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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数量与皇现速度对视
、

听

同时瞬时记忆的影响

叶绚 遭亘亘 陈光山 叶顺和
中 自 科 学 院 心 理 研 究 所

摘 要

视
、

听材料同时识 记
、

瞬时记 忆效果并非普遍降低
。

材料数量影响视
、

听同时

瞬时记忆效果的 变化及其方 向 元 意义联 系汉字数量超记忆广度时
,

视
、

听同时

瞬时记忆 相 对效果与非同时识记相 比提高
。

材杆数量也影响视
、

听同时瞬时记忆

的相 对优 势及重现方 式
。

这些 结 果倾 向于表明
,

材料数量在记忆广度 内及超记

忆 广度时
,

视
、

听同时瞬时记忆 的组织 加工不 同
。

呈现速度只 影响 记忆优势及重

现方式
。

根据 多项 分析
,

可 以 认为视
、

听通道标 签是组 织视
、

听同时瞬时记忆 最

鲜 明的标 签
,

经过 识记 个视
、

听同时字表
,

视
、

听同时识记效果有提高趋势
。

问 题

研究两种感觉通道材料同时识记
,

既有助于了解信息的选择
、

组织加工和提取
,

特别

识记的中枢调 整过程 对于如何提高接受
、

识记及处理多通道信息的效率
,

也有参考意

我们第一个有关研究表明。
,

视
、

听材料同时识记
,

二者产生相互干扰
,

这种干扰主要

数量减少与难于觉察二者的联系
。

在我们另一有关研究中〔勺 ,

视
、

听材料同时

效果并非普遍降低
,

材料的联系与时间间隔影响识记效果的变化
。

我们上两次
,

视
、

听材料同时识记
,

常有一方 占优势
,

这种优势在不 同识记次数中有转移

的现象
。

在其他有关研究中
,

有些结果表明两个通道间产生相互干扰
,

识记效
,

均
,

也有识记效果无明显变化或较优的报道内
,

可 以看出
,

通道性质及呈现方

果有影响
。

视
、

听材料同时呈现
,

识记效果的变化如何
,

决定于甚 么条件
,

应进

本研究采用无意义联系汉字
,

在较大范围内改变汉字数量
,

也改变呈现速度
,

探讨视
、

同时瞬时记忆效果及组织加工随之如何变化
。

还在部分字表中插入视
、

听联系
,

以分析

通道内无联系情况下
,

视
、

听材料间的联系是否较易于觉察
。

法

视觉材料与听觉材料同时呈现的方式与前一实验同
。

方

听觉材料是乐声 牌录音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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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送出的字音
,

视觉材料是在录音机上安装的黑色屏窗口呈现出的胶带上白字
。

窗 口 的

长度决定字的呈现时间
,

胶带转行的速度是 厘米 秒
。

材料数量 由 对至 对
。

呈现速度分 ” 及
”
两种

。

每种呈现速度 个字表
,

其中

两个字表皆为无意义联系汉字
,

另一字表内每种数量字对都有一对是有联系的字
,

有联系

字对在不同数量字对中的位置不固定
。

分别呈现的视或听字表的呈现速度皆为
犷犷。

字

表上的字皆为 一 画的常用汉字
。

实验分四 组进行
,

两 组的字对从多到少
,

另两 组的字对从少到多
。

同时与非同时
,

两

种呈现速度
,

无联系与包括有联系字对的字表出现先后次序机会皆均等
。

每组被试 人
,

名被试中
,

名是从事心理学工作的
,

另 名是高中毕业生
。

实验指导语要求在同时条件下
,

看与听要同时进行
。

每次呈现后
,

让被试在格纸的相

应位置填写出记住的字
。

每次重现后移动另一张纸把结果盖上
。

主试记录重现次序及反

应时间
。

结 果

一 材料数量 与视
、

听同时瞬时记忆数量

不同数量汉字的视
、

听同时与非同时瞬时记忆的平均字数列于表
。

图 是同时与非

同时条件下 名被试的瞬时记忆平均万曲线
。

从表
,

图 可见
,

视
、

听无意义联系汉字同时

呈现
,

识记效果依材料数量不同而有不同变化
。

也即与非同时条件下的结果相比
,

当汉字

数量很少 项 时
,

视
、

听同时瞬时记忆平均数量减少
,

差别很显著
,

达 水平 汉字数

量增至记忆广度左右
,

视
、

听瞬时记忆或有或无变化 个汉字时
,

相应的呈现速度 ” 的

表 不同教扭汉字的视
、

听同时与非同时瞬时记忆比较 名被试的平均字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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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叶绚等 材料数量与呈现速度对视
。

