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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报告与论文
·

汉字识别中部件的频率效应
①

韩布新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
,

北京
,

摘 要 用整字识别
、

整合识别和部件识别任务探讨部件频率在汉字显示识别中的作用 实验一

发现第一部件频率促进低频两部件合体字识别 实验二先后呈现合体字两组成部件并识别整字
,

第二部件频率有干扰作用 实验三识别合体字中的部件
,

部件颁率有易化作用 部件在汉字识别中

的易化和干扰作用受整字频率和结构类型的影响

关键词 汉字识别 部件频率 整合识别 部件识别 易化和干扰

前言

汉字结构有整字
、

部件和笔画三级层次
。

整体属性如字频
、

结构类型等对部件识别有重要作

用
,

而局部属性如笔画数
、

象限部位等对整字识别有显著影响
,

、 ‘ 〕。

有关部件对整字识别中的作

用尚无研究报道
。

部件作为单个结构反复认读
,

可能成为基本表征
‘ ,

且 比笔画更符合认知简约原则
。

字词识别时知觉加工的自动化与否
、

采取并行还是串行的方式受其频率影响
。

如果说汉字识别必

须经过属性分析阶段闭
,

部件频率是否也有类似作用 本研究拟探讨汉字认知中部件频率的影响
,

整体和部分信息的相互作用
。

方法

被试 北京某高校二年级本科生
,

年龄 一 岁
。

其中实验一 男
、

女 人 实验二

男
、

女 人 实验三 男
、

女 人
。

仪器 微机
、 矛

分辨率彩显和声控开关各一台
,

话筒一支
。

程序 被试距显示器 完成整字识别
、

整合识别和部件识别任务
。

的白色

汉字呈现于黑色屏幕背景中央
。

计算机 自动记录反应时
。

实验一
、

整字识别

材料 个左右结构两部件合体字
。

部件均可音读
,

根据笔顺分为第一部件和第二部件
,

如
“耿

”

字的
“
耳

、

火 ” 。

高频 一
、

级
、

低频
、

级
, 〕各半 第一部件频率分

、 、

编三个

水平 第二部件频率分
、 、 。三个水平 〔吕 。

程序 刺激呈现时间为
。

从刺激字呈现到被试读出字音为识别反应时
。

结果与分析

重复测量方差分析 表明
,

整字频率主效应显著
。

识别高
、

低频字反应时分别为

和
, , ,

错误率分别为 和 乡石
, ,

一
,

第一部件频率的主效应也显著
,

由低到高三水平下反应时分别为
、

和
,

其中 和

差异显著
, ,

错误率分别为
、 、 , ,

一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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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件频率的易化作用解释了
“

字之左上角所含信息对于识别该字最重要
”陈 〕的现象

。

说明熟悉

局部有助于识别整体
。

速示呈现整字时
,

对两部件同时加工
,

但第一部件提取的速度更快
,

对第二部

件的加工尚未结束
,

识别便已完成
,

故第二部件频率无显著作用
。

第一部件频率 整字频率有交互作用
, ,

一
,

尸
。

在第一部件频率 由低到高三

个水平下
,

高频字识别反应时差异不显著 低频字识别反应时分别为
、 、 ,

差异显著
,

, ,

尸
。

这种交互作用进一步解释了字频效应的机制
。

因为识别不熟悉字需经过

部件加工
,

故识别时间较长
。

识别整字时被试可能采取忽略部件
、

注意整体的策略
,

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抵消部件频率的作

用
。

故实验三将组成部件分开
,

如先呈现“
泵

”

字中的
“
水

” ,

再呈现
“ 石

” ,

要求识别
“
泵

”
字

。

即须识别

部件并将其整合成全字
,

以便能突出体现部件的作用
。

实验二
、

整合识别

, 材料 个两部件合体字
。

高
、

低频各半 各组上下
、

左右字 比例相等 第一部件频率分
、

编两水平 第二部件频率分
、

编
。

部件读音与整字不同
。

程序 两部件间隔 先后呈现于显示器上
,

均持续
。

从呈现第一部件至被试读出

目标字为整合识别反应时
。

有一半字先呈现第一部件
,

另一半先呈现第二部件
。

结果和分析

结果表明
,

整合识别高频字和低频字的反应时分别是 和
, ,

,

错误率分别为 和
, , 一 , 。

第二部件频率高
、

低两水平

下
,

整合识别反应 时分别为 和
, , ,

错误率分别为 和
, , , 。

结构类型与第二部件频率有交互作用
。

在第二部件频率高
、

低水平下
,

整合识别上下字反应时

无显著差异 识别左右字反应时分别为 和
, , ,

尸
。

上下字结构方式

比较紧密
,

故知觉特征登记时有整体加工的趋势
。

左右字两部件并行排列
,

同习惯的从左至右阅

读方式一致
,

结构特征较易分解
、

提取
,

为部件频率产生作用创造了机会
,

部件频率作用与字的结构

类型有关
,

从新角度证实了不同象限的作用 ’
。

第二部件频率增加使整 合识别的反应时和错误率显著增加
。

这种
“
干扰作用

”

