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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选择 注 意机制 是认知 心理学中一个重要的研 究课题
,

许 多研 究者在这

方面 己经 做 了 大量工作并提 出 了一 些理论模型
。

本文将介绍 和讨论最 近 提 出 的

三种主要 的选择 注 意模型 以 及 两种 重要 的研 究方 法和实验结 果
。

由于 各研 究者在

方法和理论上 的侧 重点 不 同
,

自然就产生 了这些 不 同的理论和模 型
,

目前还 没有

一个较统一的选择 注 意理论
。

因此
,

继续进行这方面 的工作是 大有可 为的
。

一
、

前 言

一般认为
,

注意不是一个独立的心理过程
,

它总是伴随着其他心理过程的进行而发挥

作用的
。

因此
,

对注意进行单独的研究是 比较困难的
。

目前国内这方面的工作做得不多
,

但注意一直是一个重要的心理学研究课题
。

特别是认知心理学的兴起
,

人们开始用信息加

工的观点看待心理过程并把这些过程当作信息的获取
、

编码
、

加工和输出的一系列认知操

作
。

由于人被看作是一个能力有限的信息加工者
,

只能有选择地对外界信息中的一部分进

行加工和储存
。

因此
,

了解人对外界信息的这种选择性的加工过程
,

将有助于了解人类的

认知过程和内部机制
。

对注意的研究是多方面多层次的
,

由于在方法上
、

研究侧重点上的不同
,

产生了许多

不同的理论和模型
,

虽然它们之间存在许多分歧
,

但至少在下面这一点上看法是统一的
,

即 注意是有机体在长期进化过程中发展起来的一种对外界信息的选择机制
,

它的存在说

明人对外界信息不是被动地接受
,

而是主动地有选择地加工其中最重要
、

最有意义的信息
。

分歧点主要是关于这种选择机制所在的位置及其作用方式 关于选择注意机制所在的位置
,

主要有两种理论
。

早期选择理论和后期选择理论
。

关于选择加工方式二 则有三种主要的模

型
。

下面将分别介绍
。

二
、

选择注意的两种主要理论一
人对外界输入信息的加工能力是有限的

,

但对这种能力限制发生在信息加工过程中的

哪一阶段
,

即选择机制发生作用的位置
,

两种理论存在着主要的分歧
。

早期选择理论认为
,

这种对加工能力的限制发生在知觉分析的早期
,

即选择发生在对刺激的辨认和识别之前
。

注意机制根据输入信息的特征对刺激进行选择
,

使有关信息能被进一步加工
。

在此
,

注意

象一个过滤器滤去无关信息而只允许有关信息通过
。

这种理论假定人有两个知 觉 分 析 系

统
,

第一个是一个并行系统
,

即前注意阶段
,

它负责提取刺激的简单特征 第二个是一个

能力有限的系统
,

即注意阶段
,

它负责加工形状和意义等刺激的复杂特征
。

在任一特定的

时刻
,

这一系统只能加工有限的信息
,

而且
,

这种选择加工是基于从第一系统中抽取出来



的某些物理特征进行的
。

例如 让被试辨认用某一特定声调说出的词
,

声调这一特征由第

一系统抽取
,

然后用它作选择的标准
,

即只有用这种声调说出的词才能进入第二系统作进

一步加工
。

持这一观点的主要人物有 布罗德本特
, 、

多依 奇 。一
’

工 诺 曼 几 ,

特雷斯曼 。 ,

和 奈

瑟 , 肠 ‘

后期选择理论认为 信息输入后
,

都被一个 自动化的并行知觉系统进行编码加工
。

在

这个初级加工阶段
,

没有选择机制的参与
,

因此
,

没有加工能力上均限制
,

也扰是说
,

所

有的输入信息都同时被编码加工
。

选择机制则发生在辨认和 识别之 后的决策的反应阶段
,

即对一个特定 目标的反应所作的选择发生在模式识别之后
。

持这 冲看法灼主要少、物有奥尔

波特
, 了

、

霍夫曼
,

波斯 纳
,

以 及 希

夫林和施奈德
, , 。 了

应当注意的是 上述两种理论都各有其实验结果的支持
,

目前还没有一 个 统 一 的 理

论
。

三
、

感觉加工阶段的选择注意模型

注意的选择可以看作是对信息加工的一种控制
。

通过这种控制
,

感觉输入中的一些信

息可 以被更有效地知觉和记忆
。

由于人的信息加工系统的能力是有限的
,

注意的这种选择

性对人有效地对付外界环境是必不可少的
。

关于这种选择加工在感觉阶段的控制机制
,

有

以下三种主要模型
、

单通道或称全或无模型

这种观点认为 在任一给定时刻
,

只有从一个单一信息来源的信息才能进 入 加 工 系

统
。

选择注意是对各种来源即各通道内的感觉信息作开关式的选择
。

这个模型可用下图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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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感觉加工的全或无模型

