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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俐洛 高 晶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

,

北京

摘 要

卜

对交迭记忆任务 的实脸室模拟实验结果表明
:

(1) 任务交迭 类型
、

交迭任务

傲和任务呈 现间隔 时间都是 影响交迭记忆业绩的 因素
。

交迭记忆业绩随任务交

迭类型的复杂程度提高而降低
,

随呈现间隔 时间的延长而提高
; 在复式交迭类

型 中
,

随交迭任务数的增多而降低
。

从而说明 了时间繁忙和信
.

息加工强度是心

理负荷的两个 因素
。

(2) 据实脸结果求 出 了在本实验情境下 的交迭记忆曲 线 公

式
。

前
- j 一

. . 曰. 口

. . . . . .

‘二

本实验研究是对交迭记亿任务的实验室模拟实验
。

对交迭任务记忆实验研究 (工)〔1〕
‘

的结果表明
,

任务呈现间隔时间明显影响交迭任务的记忆业绩
,

交迭任务记忆业绩随任务

呈现间隔时间延长而提高
。

这说明时间繁忙是心理负荷的时间因素之一
。

本实验将采取

复式任务交迭类型
,

以探讨任务的复杂程度对交迭记忆业绩的影响
,

从而观察另一个心理

负荷的因素一信息加工强度的作用
。

实验 班则是在实验 万基础上对时间繁忙程度因素进

行再探讨
,

以期求出在这类情境下对这类交迭任务记忆的业绩曲线公式
。

实 验 亚

实验方法

正
.

被试者
。

16 名被试者均参加过实验 工的实验
。

2
.

实验刺激与反应
。

本实验所用实验刺激与反应与实验

3
.

实验变量
。

本实验采用三种变量
:

( l )任务交迭类型
。

本实验采用 B交 迭类
S 2

型
。

B类型为复交迭形式
。

任务S顺序呈 现
,

但
。 :

一
一

要求被试对每个任务的反应的顺序是完全颠倒

次序的
,

如图 1 所示
: 图中三个交迭任务 5 1 ,

S2
,

s3 顺序呈现
,

要求被试给出 反 应 顺 序 是 图 1

I 相同
。

S 3

上泣互一启一‘一一
R :

R 3 R Z

B类 (复交 迭式 )任务文迭类型图示

本研究 由国家 自然科学基 金会资助
。

本 实验所用计算机程序设 计得到中国科学院计 算所温德山同志大力协助
,

特此致谢
。

又) 本 文于1 9 8 9年 1 月 2 3 日收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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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I B类型交迭任务数方差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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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 相应 的行与列 的两组变 量之间差异是显著 的
。

随任务交迭复杂性的增高而降低
。

亦可看出在复式交迭类型中
,

交迭任务数对记忆 业 绩

的明显影响
,

记忆业绩随交迭任务数的增加而降低
。

在这里
,

任务交迭类型的复杂性增高

和交迭任务数的增加都是增加了任务的困难度
,

也就是加大了被试的信息加工的 强 度
。

很明显
,

这种信息加工的强度影响了被试的记忆业绩
,

是一种心理负荷的因素
。

但是
,

我们的实验统计结果表明
, 3交迭任务数的结果与其它交迭任务数之间有 明 显

差异 ; 6交迭任务数与 9 和 1 2交迭任务数之间业绩也有明显下降
,

然而在 9和 1 2交迭 任务
数之间却没有表现出明显的业绩差异 (见表 1 )

。

在这里
,

似乎有交迭任务数增加到一定程
度

,

被试业绩不再有明显降低的趋向
。

2
.

对 B交迭类型的任务呈现间隔时间的方差分析结果列于表2.

