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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时记忆项目再认任务中的范畴效应
‘

孙 沛 林仲贤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

,

北京
,

摘 要 该研究探讨语义范畴组织在长时记忆项 目再认任务中的作用
。

实验材料为记忆广度

内 汉字双字词 个项目 和记忆广度外词表
,

实验采用项 目再认固定集程序
,

结果表明被试反

应时间随记忆集增加 而增加
,

同时
“

是
” 、 “

否
”

反应的斜率一致 在相同记忆集大小情况下
,

被

试多范畴词表条件下的反应时间快于单范畴词表条件下的反应时间
,

表明存在范畴效应 另

外
,

不同记忆
‘一

度条件下被试反应时间随记忆集变化回归方程的斜率和截距有明显变化
。

关键词 长时记忆
,

项目再认
,

范畴效应
。

月 言

范畴效应也称选择性搜索
,

指的是被试在项 目再认测验中不总是把探测词与所有识

记词表都加以 比较
,

而是按照一定的特征将项 目组织起来
,

只搜索与探测某词所属同一类

别的项 目
‘

。

等人  ’
对范畴效应进行了研究

,

结果发现多范畴词表 的反应时间拟合方程相对

于单范畴词表的反应时间的拟合方程表现为明显的斜率衰减
,

并且不 同

范畴条件下拟合方程的截距无明显的增加
。

 心 认为这一实验是对短时记忆组织性 的极好验证和对搜索理论的发展
。

但

其他学者认为
,

由于他们采用的是固定集 实验程序
,

故而不能认为范畴组织效

应发生在短时记忆之中
。

在随后采用变化集  实验程序对范畴效应进行的研究

中  
,

未能发现明显的范畴效应
。

王彭  认为
,

采用变化集实验方法
,

即短时记忆项 目再认任务
,

项 目未能象长时记忆中

的词表
,

已有很好的组织
,

并且范畴加工也需要一定的时间
,

以致没有机会进行深层次的

加工
。

 认为
,

如果扫描过程相 当快而范畴组织化相 对缓慢
,

那么选择性搜索将

比非选择性搜索慢
,

这时即便选择的通道是可能的
,

选择性搜索也不一定发生
。

本研究拟采用固定集实验程序对长时记忆项 目再认任务中的范畴效应进行研究
。

在

使用 固定集实验方法进行的范畴效应研究中
,

词表 的大小可能也是影响被试信息提取的

一个因素
。

和  〕的实验表明
,

当记忆集项 目从 到 变化时
,

被试项 目再认任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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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应时间是记忆集大小的单调非线性增函数
,

