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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工作米用
a

位笠法
”

(m e th o d o f lo e i)对 2 4 例 少年
、

2 4 例青年和 2 2 例老

年被试进行 了记忆训练研究
。

以 毕生发展 的观点比较认知训练对改善不同年龄

人记忆 的作用
,

进而探讨发展的认知功能储奋能量的年龄差异和训练的迁移效

应
。

结果表明认知干预措施可在一定程度上改善老年人 的记忆
,

同时也显示 了

在发展的储能和对图形的迁移效应方面
,

老年人明显不如青
、

少年
,

而 青年 与少

年则彼此相近
。

关键词
:
位呈法

、

发展 的认知功能储备能量
、

干预措施
、

迁移效应

近年来
,

国外不少学者以毕生发展的观点
,

探讨了成年至老年认知功能的储备能量

(以下简称
“

储能
”

)的变化
。

一般认为认知功能包含三种水平
: 基线成绩 (即初始基础水

平)
、

基线储备能量 (创造有利条件
,

排除不利因素
,

以使功能发挥最佳水平)和最大储备能

量(即发展的储能)
,

后者是通过认知干预措施
,

获得新的认知技能
,

使储备能量达到最高

的极限水平
。

关于认知功能发展和老化的研究
,

一般较侧重于探讨认知功能发展的年龄变化或年

龄差异
、

储备能量的范围和限度及其年龄差异 【‘一 3 ]
。

国内也有这方面的研究 [ 4一。] ,

但至今

尚缺乏系统的探讨
。

过去这方面研究仅限于老年和青年的比较
,

本工作将被试的年龄范围向少年扩展
,

试

图了解少年在发展的储能方面是否与青年相似
,

可以更全面地从毕生发展的观点
,

研究发

展的储能范围和限度及其年龄差异
。

本研究主要探讨
: (1) 不同年龄的被试是否均能学会使用

“

位置法
”

的记忆技能? (2)

通过短期记忆训练
,

是否显示认知功能储能的年龄差异 ? (3) 由字词记忆训练获得的记忆

技能是否能向图形记忆迁移? 迁移中是否显示年龄差异 ?

方 法

被试 共 70 例
,

分为三个年龄组

. 本工作为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资助项 目
,

基金号声 8 80 36 幻与德国马普人类发展与教育研究所国际合作砚目
。

p 本文于 1 99 1 年 口月 4 日收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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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龄
:
少年组 (2 4 例)王3一 1 5 岁

,

平均 1 4 岁

青年组 (2 4 例)2 0一2 5 岁
,

平均 2 1 岁

老年组 (2 2 例)6 5一7 5 岁
,

平均 6 8 岁

性别
:
每个年龄组男女各半

。

文化水平
:
成人受教育年限 8一16 年 (平均 14 .4 年) ; 少年为 8 年

。

为使各年龄组智力水平相匹配
,

采用韦氏成人 (或儿童)智力量表中的
“

词汇
”

和
“

数字

符号
”

两项分测验
,

分别对成人和少年进行筛选
,

要求成绩在该年龄组常模的平均值以上
。

被试均初次参加记忆训练实验
,

动机水平较高
,

能认真合作
。

少年均为初中学生
,

青

年均为大学生
,

老年被试为离退休干部
,

其中脑力工作者占 60 %
,

干部占 40 %
。

大部分老

年人上老年大学
,

平时常读书看报或参加一些社会活动
、

文体活动和家务劳动
。

老年被试

的健康状况属中等或中等以上水平
。

实验刺激材料

(1) 字词
:
选择 50 个熟悉的具体名词

,

每次半随机地从中选取 30 个字词组成字表

(避免字词重复呈现在同一位置)
。

共需编制 17 张字表
,

按实验要求
,

以不同速度(1 5
、

10
、

5
、

3 秒 )用女声逐字录制在磁带上
,

测试时放送录音
,

供前
、

后测验和训练用
。

(2) 图形
:

¹ 抽象直线图形 :
共 50 张

,

按 B al t es 和 A计n ea v e 的系列作图法制成 t7 ’,

为 白底

黑线图形
,

大小 20 x 16 厘来
,

图形无具体含意
。

每次半随机地从中选取 30 张图片组成 ,

套
,

共需编制三套
,

测试时用手操作
,

每图依次呈现 10 秒 (见图例 1 , 2)
。

º 随笔画 (D r 。。d le s) :
共 50 张

,

选自 P ri ce 设计的图形〔‘’
。

随笔画类似于卡通图

形
,

缺乏明确的
“

主题
” ,

但一旦发现线索
,

多数人能对它作出幽默的
、

视觉笑话形式的有趣

解释
。

每次半随机地从中选取 30 张图片组成一套
,

共需编制三套
,

测试方法同上 (见图例

3 , 4 ) .

