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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职工情境意识的研究综述

林泽炎
‘

中国科学院心 理研究所

【摘 要】 对情境意识 的定义
、

活动机制
、

测量方法及强化方法等进行 了述 评
。

分析了关于情

境意识研究的问题及趋势
。

【关键词】 情境意识 活动机制 测量 强化

关于情境意识的研究
,

最初是在航空系统对飞机驾驶员进行的
。

如今研究对高风险
、

高事

故发生率的生产作业中的工人的情境意识亦有兴趣
。

本文将概括介绍近年来国外有关情境意

识的研究现状及其趋势
,

这对我国从事相关方面的研究将会有一定的启发
、

借鉴意义
。

关于情境意识的定义

关于情境意识的定义众说纷纭
。

部分原因是由定义的概念界限不太清楚所致
。

概括地说
,

各种定义之间有许多类似之处
,

而有关情境意识的研究随着情境意识定义的不断完善和准确

也取得了相应的进展
。

几种代表性的定义 介绍如下
。

和 认为
,

飞机驾驶员的情境意识是指
“

对其他敌机当前及将来布置和表面威

胁的一种想象能力
” 。

认为
,

情境意识包含飞行员以下 个方面的知识 我方及敌

方飞机的位置及他们正在做什么 特定飞行方式说明了什么及为进攻和防御而做的选择

其他飞机的飞行方式及意图 以上哪些信息漏掉了
。

认为
,

情境意识是指
“

对特定时空中各周围环境因素的知觉
、

理解各 自的意义以及

对他们各 自即将出现的位置的想象” 。

、

和 认为应以位置
、

事物
、

人及时间来界定情境意识
。

即 飞行员

关于飞机和其他物体空间位置关系的认识 飞行员对危险出现
、

以及他们的目标和 自己飞机系

统状态的变化的认识 飞行员必须对谁在控制
,

他还对 自动系统有个清楚的认识 飞行员对随

时间而发生的事件变化的认识
。

和 认为情境意识是指
“

飞行员根据他的任务 目

标对周围环境的认识
” 。

认为情境意识作为一种对情境的认识
,

是因注意力转移而专注

于某一有趣区域的结果
。

他称有趣的区域为注意的
“

焦点区 ” 。

他认为注意力是一种有限的资

源
,

在一个小的焦点 区的情境意识要强于在一个较大焦点区的情境意识
。

情境意识的活动机制

情境意识作为作业人员在执行任务过程 中对特定工作情境
、

工作方位
、

工作时间
、

工作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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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际关系
、

工作任务及其变化等因素的一种认识能力
,

其意识水平的高低
、

质量的好坏深受职

工本人的能力
、

训练水平
、

经验
、

成见
、

目标以及连续的工作任务负担等的影响
。

同时
,

作业人员

的情境意识的水平
、

质量又影响着他的操作方式的采用
、

人一机关系的协调 以及人际关系
、

人

与环境关系的调整等一系列的决策活动
。

一般来说
,

职工在特定生产情境中的决策活动模型如

下 见图
。

反 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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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职工在 特定情境中的决策 活动模型

从模型中看出
,

情境意识对作业人员决策活动的重要作用以及影响其情境意识的各种因

素
。

作业人员决策恰当
、

正确与否直接关系到执行任务 的绩效水平
。

而心理学家研究表明
,

情

境意识的活动是一个信息处理的过程
。

其活动机制见 图
。

图中所示
,

短时感觉记忆
、

知觉
、

工

作记忆和长时记忆等认知过程在人们的情境意识活动过程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

不难发现
,

在其活动机制中更强调工作记忆和长时记忆 中知识结构 图式 的重要性
。

指出
,

情境

意识更为复杂的因素
,

如情境理解和关于未来状况的想象等大都在工作记忆中进行
。

也强调工作记忆的重要性
,

他认为存储在长时记忆中的知识结构也能提供有关情境的信息
,

并

减轻工作记忆的负担
。

进人感觉通道的信息模式可引发补充某些情境细节的知识结构
,

可通过

减少评价所有输人的感觉信息的需要达到减轻工作记忆负担的目的
。

他还认为根据飞行员对

情境的认识程度
、

短时记忆能量及长时记忆 中的知识结构等可对飞行员的情境意识水平及质

量进行有效的评估
。

他提出飞行员对情境评估模型作为测量飞行员情境意识的基础
。

有学者

对新老飞行员进行对 比实验发现 在长时记忆 中确立有助于情境意识的知识结构的基础条件

是训练和经验
。

注意作为一种有限资源对情境意识有较大的影响
。

知觉和工作记忆过程需要直接注意
,

决

策及其反应过程亦需直接注意
。

特别在复杂工作情境中
,

当信息超载
、

需作出复杂决策以及任

务繁多时会出现注意资源能量十分有限的情况
。

总之
,

情境意识是一个深受工作记忆和注意能

量限制的复杂的知觉和模式匹配过程
。

多种机制的运用 如不断调整位置
、

选择环境
、

注意分

配和 自动化处理或许能有助于避免这些局限性
,

。

只有根据 良好的具体的图式或心理模式来发

展飞行员的情境意识
,

才可能使其在工作中保证安全
,

并出色地完成任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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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人的情境意识活动机制

