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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频在直接和间接记忆测验中的比较研究

李 娟 林仲贤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
,

北京
,

摘 要 本研究通过 混合设计实验
,

比较了字濒在 即刻 和第 天两种施测 时间下的两类

记忆测验中的不同作用 本研究支持了词汇通达搜索模型对字频作用机制的分析及传枪适当认知

程序观点对实验性分离现象的解释
,

并发现外显记忆与 内隐记忆都会发生遗忘
,

但原因可能并不

相同
,

而且字频影响两类记忆的遗忘进程

关扭词 字频 宜接记忆测验 间接记忆侧验 词汇通达搜索模型 传输适当认知程序理论

引言

人们普遍认为在单词识别过程中存在着
“

频率效应
” ,

即 对高频词的识别快于对低频词的识

别 的单词产生器模型 奉
,

玫 的核证模型
, 〕及

的词汇通达搜索模型
,

都假设 了单词识别的过程
,

而且

分别从不同的角度阐明了频率的作用机制
。

但在单词识记过程中
,

频率的影响则 比较复杂
。

由于所

应用的记忆测验的种类不同
,

频率作用的表现也存在差异
。

针对外显记忆与 内隐记忆的划分
,

人们相应地把记忆测验分为直接记忆测验

 和间接记忆测验 两类
。

研究表明两类测验在加工深度
、

加工感觉道等许

多变量上都存在实验性分离’
。

对这种分离现象的解释存在两种不同观点
。

等人提出了多

重记忆系统的观点 简称系统说
,

认为记忆不是单一的系统
,

而是由几个系统组成的
。

直接记忆测

验 与间接记忆测验分别代表着不 同的记忆系统
,

记忆 系统的不同功能决定测验间的分离 
。

而

等人则提 出了传输适当认知程序的观点 简称程序说
,

主张记忆系统只有一个
,

记忆测

验间的分离现象 只是反映了它 们所要求的认知过程不同而 已
。

再认与自由回忆是最为典型的直接记忆测验类型
。

再认中的低频优势已是较为确定的结论  
。

而在 自由回忆 中有研究发现存在高频优势
,

也有研究表 明不存在频率效应
,

或甚至存在低频优

势  
。

相对而言
,

对间接记忆测验中的频率效应的研究起步较 晚
。

有些研究用词汇判断
、

命名
、

知觉辨认 等得出了低频优势的结论
,

、
, 〕

。

但是利用

词干补笔测验 的报导还很少见
,

而且所得到的结论也不尽一致
。

这些表明 目前还缺乏对频率效应在两类记忆测验中的对 比较性 系统研究
。

这同时也意味着对两类

记忆测验在字频这一变量上是否发生实验性分离还缺乏对比性 系统研究
。

鉴于此
,

本研究试图通过分析字频在不同记忆测验 中的作用
,

来评析关于字频作用机制的各种

单词识别模型 通过讨论不同记忆测验在频率这一变量上可能 出现的实验性分离
,

来评析系统说和

程序说对分离现象的解释
。

同时
,

内隐记忆的保持问题是近年来认知心理学的一个研究热点
。

以往的研究提示人们
,

启动

效应的久暂似乎与补笔可能性多少有关
,

即 只有一种 补笔可能的补笔测验几乎不遗忘
,

而有多种

补笔可能的补笔测验则会发生遗忘 〕
。

本研究采 用有多种补笔可能的补笔测验来验证前人 的结

论
,

并进一步探讨字频对内隐记忆保持久暂的影响
。

在实验过程中
,

得到 了河北师范大学陆运青
、

邹大炎两位老师的全力支持
,

谨在此致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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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实验设计

