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元不以意群和标点为基础
,

甚至打破了意群和点标

的关系
,

那么言语知觉中就会将具有独立意义的意

群和句子知觉在两个言语单元里
,

这时对言语的意

义加工就变得十分困难
。

至于那种没有节奏的言语
,

在言语知觉时
,

不能借助知觉整体性直接将流动的

言语划分为若干意义单元
,

而只能借助经验在脑中

进行间接划分
,

然后再做意义加工
。

这种方式增加了

信息加工的环节
,

信息加工的效果也就降低了
。

2
.

从心理语言学角度看
,

人们对句子的加工
,

一般借助两种线索
:

句法线索和语义线索
。

意群是

以句法和语义为羞础的最小意义单元
,

以意群为基

础的言语节奏
,

刚好与大脑中熟悉的句法线索和语

义线索相一致
,

因而信息加工变得简单容易
。

而打

破意群的言语节奏
,

也就打破了言语的句法结构和

语义结构
,

因此
,

输入的信息与旧有句法线索和语

义线索不相适应
,

信息加工变得困难
。

而无节奏的

言语
,

只有在脑中根据句法规则和语义规则先做相

应的意义单元划分
,

然后才能借助句法线索和语义

线索进行信息加工
。

显然
,

信息加工的效果会因此

变差
。

3
.

从
“

命题编码理论
”

看
,

信息是由命题进行表

征的
。

命题是思维活动的基本意义单位
,

通常由一

个谓词与一个或几个中项构成
,

用以表述一个事实

或状态
。

一个命题相当于一个或几个意群
。

以意群

为基础的言语节秦
,

刚好与信息的表征形式一致
,

因此信息加工就取得好效果
。

而打破了意群的言语

节奏
,

言语传输的信息与被命题所表征的旧信息间

产生冲突
,

信息加工就变得困难了
。

至于无节奏的

言语同前述的一样
,

首先必须在脑中做相应的命题

划分
,

才能借助旧有命题进行信息加工
,

于是
,

信

息加工 也变得困难了
。

(霍庆教育学院教育系 李粉 )

汉字识别中的音形义启动效应

问 题
可以从形

,

音
,

义的启动效果差异上表现出来吗 ?

探讨这个问题是本实验的第二个日的
。

“

启动效应
”

是近年来认知心理学研究的重要课

题
。

研究启动效应的价值在于可以通过它探讨人脑

内各种文字和知识信息是如何表征的
。

按
“

激 活 扩

展
”
理论

,

人脑中存储的各种文字信息
、

知识 概 念

是以一定的关系网络形式组织的
。

启动效应就是外

部输入信号 (启动词出现 )沿着大脑中的这种记忆网

络结构扩展
,

激活网络中各个结点使它们处于活跃

状态的结果
。

因此用启动效应表现出来的结果推测

脑内知识信息的存储情况是可行和有效的
。

近年来
,

用拼音文字材料进行的启动效应研究众多
,

已发现

的启动效应包括语义相关的
,

也有词形和词音相关

的
。

然而
,

以中文材料所做的启动效应研究并不多

见
。

中文与拼音文字在视觉
、

听觉等方面均有不同特

点
,

拼音文字中发现的启动效应能否在中文材料中

发生呢 ?其启动情况又如何?探讨这个问题是本实验

的第一个目的
。

按照
“

语音转录
”

理论对字词的加工

顺序是先形后音然后达意
,

也有从形到义的
“

直通
”

说法
。

如果中文词的加工遵循语音转录
,

或是
“

直

通
” ,

那么在改变启动词与目标词间隔时间的条件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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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 法

(一 )实验设计
。

让被试用命名潜伏期法识别

与启动词有形相似
,

读音相同
,

和语义按近 以及没有

音
、

形
、

义关系的无关词共四类
。

根据被试识别的反

应时和正确率比较四类词的差别
。

实验设计的逻辑

前提是
,

如果与启动词有形
,

音
,

义关系的目标词

受到了启动词的影响
,

那么
,

它们与没有受到启动

的目标词 (与启动词无音
、

形
、

义关系的无关词 )与识

别反应时上会有一定差别
。

差别越大说明受到的启

动效果越明显
。

(二 )材料
。 “

现代汉语频度词典
”

