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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方式和年龄差异对语言

单位大小效应的影响
’

喻 柏 林 李 文 玲

(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 ) ( 北京师范大学心理系 )

〔摘要〕本研究分别以回忆方式和年龄为变量验证喻柏林 ( 19 8 9 ) 提出的语言单位的 大 小

效应
。

结果发现
,

单位的大小效应既不受回忆方式的影响
,

也不受年龄差异的影响
。

由此 可

见
,

该效应有相当大的稳定性和普遍性
。

此外
,

本研究还重现了回忆方式对于揭示记忆 发 展

的作用
,

并提出以作业难度作为衡蚤记忆发展指标的可行性
。

. 盆召. . 日‘.

月lJ 舌

汉语有各种大大小小的单位
,

如单字词
、

双字词
、

词组 以及句子等
。

喻柏林 (1 98 9 )( , ) 在

自由回忆下发现
,

17 岁被试的短时记忆 ( ST M ) 成绩深受单位大小 的 影 响
,

具体 表 现 为

_
ST M 容量随单位的扩大而降低

。

这就是所谓的单位大小效应
。

但是
,

容量的降低量与 其 单

位的扩大量
,

两者不是按反比例关系变化
,

否则ST M容量会 更 好 地符 合 巴 德 利 的模 式

(Ba dd习云y
,
1 9 8 3) ‘2 ’。

喻文认为该结果表明
,

S T M容量主要受单位时间内发生的音节数(或

字数)的限制 ,同时语义因素也在其中起一定作用
。

这一推断得到了该文数 口字实验 的证实
。

而

在长时记忆 ( LT M ) 中
,

语文材料的单位大小效应完全消失 ; 而相对无意义的数目字则仍然

保持着这种效应
。

这一现象正好反映了语义因素在 LT M 中的重要作用
。

喻文这些发现的普

遍性还待进一步验证
。

本研究的第一个目的
,

就是试图从下述两个变量进行验证
。

首先
,

本研究的实验一以回忆方式作为 自变量来验证记忆中单位的大小效应
。

因为喻柏

林(19 87 )(a ) 以及喻柏林和李文玲 ( 1 9 8 9 )( 4) 的研究表明
,

不同的回忆方式可以获得相同的

结果趋势
。

因而一种回忆方式可以作为验证另一种回忆方式所获结果的手段
。

本研究采用系

列回忆以期重现喻柏林 ( 1 9 89 ) (l) 自由回忆下的大小效应
。

其次
,

本研究的实验二以 年 龄

为自变量来检验大小效应
。

因为喻和李 ( 1 9 89 )(4) 指出
,
8 一 17 岁儿童的ST M 容量或广度

,

在米勒 ( G
.

A
.

M illert 956 ) (5 ) 的有限容量模式 ( 7 士 2 个组块 ) 内是有所变化发展 的
,

即

大龄儿童的容量比小龄儿童大
,

这与德姆斯特 (F
·

N
·

D e m Ps ter 1 97 8 )( 6) 大小年龄儿童词的 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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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广度稳定不变的结果是不相同的
。

而且 12 一17 岁年龄段的发展幅度比 8 一 12 岁小年龄段的

还要大
。

在 LT M 的保持量上也存在年龄差异
。

可是在那项发展研究中仅涉及两种单位 ( 单

字词和双字词 )
。

如果单位再扩大到成语和句子
,

小龄儿童是否能重现大龄儿童的大小效应

呢 ? 换言之
,

单位的大小效应是否会受年龄差异的影响呢 ?

