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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

一
、

问 题

人们通常所说的客观事物的大小
,

是指其相对关系而言
。

离开客体间的绝对尺寸的

比较
,

也就无所谓大小了
。

所以没有比较就没有对客体大小属性本身的 认 识
,

因 而 也

就不能对它们之间的关系进行概括
。

格式塔心理家认为在辨别学习中被试是学习了刺激

物之间的关系
。

在特定的试验中
,

被试不是对绝对刺激值进行反应
,

而是根据刺激的相

对属性
,

在辨别学习中是如此
,

在泛化测验中更是如此
。

因此
,

被试在这里已经摆脱开

具体对象的绝对属性
,

而将这些属性的关系作为线索
,

并作出正确的反应
。

刺激物的绝

对属性是可能不断改变的
,

但它们之间的关系则往往是稳定的
,

于是被试就能够排除其

它因素的干扰而对这种关系作出较稳定的反应
。

这种关系之所以能同具体的绝对属性具

有等值作用
,

无疑是得力于动物的初级概括能力
。

西方行为灵长类学家们把灵长动物的

这种初级概括 口 作
“

概 念 的 形 成
”

等
, 。 。 , 一 工

,

 ,

我们认为这种说法是片面的
。

有关灵长动物对刺激物大小关系的概括文献尚不多见
。  等  曾用 种

大小
、

种形状和 种颜色的全部可能结合组成 个刺激组合
,

试图使 只恒河猴

。
作出大小

、

形状和颜色的概括
,

但由于众多因素参和一起
,

问题过于复

杂
,

致使被试在连续的试验之后未能表现出清晰的概括证据
。

但
。 。。和 。 。

在没有 口头语言指导的情况下证明 一 岁儿童对黑色正方形具有初步的大 小 概 括 能

力
。

我们于 年曾对 只恒河猴进行了刺激物大小关系的概括实验研究
。

在这个 研

究的已完成的第一阶段结果中
,

对模式大小关系进行 了单端近迁移测验
。

经过 以白底黑三

角形的标准刺激进行基本训练后
,

测验 的模式图形有其它 白底黑色等边三角形
、

正方形
、

苦本实验是 在北京大学心 理系生理心 理学实验室进行的
,

谨向有 关同志致谢
。

补实验资料于 “文革” 期间散失
。

本文 年 月 日收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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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形和黑底白色模式图形
。

每一种图形各 自都有面积互为 的 种大小
。

迁移测验结

果表明
,

恒河猴不但对标准刺激 三角形 的大小能进行概括
,

而且在项 目间还能进行

较好的迁移
,

而对于面积相 同于标准刺激的一对正方形和一对圆以及它们的大端都能进

行较好的概括
。

但是对于同面积的一对黑底白三角形
,

只猴的反应则出现 了不同程度

的混乱
,

它们的正确反应几乎处于机遇水平
。

本实验是上述研究的继续和验证
,

同时也是恒河猴和金丝猴 ’ 二

二 在刺激物大小关系概括能力方面的一个比较
。

二
、

方 法

被试 被试为实验 林国彬等
,  ! 中的川金丝猴

始时离实验

实验材料

结束时为期一年
,

在本 实验中 号当为 岁半
、

号和 号
,

本实验开

号 岁半
。

用于基础训练的标准刺激物为 对 白底黑色等边三角形
,

性 边长 厘米
,

小的 号阴性 边长 厘米面积大小比例为

厘米见方
。

测验刺激物见表
,

测验中的配对大小比例同标准刺激物
。

大的 号阳
, ,

背景同为

表 测验刺激物一览表

系歹。

…
钡。 验 项 日

刺 激 物 配

等边三 角形 自底
、

黑三角形

号 边长 厘米 和
一

号 边长 厘米
一

号 边长

厘米 和 号 边长 厘米

“ 正方形 自底
、

黑色 …
‘ 号 边长

·

“ 厘米 和 ”号 边长“
·

“。厘米 ’

