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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许多监管任务要求操作者记住随机发生的
、

必须在规定时刻内给 争一定反

应的许多刺激
。

这样在刹激一反应之间就 出现了复杂的交迭过程
。

本实验模拟

这类刺激一反应情境
,

将 简单的任务信息随机呈现在(/ 0 ! 1 2  计 葬 机 屏

幕上
, 要求被试在指定时 (3∗ 给出适 当的反应

。

实验 ( 的结果表明
,

任务呈现间

隔时间影响交迭记忆 的业绩
,

交迭记忆业绩随任务间隔 时间的延长而提高
。

进

而说明时间繁忙是心理负荷的时间因素
。

前
, 毛4

西

在现时生产和工作的一般情况下
,

操作员同时或相继接受许多刺激 −任务.
,

一些任务

必须马上完成
,

因为它们非常重要
,

或者有任何延迟的话
,

完成它们就非常困难 或 根本不

可能
。

但大多数任务要求操作人员记住他们
,

然后在指定时间完成
。

在记忆这项 任 务的

同时
,

操作人员又必须做许多其它的事情
,

反应其它创激
、

任务
。

这种交迭
“

刺激一反应
”

情境
,

对于飞行员
、

管理员
、

秘书及 日常生活中的每一个人都是一种常见的情 况
。

这 是一

个记忆
、

监管
、

决策和完成任务的过程
,

也是一个跟踪记忆的过程
。

前人亦曾对跟踪记忆及其限制进行过研究〔‘一5 〕
。

但前人的研究多是对同时发生 的刺

激的性质进行探讨
。

我们拟在实验室中模拟交迭
“

6789 激一反应
”

情境进行实验
。

在实验中

要求被试
“

跟踪
”

相继出现的一连串刺激
,

记住随机呈现的任务
,

并在指定的时间对它进行

正确的反应
。

本实验研究共包括三个实验
:

实验 ( 为单式任务交迭类型
,

实验 ∃ 和 8 均

取复式任务交迭类型
,

但有任务呈现间隔时间上的变化
,

以便从认知工程心理学角度探讨

影响交迭任务监管业绩的因素
,

从而对心理负荷因素进行探讨
。

实 验 方 法

一
、

被试者

∗; 名被试均为大学生
,

男 < 人
,

女 = 人
,

年龄为∗+ 一 >? 岁
,

均学过计算机操作
。

二
、

实验设计

∗
4

实验刺激与反应

本实验在(/ 0 ! 1 2  计算机上进行
。

刺激呈现
、

反应
、

反应计录均由计算机程序控

∗ . 本文于 ∗ + , +年 ∗ 月> ≅ 日收到
。

本研究由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资助
。

本实脸所用 计算机程序设计得到中国科 学院计其所温德山同本大力协助 , 特此取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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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实验刺激
。

在计算机屏幕上呈现的刺激 −女呷
∗ 所乒.包括

,

− .实验进行的时间
。

画面的 第一 行右 侧 是 秒

Β 表
,

从数字 “开始
,

按秒连续呈现
,

直至每次试验结束
。

 ∀Χ 一

 (0Δ

图 ∗ 在计算机屏幕上呈示 的实验刺激

图中秒表是>? “ ,

即表示实验进行到第>? 秒钟
。

−/ .要求被试记住的任务为  ∀ Χ
。

每次试验均

取总任务≅ ;项
。

任务包括从 至 Ε的>; 个英文字母
,

从

∗ 至 + 的 + 个数字和
“
1’’符号

。

在每次试验中
,

≅; 项任

务中的每一个在一定时间随机呈现一次
。

在图 ∗ 中
,

“
 ∀Χ 一 ∀ ”

表示第五个任务是记住字母
。

− .要求被试记住的任务所要求的 反 应 时 间 为

 ( 0 Φ
。

在图 ∗ 中
,

第 = 个任务 要求被试 在第 ≅> 秒

时给予反应
。

即当第一行右侧的秒表走到≅ >,, 时
,

被试应立即按下键盘上的 字母
。

实验

允许的反应误差为 士 ∗ 秒
。

− > .反应及反应记录
。

本实验的反应是要求被试在  (0Φ 规定的时间按下  ∀Χ所

示任务的相应的键盘键
。

实验反应记录包括
: − ∗ .正确反应百分率#

。

被试在任务 规定

时间按下了正确的键盘字母
、

数字或符号
,

亦即
,

反应时间正确
,

反应任务正确的百分率
。

−> .错误反应
:

) , ,

) : ,
) ≅ 。 ) :

为反应时间错误
,

反应任务正确的数目 Γ )
Ε

为反应时 间 正

确
,

反应任务错误的数目Γ ) ≅
为遗忘反应的数 目

。
− ≅ .Φ 是对每一交迭任务组的第一个 任

务的反应错误率
。

>
4

实验变量

本实验取三种变量
:

− ∗ .任务交迭类型
。

实验 (采用 任务交迭类型
,

即单交迭式类型
。

任务 ∀ 顺序呈

现
,

第一个呈现的任务要求被试最后一个给出反应
。

如图 > 所示
。

图 Ε 任务交迭类型 −单交迭式 . 图示

图 中有三个交迭任务为∀ , 、

=
> 、

ΗΗ 顺序呈现
,

要求被试给出的反应顺序是Δ : 、 Δ ≅ 、

Δ : 。

在这种类型里
,

∀ ,
一Δ :

与其它的∀一Δ 交迭
。

− > .交迭任务数
。·

本实验户每次试验的总任务有≅; 项
。

每次试验中要求被试记忆的

交迭任务为 ≅ 个
,

台个
,
+ 个和∗> 个

。

于是将每次试验的任务分割成相应的组块
。

取 ≅ 交

迭任务时
,

将总任务分成∗> 个组块 ,
4

取 ; 交迭任务时
,

将总任务分成 ; 个组块
Γ
取 + 交迭任

务时将总任务分成 Α 个组块 ,取 ∗> 交迭任务时则将总任务分成 ≅ 个组块
。

− ≅ .任务呈现间隔时间
。

在实验 工中取任务呈现间隔时间为=8,
, ∗ ? “ ,

> ? “
,

≅?
“ 。

如 ∀
,

在

8 秒时呈现
,

而呈现间隔时间为∗?∗,
,

则∀
:

在第∗ ∗秒时呈现
。

依此类推
。

≅
4

实验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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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预备实验
。

每名被试开始正式实验前
,

均需进行充分的预备实验
。

主试 向 被试

讲明实验要求和做法后
,

以 穷迭类型的 ≅ 交迭任务的∗= 秒呈现间隔令被试 进 行练习
,

直到被试熟悉设备
、

实验要求和具休做法
,

方开始正式实验
。

− > .实验 工
。

实验采用 交迭类型
,

取 ≅
, ; , + ,

∗> 四种交迭任务数
,

呈 现间隔时间

为=,,
, ∗ ?8’

,

>? “ ,
≅。“

。

构成 ∗; 种实验组合 −交迭任务数一任务呈现间隔时间 .
。

实验安排如

表 ∗ 所示
。

表 ∗ 实 验 ( 的 实 验 组 合

∗; 名被试参加实验
,

构成∗ ; Ι ∗; 矩阵排列
。

每种交迭任务数的每种任务呈 现 间隔时

间
,

在 ∗; 名被试的∗; 次实验序列中各占一次
,

以排除次第和练习的影响
。

每名被试每次试验完成 Α 个实验组合
。

共进行 Α 次试验
。

每次历时 ∗ 一∗
4

=小时
。

每

两个实验组合间休息 > 分钟
。

实验结果及讨论

表 > ∗; 名被试 任务交迭类型的实验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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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一反应 时间错误
,

反应任务正确的个数
) :
一反应时间正确

,

反应任务错误的个数

)一遗 忘反应的个数
Φ一对每一文迭任务的第一个浏橄的反应的错误百分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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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实验结果均用 ∀!∀∀程序进行统计分析
。

实验 工的∗; 名被试的成绩列于表 > 。

∗
4

对 交迭任务类型的交迭任务数进行方差分析的结果见表 ≅
。

按实验结果 绘出四

种交迭任务的正确反应率曲线 −图 ≅ .
。

####### ) 777 ) >>> ) ΗΗΗ ΦΦΦ

交交交 Σ Τ ?
。

, +Α ≅≅≅
4

Σ Τ ∗
4 Α ? ≅ ≅≅≅ Σ Τ =

。
∗ ∗ + ,,, Σ Τ ?

。

=? , === Σ 二 Α 。

, 5 ; ΑΑΑ

迭迭迭 ! Τ ?
4 Α Α Α 5

ΥΥΥ

! Τ ?
4

> Α >≅≅≅ ! Τ ?
。

? ? ∗ +++ ! Τ ?
。
; 5 ; ,,, ! Τ ?

。

?? > ;;;

任任任任任任任任任任任任任任任任任任任任任任任任任任任任任任任任任
务务务务务 ≅ ; + ∗ >>>>> ≅ ; + ∗ >>>

数数数数数 ≅

⋯⋯⋯
≅≅≅

;;;;;;;;;;;;; ;;;

牙牙牙牙牙牙牙 +++

∗∗∗∗∗∗∗∗∗ >>>>> ∗ >>>

注二 表示相应的行与列的两组变量之间差异是显著的
4

‘

从结果可以看出
,

在 交迭任务类型实验中
,

即在
4

单交迭式情境下
,

尽管交迭 任 务数

不断增加
,
各种交迭任务数的正确反应率之间没有显著性差异

。

在表 ≅ 中关于遗忘率−)
≅ .

