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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近差交替分化法对于分化

抑制形成的影响
’

#在远差分化初期将远差及近差动因

交替运用以形成狗的近差分化∃

刘 范 彭瑞祥 李美格 徐联盒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

不同的%&& 辣方法对于分化抑制的登展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

巴甫洛夫早 已指出
∋

开

始运用与隆性条件刺激相接近的动因 #以下筒称为近差分化动因∃ 视直来进行分化 #以

下商称为视直分化法∃
,

分化很难形成
,

但如果先运用与踢性条件刺激差异蛟大的动因

#以下筒称远差分化动因∃ 与兹条件刺激进行分化
,

然后逐步地过渡到近差动因的分化

#以下筒称渐近分化法∃
,

那末
,

近差动因的分化在蛟短的期简内即可形成
,

〔参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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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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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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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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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真〕
,

∗ ∗ 巧∀ . 2 3 2”以 ,

 8 〔(
, 9 真〕

,

: ; 吻
。刀 。“,  9 #(

, 0 0 真∃
,

厂 / + 1<
. ; ,

 0 : 〔(
,

0 ( 真〕
, 4 ∗ / 曰4 5 / ,  0 8 〔(

,

9 8 真〕和 = ∗ 4<. ; . ,

 0 )

#),  9一 0 : 真〕等采用撕近分化法在狗身上建立精翘分化时
,

然希在视分析器
>

=或在听

分析器上
,

都获到 ? 显著的效果
。

∗
·

∗
·

≅ 7 1 7 卜Α7ΒΧ /1 “” ,

 ! ) 〔∀
, ! ∀ ! 真〕在驹身

>

=所进

行的踢性条件反射简的分化实瞰
,

也表明了渐近分化法的优越性
。

上述作者俏在运用渐近分化法进行实撇时
,

往往是握过相当多的分化Α5Δ 辣阶段的 Ε

在每一个阶段中
,

都是得到了很显著的分化之后
,

才进入下一阶段实嫩的
。

本研先献圆采用远近差交替分化法对狗进行分化抑制的ΦΓ& 辣
。

也就是甜
∋

#∃ 不从

概远的分化动因开始
,

不采用多阶段撕次接近的方式
,

而只采用一个远差分化动因进行

ΦΔΔ 辣
,

过渡到近差分化 Ε #助在靓辣过程中不待先一阶段的分化显著形成
,

即插入近差分

化动因
,

在同一实嫩 日内二者相简地交替进行副辣
。

目的是耍回答这样的一个简题
∋

用

这种远近差交替分化法
,

是否也会对动物的分析能力的聆展有促进作用
。

本研究是在孙国华教授髓导下进行的
。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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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更多的研究对这种远近差交替分化法之能有效地促进精翩分化
,

作出进一步
Η

的肯定
,

那 么
,

今后就可以在一定条件下对 兑童作类似的献嫩
。

如果也能得到正面的桔
∋

果
,

这个ΦΔ& 辣方法对教学和教育 #广义的∃ 中某些心理学的简题将具有一定的理渝和实
∋

际意义
,

本研究之所以先在狗身上进行这种拭嫩
,

用意就是如此
。

实 脸 方 法 二

实嫩是在隔晋室内用唾液分泌条件反射方法在雨只狗身上进行的
。

一只狗名
“

大
Η

耳
”

雄性
,

岁 0 个 月
,

撇犬种
,

体重 ) ! 公斤
,

它从前未受过内抑制实嗽的Φ&& 辣
。

根据

一般行为的观察及实麟中的表貌
,

可以列为强
、

兴奋比抑制略占优势
、

灵活的类型
。

另
·

一只狗名
“

布甸
”

雌性
,

’

0
一

岁半
,

普通犬和狠犬的杂种
,

体重∀ ! 公斤
,

从前受过铃声的粗
>

糙分化酬辣
。

根据一般行为的观察及畏期实嗽中的表现看来
,

这只狗是屡于中强偏弱
、

兴奋略占优势
、

相当灵活的类型
。

在狗身
>

Ι先建立了 0一 ( 个稳定的隆性食物条件反射
,

其中一个为对 ∗
0。 #每分

瀚 0 : 次的节拍器音
,

下同 ∃ 的食物条件反射
,

随即采用 ∗
∋ 。9 为近差分化刺激进行分

化抑制的副辣
。

每一实眺 日中应用分化刺激二次
。

艇过一个实啦阶段敲明这种分化不
能建立以后

,

就采用 ∗
。。
作为远差分化刺激

,

进行分化抑制的剥辣
,

’

拜在对 ∗ 5 ∀ 的分

表 各实睑日条件刺激序列表

第 式#用于
“

大耳
”

身上∃

磷鄂绷
一

卜
’

曰
) !

