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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索 一 反应相容性效应和线索

有效概率的影响 ‘

张 侃 刘艳芳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

,

北京
,

摘 要 运用前置线索技术
,

考察了线索一反应的相容性效应
,

研究了不同线索与反应的关系

和线索有效概率对视觉刺激进行命名反应的时间的影响
。

结果表明 线索 一 反应的相容性存

在
,

且符合维度重合理论
,

支持了相容性是信息加工过程的基本特征 线索客观有效概率影响

了线索 一 反应的相容性效应的强度
,

线索客观有效概率越高
,

线索 一 反应的相容性效应越强
。

关挂词 前置线索
,

相容性
,

客观有效概率
。

分类号

问题的提出

相容性概念最初提出是针对刺激与反应的匹配关系而言的 如果刺激 一 反应的匹配

关系能导致较好的反应结果 较短的反应时
,

较低的错误率
,

那么这样的刺激 一 反应匹配

关系就被称为具有了相容性 川
。

因为刺激 一 反应相应性是决定反应效率的一个重要 因素
,

所以在工程心理学领域
,

相容性一直是人机系统设计应遵循的一个基本原则
,

而认知心

理学则注重于阐明刺激 一 反应相容性的产生机制
,

以增加对人类信息加工过程的了解
。

美

国心理学家 提出用群体模版 来解释刺激 一 反应相容性的产

生
,

他认为刺激 一 反应相容性是 由于刺激 一 反应的匹配关系符合人们对这种关系的期望

群体模版 而产生的 也有人 提出刺激 一 反应相容性来源于刺激与反应的编码
,

相 同或

相似的刺激编码和反应编码能有效地促进信息加工的过程
。

目前
,

在众多的理论中
,

维度

重合模型 顶
,

简称 模型 得到了广泛的认同
。

模型 把刺激集
、

反应集的集合特征称为维度
,

把两个集合拥有共同特征称为维

度重合
,

例如刺激集是一系列数字
,

反应集也是一系列数字
,

就可 以称为刺激集和反应集

维度重合 由于刺激和反应的维度重合
,

刺激的出现将 自动激活与之一致的反应
,

减少信

息加工的步骤
,

导致较短的反应时和较低的错误率 反之
,

与 自动激活反应不一致的任务

反应的反应时会较长 而没有 自动激活的反应 即与刺激没有维度重合关系 的反应时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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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上述两种条件之间
,

