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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距在视觉干扰中作用的实验研究
关

喻柏林 胡凌华 曹河沂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 )

〔摘要〕本研究分别以字距和刺激呈现的时序为变量
,

采用同一异匹配作业和视搜寻范

型
,

通过两个实验论证
,

字距因素是导致语境产生视觉干扰的一种必要而充分的条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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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单字识别中
,

我们曾发现各种语境的干扰作用
。

即使控制了对 目标字的集中注意
,

语境

的干扰也是不可避免的
。

只是依赖于 目标字和语境成分在形
、

音
、

义三种属性上的相互关系
,

语

境干扰的加工 阶段及其量值有所不同罢了
‘, ’。

其所以如此
,

我们曾推论
,

它与字距 因素有关
。

因

为当目标和语境紧密相依
,

并且共处于 1 弧度视角的 中央视觉时
,

此时即使前注意精确定位于

目标位置
,

被试还是 自动地完成语境成分的加工
,

从而干扰了目标字的识别
。

所以此结果不支

持 Jo h ns o n 和 Bl u m ‘2 ,

提出的语境产生视千扰的必要条件是前注意位置的不确定性
。

本研究试

图直接操作字距变量
,

考察它对 目标字认知活动的影响
,

以便为上述推论提供直接的实验佐

证
,

并且寻找出产生视觉干扰的必要而充分的条件
。

本研究包括两个实验
。

实验 1 直接以字距为变量
;
实验 2 通过对两成分呈现的时序为变

量
,

再次论证字距字 间因素是语境产生视觉干扰的重要条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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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实验采用独体字与合体字组成的字对作为实验材料
。

当字对出现时
,

要求被试又快又准

地判断
,

合体字中是否含有位于它左侧的独体字作为部件
。

所以在反应类型上有
“

同
”

与
“异

”

之

分
。

在这种 同一异判断作业中
,

实验变量是字对两成分的空间距离
。

它有近距 (约 。
.

5 弧度视

角 )和远距 (约 l 弧度视角 )之分
。

而 由两个成字部件组成的合体字
,

在结构方式上有左右型和

上下型之分
。

本实验预测
,

近距将 比远距对 目标字认知带来更大的干扰作用
。

实验方法
:

设计
:

三变项的被试 内和被试间的混 合设计
,

即字的结构方式 ( 2) x 反应类 型 ( 2) x 字距

( 2 )
。

仪器
:
一台 A S T / 2 8 6 微机

。

外部设备有打印机和两个微动开关
。

被试
:

两组 男女大学生
。

每组 12 人分别参加
“

远距
”

与
“

近距
”

两种条件实验
。

他们的视力

正常或矫正视力正常
。

实验材料
:
它们全部是独体字与合体字 (从左至右排列 )组成的字对

。

就合体字而言
,

又可

分为左右型与上下型两类字
,

每类字 自成一张字对字表
。

就 合体字与独体字的关系而言
,

又可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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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为包含式与非包含式两类
。

包含式供做
“

同
”

判断
,

比如米 /料
、

寸 / 时
、

甘 / 某
、

口 / 召等样例
。

非

包含式供做
“

异
”

判断
,

比如大 /料
,

山 /旱等样例
。 “

左右型
”

字 (或
“
上下字

’,

)字表含
“同

”

字对共

10 个项 目
,

其中左
、

右部件 (或上
、

下部件 ) 同独体字者各 5 个 ; “异
”

字对 10 个项 目
。

此外
,

每张

字表还有相应的 3 个无关字对
,

对它们的反应不计入正式实验结果
。

合体字高 6
.

Zm m x 宽 5
.

s m m
,

独体字与合体字等尺寸
。

字对两成分间隔 5
.

s m m 者为
“

远

距
” ; 2

.

gm m 者为
“

近距
” 。

在观察距离 3 5 om m 下
,

远距对应 视角为 1
.

0 1
0 ,

近距为 0
.