可能因为 ①整合

识别时要加工两个部件后识别出整字
。

由于汉字的笔顺认知习惯
,

第二部件比第一部件更重要
。

②

高频部件有独立成为单一认知单位的倾向
。

频率越高的部件
,

从整字 中独立出来的倾向越强
。

对部

件分别加工又为高频部件的独立创造了机会
。

识别整字必须克服这种独立倾向
。

因此含有高频部

件的整字识别反应时也相对较长
。

③整合识别时必须完成对后呈现部件的加工才能识别出整字
。

由

于汉字的部首大多位于第一部件的位置
,

据此可形成一个待识别的汉字集合
,

第二部件作为区别特

征表现出了干扰作用
。

实验三
、

部件识别

第一部件频率对整字识别有易化作用
,

而第二部件频率对整合识别有干扰作用
。

如果实验任务

为识别部件
,

即知觉对象小于整字
,

部件频率的作用又将如何

程序 刺激字同实验二
。

屏幕中心点
。

视角的上 或下
、

左
、

右 方先呈现一绿色小字“ 上
”

或下
、

左
、

右 视角
,

提示 目标字中待识别部件的位置
。

后在屏幕中心

呈现一个
“ ”

号
,

然后在同一位置呈现 白色目标字
。

目标字呈现至被试读出部件为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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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识别反应时
。

一半字读第一部件
,

一半字读第二部件
。

结果与分析

结果表 明
,

结构类型的主效应 显著
,

识别上下字和 左右字 中部件反应 时分别为
、 , ,

一
,

识别左右字中部件反应时分别为 和
,

两者差异

显著
, ,

一
,

尸 识别上下字中部件无差别
。

左右字的结构较松散
,

识别其中部件

较快
,

但识别其中左部件比右部件难
,

说明左部件与整体结构更紧密
。

识别高
、

低频字中部件反应时分别为 和 “
, , , , 尸 高频字各部分

之间联结紧密
,

拆分比较困难
。

第二部件频率高
、

低两水平下部件识别需时 和
, ,

,

错误率分别为 和
, , ,

识别部件位置

第二部件频率有交互作用 第二部件频率高
、

低水平下识别左部件反应时分别为 和
,

, , 尸 而识别右部件时则无差异
。

右部件可促进识别左部件
,

体现了知觉加工

时汉字各部分之间互相影响和整体优先的原则
。

讨论

汉字是汉语的基本单位
,

形
、

音
、

义的综 合体 其视觉识别是阅读过程的起始环节
。

本研究揭示

了部件频率的作用
,

为进一步探讨
“

自上而下
”
和“

自下而上
”

两种信息加工方式之间的关系
,

尤其是

部分对整体的影响等间题
,

提供了基本资料
。

整字频率对整字识别的“ 易化作用
”

和对部件识别的“ 干扰作用
” ,

在分开呈现合体字的两个组

成部件时仍然存在
。

整字识别过程中同时存在对局部结构的分析性加工
,

而部件识别过程中也有对

整体结构的加工
。

整体和局部相互促进或和干扰
。

竟争的关键
,

在于整体或局部频率的相互关系一

如整体频率占优势
,

则以整体加工为主 如整体频率的作用下降
,

则对局部频率的分析性加工得以

表现出来
。

三个实验初步证实了整体属性 整字频率
、

结构类型 对于局部知觉 部件识别 的制约作

用
,

以及局部属性 部件频率 对于整体加工 整字识别 的易化和干扰两方面影响
。

熟悉性并不都是

有利的
,

只有与知觉加工同层次结构的频率才有易化作用
。

部件作为汉字的基本结构单位
,

可能成为一种记忆组块
,

在心理词典中成为

不同汉字之间的联结点
。

乙 印 在研究中文词认知时发现中文复合词的反应时可由整词

频率和其组成单字频率预测 〕。 ‘

叹语词和汉字
、

汉字与其组成部件之间皆是局部与整体的关系
。

单

字识别的反应时除了可由整字频率预测外
,

还受到其组成部件频率的影响
。

这从另一个层次反映了

中文认知中整体和局部的关系
,

以及整体对于局部知觉的普遍性影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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