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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完成的 名受试者  ! 一∀# 岁∃的词对记忆实验中观察到某些与记忆 动 态过程有关的

规律性现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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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词对记忆动 态过程进行 了分析

% 包括对不 同 “词对 ” 短时记忆 测 脸 正 确

率的比较和对错误答案的分析
。

该分析表明激活扩展理论对本实验结果的解释是合理的
。

因此 %
本实验也叶激活扩展

理论给予 了支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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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研究记忆 间题时
,

习惯于将记忆的两个阶段  短时记忆和长时记忆∃ 看成两个完整

的部分去探讨其规律和机制
。

如果也重视记忆动态过程 的研究
,

那么仅在于证明从短时记忆

转化为长时记忆的巩固过程 的存在
。

毫无疑问
,

这类研究是重要的和有成效的
。

然而
,

记

忆的动态过程是怎么回事 ; 信息的加工
、

储存和提取是如何进行的呢 ; 近年 来
,

认 知 心

理学的研究十分活跃
,

已提出多种记忆理论
,

其中引人注 目的理论之一是激活 扩 展 理 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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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理论认为
,

当一个人听到
、

看到
、

读到或想到一个概 念

时
,

这个概念结点就被激活
,

激活向邻近结点扩展
,

邻近结点又激活与它相 邻 的 结点
,

这样
,

激活沿语义记忆结构扩展开来
。

我们在完成正常人短时记忆测验的研究 中
,

观察到词对记忆测 验除了测验成绩的优劣

外
,

还呈现出某些有规律的现象
。

看来
,

这些规律性的结果并非偶然
,

而可能是记忆动态

过程的反映
,

似乎与激活扩展理论的解释相符
。

因此
,

本文试 图根据激活扩展理论的观点

对实验结果进行分析
,

以作为探讨记忆动态过程的一次切步尝试
。

方 法

受试者 名
,

其中男 # 名
、

女 ! 名
,

年龄 ! 一 ∀# 岁
,

大学和中学文化程度
,

他们都是

第一次作这类测验
,

实验均个别进行
。

词对记忆测验
?
包括 !Β 对词

,

其中有逻辑联系的词 对
,

分别为
Χ

同类词Β对  太 阳一

月亮
、

北方一东方 ∃
、

从属词 Β对  颜 色一粉红
、

牲口一牛马 ∃
、

反义词 Β对  困 难 一 容

易
、

站着一躺下 ∃
% 无逻辑联系的词 对

,

分别为
Χ

具体一具体配对词 Β对  西瓜一衣服
、

?

本词对记忆测验 为心理所等单位协作编制的
“ 试用临床记忆量表

”  甲套∃ 的 一项联想学 习记 忆分测验
。



老师一铁路 ∃
、

抽象一具体配对词 Β对  勇敢一电灯
、

热心一玻璃∃
、

抽象一抽象配对词Β

对  团结一长短
、

光明一服 从 ∃
。

先将指导语由录音机放送
,
告诉受试者要给他 念 !Β 对

词
,

要求他记住哪两个词是连成一对的  如
Χ

桌子一马车∃
,
念完!Β 对词后

,

立即进行短

时记忆测验
,

主试者念每对词中的前一个词  刺激词 ∃
,

要求受试者回答后一个词  反应
词 ∃

。 ! Β对词的学习 和记忆测验共进行三次
。

每对词的放送时间∀秒
,

每对词之间 间 隔 Β

秒
,

整个测验过程约 Δ分钟左右
。

每次学习和测验时!Β 对词的顺序均按事先随机排列 的 固

定顺序进行
。

结果与分析

 一∃ 不同词对短时记忆测验正确率的比较

从表 !可看出两点结果
Χ
!∃ 三次词对学习测验记忆的正确率和平均正确率的趋势是一

致的
,

即有逻辑联系的词时 ‘如
Χ

太阳一月亮
、

北方一东方等 ∃ 短时记忆的正确率高
,

而

无逻辑联系 的词对 〔如
Χ

勇敢一电灯
、

光明一服从等 ∃ 短时记忆的正确率低
,

其正确率高

低的排列顺序与词对逻辑联系的紧密程度顺序一致
。

Β∃ 各词对测验正确率均随学 习 次 数

的增加而提高
,

第三次测验仍然是有逻辑联系的短时记忆测 验正确率高于无逻辑联系的词

对
。

词对的逻辑联系
,

无疑是每个人在长期生活经验中建立起来的
。

按照激活扩展理论
,

可把这种逻辑联系理解为两个结点之间的通路
,

显然
,

两个 己存在通路的结点是容易激活

的
,

而尚无通路 的结点要建立新的联系则较为困难的
。

因此
,

所得结果可用激活扩展理论

加以解释
。

表 ! 不同饲对短时记忆浏验正确率的比较

正 确 率  Ε ∃

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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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 错误答案的分析

