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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记忆弱化过程的某些特征

及其变异性的一项实验研究
‘”

李 令 节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

摘 要

这项研 究旨在证 明这样一个假设
,

即在学习之后
,

记忆有一个随时间而逐渐

弱化的过程
。

其表现是
,

在通常情况下
,

时学习过 的东西的回忆时间随学习到回

忆之 间的时间间隔的延长而趋于增加
,

错误回 忆和遗忘的数量也 随 之增加
。

记

忆弱化的 因素有种种
,

因而 虽有一般的趋势
,

又表现 出很大变异性
。

问 题

遗忘问题是心理学研究的一个老课题
。

但以往的研究往往只注意遗忘过程在一定阶

段上的极度表现
,

即所谓遗忘
,

而对于这一过程的本身则注意得很不够
。

生活经验告诉我

们
,

遗忘不是一下子发生的
。

在学习之后
,

记忆有甲个随时间而逐渐弱化的过程
。

这个弱

化过程可以通过不同时间间隔后回忆时间的变化和回忆中错误
,

产生的 情 况表现出来
。

因此
,

通过回忆时间和回忆中的错误情况来研究记忆的弱化过程应该是可行的
,

也是有意

义的
。

关于这方面的系统研究在文献中似乎还极少看到
。

据武德沃斯报导
,

米 绍和 波替

赤在很早以前曾做过与回忆时间有关的研究川
,

简单结果如下
/

时间间隔
0

回忆时间

直接在学习之后 ,0 1 秒
0

在学习一天之后 02 秒

在学习一周之后 3 04 秒
0

、
’

我们在 , − 1 3 年也曾作过一项这种研究什
,

结果同样表明
,

对于已记像的东西
,

如果听

其自然
,

回忆时间表现出随学习和回忆之间时间间隔的延长而加长的明显趋势
。

然而这只

是记忆弱化过程的一般的共同的趋势
,

对于这一过程客观存在的个别差异则未予注意
,

甚

至通过实验安排和对实验结果的统计处理而将这种差异掩盖了
。

本研究对我们以往的实

验方法作了某些改进
,

采取了更结合生活实际的实验材料
,

并给被戛试以 足够的回忆时间
,

目的在于进一步探明记忆弱化过程的某些一般特征而尤其是这一过程因不同的个人及有

,5 本文于,−. 终 . 月2 日收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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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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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的条件而表现的变异
。

二
、

实 验 方 法

实验所用的仪器是本单位自制的一种速示器
。

实验材料是儿童半身照片与名字的联

合配对
,

共十对
。

材料按随机的次序印制在胶带上
。

每对材料中照片在前
,

名 字 在后
,

各

占一个呈示时间
,

在每对之间空一个呈示时间
。

胶带由一个小马达带动
,

通过一个小窗口

将照片与名字依次按三秒的速度逐个呈现给被试
。

被试14 名
,

均为 6 岁上下的 解 放军战

士
,

文化程度大部分是中学程度
。

学 习了材料之后到回忆测验之间的时间 间 隔有六个
/

,6 分钟
、

2 小时
、

. 小时
、

一天
、

七天
、

三十夭
。

被试分成相应的六组
,

每组做一个时间间隔

的实验
。

实验分两步进行
。

第一步是学习
、

识记材料
,

采用预报法
。

每学习一遍换一个次序
。

学 习达到能一次无误地预报全部十个名字的标准为止
。

为防止被试在学完之后立即有意
或无意地进行 默 想复习

,

在学习结束后让被试做两三个难易不同的
“

动脑筋
”

问题以转移

其注意
。

为防止在测 验之前的时间间隔中以某种方式复习
,

在学习时不告诉被试要做测

验
,

只是对他说
/ “

你要一边 仔 细看
,

一边用心记
,

看你学几遍能全部记住
。 ”

