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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工作 采用
“

数字符 号
”

及
“

肤写
”

和
“

临摹
”

变式三项 刚验
,

对老年
,

例
、

平

均 岁 和青年 例
、

平 均 岁 训练组进行训练作用 的研究
。

并设两个时照 组
,

在年龄
、

性别
、

文化方 面 和训练组 匹 配
。

结 果指 出 老年组各项作业 较青年组

明 显要差 训练后 作业 较训练前有进步
,

训练后 老年组 成绩较未训练青 年 对

照 组好
。

这表明功 能训练能改善老年人 的心 智能力
,

有关记忆 的 改善比反 应 速

度的改善更 为明显
。

已有研究表明
,

智力的不同方面随年龄增长而产生的变化是不相同的
。 “

晶态智力
”

在

成年后并不减退
,

有的还有所提高
,

而
“

液态智力
”

随年龄增长
,

较早出现减退
〔‘一幻 。

有的作

者观察到在常用的
“

韦氏成人智力量表
”

的 项分测验 中
,

以
“

数字符号
”

分测验的 年 龄差

异表现最为明显
,

较早出现减退闭
。

我们的研究结果也表明这一点
,

从 岁起
“

数字 符号
”

侧验成绩已有明显下降
。 “

数字符号
”

测验反映年龄特点较为敏感
,

可能因该 项 试 验所

包含的记忆和反应速度两个因素
,

均受年龄的影响较大
。 〔“

,

”
老年人

“

数字符号
”

测 验成绩 马

下降的原因是什么 有待进一步研究
。

目前
,

有关认知功能的干预研究 矫正研究 有所发展
。

很多研究结果表 明
,

老年智力

也有一定的可塑性
,

可通过认知刀练而有所改善
〔, , , , 。

和 曾对 一

岁老年人有关液态智力方面的三项作业加 以认知训练
,

使成绩明显提高
,

并且还看到这种

训 练结果 的某种迁移现象
。

这种改善在半年后复查时依然保持 代

本工作是我们在以
“

韦氏成人智力量表
”

研究成人智力发展 的基础上
, 〔。进 一 步 分析

老年人在
“

数字符号
”

分测验方面具有什么特点
,

并观察功能训练对改善作业成绩的作用
。

如有改善
,

在其记忆和反应速度 因素 中主要是哪一成分得 到改善
。

为研究老年智 力 的可

塑性
,

以 及延缓老年人某一方面 的智力减退和改善老年人的心智活动作一些探索
。

方 法

被试共 例
,

分为两组 老年组 例 年龄 一 岁
,

平均 岁
、

青年组 例 年龄

‘

乙本文于 年 月 日收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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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岁
,

平均 岁
。

每组根据训练与否
,

均分为训练组和对照组
。

各组在性别
、

文化

条件方面均相匹配 大致男性 万
、

女性 万 大学 厂
、

中学 万
。

老年被试健 康 状况

良好
,

有半数为参加老龄大学的离体干部
,

他们对测验和训练感兴趣
、

合作
,

有学习要求和

改善记忆的动机
。

青年被试也同样合作
。

本研究采用四项测验
‘

数字符号
”

测验 是
“

韦氏成人智力量表
”

中 的 一 项 分测

验
,

规定一种符号与一数字相配成对 称为
“

数字
一

符号键
”

要求被试 按 照
“

键
”

填 写 与数

字相应的符号
〔帕

“

默写
”

和
“

临摹
”

为
“

数字符号
”

测验的两种不同变式
, “

默写
”

要求被

试不看
“

键
” ,

直接根据回忆默写与数字相应的符号
,

主要分析记忆因 素
“

临 摹
”

要求

被试尽快地边看边抄符号
,

排除记忆 因素
,

主要分析反应速度因素
“

迁 移 测验
”

是 自

行编制的 另一种
“

数字
一

符号键
”

形式的
“

数字符号
”

测验
,

主要观察在 已学会一种作业的基

础上
,

对学 习类似的新内容有无帮助
,

是否产生迁移作用
。

实验顺序 所有被试先依次进行
“

数字符号
” 。 “

默写
”

和
“

临摹
”

三项测验
,

然后按
“

数

字符号
”

测验成绩匹配划分训练组和对照组
。

训练组采用
“

反复训练法
” ,

以
“

数字符号
”

