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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采用三种整体局部特征 关系 一 属性
,

全局 一 局部
,

抽象一具体 图形
,

要求 组大学生被试完成异 同判断

任务
,

以考察异同判断加工中整体和局部特征的作用
,

探讨异同比较的加工机制
。

三个实验的结果表明 三种整

体特征均可加速同反应
,

因而不支持同判断加工是整体匹配的观点 存在快同效应
,

但并不支持同判断的快速加

工器对整个刺激加工完成后慢速比较器才开始工作的观点 异反应时随差异特征的增多而减小
,

从而进一步支

持异判断是分析加工
、

自终止的观点 异反应时随差异特征从上 至下
、

从整体到局部而增加
,

意味着异判断加工

的顺序可能是 自上而下
、

从整体到局部
。

上述结果支持研究假设 同判断的快速加工器先加工整体特征
,

然后再和

异判断的慢速 比较器一起开始加工局部特征
。

关键词 异同比较
,

双过程模型
,

整体加工
,

快同效应
。

分类号

引 言

异 同比较
一 。 ,

也称为

异同判断
一 ,

是一种常用的

实验室任务 即要求被试按某个标准判断呈现 的两

个刺激是否相同
,

被广泛用于心理学研究 的各个领

域 , ’〕
。

大量异 同 比较 的实验结果 表 明
,

异反应 时

随差异维度数 目的增大而减小 而同反应时 差异维

度数 目为零 却总小于仅有一个差异维度 的异反应

时
,

即快同效应 七“ , , 。

研究者认为
,

这些结果说明异判断是一个 自终止 的过程〔卜 〕,

而

同判断的加工模式也不是穷尽 的 , ”,

〕
。

因为如果

同判断是穷尽的
,

则它必须对所有相关维度进行 比

较后才能得出正确的判断
,

而 由于
“
异

”
判断是 自终

止的
,

因此不可能出现快同效应
。

异 同比较 的双过程模型困 认为
,

上述结果源于

两个具有不同加工速率和加工模式 的比较器 异判

断来 自于进行分析 比较加工 的慢速 比较器
,

而 同判

断则来 自于快速的
、

不报告差异信息 的相 同记录器
,

简称为
。

然而
,

和慢速 比

较器是同时加工还是 系列加工 是整体加工还

是并行加工 双过程模型 的提出者 以及支

持者们在 这些 问题上存 在分歧
。

认 为

和慢速 比较器是 同时加工 的困
,

而支持双过程模型

的其 他 研 究 者〔一幻 却 认 为 它 们 是 系 列 加 工 的
。

则提出第三种观点
,

认为慢速 比较器不是在

对整个刺激对加工完成后才开始工作
,

而可能在

对刺 激对 的部 分信 息 进 行 加 工后 就 开始 工 作

了
。

指 出
,

一方面
,

如果 工作结束后慢

速比较器才开始工作
,

那么 同反应必定总是快于异

反应
,

而和差异维度数无关
。

但实际上
,

当差异维度

数 目较大时
,

异反应就会快于同反应
。

另一方面
,

如果 工作结束后慢速 比较器才工作
,

那 么 任何

影响同反应 的因素也将 同样影 响异反应
。

但实 际

上
,

很 多 因素 例 如
,

刺 激 对 称性 〕,

刺 激 的熟 悉

度
,
‘’〕,

刺激频率 〕及其可分辨性 〕等 只系统影

响同反应
。

大多数研究者
, ‘叼 认为

,

同判断 中的 是整

体匹配的工作方式
。

其支持证据主要是在无关维度

上是否有差异只对 同反应 时有显著影响
,

而对异反

应时无系统影 响
, 。

因为整体 匹 配意味着刺激

的部分 相关特征或无关特征 不 能成 为 比较 的单

元
,

因此 不可能选择性地只处理相关维度
,

而必

须在匹配前花时间处理无关维度上的差异
。

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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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比较器则可以选择性地加工相关维度
,