并且要求相

互之间不得交流串通
。

学习均在上午 .一 , 点之间进行
。

实验的第二步是在学完之后经

过不同的时间间隔作回忆测验
。

测验时间用另外一套只有照片没有名字的胶带
。

要求被

试在看到呈现的照片后尽快地说出他的名字
。

同时通过用语音开关控制的计时器记录被

试的回忆时间
,

回忆如有错误或其它的弱化具体情况也记录下来
。

为了充分暴露记 忆 弱

化过程的各种客观表现的差异
,

对于衡式回忆的时间实际上是没有控制的
。

我们虽 然 对

每个项目的回忆限五分钟的时间
。

但所有被试到两分多钟回忆不起就不肯再继续想了
。

测验结束后问被试在学习时采用什么方法以及在学 习后测验前这一段时间内有没有进行

回想等有关问题
。

并且要求被试不得向其他人透露要作回忆测验
。

习债于纪律的解放军

战士一般都能遵守实验对他们的要求
。

测 验一般在下午进行
。

、

少

三
、

实 验 结 果

,
0

记忆弱化过程因不同的个人及其所记忆的材料之间的差异而表现 出 很 大 的变
‘

异
。

其具体表现有以下几 方面
/

,5 不同时间间隔的正确回忆时间和错误
、

遗忘数量有很大的 起 伏
、

波动
,

各间隔回

忆时间的分布都显出很大的离差
。

结果如表 ,
、

表 和图 ,
、

图
。 、

表 , 不同时向间隔的正确回忆时间 8秒5

一一箱贬窄迪一一
, 6分钟钟 2 小时时 台小时时 一 天天 七 天天 三十天天

平平 均 数数 ,
0

− 了了 3
0

2 ... 7
0

,... 3
0

7 −−− 3
0

, ... 1
0

. 999

标标 准 差差 ,
0

1 777
0

3 ,,, .
0

9 222 3
0

1 777 另
0

. 111 , 1
0

6 ...

中中 数数 ,
0

7 333 3
0

, 222
0

333
0

999 , 9
0

2 999

四四 分 位 差差 6
0

3 333 ,
0

, 666 , 6 111 ,
0

,了了 6
0

− ,
000

,
0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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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不同时间间隔错误和遗忘的百分数

时 间 间 隔 , 6分钟 2 小时 . 小时
’

天 七 天 三十天

错误
、

遗忘百分数

, 66

味&

彩众租阳习回召日

勺曰

8协亘蓄翠回

声、一一

三十七天 夭十分钟
三十天七天四八 一

小小天
时 时

十分钟

‘
 

八!

时间间隔 ∀对数 #

图 不同时间间隔的正确回忆时间

时间间隔 ∀对数#

图 ∃ 不同时间间隔遗忘的发展

由于回忆时间是充裕的
,

这样就使得不同被试之间的个别差异更加充分显露出来
,

因

而回忆时间的离散性极大
。

如在一个月的间隔中最快的回忆时间不到一秒
,

而 最 长的回

忆时间达一分半钟
。

在此情况下
,

只用平均数就难于真实地反 映 这一组数值分布的集中

趋势
。

因此我们用平均数和中数两种表示集中趋势的指标
,

并分别用标准 差和四 分位差

表示离中趋势
。

幻 同一时间间隔中
,

不同被试正确 回忆时间和错误
,

遗忘情况有很大差异
。

作为举

例
,

兹将一天的结果列于表
%

&
。

表 & 不同被试在学习和回忆中的个别差异
签

被 试 学习遍数 ∋
一

正确回忆时间 ∀秒 # 错误
、

遗忘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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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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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间隔的一组被试的结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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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在同一间隔中
,

对学习材料中的不同项 目的回忆时间和错误
、

遗忘数量也有很大

差异
。

仍以一天间隔为例
,

其结果如表 2 /

表 2
0

对学习材料中的不同项 目的学习和回忆中的差异
0

,

一 :
正确预报次数

⋯
正确回忆时间8秒5

⋯
“

距 )错误
、

遗忘数

嘴上找;<任
, 7

0

3

, 6
0

,

,,
0

−

, 3
0

1

<0二几‘的口

,

, 9
0

−

0

!

6
0

− 3一3
0

.1

,
0

, 一2
0

61

,
0

. ,一3
0

2

6
0

仑−一9
0

,1

,
0

13一3
0

,6

,
0

,.一1
0

7 !

