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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外显记忆和内隐记忆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记忆系统 ,某些因素对于内隐记忆和外显记忆的影响随之

不同。本实验的目的是揭示加工深度与 FOK( feeling - of - knowing)判断、内隐记忆之间的关系 ,了解编码时

的意义加工程度对于不同意识水平的记忆有何影响。实验用字对为材料以记忆编码时的加工深度为自变量

对被试元记忆监测的 FOK判断以及外显记忆和内隐记忆结果进行研究。实验采用 Hart提出的 FOK判断的

RJR研究范式和内隐记忆的加工分离程序 (简称 PDP)进行研究。结果表明加工深度对于 FOK判断等级和

FOK判断准确性均有显著影响 ,加工深度对于外显记忆和内隐记忆影响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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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xp licit memory and imp licit memory are two different memory system s. Some factors had different

effects on exp licit memory and imp licit memory. On the base of p redecessors’research the experiment’s purpose was

to reveal the relation of p rocessing dep th, FOK judgment and imp licit memory, and to understand p rocessing dep th in

the time of encoding stage how to affect memories on different consciousness level. The experiment used the paired -

words regarded p rocessing dep th in the time of encoding stage as the independent variable, and regarded FOK judg2
ment; exp licit memory result and imp licit memory result as the dependent variable. The experiment adop ted the

“RJR”normal researching form of FOK judgment p rojected by Hart and the“Process dissociation framework”of im2
p licit memory p rojected by Jacoby. The result of the researching p roved that the p rocessing dep th had different effects

on exp licit memory and imp licit memory, so the researching deduces that exp licit memory and imp licit memory are re2
ally two different memory system s.

Key word:p rocessing dep th; FOK judgment; imp licit memory; exp licit memory

1　问题提出

近年来以 FOK判断、内隐记忆、加工深度三

者之一为主要内容的研究屡见不鲜。随着研究

的深入 ,人们对 FOK判断、内隐记忆、加工深度等

概念及其影响因素有了越来越深入的认识。

关于 FOK判断 ,已有研究证明 ,识记后的保

持时间间隔、靶项目呈现的时间、学习程度等等

会影响 FOK判断等级的高低 ,而学习程度和线索

类型等对 FOK判断的准确性有影响 [ 1 ]。

关于内隐记忆 ,研究涉及正负性情绪对外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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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忆和内隐记忆的影响 [ 2 ]
,编码时不同注意状态

对外显记忆和内隐记忆的影响 [ 3 ]
,外显记忆、内

隐记忆与场依存 ———场独立认知风格的关系 [ 4 ]
,

知道感 ( feeling of knowing , FOK)判断与内隐记

忆的关系研究 [ 5 ]等。

关于加工深度 ,前人研究发现 ,加工深度对

回忆正确率、再认正确率、FOK判断等级等记忆

指标均有显著影响。

本研究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旨在探讨加工

深度与 FOK判断、内隐记忆三者之间的关系。首

先 ,我们要通过实验检验加工深度是否对外显和

内隐记忆的影响不同。我们假设编码过程中加

工深度的不同 ,对再认测验中意识参与的部分主

效应显著 ;而对再认测验中无意识的部分主效应

不显著。其次 ,本研究要探讨 FOK判断与内隐记

忆的关系。我们假设 FOK判断对于有意识的外

显记忆监测强度高于对无意识的内隐记忆的监

测强度。最后 ,本研究还将探讨加工深度与 FOK

判断的关系。我们假设经过深加工的材料 FOK

判断等级和判断准确性均显著高于经过浅加工

的材料。

2　研究方法

2. 1　被试样本

在北京市苹果园中学随机选取 48名高一学

生 ,以前均未参加相关实验。把 48名被试随机

分成两组 ,每组 24人 ,保证每组男女各半。

2. 2　实验材料

采用汉字作为刺激材料 ,从北京语言学院编

著的《现代汉语频率词典 》[ 6 ] (1986年版 )中选出

192个汉字。控制频率在 0. 01～0. 06之间 ,控制

字的结构为左右结构 ,控制字的情绪意义为中性

特征 ,控制字的笔划数在 8～13之间。拿出 72个

所选汉字 ,随机组成 36对无任何关联的“字对 ”,

其中第一个字为“线索字 ”,第二个字为“靶字 ”