因此产生了相容性效应
。

其中
,

在维度重合条件下
,

一致与不一致

两种情况反应时之差反映了 自动激活对信息加工的影响
,

通常被称为相容性效应
。

此外
,

模型认为集合间的维度重合不仅可以存在于刺激 一 反应之间
,

也可以存在于刺激 一 刺

激之 间或反应 一 反应之 间
,

并验证了上述假设
。

例如
,

典型 的 效应 色词干扰效

应
,

被认为是刺激的不同维度间 词义和词色 的相容性
,

即刺激 一 刺激的相容性
,

而典型

的 效应 刺激出现的空间位置对反应效果的影 响 也被归于刺激 一 反应的相容性
。

由此
,

〕模型进一步认为相容性可以存在于信息加工过程的任何两个集合之 间
,

是信息

加工的基本特征之一
。

为了检验这一假设
,

并拓宽相容性研究的领域
,

我们以维度重合理论为基础
,

对线索 一

刺激相容性
、

线索 一 反应相容性进行研究
。

在上一篇研究 中
,

我们发现在前置线索实验

任务中
,

如果线索与刺激之间有维度重合且一致时
,

线索的出现将显著地提高反应的效率

较短的反应时
,

即出现了线索 一 刺激的相容性效应
。

那么
,

前置线索与反应之 间是否也

存在着维度重合带来的相容性效应呢 此外
,

线索的有效概率作为影 响信息加工过程 的

一个外部因素
,

一直是心理学家的研究课题
,

线索的客观有效概率是否影响了线索 一 反

应的相容性效应呢

实验研究

研究方案

前人对前置线索的研究一般采用空间信息
,

即考察线索的位置与反应可能出现的位

置的一致或接近对信息加工效率的影响
,

而 模型中维度重合不仅包括了空间特征
,

还

包括非空间的语义特征
。

本研究拟采用线索与反应的语义特征
,

对线索 一 反应相容性进行

研究
。

同时
,

为了控制与刺激同时出现的无关刺激对任务加工 的影响 刺激 一 刺激相容

性
,

本实验只用 了单个刺激 另外
,

为了避免刺激 一 反应不 同加工通道的影响
,

本实验

任务为对视觉刺激进行 口头报告反应 该任务中刺激 一 反应的加工通道是相同的
。

总之
,

本研究采用对单个颜色视觉刺激进行 口 头数字命名的任务
,

实验基本过程见图
。

被试

名 中国农业大学学生
,

名男生
,

名女生
,

年龄 一 岁
,

所有被试视力或矫正

视力正常
,

色觉正常
,

完成实验后均获得一定报酬
。

仪器

所有实验过程 由 民 “ 微机控制完成
,

包括被试信息登记
、

指导语呈现
、

刺

激呈现
、

记录反应时和错误率等
。

信息显示于 英寸彩色显示器
,

屏幕背景色为灰色 实

验在正常照明的房间里进行
,

所有刺激 半径为 的颜色六边形
、

线索 半径为

的无颜色轮廓图形或数字 或注视点均呈现于屏幕正 中
,

被试距离显示屏
,

通过音键

记录被试的反应时
。

任务与过程

图 表示 了实验的基本过程
。

实验开始时
,

屏幕中央呈现一个注视点
,

要求被试集中

注意
,

呈现 后消失
,

一 后呈现一个视觉线索
,

呈现 后消失
,

再间 隔 一
,

呈现颜色图形为刺激
,

要求被试对刺激颜色进行数字命名反应
。

在实验中
,

被试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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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分组学习刺激 一 反应的匹配关系
,

然后进行练习
,

在连续三遍正确反应之后
,

进人测试

部分
。

根据线索与反应有无维度重合和线索有效概率的不同
,

整个测试分为 个阶段
,

分

别是线索与反应无维度重合
、

高有效概率
、

中有效概率和低有效概率
,

其中无维度重合阶

段包括 次测试
,

其他三个阶段各包括 次测试
,

每名被试需完成 次测试
,

实验时

间约 小时
。

实验中考察的 自变量包括 线索与反应的关系
,

有三种条件
,

其一 线索是图形
,

反

应是数字
,

两者之间没有维度重合 其二 线索是与反应相 同的数字
,

两者有维度重合且一

致 其三 线索是与反应不同的数字
,

两者有维度重合但不一致 线索的有效概率
,

本研

究中把线索与反应一致称为线索有效
,

在某一阶段测试中
,

线索与反应一致的测试次数 占

总体测试次数的比率记为线索的有效概率
,

本研究 中
,

线索有效概率包括三个水平
,

分别

为
、 、 。

实验中的控制变量包括 刺激与反应的匹配关系
,

刺激是红
、

绿
、

蓝三种颜色
,

反应是
、 、

三个数字
,

根据它们的匹配把被试分为三个组
,

分别学习三种不 同的刺激 一 反应匹

配关系 组 刺激为红
、

绿
、

蓝
,

对应的反应是
、 、

组 刺激为红
、

绿
、

蓝
,

对应的反应

是
、 、

组 刺激为红
、

绿
、

蓝
,

对应的反应是
、 、

测试时
,

不同线索有效概率的测试

顺序也是一个控制变量
。

“ ’,

“ , ,

图 实验基本过程

结果和分析

本实验中所有反应的平均错误率为
,

对各条件下 的平均错误率的分析表明没有

统计上的显著差异
。

因此
,

下面只对正确反应的反应时进行统计分析
,

同时为了避免较长

或较短反应时 极端数据 对统计结果的影响
,

我们删除了占正确反应总体 的异常反应

时 长于 毫秒和短于 毫秒 后
,

再对其余数据进行分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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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度重合的线索 一 反应相容性效应

