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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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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以 自觉健康的青年
、

中年和老年人./ 例为 被试
,

研 究 了成年人 0 语
、

阅

读 和书写流畅性的年龄差异及其和词语记忆 的关 系
。

结果 1 2
3

大
3

多数词语流畅

能 力以及词 语记
‘

4乙均为 中年以后衰退
,

#5 6
,, 0 刚验 的读色字 及读字色 作业则中

年即开始减退
。

7
3

除年龄 因素外
,

词语流畅性还受被试者文化程 度和浏验 内容

的影响
,

同时还表现有文化 因素或测验和年龄 的交互作用
。

文化程度越低
,

浏验

难度移大
,

年龄差异越显著
。
8

3

词语流畅性和词语记忆有显 著相关
。

这 可 能是

肉于两者都有权多的记
·

铸和注意过程的参与
。
3 在两项颜色命名浏验及说同类

词作 业中都见到女性优于男性的现象
。

黔 说话或写字时找词困难是老年人的一种常见特点
。

塞尔斯通的基本心理能 力 测 验

9! 五: 6 ; 5, < = , > 0 6 ?≅ − 6了 Α = < 5− Β 万?Β?5Χ ! = ; 5 ,

简称 0 Α Δ中包括词语流畅性一项 内

容
。

#Ε Φ −? = 曾利用∀Α 对成年至老年的智力发展迸行过长期的系统的研究
,

其 中包括词

语流畅性 9主要是
“

写
”

的流畅性 Δ的年龄变化的研究〔’〕。 此外还有说 出某类词课题的年龄

差异的零散研究〔“, 。 ! −Β Β− < Γ将#5 6 。。 0侧验作为一种
“

读
”

的流畅性作业〔“〕,

也有少 量 有

关的年龄差异研究 〔‘〕。 但很少见到关于词语的
“

说
” 、 “

读
” 、 “

写
”

流畅性的较全面的年龄差

异研究
。

词语流畅性 9尤其是
“

说
”

和
“

写
”

的流畅性Δ主要是一种包含速度要求的词语记忆

作业
。

本研究是我们对记忆的年龄养异研究的继续
〔> , 。 目的是较全面地探讨词语流畅性

的年龄差异及其和词语记忆的关系
。

方 法

2
3

被试者为自觉健康的成年人./ 例
。

其中青年组 7 例
,

年龄7Η 至 8> 岁
,

平均 7/
3

岁
,

男< 人
,

女 28 人 ,中年组 7 例
,

年龄 2 至>> 岁
,

平均.
3

Η岁
,

男 2Η 人
,

女 2 人 Ι老年组 8Η 例
,

年

龄ϑΗ 至 .> 岁
,

平均ϑϑ
3

/岁
,

男2> 人
,

女 2> 人
,

各年龄组中大学
,

高中
,

初中文化 程度 者均各

占2 Κ 8
。

本文于 2 Λ / Λ年 月 2Η 自收到
。

本工作 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局 资助项目
。

廊坊师范专科学校副教授
,

当时为心理研究所进修 人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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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词语流畅性实验

2
3

口 语流畅性
1 9 2 Δ说同类词

1 要求被试者尽快说出某一类别的词来
,

包括2
3

食物
、

22
3

日用品
、

22 2
3

著名人物名字
,

时限各 2 分钟
。

记录各项说出的词数
。

9 7 Δ说非某类词
,

包括 2
3

动物
1
分 别说 出不在天上飞的 Ι不在地上爬的 Ι不在水里游

的 , 不在山上跑的动物
3

Μ? 花
1
分别说 出春天不开

,

夏天不开
,

秋天不 开
,

冬天不开的花
。

以上只需各说 出一种
,

但不能重复
。

用电子表记录从指导语结 束至开始说出的 反 应 时

间
。

7
3

阅读流畅性
1

9 2 Δ念读约三百字大字印刷通俗短文一篇
,

记录所用时间及错念
、

漏念字数 Ι

9 7 Δ# 56 。。 0测验
1

尽快阅读
1
2

3

黑体字红绿黄蓝8Η 个 Ι 22
3

红绿黄蓝颜色块8Η 个 9颜色

命名Δ户22
3

读色字 8Η 个
,

即对字义和写字的颜色不一致的颜色字按字义读颜色字
,
?Ν

3

读字

色
,

即按写字的颜色读上述颜色字Ο 仑个
。

读完8Η 个字或色纪录所用时间和错误数
。

8
3

书写流畅性
1
经过预试

,

从联想较多的 个常用字中选 出
“

出
”