受试者的答案可归纳为三类
Χ

正确
,

错误和遗忘
。

我们感兴趣的是错误答案的性质
。

由测验结果可以看出
,

错误答案包括两种类型
Χ
9∃ 自由联想错误

Χ
受试者回忆不起 相 应

的 反应词
,

而自由联想
,

给出规定的 !Β 对词 以外的回答
% Β ∃ 配对错误

Χ
受试者回答 的 诃

Β !



虽然在规定的!Β 对词之列
,

但不是该词对 中与刺激词相对应 的反应词
,

出现
“
张冠李戴

”

的现象
。

三 次词对学习记忆测验的错误答案结果列于表 Β ,

可见自由联想错误和总错误的百分率
Χ

随学习记忆测验次数的增加而降低
,

但配对错误百分率则后两次词对学习记忆测验较第一

次高
。

该结果表明
Χ

各词对之间的联系随学习次数的增加而加强
,

错误百分率 随 之 降低
。

自由联想错误答案是很有趣的
,

尤其以第一次测验结果最为典型
。

我们将第一次测验

表 Β 三次词对学习记忆测验错误答案百分率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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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例受试者将 “玻璃” 答成 “多疑 ” ,

估计是听错词音造成
,

故列 人
“其他”

一栏
。

表 ∀ 第一次词对学习记忆测验错误答案分类

学 习词对

ϑϑ,
99
??

9Γ
?Γ

⋯
?

Γ

自由联想错误 配对错误 其他

太 阳一月亮

北方一东方

颜色一粉红

牲口一牛马

困难一容易

站着一躺下

西瓜一 衣服

老师一铁路

勇敢一电灯

热心一玻璃

团结一长短

光明一服从

衣服
, , 北方

’

南方
‘ , 西方

’

粉色
? ,
红色

Χ

马车
? ,

牛羊
’,
骡马

’

艰苦
’,

坚强
!

躺着
’? ,

坐下
公

衣服
! , 西瓜

!

电灯
’, 铁路

!

热心
Χ , 长短

Χ ,
勇敢

Β , 服从
7

学生
已 , 火车

礴,

坚强
! , 电工

9

荣誉
! ,
冷酷

。

帮助
’,
分裂

‘,

黑暗 ? ,
前途

!

帮助
!

铁路 Β 、 玻璃
Χ

玻璃
’、

勇敢
卫、

友爱
’,
钢铁

’, 坚强 ’

服从
‘ ,

团结
名 ,

热心
‘ ,

颜色
’,

团结
Β , 长短

9 ,

衣服
二,

躺下 ‘,

光明
’,
热心

’,

衣服
卫、

长短
王

光明
? 、 玻璃

Β 、

容易
!

粉红
! ,

服从
盆5

铁路
9

容易
’,

勇敢
’

西瓜
Χ 、

西瓜
? , 多疑

工

电灯
艺,
躺下

Β , 团结
’

注
Χ !

?

每个词右上角的数字表示作出该答案的人数
。

Β ?

用指导语中以
“
桌子一马车

, 为例 , 照例 “马车
”
应归人配对错误

, 但答案
“
马车

”

口 ”
一词之后

,
其余!! 对词无一人答

“马车 , , 因而可认为
“马车”

由
“
牛马

”
结点激活扩展而来

,

人自由联想错误可能更为合适
。

全部集中在

故将
“马车并

Β Β



对 名受试者自由联想错误和配对错误 的全部结果列于表∀ ,

并对自由联想错误作进 一 步

分析
。

由表 ∀不难看出
,

自由联想错误 的答案与配对词是有联系的
,

绝非毫不相干
,

其 中 某

些答案局 限于固定的范围
,

某些错误答案集中了较多的人数
,

我们认为
,

这是不 无 道 理

的
。

为避免冗长的文字叙述
,

以图示表示我们用激活扩展理 论对自由联想错误的解释
。

用激活扩展理论解释自由联想错误的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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ϑ 5

一回
一⋯咧 Κ网

一Λ巫Λ 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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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5 5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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Χ

?