本研究的第二个 目的是再考查回忆方式与记忆发展的关系间题
。

自由和系列回忆方式的

区分
,

就被试记忆负荷而言
,

是个作业难度大小的问题
。

前者只要求项目信息正确
,

后者要

求项目信息和项目位置信息都正确
。

显然
,

后者比前者难度大
。

喻和李 ( 1 9 8 9 ) (4 ) 发现
,

系

列回忆对于揭示回忆中的年龄差异比自由回忆敏感
。

具体表现为
,

对于同一种材料在自由回

忆作业下
,

其年龄差异不显著或其发展幅度不大 , 而系列回忆下大龄儿童比小龄有较明显的

优势
。

这表明
,

回忆方式对揭示记忆发展有一定的影响
。

本研究除了试图在多种 材 料 上 验

证这一结果之外
,

还尝试在分析实验数据基础上
,

探讨标志记忆发展的新指标
。

实 验 一

目的和方法 出自验证喻柏林 (19 8 9) (1 ) 大小效应之 目的
,

本研究用单字词
、

双字词
、

四字成语和七字句以及二位数和三位数共六张字表完全同喻文
。

刺激呈现也是取 1 项目/ 秒

的视觉系列方式
。

一张字表 12 个项目呈现完毕后
,

即令被试按系列回忆要求又快又准地欺写

刚刚记住的项目
。

每两张字表 S T M 实验之间有 2 一 3 分钟休息时间
。

在全 部 ST M 实验结

束后的10 分钟内
,

出其不意地要求被试对六张字表的项目做全面的系列回忆
,

并默写在准备

好的记录纸上
。

以此测查 LT M
。

被试
:
30 名高中生

,

男
、

女各半
,

平均年龄17 岁
。

实验为被

试内设计
。

实脸结果与讨论 本实验的十二个项目中能正确回忆的 S T M 和 LT M 成绩见 表 1 一

1
。

为了与喻文 ( 1 9 8 9 ) (l) 自由回忆的结果作比较
,

表 1 一 1 还列入该文的相应数据
。

表 1 一 1 回忆方式时记忆成绩的影响 (单位
: 个)

记忆
作业

回忆
方式

记忆成峨

单字词 双宇词 成语 句子 二位数 三位傲

门‘的甘2
门‘

:
3
品口

O八U
月弓n�

:
.勺�吕

ST M 系列

自由

7
。
2 0

8
。
0 4

2
。

9 0

5 . 1 9

九UO甘目了QO

:
丹JUJ八U月峨曰才月才

:
口J月I

O
J马2

八U

:
,几内 自勺甘,曰自七,自

:
几‘口合九幼自O盛U曲‘

:
,占J,n月O门‘,曰

:
,二J,

L T M 系列

自由

1
。
8 7

2
。
3 7

2
。

0 3

3 。 1 1

1
.

语文材料的S T M 成绩

从表 1 一 1 清楚可见
,

系列回忆下四种语文材料的 S TM 广度随其单位的扩大而降 低
。

经过对平均数差异的 t 考验后
,

其显著情况可用下列不等式表示之《注》
:

{三三亘}
>

巨三亘!
>

{亘三⋯}
>
!三三} (式 1 一 1 )

而 自由回忆的结果是
:

{ 单
、

双字词 (式 1 一 2 )!
>
}三三二}
>

!三三{
注
.

不等式两边项 目的记忆成峨
,

其差 异显著( 至少P < 0
,

06 ) , 位于同一方框内的项 目
,

其垂异不 . 若
。

以 下 佣
。



可见
,

系列回忆不仅重现了 自由回忆下 ST M 成绩随单位扩大而 降低总的趋势
,

并且就

是在单
、

双字 i司之间也显示 出大小效应
。

这说明
,

准!‘对大的系列 1叫忆对
丁

J
几

揭示大小效应比 自

由回忆更敏感
。

2
.

语文材料的 LT M 成绩

表 1 一 1 所示系列回忆下的 LT M 则与单位大小的变化无规律性的联系
。

而经成对 平均

数差异的 t考验后都互不显著
。

这一结果完全重现 了自由回忆的模式
。

因而 再 次 表 明
,

在

LT M 中不存在单位大小效应
。

3
.

数目字的记忆成绩

从表 1 一 1 可见
,

无论在 S T M 或 LT M 上
,

系列回忆都和 自山回忆所示一样
: 三位数

的成绩低于二位数
,

即数目字的记忆成绩随其单位的扩大而降低
。

此外
,

为了和语文材料的

相应结果作比较
,

表 1 一 2 列出单位扩大量与记忆成绩变化量的对应关系
。

单位扩大量与记忆成绩 变化量的关系
.

