却认为
,

语音抑制也影响视觉短时记忆的作业成绩
,

语音与 ; ΑΑΚ 联合起来
,

共

同完成作业任务
。

不论无关视觉刺激的复杂性如何
,

它对 ; Α ΑΚ 作业成绩的影响类似于无

关言语刺激对序列言语回忆所造成的影响
。

在刺激呈现后的 )% 秒内
,

这种效应都非常强
。

不仅如此
,

甚至在理解呈现的课文时
,

也使用了工作记忆中的 ; Α ΑΚ 成份 ≅ΕΝ
。

看来
,

短时

记忆中的两个子系统之间相互作用 Π ; // Κ 对短时记忆成绩有重要影响
。

在短时记忆系统中
,

视觉系统可以存储复杂形状的表征信息  如字母等 #
、

未经文法分

析的模式  7 > Φ82 /−Η Φ833 − 4 # 和未分类的表征信息
Π
视觉信息间是相互覆盖的≅9Ν

。

快速呈现

的图形在呈现时可 以被理解
,

但很快就会被遗忘
。

视觉系统的概念性短时存储能力可以达

到保持一个以上的图形
Π
在呈现速度很快的情况下

,

大概为 Ο 个图形
。

盲人也可以进行 ; // Κ

作业
,

只是他们的容量比视觉正常者的平均容量小一点
。

但
,

即使在正常人中
,

; Α/Κ 容

量也存在个体差异
,

有的甚至 比盲人还要小门
。

Λ26ϑ ,/ Ν对同时呈现和序列呈现两种条件下的

视觉刺激加工进行了研究
。

Λ2 6ϑ, 发现
,

对同时呈现的视觉刺激进行加工时
,

使用视觉短时

记忆
Π
而对序列呈现的视觉刺激进行加工时

,

则不使用视觉短时记忆
。

由此可见
,

图形短

时记忆不仅取决于刺激呈现时间
,

还与刺激消失后的加工时间  复述间隔 # 有关
。

∃
&

) 复述

复述是信息从短时记忆向长时记忆转移的重要途径
。

图形记忆中是否同样存在复述机

制曾经有过争论
。

Α 0 8
ΘΘ−

2 和 Α06 ΘΘ2 6> ∀∃ 认为
,

图形不能被复述
,

除非一直看着它
。

后来
,

Ρ 28− Θ−

等+’%∃ 先成对地给被试呈现图形  分别为人面
、

场景
、

随机形状和简单的素描等#
,

两对图形

之间有一
“
复述间隔

” ,

在每一复述间隔开始时
,

告诉被试只复述前一对图形中的一个
,

但

在再认测验中两个图形都要被再认
。

结果表明
,

有再认线索图形的再认成绩比无再认线索

图形好
Π

复述间隔对无再认线索图形没有促进作用
。

因此
,

Ρ 28 − Θ− 和 认锹, 6>/ 认为
,

图形

同样可以被复述
。

当两图形之间的间隔时间增加时
,

记忆成绩也随之提高+川
。

Κ21ϑ 312≅
‘)〕发

现
,

图形记忆中是否存在复述的关键因素是刺激呈现后的间隔时间长度是否是随机的
。

当

刺激的出现和消失不确定时
,

有意的复述将消失
。

因此
,

Κ21 ϑ3 1 2 认为
,

Α08 月七. 等所用的复

述间隔长度是随机的
,

所以
,

他们的结论不具有普遍性
。

图形 同样可以被复述
,

图形信息

也可以经过复述从短时记忆进入长时记忆
。

复述可以提高再认准确性
,

降低反应时
。

在图形消失之后的时间内
,

加工形式  复述 #

有三种
.
 # 如果图形来自不同范畴

,

那么要对这些图形进行标识  8Σ − # Π  )# 通过表象对图

形进行再现
Π
 Ο# 对图形进行言语描述

。

在没有要求的情况下
,

被试可能使用视觉表象和言

语编码进行复述+’Ο∃
。

复述可以提取图式
,

其促进作用决定于视觉所表象的图形特性
,

图形

表象所需时间约为 ∃Ε % % 4 /
。