字
,

从形成字较多的

偏旁中选 出
“

步
”
9提手旁 Δ

,

要求被试者尽可能快而多地写出 9 2 Δ
“

出
”

打头的词来 , 9 7 Δ

“

宁
”

旁的字来
。

时限各为 8 分钟
,

算出写出的正确的词或字数
。

<
、

词语记忆实验

采用词语记忆训练研究所用词语记忆实验材料〔“〕。 内容为
1 9 2 Δ词的自由回忆

1
对 2ϑ

个词作自由回忆
,

共两组 , 97 Δ字的自由回忆
1
对 2ϑ 个和 7Η 个两组字作自由回 亿 , 以正确

回亿的字数记分 , 9 / Δ成对联想学习
1
对27 对成对词形成联想

,

其中一半为有关联 想
,

另

一半为无关联想
,

测试各三遍
,

以三次正确数之和作为成绩
。

实验均按先词语流畅性
、

后词语记忆进行
。

全部被试者均进行了所有侧试项 目
。

结 果

一
、

词语流畅性

2
3

口语流畅性
3

9 2 Δ说同类词
1

结果可见老年组同青年组及中年组都有很显著差异
,
9除说人名 ∀Π

Η
3

Η >外
,

余均为∀Π Η
3

Η 2 Δ 9表 2 Δ
。

差 异 9单位
1

词数 Δ

人 名

7 Η
。

Λ ϑ 士 7
。

7 7 2 / Η
。

8 Η 土2 Η
。

8 8

7 Η
。

> 士
。

/ 2 2 . /
。
8/ 土 27

。

/

龄一

Β
一

Θ
表 2 说 同 类 词

组 另,

4
食 物

⋯

的 年

项 目
日用品

7 .
。

7 2 士
。

ϑ Λ 8 7
。

2 8 士>
。

. .

8 Η
。

2 . 士 ϑ
。

7 Λ

年年Ρ中

老 年

7.
。

ϑ . 士
。

7 Λ

7 2
。

> . 土 >
。

> 8 7 8
。

> 8 土
。

> Η 2.
。

Η Η 土>
。

2 2 4 ϑ 7
。

ϑ Η 士 2 2
。

/ Λ

对年龄
、

性别
、

文化程度三个因素对说出同类词总和的影响进行了变异数分 析 9 8 Σ

7 Τ 8Δ
,

结果仍表明年龄有极显著作用 9Υ ς 7>
3

Η7
,
∀Π Η

3

Η Η 2 Δ
,

还表明性别和文化程度因



期 许淑莲等
1

成年人词语流畅性的年龄差异和词语记忆 8 82

’

素都有重要作用
,

女性比男性成绩要好 9Υ 二
3

/Η
,
∀Π

3

Η >Δ
,

文化水平高者成绩好 些9Υ 二

.
3

ϑΗ
,

∀Π
3

Η 2
,

Δ
。

而测验也有显著影响9Υ ς .7
3

ϑΛ
,
∀ Π

3

Η Η2 Δ
,

说 出日 用品最 多
,

人 名最

少
。

9 7 Δ说非某类词
1

? 动物
1
可见在 种情况下的平均反应时和说出

“

不在天上飞
”

的动物的 反 应 时 方

面
,

老年人均显著比青年人慢些 9∀Π
3

Η> Δ
,

老年人还平均比中年人慢些9∀ Π
3

Η >Δ
,

而青年

组与中年组无差别
。

在四种条件下以说出
“

不在山上跑
”

的动物反应时最长 9表 7 Δ
。

?? 花
1
老年人显著比青年人慢些 9∀Π

3

Η> Δ
。

在单项比较中只有说出
“

秋 季 不 开 的

花
”

