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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词表的组织或编码方式对回忆是有影响的
。

例如
,

沿语词某一编码维量 语音
、

语义或

词形 编码的所谓类似性词表
,

就是使词表内各项目沿该维量共同一致
,

从而显示出词表的

某种组织性
。

与此相对立的无关词表
,

表内各项 目间无任何组织和联系
。

在自由 回 忆 条 件

下
,

类似性词表 比无关词表的回忆成绩好  !
∀! # ∃%&

,

∋( )∋
,

这反映出有组织 编 码方式

对无组织编码方式的优势
。

本文试图沿着这个方向作进一步的研究
,

目的在于
∗
第一

,

通过

设计一种介于有组织与无组织编码方式之间的所谓过 渡型编码方式
,

以考查这种编码方式的

记忆成绩是否也处于中间状态
。

第二
,

本文试图分析编 码 方 式 影响 汉 语 语 词 短 时 记 忆

+ , − 和长时记 忆 . , − 的种种表现
。

第三
,

本实验试图以编码方式作为独立变量
,

考查它是如何影响自由回忆的系列位置曲线的
。

实 验 方 法

材料
∗

经过一项
“

汉语语词熟悉性的主观评定
”

后
,

本研究的全部用词取自同一个 熟 悉 性 等

级
/ 。

各词表间的平均熟悉性水平都很接近 (0 一 (1 多
。

本实验词表按其编码方式可分为三类
∗ ‘

、

方式 ∋ 具有组织程度高的编码方式
∗ 它是按类似性原则组织的词对词表

。

在这里
,

明显的类似性可成为被试编码材料和提取信息的线索
,

因而我们认为这类编码方式具有组织

程度高的特征
。

该方式包括以下四种类似性的词对词表
∗

∋ 语义类似 同义词对
,

如模范一榜样 2 0 语音类似 同音词对、 如语义一

羽其 2 3 语音类似加部分词形类似 共有一个词素的 同 音 词 对
,

如行驶一行使 ,

4 语音类似加部分词形和整个语义类似 共有一个词素的同音又同义的词对
,

如树立一

竖立
。

在同一种类似性的词表内
,

又有名词类与动词类词表各一张
,

因而共有八张词表
。

方式 ∋ 过 渡型编码方式
∗ 它是建立在方式 ∋ 基础之上的

,

即实验者将方式 ∋ 中八张

词表的词对分别一一拆散
,

使其散见在各自的词表之中
。

于是
,

方式 5那条组成词对的明显

的类似性规则就消失不见了
。

但是
,

由于组成一个词对的两个对应词仍位于同一张词表中
,

。

本实验工作曾得到北京市第五中学王晓伟老师和广大同学的大力支持 2 荆其诚教授审阅过本文初稿

并提出修改意见
/

在此谨向他们表示该挚的谢意 ,



这样
,

在识记过程中
,

被试能逐渐发现和利用这种隐蔽的类 似性规则
,

因而这类编 码方式也

是有组织的
,

但其组织程度较低
。

我们把它定义为过 渡型编码方式
。

。

方式 5 无组织编码方式
,

它是按无关性规则组成的无关词表
,

即同一词表 内各项目

间在语音或语义上都没有任何联系和组织
。

方式 5 包括名词类与动词类各两张词表
,

‘

色们都

是取 自方式 5下四张词表的用词
。

本实验用词的这种设计是为了最大限度地排除三种编码方式在选用词语 上 的 差 异
。

但

是
,

任何一个实验用词对于每一个被试都只出现一次
。

任一张词表都是 由 ) 个词对 即∋0 个

双音合成词 组成
。

被试
∗

本实验被试来自同一学校
、

同一年级的高中生
。

每种方式下分配有大致等量 的 男 女 学

生
。

方式 ∋ 与 5下各有0 0人参加
,