Τ6 3ϑ0 等Θ(Ν 提出了一个视觉刺激由短时记忆进入长时记忆的加

工模型  见图 ∃ #
,

该模型认为
,

图形信息进入长时记忆的途径是言语加工和生成表象
。

但

它并没有说明哪一种方式更为有效
。

在视觉化过程中可以没有记忆因素参与)Ν
。

但在没有视觉化的情况下
,

仍然存在着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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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图形信息进入视觉和言语记忆系统模型3(Ν

强的视觉记忆
。

ς8 ,− . 和 <82/ 08
‘∃用视觉启动的方法证明了视觉记忆效应的存在

。

这一

效应表明
,

视觉系统不需要主动视觉化过程来阻止痕迹的消退或被后来的刺激所覆盖
。

图

形的概念性编码是对知觉过程中的输出结果进行操作
,

它可以脱离原来的图形或其图符

 6ϑ 1> #
。

一个图形被识别后
,

如果要把图形信息转移到吏永久的记忆中
,

必须进行概念性

编码
’Ε Ν

。

∃
&

Ο 视觉长时记忆

虽然对长时记忆中信息的表征和编码形式有一定争论
,

但基本上可以认为
,

长时记忆

中的信息分别是 以情景的  或表象的 # 方式和语义方式储存的
。

图形信息的记忆储存是否

也符合上述形式 Ω Ξ −ΘΘ− >Σ 8ϑ 0− 2 等
’9Ν 认为

,

记忆中的词
、

图形和人的面孔三类信息以三种

不同的形式存在
。

第一类包括共同物体及其名称
,

它们较少受干扰  至少在短时阶段如此 #
,

容易长时遗忘
。

第二类包含复杂图画
,

这类信息既容易长时遗忘
,

也容易受干扰
。

第三类

是面孔图形
,

它虽然容易受到干扰
,

但不易长时遗忘
。

∋叭1> 和 ∋ 27 ϑ− ΔΝ 认为
,

当看到一

张熟悉的面孔时
,

人们并不一定能够回忆起他  或她# 的名字
。

这可能说明名字和其他语

义信息是分开储存的
Π
如果缺乏其他信息

,

名字不能被提取
。

但在多数情况下
,

如果只有

名字信息
,

便可 以较容易地产生对面孔模式的回忆
。

在非言语模式记忆中
,

同样有近因效

应
,

视觉短时记忆可以保持一个模式信息  Φ833 − 4 #
,

它不能激活长时记忆
。

除近因效应以

外
,

图形记忆中还有序列位置效应
、

记忆集大小效应等
。

但这些效应与言语加工过程中的

相应效应有质的差别 ≅∃/ 】
。

因此
,

在长时记忆中
,

确实存在视觉编码
,

图形特征可以按一定

方式被直接储存的
。

) 记忆系统中图形信息的提取

在长时记忆中
,

图形的特征  如颜色
、

形状等 # 可以单独获取【’∀Ν
。

被提取的记忆内容

的特征 如感知特点
、

编码过程中的认知操作等 # 都可以引起再认记忆 中的有意识回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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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在提取中可以获得感知和语义信息
,

就可以产生回忆
,

并且记忆者也能够意识到过去

经验
。

如果不能获得这些信息
,

只能获得其他信息  如语言的信息 # 时
,

则只能提取对过

去事物
“

是否熟悉
”