听同时瞬时记忆的影响

瞬时记忆增加
,

但呈现速度
” 的瞬时记

忆有减少倾向 个汉字时
,

识记效果无变

化 材料数量增至 一 项
,

同时条件下的

识记效果显著提高 或
。

从表 还可看出
,

在同时条件下
,

瞬时

记忆的最大值有增加倾向
,

且达此值的无

意义联系汉字数量较多
。

也即在本实验条

件下
,

当材料数量 为 项 时
,

视
、

听 同 时
’护

的瞬时记忆数量达最大 值 项
,

而当材料数量为 项时
,

单通道的瞬时记

忆数量即达最大值 项
。

上述同时与非同时瞬时记忆效果的相

图 记住视
、

听同时与分别呈现汉字
的百分数比较 名被试的平均
结果

对优势与材料数量的关系是否被试的普遍倾向 表 指出
,

特别是当材料数量很少 和 多

时
,

多数被试的倾向与上述倾向相同
。

当然
,

从表中看不出这种相对优势在不同被试中表

现出的显著性如何
。

这也会影响表中倾向与上述倾向的一致性
。

表 不同同时与非同时瞬时记忆与材料数通关系的被试人数
。

’

。 。

同 时 多

⋯ ⋯ ⋯
了 了 。

‘目 等 ‘ ‘ ‘ ’

斗乒同 时 多 ‘ ‘

二 呈现速度与视
、

听同时瞬时记忆

不同呈现速度条件下
,

视
、

听同时瞬时记忆总合
。

表 和图 还表明
,

当材料数量多 一 个字 时
,

两种呈现速度条件下的视
、

听瞬

时记忆之和极近似 材料数量为
、 、 、

项时
,

两种呈现速度条件下的结果有较明显的差

别
。

从表 还可见
,

在呈现速度
”

条件下
,

达瞬时记忆高峰值的材料数量较多 个

字
,

但这两种呈现速度条件下的瞬时记忆最大值的绝对数量却几乎相同
。

根据 考验
,

从各种材料数量的视
、

听同时瞬时记忆效果总合来说
,

这两种呈现速度条件下的结果差异

不够显著 二 。 ,

叮二
,

尸
。

同时
‘护

和
‘ ’

条件下的视觉瞬时记忆与听觉瞬时记忆
。

图 是两种速度的同时条件下
,

视觉瞬时记忆曲线比较
。

从图中可见
,

当同时呈现的

无意义联系汉字数量在 项以下时
,

两种呈现速度的视觉瞬时记忆数量或极近似或有无

固定趋势的差别 、当汉字数量在 项以上时
,

慢速
’‘

的视觉瞬时记忆数量较多
。

将 项

以上 三种字数 的不同呈现速度条件下的视觉瞬时记忆数量进行 考验
,

结果为差别显

著性水平
,

尸一 。。,

叮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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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不同呈现速度的同时条件下
,