其中∋∋ 人参加 四张名词词表的实验
,
另外∋∋ 人参加四张动

词词表的实验
。

方式 皿下有∋∋ 人参加四张词表的实验
。

实验分为 1 一 ) 人一组的小组进行
。

实验方法
∗

下面叙述的实验方法对于三种编码方式的实验都是完全相同的
。

每张词表的∋0 个词以词

对形式出现
。

每一词对被并排地书写在同一张卡片上
。

实验采用视觉上的词对系列呈现
。

实

验时要求被试认真默读并记住每个词
。

每张卡片呈现 0 护以保证每个词能被默 读至少一遍
。

当系列的最后一张 即第六张 卡片的呈现一结束
,

就要求被试立即作自由回忆
,

把刚刚记

住的词尽快地默写下来
。

接着要求被试完成 0 6拼抄写英文人名的分心活动
。

随后再对 巳 回 忆

过的词表作0叮延缓回忆
,

并把结果默写在 另一页新纸上
。

休息 3 ‘

后
,

按 仁述同样方法测查

第二张词表
。

再依次测第三
、

第四张
。

当第四张词表测查完毕
,

间隔 ∋ 小时后
,

再把被试召

回
,

出其不意地要求被试把四张词表的47 个词尽可能多地默写下来
。

默写不限次序
,

用时 1

一 7 分钟
。

以后还有间隔 ∋ 天
、

) 天
、

∋) 天和 3∋ 天四个时距下的长 时保持量的测量
。

每次测

量都不预先通知被试
。

结 果 和 讨 论

由于名词类词表与动词类词表
,

在立即回忆下的获得量
,

对于同一种编码方式而言
,

其

差异都不显著 对于方式 5
, % ∗ 。8 6

/

0 )0 ∋ , 方式 5
, % ∗ 。8 ∋

/

9 9 )
,

: 6
/

6 1 2 方式 ;
,

% , 。 < ∋
/

(助
,

: = 6
/

6 )
,

所以
,

以下讨论的全部数据都是取自名词类和动词类词表 共 0 0

人 或∋∋ 人 的综合结果
。

一
、

全部结果的讨论与分析可分为三方面
。

第一方面是关于编码方式对+ , −的 影 响
,

其结果见表 ∋ 和表 0
。

从表 ∋ 可知
,

编码方式在短时获得量方面的次序是
∗
方式 5 = 方式 5

= 方 式 5
。

成对数据的 % 考验表明
,

其差异都是显著的 对于方式 5 与 5
,

方 式 ∋ 与 ∋ 以 及

方式 5 与 5
,

分别 为
∗ % / ∗ 8 )

/

∀! )
,

: 6
/

6 6 0 , % , ,
一 9

/

6 )。
,

: 6
/

6 6 0 以 及 % , ,
8

0
/

) ))
,

: > 。
/

60
。

在 0 6
“

延缓后的短 时保持量上
,

编码方式间的次序仍然是
∗
方式 5 = 方

式 5 = 方式 5
。

成对数据的差异也是显著的 对于方式 5与 5
, % / ∗ 8 4

/

1 1(
,

: > 。
/

66∋
2

方式 5与 ∋
, % , ∗ 8 7

/

4 3 6
,

: > 6
/

6 6 ∋ , 方式 5 与 5
, % , ,

8 3
/

∋∋ 3
,

: 6
/

6 ∋
。

从 以 上

两项结果表明
,

组织对于词表回忆的促进作用
,

不仅表现为
,

有组织材料 方式 5与 5 的

冬?



表 ∋ 词表编码方式对短时记忆 1 , − 的影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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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忆成绩优于无组织材料 ! 方式 兀  的记忆成绩 # 而且也反映出
,