从而不

受无关维度差异的影响
。

然而
,

这种整体匹配的观点只是推论性 的
。

如

果 是分析 的
,

也可 以 用来解 释上 述无关维度 差

异对同判断和异判断 的不 同影 响
,

只不过还需要假

定
,

同判断和异判断加工信息的方式不同
,

即异判断

加工是 自终止的
,

而同判断加工是穷尽的
。

这样
,

自

终止的异判断 自然受无关信息 的影响小
,

而穷尽加

工的同判断受无关信息 的影 响更大
。

认为
,

只有在同判断加工是穷尽 的情况下
,

上面提到的只

影响同反应的刺激的整体特征 如对称性
、

熟悉性

才能得到加工
,

而这些特征对 自终止 的异反应就没

有影响 〕。

其他一些证据也表 明整体匹 配 的观点

不一定正确
。

例如
,

同判断并没有表现出左视野 右

半球 优势
,

异判断也没有表现出右视野 左半球 优

势 」,

其他类似研究帅
· 。〕也没有得到一致的结果

。

上述有关 和慢速 比较器是否是 系列加工 的

争论
,

以及对 是否是整体匹配方式加工 的质疑
,

均涉及到刺激的整体特征只系统地影 响同反应
,

而

对异反应 的影 响较小
。

一方面
,

基 于该现象

反驳系列加工说
,

并推论
“
是 由于 先加工 了刺激

对称性等特征
,

才导致这些 因素只 系统地影响同反

应
” 。

另一方 面
,

盯 基 于该现象 质 疑整体 匹 配

观
,

并认为
“
有可能是由于同判断加工是穷尽的且最

后才加工整体特征
,

才导致整体特征只影 响同判断

而不影响 自终止的异判断
” 。

显然
,

的这两个

推论互相矛盾 且其假设
“

同判断加工是穷尽 的 ”不

能解释快同效应 其假设
“

刺激的整体特征最后才得

到加工 ”与
“

整体优先 ”现象
,

〕相悖
。

本研究认为
,

的两个推论互相矛盾 的焦

点在于 刺激对称性等整体特征只对 同判断有影 响

还是对异判断也有作用 如果只对 同判断有影 响
,

它们是最先被加工的还是最后被加工的 对这两个

问题的回答成为解答 哪个推论可被接受的关

键
。

基于
“

快同效应
”
和

“

整体优先 ”的研究结果
,

我

们认同 对系列加工说的反驳
,

认为 先加工

了刺激对称性等整体特征 但我们不认 同 对

整体匹配观的反驳
,

也不认同整体匹配观
。

我们认

为 优先加工整体特征
,

然后 和慢速 比较器一

起加工局部特征
。

这个假设不仅能解决 和慢速

比较器是否是 系列加工 的争论
,

而且支持对 是

整体匹配观点的质疑
,

也可 以满意地解释快 同效应

和整体优先效应
。

在心理学文献中
,

整体特征和局部特征主要有

以下三种 关系与属性
。

关系指对两个或更多 的物体或属性之 间 的联

系的描述
,

为整体特征 属性是指某刺激的任意组成

性质
,

为局 部 特征 〕。

全 局 与局 部
。

由
’
首创用来研究视知觉 的整体和

分析加工
。

刺激是 由小 图形组成 的大 图形
,

其 中大

图形是整体特征
,

小图形是局部特征
。

抽象与具

体 。 。

抽象特征是指不能被具

体描述的特征
。

例如
,

脸图情绪是抽象特征
,

同时也

是整体特征
,

存在左视野 右半球的再认优势脚 〕,

而

脸图中的嘴巴
、

眉毛
、

眼睛和鼻子等则是具体特征
。

针对上述两个 问题
,

本研究 的三个实验分别采

用关系一属性
、

全局 一局部以及抽象一具体图形
,

让

被试进行异同比较
,

通过考察整体和局部特征对 同

判断和异判 断的影 响 以及 整体特征是否被优 先加

工
,

来探讨异 同 比较 的加工机 制
。

本研究假设
,

更注重整体特征做出同判断
,

而慢速 比较器更注重

局部特征做出异判断 优先加工整体特征
,

随后

和慢速 比较器一起开始加工局部特征
。

实验一 关系和属性特征对异同判

断的影响

如前所述
,

对称性这个整体特征 只影响同反应

而对异反应影响较小
。

本实验的目的在于检验对称

关系和属性特征对异 同判断的影响
,

以及对称关系

是否被优先加工
。

实验方法

实验被试 名大学本科生 男
,

女
,

均为右利手
,

年龄 岁
。

所有被试视力正常或

矫正视力正常
。

实验设备 采用心理所公用实验室 的计算

机呈现刺激 和记 录被试 的反应
。

计算机 的配置如

下 奔腾 的
,

英 寸 彩 显
,

显卡
,

分辨率
,

刷新频率
,

真彩色
。

实验程序用心理实验系统
一 。编 制运行

,

刺激的呈现与显示器 的垂直 同步脉冲同步
,

包括刺

激呈现
、

反应时记录
、

等在内的所有 时间事件的

精度为
。

实验材料 由文献〔 〕中的实验材料改编
。

基本刺激为 由三个 。 的简单几何图形

纵向排列而成的 的复合图形 见附

录一
。

其 中一个简单 图形就称为复杂 图形 的一个

特征
。

最上和最下 的简单 图形分别有三种 分别简

记为
, , ,

中间的简单 图形有两种 分别简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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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因此最上为
,