4 7
0 。

实验程序
:

实验在半暗室 内进行
。

被试两手各握一个微动开关
,

坐在距显示器 35 o m m 处

观察
。

一半被试用利手拇指指腹按键做
“

同
”

反应
;用非利手拇指按键做

“

异 ”
反应

。

另一半被试

的反应模式则与此相反
。

被试经过四次练习后进入正式实验
。

两张字表测试次序在被试间保

持平衡
。

完成一张字表测试后
,

休息几分钟再进行另一张字表测试
。

每张字表内 23 个项 目的

呈现次序
,

因人而异地随机混合
。

但是有两个约定
: ( 1) 两个无关项 目固定安排在每次测试的开

始部分
; ( 2) 同一反应类型的字对不得超过 3 次

。

每次实验的程序如下
: “
嘟

”

的一声声响加视符

(十 )作为预备信号
,

视符出现在字对间隔的中间位置上
,

两者共同作用 2 00 m s 。

空屏 7 00 m s ,

之

后呈现刺激字对
。

一旦被试做出反应
,

字对则消失
。

再空屏 l 0 0 0m s ,

之后再出现预备信号
,

预示

下一字对实验的开始
。

超过 10 0 0 m 。 的反应也并入被试错误数
。

计算机记录被试的正确反应

时
。

实验结果与讨论
:

近
、

远距下各 1 2 名被试 的平均反应时和错误率 见表 1
。

首先看反应时指标上的结果
。

A N O v A分析表明
,

字距主效应显著〔F( 1
,

88 ) 一 12
·

H 3
,
P 一 0

.

0 0 1〕
,

反应类型主效应也显著
,

〔F( l
,

88 ) ~ 17
.

24 8
,
P ~ 0

.

0 0的 ;
字结构方式主效应以及任何一种交互作用都不显著

。

而在错

误率指标上
,

A N O v A 分析表明
,

任何一种主效应和任何一种交互作用都不显著
。

衣 1 字的 间距对 目标字认知成绩的影响

字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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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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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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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5
.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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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A :
独体字 / 上下型 合体字字对

;B :
独体字 /左右型 合体字字对

。

因错误率指标在三项主效应 及各种交互作用上都不显著
,

故我们只就反应时的结果进行

讨论
。

反应类型
“

同
”

快于
“

异
” ( 6 6 9

.

gm s 对 7 3 2
.

gm s ,

快 6 3m s )
,

符合一般反应类型效应
。

在字

距效应上
,

近距慢于远距 ( 7 2 7
.

s m s 对 6 7 5m s ,

慢 5 3m s )
。

这表明
,

在本实验 0
.

4 7
0

(约 0
.

5
。

)近距

条件比 0
.

95
’

(约 1
。

)远距条件对于 目标字的认知速度有 明显妙不利影响
。

该结果与预测相符

并证实
,

字间隔是单字匹配或搜寻作业中不可忽视的因素之一
。

因为正是它产生侧向干扰
,

从

而降低 目标认知速度
。

特别是当 目标与噪音在视网膜上被分开程度仅在 0
.

5
”

视角范围内时
,

更应高度重视字间距作用
。

喻柏林等曾发现的集中注意措施失效的原因
一

。

正是由于目标字与

语境成分的间距极度微小
,

在视网膜上对应于几乎无间隔的分开程度
,

这样就为语境提供了最

大可能的侧向抑制
;再加上目标与语境同处于中央视觉

,

从而对语境的 自动加工也就成为不可

避免
,

最终就分散了对 目标的集中注意
。

由此可见
,

字间距
,

特别是小于
一

。
.

50 视角的间距是语

境 (或噪音 )产生干扰的必要而充分的一种条件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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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 1 字对两代成分的同时呈现的实验 已表 明
,

独体字与合体字之间的空间距离对于目

标字的视觉匹配成绩是有影响的
,

即远距较之近距有相对认知优势
。

显然
,

这种有利作用源于

字形上的视干扰之减少
。

如果将字距变量推至极端
,

即字距无限远
,

这就是字对两成分的继时

呈现方式
。

在这种实验情景下
,

先行非速示呈现的独体字
,

其字形码早被识别
,

并 已转换成字音

码
。

特别是在视觉掩蔽后
,

对字形码的加工就告停止
。

被试对即将出现的合体字的搜寻加工
,

可主要凭借语音码
。

所以
,

当仅有合体字出现时
,

被试分解辨认合体字部件的操作
,

仅就遇到的

视觉干扰而言
,

则 比同时呈现独体字与合体字显然要小得多
。

因此可以预测
,

继时呈现下目标

字的认知成绩要优于同时呈现下的代绩
。

如果预测得到证实
,

我们就可从刺激呈现的时序比较

中
,

再次验证字距是产生侧向视干扰的一种重要条件
。

实验方法
:

设计
:

二变项的被试内与被试间的混合设计
,

即反应类型 ( 2) x 呈现方式 (2 )
。

仪器
:

与实验 1 基本相同
。

但改变了反应按建
;室内照明也不全同于实验 1

。

被试
:
不同于实验 1 的另一所大学的两组男女大学生

。

他们的视力或矫正视力正常
。

每组

16 人分别参加同时呈现和继时呈现条件的实验
。

实验材料
:
独体字与左右型合体字组成的字对

,

共有 40 个项目
,

包括供
“

同
”

反应和
“

异
”

反

应的各 20 个项 目
。

其中半数项 目与实验 1 中相应的左右型合体字的字对重叠
。

每个刺激字宽

5
.

sm m
,

高 6m m
。

在同时呈现条件下的字距 3 m m
,

约合 0
.

4 弧度视角
,

相当于实验 1 中的近距

条件
。

实验程序
:
基本同于实验 1

。

但被试的观察距离大约为 45 o m
。

在同时呈现条件下
,

每一字

对 的试验步骤如下
: “

嘟
”

的一声响和
“

+
”

视符作为预备信号
,

共同作用 20 om s 。

空屏 4 00 m s

后
,

显示器上出现左右排列的一对刺激字
。

被试要又快又准地识别与判断合体字中是否含有位

于其左侧的独体字
。

一旦被试作出按键反应
,

字对立即从显示器上消失
。

计算机自动记录被试

的正确反应时和错误反应
。

而继时实验的步骤是
:

大体与上述步骤一致
。

只是在独体字呈现

3 0 0m s 后
,

它就被掩蔽信号
“ x x ”

所掩蔽
。

掩蔽信号持续 2 00 m s 后消失
。

在空屏 30 Om s
后呈现合

体字
。

一旦被试按键反应
,

合体字立即从显示器上消失
。

无论是同时或继时呈现
,

两个字对试

验之间的空屏时间为 l 秒
‘ 4 0 个字对试验的次序针对每名被试而随机安排

。

实验结果与讨论
:

同时呈现与继时呈现实验下
,

每组 16 人认知 目标字的平均正确反应时和错误率
,

见表 2
。

表 2 两种字对呈现方式下认知 目标字的比较

反应类型
反应时 ( m s ) 错误率 ( % )

字对呈现方式

同时

5 7 ( )

6 2 3

一 5 3

继时

40 8

44 1

一 3 3

差值

1 62

18 2

同时

6
。

9

:{差值

继时

7
。

8

6
。

6

1
.

3

同异

经 A N O V A 方差分析表明
:

在反应时结果上
,

反应类型主效应显著〔F ( 1
,

60 ) ~ 5
.

0 24
,
P -

0
.

02 9〕; 呈现方式 的主效应更显著〔F ( 1
,

6 0) ~ 80
.

67 0
,
p 一 0

.

0 0的 ; 反应类型与呈现方式的交

互作用不显著〔F ( 1
,

60 ) 一 0
.

2 74 < 1〕
。

在错误率的结果上
,

变量的主效应及其交互作用均不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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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我们只就反应时结果进行讨论
.

在反应类型主效应上
, “

同
”

反应快于
“

异
”

反应 ( 48 9m s
对 5 32 m s ,

快 43 m s )
,

符合一般反应

类型效应
。

即使在继时呈现下亦如此
。

可是
,

根据近 因启动原理
,

继时呈现下的
“

同
”

反应因是

同音
、

同形的字的搜寻
,

具有启动作用
,

那么它 比起不 同音
、

不 同形式的无启动作用的
“

异
”

反

应
,

似乎应有更大的启动优势
。

实际上
,

它的快 43 m s
的优势

,

还不如同时呈现下无启动效应的
“

同
”

比
“

异
”

反应快 53 m s
的优势来得大

。

这意味着
,

或者是继时呈现下无启动效应
;
或者是反

应类型效应淹没了启动效应
。

究竟是哪种原因
,

尚待探讨
。

呈现方式的主效应表明
,

继时呈现获得比同时呈现快 1 72 m s ( 4 2 5m s 对 59 7m s )的惊人的

认知优势 ! 这不能不归功于继时呈现方式
。

因为它确实不存在同时呈现下字对成分之间的视

觉干扰
,

从而获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
。

在本实验的同时呈现条件下
,

以及实验 1 近距条件下
,

字

距都在 0
.

