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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当前的研究主要针对导航的技巧展开 ,较少探讨人与人之间原本就存在的认知差异对导航绩效

的影响。文章讨论了三类认知风格 :自我中心和环境中心、场独立性和场依存性、言语序列优势和视空间优

势 ,对现实、模拟和网络各种形式的导航中的影响 ,并且相应地提出一些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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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导航的定义

导航 ,从广义上讲 ,指的是为环境中的旅行者

提供位置感、运动感和方向感 [ 1 ] ,其中既可包括

交通导航 ,也可包括菜单和网络导航。从狭义上

讲 ,是一种引导运载体安全、准确地沿着选定的路

线 ,准时到达目的地的一种手段。无论是广义还

是狭义 ,目的都是回答 :我现在在哪里 ? 我要去哪

里 ? 如何去 ? 或者说 ,如何找到合适的路径 ?

当前的研究主要是针对导航中的技巧来展

开 ,较少集中讨论人之间原本就存在的认知差异

对导航绩效的影响 ,这种差异的主要表现之一就

是认知风格上的差异。所以 ,本文的主要目的在

于讨论三组认知风格 (自我中心和环境中心、场

独立性和场依存性、言语序列优势和视空间优

势 )对导航的影响。

一般认为 ,认知风格指个体信息加工过程中

表现出的个性化的和一贯性的偏好方式。杨治良

等提出 ,可以从认知、人格和活动三个基本侧重点

来划分认知风格。在本文中提到的三组分类主要

都是从认知这个侧重点来进行的 [ 2 ]。

2　自我中心和环境中心

2. 1　自我中心对导航的意义

首先要指出的是 ,这种分类并不是要把人分

为两类 ,大部分人在导航中必须同时使用这两种

认知风格 ,导航的最终结果就是一个自我中心的

结果 ,即现在我该往哪里走。

W ickens等人都提出自我中心的大部分特征

会对导航产生积极的影响 [ 1 ]。W aller认为至少有

两种心理能力在获取环境中的导航空间信息过程

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其中之一就是在环境中

运动时 ,追踪不断改变着的个人和外界物体间的

位置关系的能力 [ 3 ]。这种能力经常被称为“自我

中心的空间更新 ”,在空间认知的研究中占据着

十分重要的地位。

2. 2　自我中心和环境中心的交互作用

自我中心和环境中心之间的交互作用可以被

认为是和导航关系最为密切的认知因素。在模拟

的导航情境中 ,经常会涉及到自我参照和环境参

照框架之间的转化问题。周荣刚等发现这种转化

和性别之间存在明显的交互作用 ,表现为 :根据自

我参照系中的位置来推断环境参照系中的方位 ,

男女性别差异不明显 ;根据环境参照系中的位置

来推断自我参照系中的方位 ,男性判断错误率和

反应时间低于女性。在任务类型中 ,当基于环境

参照进行自我参照系中的主方位判断时的错误率

和反应时间 ,都高于基于自我参照进行环境参照

系中的主方位判断的错误率和反应时间 [ 4 ]。由

此我们可知 ,自我参照和环境参照系中存在着非

等价的相互关系 ,投射出自我中心和环境中心之

间非等价的相互关系 ,而且这种相互关系与性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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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存在着某种联系。它们之间的转换在实际操