在本实验中
,

线索 一 反应的不 同维度重合关系对反应时的影响见表
。

可见
,

当线索

与反应之 间有维度重合且一致时
,

前置的线索促进了反应的加工
,

反应时最短 当线索与

反应之间有维度重合不一致时
,

前置的线索阻碍了反应的加工
,

反应时最长 这时反应时

的差异来源于线索与反应间不同的匹配关系
,

这就是典型的相容性效应
,

线索与反应的维

度重合关系带来了显著的线索 一 反应的相容性
, , , 。

表 线索一反应的不同维度关系下的反应时

线索与反应的关系 平均数 标准差

无维度重合

有维度重合且一致

有维度重合不一致

线索有效概率对线索一反应相容性效应的影响

一般研究以两个集合有维度重合不一致条件下的反应时与两者间维度重合一致的反

应时之差表示相容性效应的强弱
。

表 表示 了本研究中
,

不同线索有效概率对线索 一 反应

相容性效应的影响
,

图 表示 了线索 一反应的不同关系和不同线索有效概率对反应时的影

响
。

从图 可见
,

随着线索有效概率的提高
,

线索 一 反应的相容性效应显著增加
, ,

, 。

表 线索与反应的不同关系及线索的不同有效概率条件下的反应时

线索的

有效概率

线索 反应 线索与反应的关系

的相容性效应 维度重合不一致 维度重合一致

平均数 标准差 平均数 标准差

低

中

高

今 低
心卜 中
白 高 二

盆盆 「

划划 的 卜 旧翻妞口口
铆铆 。。

峨盛翻翻器器 印 卜 时幽姗姗要要 即 砚留姗姗

昌昌州 盔盘】 麟 黝黝
蠢蠢毛 瀚 娜 黝黝

低低 中 高

续续索有效概率率

图 线索一反应的不同关系和不同线索有效概率

对反应时的影响

图 不同线索有效概率下的线索 反应相容性效应

讨论和结论

前面提到对刺激 一 反应相容性的研究
,

目前 已集中于验证相容性是否是信息加工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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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特征
。

在证实了线索 一 刺激相容性的存在 以后
,

本研究证明了线索 一 反应相容性

的存在
。

线索与反应的相容性是指
,

在线索与反应具有相 同的集合特征 也称为维度重

合 时
,

线索 一 反应的关系对反应时产生了影 响
,

表现为 线索与反应有维度重合且一致

时
,

反应时最短 线索与反应有维度重合不一致时
,

反应时最长
,

而线索与反应无维度重合

时
,

反应时居中
。

产生线索 一 反应相容性的机制符合维度重合理论
,

即由于线索与反应有

相同的集合特征
,

线索的出现会 自动激活与它一致的反应
,

如果任务要求的反应就是 自动

激活的反应
,

能减少信息加工的步骤
,

直接执行 自动激活的反应
,

因此加工时间较短 反

之
,

如果任务要求的反应不是 自动激活的反应
,

就要先舍弃 自动激活的反应
,

再提取任务

反应
,

从而增加了信息加工的步骤
,

导致较长的反应时
。

本研究的发现在线索 一 反应相容

性领域检验了维度重合理论
,

并支持了相容性是信息加工的基本特征
。

前人的研究表明线索的有效概率是影 响信息加工 的一个重要 因素
,

例如空间线索的

有效概率越高
,

注意分配越集中
,

信息加工 的效率越好
,

反应时越短 ‘ 。

信息的有效概率

对相容性效应的影响始于 凡
,

他研究了空间线索的主观有效概率 被试知道各测试

阶段 的有效概率 对相容性的影 响
,

研究表明空 间线索的主观有效概率对相容性没有影

响
,

他认为主观概率影响了信息加工 的策略
,

针对不 同的主观概率
,

加工者会主动地进行

调整
,

导致了不同概率对相容性效应没有发生影响
。

本研究使用的是客观有效概率
,

即被

试并不知道各测试阶段的有效概率
,

从而避免了加工策略的影响
,

客观效率的影响只是反

映了人的无意识加工过程
。

在结果分析时
,

本研究删除了错误反应和异常反应的结果
,

占

总体 的错误反应和占正确反应 的异常反应时在线索的不 同客观有效概率条件下

的分布是没有差别的
,

因此不影响研究的结论
。

本研究结果表明
,

线索的客观有效概率影

响了线索 一 反应的相容性效应
,

表现为有效概率越高
,

相容性效应越强
,

这说明相容性作

为信息加工的基本特征
,

也受到注意资源分配的影响
。

总之
,

本研究考察了在前置线索实验模式中
,

线索与反应的不同维度关系对命名时间

的影响
。

研究发现了线索与反应的相容性存在
,

表现为与反应有维度重合且一致的线索

促进反应的完成
,

而与反应有维度重合但不一致的线索阻碍了反应的加工
,

研究结果支持

了维度重合理论
,

并为证明相容性是信息加工过程 的基本特征提供了依据
。

此外
,

本研究

发现线索客观有效概率是影响线索 一 反应相容性效应的一个重要 因素
,

线索 一 反应相容性

随线索有效概率的提高而增强
。

这一结果不 同于 以往对主观线索概率的研究
,

结论提示

我们
,

外部环境因素对信息加工过程的影响是一个复杂的过程
,

尤其应强调主观策略的作

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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