二方形
,

号和
一

号 边长 厘米

号和 号 边长 厘米

‘ 一底
、

黑「
一

号 直 径 厘米 和 号 直径 厘米

号和 号 直径 厘米

号和 号 直径
·

嚷米

菱形 白底
、

黑菱形 一 号 边长 厘米 和 号 边长 厘米

号和 号 边长 厘米
号和 号 边长 “厘米

等边 三角形 黑底
、

白三角形

号和
一

号 号 和 号 号和 号
。

各 自边长同

等边三角形轮廓 白 同

底

嘿色等边三鱼锥体 …边长及配对声呼宜里主

实验装置和实验程序 实验装置为推式辨别装置
,

详见本实验
。

林国彬等
,

。

基础训练的程序和标准同实验
。

被试达到基础训练标准后便进行以后各系

列的测验
。

测验方法同实验
。

测验分两个系列
,

项 目
, ,

和 为第 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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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目
,

和 为第 系列
。

号猴在基础训练达到标准后最先进行第 个项目
,

即
,

号和
,

号等边三角形的测验
,

每对测验 次以后
,

再将第
, ,

项中的各对

测验刺激打乱进行测验
。

在第 亚系列测验时
,

所有 项的各对刺激 共 对 都打乱进

行
。

号猴的测验顺序同 号猴稍有不同
,

无论在第 系列或第 系列的测验中
,

系列

内的测验项 目之间都是打乱进行的
。

两只猴子每一配对都各 自累计进行 次测验
,

故本

实验总计有 个配对的 次测验
。

今士 甘戈
奋曰 、

两只动物对基础训练中使用的三 角形 号和 号的辨别学习 曲线见图
。

从 图 可见
,

号猴的学习是出色的
。

在第 个实验序列
,

也就是实验开始的第四天
,

试验累计 次时
,

其反应的正确率即已达  
,

以后的学习成绩不再波动 到第 个

实验序列
,

试验累计 次时
,

反应正确率达
,

而且以后一直稳定 在 以上
。

从

第 个实验序列起
,

进行随后的一系列测验
。

号猴的学习情况则很不相同
,

到第 个

实验序列
,

试验累计 次时
,

反应正确率才达
,

在随后的儿个实验序列中 又 有

所波动
,

反应正确率 曾一度下降到 的机遇水平
。

直到第 个实验序列
,

试验累计

次时
,

又上升到  
,

经过波动
,

到第 个实验序列
,

试验累计达 次之 后
,

正确反

应率才 比较地稳定在 以上
。

到第 个实验序列
,

试验累计 次以后
,

开始测验
。

从此
,

可以看出两只金丝猴的个体差异是明显的
。

,书

广
、

气
,

厂 丫

丫
,

‘

讨叮盆洲游沫仆
正确反应

‘寸洲行 舌一 扩一九台产尔
一

七一扮, 分, 兮气卜州

实拉乡
认
夕」

图 只金 丝猴在基础训练中的学 习曲线

两只金丝猴对刺激物大小关系概括的测验结果列表
,

在测验中它们也同样表现出

明显的个体差异
。

从表 可见
,

号猴在 系列测验中
,

除对个别项目 菱形的
、

号及
、 ,

号

配对 的正确反应为机遇水平外
,

其余各项配对测验的结果皆达到显著水平
,

即在上述各项配对中
,

它多半是对那个较大的刺激图形进行反应
。

这在第 项 即白背

景黑三角形的
、

号及
、

号配对 测验中尤其明显
。

因此可以说
,

号

猴在第 系列测验中
,

对刺激物大小关系有着很大程度的概括
。

号猴在第 系列测验中
,

其正确反应一般都处于机遇水平
。

号猴在两个系列的

测验中
,

除个别刺激配对 第 项的
、

号配对
,

第 项的
、

2 号配对和第 6 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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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4 号配对 )的正确反应为显著水平以外
,

