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7巷第1期

19 9 2年 3月

力又 用
J甘 花犯 呀

.

CH IN E SE JOU R NA L OF APPLIE D PSY Cll 0 L OG Y M a r eh
.

19 9 2

7 ~ 1 9 岁时期记忆的发展研究

孙长华 * 吴志平 * * 吴振云 * 许淑莲 *

闰希威 * * 周晓蓉 * * * 蔡晓杰 * * * *

摘 要
本研究采用

.

临床记忆量表
”

对 26 。例 7 ~ 1 9 岁儿童和青少年进行了记忆测查
,

结

果看到 : 的 7 ~ 1 9 岁记忆作业水平随增龄而迅速提高
,

目根据两两相邻年龄组之间总量

表分和参考各分测验成绩比较
,

7 ~ 1 9 岁的记忆发展可分为 7 ~ 8 岁组
、

9 岁组
、

1 0

岁组
、

1 1 ~ 1 4 岁组
、

1 6 ~ 1 7 岁组和 1 8 ~ 1 9 岁组共六个年龄阶段
.

幼不同记忆

活动在年龄发展中表现出不同的特点 : (l) 无意义图形再认发展较早 ; (2) 指向记忆和图形自

由回忆发展较晚 ; (3) 联想学习和人像特点联系
,

回忆发展居中
.

哟策略的运用和年龄是影

响记忆成绩的主要原因
。

国
‘

临床记忆量表
”

可扩展于 7 ~ 1 9 岁的正常人群
.

一
、

引 言

近年来
,

关于记忆的发展研究却川重于不同的记忆活动的年龄发展特点和策略的运用
对记忆活动的影响

。

一些研究结果表明 : 随年龄 (或年级) 的增长
,

从幼儿到 2 0 岁
,

记

忆水平呈上升趋势
,

如夏炎等的研究结果看到大
、

中和小学生一分钟识记的准确率与年龄

成正比
,

周谦等的研究也得到了相类似的结果
.

还有些研究比较了幼儿和小学年级之间的

记忆发展情况
,

趋势也大致相似 ; 而 2 0 岁以后的记忆水平则呈逐渐下降的趋势
。

国内外均有研究证明 : 运用策略对记忆成绩影响很大
,

善于运用策略者记忆成绩明显

比不善于运用策略者为佳
.

策略的意识清醒程度与回忆成绩有关
,

还有研究表明小学高年

级学生比低年级儿童更懂得
‘

归类
”

等策略对促进 回忆的重要性
.

本研究是继续过去的工作
,

目的在 于 : (l) 用横断法研究儿童和青少年某些记忆活动的

发展特点 ; (2) 试探
‘

临床记忆量表
”

可否扩展用于 2 0 岁以下的人群
.

二
、

方 法

本研究将 1 5 ~ 1 9 岁和 7 ~ 1 4 岁组分两批进行实验
,

然后将结果合并处理和进行

比较分析的
。

1
.

以北京市大
、

中和小学的 7 、 1 9 岁在校学生为对象
,

每一个年龄组取样 2 0 人
,

男女各半
,

共 2 6 0 人
。

均为普通学校的普通学生
.

2
.

采用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组织全国协作编制的
‘

临床记忆量表
”

甲套为测试材料
,

对受试进行个别测验
.

‘

临床记忆量表
”

包括五项分测验 : 指向记忆
、

联想学习
、

图象自由回忆
、

无意义

图形再认和人像特点联系回忆
。

操作和换算量表分均按照量表手册上要求进行
. ,

将测验所得各项分测验记忆的原始分
,

均以 2。 、 ” 岁成人的平均值作为参照点

(便于比较)
,

换算成各自的量表分
,

然后进行统计学处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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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结 果

(一) 7 ~ 1 9 岁时期记忆作业与年龄的关系

1
.

对 7 ~ 1 9 岁各年龄的总量表分平均成绩作F 检验
,

差异达极显著水平 (P <
.

0 00 1)

表明7 ~ 1 9 岁记忆有随年龄增长而迅速提高的明显趋势
.

并看到了 1 0 岁组的总量表

分平均成绩已达 2 0 ~ 7 9 岁成人的平均水平 (1 0 0 ) (见表 1 )

表 1 7 ~ 1 9 岁各年龄组总量表分 (M士 S
.

D )

年龄 l0 l1 12 l3

M

士 SD

7 1
,

了8

1 2
.

