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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用整字识别
、

整合识别等任务研究部件组合频率在汉字识别中的作用
。

发现部件组合频

率可促进高频两部件合体字的识别 实验一 ,在先后呈现两组成部件时这种作用仍然存在

实验二 但在识别高频三部件左右型合体字时 实验三
,

位于左边的部件组合表现出易化

作用 田型字 位于右边的部件组合表现出干扰作用 田型字
。

部件组合有与部件类似的频

率效应
。

关键词 汉字识别
,

部件组合
,

整合识别
,

频率效应
。

前言

汉字结构一般分为笔画
、

部件
、

整字三个层次
。

笔 画影响汉字识别反应时
、

记忆广

度阁
,

即所谓的
“

笔画数效应
” 〕 部件对整字识别有易化 位于字的左边或上边时 或干

扰 位于字的右边或下边时 作用 而识别部件的反应时与整字结构类型有关
,

识别上下

字中的部件较慢
。

实际上字形结构还有一潜在层次 —部件组合田
,

即一个汉字中同时

存在的两个部件
,

比如
“

部
”
字中的

“
立一 口

、

口一 乃 ” 。

部件组合是介于部件和整字的一个

中间层次
。

不同部件组合组成汉字的个数不同
。

这种次数的差别
,

对整字识别有无影响

部件组合同部件的作用是否相似 本文采用整字识别和整合识别等实验范式对上述间题

进行了研究
,

比较部件组合作为整体属性和局部属性对整字识别的不同影响
。

方法

被试 北京某高校三年级本科生 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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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分辨率彩显和声控开关各一台
,

话筒一支
。

程序 被试坐位
,

眼睛平视距显示器 厘米 完成整字识别或整合识别任务
。

王 大小的白色汉字呈现于黑色屏幕背景中央
。

识别反应时由计算机 自动记

录
,

反应正确与否由主试判别并经键盘输入计算机
。

从刺激呈现到被试读出字音为识别反

本文初稿于 年 月 日收到
,

修改稿于 年 月 日收到
。

部分内容曾在首届亚洲语言信息认知加工研讨会 年 月
,

悉尼 作英文专题报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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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时
。

刺激呈现时间为 毫秒
。

实验一 识别两部件合体字

’ 材料 个两部件合体字
,

高频
、

低频各半
,

上下
、

左右结构各半 笔画数均在 画

以下
。

组合频率均值分
、 、

。
、

。 。编四个等级
。

部件频率相近
,

均苛命名
。

结果与讨论

整字识别反应时及错误率列于表
。

重复测量多因素方差分析 表明整字

频率主效应显著
,

识别高
、

低频字的反应时分别为 和
, ,

一
,

错误率分别为
,

和
, , , 。

两项指标一致验证了

字频效应
。

部件组合频率的主效应显著
, ,

一
,

在其 由低到高的四个水平

下
,

识别反应时分别为
、 、

和
,

除 与 外
,

其它三组差异显著
。

部件

组合频率的这种作用反映了两个组成部件的紧密程度
,

同时表现 出同字频类似的整体特

征
。

组合频率高
,

一方面意味含有此类部件组合的字较常见
,

易于识别
,

故表 中反应时随

组合频率增加而减少 另一方面在识别 目标字时需要搜索的范围比较大
,

此时作为一组字

共同特征的组合便成了尽快识别 目标的阻碍因素
,

使识别变慢
,

故表 中反应时在部件组

合频率最高时有所回升
。

所以说 识别反应时是两种过程综合作用的结果
。

表 整字识别反应时 士
,

单位 和错误率 单位
,

括号中

低频字 高频字

上下字 左右字 上下字 左右字

士 士 士 士

士 士 士 士

土 士 士 士

上 士 士 士

整字频率 部件组合频率有交互作用
, ,

一
, 。

识别高频字时
,

部

件组合频率四水平下反应时分别为
、

“
、

和
,

除 和 “ 外
,

其它各组差

异显著 识别低频字时各水平的反应时无显著差异
。

因为高频字的组合频率包含了部分字

频信息 两部件合体字尤其如此
,

两者协同作用对反应时影响较大 而低频字的组合频率

不一定低
。

部件组合频率与整字频率的作用相关
,

因为二者都涉及对特定 目标的熟悉性
。

若部件

组合组字次数为一
,

组合频率实际上就是该字的整字频率
。

比如“
血

”和“

半
”形成的组合只

存在于
“

衅
”
字中

。

若其组字次数大于一
,

则对该组合的熟悉性包括因整字频率产生的熟悉

性和因部件组合本身的组字频率而产生的熟悉性
,

比如
“ 曰 ”和“ 一 ”

