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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本实验采用
“

学习一 一再认
”
法

,

对记忆的再构现象作了实验探讨
。

结果表明
,

人

的记忆是一种动态的过程
,

对句子的记忆表现出再构现象
。

同时表明
,

给被试的指导语 (即对

被试学习的要求 )不同
,

以及句子不同型式的变化
,

对记忆的这种再构现象均有一定的影响
。

1
.

前言

记忆是一个动态的再构过程
.

关于记忆的这一性质
, J

.

D
.

B r扣”fo rd 和 J
.

J
.

F饱n . 的实

验提供了初步的证据
。

他们让被试听一些随机呈现的
、

描述特定事件的句子 ,这些句子都是

由某事件的若干
“

基本意义单位
”
构成的 ,然后

,

对被试进行一次再认测验
。

在再认测验时
,

给

被试一张印有许多句子的表
,

要求被试判定表上的这些句子以前是否听到过
。

这些测验句是

用同一些
“

基本意义单位
”
构成的

,

但其包含的
“
基本意义单位

”
的组合排列或数量

,

是与原句

不同的
.

结果他们发现
,

对于那些较长的
,

包含基本意义单位数量较多的测验句
,

被试时常把

它们判定为是以前听到过的
。

事实上
,

对测验句本身来说
,

被试都没有听到过 ,但是
,

对构成

这些测验句的基本意义单位来说
,

被试都是听到过的
。

这一结果说明
,

人们往往把听到的一

些句子融合在一起
,

而且很难按原来的样子把它们确切地分清
。

G
.

H
.

BO w er 等人从课文表征角度进行的实验发现
,

当人们阅读两个类似的故事后
,

在

回忆或再认时
,

某个事件究竟发生在哪个故事中
,

往往是分不清的
。

这种混淆现象一般发生

在两个故事的类似情景之间
,

这从另一个角度展示了记忆的动态过程和再构现象
。

本文的目的
,

是利用中文材料来探讨被试进行学习记忆时的条件对记忆再构现象的影

响
,

并探讨句子的不同型式 (句法或语义 )的变化对记忆再构现象的影响
。

2. 实验的步骤和材料

实验 I :

步骤和装置
:

实验中被试的作业分为二个阶段
,

一是阅读记忆
,

二是再认测验
.

在第一阶段作业中
,

用来供被试阅读记忆的句子
,

在计算机 (. M 此/ A T )屏幕上逐句地

呈现
。

实验者要求被试对呈现的每一个句子
,

以通常一般的速度重复阅读三遍
,

接着再呈现

下一个句子
。

这些句子呈现的次序在各个被试之间是随机的
,

由计算机程序加以控制
。

在再认测验阶段
,

给被试一张句子表
,

表上印有相应数量的句子
。

再认测验表上的句子
,

绝大多数是由被试刚才阅读过的那些句子通过某种变化而构成的
,

只有极少量的句子是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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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记忆阶段所呈现的句子的完全重复
.

被试的任务是要判定
,

表上的哪些句子是刚才在计算

机屏幕上 已阅读过的(或者说是
“

老句子
”
)

,

哪些句子是没有阅读过的 (或者说是
“

新句子
”

)
,

并且
,

在 5 分表上给出自己对其判断的确信度
。

实验材料
:

阅读记忆用的句子分为二集
,

每集有 24 句
.

每集中的句子根据其描述事件

的内容又可分为若干组
。

被试阅读记忆一集句子后
,

接着就进行再认测验
,
然后

,

再阅读记忆

第二集句子
,

并进行再认测验
.

在不同的被试之间
,

二集句子呈现的先后次序也是随机安排的
.

表 1 是呈现给被试阅

读记忆用的若干句子样例以及相应的给被试进行再认测验用的句子样例
。

衷 l 实验用的句子样例

阅读记忆句
:

1
,

她买了这幅名贵的挂在美术馆墙上的国画
。

2
,

这幅国画挂在美术馆堵上
,

是由徐悲鸿画的
。

3
,

她买了这幅她喜欢的国画
。

再认侧验句
.

4
,

这幅名贵的挂在美术馆摘上的国画被她买了
。

5
,

这幅国画是由像悲鸿画的
,

挂在美术馆坡上
。

6
,

她买了这幅她喜欢的油画
。

从表 1 中可以看到
,

呈现给被试阅读记忆的句子
,

是由若干基本意义单位构成的
。

它们

是
: 1 ,

这幅国画是由徐悲鸿画的 ; 2
,

这幅国画挂在美术馆墙上 , 3
,

这幅国画是名贵的 , 4
,

她喜

欢这幅国画 , 5
,

她买了这幅国画
.