7

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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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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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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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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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Κ添Κ一咏 巍⋯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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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车

Φ

网ϑ一Λ闷

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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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9

坚强
!

坐下
名

9

往

?

坚强
里 电工

几

冷酷
’

9

9

帮助
’

钢铁
’

、 Ν

黑暗
?

Μ

砚

赢Λ
一Κ蘸9 友、

ϑ

一网
一
廊Κ

9

口

荣誉
!

, 、

分裂 且
坚强

工

ϑ而Κ一Λ厕

前途
‘

注
Χ ! ,

口一口表示词对的刺激词与反应词
。

5

一一一一一连接自由联想错误的答案
,

可理解为激活邻近结点的通路  或键 ∃ ,

错误答案即

为激活的邻近结点
。

Β ,

每个词右上角的数字表示作出该答案的人数
,

其多少决定连线  或键 ∃ 的长短
。

这里仅以词对 7’: 匕方一东方
” 为例 加以说 明

Χ
受试者 自由联想 错误答 案只 有南方和

‘

西方
,

再无其它答案
,

这表明在每个人的生活经验中
,

东南西北四个方位概念已作为一个

整体存贮于头脑之中
,

当听到刺激词 ,’! 匕方
”
时

,

这个激点被激活
,

向邻近结点扩展的必然

结果是头脑中闪现 出
“
东方” , “

南方
” 和 “西方

” ,

因而除了反应词
“
东方” 而外

,

会

有人回答出
“
南方

” 和 “
西方” 来

。

在这里
,

激活扩展理论能给以合理的解释
。

其他自由

联想错误产生的原 因以此类推
,

但不同的是其他词对可能激活的邻近结点更多
,

因而
,

受

试者给出了形式更多的错误答案
。



值得注意的是
, 在 !Β 对词 中只有

“
太阳一月亮

”
和

“
西瓜一衣服

”
这两对词无自由联

想错误
,

其原因何在;