形成的组合
,

除了组成
“ 旦 ”字以外

,

还含于
“

查
、

量
、

坦 ”

等 余个字中
。

实验二 整合识别两部件合体字

部件组合频率对识别高频两部件合体字有易化作用
。

假若破坏其完整性
,

比如拆开部

件组合
,

这种易化作用将有何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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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 刺激字同实验一
。

两部件间隔 饥 呈现
,

分别持续
。

第一个部件呈现

至被试读出 目标字为识别反应时
。

一半字先呈现第一部件
,

另一半先呈现第二部件
。

两部

件按其在原字中的相对位置呈现
,

在屏幕上不重叠
,

合成完整的字形
。

结果与讨论

两部件合体字整合识别反应时和错误率列于表
。

重复测量 表明整字频

率的主效应显著
,

整合识别高
、

低频字的反应时分别为 和
, ,

一
,

。

结构类型主效应显著
,

上下字和左右字的整合识别反应时分别为 和
,

, ,

错误率分别为 和
, , 。

说

明将上下呈现的两个部件整合成一个完整的汉字比较难
。

因为上下字结构紧密困
,

将其两

部件拆开先后呈现
,

对其结构完整性的破坏影响较大
,

因此识别反应时长
。

表 整合识别反应时 士
,

单位 和错误率 单位
,

括号中

低频字 高频字

上下字 左右字 上下字 左右字
编

件合率部组频

士 士 士 士

士 士 土 士

士 士 士 士

士 士 士 士

部件组合频率由低到高的四水平下
,

整合识别反应时分别为
、 、

和
,

其中 与其它三组的反应时有差别
, ,

一
, 。

说明在两组合部件先

后呈现时
,

部件组合频率所表现的组合部件之 间的连接紧密程度确实在识别整字时起 了

重要作用
,

但对这种紧密性的 一定程度的破坏影响了组合频率的作用
。

两部件先后呈现破

坏了部件组合的完整性
,

但部件组合频率
、

整字频率
、

结构类型三个属性对命名反应时仍

然有显著作用
,

说明此时自上而下的有关整体属性知识仍然起着很重要的作用
。

’

部件组合频率在两部件合体字中具有整体特征是其作用的关键
。

那么
,

若作为一种局

部属性 如在多部件合体字中
,

部件组合频率是否会有另一种作用呢

实验三 识别多部件合体字

本实验用识别三部件合体字任务
,

探讨部件组合频率作为局部属性时的作用
。

材料 个三部件左右型合体汉字
。

各部件均可音读
。

一次切分出偏旁部首后剩下

的两个相邻部件为 目标部件组合
。

例见表
。

高频 一 级
、

低频
、

级 〕各半 目标

表 实验三刺激字举例

部件
‘

高频字部件组合方式 低频字部件组合方式
组合

。

—
频率 田 田 皿 田

·

田 皿

高 况 部 侧 拐 郡 靴

中 湿 创 谢 肮 剐 渺

低 挖 叔 辩 谍 颖 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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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合频率分
、

和 编三水平 部件有三种组合方式 田型
、

田型和 皿型
。

结果与分析

三部件左右型合体字识别反应时与错误率列于表
。

重复测量 表明整字

频率的主效应显著
,

识别高
、

低频字反应时分别为 和
, ,

一
,

错误率分别为 和
, , , · 。

部件组合频率的主效

应显著
,

低
、

中
、

高三水平下识别反应时分别为
、

和
, , ,

与
、

差异显著
。

部件组合作为局部特征
,

低频时干扰识别
,

高频时易化

识别
。

’