4 4

了7
.

, 9

1 3
.

8 8

, 0
.

咬1

1 4
.

1 6

1 0 0
.

5 1

1 2
.

5 0

1 0
.

7 0

1 0
.

9 6

1 1 7
.

1 8

1 1
.

6 5

1 1 0
.

14

1 2
.

7 3

年龄 “ l5 l6 1 7 1 8 1 9

渔l

士SD

1 1 8
.

3 1

1 0
.

5 4

1 2 4
.

牙6

1 0
.

圣5

1 1 8
.

4 9

1 4
.

5 8

1 2 4
.

6 1

1 4
.

12

1 2 9
.

1 0

2 0
、

6 1

1 3 6
.

6 6

1 3
,

9 1

P(1 2
,

2 4 7)
二
1 3

.

4 8 P < 0
.

0 0 1

2
.

两两相邻年龄组 之间总量表分进行T 检验
,

根据组间平均分差异大小进行有序分段
,

可将7 ~ 1 9 岁分成 7 、 8 岁组
、

9 岁组
、

1 0 组
、

1 1 、 1 4 岁组
、

1 6 一 1 7 岁组和

1 8 ~ 1 9 岁组共六个阶段
,

再进行相邻组之间总量表分T 检验
,

差异达到 了显著和极显

著水平 (见表 2 )

表 2 六个年龄阶段总量表分比较

年龄段

7 ~ 8

M土 SD

4 0 7 4
.

6 8土 1 3
.

3,

4
.

0 8 < 0
.

0 0 1

2 0 9 0
.

4 1士 14
.

16
< 0

.

0 2血U.几U口目廿内乙,幼.U丹己
. .二

10 2 0 10 0
.

5 1士 1 2
.

5 0
.

< 0
.

0 0 1

1 1 ~ 1 4 8 0 1 14
.

0 8士 1 1
.

8 5
曰J的口

16 ~ 1 7 ‘0
‘

1 2 2
.

4 6士 1 3
.

2 6

< 0
.

0 0 1

< 0
.

0 1

1 8” 1 9 4 0 1 3 2
.

8 8 士 17
.

7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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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五项分测验的年龄差异

将 7 ~ 1 9 岁各年龄组五项分测验量表分的平均成绩作P 检验
,

其F 值分别为2 1
.

25

(指向记忆)
、

1 8
.

7 0 (联想学习 )
、

2 3
.

3 8 (图象自由回忆)
、

3
.

4 7 (无意

义图形再认)
、

1 3
.

3 8 (人像特点联系回忆 )
.

除无意义图形再认P < 0
.

0 1 外
,

余

均为 P < 0
.

0 0 1
,

可见 7 ~ 1 9 岁各项分测验成绩的年龄差异均达到了显著和极显著

水平
.

其中
,

指向记忆和图象自由回忆的年龄差异最为明显
,

无意义图形再认的年龄差异

较小
.

《二)各项分测验的年龄发展特点

1
.

无意义图形再认 : 7 ~ 8 岁 组的平均成绩已达成人 (2 0 ~ 7 9 ) 岁的平均水平

( 2 0 )
,

发展较早且平缓
.

用信号检测论方法对 7 ~ 1 9 岁 的无意义图形再认的 d (感觉辨别力) 进行分析
,

F = 2
.

3 6
,

P < 0
.

0 6
,

表明感觉辨别力随增龄而更清楚的趋势
,

但F 值较小
,

说明

差异有限
.

2
.

指向记忆和图象自由回忆发展较晚
.

7 ~ 8 岁组该两项分测验的平均成绩仅有 1 0

分左右
, 1 1 岁以后 逐渐接近其它分测验水平

.

3
.

联想学习和人像特点联系回忆发展居中
,

7 岁组该两项的平均成绩分别为 1 6
.

0

和 1 6
.

6
,

1 0 岁以后平缓发展
,

1 6 岁 以后快速发展
,

尤其是联想学习
,

几乎呈直线

上升趋势 (见图 l )
.

联想学习

人象特点联系回忆
无意义图形再认

图形 自由回忆

指向记忆

树飞||叫|||讯洲||||时

~ 一

一
7 8 9 10 11 12 1 3 14 场 16 17 18 19

图 1 : 各分测验记忆年龄发展图

4. 有关联想与无关联想的年龄比较

为了便比较分析
,

对两种联想形式给予相同的计分方法
,

即正确识记一个均记 1 分
.