“
太阳

”
这结点除激活

可能因
“
太阳

”
与

“月亮
” 以密切相关的概念存在于头脑中

,

所以

“月亮
”
外

,

再无其他结点可激活
,

产生了
“
太阳一月亮

”
正确而

巩 固的联系
。 “

西瓜一衣服
” 词对未出现自由联想错误的原因之一

,

可能是因为
“
西瓜一

衣服
”
在词对学习顺序中第一个呈现

, 所以两结点的通路接通较早
,

联系较强 , 另一个可

能的原 因是有的受试者应用了形象联想的方法加强记忆
,

测验完成后询间受试者如何记忆

约
,

有人回答
Χ “

用衣服包西瓜
”
就记住

“
西瓜一衣服

” 了
。

需要说明
,

激活扩展理 论认为连接记忆网路的是概念
,

而不是词
。

本实验虽以词对作

为学习记忆测 验内容
,
但其中某些词可作为概念来理解

,

而且
,

一

某些 自由联想错误正反映

了概念的连接
。

例如
,

不少受试者对
“
站着一躺下

” 这词对回答
“
躺着

” ,

有人竟然经三次

学习仍回答
“
躺着

” ,

他们并未意识到 自己 回答错误
,

这正反映了他们头脑 中的记忆 网路

是由概念来连接的
。

各词 对自由联想错误答案集 中的人数越多
,

表示该结点较容易被激活
,

实质上
,

这可

能反映了该两结点之间的键长度较短和连接的程度较强
。

例如
Χ

词对
“
北方一东方” 产生

钓 自由联想错误答案集中在
“
南方” ,

而不是
“西方

” ,

可能因 “
南方

”
与 77: 七方” 概念

结点之间的键较
“南方 ” 与

“
西方” 之间的键要短

,

概念 间连接 的程 度更紧密所致
,

因而

容易被激 活
。

其他例子也可以此类推
。

综上所述
,

用激活扩展理论来解释本实验所观察到的现象是合理的
%
因此

,

实验结果
Ο

对激活扩展理论也给予了支持
。

此外
,

关于受试者应用什么方法来记忆 !Β 对词的间题
,

我们在测验完毕 后作过一些询

问
。

根据他们的回答来看
,

受试者对于无逻辑联系的词对的记忆方法有两种
Χ

一种是简单

的死记硬背
,

例如
“
反复默念

” , “把两个词的第一个字连在一起背
”
等 , 另一种是想方

设法地将无关的词联系起来
,

应用联想的方法加强记忆
,

包括形象联想和语义联想两种方

式
,

例如
Χ
受试者说

“
用衣服包西瓜

” 、 “
老师在铁路上走

” 、 “老师到铁路 中 学 来 教

书
”
等方法可能属于前者

,

而受试者说
“
服 从光明

” 、 “团结取长补短
”
等方法可能属于

后者
,

还有说
“
勇敢摸电灯

”
或许是兼而有之

。

显然
,

应用形象联想和语义联想都有助于

记忆
,
但在记忆过程中哪种联想的作用更大

,

本实验尚难以说明
,

可是它提示了对于不同

词对的记忆可能需应用不同方式的联想是最适宜的
。

另外
,

不同受试者对同一词对的记忆

也可能应用不 同的联想方式
,

这些问题是很有趣的
,

进一步研究必将有助于对人类记忆动

态过程的探讨
。

结 论

应用记忆激活扩展理论对正常人词对记忆的动态过程进行了初步的分析
,

分 析 表 明

激活扩展理论对本实验结果的解释是合理的
。

因此
,

本实验也对激活扩展理论 给 予 了 支

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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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的群体结构
一

系统
,

和社会制度
、

意识形态等更大的结构一
系统发生着横的纵的联

系
。

要建立一个完整 的精细的民族心理结构
Π

系 统的逻辑模型
,

还必须继续从宏观和微

观两个方面进行深入的研究
。

注
Χ 王家骏 《试论艺术的民族特色》

,

《内蒙古日报》  ! ∀ #年  # 月∃ 日
。

% 费孝通 《关于我国民族的识别 问题》
,

《民族与社会》第 ∃ 页
。

& 翟胜健 《民族性格与文艺的民族特色》
,

《内蒙古大学学报》哲社版 ! ∋ (年

 期
。

)安德列耶娃 《社会心理学》
‘

第 ∋∗ 一 ∋+ 页
。

, 库兹明
·

谢苗诺夫 《社会心理学》第# ( 页
。

−熊锡元 《民族共同心理素质问题初探》
,

《贵州民族研究》  ! ∋  年∗期
。

. 熊锡元 《略论民族心理及其对民族工作的意义》
,

《云南日报》  ! ∋  年 ∋月

# ∋日/

0 费孝通 《关于我 国民族的识别问题》
,

《民族与社会》 第  ! 页 。

1 《别林斯基选集》第一卷
,

第#∀ 一# ∋页
。

2 转引自丹纳所著 《艺术哲学》第#∗ ∋页
。

3 上接#∗页 4

参 考 文 献

〔 5 孙哗
,

认知心理学关于记忆 问题的研究概况
,

心理学动态
,

第 6期
,  一∋ 页  ! ∋ 6

年
。

7 #〕 8 9 ::; < = , >
/

?
/ ≅ < Α Β 9 Χ Δ Ε = Φ

/

Γ
。 , > = Η Ι ϑ ≅ Α ;< Κ ≅ ϑ Δ ; Ι ≅ Δ ; 9 < ΔΛ ϑ 9 Ι 了

9 Χ = ϑ Μ ≅ < Δ ; ϑ Η Ι 9 ϑ ϑ = = ; < Κ 3Ν ϑ Η 9 Ι Δ Ο 9 / # ∃   4 8 ≅ Μ Π Ι ; Α Κ ϑ , ? ≅ = = , Θ 9 :Χ
/

Θ ϑ Ι ≅ < 9 Ρ
/

≅ < Α Ο ϑ Σ Μ ≅ < ,  ! ∃ 6, ; < Η =Τ ϑ Λ 9 :9 Κ ; ϑ ≅ : Ν ϑ Υ =ϑ Σ , +# 3 #4
,  + +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