视觉瞬

时记忆比较 名被试的平均结果
图 不同呈现速度的同时条件下

,

听觉瞬

时记忆比较 名被试的平均结果

象外口石召日

汉字数员

图 同时条件下
,

视
、

听瞬时记忆的相对
优势与材料数量的关系 两种呈现速

度条件下的平均结果

两种呈现速度的同时条件下
,

听觉瞬

时记忆曲线比较见图
。

图中曲线 表 明
,

当同 时呈现的字数多 一 项时
,

听觉

瞬时记忆以在快速 ’’ 条 件 下 较 优
。

尸 考验结果为差别显著性水平 。

,

叮二
。

三 不同数量材料的视
、

听同时瞬时

记忆的相对优势

本研究验证了在第一个研究 中表证出

的记忆优势现象
,

并进一步指出这种相对

优势的变化
,

还与材料数量有 一 定 的 关

系
。

由图 可见
,

当材料数量在记忆广度

内
,

视
、

听同时记忆中以视觉瞬时记忆占优

势扩也即当无意义联系汉字为 个及 个时是如此 但材料数量若超记忆广度范围
,

也即

汉字增至 一 个
,

这种相对优势即转移至听觉瞬时记忆方面
,

而且有字数愈多
,

听觉瞬时

记忆优势愈明显的倾向
。

考验肯定了材料数量在记忆广度内外产生的瞬时记忆优势的

相反趋向是极显著的 前者 夕二
,

叮二
,

似 后者 一
,

叮二
,

。

从表 还可见
,

字数多于具有瞬时记忆最大值的材料数量时
,

。
尸‘

速度条件

下的听觉瞬时记忆优势更明显
。

表 也对照出
,

在本实验非同时条件下
,

视
、

听瞬时记忆效果虽也表现出差别
,

但优势

倾向并不随材料数量变化
,

视觉瞬时记忆在不同数量条件下始终表现出优势
,

其倾向也很

显著 尸 了 ,

叮
, 。

四 材料数量
、

呈现速度与识记正对视
、

听字数量的关系

对同时呈现的视
、

听材料只识记其一
,

或同时识记二者
,

上述识记数量是这两种情况



期 叶绚等 材料数量与呈现速度对视
、

听同时瞬时记忆的影响

的总结果
。

、 · 、

一

表 只列出同时皇现视
、

听两字皆记住的结果
。

从表中可见
,

随材料数量不同
,

识记

同时呈现视
、

听字的对数及占识记字数拓皆有变化
,

如在同时 ”条件下
,

材料数量为

项时
,

记住 对
,

占识记字数 多 材料数量为 项时
,

记住的字对虽增至 对
,

但占

识记字数终减至仪多
。

也就是
,

记住的视
、

听字对数随材料数量增加而先增加然后又逐渐

减少 , 但占识记字数拓从 项起逐渐下降直至 项
。

在同时 ” 条件下
,

从 至 项
,

识记

字对占识记总数另也是递减的
。

‘

尸考验表明
,

材料数量不同
,

识记正对视
、

听 字 数量的变

化很显著 尸二
,

叮
, 。。 改变呈现速度对识记正对视

、

听字无显著影

响
。

”
、

表 同时呈现视
、

听字对的识记对数 名被试的平均结果

川州一叫侧引一

⋯记 对 数

识记字数拓

一

⋯
一 。一

⋯下可
一

丽‘ 。 ‘

识占
﹄匕

勺翻识 记 对 数

占识记字数

了

〔五 练习对同
·

时识记视
、

听字对的影响

表 比较 名被试对第一个和末一 第 个视
、

听同时字表的识记结果
,

指出通过识

记 导个同时字表
,

对第 个同
,

时字表不只记住的视
、

听字总数增加
,

同时识记的正对视
、

听

字数量也显著地增加 刃二
,

叮井
, 。

但只 同时识记一对视
、

听字的结

果是例外
。

表 第 个和第 个视
、

听同时字表的瞬时记忆比较 名被试的平均结果

甘‘一﹄匕︸份‘

自匕冲‘自,曰有人,曰,‘,叨一“︸内“肠阳能以一︸
。

⋯
· 记

二 ⋯⋯⋯⋯⋯⋯⋯
第 表 。。。

,

,
一

, 。 ,

石丽丁
识 记 正 对视

、

听 字 对 数
,

杯森赢怜翼附拭
峪

协剥
六 重现方式与材料数量

、

识记数量
、

识记优势

在同时条件下
,

按原呈现次序重现的情况颇少
。

表 指出
,

只有 次或 拓重现总次

数按原呈现次序重现
,

在
”
快速条件下

,

更不易采用这种重现方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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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按原呈现次序重现的次数 名被试的总结果

次一

, ,,

部 分 占 总 数 拓
合 计

‘ ,

在绝大多数情况下
,

被试重现完一个通道材料再重现另一通道材料
,

也即采用视先
、

听后或听先
、

视后的重现方式
。

在一些情况下
,

被试将视
、

听材料分段交替地重现
。

表 视
、

听同时瞬时记忆的重现方式与材料数且
、

识记数蛋的关系 名被试的总结果

翼眯
一

“‘

‘
’