5 弧度视角以下
。

在此范围内的视干扰都是显而易见的
。

所以
,

我们提出
,

字距特别

是小于 0
.

5 弧度视角的字距
,

是语境产生视干扰的一种必要而充分的条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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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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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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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n s t i t u t e o f P s y e h o lo g y , A o a d e m i a S i n i e a ,

Be iji n g )

T h e p r e s e n t r e s e a r e h
.

w h ie h s e p a r a t e lv a d o p t e d

e h a r a e t e r s p a e in g a n d t e m p o r a l o r d e r o f s t im u lu s

d i s p l a y s a s t h e e x p e r im e n t a l v a r ia b l e s , a n d t h e s a m e

d i f fe r e n t m a t e h i n g t a s k a n d t h e v is u a l s e a r e h

P a r a d ig m i n i t s t w o e x P e r im e n t s ,

d e m o n s t r a t e d t h a t

t h e fa e t o r o f e h a r a e t e r s p a e i n g w a s t h e n e e e s s a r y

a n d s u f f ie ie n t e o n d i t io n f o r e o n t e x t u a l v is u a l in t e r -

fe r e n e e .

K e y w o r d s : s p a e i n g , v i s u a l a n g l e
, v is u a l i n t e r -

fe r e n e e , e o g n it i o n .

A P R E L IM I N A R Y S T U D Y O F T H E

E V A L U A T I O N M E T H O D O F F L IG H T I L
-

L U ST O N

Y o u X u q u n , e t a l
.

( P s y e h o lo g y D e p a r t m e n t , T ll e F o u r t h M Il i t a r y M e d i
-

c a l U n i v e r s
i t y )

T h i s p a P e r t r ie d t o e v a l u a t e t h e le v e l o f P i lo t s ‘

n i g h t il l u s io n o r s p a t i a l o r ie n t a t io n a l a b ili t y in t e r m s

o f t h e f r e q u e n e y a n d t y p e s o f f l ig h t i ll u s io n .

T h e

s t u d y u s e d f u z z y s t a t is t ie s o f in t e r v a l in m a k i n g i t s

e m p i r i e a l a s s i g n m e n t o f v a lu e s e o n e e r n in g t h e fr e -

q u e n e y a n d t y p e s o f n ig h t il lu s io n , a n d w o r k i n g o u t

th e s e a l e v a l u e s a n d f u z z i n e s s le v e l s o f t h e f u z z y

e o n e e p t s .

I t w a s a r g u e d t h a t t h e le v e l o f f l ig h t il lu
-

s io n w a s a f u n e t io n . 〕f f r e q u e n e y a n d t y p e s o f f l ig h t

i一u s i。。 ; 。 , h 。 f o l lo w in g fo r m u l a : : 一 艺 f
: x ‘, w h 、e h

i 翁 1

th e a u t h o r s r e g a r d e d a s a f u n d a m e n t a l m o d e l f o r e -

v a lu a t in g t h e le v e l o f f l ig h t i ll u s io n .

K e y w o r d s : il lu s io n in f l ig h t , e v a l u a t io n ,

f u z z y

e o n e e P t
.

I N T R O D U C T I O N T O CD C C C H I L
-

D R E N ‘ 5 D E V E L O P M E N T A L SC A L E O F

C H I N A (A G E 3
一

6 )

Z h o u R o n g

( X i n
j i , ,n g N o r m :, 1 U n i v

e r 、 i t y )

Z h a n g H o u e a n

(B o i ji n g N o r rn : 11 U n i v
e r s it y )

T h e C l 兀二C C h i ld r e n ‘ 5

De
v e l o p m e n t a l Sc a le o f

C h in a ( C D S C a g e 3 一 6 ) w a s d e v e lo p e d b y P r o f e s s o r

Z h a n g H o u e a n in e o l la b o r a t io n w it h s o m e o t h e r s

f r o m Be ij in g N o r m a l U n iv e r s it y a n d X in j ia n g N o r -

m a l U n i v e r s it y
.