,6
0

1

,,
0

3

0

4一.
0

=了
>

,
0

7 3一9
0

−

,
0

3 ,一 6
0

13

,上<6,自甘6工&?‘勺‘的舀的≅八6,立介6,匕≅乙月人舀≅通5+任)‘5)
%%%%

⋯⋯
6‘,−,曰幼!丹白,翻6口5勺‘性%(

,上

一天间隔的一组被试的结果
。

∃
%

从表
、

表 ∃ 和图
、

图 ∃ 的结果可 以看出
,

·

在我们的实验条件下
,

记忆弱化过程

表现出以下一般的特征
7

· ’

“
 

∀ #
,

从总的趋势看
,

随着时间间隔的延长
,

正确回忆时间亦趋于变长
。

这与米绍和

波替赤的结果以及我们过去的研究结果在基本上是一致的
。

从这次的实验结果还可以看

到
,

在学 习之后最初几个小时内
,

回忆时间有较大的增加
,

以后则变缓
。

各时 间 间隔回忆

时间的中数较清楚地表明这一种趋势
。

平均数则表现出大幅度的迪伏
,

显 然 这是为数不

多的极端数值造成的
。

∀ ∃ # 随着时间间隔的加长
,

错误和遗忘的数量趋于增多
。

并且与回记时间的变化趋

势同样
,

在学习之后最初的几个小时内
,

错误与遗忘的数量增加较多
,

以后 则趋于平缓
。

这与艾宾浩斯的开创性研究以及后来大量的同类研究也是很一致的
。
‘。‘图 ∃ 的 曲线在

0 小时上的高峰
,

似乎表明记忆的恢复现急
,

也许与学 习时间的有利安排有关
。

这一时间

间隔的学 习均是早上 0一3点进行的
。

∀ & # 各时间间隔的标准差与四分位差表明
,

随着时间间隔的延长
,

回忆时间的分布

有更加离散的趋势
。

这也表明
,

时间间隔越长
,

记忆弱化过程中的个别差异表现得越是明

显
、

突出
。

&
%

错误 ∀包括遗忘# 类型分析

错误和遗忘没有一个严格固定的界限
,

二者在本质上也可以认 为 是一回事
。

在我们

的实验中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况
7

%

回忆不起
—

看到照片后在一定时间内想不起相 应的 名字
。

被试常说
7 “

忘记

了
。 ”

%

互相混淆
—

名字本身并没有说错
,

只是
“

张冠李戴
” ,

互相混淆
。

如把
“

金立平
”

说成
“

周雨燕
” 。

%

姓对名错
—

如把
“

梁洪飞
”

说成
“

梁洪涛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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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
0

姓错名对
一

如把
“
梁洪飞

”

说成
“

李洪飞
” 。 一

0 ’ · ‘

二
Α

0

姓名全错—
如 把

“

梁洪飞
”

说成
“

李健民
” 。

8’’健民
”

是材料中有的5
,

或说成
“

李

树民
”

8材料中无此名5
。

一

砚
0

说错改正或忘记了又想起
—

有两种情况
,

一是对说错的名字立即改正
,

算作正

确回忆
。

一是在做完测验后或在回忆别的名字时加以更正或又想起忘了的名学
。

这种情

况
,

照一般标准
,

计入遗忘
。

但这只是记忆高度弱化的表现
。 Β

各种类型的错误可归入下表 Χ
’

表 7 回忆中各种类型错误的分析

.0 2书

夕

姜2多

皿000000000月0‘0,人几奋‘‘否舀

Δ错 误

错 误 , .

.
0

−多

, 3

1 7男 ,6
0

.书
0

1终

型一量比类一数

一分

从上表的结果可以看到
,

在各种错误中
,

以名字互相混淆的情况最多
,

占一半 以上
。

其次是
“

姓对名错
”