采用 混合设计
。

一个被试间变量为测验方式 直接测验采用 自由回忆
、

再认 间接测验

采用词干补笔
,

二个被试内变量为时间 即刻
、

第 天
、

频率 高
、

低
。

被试

名河北师范大学本科生随机分为 组
,

每组 人
,

分别接受三种记忆测验
。

实验材料

从《现代汉语频率辞典》中选择高
、

低频字各 个
,

这是预试中 名被试平均补笔正确率小于

 的缺笔字所对应的汉字
。

高频字的平均频率为
,

范围为 一。
,

低频字的

平均频率为
,

范围为 一。 。。
。

高
、

低频字笔划均在 一 划之间
,

平均笔划均

为
。

高频字作为新字的平均补笔正确率为
,

范围为 。 一
,

低频字作为新字的平均

补笔正确率为
,

范围为 一
· 。

高
、

低频字各 自分为 组
,

每组 个字
。

每组材料之间平均频率
、

平均笔划数
、

作为新字的平均

补笔正确率均无显著差异
。

一组高频字与一组低频字 合在一起形成一组实验材料
,

共有 组材料
、 、 、 。

另有 个高频字和 个低频字作为缓冲材料
。

在学习阶段每组被试中的一半 人 学 习材料
,

另一半 人 学 习材料
。

即刻测验

词干补笔 再认 时
,

两者都以 作为测验材料
,

但对于前者 为学过的单字
,

为未学过的单

字
,

而对于后者则 为学过的单字
,

为未学过的单字
。

第 天测验 词干补笔 再认 时
,

都以

作为测验材料
,

但对于前者 为学过的单字
,

为未学过的单字 而对于 后者则 为学过的单字
,

为未学过的单字
。

这样安排就保证了每组材料作为旧字
、

新字使用机会均等
,

且每位被试即刻测验

与 第 天测验时所用新
、

旧字均 不相 同
。

每种材料 包括学 习材料 或 及测验材料 和

采用 种随机呈现顺序
,

在被试之间进行平衡

本实验考虑了材料的具体性
、

情绪性
、

联想度
、

读音特性等可能影响其记忆的特性
。

实验程序

在学 习汉字前
,

补笔组被试先完成一些补笔练习
,

以熟悉这种测验方式
。

实验分学习
、

测验两个

阶段
,

被试均单独进行学习
、

试验
。

学习阶段

先学 习 个缓冲字
,

再学习 个单字
,

最后再学习 个缓冲字
。

使用缓冲字是为避免系列位置

效应
。

每个字由计算机控制呈现 秒
。

要求被试记住呈现的字
。

测验阶段

学 习结束后立刻测验 词干补笔组 把 个新字和 个 旧字的部首随机混合在一起
,

打 印

在一张纸上 宋体
,

标准型 号字
。

要求被试用头脑中第一个出现的汉字将部首补全为完整的汉

字
。

补笔顺序可由被试从易到难 自己选择 限定 分钟完成
。

自由回忆组 要求被试以书面形式

尽可能多地报告刚才所学汉字
。

再认组 把 个旧字和 个新字混 合
,

随机逐个呈现
。

呈现时

间为
,

要求被试按 个不同的键
、

分别对旧字和新字作出反应
。

由计算机记录被试所按

的键
。

第 夭
,

重复以 上测验程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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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与分析

实验结果见表
,

总体方差分析见表
。

表 各种实验条件下的回忆百分率
,

再认保持且和启动效应 写
’

测 验 方 式

回 忆 再 认 词 干补笔

即刻 第 天 即刻 第 天 即刻 第 天

高频字

低频字  

,

自由回忆
、

再认
,

词干补笔的结果分别以回忆百分率
、

再认保持量和启动效应表示
。

再认保持量 一 旧字 正确再认率一 新字错误再认率 启动效应 旧 字正确补笔率一 新字正确补笔率 回忆百分率

正确 回忆字数 学 习总字数
。

表 各种实验条件下的总体方差分析表

变异来源 平方和 自由度 均方

被试间

测验方式) 5.82 2 2.910 48.5”
3
.
被试(A ) 3.41 57 0.060

4.被试内 6
.
41 180

5
.
B (时间) 2

.
47 1 2

.
470 95

.
0”

6
.
A B 0

.
1 1 2 0

.
0 55 2

.
1

7
.
B X 被试(A ) 1.46 57 0.026

8.C (频率 ) 0
.
04 1 0

.
040 2

.
9

9
.
A C 0

.
09 2 0

.
045 3

.
2

10
.
C X 被试(A ) 0 80 57 0.014

1l.B(: 0.02 1 0.020 4.0

12.A BC 1.16 2 0.578 115.6 . ’

1 3

.

B
只C 只 被试 (A ) 0.27 57 0.005

14.合计 15.64 239

赞
P <

0
.

0 5
, 甘 骨

P <
0

.
0 1 ( 以下同)

。

3

.

1 方差分析表 明
,

测验方式(A )主效应
,

测验方式
、

时间与频率三次交互作用均极显著
。

频率(C)

主效应和 3 个二次交互作用均不显著
。

3

.

2 时间主效应显著
,

且时间与测验方式的交互作用不显著
,

表 明三种测验方式的即刻测验成绩

都显著优于第 5 天的成绩
,

都发生了遗忘
。

3

.

3 为 了解释时间
、

测验方式
、

频率的三次交互作用显著的意义
,

并结 合本实验的 目的
,

进一步进

行因素 C 在 A
、

B 两个因素的各个处理水平的结合上的简单简单效应分析〔“〕(见表 3)
。

表 3 频 率在时间与测验方式的结合上的简单简单效应分析

变异来源 平方和 自由度 均方 F

C (在 a,
b

,

结合) 0.095 1 0.095 6.79 ’

C ( 在
a,

b
:

结 合) 0.001 1 0.001 0.07

C (在 a:b:结 合) 0
.
100 1 0

.
100 7

.
14 ’

C ( 在
a:b:结合) 0.095 1 0.095 6.79 ’

C ( 在
a3bl结 合) 0.095 1 0.095 6.79 ‘

C ( 在
a:b:结 合) 0.003 一 0

.
0 0 3 0

.
2 1

C X 被试 (A ) 0
.
800 57 0

.
014

由表 3可 见
,

在即刻测验 (b
,

) 时
,

频率 (c)在三种测验中的简单简单效应均显著
。

结合表 1 可

见
,

在 自由回忆中存在高频优势
,

在再认与词干补笔中存在低频优势
。

到第 5天测验(bZ)时
,

频率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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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再认中的简单简单效应显著
,