老年组比青年组明显较慢9∀ Π
3

Η >Δ9 表 7 Δ
。

表 7 说出非某类词反应时的年龄差异 9单位 1 秒 Δ

、

一 卜下六石社三巨二
、

1 1
3

⋯?⋯1?11⋯1Δ
3

⋯1⋯41ΔΩ⋯1Ω⋯1⋯?114ΞΔ1⋯11ΩΔ1⋯Δ〕
一

⋯ΔΔΔ14ΩΩ
组 别

老 年

日节打令下卞不
,

⋯
·

Ω⋯ΩΔ41Ω?1
’

⋯1⋯11〕Ω⋯4Δ⋯
1

1
1
⋯Δ1Ω1Ω⋯Ω

1
ΔΔ11ΔΔ⋯

·

1ΩΩΩ4Ω
Ι
41

年年青中

对
“

动物
”

与
“

花
”

八项的平均反应时进行的变异数分析表明
3

,

除年龄因素 9Υ ς
3

Η 2 ,

∀Π
3

Η >Δ 外
,

文化水平也有显著影响 9Υ ς >
3

,
∀Π

3

Η2 Δ
,

文化高省反应较 快
,

性别 无影

响
。

7
3

阅读流畅性

9 2 Δ读短文
1
在阅读时间上有显著年龄差异

,

老年组
、

中年组
、

青 年组分别为 / Λ
3

7
、

ϑ Η
3

和ϑ
3

/2 秒
,

老年组和青年组
、

中年组的差异均极显著 9∀ Π
3

ΗΗ 2 Δ
。

错读 或漏读各组

都很少
,

无年龄差异
。

从变异数分析可见
,

除年龄因素有极显著影响外
,

文化程度也有很显著的作用
,

大学
、

·

高中比初中文化程度的阅读速度显著快些 9其平均阅读时间分别为 ϑ .
3

Η
、

ϑ Λ
3

>7 和 ΛΗ
3

8>

秒 Δ
,

而性别因素无影响
。

年龄与文化程度因素且有明显交互影响
,

即阅 读 时间的年龄差

异因文化程度不同而异
,

初中被试间的年龄差异最大
。

9么Δ# 56 , , 0 汉吐验
1

? 反应时
1

对 项测验的反应时间的年龄差异见表 8
。

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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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5 , 。。0 测 验 反 应 时 的 年 龄 差 异 9单位
1

秒 Δ

2 8
。

Λ Λ 士7
。

. 8

2 ϑ
。

8 Λ 士
3

8 ϑ

2 /
。

. > 士ϑ
。

. Η

2 /
。

2 士8
。

7 8 2Λ
。

. Λ 士
。

8 Η

2 Λ
。

/ > 士ϑ
。

2 2 7
。

. / 士2 Η
。

Η

年年青中

老 年 7 ϑ
。

> 士 /
。

. 2 8
。

2 ϑ 士2 7
。

/ Η

8 2
。

/ ϑ 士 >
。

Η ϑ

8.
。
− 土.

。

7 /

> Η
。

/ 7 土7 Η
。

7 .

各项青年
、

老年组间差异均极显著9∀ Π
3

ΗΗ 2 Δ
,

读黑体字时间青年
、

中年两组差异显著

9∀ Π
3

Η> Δ
,

颜色命名则中年
、

老年两组差异显著9∀ Π
3

Η 2 Δ
,

读色字及读字色则 较年老组均

较年轻的组要反应时长些 9∀小于
3

Η >
、 3

Η2 或
3

Η Η 2 Δ
。

对四项测试均进行了年龄
、

性别和文化程度对其阅读反应时影响的变异数分析
,

结果

见表
。

表 年龄
、

性别和文化程度对;5 6,, 0测验的影响 9Υ值 Δ

变异来源 黑 字 颇 色 色 字 宇 色

1

年龄

[ 1 性别

 
1

文化程度

人 Τ [

人 城  

[ 减  

人 Τ [ Τ  

2.
。

Λ 二

2 2
。

ϑ >
3 。

>
。

> 二

ϑ
。

. 7二

2ϑ
。

> 8
3 ’

2 Η
3

Η 二

7 8
。

/ Η
一 ’