测

验为内容 每次 个符号
,

共进行十次功能训练
,

分三天连续训练
,

训练完成的第二天复

查
,

内容除与第一次测验相同的三项外
,

还包括
“

迁移测验
” 。

前后两次测验间隔 一 周
。

对照组则不给予训练
,

也相隔 一 周后进行 第二次复查
。

各项测验均以 秒内得分 即

秒内正确填写的符号数 和 格完成时间 秒 即填写 格符号所需时间 为指标
,

分析比

较老年组与青年组以 及训练组与对照组的各项结果
。

今

结 果

一
、

老年组与青年组各项测验成绩之比较

老年组各项测验成绩 明显低于青年组
,

表现在 秒 内得分低
,

格完成时 间 长
,

经统

计学考验
,

两组差异非常显著
。

见表

表 老年组与青年组各项测验成绩比较 平均数士标准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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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格默写符号中的正确数

,

二
、

训练对各项测验成绩的 作用

老年训练组与对照组之比较 老年训练组训练后
,

各项成绩显著提高
,

前后差异

非常显著
。

老年对照组第二次复查成绩也有提高
,

但多数项 目差异不显著
。

见表

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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奎
表 老年训 练组与对照组各项测验成绩 比较 平均 数士标准差

数字符号 默 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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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训练组与对照组之比 较 青年训练组训练后
,

各项成绩显著提高
,

前 后 差异

显著
。

青年对照组第二次复查成绩也有提高
,

多数项 目差异显著 见表
。

表 青年训练组与对照组各项测验成绩比较 平均数士标准差

,

今

共
入

老年组训练后与青年对照组之比较 老年组训练后
,

除
“

临摹
”

外
,

各项成绩均超

过青年对照组第一次测验成绩
,

两者差异非常显著
,

而且多数项 目还超过青年对照组复查

成绩
,

两者差异显著 见表
。

老年组与青年组复查成绩提高百分率之比较 不论老年或青年训练组的复查成

绩提高百分率都大大超过对照组
,

两者差异显著 或
,

其 中 尤 以 老 年

训练组提高百分率最多
。

训练后
,

老年组成绩虽然仍低于青年组
,

但提高百分率却明显高

于青年组
,

两 者差异显著
。

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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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老年组训练后与青年对照组各项试验成绩比较 平均数士标准差 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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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老年训练组成绩低于青年对照组
.

此外
,

不论老年或青年训练组与对照组相比
,

各项测验成绩提高的量有所不 同
。

训练

后均 以
“

数字符号
”

和
“

默写
”

提高较多
, “

临摹
”

提高较少
。

在训练组内三项成 绩 以
“

默写
”

提高最多
, “

数字符号
”

其次
, “

临摹
”

提高最少
。

表 5 老年组与青年组复查成绩提高百分串之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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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吧一表内数据为复查成绩提高百分串的平均数士标准差

5
.

各组
“

迁移测验
”

成绩之比较
:

除老年组成绩明显低于青年组外
,

可以见 到 老年

训练组成绩高于对照组
,

两者差异显著
,

青年训练组成绩略高于对照组
,

但两者差 异 不显

著
。

( 见表 6 )

6
.

对
“

默写
”

中错误的分析
: “

默写
”

中两类错误
:

遗漏性错误(指漏填的空格数)和

混淆性错误(指错填数)
。

老年组空格数明显多于青年组
,

两者差异非常显著
,

而错填数两

组相近
,

差异不显著;老年组或青年组训练后
,

两 类错误明显减少 (无空格出现
,

错 填 仅一

次)或均未出现
,

前后差异非常显著
;
老年或青年对照组复查的空格数均明显少于 第 一次

测查
,

两者差异显著
,

错填数也有减少
,

但差异不显著
。

值得注意的是
,

老年组训 练 后
,

两

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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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 表 6 各组
“

迁移测验
”

成绩之比较 (平均数 土标准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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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错误均明显少于青年对照组复查结果
,

两者差异非常显著
。

( 见表 7 )

表 7 各组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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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

讨 论

含有记忆和反应速度 因素的
“

数字符号
”

测验
,

在
“

韦氏成人智力量表
”

中反映 年 龄差

异最为明显
,

目前 已被选用于专门研究
。

本工作主要研究老年智力的可塑性问题
,

观察训

练对改善智力的某种表现有无成效
。

选择
“

数字符号
”