的情况
。

、

撇开名字互相混淆的情况而单就名字本身的错误来看
,

名字中三个字 的错Ε误情况如

下
/

0

错 误 类 型 姓 错
·

中间字错 末尾字错

多 23拓 3 7多

,,, ,,, ,
ΒΒΒ

拓拓 23男男

>

可以看到
,

名字的中间一个字是最易记错的
,

其次是末尾的字
。

一般Φ说 来
,

对于一个

人的姓是较容易记住的
,

发生错误的情况较少
。

还可以看到
,

在错误的回忆 中一般都包含着正确的成分
,

或有某种类似
,

因此它 和 遗

忘不完全相同
,

是记忆弱化过程不同发展程度的一种表现
。

下面是错误回忆的一些例矛
。

正确名字 回忆中错误的名字
0

徐天辉

金立平

梁洪飞

刘亚娟
,

郑玉良

李洪涛

赵健民

曹书兰

周雨燕

王玉玲

徐光辉

金小平

粱洪涛

刘亚梅

郑玉成

曹小兰

周雨琴

王玉芹

Γ
一

Γ 辉

王立平

徐洪飞
界 Γ 娟

王玉良

李树民

赵健国

曹 Γ Γ

周雨玲

王立娟

Γ。民Η0Η李
‘

赵

20 错课回记的回忆时间
0

产生错误回忆的项目一般是记得不太牢的项目
,

布回忆时有一个搜寻正确名字的过
‘ 这些错误的名字不一定是与正确的名字对应的

、

有的是在回忆别的后字时错误的回忆
0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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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
,

因此
,

回忆时间一般说来都比正确回忆的时间长得多
。

这也反映出记忆弱化的过程
。

同时也表明
,

错误的回忆和遗忘是记忆弱化过程不同发展程度的一种表现
。

不同时 间 间

隔错误回忆的回忆时间如表 1 和图 3
。

表 1

,6分钟

不同时间间隔错误回 忆的回忆时间

2 小时 , . 小时 一 天 Φ 七 天 Δ 三十天

平 均 数

标 准 差

中
,

数

四 分 位 差

, 9
0

− 1

, .
0

2 6

, 6
0

3 1

6
0

7 3

, 2
0

1 6

7
0

1 9 ΕΕ
,− −

1
0

33

1
0

. .

,
0

27

&血助<Ι甘品匕氏&刁,曰已≅<

‘6
·

. 1 :
”

·

. 2 :
0

“
·

9
Φ

“

−
0

6 】
0

− ϑ 2
0

, . , 9

片,丹<≅舀
‘
人,目&自甘66甘

0

⋯
的&
‘0几≅‘,几

一
平均数

一 一一 中数
四

、

讨 论

四
‘

八 一 七 三
小小 芜 天 十

时
/

时 夭

时间间隔8对数5

图 3 不同时间间隔的错误回亿时间

0

,
0

我们说
,

在 学习之 后 记忆有一个

逐渐弱化的过程
。

对于这一看法从实验结

果中可以看到以下几点根据
/ 8 , 5从总的

趋势看
,

随着时间间隔的延长
,

正确回忆的

回忆时间亦趋于变长
。

8 5随着时间间隔

的延长
,

错误的回 忆 和 遗 忘 趋 于增多
。

8 3 5在各种时间间隔
,

0

错误回 忆 的回忆时

间均比正确回忆时间长得多
。

可 以 设想
,

记忆痕迹的
“

鲜明性
”

8在比 喻 的意义上去

形象的理解5
、

牢固性与回忆的 速度
、

回忆

0、曰≅−%、8跳“−

八食逗言双回

十分钟

的正确性是应有密切 的关
%

系 的
。

一般说来
,

记得牢固的东西
,

自然回忆 得 就快
,

并且比

较准确, 记得已不牢的东西
,
往往就回忆得慢

,

并且不准确
,

容易发生错误
。

错误回忆的回

忆时间之所以比正确回忆的回忆时间慢得多
,

也正说明记忆的痕迹已较高 弱化
。

在实验

中可以看到
,

被试不是直接地因而也不能迅速地读出正确的名字
,

而必须在那些 已变得比

较模糊了的痕迹中去搜寻
、

比较和辨别
,

因而延长了回忆的时间
,

并且依 然 导致了错误的

回忆
。

∃
%

我们在这项研究中特别注意到记忆弱化过程客观存在的个别差异方面
。

实验结

果表明
,

这种因不同的个人及其所记忆的材料之间的差异而 表 现 出 的变异是很大的 ∀表

一 .
、

图 一幻
。

这种情况从表面看来似乎是异乎寻常的
,

但从我们 的实 验 的具体条件加

以分析就可以明白
,

这种变异性是必然的
,

也是合乎规律的
。

首先
,

从被试人员看
,

他们在

年龄
、

文化程度等方面虽是大体相同的
,

但他们各自的学习能力
,

过去的经验
、

学 习态度和

所采取的记忆方法又是各不相同的
。

其次
,

实验材料虽是同样的
,

但每个 项 目 ∀照片与名

字的配对 #仍各有不同的特点
,

这些特点对不同的人其作用也必然是 不尽 相同的
。

这样
,

不同的茶人与不同的项目之 间便构成了不同的关系
。

对不同的个人 来 说
,

学习每个项目

的难易程度也就不同了
。

’

