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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年人 日常生活记忆的研究
①

吴振云 孙长华 吴志平 许淑莲 李川云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
,

北京
,

摘 要 采用三项记忆作业
,

对 例 一 岁的被试进行 日常记忆和实验室记忆的比较

研究
,

目的为探讨 日常记忆的年龄差异及其年老化特点
。

结果表明 三项记忆成绩均随增

龄而减退
,

其中年老老年组减退明显 作业难度比较 经方差分析结果表明
,

它对记忆成绩

有显著作用
,

作业难度 自评与方差分析相符
, “

地名
”最易

, “

人姓 ”居中
, “

无意义图形再认
”
最

难
,

因为
“

地名
”为 日常生活记忆

,

难度小于后者 为实验室记忆
。

老年人 日常生活记忆减退缓

慢
,

他们可利用知识经验补偿记忆减退
,

使之保持较好

关锐词 日常生活记忆 实验室记忆 年老化 作业难度 补偿

前言

关于记忆年老化的研究以往大多采用实验室的记忆作业
,

结果表明 记忆随增龄而逐渐减退
,

但其中个体差异很大
,

而且与作业的性质和难度有关 , 〕。

西方认知心理学的研究早在八十年代已

不再局限于研究实验室条件下 人为的认知过程
,

而逐渐趋向研究现实生活中的认知过程
,

不是一

味排除经验的影响
,

而有意识分析过去的知识
、

经验对完成当前任务的重要作用
。

比如
,

对语言的研

究不单采用字母或单词
,

而是用短文
,

使之逐渐接近于现实
,

向接近解决实际问题的方向发展
,

这对

于认知功能年老化的研究更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
。

近几年对老年 日常生活记忆的研究兴趣渐增
,

主

要采用与 日常生活有关的材料
,

例如 著名地点的方位
、

公共服务的电话号
、

重大节 日或电视节 目

等
。

研究 目的为了从另一角度探讨影响记忆的因素
,

进一步认识记忆本身
,

而且 日常生活记忆与整

个 日常生活密切相关
,

它具有很重要的实际意义 国外研究认为 日常记忆减退较缓慢
,

它的年龄差

异小于实验室记忆 」,

可作为一种补偿
,

对于保持老年人的生活功能有很大作用
。

以往这方面研究大多局限于青年和老年的比较
,

本研究将年龄扩展为青年
、

中年
、

老年和年老

老年组四个年龄段
,

目的为了更全面地探讨 日常生活记忆的年龄差异及其年老化特点和规律
,

并能

为老年人的实际生活提供某些指导依据
。

方法

被试 共 例
,

分四个年龄组
,

每组 例
,

青年组 一 岁 平均 岁
、

中年组 一

岁 平均 岁
、

老年组 一 岁 平均 岁和年老老年组 一 岁 平均 岁 各组

性别基本男女各半 文化程度各组基本匹配
,

初中
、

高中和大学程度约各占 职业 科教文卫工

作者 例 占
、

干部 例 占
、

工人 例 占
、

学生 例 占
、

家务

劳动者 例 占 和其它 例 占 健康状况 中
、

青年人健康状况 良好
,

老年人均能生

活 自理
、

活动 自如 婚姻状况 未婚 例 占
、

已婚 例 占
、

丧偶 例 占 巧
、

离

婚 例 占 写
、

再婚 例 占 写
。

实验 内容与操作

① 国家自然科学墓金资助项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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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常生活记忆

地名系列 回忆 简称
“

地名
”

呈现一张人们熟悉的 个北京著名地点的路线图 如 天

安门
、

长城等
,

大小 厘米
,

地点顺序均按实际方位排列
。

要求被试在 分钟内按顺序反复识

记
,

然后立即回忆
,

按序写出地名
,

限时 分钟
。

成绩评定 以正确回忆分为主要指标 即 按地名正

确系列位置的回忆数
,

满分 分
。

此外
,

混淆性错误分可作参考 即 地名正确
,

但系列位置错误的

回忆数
。

人像一 姓氏联系回忆 简称
“

人姓
”