2 /
。

/ /二

8
。

2
3

Λ
。

7ϑ 二

。

ϑ 2
3

二二一一一一

注 3

—
为不显著

, 份∀Π
3

Η >
, 3 谷∀Π

3

Η 2

项测试都发现年龄和文化程度因素的显著作用
,

即年老者慢些
,

文化程 度 低 的 慢

秒

.&

‘

Β 公

Β
产 男性

反应

时

青年 老年 年龄组

图 2 在读字色测脸反 应时上年龄与性别的交互作用

化被试者身上
,

性 别差 异更为明显
。

些
。

在两项读颜色 名 的 测 试

中
,

都有性别因素的作用
,

即女

性成人显著比男性快些
。

在读

字色测试上还有年龄和性别的

交互作用
,

即老年 男性 和青年

男性的差别最大 9见图 2 Δ
。

在两项读颜色的测验的反

应时上
,

还有文化 程度 和性别

因素的交互作用
,

即 在初 中文

对#5 6
,, 0 测验的 项测试的反应时

,

还进行了总体的年龄
、

文化程 度和 测验 9 8 Σ 8

Τ Δ的变异数分析
。

结果表明
,

年龄
、

文化程度和测验三因素均有极显著影响
3

,

即年龄老

的
、

文化程度差的 9大学
、

高中和初中者的反应时分别为 78
3

>
、

7 >
3

Λ2 和8Η
3

7. 秒Δ 反应慢

些
,

测验则读黑体字
、

颜色命名
、

读色字
、

读字色四项依次一项比另一项 反应 时长 9反 应时

分别为2 ϑ
3

> ϑ
、

7 2
3

/ .
、

7 ϑ
3

/ =和遵Η
3

Η Λ秒 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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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

年龄因 素与文化 程度有

交互作用
,

老年组各文 化程度 被试

间差别 更 显 著
。

3

年 龄 和 侧 验 对

#5 6。。0测验反 应时也有 很 显著的

交互影响
。

测验愈 难
,

年龄差 异也

愈大 9图 7 Δ
。

对错误的影响进行 变 异 数 分

析
,

结果表明年龄和文化程 度因 素

作用都不显著
,

只有测验 因素 影响

极显著
,

即错误数随测 验不 同而依

次增加 9Υ ς 8 >
3

Λϑ
,
∀Π

3

Η Η 2 Δ
,

以读

字色错误最多
。

老年组 9 一Δ

中年组 9 , Δ

青年组 9 ;Δ

创盆侧翻花ΓΗ7材。

奋一一

十

⋯
5

Β
3

6∋
秒ϑΗ>ΗΗ8Η7Η2ΗΗ

黑字9 Β Δ 颜色 9 ∴Δ 色字 9 。Δ 字色9 Ι Δ 测验 9Ε Δ

图 7 年龄与测验对反应时的文 互影响

8
3

书写流畅性
1
结果如表 压所示

,

可见除写 出
“

宁
”

旁的字
,

中年和老年两组间差异不

显著外
,

青年和老年组
,

中年和老年两组间差异都是显著的 9∀ Π
, Η >或∀Π

3

Η 2 Δ
。

表 > 书 写 流 畅 性 的 年 龄 差 异 9单位
1

词或宇数Δ
,

Ω 项 目

二丫斗二叮不二二阵立一
霄

步 】
’7

·

>。土 8 ’ϑ >

Ξ
‘8

·

‘ϑ 土 ,
‘

/,

2
7 >

·
, ϑ 士 ‘

’

>。

甲 赞 ?
‘, ’ >Η 士 7” 7

2
‘7

‘

ϑ 8 士争
3

“
4

’‘’

‘8 士 ‘”ϑ

君 年 4
]

·

ϑ. 士 “
·

ϑ ϑ
,

卜
一

‘2
·

‘8 士
·

2 >

Ω
“Η

·

/ Η 士 >
·

/ϑ

对书写流畅性两项测试之和的影响进行了变异数分沂
,

结果表明年 龄和文化 程度因

素有显著影响
。

各年龄组差异的Υ值为.
3

ϑ /
,

∀Π
3

Η 2
。

大学
、

高中和初中文化 程度被试书

写字词数分别为7
3

Λ7
、

7 3 78 和7 2
3

Η/ 个
,

初中文化程度的显著少些
。

3

口语
、

阅读
、

书写流畅性的年龄差异比较
1 以青年组成绩作为基础

,

算出中年组和老

表 ϑ 口语
、 ’