⋯州
8

卜
一

’

兰
二‘

Η

三竺Η ϑ竺ϑ竺
∋二
Κ燮&竺ϑ燮ϑ竺ϑ燮⋯竺一一竺

一

一

三里
,

宜Λ
一

一ϑ生
一竺ϑ些

一

竺ϑ
一

目

竺兰详竺ϑ兰兰ϑ竺生⋯
叫

全Λ二二竺0
一

Κ竺竺垄
Η

Η
一 Η

竺
Η

呈二三生
一二
品Κ

,

竺二兰Η

Κ兰二⋯
一

ϑ
、

竺里&卫二兰ϑ竺皇
一

竺卜竺Κ兰Η

Κ
,

全Δ三二ϑ翌三兰
一

‘

竺翌
一

竺竺∃
一

一
一

Κ些⋯竺
,

二生卜
,

全Λ二二
Η

Μ竺望
一

卜Κ 竺‘ϑ兰 Κ竺塑乙Κ竺兰
一里上Λ 垦竺一,竺二ϑ止竺竺

Η

卜竺竺Κ竺
Ν

竺Α卫
一

兰
Ν

Κ
一

兰旦一Κ竺竺Κ里竺
一

第 六 序 列 ϑ灯 光 &∗
, 0 :

&∗
一 # ∃ ϑ电 铃 ϑ ∗

, “:

&∗ , #0 ∃ 电 铃
·

灯 光

第 0 式 #用于
“

布甸
’

身上 ∃

Κ竺ϑ兰ϑ燮⋯竺ϑ业
一

ϑ燮ϑ
一

竺⋯一
ϑ卫
一
兰

一

ϑ竺生Κ竺二竺0
一

Κ竺
一

土Κ竺二生Κ翌卫竺Κ竺兰 ϑ—
Η

ϑ灯 光 ϑ灯 光 ϑ ∗
比 。

ϑ∗
一# ∃Γ ∗ 二 Κ吧二望Λ ∗ 怜“

ϑ
>

>
附注

∋

∗ 一#∃ 及 ∗ 一#的分ΟΔΧ 表示分化刺激物的位 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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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抑制开始聆展的时期将 ∗加9
也擂入进去

,

与 ∗
5∀
相简地交替运用

,

以建立对 ∗
, 0 。的

分化
。

采用 ∗
∋。9
的理由是希望它是一个相当困难

,

不容易用攫直分化法形成分化抑制的

动因 Ε 同时又耍使它此一般文献上所用的精翩分化动因距离踢性动因远出一倍以
>

匕 以

免在第一阶段实骇时引起动物高毅神趣活动破坏的现象
。

至于采用 ∗ 。。 为远差分化动

因
,

刻是因为耍使它本身形成对 ∗ 。。的分化时没有多大困难
,

同时耍求它与 ∗ : , 的差

别不大
,

使它的作用能影响到 ∗ : 。的皮唇的相应点
。

为了避免动力定型的影响
,

各实球 日所用刺激的排列次序彼此不同
,

各次刺激简的

周隔期也畏短不一
。

为此特将各实嫩 日的刺激序列镇先予以规定〔表 〕
。

因为考虑到

雨只驹的类型不同
, “

大耳
”

按表中第一式
, “

布甸
”

按表中第二式
,

进行实歇
。

例如
,

头一

实麟 日按照表中各歌式的第一序列拾予刺激
,

次一实阶 日+ΔΧ 按第二序列抬予刺激
,

如此

循环
,

周而复始
。

实 脸 桔 果

#一∃ 用视道分化法进行 ∗
Ι。,
对∗ 0 。的分化驯糠的桔果

开始正式实教以前
,

对 雨只狗都用食物强化 #肉末 9 克加干窝窝头末 8 克 ∃建立了

条件反射
,

错后时周均为加 秒
,

条件刺激与然条件刺激物重叠 ∀ 秒
。 “

大耳
”