采用 张勾画的黑白人面像
,

左侧印其姓 氏
,

图片

大小 厘米
,

以系列方式每张呈现 秒
,

间隔 秒
。

要求被试同时识记人像及其姓 氏
,

然后逐

一呈现人像时立即 回忆其姓氏
,

写在相应空格内
,

每张限时 秒 成绩评定 以正确分为主要指标
,

满分 分
。

此外
,

混淆性错误分可作参考 即 姓 氏与人像不对应
,

联系错误的回忆数
。

实验室记忆

无意义图形再认 简称
“ 再认

”

采用 张曲直线和 曲线组成的无意义图形图片
,

作为识记的

目标刺激
,

大小 厘米
,

以系列方式每张呈现 秒
,

间隔 秒
。

要求被试识记图形特点
,

然后逐

一呈现 张图形
,

其中有一半为混入刺激
,

它与目标刺激大小相同
,

图形相似
,

要求被试尽快辨认
,

笔答
“

看过
”

或
“

没看过
” ,

限时 秒
。

成绩评定 以再认分为指标
,

满分 分
。

实验结束时
,

要求被试

评定三项作业之难易
。

结果

不同年龄组三项记忆成绩之比较结果见表
。

表 不同年龄组三项记忆成绩的比较‘ 士

地名系列回忆 人像一姓氏联系回忆 无意义图形

正确分 混淆性错误 正确分 混淆性错误 再认分

青年 士 士 士 士 士

中年 士 士 士 士 士

老年 士 士 士 士 士

老老年 士 士 士 士 士

值
’ ’ ’ ·

注 检验差异显著性 , ‘ , ‘ , ,
·

由表 可见
,

三项记忆成绩总的年龄差异均 显著
,

其中
“

地名
”
和“ 人姓 ”

的正确分随增龄而减

少
,

混淆性错误分随增龄而增加 老老年组除外
。

组间比较
“ 地名

”正确分 青年组只与老老年组差

异很显著
,

其余差异不显著 混淆性错误分 青年组与中年
、

老年组差异均显著
,

与老老年组差异很显著 。
。

而“ 人姓 ”正确分 青年组与其余三组均有差异 或
,

中年组与老年
、

老老年组差异也均显著 混淆性错误分 青年组与中年
、

老年

组差异均很显著
。

再认分 除老年组略高于中年组外
,

其余均随增龄而减少 组间比较

青年组与中年组差异显著
,

与老老年组差异很显著
。

记忆成绩的影响因素

分别进行年龄
、

性别和文化程度对三项记忆作业 的方差分析
,

结果见表
。

由表 可见
,

年龄对三项作业均有显著作用
,

记忆成绩随增龄而减退 性别对三项记忆成绩均

无影响 文化程度对“ 地名
”和

“
人姓

”

有很显著的作用 。 ,

文化程度越高成绩越好 年龄与

文化程度对
“
人姓

”

有显著的交互作用 。 ,

两个老年组 内不同文化程度被试之间差异更为

显著
。

其余各项均未见交互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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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年龄
、

性别
、

文化程度对记忆成绩的影响 值

变异来源 地名系列回忆 人像一姓氏联系回忆 无意义图形再认

年龄
’

”
“

’

性别

文化程度 ” ”“

年龄 性别

年龄 文化程度
‘

性别 文化程度

年龄 性别 文化程度

注 显著性
,

。
‘ ’

。 二

三项记忆作业难度之 比较

因三项记忆作业成绩的满分不相等
,

须将平均正确分转换成平均正确百分率后可进行比较
,

结

果见图
。

《

】

正确百分率︵︶

青年 中年

年龄组

老年 老老年

图 不同年龄组三项记忆作业的难度比较 平均正确百分率

结果可见
, “

地名
”
难度最小

,

而“
再认

”

难度最大
, “ 人姓 ”居中

。

作业难度 自评虽有差异
,

但大多数被试均认为
“

地名
”

最容易 占 以上
,

至于认为“再认 ”