中间为
,

最下为 的复合图

形可简记为
。

复合图形共 个
,

其 中 个对称

图形
,

个不对称 图形
。

刺激前景为 白色
,

背景为

黑色
。

个 图形 两 两 配对
,

共 有 对 同刺 激 对
,

对异刺激对
。

同反应 和异反应 的次数被平衡
,

因此共 对刺激
。

两刺激间的距离为
。

被试

距离屏幕约
。

实验设计 对 异反应 而言
,

实验设计为

差异特征数 火 关系相似性 被试 内设计
。

自变

量差异特征数有三个水平
, ,

自变量关系相似

性有两个水平 关系相似
,

关系不相似
。

如果一对刺

激均为对称图形
,

则称这对刺激关系相似 如果一对

刺激 中一个为对称图形
,

另一个为不对称图形
,

或者

两个刺激为不相同的不对称 图形
,

则称该对刺激关

系不相似
。

对同反应而言
,

差异特征数为
,

实验设

计为单因素 图形对称性 被试 内设计
,

自变量 图形

对称性有两个水平 图形对称
,

图形不对称
。

实验因

变量为反应时
。

实验步骤 对刺激随机呈 现
。

被试先

进行 次异同比较练习
,

任务是既快又准地判断同

时出现的两个图形是否相同
,

若相同按 键
,

不同按

键
。

正确率达 以上方可进入正式实验
,

否则

重复练习
。

每次试验 中
,

首先在屏幕 中央呈现注视

点
“ ” ,

呈现时间为 到 之间的一个随

机数
。

黑屏 后呈现一对刺激
,

停 留在屏幕上

直至被试按键反应
,

反应时限为
。

正确反应

后 的 黑 屏 为
,

错 误 反 应 后 的 黑 屏 为
〔见周

。

接着进人下一次试验
。

正式实验 中
,

被试每进行完 次试验可 自主休息一次
。

实验结果与分析

基本 的数 据分 析 剔 除一 名 正确率低 于

的被试的所有数据后
,

平均正确率为
。

剔

除三 个 标 准 差 之 外 的 反 应 时 数 据 占总 数 据 的
。

不存在正确率和反应时的权衡
,

因此只分

析正确反应的反应时数据 表
。

关系和属性特征对异反应时的影响 显然
,

当两个都具有对称关 系 的图形 只有一个差 异特征

时
,

该差异特征只能是 中间的特征 而当它们有两个

差异特征时
,

该差异特征只 能是最上面 和最下面 的

特征
。

与此相对应
,

当无相 同的对称关系 的两个图

形只有一个差异特征 时
,

我们也 只考虑差异特征为

中间的特征的情况 当有两个差异特征时
,

只考虑差

异特征为最上面和最下面的特征的情况
。

表 关 系一 属性 图形异同比较的反应时 叱

反应类型 差异特征数 图形对称或关系相似 图形不对称或关系不相似

同反应

异反应

注 括号内为标准差
。

下同
。

异反应时的 重复测量方差分析结果表明
,

差异特征数的主效应显著
, ,

一
,

。

多重 比较 的结果显示
,

三个水平 两

两之间的差异都显著
, 、 ,

异反应时随差异

特征数的增 多而降低
。

关 系相似性 的主效应不显

著
, ,

一
,

一
。

两因素的交互作

用不显著
, , , 。

对关系不相似的刺激 的异反应时 表 进行分

析
,

在只有一个差异特征情况下
,

差异特征的位置 的

主效应显著
, , , 。

多重 比较的结果显示
,

三个水平两两之间的差异都

显著
, ,

当差异位 于最上 面时
,

被试能最

决做出异判断
,

其次是最下面的位置
,

最后是 中间的

位置
。

在有两个差异特征情况下
,

差异特征的位置

的主效应显著
, ,

一
, 。

多重 比较的结果显示
,

上 中和上下 间的差异不显著

一 。 ,

而它们 与 中下之 间的差异都显著
,

,

表明当差异位于最上和最下 时
,

以及差异

同时位于最上和中间时
,

异判断要快于差异位于 中

间或差异同时位于中间和最下时的异判断
。

表 差异在不 同位里时的异反应时《

只有一个差异的差异位置

反应时 中 下

有两个差异的差异位置

上 中 上下 中下

关系和属性特征对 同反应 时的影响 同反

应时的单因素重复测量方差分析结果表明
,

对称 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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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的主效应显著
, , , · ,

对称图形的同反应显著快于不对称图形的同反应
。

同反应时和异反应时的比较 从表 看到
,

同反应快于最慢的异反应
,

表明同判断先于异判断

完成
。

但对于具有相 同对称关系的刺激对而言
,

同

反 应 时 和 最 快 的 异 反 应 时 差 异 不 显 著
,

均 为
。

多维标度分析结果 对关系 一 属性 图形 的

四个特征
,

即最上面的特征
、

中间 的特征
、

最下面的

特征以及关系特征
,

从一维到四维空 间分别进行拟

合
。

这里我们只给出二维空间的 非

参数相关结果 表
。

表 中的数据表 明
,

最上面

的特征对异同判断的贡献最大
。

与此一致
,

在二维

标度的空间结构 图 中
,

第一个特征相 同的图形

多聚集在一起
。

表 关 系 一 属性图形异 同比较的多维标度拟合二维空 间

的非参数相关 系数

上特征

一 艺
“

一

中特征 下特征

一

关系

一

注
’