作中应当特别注意。W aller理论框架中的另一种

重要的心理能力就是间接推断未知的空间关系 ,

也称为“视角选取 (变换视角 ) ”,即周荣刚的实验

中所提到的根据自我参照系中的位置来推断环境

参照系中的方位。这种能力和第一种自我中心的

更新能力一起 ,对在环境中指认当前不可见的物

体位置的成绩起着关键作用 [ 3 ]。而指认当前不

可见的物体位置则是导航中的重要任务之一。

V idal等人则研究了自我中心和环境中心对

导航成绩影响的交互作用 ,自我中心和环境中心

的一致性对于三维空间结构记忆中的视角更新具

有关键性的作用。任何环境坐标的变化都会给三

维空间表征的整合带来一定的困难 ,因此保持身

体轴线和重力方向的一致有利于从自我中心参照

系统向环境中心参照系统的转换 [ 5 ]。

总之 ,自我中心以及自我中心和环境中心这

两者之间的关系变化对导航起着重要作用 ,尤其

是二者的转换及一致性问题 ,另外这种能力还与

性别存在着一定的联系。

3　场独立性和场依存性

根据认知这一基本侧重点进行认知风格划分

中 ,场独立性和场依存性可谓是影响最为广泛的

一种了 [ 2 ]。场依存是指人们在加工信息过程中 ,

倾向于依赖外在参照物或以外部环境线索为指

导 ,场独立则是指人们倾向于凭借内部感知线索

来加工信息。场独立性高的个体在信息加工时较

少受外部环境的影响 ,而场依存性的个体易受影

响。而且经验表明 ,场独立性和场依存性在一定

程度上与环境中心和自我中心存在着一定的关

系 ,在某些个体的情况中 ,场独立性的个体可能更

多使用自我中心的参照方式 ;而场依存性的个体

可能更多使用环境中心的参照方式。但是这没有

定论。

这一因素的研究多针对与网络超文本有关的

导航进行。一般来说 ,场独立倾向的人空间综合

能力要高于场依存倾向的人 ,这就反映在个体的

网络使用绩效中。周荣刚等通过偏离最优路径的

量、主观感觉的迷失程度这两个指标测量发现 ,场

独立性个体的超文本使用成绩优于场依存性个

体 [ 6 ]。场独立倾向的人知觉事物时容易区分超

文本中各部分 (节点 )的区别 ,而场依存倾向的人

则喜欢整体综合知觉信息。但是 ,江程铭等人的

实验结果则没有发现场独立性对网络搜索成绩的

显著影响 ,但是他也提出这可能与被试取样和被

试的网络使用经验有关 [ 7 ]。另外 ,任衍具认为其

中的绩效还和信息的确定性有关 ,当提供的信息

不确定性较大时 ,与场依存性的被试相比 ,场独立

性的被试因具有较大的搜索深度和广度而显示出

较好的搜索绩效 ;而当提供的信息比较确定时 ,场

独立性的被试又因不易受无关信息的干扰而获

益 [ 8 ]。但是 ,场独立性和场依存性之间的差距并

不是不可改变的 ,例如张智君等人认为 ,丰富的网

络经验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场依存性在导航中

的缺陷 [ 9 ]。所以 ,在训练使用超文本导航时候 ,

要注意增加场依存性风格的使用者的使用经验。

4　言语序列优势和视空间优势

已有的研究中 ,有关导航的空间视觉中的认

知风格很少被考虑到 ,其原因可能与真实环境中

操控实验条件的难度有关。然而必须要肯定的

是 ,由于言语本身的序列性 ,对于表征同时性的空

间信息是存在一定劣势的。在视觉空间任务中表

现出色的个人 ,在导航任务中也会同样出色 ,因为

后者需要重新收集整理有关视空间的信息。

Cutmore等人提供的证据表明 ,不论是静态

还是动态的虚拟环境 ,对于那些视空间处理能力

优于言语序列能力的个体来说 ,都能为整体的路

径知识的获得提供极大的便利 [ 10 ]。他们还研究

了这种认知风格的划分和其他因素的交互作用。

认知风格和环境类型的交互作用表明 ,当只存在

静态信息时 ,视空间能力占优势的个体导航绩效

较好 ,但是当动态信息存在时 ,两组的成绩是相同

的。认知风格和导航测试类型 (顺行、逆行 )的交

互作用则体现了视空间认知风格对逆向导航的成

绩的改善 ,而在顺向上没有差异 [ 10 ]。

5　总结

总之 ,认知风格在导航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

用 ,而且它是人本身固有的特点 ,没有好坏之分。

每种认知风格对于导航的意义是不同的 ,作用的

形态也是不同的。

由于认知风格在一定程度上是无法通过训练

改变的 ,所以无论是在实际的道路导航还是在虚

拟情境中的导航 ,都要特别考虑到不同的认知风

格在其中可能造成的影响 ,尽量设计出适合不同

风格人群的导航形式 ,以减少其中的负面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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