田型
、

田型和皿 型三种部件组合方式下识别反应时分别为
、

和 , , ,

,

错误率分别为
、

和
, , , ,

首次切分后单部件在笔顺序列前端 左边 的字识别快
,

错误率低 而部件组合在前端的则

识别慢
,

错误率高
。

表 整字识别反应时 士 ,

单位 和错误率 单位
,

括号中

低频字部件组合方式 高频字部件组合方式

「 田 皿 田 田 皿

士 士 士 士 士 士

士 士 士 士 士 士

士 士 士 士 士 士

低中高

整字频率 只 部件组合频率有交互作用
, ,

一
, 。

识别高频字时
,

部

件组合频率低
、

中
、

高三水平 下的识别反应时差异显著 而识别低频字时没有显著差别
。

整

字频率 部件组合方式的交互作用显著
, ,

一
, 。

识别高频字时
,

田

型
、

田型和 皿 型字的反应时分别为
、 、 ,

识别 皿 型字最慢 错误率分别为 召
、

、 ,

以 皿 型字为最高
。

而识别低频字时
,

三类型反应时分别为
、

和
,

以 田型最慢 错误率分别为
、

和
,

以 田型字最高
。

部件组合频率 部件组

合方式有交互作用
, ,

一
, 。

识别 田型字时
,

部件组合频率低
、

中
、

高

三水平下整字识别反应时分别为
、

和
,

后两者差异显著 而识别 田型字时
,

部件组合频率低
、

中
、

高三水平下的识别反应时分别为
、

和
,

前两者差异显

著
。

即识别田型字和 田型字时
,

部件组合频率分别表现出易化和干扰作用
,

中频的反应时

最长
。

识别皿型字时
,

部件组合频率无显著作用
。

本实验中识别低频字时
,

部件组合频率无显著作用
,

同实验一类似 而实验二识别高

频字和低频字中
,

部件组合频率的效果无差别
,

说明整字频率的作用因分开呈现部件受到

破坏
。

实验一 、三的结果说明
,

不论部件组合频率是整体还是局部属性
,

其作用均受整字频

率的影响
。

结语

部件组合频率在识别高频字时有干扰和 易化两方面的作用
,

对识别低频字无显著影

响
。

识别高频两部件合体字时
,

部件组合作为整体结构
,

其频率由低到高表现出易化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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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最高段表现出一定的干扰作用 识别高频三部件合体字时
,

作为局部结构
,

识别 田型字

时有易化作用
,

识别田型字有干扰作用
。

致谢 本文据导师荆其诚教授和林仲贤教授指导下所完成博士学位论文的一部分修改而

成
。

在此谨向他们致以衷心的感谢 感谢何海东同志帮助编写实验程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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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实验一
、

二因素设计及刺激字

左右字 上下字

低频字 高频字 低频字
编

件合率部组频

。

。

高频字

加如叶

计利放

池打伏

祖找状

叭叮扣吐泪

柏肚斩付呐

伐仿灿垃肋

钞炊冯劫砍

古另台穴只

呈皇孟苗虽

否李早岩香

泵导亩怎突

呆旦杏杳呆

胃吊寺旨娄

帛杰男芍秃

宝甭宵劣辛

附表 实验三因素设计及刺激字

高频字部件组合方式 低频字部件组合方式

田 田 皿 田 田 皿
’

编
件合率部组频

涂略轻联况

旋湿腔拖将

摆临挖伤摇

敏劲胡数部

鼓创散剥教

凯叔歌飘荆

侧例倒雌树

渐概谢脚倾

柳傲掀辩御

峭舵袒晦拐

禅呛肮捏蝎

琐谍淹聘吮

魂勋敛毓郡

雏鹃剔鹊剐

颓颖甄鸿剃

靴讹咖娜咧

鸿坳卿绑渺

湃粥狱徽嗽

高中低



期 韩布新 汉字识别中部件组合的频率效应

了心 妙 召, , 通“ 如砚 , ,

红

,

,

一

,

田
, 眨

田
, ,

弓

加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