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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采用快速命名方法探讨不同注意条件下的知觉启动效应及其机制。实验中呈现一系列颜色词 ,要求被试分别完成集

中和分散注意任务 ,然后进行词命名和再认测验。在词命名任务中 ,实验 1 包括旧词、重组颜色词和新词 ,而在实验 2 中重组颜

色词改为新颜色词。结果表明 ,在实验 1 中 ,只有在集中注意条件下 ,被试对旧词的命名时间明显短于重组颜色词 ,即表现出知

觉启动效应。而在实验 2 的两种注意条件下 ,被试对旧词的命名时间均明显短于新颜色词。这提示 ,在不同注意条件下的学习

会影响其后的颜色知觉启动 ,并且与词和颜色的联结捆绑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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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启动效应是近年来在学习记忆中研究最为广泛和深入

的领域之一。启动效应可以分为知觉启动和语义启动两

种[1 ,2 ] 。其中知觉启动是指提取的线索与启动项目在知觉特

性上有关 ,具有知觉特异性效应 ,但与加工水平无关 ,与其相

关的记忆系统为知觉表征系统 (perceptual representation sys2
tem , PRS) [3 ] 。启动效应与外显记忆之间具有分离现象 ,如

在测验时改变刺激的特性并不影响外显记忆成绩 ,但加工水

平对外显记忆成绩有显著影响 [1 ,2 ] 。

注意在外显记忆的编码和提取中起着重要作用 ,当实验

要求被试同时做两项任务时 ,会显著地影响外显记忆 [4 ] 。但

注意与知觉启动的关系尚无定论。一些研究表明 ,分散注意

对词干补笔任务的影响很小 ,提示知觉启动不需要更多的注

意资源参与[5 ] 。而另一些研究表明 ,不同的注意条件对一些

形式的知觉启动任务也有影响[6 ,7 ] 。例如呈现不同的颜色

词 ,要求被试或读词 ,或辨认颜色 ,或完成两种不同的任务以

分散注意 ,之后完成颜色命名任务。结果发现 ,在分散注意

条件下的启动效应明显减小 ,提示注意因素参与了知觉启

动。Light 等也研究了分散注意编码对启动效应的影响 [8 ] ,

结果被试命名旧词的时间与重组词之间并没有明显差别 ,未

发现启动效应 ,但当要求被试读词 (而不是默念) 、缩短非词

的呈现时间、缩短学习和测验之间的间隔时 ,被试命名旧词

的时间明显短于重组词。

总之 ,注意是否影响知觉启动尚存在一定争论 ,我们拟

在本研究中探讨不同注意条件下的知觉启动及其可能机制。

在实验 1 中 ,我们首先探讨在集中和分散注意条件下的学习

是否影响其后的启动效应。实验采用词命名方法 ,测定的是

知觉启动效应。学习阶段被试在集中和分散注意条件下学

习一系列颜色词 ,然后进行词命名 (包括旧词、重组颜色词和

新词)和再认测验。由于旧词和重组颜色词中的词和颜色都

是被试在学习时见过的 ,二者唯一的不同是重组颜色词中词

的颜色改变了。如果被试命名旧词的反应时短于重组颜色

词 ,则认为具有对颜色的启动效应。在实验 2 中 ,我们通过

操纵联结因素的有无 ,探讨不同的注意条件影响启动效应的

可能机制。实验中将重组颜色词改为新颜色词 ,即旧词与两

种新颜色搭配。这样 ,由于新颜色词中的颜色是学习时未见

过的 ,因而此时的颜色启动并不需要被试将词与颜色相联系

就可以完成。

2 　实验 　1

2. 1 　实验方法

2. 1. 1 　被试 12 名大学生 ,年龄 18 - 21 岁 ,视力或矫正视力

正常 ,排除色盲或色弱者。

2. 1. 2 　实验材料 　共有 81 个双字词 ,均为抽象词 ;各个词

之间没有明显的语义或其它联系 ;而且汉字没有重复。其中

4 个是练习词 ,另 5 个词在学习和测验时作为填充词 ,其余 72

个词分为两组 ,分别作为集中注意和分散注意时的材料 ,其

词频和笔画数中等。每一组的 36 个词分为 3 个组块 ,分别用

作旧词、重组颜色词和新词。在学习阶段呈现其中 2 个组

块 ,另一个组块仅在测验时呈现。实验材料进行拉丁方设

计 ,使每个组块中的词作为不同的词类型的机率相等。与学

习时的词搭配的颜色有黄色、蓝色、绿色和粉色。

2. 1. 3 　实验程序 　每名被试的任务分为两阶段 ,即分别在

集中和分散注意编码后 ,完成词命名和再认测验 ,两阶段的

顺序在被试间平衡 ,并间隔 3 分钟。被试位于距屏幕 60cm

处 ,靶刺激呈现的视角为 0. 69 度。在集中注意条件下 ,要求

被试首先说出词的颜色 ,并判断组成双字词的两个字的结构