阅读
、

书写流畅性年龄差异比较

口 语

同类词 9个 Δ 动物
3

9秒 Δ

一
月

土舟生一
一

⋯‘二里
一

读短文 9秒 Δ );56
,=嘿脸 ”卜出

” ⊥ ‘争, 9个Δ
‘

Ξ
、秒 产

2

/ Η
。
/ Η

. /
。

8 /

ϑ 7
。

2Η

7 。

/8

7
。

Λ 7

。

2

ϑ
。

/ 2

ϑ Λ
。

/ Λ
。

7

8 2
。
/ ϑ

8 .
3
/

> Η
。

/ 7

7>
。

Λ ϑ

7
。

2 8

7 Η
。

/ Η

一爪护一厅二‘_内⎯一口 趁一一万!∀∀!勺!一一甘自匕呀工#∃一%
&∋(一(内)一了卜匕一一(

心自∗上一曰呼一一
∗主,占曰且

+燕  

老 , 青 −男.

中, 青 −多.

老 , 中 −拓.

/ /
。
0 0

1/
。

2 !

/ 1
。

% 0

!( 2
。
% 1

!∀ 0
。
! 3

!( !
。
/ 3

! 0 !
。

2 1

! ∀ /
。

! (

! % 3
。

4 !

! 4 1
。

4 !

! ! 3
。
/ /

!召(
。

0∀

3∀
。

!%

1 %
一
14

3 2
。
% ∀

∗

尹骨

∗

动物
∗ 和 ∗花 ,

均取 ( 次平均友应时
。

承5户只6科碑以稗宇色乒库时为伟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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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组和它的比值 9α Δ
,

并以中年组为基础
,

算出老年组成绩和它的比值
,

以比 较词语 流畅

性的各种表现间的年龄差异
,

结果见表 ϑ
。

如表 ϑ 所示
,

读字色测验的年龄差异最显著
,

中年比青年即有明显下降
,

老年比中年
、

青年有极显著下降
。

其次为说出非某类词
“

动物
”

和
“

花
”

测验
,

再其次为读 短 文 速 度 ≅Β_

验
。

说同类词和写出某类词的结果很接近
。

除
“

花
”

外
,

都是中年以后下降明显
。

二
、

词语记忆

结果见表 .
。

可见主要是在中年之后词语记忆下降
,

老年组和青年组
、

中年组都有显

著差异 9除字的自由回忆中年
、

老年两组间差别∀Π
,

Η >外
,

余均为∀Π
3

Η 2 Δ
,

而青年组和中

年组相近
。

表 了 词 语 记 忆 的 年 差 异

词 的自由回忆 4 字的 自由回忆 联 想学习

青 年 组

中 年 组

老 年 组

7 ϑ
。

ϑ 士7
。

7 2 7 .
。

Λ ϑ 士8
。

Λ . 7 2
。

2 . 士7
。

7 / . >
。

> / 士ϑ
。

. /

7 ϑ
。

2 . 土7
。

> Η 7 .
。

7 > 士
。

. . 7 Η
。

> / 士7
。

ΛΗ

7 8
。

7 . 士8
。

> . 7 8
。

/ Η 士>
。

Η 2ϑ
。

2 . 士 8
。

2.

.
。

Η Η 士/
。

7 Η

ϑ 8
。

7 8 士/
。

/ >

龄一

⋯
一

Θ
变异数分析结果表明

,

除年龄影响极显 著外 9Υ ς 7>
3

/
,

∀Π
3

ΗΗ 2 Δ
,

文化程度的作用

也是显著的 9Υ ς 2 8
3

ϑ
,
∀9

3

Η 2 Δ
。

三
、

词语流畅性和词语记忆的关系

词语记忆的总和同各项词语流畅性 9
“

动物
”

和
“

花
”

求其平均数 , # 5 6。。 0 测验以
“

读字

色
”

测验反应时作代表
,

说
、

写某类字或词均以其合计算 Δ的相关结果见表 /
。

表
‘

/ 词语记忆与词语流畅性的相类 ‘6Δ

4
口 语 流 畅 性

4
阅 读 流 畅 性

组 别 Β

—
4

Ψ

书写流畅性

说 同类词 4 说非某类词 4 读 短 文 4 读 字 色 写 同类词

青
竺望 4

·“, .
Ζ

4
·

8。,

4
·

, , .