为双线性函数关系
,

即对于短词表的反应时

间方程斜率较陡
,

而对于长词表 的斜率较平缓
。

双线性 函数的折点与记忆广度 的大小较

为接近
。

其他研究也有相似的实验结果 ,
“〕

。

在记忆扫描和记忆广度研究中
,

一般以记忆广度对词表进行划分
。

在汉字材料中
,

有

关记忆广度的研究表明
,

双字词的短 时记忆广度为 , ’剑
。

本实验认定 作为汉字双字名

词的短时记忆广度
。

实验一对长时记忆项 目再认任务在记忆广度之内的信息提取过程以及范畴组织作用

进行探讨 实验二对长时记忆项 目再认任务在记忆广度之外信息 的提取过程以及范畴组

织作用进行探讨
。

实验一

实验方法

被试 大学本科生 名
,

其中男 名
,

女 名
。

年龄 岁一 岁
,

均为右利手
,

矫正视力均在 以上
。

实验材料 常用汉字双字具体名词 个
’ ,

分属蔬菜
、

乐器和水果三个语义范畴
,

均属高频词
,

频率在百万分之 至百万分之 之间
。

每个双字词仅属于一个语义范畴
,

词的形状和发音没有混淆
。

用这些词配对地组成 个词表
,

其中单范畴 蔬菜或乐器 词

表为
, ,

项 目靶词表和干扰词表 双范畴 蔬菜和乐器各 占一半 词表为
, ,

项 目靶

词表和干扰词表 叁范畴 蔬菜
、

乐器和水果各 占三分之一 词表为
,

项 目靶词表和干扰

词表
。

多范畴词表中的项 目以范畴归类并放置在一起
。

靶词表和干扰词表是配对的
,

其词

频基本相同
,

方差分析表 明各词表词频的组间差异不显著
, , ,

。

实验中各词表控制为顺序的和逆序的
,

各 占一半
。

实验设计 实验采用被试间设计
。

实验变量为范畴类型和记忆集大小两个变量

其 中范畴类型为单
、

双
、

叁范畴三个水平
,

单
、

双范畴的记忆集大小为
, ,

项 目三个水

平
,

叁范畴的记忆集大小为
,

项 目两个水平
。

实验共 种条件
,

每种条件下被试数为

名
。

实验程序 实验在  微机上进行
,

由 语言程序控制
,

屏幕背景为黑色
,

字符

为白色
。

屏幕与被试的视线处于同一水平线
,

距离约为 厘米
。

被试调节身体
,

以看清楚

字符为准

实验程序为固定集项 目再认判别实验程序
。

词表在实验前交给被试识记
,

识记时间

至少在 小时以上
。

实验前进行记忆量的检查
,

要求 回忆正确率在 以上
,

同时做按

键练习
。

再认判断过程如下

预备信号 在屏幕中央偏上部位呈现一个
,

持续 毫秒
。

呈现探测词 蜂鸣器产生一个高音
,

间隔 毫秒后 消失
,

同时在原 处出现一个探

测词
。

探测词为随机呈现
。

被试反应 被试认为探测词在所记忆词表 内时
,

按
“

是
”

反应键 被试认为探测词不在所

选 自《汉语常用词词频词典》
,

宇航出版社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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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忆词表内时
,

按
“

否
”

反应键
。

被试按键的同时探测词消失
。

计算机记录反应时
、

反应类

型和探测词的序号
。

被试用右手食指做反应
,

开始时放在
“

中
”

反应键上
。

反应完毕后
,

手

指再按
“

中
”

则 出现下一个序列的测验
。 “

是
” 、 “

中
” 、 “

否
”

三键紧邻且在同一条直线上
。

实验 中每一靶探测词和干扰探测词随机地呈现 次
,

靶探测词和干扰探测词 出现频

率一致
。

实验中每个被试共做 次实验
,

第 次的实验数据不进人分析
。

实验结果和讨论

被试反应正确百分率基本在 以上
。

被试的反应不存在范畴偏 向
,

例如三范畴

项 目词表中被试反应时间的方差分析表明
, , , 。

被试单
、

双范 畴反应时 间的方差分析表 明
,

范畴因素主效应显著
, , ,

记忆集大小 因素主效应显著
, , , “

是
” 、 “

否
”

反应类型主效

应不显著
, ,

二
, 。

交互作用分析表明
,

三个 因素之间的两两交互作用和

三个因素之间的交互作用均不显著
。

单
、

叁范畴被试反应时间的方差分析表明
,

范畴主效应显著
, , ,

“

是
” 、 “

否
”

反应类型 的主效应不显著
, , , 。

两个 因素交互作用不显

著
。

叁范畴中记忆集大小因素作用显著
, ,

二
, 。

方差分析的结果表明
,

不同范畴类型影 响到被试的反应时间
,

表现为多范畴词表的反

应时间快于单范畴的反应时间 同时记忆集 的大小也影响到了被试的反应时间
,

表现为随

记忆集 的增加被试的反应时间的增加
“

是
” “

否
”

反应类型不影响被试的反应时间
。

为分析范畴组织在提取 中的作用
,

对各范畴类型的反应时间随记忆集大小变化做回

曰卜 单范畴是反应
卜单范畴否反应

, ‘ 双范畴是反应
一。一双范畴否反应
卜 叁范畴是反应
。卜叁范畴否反应

   !  !       

