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句子先提述的参与者在可提取性

上的优势现象
‘ ”

陈永明 崔 耀
中国 科学院心理 研究所

摘 要

下述五个实验就汉语句子成分 包括句子的参与者及其动作 的提述次序对其可提取性的

影响进行了研究
,

结果表明 句子先提述的参与者比后提述的参与者容易被 提取
,

提述的

次序对参与者的可提取性有明显影响 先提述参与者的这种优势与 句子 呈现的方式有一

定的关系
。

在系列皇现的条件下
,

先提述参与者的易提取性与探测词呈 现 的 延 迟间隔有

关
。

在系列呈现的条件下
,

参与者以名词形式出现时
,

被试的反应速度较快
,

而参与者 以名

字的形式出现时
,

反应则较慢 在同时呈现的条件下这种差异基本消失
。

助句 子 参与者的行

动 即句子的动词 的提述次序对其可提取性也有明显的影响
,

说明提述次序对 句子 成分的可

提取性的影响
,

不只限于句子参与者本身

关键词 语言理解
,

结构建造框架
,

心理表征
,

提述次序
,

可提取性
。

前 言

等人认为
,

语言理解中涉及到的认知 过程
,

可以用一个非常简单

的框架来加以说 明 他们把这种框架称为
“

结构建造框架
” 。

语言理解过程就是对被理解

的信息建造一个首尾一贯的
、

一致的心理表征或心理结构 ’一 】。

结构建造框架的主要经验基础之一
,

是他们在句子理解实验中发现的
“

先提述参与者

的优势
”

现象
。

这种优势现象具体表现为 被试在理解一个涉及两个参与者的句子后
,

句

子的先提述参与者比后提述参与者容易被提取
。

例如
,

句子
“

五 ” ,

其中 是句子先提述的参与者
,

是后提述的参与者
,

被试阅

读该句后
,

验证 是句子 中的一个成分所需的时间较少 而 在 句子
“

”

中
,

是后提述的参与者
,

被试验证 是句子中的一

个成分所需的反应时就较长 “ ’。

由此可见
,

理解者从句子的心理表征中提取句子的先提

述的参与者 比较容易
。

这就是先提述参与者的优势现象
。

一些其他的研究者也 曾观察到句子先提述参与者的优势现象〔‘
, “ ,

这种优势现象似乎

不依赖于被试可能应用的某种策略
,

例如
,

被试在阅读理解句子时可能会只记住句子中所

提述的参与者的名字 也不依赖于英语中的某些语言学因素 〔“ 〕。

以汉语为母语的人和 以英语为母语的人
,

彼此之间
,

语言 习惯可能是不同的
。

汉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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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在理解和记忆句子时
,

是否也同样会出现先提述参与者的优势现象 这种优势现象

是否会受句子的呈现 或阅读 方式的影响
。

还有
,

这种优势现象是否仅属于句子中提述

的参与者
,

句子中提述的动作是否也会出现同样的现象 针对这些问题
,

我们进行了下述

五个实验
,

参加实验的被试共 名
。

实验及其结果

实验一

被试 名
,

工科大学一年级学生
,

男 名
,

女 名
。

实验材料 我们构造了 个句子集
,

每集句子包括四种不同的句式 见表
。

从

表中我们可以看到
,

对前两个句式 宋说
,

其探测词均为句子的施事即动作的执行者
,

后两

个句式的探测词均系句子的受事即动作的接受者
。

其后的数字
“ ”

意指先提述参与者
,

“ ”