表 l一 2 (分别以双 字词和二位数的数据 为墓数 )

单位扩大
倍欣 (名称 )

STM 成峨降低倍数 LT M保持盆降低倍数

系列回忆

0. 5 (三位数 )

1 (四字成语 )

2
。

5 ( 七宇句 )

0
。

3 9

0
。
3 5

0
。
4 9

自由回忆

0
。

5 4

0
。
2 4

0
。

3 3

一
-

塑里上一阵兰些竺一
一

“·5 4
{

”
·

6 ‘

一o ·0 6

;
“

一 0 · 又9
{

”·2 7

从表 1 一 2 可见
: (1) 在 S T M 成绩上尽管系列回忆下三位数的降低量不如自由回忆下 的

大
,

但它与语文材料相比较
,

仍然保留自由回忆下的趋势
,

即数目字 ST M 成绩随单位的 扩

大呈现急剧骤然下降之势
,

而语文材料呈现缓慢平稳之势
。

这再次表明
,

喻文对语文因素影

响 ST M 成绩推断的可靠性
。

(2) 在 LT M 上
,

系列回忆同样重现 自户!回忆下的结果
,

即语文

材料中没有单位大小效应
,

而且大单位比小单位甚至有较高的保持录
。

而 数 !
_

l字仍然强烈受

到单位大小的影响
。

可见
,

这两类材料以不同的结果共 同表明
,

材料的意义性对于 LT M 的

极端重要性
。

实 验 二

目的和方法 喻和李(1 9 8 9) (4) 表明
,

12 一 17 岁大年龄段在 ST M 成绩上比 8 一 12 岁

小年龄有更大的发展 , 在 LT M 保持量上大年龄段内的发展 差异明显
,

而小年龄段没显示发

展趋势
。

因而
,

本实验选择 12 岁作为小龄与喻文 ( 自由回忆 ) 和本实验一 ( 系列回忆 ) 中17

岁的大龄作比较
,

其目的在于考查年龄差异对于单位大小效应的影响
。

本实验除被试条件外
,

实验设计和程序完全同实验一
。

在实验材料上
,

自由回忆下同喻

文的六张字表 , 系列回忆下仅比实验一少
“七字句

”
一张字表

。

12 岁小龄被试在两种回忆方

式下各有30 名
。

这两批被试都是来自同一学校的小学生
。

实住结. 与讨论

1
.

关于自由回忆下的结果

对于四种语文材料和两种数目字的 ST M 和 LT M 成绩
,

见表 2 一 1
。

,

农中所示降低借卜二鱼鱼塑粤冬芜岑毕鱼鱼鱼立负号表示增长倍 效
。
以下同

,

布哪 花三习自J民明



表 2 一 1 小学生在两种回 忆方式下的记忆 成绩 (单位
:

个)

{ { 、己忆材料

记忆作业 } 回忆方式 }

————
{

—
阵竺迥一一竺塑一

一些竺1 一上竺匕二理生一三竺生
-

s T M }
系烈 {

‘
·

5 7 “
·

6 0 “
·

7 7

一
3
·
6 3 ’

· 5 ,

—
】一理竺- 一一}一全竺一一全竺一一二少匕一二竺生

L T M { 系列 ⋯
”
·

7 5 ’
·

‘7 ’· 2 7

一
’
·

4 0 ”
· ‘o

{ 目由 } 1
·

6 3 2
·

2 3 3
·

23 2
·

0 3 3
·
0 0 1

.

0 7

(l) 在四种语文材料上
,

小龄被试的 ST M 容量也呈现随单位扩大而降低的趋势
。

经成

对平均数差异的 t 考验后
,

其显著情况完全同大年龄被试的结果 (式 1 一 2 )
,

即

单
、

双字词 卜区三}
>

区三! (式2一1 )

(2) 小龄被试的长时保持量与其单位大小没有关系
。

这表明小龄被试重现了大龄被试的

结果
,

即单位大小效应在 LT M 中不起作用
。

(3) 小龄被试的数目字结果
,

无论是 S T M 或 LT M
,

其记忆成绩都随位数的扩 大 而降

低
。

从表 2 一 2 所示单位扩大量与记忆成绩变化量的关系中可见
,

小龄完全重现了表 1 一 2

所示大龄的结果模式
。

单位扩大量与记忆成绩变化量的关 系

表 2 一 2 (分别以双字词和二位数的数据 为基数 )

L T M保持t 降低倍数

单位扩大倍数 (名称 )

自自由回忆忆 系列回忆忆 自由回忆 系列回忆

0
0
5 ( 三位 致 )

1 ( 四宇成语 )

2
.
5 ( 七字句 )

—}
。

.