再认测验用的句子则是由同一些基本意义单位经过某种变

化而构成的
。

个别再认测验用的句子则是阅读记忆句的完全重复
.

被试
:

共乃 名
,

均系大学文化程度的男女成人
.

实验 I :

步骤和装置
:

与实验 I相同
。

但是
,

在实验 I 的阅读记忆阶段
,

要求被试对所呈现的每个

句子所达到正确无误的复述
,

而不只是简单地阅读三遍
。

在再认测验阶段
,

被试的任务同实

验 I
。

实验材料
:

同实验 1
.

被试
:

共 16 名
,

均系大学文化程度的男女成人
.

3
。

3
。

1

结果与讨论

实验结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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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实验 I 和 I 两种不同条件下
,

被试在再认测验中把再认测验句判定为
‘

老句子
”

的平

均百分数见表 2
.

从表 2 中可以看到
,

在实验 I 的情况下
,

平均每个被试把 57 %的再认测验

句判定为是刚才阅读过的
“

老句子
” ,

而在实验 I 的情况下
,

只有 39 %
。

在第二集实验用的句子中
,

其用于再认测验的句子
,

相对于阅读记忆的句子来说
,

有以

下几种不同型式的变化
:
1

,

新概念的出现
.

例如
,

表 l 中的句 6
,

其中
“
油画

”
是一个新词

,

在

阅读记忆句中是没有的
; 2

,

语态变化
。

在阅读记忆中句子是主动语态
,

而在再认测验时
,

相应

的句子则以被动语态出现
,

或者相反 ; 3
,

一般变化
。

其中包括语序变换
,

例如
,

阅读记忆中的

句子
“

马丽穿着裙子
,

在给玫瑰花浇水
” ,

在再认测验句中则以
“

马丽在给玫瑰花浇水
,

穿着裙

子
”

的形式出现 , 也包括再认测验句是相应的阅读记忆句增加一个意义单位或减去一个意义

单位
。

此外
,

也有个别再认测验句就是某个阅读记忆句的重复
。

在再认测验中
,

被试对这些

不同型式变化的或重复的句子所作判定的 结果见表 3 和图 1
.

表 3 对不同型式变化的句子的判断结果

实实

补
、

饱粼妙妙
新词出现现 语态变化化 ~ 般变化化 重复复

条条件与结果 、、 ~~~~~~~~~~~~~~~~~~~~~~~~~~~~~~~~~~~~~~~~~ 4444444 尽尽 888 4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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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l 被训沙寸不同型式变化的句子的判定结果

3
·

2 讨论
:

一些心理学家认为
,

人对句子的记忆
,

主要抓住句子的意义
,

而句子的句法信息往往易

于丢失
。

句子的意义在记忆中起主要作用
。

例如
, 5

.

Fnl en ba 切m 做的一个实验中
,

给被试念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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串彼此无关联的句子
,

其中包括
:

Th
。 w in d o w 15 no t cl OS 记

.

(窗户不是关的 )然后
,

对被试进行一次再认测验
,

要求被试从

四个测验句中确认出他刚才听到过的那个句子
.

相对于上述记忆句来说
,

有下述四个供被试

再认选择的句子
:

A
.

Th
o w in do w 15 no t 。105 必

.

(窗户不是关的)

B
.

丁、e w in d o w 15 c l侧“刁
.

(窗户是关的 )

c
.

丁七. w in 面 , 15 no t o pe n
.

(窗户不是开的 )

D
.

了、. w in do w is 。琳n
.

(窗户是开的 )

所得结果表明
,

大多数被试选择了句 人 ,

但是
,

选择句 D 的被试数量却远远多于选择句 B 的

被试数量
,

也明显地多于选择句 c 的被试数量
。

这一事实表明了句子的意义在人的记忆中

的主要作用
。

在我们的实验中
,

尽管提供给被试再认的测验句
,

相对于所阅读记忆的那些句子来说是
“

新句子
” ,

但被试却往往把它们判定为
“

老句子
” .

这一结果同样说明
,

人们对句子的记忆
,

往

往是抓住句子所叙述的意思
,

而忽略了句子的确切的具体形式
.

人对句子的记忆往往忽略句

子的确切的具体形式乃至句子的边界
,

这是记忆再构现象的基础
.