意指后提述参与者
。

这种安排是为了避免先提述参与者的优势受参与者的语义角色

的影响
。

同时
,

在构造句子集时
,

也考虑了可能产生的首因效应和近因效应
,

所以
,

每个句

子的探测词既不在句首
,

也不在句末
。

表 实验用句子集的实例

施事 在会 议上林莉表扬了方兰和 沈秀
。

施事 在会议上 方兰 和 沈秀被林莉表扬 了
。

受事 在会议上林莉被 方兰 和 沈秀 表扬 了
。

受事 在会议上 方兰 表扬 了林莉和 沈秀
。

注 探测词均为 “林莉 ,

事实上
,

一个句子所包含的参与者既可能是通常的人名 暂称
“

名字
” ,

也可能是代表

某一类特定人物的名词 如
“

老师
” 。

为了考察先提述参与者的优势现象与词类的性质是

否有关
,

所以
,

一半句子集使用名词
,

另一半则用名字
。

名字的笔画数平均为 画
,

名

词平均为 画
。

集句子均匀地分成四组实验材料
。

每集句子的 个句式分别被派在四组实验材料

中
。

这样每组实验材料均有 个句子
,

且包含同等数量的施事和受事
、

先提述参与者和

后提述参与者
。

被试分成四组
,

每组被试只从事其中一组实验材料的试验
。

因此
,

对每个

被试来说
,

只接受每集句子中的一个句式的试验
。

此外
,

还有 个干扰句
。

这些干扰句在形式结构上完全与实验用的句子相匹配
。

当

然干扰句中不包含探测词
。

实验时
,

这些干扰句与实验句混合在一起
,

随机地呈现
。

为了鼓励被试注意句子的各个成分
,

而不仅仅是注意句子的参与者
,

从而对句子有适

当的理解
,

在被试对一个呈现的句子做出反应后
,

紧接着呈现一个二择一的问题
。

三分之

一的问题涉及参与者是谁
,

三分之一的问题涉及事件发生在何时何地
,

还有三分之一的问

题则涉及动作
,

即干了什么
。

问题下方略偏左右的两侧
,

同时呈现有两个供被试选择的答

案
。

实验仅器 和 步骤

实验是在 机上进行的
。

每次实验开始时
,

先在屏幕的中上方给 出一个提示
信号 符号

“ , ” ,

持续时 间为
。

提示信号消失后
,

以系列方式呈现构成句子的每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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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字
。

每个字的呈现时间为
,

字与字之间的间隔时间为
。

句子的最后一个

字符是句号
,

表示整个句子呈现完毕
。

接着呈现一个探测词
,

探测词与句子之间的时间间

隔为
。

探测词呈现在屏幕的稍上方
。

如果实验句含有该探测词
,

被试用右手的食指按
“

有
”

即 键 否则
,

用右手的中指按
“

无
”

即 键
。

被试一旦做出反应
,

计算机就 自

动记录从探测词呈现至被试做出反应之间所需的时间
,

同时
,

探测词即 自行消失
。

探测词

在屏幕上滞 留的时间最长为 秒
。

探测词消失后
,

在屏幕的中下部呈现
“
回答问题

”

的提示
,

通告被试即将有一个

涉及理解的问题要求他们做出回答
。

该提示在屏幕上保持
,

然后
,

在下方呈现一个

理解性的问题 在问题的下方的左右两侧
,

有两个供被试选择的答案
。

被试用左手中指按

键盘左下角之 键
,

表示选择左边的答案 用左手的食指按 键
,

表示选 择右边的答

案
。

左右两侧均有同等的机会出现正确的答案
。

问题和供选择的答案在屏幕上保持到被

试做出反应为止
,
不记录反应时间

,

只记录被试对答案选择正确与否
,

并给予一个反馈
。

若

被试对探测词的反应的正确率低于 务
,

或者
,

对理解问题的二择一的答 案的选择正确

率低于 帕
,

则该实验数据就被淘汰
。

实脸结果

被试对探测词的平均正确反应时见表
。

通过重复测量的多元方差分析

表明
,

在该实验条件下
,

尽管被试对句子先提述参与者的反应 快 于 对后提述参与者的反

应
,

但是
,

它们之间的差异不显著 而语义角色和词类性质之间的差异都是显著的
。

探测

词为句子的受事时易于提取 探测词为名词时比名字易于提取
。

提述次序与语义角色之

间无交互作用 二 ,

提述次序与词类之间的交互作用也不显著
,

。

表 系列呈现
、

延迟间隔 条件下的平均反应时

提述 次序 语义角色 词 类
因 素

— —一
先 后 施事 受事 名 词 名字

平均反应时
。 。 。 。 。 。

。

。

。

。

。

。

值值

实验二

被试 名
,

工科大学一年级学生
,

男 人
,

女 人
。

实验材料
、

步骤 材料与步骤同实验一 但是
,

句子呈现完后
,

延迟 再呈现

表 系列呈现
、

延迟间隔为 花 条件下的平均反应时

提述 次序 语 义角色
因 素

先 后

词 类

施事 受事 名词 名字

平均反应时 。 。 。 。 。 。

。

。

。

。

。

。

值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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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测词
。