虽然学 习所达到的标准是一致的
,

但 不 同的个人对每一个具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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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项 目的学习程度在事实上是各不相同的/
>

有的项 目的学 习
,

或者是由 于学 习者有较强

的学习能力
,

善于运用恰当的记忆方法
,

或者是由于项目本身具 有较 为突出的特征
,

从而

容易给人留下鲜明的表象
,

或者由于它的某些特点可以引起被试某种 特殊的联想
,

因而在

学习几遍之后就可以记住
。

这样
,

在整个学习达到标准前
,

对该项 目就造成了程度不等的

过度学习
,

从而在大脑皮层形成了牢固的神经联系
。

有的项 目的学 习
,

或者是户于学习者

学习能力较差
,

或不善于运用恰当的记忆方法
、

或者由于项目本身相对来说 较 少有特点
,

因而不容易给人留下鲜明的表象
,

或者由于它不能引起被试产生什么特殊联想
,

因而学习

许多遍之后仍不能记住
,

或者刚刚记住了一遍就达到了规定的标准
,

因此学 习 得 很不充

分
,

神经联京很不牢固
。

这样
,

在一定时间后的回忆测验中就 自然会显现出差异
,

甚至很大

的差异
。

那些经过过度学习的项目就自然记得很牢
,

以致在较长的时 间间 隔之后仍可以

很快回忆起来
。

而那些学得很不充分的项目
,

自然就记禧很不牢
,

以致在一定时间甚至是

较短的时间间隔之后也往往需要想较长的时间才能回忆起来
,

或者 已被忘记
。

因此
,

在每

一时间间隔上
,

回忆时间和错误 、遗忘数量都显出很大的差异
。

由于我们对于被试的回忆

时间事实上未予限制
,

所以这种个别差异显得尤其显著
,

并且时 间间隔 越 长
,

这种差异就

愈甚
。

如在一个月的间隔上
,

有的被试 回忆某项 目只需。
0

−2 秒
,

而有的被试回忆同一项目却

需要−2
0

26 秒
,

另有的被试则 已遗忘
。

又如
,

有的被试在一个月后 回忆起某项目只需 ,
0

,7 秒
,

而有的被试在学习后 ,6 分钟回忆同一项目却需要,
0

.. 秒
,

在每一间隔也 都 有人 回忆不

起
。

实验结果中所有这些变异情况表明
,

记忆 弱化过程是一个很复杂的过程
,

影响这一过

程的因素是复杂的
、

多种多样的
,

并且是互相结合在一起士的
。

其 中 有 主 观 的
,

也有客观

的
。

一种意见认为
,

回忆速度的快慢主要决定于新近性帅
。

我们的实验表明
,

时间间隔并

不是一个唯一的主要的 因素
。

不同的被试人员与不同的学习项目结合成不同的关系并由

此导致对每个项目不同程度的学习
,

从而形成牢固程度不同的记忆痕迹
,

这是造成记忆弱

化过程巨大个别差异的一个根本原因
,

同时也是决定这一弱化过程进程的一个主要原因
。

3
0

对错误 回忆的情况加以分析
,

可以看出以下几点
/ 8 , 5错误的名字一般 说 来总

包含着正确的成份
。

或者有一部分 8姓或名5是正确的
,

或者它是这些名字的重新组合
,

或

者在意义上或构成上有某种相似
,

或者是名字本身没有错而只是互相混淆
。

由此可见
,

作

为记忆弱化现象一个表现的错误的产生
,

究其原因
,

主要应 归 咎于干扰
,

尤其是名字
—新形成的一种联系

—
之间的相互干扰

。

正是这种干扰的作用
,

包括在间隔时间内所形成

的其它联系的干扰作用
,

使得已形成的记忆痕迹失去了原来的鲜明性
、

稳固性而逐渐变得

模糊
,

以至最后被新形成的痕迹
、

联系所掩盖
。

这样
,

遗忘也就发生了
。

就 好 象一条小道

由于很久不行人
,

杂草丛生
,

难以辨出和通过一样
。

可见
,

遗忘并一定意味 着 原来的痕迹

完全消失
。

因此
,

在某一时刻已遗忘了的东西在另外的情况下又会重新想起
,

至少会保留
·

有或多或少的熟悉感
。

我们都会有这样的经验
。

在我们的实验中这种情况也不是很个别

的
。

8 5在各类错误中
,

名字互相混淆的现象最多 8占一半以上5
,

这似乎也是很自然的现

象
,

至少在我们的实验条件下是很自然的现象
。

因为在记这些名字时
,

被试首先要努力记

住的是名字本身
,

而后才是把某一名字与某一特定的个人 8照片5联系起来
。

况 且 名字本

身多少是有意义的
,

并且也不是完全陌生的
。

而名字与照片的联系则完全是人为的
,

二者

本来并无任何必然的联系
。

再进一步
,

照片主要是凭视觉表象记忆的
,

而名字则主要是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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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觉兼视觉表象或语义去记忆的
。

名字与照片之间联系的建立有赖于两种表象或系统的

相互作用
。

这一过程显然更为复杂
,

也更为困难
。

还应指出
,

这类错误之 所以 最多
,

与实

验中先后相继呈现照片与名字的方法也不无关系
。

8 3 5在名字本身的 错误 中
,

以名字中

间一个字的错误最多8占23 多5
。

这似乎也可以视为一种
“

系列位置效应
” 。

詹森 8<Κ≅
#
ΚΔΔ 5

的研究表明伽
,

拼写错误在一个词的中间部分比两头要多得多
。

校对员对印刷 错误的觉

察同字母的位置也有相似的情况
。

这似乎表明
,

前摄抑制和倒摄抑制的作用在对 名字 或

一个词的记忆中也是存在的
。

2
0

记忆照片与名字的方法也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问题
。

国外有人专门研究过人们

记忆面孔与名字的方法
,

并总结出一套面孔

—
名字记忆术Λ.5

。

我们在实验中发现
,

被试

在记这些照片与名字时也是用了许多方法的
。

归纳起来有以下几种
/
8 , 5尽量抓住照片

中儿童在面部长相
、

表情
、

衣着
、

姿态等方面的不同特点
。

如胖
、

瘦
、

机灵
、

呆板
、

花衣服
、

长

头发等等 Ε 8 5与自己熟悉的人的面孔或名字联系起来 Ε 8 3 5尽量发掘或赋予名字以某种

意义
。

如周雨燕
—

“

雨中的燕子
”,

83 5充分运用表象
,

尤其是视觉表象的作 用
。

有的

被试善于由名字的音韵或意义引出一个变式
,

并由这个变式产生一种特殊的表象 以与照

片的形象联系起来
。

如照片中有一女孩叫
“

曹书兰
” 。

由音韵上的特点引
‘

出
“

曹书难
”