因此
,

在人的记忆中
,

一些

在意义上密切相联的句子
,

往往会经历某种组合的过程
。

例如
,

在阅读记忆阶段
,

被试学 习了

这样二个句子
:

7 ,

狐狸蹲在树底下
,

正瞧着一只肥大的公鸡
.

8
,

狡猾的狐狸蹲在树底下
。

在再认测验时给被试这样一个句子
:

9 ,

狡猾的狐狸礴在树底下
,

正瞧着一只肥大的公鸡
.

大部分被试把句 9 判定为是曾经阅读过的老句子
.

这一结果说明了被试对句子记忆的

再构现象
。

从表 2 中也可以看到
,

被试在再认测验中对句子判定的结果
,

与阅读记忆时对被试的要

求有关
。

在实验 I中
,

只要求被试对每个句子阅读三遍
,

也就是说
,

没有要求他们按照被阅读

的句子达到逐字的确切的记忆
。

结果
,

在再认测验中
,

被试把测验句判定为是
“

老句子
”
的百

分率较高
,

表现出较明显的句子记忆的重组和句法信息丢失的现象
。

但是
,

在实验 互中
,

对被

试的要求不同
.

这时
,

要求被试对呈现给他进行阅读记忆的每个句子达到能够确切地复述出

来
.

在这种条件下
,

被试的往意就会被引导到句子的具体的表层结构
。

尽管被试有时不需要

对句子阅读三遍就能达到对句子的确切复述
,

但是
,

由于被试内部心理活动的指向不同
,

其

效果是不同的
。

因此
,

在再认测验中
,

被试把测验句误判为
“

老句子
”
的百分率明显下降

.

这

一事实说明
,

被试对句子的记忆及后来的回忆
,

受记忆的具体的要求所影响
。

在强调记忆句

子的表面形式时
,

被试对句子的表层结构保存得比较好
,

从而阻抑了记忆的重组和句法信息

丢失的进程
。

同时
,

从表 3 和图 1 可以看到
,

对句子的记忆和记忆的重组现象受句子变化型式的影

响
.

在句中出现新词时
,

句子的语义发生明显的变化
。

在这种情况下
,

被试在再认测验中把

这类句子误判为
“

老句子
”
的百分率骤然下降

。

实验 I 时
,

被试把这类句子判定为
“

老句子
”

的

平均只有 16 % , 在实验 I 中
,

则没有一个被试把它们判定为
“

老句子
” 。

对于语态变化和一般

变化的句子来说
,

被试在再认测验中把它们误判为
“
老句子

”

的百分率有较明显的升高
。

但

是
,

被试把语态变化的句子误判为
“

老句子
”
的百分率

,

依然明显低于把一般变化的句子误判

一 4 8 一



为
‘
老句子

”
的百分率

。

这种情况或许是与汉语习惯上很少用被动语态的事实有关
.

另外
,

从表 3 和图 1 中也可以看到
,

不管是在实验 I或是在实验 I 的条件下
,

对那种重

友型的测验句
,

被试在再认测验时也并不是都把它们判定为
‘

老句子
”

的
。

有些被试对句子原

来的确切的表层结构记不准了
.

正如前面已指出的
,

这种句子表层结构或句子边界信息的丢

失
,

乃是记忆再构现象的基础
.

换言之
,

在句子的记忆中
,

如果没有对句子的某方面信息的丢

失
,

那么
,

记忆的再构现象也是不会发生的
.

4
.

结论
从我们的实验结果和讨论中

,

可得出以下几点结论
:

(一)记忆是一种动态的过程
,

对句子的记忆表现出再构现象
,

被试对记忆对象的某些表

层信息的丢失
,

是记忆再构现象发生的基础
。

(二 )这种再构现象不仅在
“

听一一视
”
的学习再认方式的条件下会出现

,

在
“
视一 一视

”

的学习再认方式的情况下也同样会发生
。

也就是说
,

记忆再构现象的发生
,

与信息经由何种

通道输入无实质性的关系
。

(三 )关于学习记忆的具体要求
,

或者说被试内部心理过程的指向
,

对记忆的再构现象有

明显影响
。

当被试的注意指向句子的具体的表层结构时
,

记忆的再构现象就弱一些
,

否则
,

记

忆的再构现象相对地强一些
。

(四 )句子变化的型式不同
,

对句子记忆的再构现象有不同的影响
。

句子的意义在关于句

手的记忆中起主要作用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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