(例如 :标插 ) ,把 36个“字对 ”中前 3个和后 3个

作为缓冲项 ,不计入统计 ,目的是避免首因和近

因效应。把剩下的 120个汉字中每 4个字和除缓

冲项以外每个“字对 ”的“靶字 ”打乱顺序组成含

有 5个汉字的再认被选答案 ,作为包含测验和排

除测验时用的材料。

2. 3　实验程序

本研究采用 FOK判断的 RJR研究范式和内

隐记忆的加工分离程序 (p rocess detach p rocedure

, PDP)。FOK判断的 RJR研究范式由 Hart提出 ,

他认为 FOK判断与客体记忆的回忆和再认一样 ,

可以是记忆存储的一个准确指标。他在此基础

上提出了 RJR (回忆 ———FOK判断 ———标准测

验 )的经典研究范式 [ 7 ]。内隐记忆的加工分离程

序又称为过程分离程序 ,是心理学家 Jacoby针对

任务分离中所测得的内隐记忆与外显记忆数据

不纯净的问题于 20世纪 90年代初提出的 ,它成

功地使得意识和无意识加工成分得以在一个简

单的记忆任务中分离 [ 8 ]。加工分离法 ( PDP)是

通过两类测验 :包含测验和排除测验 ,再借用经

典测验理论计算出意识和无意识的影响。包含

测验中 ,内隐记忆和外显记忆共同促成作业成

绩 ;排除测验中 ,内隐记忆和外显记忆对作业成

绩的影响正好相反。因此 Jacoby给出两类测验

计算公式 :包含 =意识 +无意识 - 意识和无意识

的共同影响 ;排除 =无意识 - 意识和无意识的共

同影响 ,由上面的公式可以得出计算意识与无意

识的公式 :意识 =包含 - 排除 ;无意识 =排除 / ( 1

-意识 )

2. 3. 1　学习阶段

实验分两组进行 ,每组被试 24人 ,第一组被

试实验程序如下 :

主试向被试交待指导语 :“实验开始以后你

会在计算机屏幕中央看到由两个相对应的汉字

组成的‘字对 ’,如‘标 ～插 ’,请你辨认和判断每

个‘字对 ’中两个汉字是否至少有一个汉字含有

提手旁 ,‘是 ’请按 Y键 ,‘否 ’请按 N 键。每个

‘字对 ’呈现 4秒 ,共 36个这样的‘字对 ’。”该指

导语旨在引导被试对记忆材料进行“浅加工 ”,因

为本研究中加工深度指编码过程中对材料所做

的意义加工的程度 ,上述指导语让被试对字形做

出加工 ,而对意义没有加工 ,所以此过程为“浅加

工 ”。这一阶段 36个“字对 ”呈现结束后主试让

被试执行“倒减 3”任务 ,以防止复述和近因效应。

2. 3. 2　回忆阶段

计算机屏幕上依次呈现学习过的线索字 ,要

求被试回忆出相应的“靶字 ”,输入计算机。

2. 3. 3　FOK判断阶段

在计算机屏幕中央呈现刚刚没有正确回忆

的“字对 ”的线索字 ,要求被试预测从 5个给定被

选字中正确选出“靶字 ”的把握程度 ,评估用由低

到高的 1 - 10等级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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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 4　包含测验

对该组 24个被试中的 12人呈现线索字和包

括 1个“靶字 ”和 4个备选字组成的选项 ,指导语

是 :“请你尽快从 5个被选答案中选出在学习阶

段每个线索字对应的汉字 ”。

2. 3. 5　排除测验

对该组 24个被试中没有进行包含测验的另

外 12人呈现线索字和包括 1个“靶字 ”和 4个备

选字组成的选项 ,指导语为 :“请你排除你认为最

可能与线索字相对应的汉字之后 ,选出哪个字还

有可能是与线索字相对应的汉字。”