的信息
,

而不是信息的具体特征
。

再认记忆的有意识回忆取决于再认

过程中所激活的记忆特征
。

若这些特征包括感知
、

语义以及学习过程中的认知操作等方面

的信息
,

则此类再认记忆属于回忆
。

这表明回忆
、

资源控制以及记忆加工过程中的意识参

与等因素之间存在重要联系
。

在搜索过程中
,

并非所有的特征都被使用
,

被试能够灵活地

改变其搜索的特征
。

对单个特征有选择的搜索是视觉搜索的一个策略)%Ν
。

Ρ 8/ −2 等∃) ’Ν用命

名
、

大声朗读和分类等任务对词
一

词
、

图
一

图的配对进行了研究
。

结果表明
,

词分类慢于图

形分类
。

他们认为
,

语义记忆系统和心理词典系统是独立的  词可以优先到达词典
,

图形则先到达语义网络
。

在图形和词的加工中存在着图形优先效应
,

这种优先效应并不是

由于对图形进行了双重编码
,

而是由于图形先获得语义编码而造成的!∀#∃
。

而 %&∋ ( )∗ +, , 和

−./ 0!! ∋0 酬#12 认为
,

视觉的相似性线索是造成图形优先效应的原因
。

信息提取与其在记忆

系统中的存储形式有关
。

,3 4& 54 ∗) 等6## ∃和 ,& ∋( ) ∗+, , 等∃#1∃ 在图形
、

词加工过程中得出的结论

不一致
,

这可能是由于他们所研究的是不同的记忆阶段
。

%&∋ ( )∗ +, , 等所谓的相似性线索可

能指的是短时记忆或知觉阶段的加工特性 而 % 34 & 5 4 ∗) 等所研究的则是长时记忆中的现象
。

除信息本身特性之外
,

记忆者的内在因素也对记忆提取产生影响
。

例如
,

观察者在回

忆一幅图形内容时往往会出现偏差
,

回忆出的图画的信息要比图画的实际信息多
,

这种现

象叫作边界扩展效应 7 5∋ 0& ( +卿 4 83 4& ,9 ∋& :
。

预先给予提示可以减少这种效应
,

但这种效应

不可能被消除6#;2
。

另外
,

期望对图形加工有明显作用
,

图形的期望大小与实际大小相差越

大
,

反应时越长∃#< 2
。

所以
,

在图形记忆中
,

也同样有主观经验和推理等参与
。

1 #∃、结
在长时记忆中

,

图形信息可以分别以抽象和形象两种形式进行表征
,

这可能使得记忆

存储具有双重性
。

然而
,

从长时记忆的模型来看
,

似乎只承认信息以抽象方式存在
。

因为

绝大多数模型都是语义模型
,

例如
,

层次网络模型
、

激活扩散模型
、

集理论模型
、

特征比

较模型以及 => − 7人的联想记忆 : 和 ? ≅ ΑΒ Χ Δ 7综合记忆模型 : 等
。

这些模型以概念或命

题为基本单元
,

单元之间的相互联系构成一定的网络或集合
。

信息提取过程就是对这些概

念或命题之间的关系进行操作
,

从而获得某种知识
。

这些模型都忽略了形象信息
,

由此看

来
,

以往的语义模型还不能完全地描述人的记忆特性
,

因为这些模型只强调了记忆中的一

类信息 7抽象 :
,

而忽视了另一类信息 7形象 :
。

虽然表象研究己经取得了不少成果
,

在一

定程度上补充了语义模型的缺陷
,

但是
,

所涉及的形象信息的特征还不够全面
。

例如
,

研

究大多集中在物体的大小效应
、

距离效应
、

心理旋转以及心理扫描等问题上
,

而很少涉及

到颜色
、

形状
、

质地或纹理等更加基本的因素
。

另外
,

复述对图形记忆肯定有促进作用
。

采用何种复述方式可能取决于图形材料本身
,

或者受到记忆者的编码偏好或任务要求等因素的影响
。

到 目前为止
,

复述对图形记忆效果

的影响的研究还不够深入
。

图形的各个特征被当作长时记忆中的基本单元
—

概念
,

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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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一定的方式被储存起来
。

对这些基本单元进行操作
,

就可以实现对图形信息的提取
。

然而
,

不论按照何种语义模型
,

可能并非所有的图形特征都同时被激活二长时记忆中
,

图形特征

提取规律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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