其余全都处于机遇水平 ( 表 2 )
。

我们认

为
,

测验中正确反应为机遇水平的
,

同样反映了动物对测验中刺激配对的大小关系有着

一定程度的概括
。

四
、

讨 论

(一 ) 动物在测验中的正确反应百分数越高 ,

表明它对刺激物大小关系的概括能力

越强
。

在方法中我们已经提到
,

在基础训练过程中
,

动物是对 2
、

3 号三角形配对进行

二择一反应
。

这时较大的 2 号为阳性刺激
,

较小的 3号为阴性刺激
。

但在测验中
,

随着

刺激配对的变换
,

它们在新的配对中的信号意义也发生了变化
。

就是说
,

在 工
、

2

一

号三

角形配对时
,

2 号三角形由阳性变为阴性
,

而在 3
、

4 号三角形配对时
,

3 号三角形 山

阴性变为阳性
。

6 号猴在第 l系列测验中除了能够排除原来信号意义的干扰以适应新的

刺激配对以外
,

还能排除刺激物形状变化的干扰
,

使正确反应达到显著水平
。

就是说
,

它在测验中的反应不是局限于指向个别的具体的刺激物
,

而是 以刺激物之 间的大小关系

作为反应的线索或根据
。

这就表明了它对刺激物大小关系有着很大程度的概括
。

6 号猴在第 亚系列测验和 2 号猴在除 3个刺激配对外的全部测验中的正确反应都表

现为机遇水平
。

这一事实本身向我们表明了
,

原来在基础训练中的 2 号和 3 号三角形或

相应的其它形状刺激在测验中都丧失了原来的阳性或阴性的信号意义
。

它们在测验中之

所以能够失去原来的信号作用
,

都是由于它们各自同新的刺激组成的新的配对仍然保持

着原来的稳定的大小关系之故
。

只要有着这种稳定的大小关系
,

那么从基础训练配对到测

验配对的迁移效果就足以抗衡或抵御原来阳性或阴性的信号作用
,

因此在测验中不再显

示它们的信号意义
,

而使动物的正确反应处于机遇水平
。

如果不是这种迁移效 果 的 存

在
,

动物在测验中的正确反应是不可能保持在机遇水平的
。

这种迁移效果正是我们所指

的动物对大小关系概括的结果
。

当然
,

这里的概括程度则要比 6 号猴在第 I系列测验中

的概括低些罢了
。

( 二 ) 为什么 6 号猴在第 I系列测验 中
,

尤其是在最初对 ], 2 号三角形及 3
,

4

号三角形测验时
,

表现有明显的大小关系概括
,

而在第 亚系列测验时
,

其预期的正确反

应 ( 即对较大的那个图形反应 ) 率却降至机遇水平呢? 对此
,

我们有如下推论
:
由于在

测验时
,

无论动物对较大的那个图形反应或对较小的图形反应
,

一律都不予奖赏
。

实验

开始时
,

我们以为对预期的反应不予奖赏
,

可以避免在测验过程 中掺入学习的因素
。

前

面已经说过
,

我们共设计了20 对用于测验的刺激
,

每对要插入基础训练中测验20 次
,

也

就是一共进行 40 0次测验
。

这样长时间的有奖赏基础训练和无奖赏的测验穿插进行
,

有
一

可能逐渐使动物对这两种情境形成了辨别
。

也就是说
,

动物可能把众多的测验项 目看作

为一个特定的无奖赏情境
,

以与基础训练的刺激区分开
。

(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
,

这可能

又是动物一种概括的初级形式
。

) 这种情况在动物作业时的一般行为中也是可以观察得

到的
。

通常在实验进行时
,

6 号猴在笼 中十分活跃
,

蹦来蹦去
,

到适当时候跳 到 笼 子 横

头
,

即实验仪器装置朝向的那一头
,

蹲下来注视着
,

静待刺激呈现
。

如下次呈现的是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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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基础训练刺激
,