的云

宜言倒以

记忆集大小

图 各范畴
“

是
” 、 “

否
”

反应类型被试反应时间随记忆集大小 回归方程

单范畴
“

是
” ‘

否
”

反应回归方程 二
,

留 仓
,

…  刀
,

万
,

刀 双范畴
“

是
” “

否
”

反应 回归方程 石
,

树 名
,

 
,

树 名
,

叁范畴
“

是
” “

否
”

反应 回归方程 刀
,

树
,

,

留 石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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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分析
,

回归模型为
:

RT = ‘ X a + b (公式 l)

其 中 R T 为被试反应时间
,

单位毫秒
,

a

为记忆集大小
,

单位为项 目数
,

c

为被试在每个

项 目上 的加工时间
,

b 为输人输出和判断常量
。

回归分析的结果表明
,

被试反应时间随记忆集的增大而增加
,

同时
“

是
” 、 “

否
”

反应回

,〕方程的斜率增加基本一致
,

这一结果符合串行穷尽 的搜索模型
。

实验结果 同时表明
“

是
”

反应的反应时间总体上快于
“

否
”

反应的反应时间
,

这与被试对靶刺激的熟悉度高于

干扰刺激的熟悉度
,

编码过程较快有关
。

另外
,

靶刺激的呈现也可能会带来启动效应11
’]

。

N a
US 等人[2,

’〕在对范畴效应的分析中
,

提 出两个非穷尽的搜索模型
。

在直接进人模型

(肠re
cte d E nt即 M

o
de )中

,

探测范畴用来开始并结束搜索
,

搜索的项 目数等于探测范畴中

的项 目数
。

在随机进人模型 (Ro nd
om En try M od el)中

,

搜索独立于范畴并且是随机进人

的
,

即如果搜索恰好从探测范畴开始
,

在该范畴被搜索之后结束
;
如果搜索从非探测范畴

开始
,

搜索直到探测范畴被完全搜索
.
与单范畴相 比

,

双范畴条件下
,

直接进人模型预测

斜率衰减百分数为50
,

随机进人模型预测斜率衰减百分数为 25
;在叁范畴条件下

,

直接进

人模型预测斜率衰减百分数为 75
,

随机进人模型预测斜率衰减百分数为 33
.
3

。

在本实验中
,

双范畴相 比单范畴的斜率衰减百分数为 12
.
8

,

叁范畴相 比单范畴的斜率

衰减百分数为 30
.
8

,

实验结果与随机进人模型的预期较为接近
。

3 实验二

3. 1 实验方法

3
.
1
.
1 被试 大学本科生 84 名

,

其中男 50 名
,

女 34 名
;
年龄 19 岁一24 岁

,

均为右利手
,

矫

正视力 1
.
00 以上

。

3

.

1

.

2 实验材料 常用汉字双字具体名词 64 个
,

分属蔬菜
、

乐器和水果叁个语义范畴
,

均

属高频词
,

频率在百万分之 3 至百万分之 2“ 之间
。

每个双字词仅属于一个语义范畴
,

词

的形状和发音没有混淆
。

用这些词配对地组成 28 个词表
,

其中单范畴 (蔬菜)词表为
:8

,

1 0

,

1 2

,

1 4

,

16 项 目靶词表和干扰词表
;双范畴(蔬菜和乐器各 占一半)词表为

:8
,

1 0

,

1 2

,

1 4

,

16 项 目靶词表和干扰词表
;叁范畴 (蔬菜

、

乐器和水果各 占三分之一)词表为
:9

,

1 2

,

1 5

,

18

项 目靶词表和干扰词表
。

靶词表和干扰词表是配对的
,

其词频基本上相 当
,

O N E Y V A Y 方

差分析表明各词表词频的组间差异不显著
,

F (
5

,

9 4)
=

0

.

1 6 5 3

,

P >
0.

05

。

实验中各词表控

制为顺序的和逆序的
,

各 占一半
。

3

.

1

.

