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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采用威斯康星卡片分类测验
,

对青年组 一 岁
、

老

年组 一 岁 和老老年组 一 岁 共 例被试进行分类概括力水平测试
,

并在结束测试时

询问被试与测试有关的几个问题
。

结果显示 青年组分类概括力水平明显高于老年组 坚持性错误

数
、

非坚持性错误数和总错误数以及坚持性反应数
,

青年组明显少于老年组 完成作业平均用时

间
,

青年组明显比老年组短 老老年组 多数项目的成绩明显高于老年组 分类概括力水平与

记忆密切相关 某些元认知项 目与分类概括力水平表现出一致的趋势
。

关键词 分类概括力 坚持性反应 年龄差异 元认知

前言

在认知功能年老化研究中
,

关于记忆和智力的年龄发展规律及特点
,

国内外均有很多报道
,

其

结果几乎一致认为记忆和液态智力有随增龄而减退的趋势
,

而晶态智力在老年期仍保持较好
,

一
, 〕

也有关于认知速度年老化衰减规律的研究
,

认为行为速度随年老普遍减慢
,

并提出行为速度随年老

减慢的数学描述模型
。

闭我们曾以瑞文作业 比较推理能力的年龄差异
,

发现观察力和归纳推理能力

有较明显的年龄差异
。
〔 ,这些工作拓宽了认知功能发展的研究领域

。

目前
,

国内外对元记忆的研究是元认知心理学研究的热点之一
,

有的还形成了一定的理论框

架
。

 ’〕这无疑对进一步研究元认知和深入研究认知功能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

关于元认知的概念
,

有学者表述为
“

对认知 的认知
” ,

或者说
“

人对自己的认知活动的 自我调

节
” ,

包括元认知知识 指对自己或他人的认知活动
、

过程
、

结果和影响因素等方面的知识
、

元认知

体验 指伴随认知活动产生的认知体验或情感体验 及元认知监控 指个体在认知过程中对 自己的

认知活动积极进行调节
,

以迅速达到预期 目标
。

元记忆是元认知的重要组成部分
,

有学者探讨了学

龄前儿童记忆策略及操作的发展
。

但至今对除了元记忆以外的其它元认知方面的研究和以威斯康

星卡片分类厕验 研究成年人思维的报道尚不多见
。

我们在研究成年人元记忆年龄差异 另文报告 的同时
,

试图用 方法探讨成年人分类概

括力水平是否存在年龄差异
,

这种能力与记忆以及元认知的关系如何
。

此外
,

设两个老年组和一个

青年对照组
,

目的为了进一步观察年老化过程的认知发展特点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 目 感谢王
,

」
、

明同志对工作的大力支持和帮助 与此文有关的交流请与孙长华 北京德胜

门外北沙滩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 联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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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被试

年龄及性别 分三个年龄组
。

青年组为 一 岁
,

平均 岁 老年组为 一 岁
,

平均 岁

老老年组为 一 岁
,

平均 岁
。

男女各半
。

每组 例
,

共 例
。

文化程度 每组均按初中  
、

高中
、

大学 含大专 的比例取样
,

平均受教育年限为

年
。

职业分布 以干部和科教为主
,

青年组 中有一部分学生 约占 , 老老年组 中有少数工人和

家务 约占
。

健康状况 青年组全部为健康者
,

两老年组被试均无明显的心
、

脑血管疾患
、

神经衰弱和糖尿病

等影响记忆的疾病
,

健康水平在中等或中等以上
。

筛选被试 所有被试均事先采用 一 中的
“

词汇
”

和
“

数字符号
”

两项分测验进行智力筛

选
,

成绩均在各 自常模的平均分以上 青年组
“
词汇

”

“ 分
, “

数字符号
”

“ 分 老年组
“

词汇
”

分
, “

数字符号
”

分 老老年组
“

词汇
”

分
, “
数字符号

”

分
。

测试材料

威斯康星卡片分类盒 个
。

卡片
,

包括 张刺激卡片和 张反应卡片
。

每张卡片的大小为
,

上面按规则绘有

红
、

绿
、

蓝
、

黄不同颜色
,

和方
、

园
、

五星
、

三角不同形状
,

以及 至 不等数量的图案
。

刺激卡片按规

则分开放在卡片盒上方
,

反应卡片分 份供被试分类用
。

记录纸
,

供主试记录被试的分类情况用
。

测试步骤 以个别施测方式进行

主试在呈现卡 片盒和刺激卡片的同时
,

讲清楚指导语 指导语简述为
“

请您把手里的卡片分别

放到您认为属于那一张卡 片对应的槽里
,

我会告诉您放
“

对
”

了或
“

错
”

了
,

但不得给被试任何有关

分类原则的提示
。

被试将反应卡片一张一张分别放入卡片盒相应的槽里
,

每当被试放一张卡片时
,

主试都回以

“

对
”