相关在 水平显著 双尾

会会会 心心

‘‘仓仓 叱叱
崎崎崎 心心

峪峪 呼呼
, ‘‘

,, 协协 口口
七七合合 替替

、、 合合 峪峪

曳曳曳 电电

心心协协协

降低
,

支持异判断是一个分析的 自终止的加工过程
。

异反应时随差异特征 的位置 由上至下而逐渐增加
,

以及多维标度分析的结果
,

均表明异判断有赖于属

性特征
,

且对属性特征的加工顺序可能是 自上而下

的
。

但差异特征位于最下面位置时的异反应要比位

于中间位置 的异反应快
,

这很有 可 能是受 先加

工对称特征的影响
。

这进一步说明做出异判断的慢

速 比较器可能是在 先加工完对称特征后才开始

工作的
。

同反应快于最慢的异反应
,

表明同判断先于异

判断完成
。

但对 于具有 相 同对 称关 系 的刺激对 而

言
,

同反应时和最快的异反应时差异不显著
,

不支持

异判断是在同判断工作完毕后才开始工作的系列加

工的观点
。

异判断可能是在同判断加工完对称特征

后就开始工作了
。

实验二 全局和局部特征对异同判

断的影响

实验一进一步验证了刺激对称性这一整体特征

只选择性地 系统影 响 同反应
,

并支持我们 的假设
。

然而
,

这一结论 尚不可推广 至所有 的整体特征
。

因

此
,

实验二拟采用发现“ 整体优先 ”效应 的全局 一 局

部图形来探讨全局和局部特征对异 同判断的影响
,

以及全局特征在同判断中是否优先
。

实验方法

实验被试 名 男 名
,

女 名 大学

本科生
,

年龄 岁 岁
。

视力正常或矫正视力

正常
。

实验设备 同实验一
。

实验材料 自编 的由五个小字母
、 、 、

、

组成的大字母
、 、 、 、 ,

共 个 见附录

二
。

由小字母 组成 的大字母 的刺激记为
。

所有刺激两两配对
,

共组成 对 同刺激对
,

对

异刺激对
。

平 衡 同反 应 和 异 反 应 的次数
,

因此共
。对刺激

。

每个大字母是 的小字母 矩阵
,

宽和高分别 为
、 。

小字母 的宽 和高分

别为
、 。

前景为 白色
,

背景为黑色
。

两

刺激间的距离为
。

被试距离屏幕约
。

实验设计 对异反应而言
,

自变量为全局 一

局部异同
,

有三个水平 全局 同局部异
,

全局异局部

同
,

全局异局部异
。

对同反应而言
,

自变量为全局 一

局部一致性
,

有两个水平 全局和局部一致
,

全局和

局部不一致
。

因变量均为反应时
。

实验步骤 正式实验的刺激有 对
,

被

凶侧斜

气︸袱几

维度

图 关系一属性图形异同比较二维标度距离模型

分析与讨论

本实验结果显示
,

对称关系只对同判断有影响
,

而对异判断没有作用
。

这和前人 的研究结果一致
,

即对称关系只系统地影响同反应
。

本研究进一步发

现对称关系可 以加速 同反应
,

表 明对称关系最先被

加工
,

而不是最后才得到加工
。

这些结果均不支

持同判断是整体匹配的观点
。

本实验也发现异反应时随差异特征数的增加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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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每进行完 次试验可 自主休息一次
。

其余同实

验一
。

实验结果与分析