。

“ “
·

一妇引粉︸尧况一左﹃﹄”︸八,臼
卜

,刁︸,一曰飞民斤‘︸抽曰厂︸勺肠渡‘尘淤科一川川川川川序、勺比恤占一、,‘山注洲一舀,占甘一﹄司︸,一“︸曰工门︸︺’犷︻通‘通‘

内一

⋯
一

⋯
一七山凌劲一品甲门︸工曰

,

廿、一,工即六」

了

出出现现 平均识识 出现现 平均识识 出现现

次次数数 记字数数 次数数 记字数数 次数数

表 表明重现方式与材料数量
、

识记数量的关系
。

根据表
,

视先
、

听后的重现方式

出现次数最多
,

听先
、

视后出现次数次之 随材料数量增加 数量超记忆广度
,

视先出现次

数有减少倾向
,

但不显著 “一
, 。

。

从表 也可见
,

材料数量为 一 个字时
,

视先识记数量较多 尸二
,

叮
,

尸 材料数量增至 一 个字
,

听先虽

似识记数量较多
,

但这种倾向不显著 尸二
,

叮一
, 。

表 重现次序与记忆优势的关系 名被试的总次数

视视视 优优 听 优优 平 衡衡

, ,, , ,,

合 计计
, ,, , ,,

合 计计
, ,, ,

合 计计

视视 先先 了

听听 先先

重现次序与记忆优势也有关系
。

表 了指出视先
,

听先与视优
、

听优以及平衡的关系
。

也即
,

视先时
,

视优次数最多
,

听优次之
,

平衡次数最少 听先时
,

听优次数占绝大多数
,

视

优及平衡次数均很少
。

列联系数考验表明
,

视先有视优倾 向
,

听 先 有 听 优 倾 向
,

尸
, 。

七 材料数量
、

呈现速度与联系的觉察

根据有联系字较易识记的一般规律
,

比较插入的有联系字对与相应的无联系字对的

平均识记数量
,

做为是否觉察联系的参考 表
。

从表 可见
,

在多数不同数量材料
,

不

同呈现速度条件下
,

皆是有联系字对的识记数量较多
,

其中差别显著的接近半数
。

这个结

果与被试能觉察一些联系及在材料数量少时较易于发现联系的报告结合
,

倾向于表明
,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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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同时瞬时记忆的影响

通道内无联系情况下
,

通道间或视
、

听材料间的联系
,

有可能
,

但并不易于被觉察
。

表
‘ 一

有联系宇对与相应无联系字对的平均识记宇数比较 名被试

一份牛份
一‘

卜一节井一一一一二一一
一一

卜一兰一

一
一一一卜书哗一卜书瞥一华一竺干生兰当尸二

, 有 赞杏字 对 ’吕‘ ” , ”“ ’
‘

, ‘
’

’‘
‘

,
‘

,

、
无 联 乐 字 对 ’“日 ‘

’

‘

】
‘‘ , “ ‘

’

。 ‘
’

’“ ,

差 数 。
‘

。 一
‘

】
、

。

】
“

’

‘
‘ ‘

。

‘ “
’

‘ 魂” 一 ”
’

。 一 “
·

‘ ’
·

“‘

一
。

·

。
·

。‘

卜
一

·

。
、

一
·

。 。
·

。 。
·

。

,
, ’

卜一牛一
一

阵一牛下一阵, 羊 , , 华一
·

“ “
· ’‘ “

·

” ’‘ ·

“ “

有 联 系 字 对

⋯
一 一

⋯
一

⋯
一 。一

⋯
。一

⋯
。一

⋯
。一

无 联 系 字 对 ““ ““ “ 。
‘

。 。 ‘
’

。
·

‘
‘

差 数 。
’

。 一 。
‘

, 。“ 。
‘ ’

,
‘

。‘ 一
‘

‘ 。
·

“‘

“
’‘ 。

‘

了‘
‘

。
· ·

‘ ’
·

,

尸
’

