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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应用言语 一操作和人机对话两种方式共 项作业
,

完成年龄和教育因素对认知功能影响的

研究
,

被试共 人
, 一 岁

。

结果表明 年龄和教育因素对认知成绩的影响因作业而异
,

分别为年龄影响明显 图象自由回忆和无意义图形再认
、

教育因素影响明显 卡片分类
、

图象

分类和矩阵填图
、

年龄和教育因素影响均明显 符号数字
、

词对联想学习
、

听觉和视觉数字广

度 或均不明显 心算 四项非词语性作业速度明显受年龄和教育因素的双重影响
。

关键词 老年
,

教育因素
,

认知功能

前 言

我们参考韦氏成人智力量表 〔’〕、 临床记忆量表 〔 〕、

瑞文测验 〔 及有关认知功能年老化

问题研究文献资料 汇‘一 ”’,

设计了包括 项作业 的认知测验和软件程序
,

采用言语
一

操作和

人机对话两种方式
,

以测验成绩和作业速度两项指标
,

围绕认知功能年老化及其改善问题

完成一系列研究 〔 一 ’ 。

根据液态和品态智能具有不同年老化规律的观点【‘“ ’,

以及关于认知速度在评价认知

功能方面起重要作用的研究新进展 〔‘ ’,

我们考虑建立认知功能年老化模型必须分析年龄

和教育因素对于一般认知能力和认知速度的综合影响及其相互关系
。

因此
,

本文的目的是

在已报告认知作业年龄差异的基础上
,

综合分析年龄和教育因素对认知功能的影响
,

为进

一步深入研究和建立认知功能年老化模型奠定基础
。

方 法

被试

被试者共 人 男 人
,

女 人
,

一 岁
,

身体基本健康
,

职业不限
,

小学毕

业以上文化程度
。

以 岁年龄段划分为 个年龄组
,

并依据受教育 一 和 一 年划

分为高
、

低文化组
。

本文于 修改 稿于 年 月 日 收到
。

国家 自然科学基 金资助项 目
。

朴 本文 作者还有焦艳
、

卫星 和严亦蔼同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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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业内容

包括言语
一

操作和人机对话两种方式共 项作业
,

具体内容已在前文介绍 〔川
。

结 果

教育因案对作业成绩的影晌

我们 已报告 项作业成绩年龄差异的实验数据 〔川
,

结果概括表示于表
。

该结果表

明 一些作业成绩随年老明显下降
,

这些作业是图象自由回忆
、

无意义图形再认
、

词对联

想学习
、

符号数字
、

听觉和视觉数字广度 另一些作业成绩则不随年老而明显降低
,

这些作

业是心算
、

矩阵填图
、

图象和卡片分类
。

表 年龄对各项认知作业成绩影响的实验结果

作业 图象 自 无 意义 图 词对联 符号 听 觉 数 视觉 数 心 算 矩阵 图象 卡片

由回忆 形再 认 想学 习 数字 字广度 字广度 填 图 分类 分类

年龄

形 响 十 十 十 伞

注 “ 十” 表示该作业成绩随年老 明显下降
, “一 ” 表示 该作业成绩受年龄因素的影响不明显

。

进一步对高
、

低文化组 项作业成绩做了比较分析
,

结果列于表 和表
。

综合作

业成绩与年龄及教育因素的关系表现为以下四种情形 作业成绩与年龄及教育因素均

关系密切
,

包括词对联想学习
、

符号数字
、

听觉和视觉数字广度 项作业 作业成绩与

年龄关系密切
,

但受教育因素影响不大
,

包括图象自由回忆和无意义图形再认 项作业

作业成绩与年龄关系不密切
,

但受教育因素影响明显
,

包括矩阵填图
、

图象和卡片分类

项作业 作业成绩与年龄及教育因素的关系均不密切
,

即心算作业
。

表

受 教 育

年限 年

听 觉 数字

广度 位 数

不同受教育年限组别言语
一

操作分测验成绩比较

图象 自由 词 对联 想学 习 拓

回 忆 厂 第 次 第 次 第 次

一
。

士
。 。

士
。 。

士
。

士
。 。

士
。

一
。

士
。 。

士
。 。

士
。 。

士
。 。

土
。

值

值 一

表 不同受教育年限组别言语
一

操作分测验成绩比较 续

图象 分类 拓 卡 片 分类 拓 人 数

分为 类 分为 类 形 状 大小 非彩 色

士 士
。

士 士 士
。

士 士 土 士
。

士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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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不同受教育年限组别人机对话方式分测验成绩比较