基 本 的数 据 分析 剔 除一名 正 确 率低 于

的被试的所有数据后
,

平均正确率为
。

剔

除三个标 准 差之外 的数 据 占总数据 的
。

结果如表 所示
。

全局和局部特征对异反应 时的影响 异反

应时的单因素重复测量方差分析结果表明
,

全局 一

局部异同的主效应显著
, ,

一
,

,

三 个 水 平 两 两 之 间 的 差 异 都 显 著
,

,

全局同局部异的异判断显著慢于全局异局部

同
,

全局异局部同的异反应时显著长于全局异局部

异的异反应时
,

即随着差异数 目的增多
,

异反应时降

低
。

为了与同反应相对应
,

也相应考察 了全局与局

部是否一致对异反应时的影响
。

对全局异局部异的

异反应时做全局和局部一致性的单因素四水平的重

复测量方差分析
,

结果表明
,

全局和局部一致性的主

效应不显著
, ,

一
, 。

表 全局一局部图形异同比较的反应时 〔砒

全局 和局部的一致性

反应类型 全局 一局部异同
两刺激全局和

局部都一致

左刺激一致

右刺激不一致

左刺激不一致

右刺激一致

两刺激全局 和

局部不一致

同反应

异反应

全局同局部同

全局同局部异

全局异局部同

全局异局部异

,

全局和局部特征对 同反应 时的影响 同反

应时的单因素重复测量方差分析结果表 明
,

全局 和

局部的一致性的主效应显著
, ,

一
,

,

全局 和局部一致 的刺激 的同反应显著

快于全局和局部不一致的刺激的同反应
。

同反应时和 异反应时的比较 全局 同局部

同的同反应慢于全局异局部同和全局异局部异的异

反应
,

但快于全局同局部异的异反应
。

多维标度分析结果 对全局 一 局部 图形 的

三个特征
,

即全局特征
、

局部特征和全局与局部的一

致性
,

从一维到三维空 间分别进行拟合
。

这里 只给

出二维空间拟合的 ’ 非参数相关结果

表
。

从表 看到
,

全局特征对异 同判断的贡献

最大
。

与此一致
,

二维标度的空间结构 中 图
,

全

局特征相同的图形多聚集在一起
。

异判断显著慢于全局异局部同的异判断
,

即
,

若全局

不匹配则很快做出异反应
,

若全局 匹 配则进一步分

析局部
。

该结果与整体优先假说一致
,

同时也表 明

异判断是从全局到局部的
。

琶琶

’

华华

认认
’

卜

⋯⋯⋯
凶侧端

那

一

衰 全局 一 局部图形异同比较的多维标度拟合二维空 间

的非参数相关系数

维度

图 全局 一 局部图形异同比较二维标度距离模型

局部 全局与局部的一致性

一

, 番

注 二 相关在 水平显著 双尾

分析与讨论

本实验的方差分析和多维标度分析结果均表明

全局特征对异判断有影响
,

体现为全局 同局部异 的

全局和局部一致可 以加速同反应
,

不支持同判

断是整体匹配的观点
。

因为
,

如果整体匹配
,

则同反

应时应该不受全局和局部是否一致的影响
。

尽管全局这个整体特征对异反应有影 响
,

但影

响同反应的全局局部的一致性却并不影响异反应
。

全局异局部同的异反应时显著长于全局异局部

异的异反应时
,

即随着差异数 目的增多
,

异反应时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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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
,