。
·

。 。
·

。
·

。‘
·

。
·

。
·

。

】
·

有联系字对中两字连续重现
,

可能表示二者的联系被觉察
。

表 比较有联系字对与

相应无联系字对的重现次序
。

如表中所示
,

无论有联系字对或相应无联系字对
,

两字连续

重现的次数皆很少
,

前者的总次数是 次
,

后者只 次
,

而且考验的结果为二者的差别不

显著 “二
, 。

这个结果也不倾向于说明在通道内无联系情况下
,

通道间的联

系
,

易于被觉察
。

、

表 有联系字对与相应无联系字对的重现次序比较件 名被试的总结果

技原呈现次序重现次数

了
’

有
‘

联 系
、

⋯
无 联 系 ’

八 不同汉字数量
、

不同呈现速度条件下
,

‘

视
、

听同时瞬时记忆错误的分析

从表 可以看出
,

视
、

听无意义联系汉字的同时与非同时瞬时记忆数量 多 有差别
。

表 视
、

听汉字同时与非同时瞬时记忆错误的百分数 名被试的平均结果

品益斗二仁斗二少华到兰扛斗华
选宇翌竺共里 共竺竺华竺共竺丰竺丰尊生仁翌斗李华

同
一

”
·

”
· ·

】 ‘
一 ·

‘ 了
·

】“
·

芍

时 “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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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中也可见
,

与相应的非同时条件下的结果相比
,

材料数量在记忆广度内
,

视
、

听同时瞬

时记忆的错误数量较多 材料数量达记忆广度后或超记忆广度则视
、

听同时瞬时记忆错误

拓较少
。

表 还表明
,

材料数量愈多
,

视
、

听同时瞬时记忆的错误拓也愈多
。

表 】 视
、

听汉字同时与非同时瞬时记忆错误的性质与平均宇数 名被试

雷雷雷 入入 同音字字 音混淆淆 形混淆淆 义混淆淆 听 , 视视 视今听听 重 复复 其 他他 总 计计

单单单 视视

通通通 听听

道道道道道道道道道道道道道道道道

同同同 视视
‘

刀 了了

时时时 听听
护尸尸尸尸尸尸尸尸尸尸尸尸尸尸

同同同 视视 刀

时时时 听听
, 尸尸尸尸尸尸尸尸尸尸尸尸尸尸 黑
表 分析出各种视

、

听汉字同时与非同时瞬时记忆错误以及它们的平均字数
。

从表

中可见
,

在各种重现错误中
,

视觉瞬时记忆以颠倒错误最多
,

其他字表中字插入次之 听觉

瞬时记忆的音混淆和颠倒错误皆多
,

其次是插入错误
。

而且在同时条件下
,

视觉瞬时记忆

有较听觉瞬时记忆更易产生颠倒错误的倾向
。

形混淆
,

义混淆和重复的数量都不多
。

还

可看出
,

感觉通道间或视
、

听材料间也有少量的相互混淆
。

但无论从产生的平均字数来说
或从与颠倒错误的比值来说

,

视混为听
,

或听混为视的情况都很少
,

也就 是 并 不 容 易 产

生
。

如在同时 ” 条件下
,

视觉记忆的颠倒错误平均为 竹 个字
,

而听混为视平均只有

个字 听觉记忆的颠倒错误平均字数为 个字
,

视混为听也平均只有 个字
。

在同时
’护

条件下
,

有类似的结果
。

九 不同字数
、

不同呈现速度条件下
,

视
、

听同时瞬时记忆的反应时间

表 表明
,

随材料数量增多
,

视
、

听同时瞬时记忆的反应时间加长 与非同时条件下的

倾向同
。

表 也指出
,

当无意义联系汉字很少时
,

同时条件下的反应时间较长
,

如在同

表 重现同时与分别呈现视
、

听汉字的反应时间 名被试的平均秒数

非非同时时 视视

听听听听

平平平 均均

同同 时时
, ‘‘ 滩 了

, ,, 了了

苦苦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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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同时瞬时记忆的影响