T h e s e a le
, e o n s t r u e t e d o n t h e b a s is

o f r e s e a r e h e s o n e h i l d p s
界h o l o g y a n d t e s t in g t e e h

-

n o l o g y in C h i n a a n d a b r o a d
, e o n s is t s o f e 】e v e n it e m s

o f f o u r e a t e g o r i e s :
l a n g u a

罗
, e o g n it i o n , s o e i a l e o g n i -

t io n a n d p h y s ie a l a e t io n s .

I t s n o r m w a s t a k e n fr o m

m o r e t h a n t w o t h o u s a n d e h il d r e n a ll o v e r t h e e o u n -

t r y
.

W it h 2 y e a r s ‘ a p p l ie a t i o n , t h e s e a l e h a s b e e n

fo u n d t o h a v e h ig h r e l ia b il it y a n d v a l id it y a n d a e -

e o r d e d a p o s i t iv e a p p r a is a l b y e x p e r t s .

Be
s id e s , t h e

s e a le ‘ 5 m o d e r a t e le n g t h
, a t t r a e t iv e e o n t e n t fo r e h il

-

d r e n a n d e a s in e s s fo r a d m in is t r a t io n a r e t h e d is t i n e t

a d v a n t a g e s ·

K e y w o r d s : C h il d r e n ‘ 5

De
v e lo pm e n t a l Sc

a le o f

C h in a (C D S C )
,

fa e t o r a n a l y s i s
, r e l ia b il it y

, v a l id it y
.

T H E C O M P I L I N G O F G R O U P I N
-

T E L L I G E N C E T E ST F O R C H I L D R E N : IT S

G O A L
,
C R I T E R I A A N D E V A L U A T I O N

J in Y u

( P s y e h o l o g y De p a r t rn e n t , E a s t C h i n a N o r m a l U n i v e r -

5 i t y )

T h e a r t i e l e s t a t e s t h e r e a s o n s fo r d e
ve l o p in g

t h e G r o u p I n t e ll i g e n e e T e s t fo
r C h i ld r e n ( G I T C ) in

C h in a ; it r e s e m b le s t h e W I SC
一

R
, a t e s t fo r t h e i n d i

-

v i d u a l e h il d
.

T h e n e w t e s t in e l u d e s b o t h v e r b a l a n d

n o n v e r b a l P a r t s a n d e o n s is t s o f t e n s u b t e s t s .

I t 15

s u it a b le f o r s e h o o l e h ild r e n a
妙 d 9 t o 1 8 o r 1 9

.

T h e

e r i t e r ia t h a t g u i d e t h e d e v e lo pm e n t o f t h e n e w t e s t ,

t h e P r o e e s s o f a d m in is t e r in g i t e r a t io n s o f t h e t e s t t o

v a r io u s g r o u p s o f e h i ld r e n a r e g iv e n
.

F a e t o r a n a l y s is

o f t h e re s u l t s o f t w o t r ia l t e s t s a n d e x a m in a t io n s o f

t h e v a l id it y a n d r e l ia b il it y o f G IT C a r e m a d e .

T h e

r e s u lt s i n d ie a t e t h a t t h e n e w t e s t g iv e s a g o o d m e a -

s u r e o f IQ
.

T h e t e s t fu l fi l ls t h e e r it e r ia o r ig in a l ly s e t

u p
.

W h il e a ll t h e f u n d a m e n t a l a n d k e y w o r k o n

G I T C h a s b e e n e o m p l e t e d b y n o w
,

it 15 e x p e e t e d

t h a t m i n o r e h a n g e s w ill b e m a d e in G I T C a ft e r i t 15

u s e d w it h l a r g e r s t u d e n t p o p u l a t io n
.

K e y w o r d s :
g r o u p in t e ll ig e n e e t e s t f o r e h il d r e n ,

f a e t o r a n a l y s is , r e li a b i li t y
.
v a l id i t y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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