这样

一个变式
,

并由此想象
/
一个姓曹的女孩子看书遇到了困难来问自己

。

8 2 5 记字形的特

点
,

如有一个名字叫
“

王玉玲
” ,

三个字都有
“

王
”。

这实际上也是在尽量运用视觉表象
。

是否善于运用巧妙而有效的记忆方法以形成多方面的联系同记忆的效果很有关系
。

我们发现
,

善于运用以上各种记忆方法的人一般可以较快的记住
,

并且在 回忆中会有较好

的成绩
。

而不善于运用记忆方法而仅靠死记硬 背 的人往往 需 要学习较多的遍数才能记

住
,

并且在以 后 鲍 回忆中表现出较多的遗忘
,

回忆的速度也较慢
。

可见
,

是否善于运用有

效的记忆方法
,

在 回忆时能否充分而有效的利用可以起提示和 中介作用的联想 和表 象等

有利因素
,

对于记忆弱化过程均颇有影响
。

10 记忆弱化过程的表现当然不仅在于回忆时间的变化和回忆中错误 的 发生
,

它也

还有一些其它的表现
。

这些方面也已为一些心理学者所研究
。

例如
,

图 形 记忆中的泛化

现象巾
,

回忆中表象的改变和材料顺序的倒错‘。“〕,

在熟记的语文材料的延缓 重 现中 各种

错误的产生的
,

凭记忆进行触觉
—

动觉定位时误差的产生闭等等
。

这些研究对于了解记

忆弱化过程的发展都是有一定价值的
。

五
、

结 论

,
0

对于已经记住了的东西
,

在听其自然的情况下
,

正确回亿时间随学 习到回忆之间

时间间隔的延长而趋于增加
,

错误回忆 8包括遗忘 5的数量也随之增加
,

并且在各种时间间

隔错误 回忆的回忆时间都大大高于正确回忆时间
。

这些都表明
,

在学习之后
,

记忆有一个

逐渐弱化的过程
。

这一过程在最初几小时内变化较为显著
,

以后变缓
。

0

记忆弱化过程表现出很大的变异性 8个别差异 5
。

这表明这一过程是受多种因素

影响的复杂过程
。

时间间隔不是一个孤立的可以单独起作用的因素
,

甚 至不是一个唯一

的主要因素
。

在我们的实验条件下
,

不同的个人及其与不同的学 习 项目构成不同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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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由此导致不同的个人对不同项目程度不同的学习
,