4
·

>了‘
·

4
·‘.

·

于赞望 Ω
· > / ’

4
· Η 2 ’

2
·

7 >
’

4
·
Η /” 4

·

7 2 Λ

Ψ里竺里
Ψ

一卜
Ψ 止竺2 一

一

卜一二竺‘
一
Ω
3

一
一

二竺一一卜
Ψ

二竺Ψ一卜一
Ψ

二竺一一
总 相 夫 Ξ

·

>ϑ 8’
’

2
·

>7 7’
’

4
3

⋯ϑ犷
’ 3

Ξ 3 8ϑ
3 ’

4
·

> 钾
3

⋯
肠 ∀Π

。

Η >
, 肠3 ∀Π

。

Η 2

由表 / 可见
,

从被试总体看
,

各项词语流畅性测验和词语记忆成绩的相关都是很显著

的
,

各年龄组成绩和词语记亿也都是正相关
,

但各年龄组间相关高低不很一致
。

讨 论

一
、

本实验结果表明
,

在口语
、

阅读和书写流畅性方面
,

成年人存在明显的年龄差异
。

在多数侧试项 目上都表现出老年组既较青年组差
,

也较中年组差
,

而青年
、

中年 无 明显差

异
,

即人们在中年期后词语流畅性减退
。
这和 ; Ε Φ −加 对书写旅畅

一

的序列 研究 结呆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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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
。

只有;5
6。。0 测验后两项任务9读色字

、

读字色 Δ的反应时上年龄差异最为显著
,

中年

组比青年组差
,

老年组又比中年组差
。

这一结果和 & ⎯Β= 6的结果一致 Ι但我们 没有观 察到

在#5
6

,, 0测验错误上的年龄差异
〔‘, 。

这也许是由于中国老年人的小心谨慎特点比较明显

的缘故
。

实验者曾观察到不少老人读错了又改正
,

这样
,

他们的错误也反映到反应时上面

了
。

就差异的幅度来看
,

如果以老年组和青年组成绩之比率作为标准
,

可以看到
,

还 是以

#5 6, ,∀ 测验读字色的差距最大
,

其次是说非某类词
,

再其次为读短文时间
,

而以 书写 或说

出同类词差别最小
。

读字色测验心理过程复杂
,

必须排除字形和语音联 系的 语义自动加

工的干扰
,

而有选择地提取颜色和其词的标志的联系〔. 〕
。

说非某类词和说 同类词 的心理

过程相似
,

但可能在其控制联想过程中需要多一个转折
。

但是 就单项 测试 9如说
“

夏天不

开的花
”