按实验结果绘出图 3

—
四种间隔时间

正确率

、、

叭
、

‘、\’
、、

匆

的正确率比较
。

为了便于进行实验 I 和实验

且的比较
,

我们将实验 I 的结果亦绘在图 3

上
。

实验 n 的结果更清楚地表明了任务呈现

间隔时间对交迭任务记忆业绩的影响
。

再次

表明了时间繁忙程度的作用
。

从图
」

3 还可以

看出
,
A 类型的各间隔时间的正确率 曲 线远

较B类型的各I’m 隔时间正确率曲线 高
。

也 就

是说
,

尽管B类型实验是在被试有了充分地 A

类型实验练习之后进行的
,

然而由于 任 务 类

型 的 复杂化
,

使 l’ed 隔时间 因 素的 影 响更

大
。

3
.

我们对交迭任务数和间隔时间的双向

方差分析结果列于表 3
。

结果表明
,

在正确

率
、

遗忘率和对每一交迭任务组的第一 个 任

务的反应错误率上
,
F考验值都是极 为 显 著

的
。

我们对类型
,

交迭任务数 ;间隔时间的三

向方差分析结果更明显
,

它们之间的F考验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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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四种间 隔时间的正确率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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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Z B类型间隔时间方差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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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16 人交迭任务
、

间隔时间双向方差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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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上所述
,

我们从实验 I和实验 11 的结果中可以认为
,

本实验所设的任务交迭类型

(单交迭式和复交迭式 )
,

交迭任务数 (3
,
6

, 9 ,

12 交迭任务) 和任务呈现间隔时间 (5 “ ,
1 0

“ ,

20
“ , 3 0 “ )这三种实验变量均为影响交迭记忆业绩的因素

。

在我们的实验中
,

任务呈现间隔时间是时间繁忙程度的指标
,

而任务交迭类型和交迭

任务数则是信息加工强度的指标
。

尽管在某些任务中
,

这两者不总是相互联系的
。

有 时

一个人可能 + 分忙碌
,

但思维并不繁重 ; 而有时
,

一个人可能苦苦思索
,

但他并不繁忙
。

但

是在我们的实验情境中
,

在交迭任务记忆的监管活动中
,

表现出的是时间繁佗与信 息加
.

工强度这两种因素的紧密联系
。

以往关于心理负荷的研究 [ “1[s ]表明
,

在 一 个 研究 任 务

中
,

操作者的心理负荷是一系列因素的总和
:

预期的任务要求
,

对完成任务的环境调节
,

操作者的能力
,

策略的选取
,

信息加工速率
,

记忆负荷
,

操作者的主观的业绩标准
、

态度和

身体状况
,

时间压力以及最后的业绩等
。

我们的实验探讨了心理负荷的时间繁忙与信 息

加工强度这两种因素
。

实 验 皿
J

一
、

实验方法
1

.

被试者
。

从参加过实验 I和实验 且的16 名被试中随机取 出12 名被试继续实验 班实

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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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正

确

率

(% )

气

2
.

实验刺激与反应
。

实验变量均 与实

验 I 和 n 相同
。

3
.

实验程序
。

本实验除取3 “ , 4 5 “
,

6 0
“

三种呈现间隔时间外
,

其它部分与 实 验 11

相同
。

二
、

实验结果及讨论

在实验 11 的基础上
,

我们为了更进一
一

步探讨任务呈现间隔时间更短或更长对交
一

迭记忆成绩的影响而进行了扩展实验
。

将

参加实验皿的12 名被试在任务呈现间隔时

间为 3 “
,

4 5 “
,

60
“时的成绩

,

与在任务呈现

间隔时间为5 扩 , 1 0 “ , 2 01,
,

30
“

时的成绩进行

整合统计分析
。

1
.

12 名被试的四种交迭任务数 的 正

确率绘于图 4 。

对四种交迭任务的方差分
‘

析列于表 4
。

我们得到了与实验 n 同样的结果
。

交

间隔时间

图 4 四 种交迭任务数的曰确率比较

表 4 B类型 12 人交迭任务数方差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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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

.