这种影响不是 全 或 无 式

的
,

而是表现为程度 巨的差异
,

也就是说
,

过渡型编码方式的记忆成绩正好可 内扦于有组织

与无组织编码方式的成绩之间
。

从表 ∃ 还可知
,

在短时遗忘速度方面
,

编码方式间的相互关系是
,

方式 ∃ 二方式 % & 方

式 互
。

与短时遗忘同时发生的还有另一种现象
,

即记忆恢复现象
,

也就是
,

在立即回忆下没

有被 回忆出的项目
,

在∋ (’’短时延缓回忆下却被成功地回忆出来了
。

如果我们指称后来 重 新

被同忆的项目总数与立即回忆下未被回忆的项 目总数之比率为记忆恢复率
,

那么
,

该恢复率

与编码方式的关系表示在表 ∋ 中
。

从表 ∋ 可知
,

这种关系如同在短时遗忘速度 上所反映的一

表 ∋ 编 码 方 式 与 记 忆 恢 复 率

编 码 方 式 ) % ∗ %

恢 复 率 ! 形  ∃∃
∀

+

⋯ %

, ⋯ ,
−

∋

样
,

即 方 式 % ”方 式 % . 方 式 / ! 对 于 方 式 % 与 %
, 0 1 2

一 3
∀

,4 5& ∃ # 方 式 % 与 /
,

0 , ,
二 ,

∀

∃∃∃
, 6 & 3

∀

3∃ # 方式 % 与 /
, 0 , ,

二 1
∀

33 3
, 6 & 3

∀

3 3 ∃  
。

可见
,

有组织材料或有线索的回忆
,

不论其线索是 明显的或是隐蔽的
,

都 比无组织材料

或无线索回忆能提供较高 的保持量和记忆恢复率以 及较低的短时遗忘速度
,

以此表明其记忆

功能的优势
。

此结果 与4 7 /8 9 : ; 和 6 < = > /? 0≅ : < ! ∃Α + +  关于线索陌∗忆高于非线索回亿的 发 现

是一致的
。

至于有明显线索的编码方式 ! %  对隐蔽线索的编码方式 ! %  之优势
,

主要表

现在 短时获得量和保持量 丘
,

究其原故不能不说是与这两种编码方式的特点有关
。

因为方式

%
·

的编码线索是 由实验者提供的
、

并易于为被试所感知和接受
,

而方式 % 的编码线索育待被

试在识记过程中去发现
,

从而增加了被试编码输入材料的负荷
,

于是直接影响被试对信息的

获得量
,

以及在获得量基础上逐渐减弱的保持量
。

但这 两种编码方式的区别却没有给短时遗

忘和记忆恢复现象带来 相应的差异
,

看来
,

被试的主动性在其中起了很大的作用
。

因为在 隐

蔽线素条件下
,

被试能主动利用 自己发现的类似性原则作为回忆线索去提取信息
,

而 几这种

努力一直特续到长时间隔下的回亿
,

致使在长时遗忘速度上也没有反映出这两种编码方式间

钓差异
。

全部实验后进行的被试 口述报告调查也证实了这个分析
。

由此观 之
,

我们应充分估

计主体人在对外界信息加工中的重要作用
。

二
、

关于编码方式对自由Β可匕的系列位置曲线的影响
。

根据两种记忆戎分的 汉说 ! 参见

Χ Δ? < : < Ε ,
∃ ΑΦ Φ

,
6

∀

+ 一 Γ  我们用对字表系列末位 ! Η 与 + 位  的以 及 ∃ 一 1 位的项目

本1



回忆分别代表初级记忆 :− 和次级记忆 + −
。

图 ∋ 表示在6
“

间隔 实线 和0 6’’间隔

虚线 下
,

三种编码方式的系列位置曲线
。

表 3 的 :− 与+ − 值则是分别取 自两个 与 四个

位置下正确回忆百分数的平均值
。

从图 ∋ 可见
,

在 。 “

间隔下
,

三种编码方式的系列位 置 曲

衰 3 编码方式对初级记忆 : − 和次级记忆 + − 的影响

万不万下丁
⋯

一

≅
≅

正确回忆百分数ΙϑΚ

系歹Λ位笠

图 ∃ 三种编码方式的 系列位置 曲线

! 实线
2

3

—
·

3 “

间隔
,

虚线
2 ∋3,, 间隔

。

△二二

3 方式 %
, Μ 二万刃Μ 方式 %

,

△方式 /  

致
。

看来
,

材料的编码方式作为一个自变量
,

线都显示出有明显的首位效应和近因效应
,

而 日
∀

在 ∃ 一 1 位 Ν Ο 的获得
一

昆 卜
,

方 式 % .