从而形成牢固程 度 不 同 的 记 忆痕

迹
。

这是造成记忆弱化过程巨大变异性的根本原因
,

也是决定这一弱化过 程 进程的一个

主要因素
。

学习材料之间的干扰以及在时间0,ΜΝ 隔中所从事的其他活动的干扰是使得记忆

痕迹随时间间隔的延长而趋弱化的另一个主要因素
。

此外
,

不同个人的主观态度
,

是否善

于运用有效的记忆 方法
,

在 回忆时能否充分而有效的利用可以起提示和中介作用的联想
、

联系和表象等有利因素
,

所有这些
,

对于记忆弱化过程都会发生一定的影响
。

3
0

记忆弱化过程的极度表现是遗忘
。

遗忘并不一定意味着 原有 记忆痕迹 8或是神

经联系
,

或是某种物理
、

化学的变化5的完全消失
,

而很可能只是由于一定的弱化而又受到

新形成的或旧有的记忆痕迹的干扰
、

掩盖
,

而一时得不到显现
。

总之
,

在学习之后
,

记忆有一个弱化过程
。

遗忘主要是记忆弱化的表现或结果
。

我们

认为
,

这样来理解遗忘比较恰当
。

记忆弱化的因素有种种
,

因而虽有一般的趋 势
,

但容易

受到它的具体表现的掩盖
。

记忆的弱化是值得注意的一个记忆问题
。

这项研究所得到的

结果还只是初步的
,

有待进一步研究
。

在研究方法上也有尚待改进之处
。

参 考 文 献

Ο
0

7
0

武德沃斯
、

%
0

施洛斯贝格
0

实验心理学
0

科学出版社
,

第1.9 页
,

1− 一1 −7 页
,

9 26 一9 2, 页
0

,−1 7年
。

吴福元
/
心理科学通讯

,

,
0

,− 1 7年
。

%
0

艾宾浩斯
0

记亿
,

科学出版社
0

第7. 一19 页
,

, − 1 7年
。

曹日昌
/
心理学报

,

3 , ,−1 年
。

陈光山
/

心理学报
0

,
,

,−1 2年
。

卫
0

=
0

藏可夫
,

记忆
,

科学出版社
,

第−, 一−9 页
0

, − 1 .年
0 。

曹日昌主编
0

普通心理学
,

人民教育出版社
,

第 3. 一 26 页
,

, − . 6年
。

从
Κ Π∀ ?∃

0
4

0

∋
0 ,

<
0

Θ Μ Ρ 即
Κ∀

0

Σ# ∃Λ 仙,
0 ,

Α Θ Δ
0

1
,

劫
· ,

, 2 7一, 7 7
,

,−.6
·

% Τ≅ ? Υ ς Π≅
,

4 加− ,邵 ) 二 ! ΩΚ ∀盯 Ω &Δ Θ Χ ∃ Θ Μ ) Κ Π ∀ ≅ Τ≅ Χ Π≅ ; Ξ Κς Θ ∀ ∃
,

,1一 , 9
0

,− 9 .
0

、0户
‘,

0

沙、0<、
0

0诊
,人,曰几6月任

∀0、Ψ‘0、<00、尹‘、

、Δ产、0沪、0<−99声、%沙%勺几6甲%):;<=>
‘、+%%、沪‘、户=、>,、

? ≅ Α Β ΧΑ Δ ΕΦ Α ≅ 4 ? Γ Η 4 ! ∗ Ι 6 ≅ Η6 Φ Α