时
”
条件下

,

回忆视
、

听字的反应时间是 秒
,

单听及单视的瞬时记忆平均反应时间为

秒
,

二者的差别是显著的 “一 , 认。
。

材料数量从 至 项
,

同时条件下的反

应时间虽也有较长倾向
,

但只有 个视
、

听字时的差别显著 。
,

尸
。

无联系汉

字增至 一 项
, 。

上述趋势倒转
,

也即视
、

听同时瞬时记忆的反应 时 间 较 短
。

如
‘

个字

时
,

视
、

听同时瞬时记忆的反应时间是 秒
,

回忆分别呈现视
、

听字的平均反应时间是

秒
,

二者的差别也显著 。
, 。, 。

讨 论

一 视
、

听材料同时呈现
,

瞬时记忆效果变化的方向及条件

根据本研究以及我们另外两项研究的结果应当肯定伪幻 ,

视
、

听材料同时 呈 现
,

识 记

效果并非普遍降低
,

而是识记效果如何决定于多种条件
。

本研究中视
、

听同时瞬时记忆效

果随材料数量不同出现的变化指出
,

以记忆广度为界的材料数量是决定变化方向的条件

之一
。

识记材料间的相互千扰影响记忆广度的
。

本研究中视
、

听同时瞬时记忆最大值较

大以及无意义联系汉字数量超记忆广度
,

视
、

听同时瞬时记忆效果提高的事实说明
,

虽然

视
、

听材料相互千扰
,

但将超记忆广度数量系列分成两半在不同通道上同时呈现
,

产生的

干扰总合式前摄
、

倒摄抑制却可能有所降低
。

材料有无联系也是决定视
、

听同时瞬时记忆效果变化的条件
。

我们第一个研究采用

的材料是 对有意义与无意义联系组合的汉字
。

其同时识记效果降低与同时识记难于觉

察视
、

听材料的联系
,

而分别识记能觉察材料的联系有关
。

本研究与第一个研究结果有差别的另一原因还可能是识记材料有无间隔
。

我们另外

两项研究说明时间间隔影响同时识记效裂‘
。

材料分组易于识记
,

分组适当更可提高识

记已是肯定的事实 , , 。

在非同时条件下
,

间隔有助于使超记忆广度材料分成小组
,

也即

间隔的积极作用较大
。

在同时条件下
,

每个通道材料结成一组的倾向会消减将材料分成

几个易于识记的小组倾向
。

间隔还能为重复提供时间
,

但在同时条件下
,

重 复 较 难 进
·

行
。

二 同时识记视
、

听材料的组织加工过程

视
、

听材料同时识记
,

中枢的组织加工或调整过程有什么特点
,

根据本研究结果分析

于下

组织标签

识记材料可以根据多种标签进行组织
,

如材料的性质或意义联系
,

材料呈现的顺序或

时间
,

感觉通道的性质或差别等
。

回忆最容易按识记的组织进行探索
,

因此重现方式可做

为识记组织的参考
。

根据我们的研究以及其他有关研究的结果
,

可以比较不同组织标签

的鲜明性
。

在第一个研究中
,

视
、

听材料的联系难于被觉察或做为重现次序
,

重现方式也

非按时间或原呈现次序
,

而是视
、

听材料各自联在一起的情况居多数
。

在本研究中
,

多数重

现方式仍为一种感觉材料在先
,

另一种感觉材料在后
,

按时间次序的重现方式很少 在相

同感觉材料无联系情况下
,

仍不易于觉察视
、

听材料的联系 在重现错误中
,

颠倒错误多而

两种感觉材料间混淆很少
。

根据我们所得上述事实可以推论
,

感觉通道标签较时间标签鲜

明
,

也较材料联系标签鲜明
。

虽然也有研究表 明按材料性质进行组织较按通道标签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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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效果好
,