的第一个

踢性条件反射为对电蛤的条件反射
,

开始分化实肺前的一段期 尚
,
卫: 秒 内反 射量是

9一劝滴 Ε 第二个是对 ∗
Δ ∋ 。 的条件反射

,

助 秒内反射量是  一召: 滴 Ε 第三个是对灯光

的条件反射
,

0 : 秒内反射量是 )一; 滴
。 “

布甸
”

对灯光的条件反射
,

在开始分化实墩

前一段期简
,

加 秒内反射量一般是 :一) 滴 # 滴等于 八
。
立坂∃ Ε 另一个是对 ∗。。的

条件反射
,

反射量加秒内一般是 8一8 滴
。

粗过
>

Ι述的镇备实翻阶段后
,

开始用视直分化法对
“

大耳
”

进行正式实肠
,

剖辣它的

∗
Δ。、
对 ∗ 0 。的分化抑制

。

每一实瀚 日内在实麟序列中第一和第二个 ∗
一 的位 置

>

Ι都

运用 ∗川 ,
作用 0 : 秒

。

道到 ∗
&。∋
运用了 (! 次

,

不希在运动条件食物反射或在唾液条件

食物反射方面分化抑制都还没有出现
。

把在这一实舫阶段中每个实徽 日驹 对 ∗
Δ ∋ 。
和

∗ : , 的条件反射量各作成曲钱
,

可以看出这雨条 曲接差不多是井行的
,

拜没有出现明显

的差别 〔圆 〕
。

由以
>

=的材料可以看出
,

在
“

大耳
”

身上运用诬直分化法
,

把 ∗功
,
和∗。。对立地进

行分化抑制7&Δ 辣肠 次
,

但然萧在运动方面或在分泌方面拜没有得到明显 的分化
。

在
“

布甸
”

身上依照同样方式
,

把 ∗ : ,
和 ∗。。对立地运用了邓 次

,

情形也完圣一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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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Α、‘

) ‘ ) , 礴7 )夕 !口 ! 一 ! 0 ΠΧ ‘渗 ! ! , ! 8 , 万夕 夕 昆 ‘, 翻代盯

实脸日号礴

圈 用理直分化法翻糠狗
“

大耳
’

的∗
∋
59 对∗

, 0。

的分化时各个实盼 日的反射量
。

一

圆例
∋

粗楼表示 ∗
,
5. 反射量

Ε

币田楼表示 ∗
∋ 0 。

反射量
Ε

∀ ) Θ

在蔽实级日内款用∗
,。 代替 ∗

, 5 。
。

妞踌拍解动9防阵陀协9∀)0
条件反射量即秒内液滴唾数

 二! 用远近差交替分化法∀#∃ 糠 % , 。&
对% ∋( 。

的分化抑制的桔果

现在开始在
“

大耳
”

身上进行第二阶段的实教在本阶段的第一个实教 日  第 )) 号!

中
,

就在刺激序列的第一个 %
一 的位置

∗

+运用 %
, ) ,

在第二个位置上运用 % ∋−.
,

这时雨

者都没有分化抑制的迹象
。

下一实脸 日  第 )/ 号 ! 中
,

在刺激序列中雨个 % 00
的位置士

都运用 %
。。,

分化抑制就出现了
。

在这雨个实输 日内共运用 % ,) 1 次
,

在第二次及第三
2

次运用时
,

% 。。
对 % , (。的反射量分别为 1 3 ∋− 4 ( 3 )

。

在运动方面也出现了分 化
。

下一

个实瞰 日  第 )& 号! 即本实脸阶段的第三个实阶 日
,

又恢复第一天的方法
,

在刺激序列 3

中第一个 %一 的位置
∗

+运用 % 5) ,

在第二个位置上运用 % ∋− 。。
6

当狗对 % 。。
分化抑 制 登

展时
,

对 % 功 , 的分化抑制也就出现了
。

这在对 % , )
和 对 %仍 , 同时7∃# 辣分化抑制的早

期就巳铿表现出来〔表 助
。

表 ( 同时酬糠狗
“

大耳
”

对 %5) 和 %∋− 1的分化抑制的早期的精果

实殷 日第 )5 号 日期
3 ∋5 88 年 5 月 ( 日

条件刺激

物 名 称

( −秒的条
件反射量

 滴 !