圃 圃 团 图
图 例

训练方法

本实验采用了
“

位置法
” (或称

“

地点法
” )t “J。 这是一种按熟悉的地点顺序

,

充分运用

想象和联想的记忆技能 (详见
“

位置法
”

的指导) 。 其中选用的北京 30 个地点均为人们所

熟知的名胜古迹或著名建筑 (如
:
故宫

、

长城等) 。

实验顺序

共包括 9 次测试
,

主要包括
:

前
、

后测验
:
依次呈现 30 个字词 (或图形) 刺激后

,

要求被试立即对一张包含 50 个刺

激的字表 (内有 30 个目标刺激和 20 个混入刺激) 进行系列再认
,

并尽快写出刺激呈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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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后顺序
,

限时 10 分钟
。

“

位置法
”

的指导与训练
:
首先说明

“

位置法
”

的原理
,

它是利用并熟记一些地理环境
、

地点
、

建筑物的外形和位置等(例如本实验中所选用的 30 个北京著名地点)
,

作为对新信

息进行编码和提取的线索结构 [1 “]
。

然后指导被试通过丰富的想象和生动的联想
,

把需要

识记的字词与顺序固定的地点逐个相结合
,

形成一幅幅有趣的画面
,

以此加深印象
。

在回

忆时
,

按序
“

漫步
”

再访这些地点
,

将它们作为回忆的
“

线索
” ,

帮助提取所结合的字词 〔即识

记的内容 )
。

每次回忆结束后
,

被试描述自己的想象和联想
,

主试给予相应的指导
。

为了使被试更好适应训练方法
,

难度将逐步增加
,

主要增加字词识记数量 (由 10 个增

至 30 个字词)和根据被试达到的成绩
,

相应加快字词呈现速度 (由 巧 秒增快到 10 秒或 5

秒)
。

迁移测验
: (1) 自发迁移

:
不给予任何指导

,

实验方法与前测验的图形记忆相同,

(2) 指导迁移
:
指导被试将图形想象成具体内容

,

并使用
“

位置法
”

进行

图形识记
。

以上各项作业均以正确系列再认分作为评定成绩的指标
。

想象力调查
:
依次呈现 10 0 张图形 (包括抽象直线图形和随笔画各 50 张)

,

要求被试

尽量多而快地想象它们像什么
,

并写出想象的内容
,

每图限时 30 秒
。

以被试对两类图形想

象的总数作为评定想象力的指标
,

以便分析想象与记忆的关系
,

这部分结果将另文报道
。

结 果

一
、

训练前不同年龄组的各项记忆成绩

(一) 字词

1
.

老年组的各项正确系列再认成绩 (以下简称记忆成绩) 均明显低于青年和少年组
,

后两组成绩相近 (除外字词呈现 3 秒时
,

青年组成绩明显高于少年组)
。

但不同年龄组的

成绩呈现
“

重叠交又
”

现象 (见表 1 ,

图1 ,

2) ,

表 1 字词记忆的平均再认分和标准差

年年 龄 组组 前 侧 验 后 测 验验

111115秒 10 秒 5 秒 3秒 1 5秒 1 0秒 5秒 3秒秒

少少 年年 1 2
。

2 9 1 5
。

2 5 1 0
。
3 3 5

一

7 1 2 9
。

6 2 2 8
。

9 2 2 5
。

2 5 1 8
。

7 000

士士士 9
。

7 4 士9
。

49 士 7
。

2 3 士 4
。

2 5 士 0
。

9 2 士 1
。

6 1 士 3
。

3 5 士 5
。

5999

青青 年年 1 4
。

1 3 14
。

5 8 1 0
。

58 9
。

1 7 2 9
。

7 5 2 8
。

9 2 2 6
。

6 3 2 3
。

0 444

士士士7
。

8 3 士 8
。

6 5 土 6
。

6 9 士 6
。

0 4 土 0
.