结果可见两者均有极显著的年龄差异 ( P < 0
.

0 0 1
.

有关联想发展较早
,

而无关联想

发展较晚且快
,

1 6 岁以后呈直线上升的趋势 (见图 2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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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有关和无关联想学习的年龄发展

5
.

人像特点联系回忆的年龄特点

为了便于比较
,

对人像三个特点 (姓氏
,

职业和爱好 ) 给予同等的计分机会
,

即正确

识记 一 个均记 1 分
.

结果看到 7 、 1 9 岁各年龄级均有识记
‘

姓氏
”

的平均成绩低于另两

个特点的现象且发展较晚
,

7 岁组织识记
‘

姓氏
”

的平均成绩不到 1 分
,

而另两个特点的

平均成绩均在 a分以上 ; 但识记
‘

姓氏
”

特点的年龄发展较快
,

变化较大 ; 识记
‘

职业
.

和
‘

爱好
”

二个特点在 1 0 岁以后就无大的改变 (见图 3 )
。

.

6 }

.口O曰

;

原分始

0 , 8 , 10 11 12 13 14 16 16 17 18 19

图3 各年龄组人像特点联系回忆成绩比较

(三)
、

影响记忆成绩的其它因素

1
.

运用策略对记忆成绩的影响

整理了 7 ~ 1 4 岁受试运用策略进行记忆的情况
,

简略归纳如下 :

试将运用策略进行识记情况分作三类 : (1) 在测试过程 中
,

自始至终未用方法者
,

记录

符号为的 ; 伪不 自觉地在某些分测验 (小于
一
半)运用了策略

,

受试可能回答
‘

没用方法
” ,

但主试发现他在
‘

数手指一 计数
” 、

复诵
、

或用归类法
,

该分测验可作运用策略记
,

而

总评时作似用似没用方法
,

符号为 (土 ) ; (3) 能主动
、

自觉地运用方法 (超过分测验的

3 / 6 ) 进行识记
,

总体作会运用策略者
,

符号 (为十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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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呈现 7 ~ 一 1 4 岁五项分测验及总评运用策略者情况逐渐增多的趋势 (见表 3 )

表 3

年年年 指向记忆忆 联想学习习 图象自由由 无意义图图 人像特点点 总 评评

龄龄龄龄龄 回 忆忆 形 再 认认 联系回忆忆忆

土土土 十十 土 资资 士 +++ 土 十十 士 十十 士 +++

77777 1 8 1
、

lll 1 8 0 222 2 0 0 000 1 9 0 222 1 8 0 222 16 4 000

88888 1 6 2 222 1 9 1 000 1 9 0 111 1 8 0 222 1 7 2 111 1 3 6 222

99999 1 4 4 222 1 6 2 222 1 6 0 444 16 0 444 1 7 0 333 14 5 111

lll000 16 0 555 1 7 1 222 1 6 0 444 2 0 0 000 10 1 000 1 6 2 222

lll111 13 4 333 2 0 0 000 14 4 222 2 0 0 000 18 1 111 14 0 666

111 222 10 9 111 1 5 1 444 1 5 2 333 14 2 444 1 3 1 666 , 1 1 000

111 333 1 3 6 222 1 5 2 333 1 2 3 555 14 1 555 1 4 3 333 1 1 2 777

lll444 6 1 0 444 1 1 6 333 1 1 3 666 13 1 666 8 5 777 6 2 1 222

将 7 、 1 4 岁运用策略情况分成 7 ~ 1 0 和 1 1 、 1 4 岁两个年龄阶段来作护检验
,

结果除联想学习 (r = 3
.

6 4 1 4
,

P > 0
.

0 6 ) 外
,

其余四项均达显著性水平 指向

记寸以
2 二 1 6

.

8
,

P < 0
.

0 1
,

图象自由回佗J
, = 16

.

8 9 5
,

P <

0
.

0 1
,

无意义图形再认护 = 7
.

0 4 0 2
,

P < 0
.

0 5
,

人像特点联系回粉J
, =

1 1
.

6 4 3
,

P < 0
.

01 )
,

总评达极显著性水平 (r = 3 1
.

9 0 8 3
,

P < 0
.

0 0 1 )
.

表明年龄越大越会运用策略进行识记
,

而且有明显的年龄差异
.

2
.