中选单字28 8

个
。

选词标准
:
1) 使用度35 左 右 , 2) 笔 划 6一1 4划之

间 , 3) 目标词与启动词不能组合成双字词 , 4) 启动词

与目标词的音同
,

意近
,

形似关系由汉 语 词 典注

音
,

汉字正 字法
,

现代汉语同义词词典标准选择
。

邹 g

个词按音同
、

形似
、

意近和无关四 类 配成36 对 (见

表1 ) ,

在三种启动间隔(20 0
、

8 0 0
、

2 5 。。毫秒)中成

对随机呈现
,
汉字由计算机屏幕显示

。



表1 实验材抖 目标词与启动词举例

意近启动 形似启动 音 同启动 ! 无关启动

启动词目标词}启动词目标词}启动词 目标词!启动 词目标佣

(三 )实验步骤
。

先 给 一 个 预 备 信 号 引

起被试注意
,

然后在计算机屏幕上呈现启动词
,

启

动词呈现 1 00 毫秒
,

待消失后
,

目标词在同 一位置

出现
。

目标词分别在启动词消失后间隔 20 0 , 8 0 0
,

1 5 。。毫秒三种条件下呈现
。

被试的任务是当目标词

出现时
,

迅速而准确地识别并读出该词
。

此时被试

发音气流启动音控开关信号物入计算机自动记录下

目标词显示到被识别命名之间的时间
。

主试在与被

试同步工作的另一台显示器上观察被试命名读音
,

如读错
、

按错误反应键
,

计算机自动记录反应错误数

并删去该词反应时
,

不参予统计计算
。

全部实脸由

计算机控制
,
最后打印出结果

。

(四 )被试
。

心理研究所进修班学员15 名
,

大学

文化
。

视力正常
,

男11 人女4人
,
平均年龄31 岁

。

结 果

(一 )实验I
,

启动效果

结果整理后见表2
。

遇烦秋
·
:蛋亮饮!部忽劳三步呼牢⋯爱狠舫

·
二受耍狼!谈妈视⋯讲爹看⋯

表2 不同启动间隔条件下词识别反应时 (m s)

间间隔隔 启动条件件 褚误率%%% 又又 SSS FFF PPP 均值差 (启动t )))

222 00 m 888 愈近近 1
。
111 59 111 7 111 8

.

6 1
...

<0
。

0 555 3 777

形形形似似 2
。

777 62 555 . 555 0
。

0 333 》0
。

0 555 333

音音音 同同 0
。

555 5 9 000 8 444 1 1
。

0 9 二二 <0
。

0 111 3 888

无无无关关 3
。

333 6 2 888 9 000000000

SSSO0 m 吕吕 盆近近 000 59 888 1 0 555 6
。

1 6
...

(0
。

0 555 5 666

形形形似似 1
。

111 6 2 000 8 222 2
。

2 222 ) 0
。

0 555 3 444

音音音同同 1
。

111 5 8 444 8 222 1污
。

6 5
’ ...

(0
。

0 111 7 000

无无无关关 1
。

666 6 5 444 1 1 000000000

1115 0 0 m 888 愈近近 1
。

666 6 0 666 7 444 1 5
。

8 4
0 ...

(0
。

0 111 7 555

形形形似似 3
。

333 6 3 444 8999 4
。

8 3
...

<0
。

0 555 4 777

音音音同同 0
。

555 6 0 000 7 777 2 2
。

1 5 二二 (0
。

0 111 8 111

无无无关关 2
。
111 6启111 1 2分分分分分

实验结果表明
:

’

(1) 音同词启动效果 明 显
,

与

无关词相比差异达非常显著水平P (0
.

05 或P <。
.

01 ,

(2 )意近词次之 , (3 )形似词在2 0。, 8。。毫秒间隔条件

下无明显启动
,

但在 15 0 0毫秒条件下启动效果明显
,

P <。
.

05
。

可见
,

总的说来
,

启动词的出现
,

在三种间隔

时间条件下均对 目标词识别产生促进作用
,

即发生

了启动效应
。

(二)
,

实验亚
,

无启动条件下的词识别

本实验是作为实 验I的对照而 设 计 的
。

实脸

n 的材 料 与 实验I相 同
,

与实验I不同之处是目标

词呈现之前无启动词出现
。

实验结果表明只要汉字

的笔划和频度使用度平等
,

等那么对它们的识别速

度 (命名潜伏期反应时)无显著差异
。

三组实 脸 共9

项
,

有8项远没有达统计差异显著 水 平P ) 。
.

05
。

实

脸11 进一 步证实了启动效应的存在
。

(三 )实验n l
,

皿复 (学习)条件下的启动

效应

实验I
,

11 证实了 汉 字 材 料 存 在启动 效应
,

但这种启动效应是在记忆中词汇信息处于
“

非激活
,

状况下发生的
。

如果变一种情况
,

让这些词处于活

跃状态
,

例如该词刚刚得到重复呈现即对该词有一

定学习效果时
,

对它们是否 会 有启动效应呢 ? 为

了探讨这个间题
,

设计了实验n l
。

材料和方法与实

验I相同
,

差别在于 要识别的目标词已在实脸中出现

过
,

因而多少留下了重 复 (学习)效果
。

实脸In 与实

脸11 间隔1 0分钟
。

实验n l与实脸I的结果是近似的
,

存在启动效应
。

三种时间间隔条件下除20 0 毫 秒 形

似启动不显著外
,

均出现明显启动效应
,

P < 0
.