测盆情境意识的方法

一些学者指出
,

以飞行员对情境的评估模型作为测量情境意识的基础
,

是一个大胆的构

想
。

目前 得到公认的是情境意识综合测评技术  提出的测量飞行员情境意识的方

法
。

即 飞行员使用给定的飞机系统
,

模拟翻筋斗的方式飞行所制定的任务方案 随时

中止模拟并且取消飞机座舱及窗外的显示 询问飞行员一系列问题
,

确定某 时间他对情境

的认识
。

这些问题均与其情境意识相关 在某一确定时间要全面询间飞行员情境意识不太

可能
,

但随意选择询问一部分有关情境意识的间题是可能的
。

这种随机取样技术保证 了一致性

和统计效度
。

就很容易得到被测者的通过对飞行员
、

系统和任务等试验进行比较 在完成试

验时
,

根据模拟实际发生的情况来评估所询问的问题
,

真实的和知觉的情境的比较
,

为飞行员

提供了较为客观的情境意识测量 通过调查为系统所确定的复合的  分数
,

典型地

分成三个 区 短期
、

中期
、

长期
,

为飞行员的情境意识提供了较好的评估方法 随机抽样应

对飞行同样任务的飞行员重复多次
,

以保证统计显著性
,

使任何系统设计的  分数应和

其他系统的  分数 比较
。

 的主要局限性是模拟过程必须为收集数据而中止
。

它有以下优点

对飞行员情境的心理模型给予 了及时的反映
,

减少了事后收集数据的不 良影响 对

飞行员情境意识的要求进行了十分广泛的了解
,

为综合性的测量提供了条件 直接测量飞

行员情境的知识及情境意识
,

信息可靠 能收集实测数据
,

又能客观评估 测量保证了直

接的表面效度
。

强化情境意识的方法设计

随着工程科学技术的发展
,

各种控制
、

显示设备等 已有 巨大的进步
,

为作业人员的操作提

供了更为完善而准确的各类信息
。

尤其是智能技术发展
,

替代作业人员完成某些复杂
、

高风险

的作业
。

为更有效使用智能化的机器设备
,

最大限度地利用心理学
、

认知科学等行为科学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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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强化作业人员的情境意识更显必要
。

目前
,

强化飞行员情境意识的主要方法是根据情境意

识的活动机制
,

即人类信息加工的过程提出的
。

具体如下特点

避免不必要的注意分配
,

信息应根据空间接近性以及各种仪表信息的使用以信息群的

方式加以表征
,

影响注意转移及分散的视觉显示等减少都是必要的 为优化短时记忆
,

信息

群的使用应尽量减少仪表
,

把各种特征和每一仪表联系起来
。

语义信息应和仪表的空间安排联

系起来 信息表征应有最小注意量
,

利于迅速接近长时记忆存储
。

其 中突出的线索应在表征

阶段获得更多的注意力
,

以提供所要求的迅速的模式匹配联系
。

信息的组织应使物体归类和模

式 匹配尽可能简单
,

通过图式成分的空间分组以及 内在编码特征来达到 鼓励整体的加工

策略
,

有助于减少因注意限制和抽样偏见造成的影响 当信息浪费巨大时
,

应据信息的总体

重要性及与实际任务的状况
,

通过系统对信息加以过滤
。

在有限注意力的情况下
,

信息过滤应

尽量减少信息加工过滤的投人 环境中决定各成分变化趋势及速率的信息是可利用的
,

并

有助于职 预测系统环境的将来状况 最重要的信息应是感知方面最为突 出的
,

这样能保

证预先注意加工后的集中注意 扫视用于简单的次要信息而不需注意监视的性质状态或变

化的任务上 短时记忆过程中
,

特别是加工空间信息时
,

把信息 口语化应尽量减少 信

息输入 如听觉的或触觉的 亦需要补充方式
,

保证信息 同时进人视觉通道
。

多感觉道输人信息

的方法有叻于信息的保持
。

结束语

从以上关于情境意识的介绍中不难发现
,

关于情境意识的定义
,

情境意识的测量和强化方

法设计等
,

都处在探索阶段
,

有待于深人探讨
。

除航空系统外
,

其他易发生事故
、

高风险作业中

职工的情境意识亦需加强研究
。

正如著名心理学家 所说
‘

气在工作任务 中
,

令人的

因素专家十分困扰的便是 当前受到了极大关注的 特别是在航空系统 中
,

包含在一个或一组

概念中的大部分特性
。

这个概念名之为情境意识
。

⋯⋯ 目前
,

对其研究 已有了不少令人乐观的

思想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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