方式 % . 方式 /
。

编码方式与系列位 置两因

素变异数分析表明
,

编码方式效应是显著的

〔Π ! ∋
,

∋ 3 Γ  Θ ∃ 1
∀

Γ Φ +
,

6 & 3
∀

3 ∃ 〕 ! 在

表 ∋ 中相应 Ν Ο 的三对平均数差异 0 考验表

明 2 除方式 % 与方式 % 差别 不显著外
,

方式

% 与 ∗ 以 及方式 % 与 % 的旅异都分别显著 2

0 。 Θ Η
∀

∃ 3 Γ
, 6 & 3

∀

3 ∃ # 0 ‘
Θ ,

∀

Φ ∋ ∃
,

6 &

3∀ 3∃  # 系列位置效应也是显著的 〔Π ! ,
,

∋ 3 Γ  Θ ∋ ∃
∀

Φ Φ ∋
,

6 & 3
∀

3 ∃ 〕# 系列位 置 与

编码方式的交 万
∀

作用也 显 著 〔Π ! +
,

∋ 3Γ 

二 Γ
∀

Φ ∃ ∋
,

6 & 3
∀

3∃
∀

〕
。

但了∗ 6Ο 上
,

编码方

式效应 Λ%Λ不显 产〔Π ! ∋
,

∃ 3 1  & ∃ 〕 ! 石二

表 ∋ 相应 6 Ο 上
,

三对平均数差异 0 考 验 都

不显等  # 系歹∃∃位置效应显著 〔Π ! ∃
,

∃3 1  

之“
∀

∃ Φ Γ
,

6&
∀

3
∀

3∃ 〕
,

两者 交互作用 显著

〔Π ! ∋
,

∃ 3 1  一 +
∀

Α 3 Η ,

6 & 3
∀

3 ∃ 〕
。

以上结

果 与Ρ /= : Σ < >
等 Β

、

! ∃ ΑΦ∋  
、

Τ > 7 < < 和 Υ > ≅ ς /< Δ

! ∃Α了3  以 及Ω
= 0Ε 9: ?

! ∃Α Φ 1  的发现相一

有如呈现速度
、

词领
、

词 表长度以及铆力水平

等变量一样 ! 参见 Υ >≅ ς Ξ < > ,

∃ Α Φ+
, 6

∀

“5一 ∃1 ∃  
,

只影响系列位置曲线的前近因部分
,

也就是 Ν Ο成分
,

而对其近因部分的 6 Ο 没有影响
,

∀

三种编码方式的 6 Ο 容量 相当恒定
,

为



0
/

)一 0
/

妞, 汉语双音合成词
。

这一结果 似乎可作为支持两种记忆成分假说的一项证据
。

从图
‘

∋ 和表 3 还可知
,

在 06’间隔下
,

三种编码方式发生了同一种变化
∗ 与 6 护间隔下的

数据相比较
,

+ − 没有什么变化或略有增加
2 : −特别是最末位 ) 位 上的保持量都有下

降
,

而相应的短时遗忘逮度之间的差异基本上不显著
。

这 意味着
,

分心活动下的时间延级变

蚤基本上与编码方式无关
。

三
、

关于编码方式对 . , − 的影响
。

三种编码方式在五种时间间隔下的保 持 曲线
,

见图

0
。

从图 0 可知
,

在任一 时间间隔下
,

就保持量的高低次序而言
,

编码方式间的相互关系仍

然是
∗ 方式 5 = 方式 5 = 方式 】

。

时间间隔 1 与编码方式 3 两因素变异 数 分 析 表

明
,

编码方式效应显著 〔Α 0
,

0 ) 6 8 ∋ ∋ 6
/

76 )
,

: > 6
/

6 ∋ 〕, 时间间隔效 应 也 显 著 〔Α

艺皿盆斌洲
/

衬

4
,
0) 6 二0

/

( 1 4
,

: > 6
/

6 1 〕
/

但两者

的交互作用不显著 〔Α 7
,

0) 6 > ; 〕
。

如果我们取五种时间间隔下的平均保持量作

为每种 编码方式的. , −成绩
,

那 么
,

材 料

编码方式对. , −的影响
,

见表 4 飞 长 时 保

持量的结果和 图 ∋ 所示完全一样
,

而且成对

保持量间的差异也都在 : > 6
/

6 6∋ 水平 上 显

奢 对于方式 ; 与 5
, % 。二 7

/

079 , 方式 5

与 ;
, % 。二 ∋ 3

/

∋4 , , 方 式 5 与贾
, % / 8

“

Β
一

Χ ‘贾, 尸
5仅‘娜

正确回忆百数分ΙϑΚ

图 ∋

Ψ 众厂一拔而渝省而一
时间间隔

三种编码方式的保持曲线

Φ
∀

1+ ∃  
。

此时
,

成对
“

长时保持量
”