第一分踵
内然条件
反 射 量

 滴 !

运动反应情况 休 息 期 一 般 行 为
激#9%礁恻胡号

条物序
凹时

&∋郎,∋)& 3 1 )
‘
,

:

; ; ‘
−

∋ ∃∀∃−:.
81

,
。

, ,

对节拍器晋艇明显反应
。

吃完舌氏左前腿
。

未纸食暇
,

只在 %
。。

作用期后向
盒整看了一眼

,

又娜头 向 阴
,

静
立

,

也未港翻流唾液
。

&)&;

8∋∋)

5 3 −− ,

−
, 犷

− & ,

−’
尸

∋ 8
, − , , 脚踏动一下

,

但未 看 食
艘

,

接着就面向阴卸立
。

/)/1蹄光电灯( ; 护, :口

1 ∋ , − ∋,

∃乞完后纸右前脚
,

又去欲巳空的
盒艘

。

未看盒然或纸盒艇
、

很安静
、

在休
息期 5 分蹬内唾液仅分泌 ( 滴

。

吃完级右前脚
。

八9月才

笼(<”踢=><?灯%#%电%呱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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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狗对 ∗ 5∀
和 ∗ : 。的分化抑制癸展的过程划成曲楼

,

制是井行地登展着的〔圆 幻
。

Η

那末
,

可以看出雨个分化仰

入

入

尸叹 、 Δ 、一二

叭叭八口
、、、

‘、
, , 尹

、卜一 闷3

Η
‘‘一一Η 二Η Η ‘‘

石占 ∀ 8 占9

卜卜一

翻 劝

即9牌佰伦抽7‘刁云

条件反射最叩秒唾液滴内数!

/ ∋ 花 / 1 /; /8 苗

实豹日号媚
色

圆 ( 用远近差交替分化法Α## 糠狗
“

大耳
”

对%
Β 。

和%
3 。。

的分化抑制时%
Β 。 ,

% ∃, 。

汉
,
。所引起的反射量

。
2

、

圆例
3
虚锋表示对%奴的反射量

4
∗

6

粗倏表示对 % Χ, 。

的反射量
4

翻楼表示对 %
3
(, 的反射量

。

附住
3

在第 /只号实撇 日内的第二个 %
、

, 有时停响
,

影响了爆性反射量
。

二 , 4 厂兮
‘

在
“

布甸
”

身上的实嫩方踌略有不同
,

在本阶段的头雨个实麟 日内
,

在刺激序列的雨

个 %一 的位置上都是运用 %。。。

这样运用 %。。
到 生次时

,

在运动和唾液分泌方面都赂有

分化 出现的迹象
。

于是在第三实麟 日起
,

就在第一个 %
一 的位置上运用 %5) ,

在第立个

% 2 的位置上运用 % ∋−&
,

攫擅7## 辣下去
。

在这个实麟阶段内
,

对 %
5 )
和 %切 & 的抑制的登

七

展过程
,

是与
“

大耳
”

完全一致的
。

但因为这只狗类型不同
,

它的抑制登展速度比
“

大耳
”

表 1 运用 % Δ 以前阶段及以后阶段狗对 % ∋−1 的分化抑制的比蛟

二

⋯黔
4

网骊蒸瓢彝⋯蜷⋯
一

’

二
阮次Ε 二二Φ ∋ ∋ ∋ ∋ ∋ Φ ∋ ∋ Φ唾液分泌的韶录中育三矿

’

磷〕3336Γ66663 36666Γ66366∋66 36∋6636
·

⋯
·

36636636346666
Η

3
·

⋯

Ι3336664ϑ66Γ,Κ66 ⋯
· · ·

⋯⋯

,’’’’’’’’’
⋯

赢
附注

3 申

对它的前一个%
3 (。

的反射量的百分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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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慢
,

波动也比
“

大耳
”

为多
。

可以把在 ∗
, :。
作用时期内雨只驹的唾液分泌反射和运动反射作一个总的此救

,

么

砚察在未运用 ∗
Ο 。
前和运用了 ∗

Ο。
以后的反射的变化

。

表 ( 是驹 在未运用 ∗ , 。
以前

及运用 ∗
Ο。
以后对 ∗: , 的唾液反射和运动反射的此较

。

从表中可以看到
,

当运用 ∗ ”