等Δ看
,

很多测试年龄差异并不显著
,

这可能是由于说非某类词纪录的都是单项测

试的时间
,

而说
、

写同类词或# 56 。。 0测验的 种情况却是多次反应的累计结 果
。

一次测

试就表现出年龄差异
,

我们在高血庄和脑梗塞患者身上用这种测试还观察到联想阻滞现

象〔“〕,
9即一分钟 以上说不 出来 Δ说明它可能是一个较敏感的指标

。

二
、

影响词语流畅性的其他因素及其与年龄的交互作用
。

·

所有测试项目的成绩都和被试者文化程度有关
。

除书写同类字词似 乎较 直接 和 所

受语文教育有关外
,

本实验的各项测试要求都比较简单
,

但在不少吸 写上都看到初 中 被

试者较大学
、

高中被试者成绩较差的现象
。

这可能是由于高文化者词汇存储 比 较 丰 富
,

3

较易理解和适应需要控制联想和集中注意的实验任务
。

在不 少项 目上
,

如说非某类 词
,

读短文
,

整个#5
6
,, 0测验上还见到文化程度和年龄的交互作用

,

即文化程度低 的
、

年龄又

老的成绩最差
。

、

测验内容对词语流畅性也有影响
。 3

项;5
6 。。 0测验 的反应时和错误 因测 试内 容不

同而依次增加
。

说同类词的三项测试亦如此
,

均 日用品说出 最多
,

人名 最少
。

# 56, ,∀ 测

验反应时还与年龄有很显著的交互作用
,

越是困难的测验 9读字色Δ
,

年龄差异越大
。

和国外有关研究比较
,

本研究中# 56 , , 0 钡_验结果和! − ΒΒ− < Γ 92 Λ ϑ > Δ以及 ∗ = Φ = ≅ β ?;和

∋ = χ ?< ; , Φ叮 2 Λ丫7Δ 不完全相同〔“, 。

在所用测验内容基本相同的情况下
,

他们的 项 测试

的反应时间的顺序是黑字
、

色字
、

颜色和字色
,

而我们的顺序却是黑字
、

颜色
、

色字和字色
,

正常人和脑梗塞患者〔/ ,
均如此

。

我们设想
,

这可能是由于英文的
“

红
” “

绿
” “

黄
” 、“

蓝
”

个

词是由不同数 目9 8 到 ϑ 个 Δ的字母构成的
,

即使有颜色干扰
,

被试者也能很快分辨
。

而汉

字都是方块字
,

红绿黄蓝四字的笔划相差不多
,

和英文词比较
,

在有颜色干扰的条件 下 要

难分辨得多
,

因而中国人读色字的反 应明 显要比颜色命名长些
。

虽然在大多数测试项 目上男女被试间没有差异
,

可是在两项颜色命名 9读颜色和读字

色 Δ的测验中
,

女性被试的平均反应都明显比男性的要快些
。

在读字色反 应中
,

性 别还和

年龄有交互影响
,

老年男性反应最慢
。

这表明女性的颜色知觉
、

颜色命名 比 男 性 要 敏 感

些
。

此外
,

在说同类词测验上
,

也有女优于男 的结果
。

这和 日常生活所见是一致的
。

此外
,

词语流畅性显然还受健康状态的影响〔吕〕
,

对此因素本工作中已于控 制
,

暂 不讨

论
。

三
、

词语记忆及其和词语流畅性的关葬
。

本实验增加中年组, 重复了词语记亿的年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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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异研究
。

结果表 明
,

这种记亿的年龄衰退主要是中年以后发生的
。

结果还发现
,

从被试总体看
,

‘

各项词语流畅性作业和词语记忆成绩都有显著相关
。

这

可能表明
,

两者的心理过程有某些共同之处
。

说或写同类字词一般看作是一种词语记忆作业5幻
。

虽然
,

前者主要是一种从长时记忆

中提取已储存信息
,

而后者较多地是对信息编码储存并即时提取的记亿活动
。

’

说非某类词

与说某类词相似
,

都是一种在控制联想过程中对记忆信息的提取
,

3

只是前者在联想过程中

要多一个转折
。

读短文
、

读黑字或颜色命名则是长时记忆中字形与语音联系或颜色与颜色

的词的标志联系的提取
。

读色字和读字色则是在有干扰的条件下
,

有选择地提取色字的语

音和字色的词的标志的联系
。

因此
,

记亿过程都参与上述活动之中
。

同时
,

‘

没有集中的注

意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完成各种测试任务
,

而在需要排除千扰而有选择地注意条件下 9读色

字与读字色Δ
,

注意的作用更是明显的
。

词语记忆作业除了记忆活动之外
,

同时也需要有注

意过程的密切参与
。

这可能是词语记亿和各项词语流畅性成绩有显著相关的基础
。

词语

流畅还是一种语言技能
,

和语言机构及其神经机制的完整密切联系
。

我们还观察到如下现象
1
在本实验条件下青年组和老年组的词语记忆成绩竟和上项

研究中相应被试者 9两批被试者文化程度大体相当Δ训练后的成绩相近
,

大大高 于训练前

基础水平〔“〕。 在本实验中
,

词语记忆均在词语流畅性≅Μ2 试之后进行
,

是否是词语流畅性的

多项测验练习促进了词语记忆作业
,

即起了某种间接训练的作用 Ο 这需进一步的研究来

证明
。

四
、

根据词语流畅性主要涉及记忆信息的提取速度和注意能量
,

我们 认为
,

词语 流畅

性看来是一种液化智力
。

它对老化或神经系统的老化过程是敏感的
。

但它仍然也受被试

者的文化水平所影响
,

这说明
,

即使对这样一种智力机能
,

社会文化因素仍然 起 着一定的

作用
。

〔2 〕

〔7 〕

〔/ 〕

〔 〕

〔> 〕

δ ϑ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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