最难的被试人数略高于“ 人姓
” 。

年龄和作业对记忆成绩 的方差分析结果可见表
。

农 年龄
、

作业对记忆成续的作用 值

变异来源

年龄

作业

年龄 作业 一

由表 可见年龄和作业两因素对记忆成绩均有非常显著的作用 ,

而年龄与作业的

交互作用不明显
。

讨论

记忆与人们的 日常生活时刻相联
,

对于 日常功能的保持极为重要
,

例如 取放 日常用品
、

购物或

社会交往等
。

已有研究表明
,

老年人 日常生活记忆比实验室记忆保持较好 有实验要求青年人和老

年人画出到达某一著名地点的路线
,

两者并无差异
,

老年人对熟悉地点的距离和方位判断与青年人

相似
,

但是对不熟悉的环境判断则比青年人差
。

在实验室研究中
,

空间记忆能力在中年后随增龄而

逐步减退
,

但现实生活中的空间能力还需考虑对环境的熟悉性
。

有一项实验
,

设计在商店内要求被

试根据商品摆放的位置
,

安排有效路线
,

目的能尽快买到购物单上指定的商品
。

青年人在熟悉或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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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悉的商店内效率基本相似
,

而老年人只在熟悉的商店环境中效率较高 ’
。

在路线回忆中
,

青年人

大多利用物理空间的外部线索或文字标记等来帮助记忆
,

而老年人往往利用 自己积累的知识经验
,

以及与个人有关的线索帮助记忆
,

以此作为补偿
,

使记忆成绩能够保持固
。

在 日常生活中也能看到

老年人对某著名地点的方位或老朋友的电话号码等记得较好
。

也有学者认为
,

老年人面临熟悉的环

境
,

操作持续较好
,

使他们的动机水平提高或由于对 日常记忆能 力的自信心高于实验室记忆能力
,

使记忆成绩得到改善
。

本研究采用地名系列回忆和人像一 姓氏联系回忆作为 日常生活记忆作业
,

前者模拟生活中记

地点
,

难度较小
,

因为它受知识经验的支持
,

地点的前后序列可作为线索
,

给予提示
,

它属于晶态智

力范畴
。

它的年龄差异主要在青年和老老年组之间
,

因为老老年组记忆成绩减退很明显
,

而老年组

保持尚好
。

但因为被试要在限定的时间内完成作业
,

涉及回忆速度
,

因此
,

地名系列回忆中也包含液

态智 力成分
,

表现在正确分随增龄而减少
。

人像 一 姓 氏联系回忆模拟生活中认人
,

但它的难度较

大
。

因为使用勾画的黑白人面像
,

而不是真实面孔
,

是无意义的
,

它类似一种图形认知
,

以及与姓

氏联系的记忆过程
,

缺乏语义联系
,

无法以知识经验作为支持
,

无法采用策略
,

也无法按线素提示
,

是一种无关联的机械记忆
,

而不是单纯的 日常生活记忆
,

属于液态智力范畴
,

因此减退较多
。

将无意

义图形再认作为实验室记忆作业
,

它与知识经验无关
,

难度最大
,

减退明显
。

这些结果与作业难度 自

评及其方差分析基本一致
,

也与实际情况相符
。

成年人的记忆随增龄而逐渐减退
,

但出现的时间
,

以及减退的速度和程度都有很大的个体差

异
,

其中有很大的变异性
。

记忆的正常年老化属于 自然现象
,

一般不影响 日常生活
,

而且可通过采取

干预措施而得到改善
,

显示 了记忆的可塑性 病理性老化属于异常的老化
,

是由疾病引起
,

往往不可

逆转
。

但是两者有时难以鉴别
,

尤其在疾病早期
,

只有通过生活中仔细观察和定期检查才能确诊
。

一

旦发现 日常生活记忆迅速减退
,

并 日益加重 例如 经常忘记关炉火或记不得回家的路等等
,

严重

干扰 日常生活和影响 人身安全
,

应立即就 医治疗
。

从这意义上讲
,

日常生活记忆的研究可为临床诊

断
、

治疗和康复提供某些依据
。

从结果可见年轻老年人的 日常生活记忆保持较好
,

他们利用 自己积累的知识经验作为补偿
,

使

认知功能基本正常
,

这对于老年人健全的生活功能和保证生活质量均有重要意义
,

它也是实现健康

老龄化的重要环节
。

年老老年人三项记忆成绩均明显减退
,

显示了记忆变化的阶段性
,

岁似为转

折点
。

这些结果与我们同期进行的现实生活中的问题解决和心理健康状况的研究一致
,

一方面可为

开发利用老年人力资源提供有力的科学依据
,

另一方面对高龄老人的照料应及早提 出对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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