是否相同。在分散注意条件下 ,词的两侧各有 1 个两位数的

数字 ,要求被试首先要尽快将它们的和说出来 ,其次要命名

颜色 ,并判断两个字的结构是否相同。在学习前每名被试先

练习 4 个词 ,每个词均随机呈现 4s ,之后消失 ,以“十”字代

替 ,1s 后自动呈现下一个词 ,共 24 个词。编码任务之后被试

进行 1000 连续减 7 的任务 ,之后完成词命名和再认测验。词

命名时要求被试又快又准确地说出词的名称。被试命名之

后颜色词消失 ,以“十”字代替 ,1 秒钟后自动呈现下一个颜色

词。再认测验则要求判断词的颜色与学习时是否相同。每

个颜色词呈现 2 秒后消失 ,1 秒后自动呈现下一个词。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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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毕后 ,每名被试填写有意识回忆的自评问卷 [9 ] 。

2. 1. 4 　统计方法 实验记录颜色命名的反应时和正确率、再

认的击中率和虚报率。根据信号检测论 ,将再认的击中率和

虚报率换算为 d′值和β值 ,去除 3 名有意识回忆的被试数据 ,

将其余 9 名被试命名颜色的时间及正确率 ,再认 d′值和β值

作为测量指标 ,采用 SPSS软件包进行分析。

2. 2 　实验结果

重复测量的方差分析表明 ,不同的词与颜色组合的主效

应具有显著性 , F(2 ,16) = 9. 37 , p < 0. 02 ;注意的主效应不显

著 , F(1 ,8) = 0 . 01 ,二者的交互作用显著 , F (2 , 16) = 9. 25 , p

< 0 . 01。进一步检验表明 ,在集中注意条件下 ,旧词与重组

颜色词的命名时间有显著性差异 , F (1 , 8) = 6. 14 , p < 0. 04 ,

重组颜色词与新词间 F (1 , 8) = 10. 65 , p < 0. 01。在分散注

意条件下 ,旧词与重组颜色词间没有显著性差异 , F (1 , 8) =

0 . 03 , p < 0. 87 ,而重组颜色词与新词间有显著性差异 , F (1 ,

8) = 8. 97 , p < 0 . 05。各种条件下的命名正确率没有显著性

差别 ,集中和分散注意条件下分别为 F (2 , 16) = 1 . 76 和 F

(2 ,16) = 0 . 77。再认的结果表明 ,集中注意条件下的 d′明

显高于浅加工 , t (8) = 2. 69 , p < 0. 03 ,而β值没有明显差异 ,

提示在此条件下的再认成绩好于分散注意。
表 1 　不同实验条件下词命名的实验结果 (实验 1)

旧词 重组颜色词 新词 d′ β

集中注意 552. 60 ±30. 82 568. 01 ±27. 38 594. 62 ±47. 16 0. 85 ±0. 48 1. 01 ±0. 68

分散注意 568. 83 ±32. 46 567. 92 ±27. 74 591. 23 ±53. 61 0. 29 ±0. 37 1. 22 ±0. 54

3 　实验 2

3. 1 　实验方法

3. 1. 1 　被试 　12 名大学生 ,条件同实验 1 ,但均未参加实验

1。

3. 1. 2 　实验材料 　实验材料选用实验 1 的第一组。在快速

命名时 ,重组颜色词由新颜色词代替 ,即将学习时的词与白

色、红色搭配。

3. 1. 3 　实验程序和统计方法 　在正式实验前 ,先将抽象词

与不同亮度的 6 种颜色搭配 ,要求 20 名大学生命名颜色 ,选

取各种颜色的命名时间相近的亮度用于正式实验。其它同

实验 1。去除 2 名有意识回忆的被试数据 ,将其余 10 名被试

命名颜色的时间及正确率 ,再认 d′值和β值作为测量指标 ,

采用 SPSS软件包进行统计分析。

3. 2 　实验结果

重复测量的方差分析表明 ,不同的词与颜色组合的主效

应具有显著性 , F(2 ,18) = 22. 20 , p < 0. 0001 ;注意的主效应

不显著 , F(1 ,9) = 0. 276 , p = 0. 61 ;二者的交互作用不显著 ,

F (2 ,18) = 0 . 263 , p = 0 . 77。进一步的检验表明 ,在集中注意

条件下 ,旧词与新颜色词间有显著性差异 , F (1 , 9) = 6. 41 , p

< 0 . 05 ,新颜色词与新词间 F(1 ,9) = 9. 58 , p < 0 . 013。在分

散注意条件下 , ,旧词与新颜色词间有显著性差异 , F (1 ,9) =

5 . 50 , p < 0. 05 ,新颜色词与新词间 F (1 , 9) = 23. 26 , p < 0.