分测验的原因就在于它是作业量表

中的一项分测验
,

表示
“

液态智力
”

的某种表现
,

反映年龄特点较为敏感
。

由研究结果看到
,

老年组
“

数字符号
” 、 “

默写
”

和
“

临摹
”

的成绩明显低于青 年 组
,

表 明

老年人在有关记忆和反应速度的智力表现有明显减退
。

其中
“

临摹
”

成绩与青年组差距更

大
,

显示了在有关反应速度方面的年龄差异更为明显
。

看来
,

老年人
“

数字符号
”

测验成绩

较差的原因
,

除记忆功能减退外
,

反应速度减慢可能起了 更为重要的作用
。

传统的观点认为
,

成人智力随年龄增长而逐步减退
,

老年人智力衰退是不可 改 变的 ;

后来有的学者认为成人智力的不 同方面
,

随年龄增长而产生的变化是不同的
,

不应笼统地

说成人智力随年龄增长而减退
;目前

,

很多学者认为智力的年龄变化并非完全被动和不可

改变的衰退过程
。

相反
,

老年智力也有一定的可塑性
,

可采取适当措施
,

进行认知训练 而使

智力在一定程度上得 以改善
,

本研究证实了这 一点
。

由结果看到
,

老年组 训 练后
,

各项测

验成绩明显提高
,

前后差异显著
,

而且还明显高于对照组复查成绩
,

( 该成绩因学 习
、

经验的

作用
,

也有提高
,

但并非每一项的两次测验差异都显著)这都表 明训练对改善老年 人 这种

包含记忆和反应速度 因素的智力表现是有效的
。

青年组训练后
,

情况类似
,

但各项测验成

绩提高的幅度低于老年训练组
。

而且并非均 明显高于对照组复查成绩 (
“

临摹
”

一项例外)
,

这表明训练对改善青年人这种智力表现同样有效
。

但
“

临摹
”

成绩可能在第一次测验时 已

接近峰值
,

所以 即使再加训练
,

收效甚微
。

如果将老年训练组与青年对照组进行比较
,

结果是很 有意义的
。

除
“

临摹
”

外
,

各项成

绩均明显超过青年对照组第一次测验成绩
,

而且除
“

默写
”

90 格得分和
“

临摹
”

外
,

其余还 明

显超过青年对照组复查成绩
。

这更表明了训练对改善老年智力的某种表现是有 效 的
,

并

证实了 老年智力的可塑性
。

由此得到启示
,

老年人只要肯花费功夫
,

经过多次训 练 后
,

含

有记忆和反应速度因素的
“

数字符号
”

测验成绩是有可能达到
、

甚至超过未经训练 的 青年

人的
。

老年组训练后
, “

临摹
”

成绩仍低于青年对照组
,

他们的反应速度虽有提 高
,

但 还是

达不到未经训练的青年人
。

这表示反应速度不易由训练而提高
。

例如
:

填写符号与手的

运动有关
,

老年人的关节和肌 肉活动 的灵活性减弱
,

可直接影响反应速度
,

而并非 老 年智

力真有减退
。

因此
,

目前常用的智力测验中
,

大部分作业量表包含反应速度因 素(限 定在

一定时间内完成作业)
,

如以反应速度 间接衡量智力水平
,

对老年人来说
,

是不公 平 的
,

我

们应该注意这一点
。

虽然老年组训练后
,

成绩还不能超过训练后的青年组
,

但 以提高百分率相 比
,

显 然高

于青年训练 组
,

两者差异非常显著
。

看来
,

训练对改善老年智力的某种表现更为显效
。

这

可能 因青年组训练前成 绩较高
,

致使训练后提高百分率低于老年训练组
。

此外
,

不论老年

或青年训练组与对照组比较
,

各项测验成绩提高的 量有所不同
,

均 以
“

数字符号
”

和
“

默写
”

提高较多
, “

临摹
”

提高较少
。

训练组内各项测验成绩也以
“

默 写
”

提高最多
, “

数字符号
”

次

手



期 吴振云等
:

训 练对老年人
“

数字符号
”

作业 的作用

/
全

4

之
, “

临摹
”

提高最少
。

这都说 明训练对记
’

}乙成分改善较好
,

而对反应速度成分改善较差
。

训练后
, “

数字符号
”