之后
,
在唾液反射方面表现出分化抑制加深了

,

在运动反射方面也是如此
。

因此 ,
运用

∗
。。
之前和之后狗对 ∗

」。。的分化的差别是显然的
。

#三∃ 对分化动因在刺激序列中所处位置的影响的拔查

如前所述
,

在每一个实麟 日的刺激序列 中
,

都有雨个 ∗ ..
的位置

。

么前在同一实麟

日内相简地进行对 ∗
 ∀
和 ∗: 。的分化抑制实欲剖辣阶段中

,

∗
5 ∀

都是处于刺激序列 中

第一个 ∗ Η
的位置

,

∗功。处在第二个 ∗
一
的位置

。

这种位置上的差别
,

是否对分化抑制

的聆展有所影响呢Ρ 为了榆查这一点
,

接着就在
“

大耳
”

身上进行实麟
,

把 ∗。。
和 ∗ : 。

所

处的实麟序列中的位置加以变化
∋

或者在刺激序列中雨个 ∗ .6 的位置上都用 ∗肠 ,

或者

都用∗ :9 ,

或者 ∗
。。用在∗功。前面

,

或者相反
。

桔果如圆 (

# & ∃ # Σ Χ
:9∀)09:∀)0:

八亡,,下尸‘,

条件反射量(−秒内唾液滴数

实阶 日号礴

圆 1 变更分化动因在刺激序列中的位置时
“

大耳
’

的实肠拮果
。

圆例 3 6一‘9 表示对 %
∃

, 的反射量
4

医渡困 式示对 %
。。

的反射量
4

6 6 6 表示对%
、
,> 的反射量

。

 ∃ ! 同一实魏日内%
,
,0 在%

。。

之前被运用 4  ( !同一实阶日内雨个%一 的位置都用%
。。

或都用 %
3 。。 4

 1 !同一实盘 日内 %‘ 在 %∃,0 之前被运用
。

由圆 1 可以清楚地看到
,

在 ∋8 个实娥 日 中
,

不榆处在刺激序列第一个 %
一
和第二

个 %
一
位置上的刺激物是 %

。。
或 %∃

, . ,

其中有 ∋ − 个实麟 日  第 / / 4 / & 4 / 5 4 & − 4 & , 4 & ; 4

&补&) 4 &/ 4 &5 号 !前一个险性动因所引起的反射量总此后一个高
,

有雨个实麟 日  第 & ∋ 4

明 号! 与此相反
,

有三个实输 日  第 &1 4 5− 4 5∋ 号 ! 雨者相等
。

因此
,

在大多数情形下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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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面一个动因的抑制较深
。 “

布甸
”

由于客观条件限制
,

未作这种榆查
。

实麟桔果甜希

上述材料表明雨个驹在本研究的第一实教阶段都没有形成 ∗ : ∋
对 ∗

, 。。 的分化抑

制 Ε 而在第二实驭阶段却很快地完成了这个任务
。

实肺中采用的近差分化动因 #∗功6∃ 和隆性条件刺激 #∗招:∃ 的须率的周期差别是
一

> 、 >
二 > >

⋯
, , ,

> > Ν 二 >

>
>一

、 > 、

一 Ν
, 、

>
,

Ν
, ,

Ν
,

> ⋯ > 、 >

>
, 、

Ν
,

二

俞秒
∃

。

根据已往文献的郁载
,

运用渐近分化法
,

鲍能够分化周期相差仅俞或亩秒的

雨个节拍器音 Ε 如果不受仪器的限制
,

还可能形成 更精袖的分化 〔0
,

一0 ( 真〕
。

这就是

粼本研寒最后所建立的分化
,

是远没有达到狗的分化能力的拯限的
。

可是用视道分化

法%&Δ 辣狗的 ∗ : ,
对 ∗邓

。的分化
,

我俐曹以实撇敲明不是弱型狗所能胜任得 了 的
。

其

次
,

实麟狗
“

布甸
”

在  摊 年Τ&& 辣粗糙的分化抑制时
,

虽然是第一次进行分化实麟
,

但抑

制性刺激运用到第 ( 次时就出现了分化
,

9 次时巩固
。

而在本研究中
,

却运用了邓 次

还未出现显著的分化
。

在
“

大耳
”