8 9 土 1
。

4 1 士 4
。

2 7 士 5
。

2 666

老老 年年 3
。

5 9 3
。

68 2
。

5 9 2 。

3 6 17
。

3 2 1 3
。

0 5 6
。

6 4 5
。

2 333

土土土 2 。

0 2 土2
。

7 8 士 1
。

1 7 土 1
。

2 6 士 7
。

8 0 土 6
.

1 2 士3
。

8 6 土 3
。

0 111

2
.

各年龄组的记忆成绩均随字词呈现速度的增快而明显变差 (1 0 秒时例外 )
。

其年龄

差异随字词呈现速度的变化而变化
,

呈现速度加快时
,

年龄差异相应减小 (1 。秒时例外 )

(见图 3 ) ,

《二 ) 图形

1
.

老年组对两类图形的记忆成绩均明显低于青年和少年组
,
而青年与少年组成绩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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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
。

年龄差异随图形种类而异
,

对抽象直线 图形的年龄差异小于随笔画 (见表 2 ,

图 4 )
。

2
.

各年龄组对抽象直线图形的记忆成绩均低于随笔画
,

两者差异显著
。

表 2 图形记忆的平均再认分和标准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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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各年龄组 的图形记忆成绩

注
:

D ro o dl es 可译成随笔 画

二
、

训练后不同年龄组 的字词记忆成绩
1

.

各年龄组的记忆成绩均有明显提高
,

但与前测验相比
,

老年组仍低于青年和少年

组
,

而且差距更大
,

不再呈现
“

重叠交叉
”

现象
。

但在呈现速度 15 秒时
,

老年组记忆成绩可

超过未训练的青年和少年组
。

青年与少年组成绩相近 (除外字词呈现 3 秒时
,

青年组成绩

明显高于少年组)( 见表 1
,

图 1 ,

2)
。

2
.

各年龄组的记忆成绩仍随字词呈现速度的增快而明显变差
。

年龄差异随字词呈现

速度的增快而加大 (除外呈现速度 3 秒比 5 秒时年龄差异为少) (见图 3 )
。

3
.

年龄
、

时间和呈现速度对记忆成绩的交互作用
:

将青年和少年组合并
,

作年龄 (青少

年一老年 )
、

时间 (前一后测验) 和呈现速度 (慢速 15 秒 + 10 秒一快速 5 秒 + 3 秒 )的 2 x Z

x Z 变异数分析
,

结果表明
: ( 1) 年龄

、

时间和呈现速度的极显著作用
,

F 值分别为 2 39
.

88
,

4 5 7
.

5 3 , 1 2 0
.

7 5 ( d f = 1
, 6 7 ) ,

p 值均小于 0
.

0 0 1 ,

即青
、

少年成绩高于老年
,

后测验高于前测

验和慢速呈现高于快速呈现 ; (2) 年龄和时间有极显著的交互作用 (F : , 。, = 34
.

78
,

p <

。
.

00 1)
,

即青
、

少年组在训练后
,

成绩的提高 明显多于老年组 ; ( 3) 时间和呈现速度有明显

的交互作用 〔P
, , 。7 二 10

.

7 3
,
p < 0

.

0 1 ) ,

即前
、

后测验成绩的差异在快速呈现时小于慢速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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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 ; (4 ) 年龄
、

时间和呈现速度有明显的交互作用 (P , , 。, = 1 2
.

1 3 ,
p < 0. 00 1)

,

即训练前
、

后

的记忆成绩随呈现速度的加快
,

年龄差异更为明显
。

三
、

迁移测验中不同年龄组的图形记忆成绩
1

.

字词记忆训练后
,

各年龄组对图形的记忆成绩均明显提高
,

但与前测验相比
,
老年

组不但仍低于青年和少年组
,

而且与之差距更大
。

仅在指导迁移中
,

老年组对抽象直线图

形的记忆成绩略高于未训练的青年组
。

青年与少年组成绩相近
,

老年组与青
、

少年组的年

龄差异随图形种类而异
,

对抽象直线图形的年龄差异小于随笔画 (见表 2
,

图 4 )
。

2
.