ϑΚ ? Δ ? ϑ4 Α Δ Ε Η4 ΕϑΗ 6 Λ 4 Κ Α Λ? ∗Ε ≅ Μ Χ Δ 6 ϑΑ ΗΗ

6 Λ Φ ΑΦ6 Δ Ι ? ≅ ∗ Ε4 Η Ν ? Δ Ε? 4 Ε6 ≅ Η

Γ Ο Γ Ο) Π 为记

∀介
Θ < ‘了“考,

:Ρ 乃Σ Τ
彻Ε四Σ,

刀Τ Υ 凌, ‘Υ 及
邓‘Τ Υ #

? ς Θ < > Υ 9 <

4 ΩΟΘ 2 : ) 9 : Ρ <Ω 9
,

< Ξ : Θ < Ψ , Ο 9 Θ 9 : ) , Ψ : < 9 , < : 9 : ) ΡΟ >Ζ 熟<Ω9
Θ Ψ ΧΧ: Θ Ο< Ο: ) < ΩΥ <

介> Π 9 < <玩3 ΟΘ Υ
·

ΡΥ , Ο ) Π Χ> : 9 9 Θ Θ : Ρ >) 9 Ζ : >Σ
, Υ ) , Θ : Ψ ) , 9 > Ψ Θ Ψ Υ = 9 : ) , Ο< Ο: ) Θ ,

<Ω9
< ΟΖ 9 ) 99 , 9 , Ρ: > > Τ 9 Υ == : Ρ 大Ω9 Ο< 9 >) Θ =9 江 > ) 9 ,

,

<Ω9 ) Ψ Ζ ς 9 > : Ρ Ο< 9 Ζ Θ Ο ) 9 : > >9 9 <=Σ

> 9 9 Υ’=9,
, Υ ) , Υ =Θ : <Ω9

) Ψ Ζ ς 9 > : Ρ Ο <9 Ζ Θ >: > Π : < Ξ Ο== Ο) 9 > 9 Υ Θ 9 Ξ Ο <Ω <Ω9 =9 ) Π < Ω 9 = , Ο [、Π

: Ρ < Ω9 Ο) < 9 > ∴ Υ = < ΟΖ 9 ς9< Ξ 99== =9 Υ >) Ο) Π Υ ) , > 9 9 Υ ==, Υ ) , <ΩΥ < ,

ς 9 9 Υ Ψ Θ 9 <址>9 Υ > 9

Ζ Υ ) Σ ΡΥ 9 < : > Θ Ο ) Ρ= Ψ 9 ) 9 Ο) Π Ζ 9 Ζ : >Σ Υ) , > 9 9 Υ ==
,

<Ω9
> 9 Ξ Ο== ς9 > 9 Ζ Υ > ] Υ ς =9 ∴ Υ > ΟΥ< 沁) Θ

Ο) <Ω9 Ζ Υ ) ΟΡ9Θ
< Υ < Ο : ) Θ : Ρ <Ω9 Π 9 ) 9 > Υ = < 9 ) ,Θ ) 9 Σ : Ρ <Ω9 ΡΥ , =Ο Ο Π Χ> : 9 9Θ Θ

%

Η Ψ 9 Ω

Θ Ψ
ΧΧ

: Θ Ο<Ο : ) ΩΥ Θ ς 99 ) Ζ Υ Ο ) =Σ 9 : ) ΡΟ >Ζ 9 , ςΣ <Ω9 9 ⊥ 砂
> ΟΖ 9) < Υ = > 9Θ Ψ =< Θ

%

_
9 Υ ΘΘ Ψ Ζ 9

<ΩΥ < <Ω9 Ρ: > Π 9 < < Ο) Π Χ> : 9 9 Θ Θ Ξ : Ψ =, ς 9 Ψ ) ,9 >Θ< : : , ς 9 < < 9 > Ψ ) , 9 > Θ Ψ 9 Ω Υ Θ Ψ
⎯⎯

: Θ Ο<Ο: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