7 ,

一
一0

。

45

0
。
0 9 一0

。

0 9

总之
,

在自由回忆下
,

小龄被试重现了大龄被试的结果
。

这表明
,

年龄差异对于语言单

位在 S T M 和 LT M 中的大小效应没有影响
。

2
.

关于系列 回忆下的结果

表 2 一 1 显示
: (1) 小龄被试于三种语文材料上的 ST M 广度同样呈现出随单位扩大而

降低的趋势
,

表现为
:

}I 返}
>

{诬返{
>

区三} (式2一 2 )

可见 (式 2一 2) 同大龄的(式 1一 1 )
。

(2) 小龄被试的长时保持量同样不受单位大小效应的影响
。

(3) 在数目字的结果上
,

小龄被试无论在 S TM 和 LT M 中
,

其成绩和大龄一样
,

也 是

随单位扩大而降低
。

表 2 一 2 所示单位扩大带来记忆成绩变化的趋势
,
小龄与大龄一样

。

总之
,

系列回忆的全部结果也同样表明
,

年龄差异对于语言单位大小效应没有影响
。

综合实验一和二的结果可知
,

无论是回忆方式或年龄变量
,

对于语 言 单 位 在 ST M 和

LT M中的大小效应都没有影响
。

换言之
,

这种大小效应不随回忆方式和年龄的变化而变化
。

因而可以认为
,

语言单位在记忆中的大小效应是相当普遍和恒定的
。

这意味着
,

语言的表层

结构 ( 主要是发出的音节数或字数 ) 确实对 ST M 有重要作用
,
同时语言的深层结构语义对



S士M 也有一定的影响
,

而在 LT M 中起重要作)lJ 的是语义
,

特别是备个单位的语义特征
, !付

单位的大小效应则消失了
。

这些推断都反复得到数目字实验结果的证实
。

3
.

最后还须考查回忆方式对揭示记忆发展的作用问题

(1) 比较表 1 一 1 与表 2 一 1 中的对应项目
,

不难发现
,

在同一种回忆方式 下
,

大龄被

试对小龄被试无论在 ST M 或 LT M 上都有优势
。

在这里
,

可用发展百分数以大龄被试记 忆

成绩一小龄被试记忆成绩 ) / 小龄被试记忆成绩〕表示每种材料
一

L的发展量值
,

其计算 值 详

见表 2 一 3
。

从表 2 一 3 还可见
,

在多种材料的各个分项上 ( 除一个数据点外 ) 以及平均值

上
,

系列 回忆下的发展量值都高于 自由回忆下对应的量值
。

这再次表明
,

系列比 自由回忆更

能揭示记忆中的年龄差异
。

表 2 一 3 回忆方式与年龄的关系

记忆

作业

回忆

方式

发展百 分数 ( % )

单字词

2 9
。
7

双字坷 成语 句子

3 4
。

1 5 7
。

3

S T M

系列 5 7
。
5 5 8

。
3 33

。
6

} 自由
L T M }

—
} 系列

45
。

4 } 9 1
。

0 3 1
。
9 5 3

。

2

巧 6
。

2 1 4 5
。

3 4 1
。

7

~

二竺竺一{止塑竺{
-

一型1
一

-
二竺一

‘

{一竺二一卜止竺二
一

一止竺生一
‘

}一燮竺一卜里生
~

- 二竺一
一

}一竺
~

一
.