各年龄组对抽象直线图形 的记忆成绩仍低于随笔画
,

两者差异显著
。

3
.

各年龄组指导迁移的记忆成绩均高于 自发迁移
。

其中青
、

少年组对抽象直线图形

的记忆成绩比老年组提高更多
。

4
.

年龄和时间因素对抽象直线图形记忆成绩的交互作用
:
因青

、

少年组在迁移测验

中随笔画的记忆成绩已有半数达满分
,

不宜进行年龄比较
,

所以只对抽象直线图形作年龄

(青
、

少年一老年)和时 间 (前测验一迁移测验)的 2 x Z 变异数分析
,

结果表明
: (1) 年龄

和时间因素对记忆的极显著作用
,

F 值分别为 80
.

8 3 , 1 66
.

53 (d f = 1 ,

67 )
,
p 值均小于 0. 0 0 1

,

即青
、

少年成绩高于老年
,

迁移测验成绩高于前测验 ; (2) 年龄和时间因素有极明显的交

互作用 (F
: , 。, 二 37 .9 1

,
p < 0. 0 0 1 )

,

即迁移测验中青
、

少年组成绩的提高明显多于老年组
。

四
、

不同年龄被试在记忆作业中运用识记方法和行为特点的分析

青年和少年表现自信心强
,

反应敏捷
,

前测验时主动运用识记方法者多达 90 %
,

如
:

联

想和编故事等
。

有 15 % 的被试竟能将无关联的 30 个字词编成有趣的 故事
,

正确率 达

100 %
。

有一例青年甚至将 30 张随笔画编成故事
,

正确率也达 1 00 %
。

训练后
,

各项成绩

明显提高
,

满分者 比例很高
,

其中对慢速呈现的字词和随笔画的满分者分别占 90 % 和

60 %
。

自发迁移中有 90 % 的被试已主动使用
“

位置法
” ,

尤其对随笔画
。

老年人表现自信心不足
,

反应较缓慢
,

前测验时主动运用识记方法者仅占 40 %
,

成绩

较低
。

训练后
,

各项成绩虽提高不少
,

但无一例达满分
。

他们容易产生混淆性错误
,

重复

错误也较多
,

有的重复错答 4 次之多
。

自发迁移中主动使用
“

位置法
”

的人数较少
,

指导迁

移时才会运用这方法
。

讨 论
“

位置法
”

是一种高效记忆法
,

关键是将识记的新项目与熟悉的地点按固定顺序逐个

相结合
,

产生丰富的想象和生动的联想
,

使新内容的识记不易受前摄抑制和倒摄抑制的影

响
。

联想越具体生动越利于对信息进行组织加工
,

编码与储存
,

使之从短时记忆直接进入

长时记忆
,

这样不但增加了记忆数量
,

而且加强了记忆的顺序性
,

大大提高了记忆成绩
。

以往研究表明
,

老年人记忆减退的主要原因在于提取过程发生障碍 [41
。

一般说来
,

再

认比回忆的难度小些
,

因为辨认时原识记材料仍在眼前
,

这是有线索的回忆
,

所以老年人

再认保持较好
,

与青年的年龄差异相对较小
。

但本实验采用的是系列再认
,

它不同于一般

再认
,

必须在正确的系列位置上进行编码和提取
,

信息加工过程较复杂
,

难度较大
。

这对

于老年人更为困难
,

可能由于他们的想象力较贫乏
,

信息加工速度又较缓慢
,

不能很快形

成生动而牢固的联想
,

仍然易受前摄抑制和倒摄抑制的干扰
,

产生混淆性错误或一系列错

位的再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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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实验表明
,

少年
、

青年和老年人通过短期训练
,

均能掌握
“

位置法
” ,

获得系列再认的

新技能
,

因而记忆成绩明显提高
。

训练前
,

老年组对字词的记忆成绩明显低于青年和少年组
,

但其中有些老年人的成绩

较好
,

能达到或超过某些成绩较差的青年和少年
,

致使各年龄组的成绩呈现
“

重叠交叉
”

现

象
。

训练后
,

各年龄组的记忆成绩均有明显提高
,

但老年组成绩仍低于青年和少年组
,

而

且其差距比训练前更大
,

不再呈现
“

重叠交叉
”