001。各种条件下的命名正确率没有显著性差别。再认的结

果表明 ,集中注意条件下的 d′明显高于分散注意 , t (9) = 2.

35 , p < 0. 04 ,提示集中注意条件下的再认成绩好于分散注

意。

表 2 　不同注意条件下词命名的实验结果　(实验 2)

旧词 新颜色词 新词 d′ β

集中注意 568. 08 ±55. 64 581. 04 ±64. 87 613. 42 ±59. 13 0. 79 ±0. 31 0. 86 ±0. 30

分散注意 561. 83 ±58. 42 576. 36 ±67. 03 600. 81 ±76. 84 0. 41 ±0. 25 0. 93 ±0. 18

4 　讨论

　　本研究的结果表明 ,实验 1 中被试在分散注意条件下学

习 ,会影响其后的颜色启动和再认成绩 ,但在实验 2 中 ,当新

颜色词代替了重组颜色词后 ,分散注意条件下的联想启动与

集中注意时无明显差别 ,旧词的命名时间均短于新颜色词 ,

但分散注意条件下的再认成绩仍低于集中注意。

实验 1 的结果提示 ,在形成对颜色词的启动效应时也需

要一定的注意资源参与。词本身是词命名中最重要的因素 ,

颜色并不是必需的 ,当不要求被试注意词的颜色时 ,颜色的

改变并不影响启动效应 [10 ,11 ] ,但是如果要求被试注意颜色

词 ,颜色改变会对词命名有一定影响 ,使颜色启动效应减

小[12 ] 。颜色与词虽然是作为一个知觉整体存在的 ,但它们仍

属于两个不同的特性 ,由 PRS的不同子系统加工。当需要将

它们二者连成一个表征时 ,就必须有另外的系统介入 ,将颜

色信息和词紧紧联系起来。只有这样 ,才能将用不同颜色呈

现的词与相同颜色呈现的词区分开来。已有研究表明 ,这种

联结捆绑在一些形式的知觉启动中起着重要作用 [13 ,14 ] 。通

过联结可以把从前不相关的两个项目结合成一个整体 ,无论

这种联结的性质是知觉型还是语义型的。在实验 2 中 ,旧词

中的词和颜色都是被试学习过的 ,而新颜色词是用被试在学

习时没有见过的颜色写的旧词 ,前者的两个项目是被试所熟

悉的 ,而后者只有词是见过的 ,因而被试只需对单个项目进

行加工也可以表现出正常的启动效应 ,并不一定要形成项目

间的联系。这提示 ,在测验时如果不要求被试提取与联系有

关的信息 ,如词和颜色间的联系 ,分散注意对启动效应没有

影响。这说明 ,注意在知觉启动中的作用是它可以将刺激与

其特性之间进行联结捆绑 ,使之成为一个整体。其它研究也

提示 ,联结因素在启动效应中起着重要作用 ,而注意因素与

项目或特性间的联系有一定关系 [6 ,8 ,10 ,13 ] 。如果测验任务不

需要被试形成项目间的联系 ,对单个项目的加工就可以完

成 ,那么就如实验 2 的结果所显示的 ,在两种注意条件下会

有相似的启动效应。

总之 ,本研究提示注意条件在一些形式的知觉启动中起

着重要作用 ,而注意在其中的作用是参与刺激与其特性之间

(如词与颜色) 的联结捆绑。分散注意条件对知觉启动的影

响决定于实验任务 ,如果实验条件不需要词与颜色之间形成

一定的联系时 ,分散注意条件对其后的知觉启动没有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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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ole and Mechanisms of Attention in Perceptual Prim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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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is study we used the speeded naming task of colore words to explore the role of attention during encoding in the subse2
quent perceptual priming and its mechanisms. In both experiments , each subject performed full and divided attention encoding tasks ,

then did speeded naming and recognition tests. In Experiment 1 , the colored words in the naming task included old , recombined and

new words , while in Experiment 2 , the recombined words were replaced by new color word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in Experiment

1 , only under the full attention condition did the subjects manifest color priming effects , but in Experiment 2 , under both attention

conditions , the subjects could name the old words more quickly than the new color words. The present study thus suggested attention

played a role in some aspects of perceptual priming , presumably related to the associative binding processes between features and stim2
uli.

Key words : perceptual priming , attention , associative binding , mem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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