测验成绩的提高
,

可能主要由于记忆的改善
。

为了 观察由训练而获得改善的作业成绩是否具有迁移作用
,

应用了 另一种新的
“

数字

符号
”

试验
。

由结果看到
,

使用相似而无重叠的另一种数字一符号形式
,

可有转移作用
,

老

年训练组的成绩明显高于对照组
,

表 明了训练的迁移作用
,

它可以提高对同类 测 验 的 成

绩
。

但老年训练组仍达不到青年对照组的成绩
,

可能因
“

迁移测验
”

难度较大
,

所 以迁移作

用还不足 以抵消年龄差异
。

对于
“

默写
”

中错误的分析是有意义的
。

不论老年或青年组训练后
,

错误基本消失
,

老

年组训练后两类错误均明显少于青年对照组
,

这 与前面所述的老年组训练后成 绩 可超过

青年对照组的结果是一致的
。

训练可减少
“

默写
”

中的错误
,

提高测验成绩
,

这同样表明了

训练的作用
。

从错误性质来看
,

老年组容易产生遗漏性错误
,

空 格数 明显多于错填数
,

而青 年 组两

类错误相近
。

这表明老年组在
“

默写
”

中的错误与青年组相 比
,

不但有量的不 同
,

而且有质

的区别
,

显示了
“

默写
”

错误的年龄差异
。 “

数字符号
”

测验可以被认为是一种数字 和 符号

的成对联想
,

而老年人很少运用 联想记忆法
,

大部分照抄或死记
,

难于很快建立无 逻 辑关

系的联想
,

影响了
“

数字符号
”

测验成纷
。

我们还看到有的老年人即使已记住
“

键
” ,

仍然感

到无把握
,

在
“

默写
”

中不予填写
,

以致遗漏性错误较多
;在

“

数字符号
”

测验时
,

他们宁愿慢

一些
,

稳扎稳打
,

边看
“

键
”

边填写
,

以免出错
。

老年人在心理测验时往往表现只注 意 准确

性而忽视速度的倾向
,

这也可能是老年人小洲梦腆的 特点的某种表现
。

本研究对表示液态智力的
“

数字符号
”

作业
,

采用
“

反复训练法
”

加以认知训练
,

得到了

一些结果
。

看到训练对改善老年人的心智活动是有效的
,

表明老年智力也有一 定 的 可塑

性
。

干预研究的方法很多(如反馈法
、

策略训练法等 )
,

对延缓老年人某一方面的 种力减退

都有作用
。

通过本工作初步看到
,

有关这方面研究
,

无论从理论或实践角度 都 是 有 意义

的
。

参 考 文 献

〔1 〕

〔2 〕

〔3 〕

〔4 〕

〔5 〕

〔6 〕

〔了〕

〔8 〕

〔9 〕

〔10〕

H u ltsh D
.
F

、

& D

e u 七se h
.

A d u lt d ev e lo p m e n t a n d a g 王n g
,

P O G 一127
.
M oG raw 一

H i l l B
o o

k C
o

m p
a n 〕

, ,

1 9 8
1

.

K

a u s

l

e r
D

.

H

. ,

E
x P

e r 全m e n士a l p sy eh o
l
o g y a n d h u 田a n a g e

,

P

.

5 6 6 一301
,

J

o

h

n

W
I l

e
y

&
S

o n s
,

N

e
w

Y
o

r
k

,

1 9 e 2

.

L

e o n a r

d
w

.

P

o o n

(

e
d

.

) A g 王n g jn th
e 2 9 5 05

.
P

.
2 6 o一2了2 A m or王己

an P syeho lo gieal 人ssoeiatuo n ,

1 9 8 0

.

S p
r o

t t R

.

L

.

A g
e ,

l

e a r n
i
n

g
a

b i l i t y a n
d 王n te llig

e n e e ,

P

.

吐1一7了
,

V
a n

N

o s
t

r a n

d R

e
i

n

h

o

l
d

C

o
m p

a n
y

,

1
9 8

0

吴振云
、

许淑莲等
,

成人智力发展与记忆
.
心理学报

,

1 9 85

,

第 3 期
,

2 4 3 一24乐

B
o tw in王e k J

.
A g呈n g a n d B e五avior

,

P

.

2 4 9 一2了3
,

S
p

r
i

n
g

e r

P

o

b l
丈sh i

n g C
o m p a n y

,

N

e
w Y

o r
k

,

1 9 8 4

.