布罗德本特 用这种模型米解释他从双耳分听实验中所得的结果
。

他认为 有

两个知觉加工系统 第一个是一个不受选择机制影响的并行加工系统
。

随后有一个有选择

机制参与的能力有 限的加工系统
。

在第二个系统内有一个过滤器 选择开关
,

它选择一

些外周
一

的初级加工结果送到能力有限的系统中作进一步加工
。

即先有一个 自动化的并行的



初级加工系统
,

然后
,

有一些信息通过过滤器的选择进入较高水平做进一步加工
。

在最初

的理论中
,

布罗德本特认为过滤器就象一个全或无的开关
,

它在一定的时刻只能指向一个

通道
,

对不同通道的转换需要一定的时间
。

在此
,

通道是指一个感觉输入的来源
,

如双耳

中任意一个都是一个通道
。

根据这种最初的理论
,

可 以推论来注意通道内的信息不会被知

觉
。

然而
,

有研究表明
,

未注意通道内的有些信息也能被知觉 特 雷 斯 曼
,

当

然
,

这也可由下列说法来解释 过滤器有时也能暂短地指向未注意通道并对其中一些信息

进行加工
。

但是
,

特雷斯曼的结果说明未注意通道内信息的种类决定了它是否能被知觉
。

在特雷斯曼和赖利 的实验中
,

给被试的双耳同时输入不同的信息 词

被试重述其中一个耳朵中的内客
,

注意指向这个耳朵
。

另外
,

他们让被试觉察一个可能出

现于任一耳内的特殊 目标
。

当 目标词 与要复述的词 以同样的声调出现时
,

被试在未注意耳

内觉察出 目标词的次数远少于在注意耳中觉察出的次数
。

可是
,

当 目标词 以不同的声调出

现或目标只是一个纯音时
,

对它们的觉察在双耳中一样好
。

对上述这样一个结果
,

特雷斯曼提出一个修正模型
。

他提出 过滤器不是以全或无的

方式工作的
,

它有一个有限的能力
,

这种能力可由被试分配给各种输入通道
。

、

衰减模型

认为有机体的整个加工能力是有限的
,

但许多通道都能对信息作不同程度的加工
。

注

意选择决定了在特定通道内被加工并送入识别机制的信息量 这个模型可简单地用下图表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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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双耳分听和言语复述实 验
,

特雷斯曼 和莫里 劝 提出 了

这种模型
,

诺曼和鲁姆哈特
, 。 也根据视觉实验提出了一个这种模型

。

这

种模型与单通道模型基本一致
,

因为二者都认为存在一个并行加工的前注意机制将注意指

向一个重要的通道
。

区别只是在关于有限能力的选择方式上
。

奈瑟 了 提出一个关于视觉信息加工的二阶段模型
。

他认为有两个加工阶段
,

第一个

是一个并行加工的前注意 阶段
,

它不受意识的控制
,

并对第二阶段 —集中注意阶段有引

导作用
。

第二阶段是一个能随意控制的系列加工阶段
,

它在一定时刻只能对特定的信息作
进一步的分析和加工

。

奈瑟提出 一个短时呈现的刺激到达人眼后
,

‘

其信息就在映象记忆

中暂时保存
。

在这个阶段
,

刺激的模式被一个
“

前注意
”

的综合过滤分解成一个或几个分

离的图形
。

在此阶段中
,

若训练被试对刺激作一个迅速的未分化的运动反应
,

他甚至能在

看清刺激图形的任何细节之前就作出反应 然而
,

这种初期的并行加工在能力 上 是 有 限



的 它能控制注意的转换
,

包括眼动和身体的运动
。

但它不能提供关于刺激的精细结构和

内容的信息
。

在第二个阶段
,

对任何一个特定的刺激 字母或图形 的这种注意综合加工

都需要一定的时间
,

大约每个需 毫秒
。

若要辨认一系列字母
,

它们就只能一个一个地

被加工
。

既使并行的前注意加工 已将所有的刺激分成了小的单元
,

也使被试能大致在同时都

知觉到它们
,

在一定时间内也只能综合加工一个特定刺激
。

在此
,

辨认要比觉察困难
,

因

为辨认通常伴随着给特定 目标命名
,

这不光要有视觉
,

还要有言语听觉的参与
。

任何首先被完全综合地分析和命名的刺激都可能能被报告出来
。

随着视觉映象的逐渐

消退
,

精确的加工就难以进行了
。

因此
,

知觉广度就受到在映象持续时间内能有多少信息被

综合加工的限制
。

、

没有注意参与的
“

独立的
”