心算
多

符号 数字
拓

视 觉数字
广度 位 数

矩阵坟 图
拓

无 意义 图形
再 认 多

人数

一

一

。

士
。

。

士
。

。

土
。

。

士

。

士
。

。

士
。

士

。

士

。

士
。

。

士
。

。 。

。

。 。

教育因素对作业速度的影响

我们先后报告了不同数量被试 样 本 项 非 词 语 性 作 业 速 度 年龄 差 异 的 实 验 结

果
‘ ’· ’“ ,

结果均表明该 项作业速度随年老明显减慢
。

对 例被试样本高
、

低文化组

项作业速度的比较结果列于表
。

分析结果表明
,

项非词语性作业速度明显受年龄和教

育因素的双重影响
。

进一步对 例被试样本高
、

低文化各年龄组 项非词语性作 业 速 度进行统计学分

表 不同受教育年限组别四项非词语性作业时间的比较 秒

受教育年限 心算 符号 数字 数字鉴 别 计数 人 数

一
。

士
。 。

士
。 。

士
。 。

士

一
。 士

。 。

士
。 。

士
。 。

土
。

七值

值

表 高文化各年龄组四项非词语性作业完成时间 秒

年漪组 岁 心算 符号 数字 数字鉴别 计数 人数

心自一﹄工﹃自臼亡勺‘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
士

。

。
士

。

。

士
。

。

士
。

。

士
。

。

士
。

。

士 。

。
士

。

。

士
。

。

士
。

。

士
。

士
。

。 士 。

。

士
。

。

士
。

。

士 。

。

士
。

。

士
。

。

士
。

。

士
。

。

士
。

。

士
。

。

士
。

。

士
。

注 受教育 一 年
,

共 人
。

表 低文化各年龄组四项非词语性作业完成时间 秒

年龄组 岁 心算 符号 数字 数字鉴 别 计 数 人 数

,上自‘,二﹄勺月目‘组

曰二山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士
。

士
。

。
士

。

⋯
。

土

士

。

士
。

。

士
。

。

士
。

。

士

。

士

士
。

。
士

。

。

士
。

。

士
。

。

士
。

二
。

士
。

。

士
。

二
。

士
。

。

士
。

。

士
。

。

士
。

。

士
。

二
。

士
。

。

士
。

注 受教育 一 年
,

共 人
。

与表 同龄 组相 比较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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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的比较
。

实验结果分别列于表 和表
。

统计学分析结果表明
,

高
、

低文化大多数同龄

组间差异显著
,

进一步说明该 项作业速度明显受年龄和教育因素的双重影响
。

上述研究结果概括表示于图
。

图

表明作业速度明显受年龄和教育因素的双

重影响
,

而作业成绩与年龄及教育因素的

关系表现为四种情形
。

口巨巨三

匡日户口
田 年龄和教育因素对认知功能影响的实脸结 果

讨 论

作业成绩是评价一般认知能力的一项

重要指标
,

国外有关研究很多
。

根据液态

和晶态智能的观点
,

作业成绩受年龄和教

育因素影响的差异
,

主要取决于作业的液

态或晶态性质
。

前者主要以中枢神经系统

的生理功能为基础
,

后者主要与文化
、

知识

和经验有密切关系
。

因此具液态性的作业

主要受年龄的影响明显
,

如 图象 自由回忆
、

无意义图形再认
、

符号数字
、

及数字广度

等作业 , 而涉及晶态性的作业主要受教育

因素的影响明显
,

如卡片分类
、

图象分类及矩阵填图等作业
。

然而
,

上述研究结果表明
,

作业成绩与年龄和教育因素的关系
,

不是简单的非此即彼的关系
,

而是与该两因素相互作

用的综合结果 如符号数字
、

词对联想学习
、

听觉和视觉数字广度四项作业与年龄及教育

因素的关系均密切
,

而难度较小的心算作业则与年龄及教育因素的关系均不密切
。

因此
,

我们认为其作业成绩与年龄和教育因素的关联程度如何
,

不仅取决于作业的液态性或晶

态性
,

而且与作业的难度有一定关系
。

从认知心理学的角度分析
,

作业成绩受年龄和教育

因素的影响如何
,

这可能与作业所涉及脑内信息加工环节的性质及复杂性有关
。

具体分析

不难看出
,

与年龄及教育因素均关系密切的四项作业
,

主要与注意
、

符号鉴别
、

数字和

字词记忆容量
、

及学习记忆等信息加工活动有关 与年龄关系密切
、

但受教育因素影响不

大的两项作业
,

主要与图形加工及记忆活动有关 与年龄关系不密切
、

但受教育因素影响

明显的三项作业
,

主要涉及分类和概念推理活动 与年龄及教育因素关系均不密切的心算

作业
,

主要涉及符号操作和抽象思维活动
,

且该项作业的难度较小
。

认知速度是一种特殊的能力
,

在评定认知功能年老化方面起重要作用
。

近期有关研 究

相当活跃
,

大量研究证明
,

认知速度随年老普遍减慢
,

并已提出描述认知速度年老衰 减规

律的多种数学模型 ‘ 。

我们对非词语性认知速度年老衰减规律的数学 模型的研究结果已

另文报告 ‘“ , ‘ 。

该研究进一步观察到教育因素对认知速度年老衰减过程有明显影响
。

研

究结果提示
,

与高教育水平相关联的脑的积极活动对于延缓脑的衰老可能有重 要作用
。

词

语性作业速度年老衰减问题有待进一步研究
。

目前国际有关认知功能年老化模型研究的新进展
,

着重在对认 知 速 度与一般认知能

力关系问题的研究方面
。

最近的研究已发现
,

认知逮度率先随增龄而减慢
,

其后液态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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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之衰退
,

且二者之间存在很好的相关性 而晶态能力并不随年老而衰退 〔’。, ” 。

目前提出

的认知年老衰退的
“

速度假说
” “ ”

认为
,

认知速度可能反映认知功能

的中枢状态
,

并可能是液态能力年龄差异的中介因素
,

而且教育因素在认知功能年老衰退

速度模型中可能起重要作用【“。 〕。

阐明年老过程认知速度与一般能力之间的关系
,

及教育

因素的影响是建立认知功能年老化模型的一个重要而复杂的问题
,

尚待进一步深入探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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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夕 犷, 无‘, 。夕 ‘。 , , “ ‘,

‘夕‘ 。 尹“ , 注 己 扔 , “‘ ” ‘几口 万 “ ‘ , ‘ ‘介

一

,

一 , 一 一

了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