支 持 异 反 应 是 自终 止 的 观 点
,

也 支 持

等仁川 提出的在加工全局特征时 已 经对局部特征进

行 了部分加工 的观点
。

因为如果是先加工 全局特

征
,

然后才加工局部特征
,

由于全局特征都是有差异

的
,

那么全局异局部 同和全局异局部异这两种刺激

对的异反应时应该没有差异
。

出现快同效应
,

即全局 同局部同的同反应快于

全局同局部异的异反应
,

但慢于全局异局部 同和全

局异局部异的异反应
,

该结果不支持 同判 断完成后

异判断才开始的系列加工的观点
。

很有可能 先

对全局与局部是否一致这个整体特征进行 了加工
,

然后和慢速处理器一起加工全局特征和局部特征
。

实验三 情绪和五官特征对异同判

断的影响

实验一和实验二分别检验了关系一 属性特征以

及全局一 局部特征对异 同判 断的影 响
,

结果都不支

持整体匹配观和系列加工说
。

本实验拟采用具有抽

象情绪特征和具体五官特征的面孔线条图来进一步

探讨整体和局部特征对异 同比较的影响
。

方法

实验被试 名大学本科生 男
,

女

参与本实验
,

均为右利手
,

年龄 岁
。

所有被

试视力正常或矫正视力正常
。

。

。

实验设备 同实验一
。

实验材料 由文献 〕所使用 的五个示 意

性脸图改编
。

示意性脸图由三个特征集的元素以及

直径为 。 的圆组合而成
。

三个特征集分别为

眉毛 一 嘴巴 个元素
, , , , , , ,

眼睛

个元素 点
,

圈 和鼻子 个元素 线
,

角
。

最终可 生成三种情绪 消极脸 中性脸 积

极脸 的 个示 意性脸 图 见附录三
。

刺激 为 白

色
,

背景为黑色
。

这 个刺激共组成 对 同刺激

对和 对异刺激对
。

平衡 同反应 和异反应 的次

数
,

被试共需进行 次判断
。

两刺激中心间的距

离为
。

被试距离屏幕约
。

实验设计 对 异反 应 而 言
,

实 验设计 为

差异特征数 脸 图对情绪类型 的一致性 被试

内设计
。

自变量差异特征数有
、

个水平
, ,

当

差异特征数为 时无法构造 出具有相同情绪类型的

脸图刺激对 脸 图对情绪类型 的一致性有 个水

平 一致
, , ,

不一致
, , 。

对

同反应 而言
,

差异 特征数 为 。,

实验设计为单 因素

脸图对的情绪类型 被试内设计
。

自变量脸图对的

情绪类型 只有 个水平 消极脸
,

中性脸
,

积极脸
。

因变量均为反应时
。

实验步骤 练习 的刺激对为 对
,

正式测

试的刺激对为 对
。

在正式实验中
,

被试每进行

完 次试验可 自主休息一次
。

其余同实验一
。

实验结果与分析

基本 的数 据 分 析 剔 除 一名 正确 率低 于

的被试的所有数据后
,

平均正确率为
。

剔

除三个标准 差之外 的数据 占总数据 的
。

结果如表 所示
。

情绪和五官特征对异反应时的影响 异反

应时的 重复测量方差分析结果表明
,

差异特征

数的 主 效 应 显 著
, , ,

。

差异特征数两两之间差异显著
,

异反应时随

差异特征数的增多而降低
。

情绪类型的一致性的主

效应不显著
, ,

一
,

一
。

交互

作用不显著
, , ,

一
。

表 脸图 图形异同比较的反应时《

脸图对的情绪类型

不一致

反应类型 差异特征数

同反应

异反应

对只有一个差异 的异反应 时 表 进行分析
,

差异特征类型的主效应显著
, ,

一
,

。

不同眉毛 的异反应时和不 同眼睛的异反

应时之间的差异不显著 一
,

不 同鼻子 的异

反应时和不同嘴巴的异反应时之间的差异也不显著
,

而其余两两之 间的差异都显著 、

。

对差异为眉毛或差异为眼睛的辨别要 比对

差异为鼻子或差异为嘴巴的辨别更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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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差异特征类型的异反应时