结合表 1 可见
,

仍是低频显著优于 高频
,

而在 自由回忆和词干补笔

中高
、

低频字差异均不显著
。

4 讨论

4
.
, 探讨字频的作用机制

For st er 的词汇通达搜索模型认为阁
,

词汇通达时是以系列方式在心理词典中进行扫描的
。

由

于心理词典的容量很大
,

人们不可能每次对所有 已知的单词进行搜索
,

每次搜索只局限在一个特定

的词条子集(bi n) 中进行
。

单词在 bin 中依频度存储
,

高频的在上部
,

低频的在下部
。

每个字经学习

通达后
,

便会被提升到 bi n
的顶部

.
由于低频字原本在 bin 的下部

,

而高频字原本在上部
,

因此
,

提

升后
,

尽管高频字的空间位置仍高于低频字
,

但就被提升的相对距离来看
,

低频字优于高频字
。

根据 自由回忆
、

再认与词干补笔 自身的特点
,

可以发现它们所要利用的认知程序不同
。

自由回

忆需要提取学 习后单字在 bi n
中的绝对高度

,

而再认与词干补笔则要提取单字在 bi n 中 得到提升

的相对高度
,

即要以新
、

旧低频字(或高频字)在 心理词典中的高度差作为提取线索
。

因此位于心理

词典顶部的高频字更易于被回忆出来
,

而低频字在搜索空间中的位置因学习而得到了比高频字更

大的改善
,

从而更易于被再认和 补笔
。

单词产生器模型认为 [lj 启动效应是由于最 初的操作使单词产生器激活并保持一段时间
,

从而

易化了后继的相同或相关的操作
。

据高频词识别快于低频词可以推测测验时低频字的预激活水平

会因历时较长而降低更多
,

那么 在再认与词干补笔 中应出现高频优势
,

这与我们的结果相反
。

同时
,

我们的实验表明
,

即使呈现时间很短 (Zoom s )
,

核证无法进行时
,

字频仍然起作用
,

这是核证模型所

无法解释的
。

4

.

2 探讨两类记忆的保持过程

第 5 天三种记忆测验成绩都明显下降了
。

这验证了前人的有多种补笔可能的补笔测验发生遗

忘的结论
。

随着时间流逝
,

接触高频字机会较低频字多
,

因此高频字受干扰影响更大
,

遗忘更快
,

结

果第 5 天时
,

自由回忆中高
、

低频字之间已无显著差异
,

再认中仍存在低频优势
。

照此
,

词干补笔中

也应继续存在低频优势
。

但实验结果表明该测验中高
、

低频字之间并无显著差异
。

由此笔者推论内

隐记忆的遗忘不是 由于千扰
,

而是因为时间的流逝
。

但是只有一种补笔可能的词干补笔也经历了时

间流逝
,

也应发生遗忘
。

那么如何解释其不发生遗忘这一
“

事实
”

呢? 笔者认为它同样是随时间流逝

发生遗忘的
。

但是 由于只有一种 补笔可能
,

被试没有其它选择
,

要补全缺笔字
,

有时可能被迫回想刚

才所学单字
。

结果
,

这种测验就表现为似乎没有遗忘
.

根据本实验结果还可以推论低频字的无意识记忆较高频字的遗忘更快
,

至于其 中原因
,

尚有待

进一步探 明
。

4

.

3 探讨对实验性分离现象的解释

本研 究发现同属于直接记忆测验的 自由回忆与再认在频率这一变量上发生了实验性分离
。

这

种同种任务内部的分离现象动摇了系统说对此的解释
。

因为系统说认 为分离只应发生在不同系统

之内
,

在同一记忆系统中
,

应出现一致的结果
。

而程序说的代表人物 R oe di ge
r
针对许多研究结果既

可用系统说
,

也可用程序说来解释的弊端
,

提出了把记忆系统与加工方式区分开的实验设计
。

Bl

a x
-

to

n 据此进行了实验研究
,

结果发现实验性分离现象有规律 地依赖于 加工方式而不是记忆 系统[lz 〕
。

据此
,

同属直接记忆测验或间接记忆测验的两种测验在加工方式这一变 量上发生实验性分离是完

全可能的
。

因此
.
正如程序说认为的那样

,

记忆测验 间的分离可能仅仅是因为它们所需要的认知程

序或 小理操作不同
,

而并不能代表它们所反映的底层心理过程不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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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论

5
.
1 通过分析两类记忆测验在频率这一变量上出现的实验性分离

,

支持了传输适当认知程序观点

对分离现象的解释及词汇通达搜索模型对字频作用机制的分析
,

而动摇了多重记忆系统观点及单

词产生器模型和核证模型
。

5

.

2 外显记忆与内隐记忆都会发生遗忘
,

但原因可能不同
。

字频影响两类记忆的遗忘进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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