或
“

错
” ,

同时记录和记时
。

主试掌握的分类原则顺序为 颜色
、

形状和数量
。

当被试连续 次分类正确
,

主试即转换下一

个形式的分类
,

以此类推
,

当完成三种形式的分类后
,

再重复一遍
,

完成正确分类 次 或者并未完

成 次
,

但全部用完所限次数 即可结束测试
,

记录完成作业所用时间
。

询问被试与测试中有关元认知的某些问题 如有关分类原则
、

自信度
、

自评测试的难度和 自估

成绩等
。

每个问题分三个等级
、 、 ,

其中 为满分
。

最后
,

被试均进行记忆测查
、

记忆训练和记忆复测
,

以了解和分析分类概括力水平与记忆的关

系
。

结果

不同年龄组的  成绩

本测试设 项评分 分类次数 概括力水平百分比 等于
概括力水平数
共用次数

。写 连续 次或更多的正 确反应数之总和
,

称

为概括力水平数 坚持性错误数 坚持性反应数 非坚持性错误数 全部错误数 完成作业共用时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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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青年
、

老年和老老年三组的  中 个项 目的成绩进行 比较
,

结果见表
。

由表 可知

完成分类次数和概括力水平百分 比
,

三组间存在非常显著的差异
,

表 明青年组的分类概括力水

平明显高于老年组 含老老年组
。

坚持性错误数
、

非坚持性错误数和全部 总 错误数以及坚持

性反应数也存在非常显著的年龄差异
,

表明青年组三种错误数和坚持性反应数均明显少于老年组
。

平均完成作业所用的时间
,

青年组明显 比老年组短
,

差异非常显著
。

表 不同年龄组  成绩比较 二 士 ‘

年龄组 分类次数
坚持性

错误数

坚持性

反应数

士

概括力水平

写

士

非坚持性

错误数
总错误数

作业时间

青年组

老年组

老老年组

士 士 士  士 士

士 士 士  士 士 士 士

士 士 士 士 士  士 士

河 百 ‘ ’

二
份 资 击 补 “

⋯ 二
卜

注 心 , 关 ,  以下同
。

两两年龄组的  成绩比较

上述表 中各项 目在两两年龄组间进行 检验
,

岁组分别明显好于两个老年组

而在两个老年组间比较时
,

除了完成分类次数两组无明显差异外
,

余均为老老年组好于老年组 尸

。

中各项 目之间的关系

在 中
,

将完成分类次数和分类概括 力水平百分比与某些项 目做相关分析
,

结果相关均

非常密切 (见表 2)
。

表明完成分类次 数和分类概括 力水平百分 比完全可以代表 W C ST 的测试水

平
。

表 2 w C ST 有意义项目之间的相关分析

项 目

分类次数

概括力

水平 (% )

概括力 水平

%

(). 8523 备 .

坚持性

错误数

非坚持性

错误数
总错误数 作业时间

一 0
.
8 ()()8

. ’ .

一 0
.
8 4 9 6

. 怪 .

一 ()
.
8 7 9 3

玲 . “

一 ()
.
3 7 ()4

⋯
一 0

.
9 2 5 8

否 . .

一 0
.
9 2 3 5

肠 “ .

一 ()
.
9 8 2 6

1 . .
一 0

.
4 6 0 1 二

件

3

.

4 W
C S

T 成绩与记忆测验成绩的关系

以完成分类次数和分类概括 力水平百分 比的成绩与训练前
、

后记忆测验中的联想学 习和图象

自由回忆成绩进行相关分析
,

其结果均达显著至非常显著性水平(见表 3)
。

表 3 W CST 与记忆成绩的相关分析

项 目
联 想学 习 图象自由回忆

分类次数

概括力

水平 (% )

公{l练前

0
.
2363 .

创l!练后 训练前

0.2769 . 份

0

.

3 0
8

6 二

训练后

0
.
1845 沪

0
.
2 7 8 6

苍 .

0

.

2
1
8

6

.

( )

.

3 6
8
4

. 瓦 .

0

.

1 7 7
8

.

3

.

5 某些元认知的年龄差异

对与测试中有关元认知的某些项
.
目进行三个年龄组间的 比较

,

看到 自信度
、

自估成绩和分类原

则转换均有非常明显的年龄差异
,

分类原则也有较明显的年龄差异
;而独在 自评难度 一项未见年龄

差异 (见表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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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不同年龄组某些元认知比较 (王士
:)

年龄组 自信度 自评难度 自估成绩 分类原则 原则转换

青年组 2.93士 ()
.
2 5 2

.
9 3 士0

.
2 5 3

.
0 0 士0

.
0 0 3

.
0 0士 0

.
0 0 3

.
0 0 士 ()

.
0 0

老年组 2
.
37士 0

.
7 2 2

.
7 7 士 0

.
5 7 2

.
4 7 士 0

.
6 8 2

.
7 7士 0

.
5 7 2

.
1 3士 0

.
8 6

老老年组 2.60士 2
.
5 6 2

.
7 0 士0

.
5 4 2

.
7 3士 0

.
5 2 2

.
9 3士 ()

.
2 5 2

.
7 0士 0

.
6 5

F 8
.
1 3

“ . ‘

1

.