间的差距都较 Ν4 Ο 下相应
“

短时获得最
”

间 的差距要

大一些 ! 见附表 ∃  
,

也就是说
,

编码方式对Ζ 4 Ο的影响大于对 Η 4 Ο的影响
。

不过
,

本实

验结果木足以判定
2 这种差别究竟是Ν 4 Ο下已有差异的延续

,

还是为Ζ 4 Ο本身所固有
,

更

衰 1 编码方式对长时记忆 ! Ζ 4 Ο  的影响

一[∗门一∗一 /Ψ 一
−

−

竺码方式
,

Ψ Ψ Ψ 一Ψ

、∀了一一
,
一、了、

魄厨厅一
∃

、

长时平均保持量
2
正确回忆百分数 ! 男  1 1

∀

Φ

∋
、

长时遗忘速度 ! 俗  

,
、

信息从Ν 4 Ο 向Ζ 4 Ο转换百分数

∋ Α
∀

+

! 多  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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Η

不宜据此推论
, Ζ 4 Ο与Ν 4 Ο是性质不同的两个系统或过程

。

因为在本实验条件下
,

每次测

得的Ζ 4 Ο下的保持量都是 Ν 4 Ο下相应短时获得量逐渐消退后的剩余量
,

所以很 可 能
,

长时

保持量上的差异是Ν 4 Ο中已有差异的延续和发展
。

在长时遗忘逮度方面
,

编码方式间的相互关系
,

与Ν 4 Ο结果一样
,

显示出同一种次序
2

方式 % 《方式 > & 方式 ∃
。

在这里
,

尽管方式 ∃ 与方式 % 间的差别不显 著 ! 对 于 方 式 ∃ 与

%
,

卜
, ΘΘ ∃

∀

∋布
,

6. 5一3Η  
,

但这种差别在长时间隔下比短时间隔下毕竟要大一 些
。

最后
,

表 1 中的
“

信意从Ν 4 Ο向Ζ 4 Ο转换百分数
”

一

指的是
,

延缓 ∃ 小时后的保持量与

短封获得量的 比值
。

该指标反映出编码方式在转换信息功能方面的差异仍然是
2 方式 丁. 方

式 % . 方式 ∗
。



小 结

一
、

材料的有组织编码方式比无 组 织 编 码 方 式
,

无论在 + , −或 . , −
,

特别是 . , −

下
,

都有较高的记忆保持最 包括信息获得量和信息转换量 以及较低的遗忘速度
。

二
、

组织程度高 具有明显编码和提取线索 的编码方式对组织程度低 含有隐蔽编码

和提取线索 的编码方式在 回忆上的优势
,

主要表现在记忆保持量上
。

但是
,

由于被试在提

取信息上的主动性
,

致使这种优势在遗 忘速度和记忆恢复率上没有得到反映
。

综上所述
,

材料 编码方式对回忆的影响不是一个全或无的问题
,

而是表现为程度上的差

异
。

其沈
,

这种影响在长时间隔下 比在短时间隔下似乎更明显
。

三
、

材料编码方式的系列位置曲线表明
,

在短时获得量方面
,

编码方式影响 +−成 绩
,

而不影响:−
。

该结果可作为支持两种记忆成分假说的一项证据
。

此外
,

分心活动引起 的 时

间延 缓对系列位置曲线的影响与编码方式无关
,

即三种编码方式下的+ −基本 上 都 没 有 变

化
,

而 Α−都有明显下降
。

。

注 ∗ 本实脸的全部用词取自中小学课本
,

并经受了一项词表熟悉性主观评定的测验
/

通过 16 名 高中

生的评定
,

确定这些词都是处在同一级熟悉性水平上
/

即被试在会读
、

会写这些词的前提下
/

又 非常熟悉

其词义
。

附表 ∋ 成对编码方式的记忆成绩比较
/

被比较的编码方式Δ短时获得量 拓 之差 ,
;长时保持量 多 之差 ∗ 5 ∗ 一 ,

000 3
/

∋∋∋ 3 6
/

000

333 1
/

333 1 1
/

999

∋∋∋ 1
/

777 3 )
/

111

9
/

∋

0 6
/

4

0 6
/

9

。

此表蕃础数据取自本文表 ∋ 和表 4 的相应项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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