即 2 号和 3 号三角形
,

则立即对 2 号三角形进行反应
,

拿走呈现盒下

的奖赏食物
,

然后跑 回它平时蹲坐的棍上
,

吃毕
,

又满笼子活跃地翻腾起来
,

直到一定

时间 ( 约 2 一 3 分钟 )之后
,

又蹲 回笼子横头
,

等待下次刺激的呈现
。

但是
,

到第 I系

列测验的后期
,

每当呈现出来的不是基础训练刺激而是其他任何 1对测验刺激时
,

动物

即从所蹲的地方蹦起来
。

然后跳到笼子另一端
,

如此地跳来跳去
,

有时将睽个仪器装置

用力往后推开
,

有时趴下去窥探仪器装置
,

有时又静坐在仪器前朝两个测验 的 刺 激 审

视
,

直到最后
,

才漫不经心地推开一个呈现盒
。

在整个第 I 系列的测验中
,

它仍然如此
,

唯独对那对基础训练的刺激才迅速作出反应
,

而且反应 的正确率几乎一直维持在100 %
。

( 三 ) 前面已经说过
,

对 2 号猴的测验顺序与 6号猴不同
。

在基础训练之后
,

并不

首先测验项 目 1 ( 即白背景黑三角形的 1
、

2 号和 3
、

4 号配对 )
,

而是将系列内的测

验项 目打乱进行
。

2 号猴 的测验成绩比 6号猴差
,

除对 3 个刺激配对的正确反应率达到

显著水平之外
,

其余都为机遇水平
。

我们曾将开始的20 次和40 次的测验结果作了统计
,

其正确反应百分数分别为50 % 和55 %
。

由此看来
,

2 号猴开始测验成绩的低劣可能同将

基础训练情境与测验情境形成辨别这一事实关系不大
。

虽然以后在第 亚系列测验时也曾

发生对测验刺激配对不予理睬的现象
,

其反应的潜伏期有时达到 1
、

2 分钟之久
。

我们

推测
,

2 号猴测验成绩低下可能主要同它在基础训练中的低劣成绩有关系
。

它的基本辨

别学习能力之差
,

我们早在实验 ( I )( 林国彬等
,

1 9 8 2 ) 就已看到
,

这不能不直接影响

到它在测验中的成绩
。

( 四 )我们在实验( I )( 林国彬等
,

1 9 8
2) 已经看到动物对基础训练刺激同多项测验

刺激形成辨别的情况
。

诚如我们 已经指出过的
,

要解决好这个问题
,

在方法上是颇为复杂

的
,

也是有待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

但是我们已经初步看到
,

动物能否对测验项 目进行概

括
,

看来同测验刺激物与基础训练刺激物之间的近似程度有着很大关系
。

6 号猴在第 I

系列测验
,

尤其是在项 目 1 和项 目 2 测验
_
上的良好成绩可以说明这一点

。

2 号猴在项 目

1 和项 目 2 上 的测验成绩也略高于其它项目
。

很显然
,

这都是 因为项 目 1 和项 目 2 的测

验刺激和基础训练的刺激较为近似的缘故
。

两只猴在测验成绩上的差别固然同它们概括

能力上的个体差异有关
。

但同在测验程序上的不同
,

即 6 号猴先单独测验项 目 1 也不是

毫无关系
。

另外
,

我们还考虑到
,

测验项 目和基础训练刺激之间的辨别 的发展有可能掩

盖了动物对刺激物大小关系本身的概括
,

如果这种情况是真实存在的话
,

那么本实验也

就还没有真正揭露动物对大小关系的概括能力
。

五
、

小 结

本实验原来设想通过测验的程序使动物在基础训练中的辨别能迁移的测 验 项 目 中

来
,

以揭露动物对刺激物大小关系的概括
。

实验结果表明
,

两只金丝猴在概括能力上存

在着明显的个体差异
,

6 号猴表现出较为确定的大小概括; 2 号猴概括的程度则明显地

差些
。

这种差异同它们达到基础训练的标准的速度的差别 以及在基础训练中辨别反应的

稳定性的差别都是相一致的
。

测验中对动物的反应一律不予奖赏
,

这可能促使动物对基

础训练情境和测验情境之间形成相 继性的辨别
,

这种辨别或许掩盖了动物对刺激物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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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的概括能力的显露
,

但另一方
,

这种辨别本身又可能是动物对众多测验项 目的一种

概括
。

实验初步表明
,

动物能否把基础训练中的辨别反应迁移到测验项 目中去以形成对

大小关系的概括
,

这不仅同动物的初级概括能力有关
,

也 同测验刺激物与基础训练中刺

激物之间的近似性程度有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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