1 问隔时间3 护 , 2 间隔时间 5 护 , 3 间隔时间 10 护
, 4 间隔时间2 0 “

,
5 间隔时闻 3。护

,
6 间隔时 间4 5 夕 ,

7 间隔时 间6 0’
,

表 示相应的行与列的两组变量之间差异是显 著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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迭记忆反应正确率随交迭任务数的增加而明显降低
。

表现出信息加工强度对交迭任务监

管业绩的影响
。

同时
,

实验结果 也表明了那种信息加工强度坳
口到一定程度时

,

被试业绩

不再有明显降低的趋 向
。

2
.

对七种间隔时间的方差分析结果列于表 5
。

并按实验数据绘出图 5
。

结果更明确

地表明
,

由于刺激呈现间隔时间的延长
,

交迭记忆的反应正确率极明显地增高
, 呈现间隔

时间越短
,

时间繁记程度越高
,

被试越紧张
,

业绩就越低
。

再次表现出时间繁忙程度 对 交

迭任务监管业绩的影响
。

从实验结果 中
,

我们也看到了任务呈现间隔时间短到一定 程 度

(3 “
和5 “

间隔时间)时
,

也就是时间繁忙到一定程度时被试业绩不再有明显降低 的 趋向
。

交迭任务

图 5 七种间隔时间的反应正确率比较

为在实际应用中便于查找呈现间隔时

间与交迭记忆任务数和正确反应率之 间的

关系
,

我们根据实验 111 的结果求出复式交

迭类型的交迭记忆经验公式为

Y = D (Z) e B (侣 )/ X

的多元回归方程
,

式中

B (Z ) 二
.

5 5 1 2 7 7 5 + 1
.

9 6 9 9 0 5Y 一

.

3 6 6 2 1 3 9Y
2 + 2

.

7 1 7 5 4 2E 一 0 2丫

一 9
、

3 7 8 3 2 3E 一 0 4Y
4 + 1

.

4 9 8 8 7 3 E

一 0 5 Y
5 一 8

.

9 3 5 9 6 8 E 一 0 8 Y
6

D (Z ) “ 2 6
.

0 5 6 3 3 一 7
.

9 0 7 9 5Y +

1
.

5 5 1 4 5 5Y
2

一 1 1 4 3 5 2 3Y 3

+ 3
.

8 9 0 5 6 5 E 一 0 3Y
4 一 6

.

1 1 3 3 9 3E

一 0 5Y
6 + 3

.

5 8 4 6 7 4 E 一 0 7Y
6

式中X

一
复式交迭记亿任务数

Y

—
正确反应率

Z

—
任务呈现间隔时间

为便于应用
,

我们可将经验公式中的

护

正确内

B (Z)和 D (Z)约为
:

B (Z) 澎 0
.

5 5 + 1
.

9 7Y 一 0
.

3 7Y 2

D (Z) 澎 2 6
.

0 6 一 7
.

9 1Y + 1
.

5 5 Y 2

据此公式
,

在本实验情境下
,

可取任一种间隔时间
,

求 出复式交迭任务类型的反 应 正

确率曲线
。

结 论

1
.

实验结果表明
,

本实验所设计的三种实验变量
:

交迭任务类型
、

交迭任务数
、

任务

呈现的间隔时间
,

都是影响交迭记忆业绩的因素
。

从而探讨了心理负荷的信息加工 强 度

因素和时间繁忙因素
。

2
.

实验结果还表明
,

当信息加工强度 (交迭任务数 )和时间繁忙程度 (任务呈现间隔时

间 )高到一定程度时
,

被试的交迭记忆业绩有不再明显降低的趋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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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根据七种间隔时间的反应正确率的数据
,

求出交迭记忆的经验公式
:

飞
Y = D (Z )e 习 (名 ) lx

B (Z ) = 0
.

5 5 + 1
.

9 7Y 一 0
.

3 7 Y

D (Z) = 2 6
.

0 6 一 7
.

住IY + 1
.

5 5Y

式中X

—
复式交迭记忆任务数

Y

—
正确反应率

Z

—
任务呈现间隔时间

据此公式可按实际应用需要
,

确定在复式交迭任务类型下
,

间的反应正确率曲线
。

任一种任务呈现间隔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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