通道模型

认为在知觉加工阶段没有注意的参与
,

因此
,

在初级加工阶段只有极小的能力限制如

掩蔽
。

所有的注意加工都在知觉加工之后
,

有些甚至在决策和反应阶段
。

多依奇和多依奇

以及多依奇和林赛
,

首先提出了这种模型
,

见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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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模型强调一个中枢控制过程
,

选择注意就是加工系统中这个控制过程的一部分
,

通过它
,

某些信息的编码被选择作进一步的系列加工
。

诺曼 把这个机制称作
“

相

关机制
”

选择注意就是这个控制系统用来使人集中加工特定的信息的结果
,

因此
,

选择注

意就不象前两个模型所假定的那样是阻止或减弱对某种信息加工 的被动过程
,

而是一个积

极的主动过程
。

四 注意的研究方法

在科学研究中
,

方法一直是一个关键因素
,

因为如同进行研究与研究什么至少是同等

重要的
,

理论的产生同研究方法密切相关
。

在注意特别是在注意选择的研究中
,

理论的出

现与方法紧密相连
。

与注意的早期选择理论和后期选择理论相对
,

有两种主要的注意研究
方法或研究范式

,

过滤器范式和选择定向范式
。

早期选择理论强调在任一时刻呈现于感官的信息的过量及随之而来的对知觉加工所造

成的超负荷
,

因此
,

侧重于在初期加工 阶段对信息的选择
,

保证有机体对当前最重要的感

觉信息进行适当的知觉加工
。

后期选择理论则强调可能在任一时刻出现的相互竞争的不同

反应
,

因此
,

侧重于在较高及加工阶段对决策信息和反应的选择
,

以保证有机体能适当地
,

布



执行当前最重要 的行为二

当然
,

有机体有可能既面临知觉的超负荷又面临反应之间的不协调
。

这样
,

就需要有
两个不同的选择加工过程来控制

。

然而
,

这种不同的侧重点导致了不同的注意研究方法

五十年代人们重新对注意产生兴趣是部分由于发现航空管制人员对同时到来的信息的

处理能力有惊人的限制
。

这似乎是由于大量的信息对人的知觉造成了超负荷
。

这时的实验是

试图降低这种知觉过载以便探讨怎样有效地将有限的加工能力指向最有用的信息
。

在这些

对注意的早期研究中 布罗德本特
, ,

刺激包含复杂的
、

相互竞争的信息 通常为

言语 、
,

这样就造成过度的知觉负担
,

被试很难在所呈现的这些信息 中分配其注意
,

但却

能有意识地注意其中的一些信息
。

在此
,

注意被看作是选择一个通道的信息 然而
,

进一

步的研究结果使人们对是否存在一个知觉限制产生了怀疑
,

因为有时被试能几乎不受影响

地同时监测几个感觉输入通路
。

例如 希夫林和格兰瑟姆
,

做 了三个

实验来考察对视觉
、

听觉和触觉三个感觉道的注意分配的效果
。

在第一个实验中
,

让被试

同时跟踪在三个感觉道内出现的接近阂限的刺激
。

在第二个实验中
,

让被试依次单独注意

每个感觉道内呈现的信息
。

他们发现在第二个实验中被试对刺激的觉察不比在第一个实验

中同时的觉察好
。

结果说明对不同感觉道的选择性注意分配不影响知觉加工的早期过程
。

也就是说
,

在这种较简单的实验情境下
,

知觉加工通常独立于注意
。

因此
,

在后来的许多

选择注意理论中
,

都强调在知觉过程中信息加工的自动化
。

在七十年代
,

注意研究的重点由注意的限度转向对自动化加工的研究 许多研究否定

了那种认为呈现于未注意的通道内的刺激完全不接受语义加工的观点 随后几年
,

有一些研

究发现在原来认为完全自动化初级知觉加工过程中也有注意的参与
。

如弗兰克里尼和埃格

斯
、 , 。 做了一个实验来考察是否存在一个早期选择 加 工 他

们给被试呈现一个由一些红条 目和黑条 目组成的刺激所有条 目都围绕注视点排列
。

让被试

报告红条 目的数量
。

结果发现
,

反应时随着红条 目数的增加而延长
,

但不受黑条 目数的影

响
。