但所指的不同通道属于同一感官 耳 ‘哟
。

还有研究表明对两眼呈现不同材料
,

重现方式是一对对的重现 向两眼呈现的材料性质也不同时
,

才出现按通道 组 织 的 倾

向〔, 哟
。

如对两耳同时呈现不同材料
,

通道间混淆相当多〔句
。

我们根据这些事实可以认

为
,

不同感觉经验的组织或记忆模式可能有差别洲
,

同一感官不同通道标签并不鲜明
。

我

们所指最鲜明的组织标签是不同感官通道标签
。

这项研究结果也具有实践意义
。

我们 曾

想向机场塔台指挥员建议
,

是否飞机上升
,

下降采用不同感官通道信号
,

以避免飞机多时

二者有发生混淆的可能
。

中枢调整中的优势

不同数量材料的视
、

听同时瞬时记忆优势不同
,

难于看做是注意或接受优势形成的
。

虽然先回忆的项 目会干扰后回忆的项 目伪哟
,

但哪一通道材料重现在先
,

哪一通道材料重

现效果即较优倾向
,

对听先比视先明显
。

而且材料数量若超记忆广度
,

视先较多
,

听觉记

忆却占优势
。

这些结果说明
,

在本实验条件下
,

决定记忆优势也主要非重现方式
,

识记的

中枢调整过程是重要的
。

调整中的优势与干扰的优势有关
,

但前者 并 非 主 要 决 定于后

者
。

这种记忆优势可能一方面是中枢调整过程的一般特点
,

一方面是由于视
、

听信息间未

建立联系
,

在大脑皮质形成两个独立的识记活动中心
,

而同时并存的两个兴奋中心只能有

一个是优势的
。

材料数量与视
、

听同时瞬时记忆的组织加工

不同数量材料的视
、

听同时瞬时记忆的相对识记效果的变化
,

也即材料数量在记忆广

度内及超记忆广度时
,

相对识记效果的变化 视
、

听同时瞬时记忆优势
,

当材料数量在记忆

广度内及超记忆广度时的相反趋势以及材料数量超记忆广度
,

视先重现方式随字数增加

而减少的倾向皆表明
,

视
、

听同时记忆的组织加工或中枢调整
,

当材料数量 在 记忆广度的

及超记忆广度时是不同的
。

呈现速度与视
、

听同时瞬时记忆的组织加工

在本研究同时 ”及
’‘

条件下
,

视
、

听同时瞬时记忆总合无明显变化
,

但在同时
”
条

件下
,

按原呈现次序的重现方式减少
,

达瞬时记忆最大值的材料数量较多
,

且超此材料数

量
,

听觉瞬时记忆优势更明显
。

其他研究也曾表明
,

在不同条件下
,

呈现速 度 的 影 响不

同帅
。

这些结果说明
,

呈现速度对视
、

听同时瞬时记忆的组织加工也会有影响
,

但无材料

数量的影响大
。

三 练习对同时识记的积极作用

关于练习能否克服同时呈现信息间的干扰
,

尚无一致结论汤‘

代 我们以前关于干扰对

记忆广度影响的实验 曾表明
,

瞬时记忆对外干扰可能逐渐适应山
。

在本研究中
,

通过识记

个同时字表
,

识记正对视
、

听字的数量增加的结果
,

为练习能提高同时识记效果提供论

据乙

结 论

一 无意义联系汉字的视
、

听同时记忆广度 瞬时记忆最大值 约为 个字
。

二 视
、

听无联系汉字同时呈现与分别呈现相比
,

材料数量很少时
,

识记数量减少
,

重

现错误增加 材料数量在记忆广度左右
,

识记数量或增加或无变化
,

重现错误减少 材料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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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同时瞬时记忆的影响

量超记忆广度
,

识记数量增加
,

重现错误减少
。

在材料数量两端
,

反应时间的变化与识记

数量的变化有相应倾向
。

三 视
、

听材料同时识记
,

当材料数量在记忆广度内
,

视觉瞬时记忆占优势 , 材料数量

超记忆广度
,

听觉瞬时记忆占优势
。

重现方式也影响记忆优势
,

但材料数量超记忆广度
,

视先重现方式仍较多
,

表明决定视
、

听瞬时记忆起主导作用的可能是识记 的 中 枢 调整过

程
。

四 一个通道材料在先
,

另一通道材料在后的重现方式 通道内无联系条件下
,

通道

间联系虽可以
,

但仍不易觉察以及颠倒错误多
,

视
、

听间混淆很少的结果表明
,

感觉通道标

签是组织视
、

听瞬时记忆最鲜明的标签
。

五 呈现速度不影响视
、

听同时瞬时记忆的总效果
,

但影响达瞬时记忆最大值的材料

数量
,

优势程度及重现方式
。

六 视
、

听材 料 同时呈现
,

瞬时记忆效果变化的方向及视
、

听瞬时记忆相对优势的变

化说明
,

材料数量在记忆广度内及超记忆广度
,

视
、

听同时记忆的组织加工不同
。

七 练 习有提高视
、

听同时识记效果的可能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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