差异特征

匀月了月又︺

月︸

工口直匕︵匕浦几一艺︸眉毛

眼睛

鼻子

嘴巴

情绪和五官特征对 同反应 时的影响 同反

应时的单因素重复测量方差分析结果表明情绪类型

的主效应显著
, , , ,

三

类情绪两两之间差异显著
, 。

。

中性脸 的

同反应最快
,

其次是积极脸
,

最后是消极脸
。

同反应时和异反应 时的比较 存在快同效

应
,

但三种情绪对的同反应 时均只快于只有 个差

异特征 眼睛
,

或鼻子
,

或嘴巴 的异反应时
。

多维标度分析结果 对脸 图中的情绪
、

眉

毛
、

眼睛
、

鼻子和嘴巴五个特征分别从一维标度到五

维标度的空间结构进行拟合
。

这里只给出二维空间

拟合的
‘

非参数相关结果 表
。

表

的数据表明
,

眉毛对异同判断的作用最大
,

其次是

眼睛
。

与此一致
,

二维标度 的空 间结构 中 图
,

具

有相同眉毛和眼睛但不 同情绪 的
, 。 , ,

聚集在一起
,

具有相 同眉毛和眼睛但不 同情绪

的
, , ,

聚集在一起
。

表 脸图图形异 同 比较 的多维标度拟合二维 空 间的非 参

数相关 系数

维度 情绪 眉毛 眼睛 鼻子 嘴巴

维度
一

“
一 ‘ 一 ’ 一 ‘

维度
一 一 ‘ “ 一 一

注
‘

双尾 “ 双尾

分析与讨论

本实验结果显示
,

情绪类型是否一致对异反应

没有影响
。

对实验数据进行 多维标 度 的结果 也表

明
,

被试做出异判断并不是根据脸 图的情绪是否一

致
,

而是根据具体的五官特征
。

异反应时随差异特

征数的减少而增长
,

与前人的研究结果一致
,

表明异

判断的加工是分析的
,

自终止的
,

且加工顺序是从上

至下的
。

脸图的具体情绪类型对同判断有影响
,

中性脸

的同反应最快
,

其次是积极脸
,

最后是消极脸
,

这个

结果不支持同判断是整体匹配的观点
。

存在快同效应
,

但三种情绪对 的同反应 时均只

快于只有 个差异特征 眼睛
,

或鼻子
,

或嘴巴 的异

反应时
,

表明同判断不是在对眉 毛
、

眼睛
、

鼻子
、

嘴巴

逐个 比较后才做出的
,

不支持 同判断先完成然后才

开始异判断的观点
。

。。

只攒
瞥‘‘ 若“啥’’

从 〕

跳跳跳乞号号
‘‘‘

、

卜只 ,

噪
、‘飞 ’

留留 勤勤勤

侧端

﹃

呱

一 一

图

刁
维度

脸图异同比较二维标度距离模型

总结与讨论

本研究三个实验的结果均表明
,

对称关系
、

全局

一局部一致以及情绪这些整体特征都对同反应有影

响
,

而对异反应没有影响
。

该结果进一步验证并扩

展 了前人的整体特征只系统地影响同反应 的结论
。

而按照整体匹配的观点
,

刺激是否具有相 同的整体

特征应该对同反应没有影响
。

因此
,

本研究结果不

支持整体匹配的观点
。

进一步
,

本研究结果发现对

称关系以及全局 一局部一致性这两个整体特征均可

以加速同反应
,

表明这些整体特征是最先被加工的
。

而实验三中情绪这个整体特征虽然对同反应也有影

响
,

但不能说明情绪优先于特征最先被加工
,

只能说

明中性和积极的情绪有加速同反应的作用
。

三个实

验结果跟前人研究结果一致
,

均出现了快同效应
,

因

此不支持 提出的同判断是穷尽的并且最后才

加工整体特征的观点
。

三个实验结果均表明
,

随着差异特征 的增多异

反应时降低
。

这跟前人研究结果一致
,

支持异判断

是分析加工的
、

自终止的观点
,

且加工的顺序是从上

至下
、

从整体到局部的
。

三个实验均出现 了快 同效应
,

但亦都出现 同反

应时慢于最快 的异 反应 时的现象
,

因此 不支持

对整个刺激加工完后慢速比较器才开始工作的系列

加工的观点
,

而支持 同判断 的快速加工器 先加

工整体特征
,

然后再和异判断的慢速 比较器一起加

工局部特征的本研究假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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