说明有关的 红 条 目同无关的 黑 条 目是 以不同的方式加工的
。

注意选择发生在知

觉加工完成 以前
。

其他一些人的研究也有类似 的发现 霍夫曼等
, 。

早期选择理论认为对刺激的注意选择发生在知觉加工完成之前
,

因此
,

主要的实验问

题是选择注意在保证有关信息得到加工中的有效性
。

对这类问题的研究多采用过滤范式这

个名称来源于布罗德本特 年提出的过滤器理论所基于的实验方法
。

它在实验设计
、

刺

激方式
、

反应测量等多方面都与后来发展起来的选择定向范式不同
。

前者主要是用听觉刺

激
。

被试用部分报告法反应的测量是正确率或反应的精确性 后者主要用视觉刺激
,

被试

的任务是搜索事先被告知的目标
、

一旦发现 目标就立即作出一个简单反应
,

反应测量是反

应时
。

在这种实验中
,

被试常需进行主动的搜索
。

下面表 列出了这两种方法的主要不同

点
。

一 过滤器范式

过滤器范式有三个主要特点 同时给被试呈现有关和无关刺激信息
。

有

关的刺激控制相对复杂的反应和执行过程
。

区分有关刺激和无关刺激的性质通常是

简单的物理特征
,

它与决定相应的反应的性质不同
。

由此可 以看出
,

过滤器式任务由两个呈现给被试的信息的不同方面所控制的不同功能

所组成



表 两种研究方法的比较

特 点 过 滤 器 选择定向

实验设计

感觉通道

刺激量

反应选择数

记忆量

反应测量

选择目标

假说

对结果的
标准解释

听觉选择

部分报告

听觉或视觉

大

多

大

准确性

呈现刺激的一部分

完全的早期选择

选择注意防止或降低了
对未注意刺激的加工

搜索

定向

视觉

小

少

小

反应时

可能呈现的刺激的一部分

完全的 自动化加工

选择注意加速 或选择对
所期望的 目标的反应

,

刺激选择 对有关和无关刺激 条 目的区分必须通过鉴别刺激的某种特性来进 行
。

例如 按呈现字母的颜色或声源的位置来区分
。

反应选择 如在阅读有关信息时
,

反应的选择由相关条 目的其他性质 如形 状

来控制
。

过滤器研究方法有两个经典例子
。

由彻里 五
,

因研究鸡尾 酒 会

效应而发明的选择追踪任务
、

斯拍林
,

研究视觉短时存储时 发 明 的

部分报告法
。

过滤研究方法的实验结果及讨论

在过滤器式的研究中
,

被试把注意集中于有关刺激
,

因此就不能知觉未被 注 意 的 信

息
。

成功地集中注意必然伴随着不能在不同的任务
、

通道和信息间分配注意
。

这些观察产

生了一个注意的初期选择模型
。

在对过滤器理论的最早陈述中
,

布罗德本特 认为

在前注意加工水平
,

刺激的基本特征被进行大致并行的分析和存储
。

只有经过选择的部分

信息才能通过过滤器进入较高级的加工水平
。

这个最初的模型很快就被修正
。

因为实验发

现人有时能对在非注意通道中出现的自己的名字起反应 莫利 而且有时还能对非注意

通道内呈现的刺激项 目的内容起反应
。

修正后的理论认为 过滤器只减弱未注意通道所提

供的信息
,

这种被减弱的信息有时也能通过过滤器
。

但也有证据表明注意的分 配 是 可 能

的
,

只要两件任务有显著不同
,

它们相互间的干扰就会减少
。

这似乎说明不存在一个统一

的中夹过滤机制
。

例如
,

谈话和音乐
,

视觉或听觉词 汇能较容易地被同时加工
。

这些现象可

能说明人脑是按照模式的系统组织起来的
。

奥尔波特 等人认为 信息间的干扰主

要产生于分开的
、

半独立的子系统内部而非子系统之间
。

这样
,

只有当同时进行的活动或

任务使用了同一个加工机制或能力时
,

才需要注意的早期选择
、

篇 港择定向范式
、

选择定向范式的特点 在这种研究方法中
,

被试对一个特定的刺激作准备并被指



示对刺激的出现或识别作迅速的反应
。

因此
,

被试从几种可能的刺激中选一种作准备并在

整个刺激呈现时对它进行搜索 施奈德等
,

工
。

在此
,

被试从几个可能出现的刺激中

而非从几个已经呈现的刺激中选择特定的目标进行分析
。

注意是一种定向
,

用来觉察一个或

多个可能出现的潜在 目标
。

一个较严格的这种研究方法的例子是波斯纳及其助手所做的几

个实验 波斯纳