身上运用了 ∗ :9 ( ∀ 次
,

情形也是一样
。

这就没明本研

究第一实翻阶段的工作对这雨只狗来扮还是一个相当困难的不易完成的任务
。

关于榄掖延畏第一实撇阶段是否可能形成分化抑制的周题
,

井术是本研究所要解

决的简题
,

本研究的 目的是就圆解决远近差交替分化法对狗的分化抑制形成 的 影响
。

实墩桔果表明
,

从第二实撇阶段开始以后
,

雨只驹的对 ∗ : 9 的分化抑制都是差不多立

即出现的
,

而且颇为稳定地赞展下去
。

因此可以韶为这不是偶然的巧合
,

而是改变了副

棘方法的桔果
。

实撇桔果在∗
0 。、

∗ : 。、∗  ∀ 的范阐内
,

亦即在节拍器音须率的这一区域内
,

又一次

盏明了巴甫洛夫关于渐近分化法的优越性这一原理
‘

但是本研究井未从离得很远的远

差分化动因开始
,

握过多个阶段
,

才渐次接近于对近差动因的分化副辣
,
而是 由运 用

∗
 ∀
直接过渡到 ∗功9 的分化副辣

。

同时对 ∗
。。
也只翠独地靓辣了几次后

,

就立即把它

与∗ : 9
在同一实驭 日内相周地进行Φ&& 辣

。

这样
,

也促进了 ∗ : 9
对 ∗ 0 。的分化的建立

。

∗ Δ 。。的分化抑制的登展
,

如何受 ∗
Ο 。的分化抑制的影响呢 Ρ

大家知道
,

在声音分析器内
,

一个隘性条件刺激和与它相对的分化刺激
,

各有一个

一定的泛化区域〔参看
, 0 ( 9一0 (  真〕

。

同时 几 − 勿2 . , 4 5 。 #  0 : ∃ 在重复 ∗ + , .
十

. /
。 在狗身上所做的 ∗ : Ε

对 ∗功。的精枷分化实麟时
,

也曾指出了分化性条件反射泛

化的事实 #(
, 0 ( 真〕

, 1 &Υ
·

+ ∋ . ‘. . .1 45 #  ∀ ( ∃在研先人对声音的精袖分化时
,

也指

∀: ∀ :

: 9 0 :

“ ∀ : Ν 一
、 ,

“
&

。 Ν 公‘。二 。
∀ : Ν 一 Λ 二

“ Ε偏 Ν “ , 一
二 二, 七扣 , 艺下丈

一
Χ 只刀弓 Χ”二 廿幼刃习件, 口习声月少切 冬二二二, 崖吧夕万 二” , 却 廿习灭目月臼口习声月少切

匕 & Β匕
·

艺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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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抑制过程的泛化对分化建立的作用〔8
, 9  9 真〕

。

巴甫洛夫韶为赐性条件反射的泛化
,
是由于落到大瑙半球上一定地点上的外来卿

激并不是停留于敲点
,

而是扩散开来的
,

因扩散而受刺激的各点也同时与煞条件反射建

立了联系
,

从而产生了附加反射 〔参看
,

 8 真〕
。

当他希及抑制性条件反射的机制时

又淤
∋ “

正如从外界傅到雨半球的刺激在某些锡合下会在敲处与处于兴奋状态的一定点

聆生联系一样
,

这种刺激在另一些爆合下
,

也可以基于同时性而与皮唇的抑制状态癸全

联系
,

只耍皮唇是处于抑制状态的韶
。 ”

ς∀, (0 。夏〕因此可以推想
,

赐性和隐性条件反射形

成的机制是共同的
,

分化抑制的泛化
,

也可以按照隆性反射的泛化情形来理解
。

那末
,

在用渐近分化法来%Δ& 辣分化抑制的时候
,

抑制登展过程的
“

直挑的性省
”

#如 ∗ ∗ 3,..
Η

∀.<
3 2叫 所瀚的〔(

,

; 6 真〕∃就是很自然的了
。

在本研究的情形下
,

就是当使用 ∗
Ο 。时

,

∗ : 。的皮唇相应点也由于扩散开的 ∗ Ο 。
的刺激作用而活动起来

,

于是它也与 ∗  ∀
的皮

’