记忆成绩的性别差异

1 2 岁组的联想学习
,

1 6 岁组的人像特点联系回忆的总量表分
,

男生成绩略高于女

生 ; 而 1 0 岁组的指向记忆
, 1 8 岁组的图象自由回记和无意义图形再认

,

1 9 岁组的联

想学习
,

均女生成绩略高于男生
,

但从总体来看
,

分测验和总量表分均未见明显性性别差

异
。

四
、

讨 论
1

.

本研究结果表明7 、 1 9 岁的记忆操作水平有随增龄迅速上升的明显趋势
,

与我

们过去的 《2 0 至 9 0 岁成人的记忆变化》研究工作结果相反
,

即成人 (指2 0 岁以
_

[-)

记忆随增龄缓慢下降
,

而 7 ~ 1 9 岁的记忆呈迅速上升的发展趋势
。

2
.

本研究结果还看到了不同的记忆活动的年龄发展特点不尽相同
,

表现在 : (l)无意义

图形再认年龄发展较早 ( 7 ~ 8 岁组的平均成绩即达到成人的平均水平 ) 这可能是山于

再认时有图形显现在被试面前以起到提示作用
,

不需要复杂的检索和加工提取过程
,

使之

小年龄组也能在测试时得到较高的成绩
.

ca t如 r i。。 5 o ph i。。 (1 9 81 )曾做过再认面像的研究
,

看到学前两个年龄组的儿童再认水

平有明显差异
,

但小学生成绩明显较好Br 。,n J
.

(l , 7引的研究证明再认对儿童来说比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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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得更早更好
.

卜。和
,

A( 1, 牡)的研究认为从发展的观点来看
,

再认是记忆系统中发展上

较为恒定的成份
.

这些理论也可用来解释本研究的结果一 无意义图形再认发展较早且年

盼差异较小的现象
,

尽管如此
,

也还有随年龄增长而辨别力提高的趋势
.

伪指向记忆和图象自由回忆发展较晚
.

这两项记忆活动均属于次级记忆过程
,

在存储

时需要重新组织和加工
,

且回记时没有任何提示物
,

需要受试主动提取
,

这正是小年龄组

相对缺少的
,

故此两项记忆发展较晚
.

许淑莲等 (1 9 8 8 ) 对脑梗塞患者记忆障碍的研究
,

看到了患者的该两项记忆活动

受损程度最为严重
,

是否发展越晚的记忆成份越容易受损
,

这是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

3
.

某些研究在取样时就按大
、

中
、

小学分段或者从幼儿到小学进行年级之间比较
.

本

文则对 7 ~ 1 9 岁每一年龄取样 2 0 例
,

又根据测验的平均成绩分成六个年龄阶段
,

尽

管分法不同
,

却也看出相等的发展趋势
,

如洪德厚等 ( 1 9 8 4 ) 探讨了 3 ~ 1 4 岁常

态儿童的记忆发展
,

看到儿童的记忆九岁前得到迅速发展
,

1 1 岁时处于相对停滞阶段
,

认为儿童砂乙发展的速度随增龄逐递减 ; 本实验中1 0 岁儿童记忆达到了较高水平 (相当

于 2 0 ~ 7 9 岁成人平均水平)
,

1 1 、 14 岁处于相对平缓发展状态
。

还看到 1 8 门 1 9

岁又一次快速发展趋势
,

这可能由于文化层次提高
,

知识和经验更加丰富
,

加之有了较好

的识记策略的缘故
.

么策略运用对记忆的影响

本研究不是专为研究策略对记忆作用而设计的
,

在测试过程中收集了一点资料
,

就所

整理的 7 ~ 1 4 岁资料看
,

运用策略识记与年龄有关
,

不同的年龄运用策略程度有明显差

别
,

发展较晚的指向记忆和图象自山{或己运用策略程度与年龄密切相关 (护 = 1 6
.

8 0

和 1 6
.

8 9 6
,

P < 0
.

0 1 )
。

随着增龄
,

主动运用策略人数增多
,

采用策略种类也多
,

并且灵活
,

存储时编码
,

提取时有线索
,

所以
,

记忆成绩就高
,

这与国内外的研究结果是

一致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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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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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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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椒莲等
, 2 0 岁至 9 0 岁成人的某些记忆活动的变化

。

心理学报
,

1 9 8 6
,

2
,

1 6 4 ~ 1 6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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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

北京市神经外科研究所

中国预防医学中心卫生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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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医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