第二组 24名被试实验程序的第一阶段即学

习阶段 ,主试的指导语是 :“实验开始以后你会在

计算机屏幕中央看到由两个相对应的汉字组成

的‘字对 ’,如‘标 ———插 ’,请你判断你是否能造

一个句子 ,句子中包含这两个字 ,‘是 ’请按 Y键 ,

‘否 ’请按 N键。每个‘字对 ’呈现 4 s,共 36个这

样的‘字对’。”上述指导语的目的是引导被试对

记忆材料进行“深加工 ”,与第一组被试指导语不

同 ,造句任务让被试对字意做出加工 ,所以此过

程为“深加工 ”。本阶段在 36个“字对 ”呈现结束

后让被试执行“倒减 3”任务 ,以防止复述和近因

效应。第二组被试学习阶段之后的各阶段与第

一组被试相同。

3　结果分析

本实验的因变量指标包括 :包含测验成绩、

排除测验成绩 (前面二者可计算出意识提取成绩

和无意识提取成绩 )、回忆正确率、FOK判断等级

和 FOK判断准确性 ( Gamma相关值 )。实验共有

两组被试 ,每组被试 24人 ,应得到 48组完整的数

据 ,但由于包含测验和排除测验的指导语有明显

差异 ,且容易混淆 ,实验程序中每组都安排一半

被试只完成包含测验 ,另一半被试只完成排除测

验。又由于本实验视被试为同质被试 ,因此统计

数据时对于完成排除测验的被试只取其排除测

验成绩补充进每组另一半被试的各项因变量指

标。最终实验得到表 1所示 24组完整的关于各

项因变量指标的数据。见表 1:

表 1　各因变量指标描述统计列表

因变量指标 �x �s

包含测验成绩 0. 384 0. 216

排除测验成绩 0. 142 0. 076

有意识提取成绩 0. 242 0. 265

无意识提取成绩 0. 188 0. 073

回忆正确率 0. 154 0. 218

FOK判断等级 4. 333 2. 420

FOK判断准确性

GAMMA值
0. 185 0. 435

　　注 :包含测验成绩、排除测验成绩、有意识提取成绩、

无意识提取成绩和回忆正确率均为比值 , FOK判断平均

等级为等级值 (介于 1 - 10之间 ) , GAMMA值为 GAMMA

相关值 ( FOK判断准确性指标 ) ,以下表格上述项目含义

相同。

3. 1　加工深度与 FOK判断之间的关系

我们就不同加工深度下 FOK判断情况进行

平均数差异显著性检验 ,结果如表 2

表 2　不同加工深度下 FOK判断平均数差异显著性检验结果

加工深度
浅加工

�x s

深加工

�x s
t P

FOK判断等级 2. 919 1. 490 5. 748 2. 380 3. 489 0. 002

FOK判断准确性 0. 012 0. 364 0. 358 0. 445 2. 082 0. 049

　　数据显示在不同加工深度条件下对 FOK判

断等级进行单因素平均数差异显著性检验 ,得到 t

(22) = 3. 489, P = 0. 002,深加工材料的 FOK判

断等级在 0. 01水平上显著高于浅加工材料的

FOK判断等级。

根据 Hart提出的 FOK基本范式 ,对 FOK判

断准确性进行检验 ,将 FOK判断等级与再认测验

成绩进行 Gamma相关分析 ,再将相关值进行 t检

验。如果相关显著 ,则说明 FOK判断是有效的 ,

而不是随机水平的猜测。本实验 t ( 23 ) = 2. 083,

P = 0. 049,这说明被试所做的 FOK判断有效。

在不同加工深度条件下对 FOK判断准确性

差异进行检验 ,得到 t ( 22) = 2. 082, P = 0. 049,深

加工条件下的 FOK判断准确性在 0. 05水平上显

著高于浅加工条件下的 FOK判断准确性。

3. 2　加工深度与内隐记忆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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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被试的包含测验成绩和相对应的排除

测验成绩 ,按照 Jacoby给出的计算公式 ,计算出

有意识提取的再认成绩和无意识提取的再认成

绩。我们就不同加工深度下意识与无意识提取

成绩进行检验 ,得到表 3:

表 3　不同加工深度下意识与无意识提取平均数差异显著性检验结果

加工深度
浅加工

�x s

深加工

�x s
t P

有意识提取成绩 0. 084 0. 189 0. 400 0. 240 3. 576 0. 002

无意识提取成绩 0. 167 0. 069 0. 208 0. 075 1. 394 0. 177

　　数据显示利用平均数差异显著性检验对不

同加工深度下意识参与的再认成绩进行检验 ,得

到 t (22) = 3. 576, P = 0. 002,说明深加工情况下

外显记忆的效果明显好于浅加工。利用平均数

差异显著性检验对不同加工深度下无意识的再

认成绩进行检验 , 得到 t ( 22 ) = 1. 394, P =

0. 177,说明深加工与浅加工条件下的内隐记忆

效果无显著差异。

3. 3　FOK判断与内隐记忆之间的关系

将 FOK判断等级与有意识提取的再认成绩

和无意识提取的再认成绩分别进行皮尔逊相关

分析 ,得到 FOK判断等级与有意识提取的再认成

绩相关值 r = 0. 536, P = 0. 007,说明 FOK判断等

级与外显记忆效果呈显著正相关 ; FOK判断等级

与无意识提取的再认成绩相关值 r = - 0. 125, P

= 0. 562,说明 FOK判断等级与内隐记忆效果呈

负相关 ,但不显著。

将 FOK判断准确性与有意识提取的再认成

绩和无意识提取的再认成绩分别进行皮尔逊相

关分析 ,得到 FOK判断准确性与有意识提取的再

认成绩相关值 r = 0. 225, P = 0. 291,说明 FOK判

断准确性与外显记忆效果无显著相关 ; FOK判断

准确性与无意识提取的再认成绩相关值 r =

0. 216, P = 0. 311,说明 FOK判断准确性与内隐记

忆效果无显著相关。

3. 4　加工深度对回忆和再认正确率的影响

我们就不同加工深度下单纯的回忆正确率

和再认正确率进行比较 ,得到表 4:

表 4　不同加工深度下回忆和再认成绩平均数差异显著性检验结果

加工深度
浅加工

�x s

深加工

�x s
t P

回忆正确率 0. 028 0. 040 0. 281 0. 251 3. 447 0. 002

再认正确率 0. 245 0. 137 0. 522 0. 192 4. 064 0. 001

　　数据显示不同加工深度下回忆正确率的平

均数差异显著性检验 ,得到 t ( 22 ) = 3. 447, P =

0. 002,深加工情况下回忆正确率显著高于浅加

工情况下的回忆正确率。对再认正确率进行平

均数差异显著性检验 ,得到 t ( 22 ) = 4. 064, P =

0. 001,证明深加工情况下再认正确率显著高于

浅加工情况下的再认正确率。

4　讨论

根据研究结果 ,我们可以就加工深度与 FOK

判断之间的关系、加工深度与内隐记忆之间的关

系、FOK判断与内隐记忆之间的关系分别做出论

述。分别回答以下三个问题 :第一 ,深加工是否

能促进人们对记忆的监测 ;第二 ,加工深度对内

隐记忆和外显记忆的影响是否不同 ;第三 ,人们

对内隐记忆和外显记忆的监测是否不同。

4. 1　加工深度与 FOK判断的关系

从加工深度与 FOK判断的关系来看 ,不同加

工深度对于 FOK判断等级和 FOK判断准确性均

有显著影响 ,深加工均好于浅加工。这方面的国

内研究较少 ,这一结论与王培培、罗劲在《知道感
( FOK)和不知道感 ( FOnK)的实验分离 》[ 9 ]一文

中阐述的“深度加工能使 FOK的预测准确性增

强 ”的结论一致。深度加工对 FOK判断起促进作

用的原因很可能是 FOK监测是具有很高意识水

平的活动过程 ,因此对于编码过程中采取了有更

高意识水平的意义加工 ,也就是说深度加工的情

况监测效果优于浅层加工。由此可见 ,编码过程

中采用深度加工不仅能够促进有意识记忆的效

果 [ 10 ]
,还促进了人们对记忆的监测。

4. 2　加工深度与内隐记忆、外显记忆的不同关

系

从加工深度与内隐记忆、外显记忆的关系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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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 ,实验数据表明不同加工深度在外显记忆的回