现象
,

表明训练扩大了年龄差异
。

但有一点

值得注意
,

老年组在字词慢速 (l 5 秒)呈现时
,

记忆成绩超过未训练的青年和少年组
,

以及

在指导迁移中
,

老年组对抽象图的记忆成绩略高于未训练的青年组
。

这些结果均表明干

预措施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改善老年人的记忆
,

无疑这将会增强他们自信心
。

此外
,

各年龄组的字词记忆成绩随呈现速度的加快而明显减退
,

因快速时来不及反复

将地名和字词结合
,

形成的联想不牢固
,

印象较浅
。

但训练前
,

呈现速度 10 秒时例外
,

其

成绩最高
,

可能因在采用记忆术前
,

这速度更适宜于青
、

少年
,

所以年龄差异最大
。

训练后
,

慢速呈现占有更充裕的时间进行想象和联想
,

因此成绩较好
。

训练前
,

年龄差异随字词呈

现速度的加快而减少
,

因老年组无论在慢速或快速呈现时
,

记忆成绩均在低水平
,

相对较

为平稳 ; 而青年和少年组的记忆成绩随呈现速度的变化波动较大
,

快速呈现时
,

可能因其

作业难度已超过青年和少年的基线储备能量
,

致使成绩下降
,

与老年组的差异相对减小
。

训练后
,

情况有所不同
,

年龄差异随字词呈现速度增快而加大
,

可能因老年人信息加工速

度缓慢
,

慢速呈现时成绩提高较多
,

而快速呈现时提高很少
,

成绩上升相对较不平稳 ; 青
、

少年则无论在慢速或快速呈现时均提高较多
,

成绩上升相对较为平稳
,

因此
,

快速呈现时

的年龄差异大于慢速呈现
。

此外
,

在前
、

后测验成绩的比较中
,

也是快速呈现时年龄差异

大于慢速呈现
。

年龄
、

时间和呈现速度对记忆成绩均有极显著的作用
,

并且三因素间有明

显的交互作用
。

这不但表明训练扩大了年龄差异
,

也证明训练后
,

快速呈现时的年龄差异

比慢速呈现时更为明显
。

上述结果均表明老年认知功能具有一定的可塑性
,

但老年认知功能的储备能量明显

低于青
、

少年
。

因此
,

当作业难度加大(如
:
字词呈现速度加快)或训练难度加大时

,

均扩

大了记忆的年龄差异
。

青年和少年组的成绩基本接近
,

因此在分析结果时可合并处理
。

本实验中图形记忆成绩低于字词
,

可能因图形缺乏具体含意
,

表象特征不明显
,

尤其

是抽象直线图形
,

对此很难产生想象和联想
,

对
“

位置法
”

的使用不利
。

记忆训练的迁移效应是有意义的
,

它表明了认知训练的作用
。

本实验结果表明
:

训练

后
,

各年龄组的图形记忆成绩均明显提高
,

字词记忆训练的效果能直接迁移到内容不同的

图形记忆中去
,

至于对另一种作业 (如
:
智力和思维)是否有间接迁移效应

,

我们也作了探

讨
,

将在另文报道
。

年龄和时间因素对抽象直线图形的记忆成绩均有显著作用
,

并且两因素间有明显交

互作用
。

在迁移测验中
,

青
、

少年组比老年组成绩提高更多
,

其差距比训练前更大
,

青
、

少

年组的迁移效果大于老年组
,

迁移效应中不但显示了年龄差异
,

而且扩大了年龄差异
。

此外
,

训练前或后
,

老年组对两类图形的记忆成绩均明显低于青年和少年组
,

年龄差

异随图形种类而异
,

对抽象直线图形的年龄差异小于随笔画
。

各年龄组对抽象直线图形

的记忆成绩均明显低于随笔画
,

可能因为对前者很难想象成具体东西
,

其难度超过了青年

和少年的基线储备能量
,

致使成绩下降
,

与老年组的差异相对减小
。



2期 吴振云等
:

记忆训练对改善少年
、

青年和老年人认知功能的作用 1 9 7

老年人主动运用识记方法较少
,

可能这是造成编码困难的原因之一
,

本实验证明了这

一点
。

老年人如能掌握运用识记方法
,

无疑将改善他们的记忆
,

而记忆训练正是为了这个

目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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