卜止竺一
_ 8 5

·

7 } “0 0
·

0 】 1 05
·

8

(幻 为了探讨记忆发展指标
,

还可对实验数据作出另一番分析
。

当考查由自由回忆变换

为系列 回忆时
,

可 以发现无论对大龄被试 (如实验一 ) 或小龄被试 ( 如实验二 )
,

其记忆成

绩都会有所降低
。

因而可视记忆成绩降低量为作业难度增加量的标尺
。

现在的问题在于
,

作

业难度增加量是不是年龄的函数
。

换言之
,

记忆的发展是否会表现在作业难度上
。

为此
,

首

先需要分别计算大小龄被试的作业难度增加百分数 ( 用两种回忆方式下记忆成绩 之 差 除 以

白由回忆下记忆成绩来表示 )
。

表 2 一 4 列 出了作业难度增加量与年龄的关系
。

表 2 一 4 作业难度增加百 分数与年龄的关 系

记忆
作业

年岭
( 岁 )

作业难度增加百分数 ( % )

单字词 l 双字词 成语 平均 二位数
}

三位 ,
{

平均

_ } 12
sT M }

—
1 1 7

2 6
。

3 1 3 7
。
6

10
。

4 1 2 6
。

4 } 3 7
。

2

5 5
。
2 1 4 7

。

5 } 6 0
。

7 1 5 4
。

4 5 3
。

3

L T M
2 1

。
1 } 6 0

。

1 } 5 7
。

7 { 4 6
。
3

三二⋯三二
一二些一 卜止兰一
一全竺一卜竺竺一
_

‘’· 2
1 4 5

·

7

从表中可见
,

对于两组被试共有的三种语文材料和两种数目字材料
:

¹ 在 ST M 上
,

大龄

的作业难度增加百分数都比小龄低
。

这表明
,

大龄对小龄的一种记忆优势
,

也是记忆发展的一

种表现
。

º 在LT M 上
,

一般说来同样显示大岭对小龄的记忆优势
,

不过
,

似乎没有 ST M 那样

一致和明显
。

这也许跟喻和李 ( 19 8 9 )( 4 ) 指出的事实有关
:
年龄因素对 ST M 的影响要大 于对

L T M 的影响
。

因而作为发展指标的作业难度增加百分数对 ST M 就比对 LT M 相对灵 敏
。

总之
,

作业难度也不失为衡量记忆发展的一项较灵敏指标
。

( 下转第n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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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闭图形
。

而根据我们的研究
,

儿童在 2 岁半前实为涂鸦阶段
,

2 岁半开始已有 60 书儿童会

画圆形
,

3 足岁时有一半以上儿童会画方形和三角形 犷
。

皮亚杰的第二阶段是从 4 岁开始直到 5
、

6 岁
,

儿童这 时能把曲线图形从直线图形中区

分出来
。

我们发现儿童在认识这些图形上
,

远远超过皮亚杰所说的水平
。

儿童从 3 岁开始就

能区分各种直线图形和曲线图形
,

不仅这样
,

他们还能区分复合图形
。

到 4 岁时己全部能画

出欧氏几何的三个基本图形
。

会画菱形的年龄出现较晚
,

一直要到 6 岁
,

这点与皮亚杰的研

究结果相仿
。

至于其他各类直线图和曲线图
,

我们只测查了儿童的识别
,

没有测 查 绘 图 能

力
,

故无法比较
,

这有待进一步研究
。

从以上 比较来看
,

总的说来
,

我们测查的儿童对这四类基本图形的识别和绘画能力要比

皮亚杰研究的儿童发展得早
,

这也许与时代
、

环境
、

教育等因素有关
。

随时代的前进
,

现代

儿童接受的有关刺激比以前多
,

成 人对他们有意识的训练和教育也多
。

结 论

1
.

在本研究中
,

儿童对拓扑和欧氏两类几何图形
,

除了
“
相邻

”
和

“
序列

”
外

,

其余图

形约在 2 岁半时就基本能够辨认
,

平均人数达90 拓
,

到 3 岁时全部儿童都能辨认
。

在绘画能

力上
,

约在 4 岁时 已能描绘圆形
、

方形和三角形三种欧氏基本图形
。

一般来说我们研究的儿

童认识空间几何图形的水平要高于皮亚杰研究的儿童
。

2
.

从本研究的结果看儿童辨认和描绘
、

操作欧氏几何的各种基本图形和拓扑几何的各种

基本图形都有一个发展过程
,

而不是像皮亚杰所说的那样是从拓扑儿何图形发展到欧氏几何

图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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