05 或

P <0
.

01
。

启动效果依然是词音启动第一
,

词意启动次

之
,

词形启动第三
。

实验结果还可以看出重复 (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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匀)效果
,

实脸n i所有词的识别反应时均比实验t(无

学 习效果) 明显减少
。

2 00 毫秒启动间隔 平 均 减 少

6口奄秒
,

80 0毫秒间隔平均减少 7夕毫秒
,

15。。毫秒间

隔平均减少 8 , 毫秒
。

讨 论

(一 )我们的实验得到了与拼音文字大体相同的

结果
,

说明汉字材料同样存在词的音
、

形
、

义启动效

应
。

我们事先假定新选词是平等的(经实验n 证实确

是如此)
。

这样
,

如果启动词的出现改变了对目标词

的识别反应时
,

这种差异当然只有来 自启动的作 用
。

(二) 字词信息以某种语义网络方式储存于头脑

中的假说基本可以解释语义启动效应
。

我们实验中

的意近词多数是等义词
,

例如
, “

爸
”
和

“

爹
” 、 “

谈
”

和 “讲
” ,

按网络理论这些词处于同一或相邻结点
,

这样的词能够相互激活不难理解
。

间题在于词音和

讨形的启动效应
。

例如
“

劳
”
和

“

牢
”

发 音 相 近

但没有语义联系
。

又如
, “

狼
”
和

“
狠

”
形相似但也

没有语义联系
。

是否他们也要象语义网络一样结成

一个语音和形相似的音网络
、

形网络呢 ? 如果要用

徽活扩展的理论解释启动效应
,

需要一个前提
,

即

记忆中必须至少有形
,

音
,

义三个
“

关系网络
”

并

存
。

关于词识别
,

G lu s li k o (1 , 7 , )提 出过 “激活

一综合模型 ” ,

我们的实脸更接近该模型的解释
。

(三 )对音同启动效果最明显
、

意同启动次之
、

形

相似启动第三的解释
。

这可能与实验是以词发音命

名有关
。

实脸用的启动词呈现1 00 毫秒
,

与目标词的

最短间隔200 或秒加起来共3 00 毫秒
。

在这3 00 翁秒内

大脑可能已经完成了对启动词的名命准备
。

虽然实

脸中我们不要求被试对启动词命名
,

但这种形—

音转化是自动完成的
。

根据曾志朗等的研究
,

识别

过程中语音转录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自动过程
, “

想不

要也不成
,

它自动完成
” 。

当被试对启动词自动命名

(不一定读出)发生后
,

紧跟着呈现的目标词与它发

音不一样
,

发音器官就不可能同时发出二个不同读

音
,

发音上瞬间的矛盾冲突阻碍了对 目标词的命名

反应
。

这可能就是词形
,

词意启动表现不如词音启

动明显的原因
。

而在1 5 0 0毫秒间隔条件下
,

发音器

官的冲突已缓解因而词形启动效果才显现出来
。

(四 )同一 类词在2 0 0 , 8 00 , 1 5 0 0毫秒三种启动

间隔时间条件下
,

其启动效果之间无显 著 差 异P <

0
.

05
,

这个结果与我们的预想情况有出入
。

原设想启

动发生后可能会有一个先形后音最后达意的启动顺

序
,
可表现为词受启动后不同时刻其形

,

音
,

义启

动程度大小有差别
。

这个预期与实验结果不符合
。

事实上词的音
、

形
、

义启动在30 0毫秒内已全部完成

(启动词呈现 1 00 毫秒间隔最短20 0毫秒)
。

这个结果

可能是音
、

形
、

义并行激活不分先后的证据
,

当然

也可能是检测间隔时间太长
,

而真正的差别是在30 0

毫秒之内
,

这有待验证
。

结 论

(1 )频度
,

使用度和笔划相差不多的汉字材料无

启动识别时反应时无显著差异 , (2 )汉字材料 存 在

词的音
、

形
、

义启动效应 , (3)在2 00
、

8 00
、

2 5 00毫

秒 三 种 启 动间隔条件下音同启动第一
,

意近启动

次之
,

形似启动更次之 , (4) 相同词在三种启 动 间

隔时间条件下其启动效果无显著差异
。

(云南省委党校 洪尾辉
,

中国科学院心

理研究所 张武田 冯玲)

机械材料保持时间
与记忆自然恢复量关系研究

一
、

问题的提出

以往对记忆自然恢复现象常采用同一组被试多

次复侧得出
,

作者认为其间有复测带来的学习因素
,

因而其结论不是单纯的记忆 自然恢复规律
。

故作此

研究
。

二
、

实验过程

实验材料 取13
.

5 x1 0平方厘米色片 7 种
,

几何图形名称 7 种
,

随机配对
:
淡黄—

一划 , 中

5 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