3 实验设计 实验采用被试间设计
。

实验变量为范畴类型和记忆集大小两个变量
,

其中范畴类型为单
、

双
、

叁范畴三个水平
,

单
、

双范畴的记忆集大小为 8
,

1 0

,

1 2

,

14

,

16 项 目

五个水平
,

叁范畴的记忆集大小为 9
,

1 2

,

1 5

,

18 项 目四个水平
。

实验共 14 种条件
,

每种条

件下被试数为 6 名
。

3

.

1

.

4 实验程序 同实验一
。

3. 2 实验结果与讨论

被试反应正确率基本在 90 % 以上
。

被试反应不存在范畴偏 向
,

例如三范畴 巧 项目词

表中被试反应时间的方差分析表明
,

范畴偏 向不显著
,

F
( 2

,

1 4)
=

0

.

05
4

,

P
>

0.
0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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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试单
、

双范畴反应时间方差分析表明
, “

是
” 、 “

否
”

反应类型主效应显著
,

F(
1

,

95 )
=

6

.

9 1

,

P <
0

.

0 1
; 范畴类型主效应显著

,

F(
1

,

95 )
=

44

.

08

,

P <
0

.

00
1

;

记忆集大小主效应显著
,

F(
4

,

95 )
=

14

.

1 7

,

P
<

0.
00

1

。

三个 因素的两两交互作用和交互作用均不显著
。

单
、

叁范畴

条件下的方差分析表明
, “

是
” 、 “

否
”

反应主效应显著
,

F
(

1

,

4
5)

=
17

.

22

,

P
<

0

.

0 01

;

范畴类

型主效应显著
,

F(
1

,

4
5)

= 1
73

.

59

,

P
<

0.
00

1
;

两个 因素交互作用不显著
。

叁范畴中记忆集

因素作用显著
,

F
(

l

,

1 5
)

=
2 9

.

2 4

,

P
<

0

.

0 0 1

。

方差分析的结果表明
,

不同范畴类型
,

不同记忆集大小
,

不同反应类型均对被试的反

应时间起作用
。

表现为单范畴的平均反应时间慢于多范畴的平均反应时间
,

反应时间随

记忆集的增加而增加
, “

是
”

反应类型的反应时间快于
“

否
”

反应类型的反应时间
。

刁卜
.
单范畴是反应

州口- 单范畴否反应
~奋~ 双范畴是反应
- 公尸 双范畴否反应

州. - 叁范畴是反应
一O 卜 叁范畴否反应

00000产04,‘0任UO凡UOO凡00,才

46 0000
,‘
0

�了,产,
.
,尹

�
s
Lu�宜蓄倒喇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记忆集大小

图2 各范畴
“

是
” 、 “

否
’

反应类型被试反应时间随记忆集大小回归方程

单范畴
“

是一否
·

反应回归方程
:
RT

二 7
.
0。 + 7 01

.

8
,

r

= 0 石 1
,

s = 16

.

48

;

RT

二 6
.
7。 + 7

20
7

,

r

=

住4 6
,

s = 21

.

64

;

双范畴
“

是一否
,

反应 回归 方程
:
RT

二 5乡a + 6 89
.
8

,

r

二 众44
,

s = 31

.

84

;

RT

=

4 石。 + 7 1 5万
,

记 = 0
.38 ,

s = 2 9

.

1 5
;

叁范畴
·

是
” “

否
”

反应 回归方程
:
盯 = 3

.
3。 + 6 9 2 3

,

r

= 0

.

5 1 5

,

s = 7 石9 ;盯 = 32
a + 695

.
0 ,

r

= o 夕0 9
,

s = 1 0

.

3 1

.