唇相应点同时建立了抑制性的联系
,

形成为分化刺激
。

本研究第二实教阶段的材料表明Ε 对远差分化动因的分化抑制刚开始登展的时侯
,

也与翘典实教相似地影响到对近差动因的分化抑制的聆展
。

在前人的研究工作中
,

早
Η

已靓明了踢性条件反射初期泛化和后来撕次特化的事实
。

由此可以推想
,

当对远差分

化动因的抑制赞展的初期
,

分化抑制也会具有较为广泛的泛化现象
。

这样
,

远差分化珍
因的分化抑制的初期登展也就可以帮助对近差分化动因的抑制的鳌展

。

因此
,

这种实

敏事实是支持对本研究桔果的神艇机制的前述解释的
。

“

大
一

耳
”

第二实麟阶段 #位置榆查∃ 的桔果表明
,

抑制性动因在刺激序列中所处的位

置是有一定的作用的
。

一般瀚来
,

后面一个隆性刺激所引起的抑制作用较前面一个耍

深
。

这种事实表明前面一个除性节拍器声加强了对后一个隆性节拍器声的抑 制作用
。

本研究第二阶段实输都是把 ∗
Ο 。
放在刺激序列中第一个 入3 的位置上

,

∗ : 。
放在第二

个 ∗ .. 的位置上
。

这正好就是使对 ∗
 ∀ 的抑制作用促进对 ∗ : 9

的抑制作用聆展的有
Η

利安排
,

也表明对 ∗ : , 的分化抑制在一定程度内是在对呱
。的抑制作用的基础之上登

·

展的
。

实麟事实瀚明了本研究第二实教阶段中 ∗
5 ∀
在运用 0一盛 次时就出砚了分化

。

这比

起一般情形是快得多的
。

此外
,

在
“
大耳

”

实骇 日第 ∀性号改用了雨个 ∗ :)
,

好像有分化

出现的趋势
,

尤其促使我们对于这点的注意
。

这种登展速度是否由于在第一实输阶段

中多次运用了 ∗。。的桔果还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
。

巴甫洛夫在指出把动物实教材料应用于人类身上时应敲禅惧和小心的时候
,

也同
、

时指示瀚
∋ “

⋯⋯几乎不能否韶
,

大腊雨半球所具有的高般神粗活动最一般的规律
,

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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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近差交替分化法对于分化抑制形成的影响  (

石二盆孟一‘白‘‘奋一Η 一‘‘一

和动物都是一样的⋯⋯
”

〔
, ) 舀真〕

。

从本研究桔果出癸
,

如果进一步在兑童身
>

=进行

类似的研究
,

并获得了肯定桔果
,

那末本研究的桔果在一定范困内将对于心理学的某

些周题, 会具有一定的意义
。

‘
·

”
” ϑ

桔 蒲

傅枕的潮近分化法中
,

是取多个远差分化动因
,

由远到近
,

按次进行分化抑制的铡

棘
,

以逐步接近于近差分化动因的分化抑制
。

在运用这种方法时
,

一般是在对某一远差

分化动因的分化抑制ΦΔΔ 辣已显著成功之后才进人对一次较接近的分化动因的ΟΛΔ& 辣的
。

本研究中的7&Δ 辣方法 #亦即本文中所称远近差交替分化法∃的特点是
∋

Δ∃ 只取一个适当

的远差分化动因先进行分化抑制7Δ& 辣
,

随即直接进入对近差分化动因的分化抑制副辣
,

不艇过多阶段渐次接近的步骤
Ε 幻对远差分化动因的分化抑制刚一开始鳌展

,

立即将远

差分化动因与近差分化动因在一个实教 日内相简地交替进行分化抑制的副 辣
。

这样
,

对远差分化动因的分化抑制的曹展
,

可以促成对近差分化动因的分化抑制的聆展
。

用远近差交替分化法3&Δ 辣动物时
,

其所根据的神趣机制可能是与傅枕的渐近分化

法一样的
。

可以韶分这方法是巴甫洛夫傅就的衡近分化法的补充
。

由于远近差交替分化法中精减了Ω&Δ 辣的步敬
,

而且具有显著的ΦΔ& 辣效果
,

这种方法

在一定程度内可以增加副辣工作的效率
。

在利用远近差交替分化法时
,

分化动因在同一实脸 日内的刺激序列中所处的位胜

具有一定作用
。

一

∋

#  ! ∀年 0 月 ! 日收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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