正确率

务务务

交迭任务

游ςς抖ς瞥月ς月游ς叹

七Π 六Π ,

一
Κ Κ 一

一Υ

一—
Υ

一
一

Κ8Ω8
护

>?
”

只−飞

间隔时间

图 , 四种 交迭 任务的正确率比 较

的实验结果也表明
,

在 类型中
,

遗 忘

率并不随交迭任务数有 明 显 增 加
。

这

是因为实验 ( 要求被试记忆的任务比较

简单
,

只有每个任务组的第一个任 务 与

其它的任务相交迭
,

其余的任务 只 是简

单的 ∀一Δ记忆
。

故而反应的正 确 率 和

遗忘率都不随交迭任务数 的 增加 而 变

化
。

本实验采用的是交迭式任务
,

对 每

一交迭任务组的第一个任务总是经过多

次交迭
,

最后对它进行反应的
。

故 对 这

个任务的反应错误率进行统计更能说明

交迭记忆的业绩
。

对每组的第一个任务的反应错误率 −Φ .在 , 交迭数出现的 错误
,

明显

地较其它交迭数出现的错误少
。

但当交迭任务数提高后
,

不论是 ; 交迭数
,

或是 + 交迭

数
、

∗> 交迭数
,

它们出现的错误率 −Φ .之间却没有显著的增加
。

至于在 交迭任务类型中出现的) : −反应时间平确
,

反应任务错误.
’

的显著性差异
,

以

及 ≅ 交迭任务数出现的错误比其它交迭任务数多
,

我们目前尚提不 出更有力地说明和解

释
。

这有待于进一步的实验研究
。

>
4

对 类型交迭任务的呈现间隔时间的方差分析结果列于表 Α
。

任务呈现间隔时间之间存在着显著性差异
。

而且在 =Θ’间隔时间情境下
,

任务 反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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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Α 类 型 间 隔 时 间 方 差 分 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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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 ·

表示相应的行与列的两种变量之间差异是显著的

正确率明显低于其它间隔时间 −见图 Α . Γ 遗忘率)
≅

明显高于其它间隔时间 Γ对每个交迭任

务的第一个任务的反应错误率
,

也明显高于其它间隔时间
。

从此结果可以看出
,

刺激呈

现的间隔时间是影响交迭任务记亿的因
Θ 素

。

在单式交迭任务类型中
,

其作用较

≅?ϑ 叮二二二多尧一>?
⋯

户 4 , 4 一

4

+?
正确反应率

− ∴ . , ? 8?’一一一一一, 一一, Π 一一

叫
Κ 一‘之1

Θ
二 ,

尸
1

谓 叫

Π
吸

一
= ,

一∗ >

交迭任务

图 Α 四种任务呈现 间隔时 间的正确率比较

交迭任务数更为明显
。

从图中我们还可以看到
,

在=8’ 间隔

时间曲线上
,

正确反应率有随交迭任务

的增加而似乎提高的趋势
。

这是由于在

单式任务交迭类型中
,

每组交迭任务中
,

只有第一个任务需要被试交迭记亿
,

其

它的任务均为刺激一反应的简单记忆任

务
。

在这种情况下
,

刺激一反应的简
4

单

记忆任务越多
,

则在统计中
,

正确反应

率就会越高
。

因此 出现了这种正确反应

率上升的趋势
。

在实验后
,

被试主观报告
,

他们在实

验中都采用出声或不出声的复述方式来

记忆这些交迭任务和反应时间
。

在间隔

时间特别短的条件下
,

被试 感到完成任

务十分紧张
,

因为没有足够的时 间去复述任务指令和反应时间
,

所以错误多
。

而随呈现间

隔时间的延长
,

被试的复述时间较为充裕
,

降低了紧张
,

业绩随之提高
。

也就是说
,

呈现间

隔时间越短
,

被试感到的时间压力越大
,

也就感到越紧张
。

实 验 ( 的结果表明
,

帅旬繁忆

程度是影响交迭任务监管业绩的一个因素
。

小 结

∗4 采用单式交迭类型的实验 工的结果表明
,

任务呈现间隔时间影响交迭记忆的业绩
,



方俐洛等
:

对交迭任务记忆的实验研究−( . 含云≅

交迭记忆业绩随任务呈现间隔时间的延长而提高
。

进而说明时间繁忙程度是心理负荷的

因素之‘
。

>
4

实验表明
,

本实验用的计算机程序可以用于此类交迭记忆的实验研究
,

将来亦可移

植于从事交迭记忆任务的监管人员的选拔和训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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