对被试的反应时间以记忆集的大小做线性回归分析
,

回归模型同实验一中的公式 1
。

回归分析结果表明被试反应时间随记忆集的增加而增加
,

不同范畴内
“

是
” 、 “

否
”

反应的

斜率基本一致
, “

是
”

反应时间整体上快于
“

否
”

反应时间
。

但实验二中的回归方程与实验一的

相 比
,

斜率和截距均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

变得较为平缓
。

我们认为被试的搜索过程在超记忆广度条件下发生了变化
。

当记忆集大小在记忆广

度以外时
,

广度 内的信息不能够提供足够的决策信息
,

被试倾向于采用不同的提取策略
.

被试可能直接利用项 目的熟悉值对项 目再认任务进行判断
,

即采用双重提取策略
。

实际

上
,

当记忆集的大小在记忆广度以 内时
,

被试也有可能利用项 目的熟悉值进行判断
.
串行

和穷尽搜索模型可能是双重提取模型的一个特例[l
2]。

比较不 同范畴条件下的回归方程
,

我们可以看到
,

双范畴与单范畴相比
,

斜率衰减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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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率为 10
.
9;叁范畴与单范畴相 比

,

斜率衰减百分率为 24
.
5

。

这一结果表明
,

范畴组织因素

影响到被试的提取过程
。

范畴组织可能从两个方面影响到被试的提取过程
。

S
te

m be 心
3]认为

,

如果某些记忆信

息处于活动记忆之外时
,

对这些信息 的扫描必须先要进行一个转人的加工过程
。

o k
ad

a 和

Bu rm
w s[14〕也认为记忆广度之外时信息的提取过程是两阶段加工过程

。

另外
,

词表 中范畴

组织的存在还可能导致项 目激活程度的提高
,

对提取产生促进作用
。

4 总讨论

为进一步分析被试的信息提取过程
,

我们将实验一与实验二 中被试随记忆集变化 的

反应时间原始数据合并在一起进行分析
。

从经典的心理物理实验 中我们看到
,

心理量与物理量之间并不一定是 简单的线性 函

数关系
。

我们对记忆集大小的线性增加做对数转换
,

用 以下模 型进行 回归分析
,

模型如

下
:

R T = 2 10 9;
x + e (公式 2)

单范畴

双范畴

叁范畴

�
5.
�宜蓄侧侧

0 2 4 6 8 10 12 14 16 18

记忆集大小

图3 被试平均反应时间随记忆集变化的对数线性回归方程

单范畴回归方程
:
RT
= 34

.
o x (21

09呈) + 552
.2,

对 = 0
.
789 ,

s = 2 6

.

0 7
;

双范畴回归方程
:R T =

26
.
9 x (21

09呈) + 567
.9,

R2

= 0

.

8 2 7

,

s = 2 7

.

4 2
;

叁范畴回归方程
:
RT
= 20

.
4 x (2109 ;)

+ 585
.
3

,

R2

二 0
.
8 5 7

,

S = 1 5

.

8 7

-

其中 R T 为反应时间
,

x

为每一个项 目上的加工时间
,

a

为记忆集大小
,

c

为输人和输出

常量
.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

,

由于信息量的单位是 比特 (bi o
,

因此在对数转换 中取
“

2

”

作为

对数的底
;
公式中设置一个常数

“

2

” ,

是为了与线性关系相比较
。

回归分析结果如下
:

从图 3 可以看到
,

经过对数转换的回归方程较好地拟合了被试 的反应时间随记忆集

大小的变化
。

B

u

rrw

os 和0 kad a[’1[1 4]也发现对数函数可以较好地描述反应时间随记忆集大

小的变化
。

这一分析结果提示我们
,

虽然被试信息提取的过程受记忆广度 的影响发生变

化
,

但实际的提取过程在某种意义上可能是同质的
,

可能表现为提取速度与每个项 目上的

激活程度之间的关系
。

从不 同范畴条件下被试反应时间随记忆集变化 的回归方程来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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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范畴条件下的反应时间较单范畴的反应时间均有降低
。

如果前一假设成立
,

范畴效应

将表现为项 目激活程度的增加
.

5 结 论

范畴组织因素影响被试的信息提取过程
。

被试在项 目再认任务中的信息提取过程受词表大小的影响而发生变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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