9 3 8

.

7 ()

件 “ .

3

.

3 6

奋

1 4

.

9 7

. ’ .

3

.

6
W

C S
T 与元认知的关系

以完成分类次数和概括 力水平百分 比代表 W CST 与自信度
、

分类原则等元认知项 目作相关分

析
,

结果相关均非常密切 (见表 5)
。

表 5 w c sT 与元认知的相关分析

项目 自信度 自评难度 分类原则 原则转换

分类次数

概括力

水平 (% )

0.3529
. 件 .

0

.

5 5 4 8

“

二

自估成绩

0 8289
⋯

0.6011 0.7108“ 二

0.3669
⋯

0.4152甘

二 () 7977
⋯

0.5517 0.7037二 苦

4 讨论

W CST 属于分类测验
,

但在概念形成方面又不同于一般的分类测验
。

一般的分类测验与分类

规则的演绎更有关系
,

而 W C ST 是与限定的属性特征辨别关系更 为密切
。

[sJ w C S T 限定的属性特

征包括三个维度 (颜色
、

形状和数量 )
,

每一维度中又有四个值
,

加上分类原则的转换
,

致使该测验的

内含较复杂
。

不仅需要被试对卡片上不同属性特征的概括能力
,

同时还需要对分类原则出现转换时

的应变能力才能完成测试任务
。

该测验方法最初被用来评价正常人的抽象概括力
。

四十年代有人 (Be rg )在正常的大学生 (51

名 )和老年 人(22 人
,

58 一 75 岁)中曾用 W C ST 方法进行过比较研究
,

结果表明
,

明显的坚持性反应

在正常老年人中很普遍(没有一个人能完成一个 以上的分类任务 )
;而在大学生中只占少数

。

六十年

代
,

I
or

a n

ge

r

等人也用此测验研究了正常老年人 (50 名
,

74 一 80 岁)
,

由于年龄范围太局限
,

没有看

到年龄差异
,

但看到那个样本的老年人完成分类的平均次数仅为 1
.
86 ( : 一 1

.
54 )

。

本实验研究设三

个年龄组
,

既有青年对照组
,

又有不同年龄的两个老年组
,

条件基本匹配
,

得到了与国外趋势一致的

结果
,

即分类概括力水平
,

老年组明显低于青年组
,

而坚持性反应数老年组又明显多于青年组
。

所不

同的是我们样本中的老年人平均完成的分类次数(5 次以上)远远多于 Ior
ang e:等人的实验结果

。

这可能与我们取样较规范等原因有关
。

国外早有 人以此方法在脑肿瘤病人身上进行实验研究
,

揭示 W C S T 对额叶损伤特别敏感
。

近

期在国内也有学者进行了相 同的实验研 究
,

得到了一致的结果
,

并提 出新的论 点
。

[0] 现在
,

W
C S T

越来越广泛地被用作一种临床神经心理学检查手段
。

尽管 W CST 内含较复杂
,

但在我们的实验中

观察到对青年人仍显得过于容易
,

如平均完成分类次数为 6 分(满分)
。

所以
,

我们认为此方法更适

合于神经心理学临床和对老年心理学方面的研究
。

老年组的分类概括力水平和记忆成绩同样明显不如青年组
,

而概括力水平与记忆相关极其密

切
,

可见记忆是抽象概括能力的重要基础
。

老老年组在 W C S T 中多数项目的成绩好于老年组
,

可能与取样例数偏少和两个老年组的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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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体差异较大有关
;
或者是 自然淘汰了弱者的原 因

,

还有待于进一步考证
。

老年组的元认知项 目除 自评难度均低于青年组
,

如 自信心明显不如青年人高
,

分类策略明显少

于青年人等等
,

这可能是老年人记忆和抽象概括 力减退的又一原因
。

但
,

从 W C ST 与元认知相关密

切
,

又说明老年人对 自己的能力有如实的认知
,

这大概与中国老年人多有
“

人贵有自知之明
”

的传统

观念有关
。

只是尚需提高 自信心和策略水平等
,

从而延缓认知功能的老化过程
。

取样例数偏少
,

元认知项 目评分标准设计不够细
,

是本工作尚存在的问题
,

如若有机会重复实

验
,

一定弥补上述缺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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