B

o
t w 呈n 于ek J T h e 王m p a ot o

f m e m o ry o n a g e d if fe re n e es i n d王glt sy m b
o
l P e rfo r田 a n e e ,

J
o u r o a

l o
f

G

e r o n
t

o

l

o
g y

,

1 9 8 1

,

V
o

l

.

3 6
N

o
.

5

.

5 8 6 一 500
.

C at五ry n A
.
B eres & A lan B aron Im proved digit sym bol substitut呈o n b y

o ld e r w o m e n a s a

r e su
lt

o
f

e x te n d
e d p ra et王ee

,

J
o u r n a

l

o
f G

e r o n
t

o

l

o
g y

,

1 9 8 1

,

V

o

l

.

5 6

,

N
o

.

6

,

6 9 1 一 69了
.

M
a r三on P

e r
lm

u tte r 亡t a
l A d

u
lt de

v e
l
o p m e n t a o d

a 么i
n g

,

P

.

2 3 3 一2 66
,

J
o

h
n

W
呈l
e y & S o

n o
I
n e

.

N
e w Y

o r
k
.

1 9 8 5
.

龚耀先等
,

修订韦氏成人智力量表手册
,

湖南医学院
,

19
82

.



心 理 学 报 1987年

杏

T H E T RA IN IN G E FF EC T O N TH E P E RF O RM AN C E O F

TH E AG ED !N "D !G IT一Y M B O L ,,
T E S T

W
u

Z h
e n y u n

X
u

S h
u

l i a n

( I
”s 矛犷矛“户e o

f P
s夕e

h
o
l
o 夕夕

.
A

e a
d
e 爪犷a s r”犷e a )

A b
s t r a e t

T h
e e f f

e e t o
f d i g i t

s y m b
o
l t r a i

n
i
n g w a s te s t e d w i t h d i g i t

s y m b
o

l
a n

d

1 t
s t w

o v a r 王a tio n s
一

“
w

r
i t

e
f

r o
m m

e
m

o r 了”
a n

d
“ e o

p y t
e s

t
”

i
n

t h
e a g

e
d (

3 0 5
5

,

a v e r
.

6 6 y
r s o

l d )

a n
d t h

e
y

o u n
g

(
2 0 5

5
,

a v e r
.

2 5 y
r s o

l d )
t

r a
i

n
i

n
g g

r o u
p

s

r e s
p

e e
t i

v e
l y

‘

T w

o e o
n

t
r o

l
g

r o u
p

s
,

m
a

t
e

h
e

d i
n a g

e
,

s e x a n
d

e
d

u e a t i
o n a

l

l
e v e

l w i t h t h
e

t
r a

i
n e

d
o n e s

w
e r e u s e

d

.

T h
e r e s u

l t
s

i
n

d i
e a

t
e :

1

.

T h
e

p
e r

f
o r

m
a n e e o

f t h
e a g

e
d g

r o u p w
a s s

i g
n

i f i
e a n

t l y w
o r s e

t h
a n

t h
e

y
o u n

g
e r

g
r o u

p
;

2

.

A f t
e r

t
r a

i
n

i
n

g
,

p
e r

f
o r

m
a n e e

i m P
r o v e

d
s

i g
n

i f i
e a n

t l y i
n

b
o

t h

g
r o u

p
s , a n

d t h
e

p
e r

f
o r

j

m
a n e e o

f t h
e

t
r a

i
n e

d
a g

e
d g

r o u
p w

a s
b

e
t t

e r
t h

a n

t h
a t

o
f t li

e
y

o u n
g

e r e o n
t

r o
l g

r o u
p

.

T h i
s s

h
o

w
s

t h
a

t t h
e

m
e n

t
a

l
a

b i l i t y
o

f

t h
e a g

e
d m i g h t b

e
i m p

r o v e
d b y f

u n e
t i

o n a
l t

r a
i

n
i

n
g

, a n
d t h

e a
b i l i t y

r e
l
a t

e
d t

o
m

e
m

o r
y 1

5
m

o r e r e s
p

o n s
i
v e

t
o

t
r a

i
n

i
n

g t h
a n

t h
a

t
r e

l
a

t
e

d t
o

r e a e
t i

o n 艺tim e .

感

年

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