忆正确率和再认正确率两个指标上差异显著 ,深

加工的外显记忆效果显著优于浅加工 ;同时本实

验的贡献是 :运用加工分离程序把有意识和无意

识的记忆分开进行比较 ,结果也证明了加工深度

对于有意识的记忆过程影响显著 ;而深加工与浅

加工对于无意识的记忆没有显著影响。这说明

外显记忆与内隐记忆是两个不同的记忆过程。

根据前人的研究 ,加工深度所以对外显记忆有显

著影响而对内隐记忆影响不显著是由于加工深

度象征着编码时的意义表征水平 ,而这是在意识

水平上进行的 ,因而在同样需要意识参与的提取

过程中深加工的效果比浅加工好。与外显记忆

不同 ,内隐记忆是在不需要意识或有意识回忆的

情况下 ,个体的经验自动对当前的任务产生影响

而表现出来的记忆 ,因此加工深度对内隐记忆效

果的影响不显著。梁三才、游旭群在《内因和外

显记忆任务之间的实验性分离 :编码时不同注意

状态的作用 》一文 [ 3 ]中得到了类似的结论即采用

加工分离程序进行研究发现较难的分心任务也

只影响意识性提取 (外显记忆 ) ,不影响自动提取

(内隐记忆 )。他们认为操纵编码时的注意状态

类似于操纵加工水平 :集中注意条件下目标刺激

获得较充足的注意资源 ,这类似于深加工 ;分散

注意条件下目标刺激加工仅能获得有限的注意

资源 ,这类似于浅加工。也就是说加工深度影响

意识性提取 ,而不影响自动提取。本实验与前人

研究不同的是在识记阶段直接操纵了意义加工

还是字形加工 ,明确区分意识参与的程度 ,证明

了加工深度对于外显记忆和内隐记忆的不同影

响。

4. 3　FOK判断与内隐记忆、外显记忆的不同关

系

从 FOK判断与内隐记忆、外显记忆的关系来

看 , FOK判断等级与有意识提取的再认成绩明显

正相关 ,说明有意识提取成绩越好 ,被试判断自

己能否做出正确再认的信心值越高 , FOK判断等

级是在较高意识水平上进行的。而对于无意识

提取过程 , FOK判断等级与无意识提取成绩呈负

相关 ,但不显著。这说明无意识提取的过程没有

被元监测所监测到 ,甚至可能降低监测效果。关

于 FOK判断与内隐记忆的关系 ,相关研究较少 ,

刘耀中在《FOK与情节记忆、语义记忆和内隐记

忆关系的研究 》一文中得到的结论是 [ 5 ]
:“FOK判

断对记忆的监测强度由意识 ———无意识逐渐减

弱 ”。本研究结果与上述结论有相同之处 ,即元

监测的信心水平与有意识的提取明显相关 ,而与

无意识的提取关系弱。本研究得到的不同结果

是本实验进一步显示 FOK判断准确性与有意识

的提取成绩和无意识的提取成绩均无显著相关 ,

由此推测无论外显记忆和内隐记忆效果如何 ,它

们都不能直接关系到人们对记忆监测的准确性 ,

特别是说明并不是外显记忆效果好 ,记忆监测效

果也会提高。

综上所述 ,实验结果可以证明加工深度对于

内隐记忆和外显记忆的作用不同。对于外显记

忆来讲 ,加工深度既影响直接的记忆效果 ,又影

响人们对记忆的监测。因此本研究对于人类学

习的启示是在学习过程中提高加工深度 ,也就是

说多做一些意义编码有助于信息的保持和提取 ,

同时有助于人们对自己的记忆效果做出准确的

预期和评价 ,从而调整外显的行为。对于内隐记

忆来讲 ,加工深度的作用不显著 , FOK判断与内

隐记忆效果之间也没有相关关系 ,这更加证明了

内隐记忆是一个无意识的过程 ,意识过程对其无

法准确监测和判断。我们的实验研究初步说明

了加工深度与 FOK判断、内隐记忆之间的关系 ,

但还存在一些需要改进和进一步研究的内容 ,今

后的研究应对影响内隐记忆的因素 ,内隐记忆和

外显记忆还存在哪些区别和联系以及内隐记忆

对知识技能学习和社会认知的作用进一步探讨。

5　结论

加工深度对于 FOK判断等级和 FOK判断准

确性有显著影响 ,深加工条件下 FOK判断等级明

显高于浅加工条件下的 FOK判断等级 ,深加工条

件下的 FOK判断准确性高于浅加工条件下的

FOK判断准确性。

加工深度对于外显记忆和内隐记忆影响不

同 ,深加工条件下的有意识记忆效果好于浅加

工 ,加工深度对于无意识记忆无显著影响。

FOK判断等级与外显记忆效果呈显著正相

关 ,而同内隐记忆效果无关 ; FOK判断准确性与

外显记忆和内隐记忆效果均无明显相关关系。

[下转第 10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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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高于在不同测试视点的识别正确率。

(2)空间更新效应 :在不同测试视点时 ,桌子

静止条件下的识别成绩显著好于桌子转动条件

下的识别成绩 ,这表现出运动对空间更新的促进

作用 ;在相同测试视点时 ,桌子静止条件下的识

别成绩显著优于桌子旋转条件下的识别成绩 ,表

明空间更新是不可被忽略的。

(3)沉浸式虚拟现实技术可以作为一种十分

有效的工具应用于场景识别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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