, , 。

波斯纳通常在一次视觉呈现中使用一个单一刺激
。

而不

象在过滤研究中使用多个刺激
。

通过给被试事先提供变量的线索来控制对将要出现的刺激

的准备状态
。

实验设计使被试只是有选择性地对一些刺激作准备
。

、

选择定向研究的实验结果和讨论
。

与过滤器研究的结果相反
,

选择定向研究揭示了

人类同时加工多重刺激的惊人的能力
,

既使这些刺激有相同的感觉道和种类
。

例如 有些研

究表明 在许多视觉搜索任务中
,

不论同时呈现多少个刺激
,

目标似乎都能够
“

跳出
”

所呈

现的画面
,

从而减少其他干扰刺激的影响 埃格斯等人
,

施奈德和希夫林
,

了
。

这个发现说明对干扰刺激的加工是并行进行的
,

而且不受注意的限制
。

在有些条件下
,

较

慢的或顺序的 串行自约 搜索是由于相似刺激之间位置特征的相互影响 霍夫曼
,

。

搜索研究结果与过滤研究中观察到的对干扰刺激的抵制相反
,

因为在搜索中对千扰刺

激也有一个 自主的并行加工
,

这种加工可能会干扰被试对 目标的反应在对一个 目标刺激进

行较长时间的练习之后
,

针对这个 目标的定向最终会成为自动化的并丧失了对这种注意的

随意控制 施奈德和希夫林
, 。

似乎可 以认为在选择定势研究中被试 比在过滤研究

中更多地采用 自动加工
。

在定势研究 中这些关于 自动加工的证据经常被用来支持注意的后

期选择理论
。

多依奇和多依奇 认为 对语义水平的知觉加工是 自动进行的
,

并且

完全独立于注意
。

而注意只控制对需要记住或加以反应的那些刺激的选择
。

三 过滤范式与选择定向范式的比较
一 ’

首先
,

这两种研究方法的显著差别可能说明二者研究的不是同一种知觉加工过程 在

搜索实验中
,

目标是由一个单一的特征定义的
,

一旦这个特征被觉察
,

被试就会作出一个

直接反应
。

因此
,

这种研究有效地将所需要的知觉加工缩减到过滤器理论中的 前 注 意 阶

段
。

注意发生得较晚
,

因为所有的知觉加工都在它之前进行了
,

而且对干挑刺激的加工一

般也被当作一个知觉分析模式
。

而在过滤器研究中
,

在选择一个反应之前就需要对有关的

刺激作进一步的加工
。

在这种情况下
,

选择自然会被认为发生得较早
, 因为多数重要的知

觉加工发生在注意选择之后
。

这两种研究方法在实验情境的简洁性和被试的任务两方面也有较大差别
。

在选择定向

研究中
,

反应所用的词 汇少
,

通常为
“

有
”

或
“

没有
” ,

有时只需“个
‘

有
”

反 应
。

而

且
,

每一次呈现只要求一个单一反应
。

而过滤器研究则要进行连续的跟踪和复杂的报告
。

两种方法所用的因变量也不同 在搜索研究中
,

一般测量被试对准备进行反应的刺激

目标 所作的反应速度
,

这种反应的延迟是由于干扰刺激的出现或未料到会出现 目标
。

过滤器研究的实验中
,

通常测量对呈现的刺激所作的连续反应的准确性以及对未注意的刺

激是否也作出反应 反应潜伏期的延长是由于决策或反应选择的延长
。

在两种研究方法中
,

注意焦点的指向也不同
。

在过滤器实验中
,

被试选择所呈现的刺

激中的一部分作进一步加工
。

在搜索实验中
,

被试对可能呈现的一部分刺激信息作反应准

备 从逻辑上说
,

这两种注意的加工过程可能有不同的广度
。



在五十年代
,

大部分对注意的研究都采用过滤器范式
,

到七十年代
,

许多研究都使用

选择定向范式
,

特别是用搜索的方法研究视觉注意和视觉的信息加工
。

从使用过滤器方法

到采用选择定势方法主要是由于人们希望在研究选择注意时
,

尽量减少记忆的参与和反应

负担
。

另一方面
,

技术的进步也使研究人员能从选择复述到听觉追踪最后 以视觉搜索作为

研究选择注意的标准设计
。

当然
,

对某个字母的视觉搜索与对一段言语的听觉跟踪并不一

定涉及同一个选择机制
。

因此
,

必须根据不同的研究 目的使用相应的方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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