实验结果见表
。

方差分析的结果表明
,

被试对句子先提述参与者的反应快于对后提述参与者的反应
,

并且
,

其差异是显著的
。

此外
,

与实验一的结果相同
,

受事比施事易于提取
,

名词比名字易

于提取
,

且均达到非常显著的水平
。

分析表明
,

提述次序与语义角色之间有交

互作用
, , 但是

,

这种交互作用并未改变先提述参与者在可提取性上的

优势现象
。

提述次序与词类之间无交互作用 二 , 。

实验三

被试 名
,

工科大学一年级学生
,

男 人
,

女 人
。

方 法 实验三采用同时呈现的方式
,

即整个句子同时呈现给被试 句子在屏幕上

保持时 间为 秒 这大体上相当于系列呈现时各个字在屏幕上保持时间的总和
。

句子呈现

后
,

延迟 再呈现探测词
。

此外
,

实验材料和步骤等条件
,

均同实验一
。

实验结果见表
。

从表 中可以看到
,

在同时呈现条件下
,

句子参与者提述的次序对反应时的影响更明

显了
。

先提述参与者非常显著地比后提述参与者易于提取
。

在本实验条件下
,

被试对作

为句子施事的探测词的反应
,

略快于作为受事的探测词的反应
,

但其差异在统计上未达到

显著水平
。

这一现象是与前两个实验的结果不同的
。

名词探测词和名字探测词的反应时

表 同时呈现
、

延迟间隔为 条件下的平均反应时

提述 次序 语 义角色
因 素

先 后 施事 受事

词 类

名 词 名字

平均反应时
。 。

值

值

。 。

。

。

。 。

。

。

基本上是相等的 前两个实验条件下存在的差异 已消失
。

分析表明
,

提述次序

与语义角色之间无交互作用
, 。

提述次序与词类之间也无交互作用
泛 , 。

实验四

被试 名
,

工科大学一年级学生
,

男 人
,

女 人
。

方法 实验采用同时呈现的方式
,

句子与探测词呈现之间的延迟时间为

其余的实验条件和要求均同前
。

本实验的 目的是要检验先提述参与者在可提取性上的优

势现象是否可维持较长的时间
。

实验结果见表
。

表 同时呈现
、

延迟间隔为 条件下的平均反应时

提述次序 语义 角色
因 素

先 后

词 类

施事 受事 名词 名字

平均反应时
。 。

。

。 。

。

。

。

。

。

值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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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 中可以看到
,

采用同时呈现方式
,

延迟间隔为 条件下
,

句子参与者的提

述次序对被试的反应时有明显影响 先提述参与者比后提述参与者易于提取
,

且它们之间

的差异达到非常显著
。

语义角色和词类之间的差异均不显著
。

分析表明
,

提

述次序与语义角色之间无交互作用 二 , 。

提述次序与词类之间也无交互

作用
, 。

实验五

前面几个实验的 目的
,

是探讨句子参与者的提述次序对其可提取性的影响
,

考察参与

者的语义角色和词类型在可提取性上是否起某种作用
。

本实验的意图则是探讨提述次序

对可提取性的影响是否只限于句子的参与者 句子其他成分 例如表示动作的动词 的提

述次序是否也同样存在着对其可提取性的影响
。

在汉语中
,

有两种特殊的句型
,

即连动式和兼语式
。

连动式句子和兼语式句子都包含

有两个动词
,

表示两个有一定联系的动作
。

这两个动作在句子中提述的次序是否也会影响

它们的可提取性呢

被试 名
,

工科一年级大学生
,

男 人
,

女 人
。

实验材杆 实验用句子集共 句
,

其中一半为连动式句子
,

另一 半 为兼语式句

子
。

每句 个字
。

连动式句子集中
,

先提述动作的动词平均笔画数为 画
,

后提述动

作的动词平均笔画数为 画 兼语式句

子集中
,

先提述动作的动词平均笔画数为

画
,

后提述动作的动词平均笔画数为

画
。

它们属于常用词
。

另外
,

还有一集

干扰句集
,

数量与实验句相匹 配
。

表 给

出了本实验所用材料的句子样例
。

实验安排

表 实验 所用句子集样例

句子样例

郑参谋打开保险柜取出文件
。

李 老 师教导 青年人热爱祖国
。

被试分成甲
、

乙两组
。

某一个实验句呈现给被试时
,

若其后的探测词 是句子先提述动

作的动词
,

那么
,

同一句子在呈现给乙组被试时
,

其探测词则是句子后提述动作的动词
,

反

之亦然
。

本实验采用同时呈现的方式
,

持续时间为 秒
,

探测词与句子之间的 延迟间隔为
。

实验的其他步骤和要求均同前
。

实验结果见表
。

表 了 句子动作的提述次序及其平均反应时

句式 提述 次序

因 素 提述 次序 连 动 式 兼 语 式

先 后 先 后 先 后
一 一 一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平均反应时
。

。 。 。 。

遗

。

。

。

值值

经 分析
,

句子先提述的动作在易提取性上有明显的优势
。

被试对先提述

的动作的提取明显地快于后提述动作的提取
,

两者之间的差异达到非常显著的程度
。

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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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
,

句子动作的提述次序与句式之 间存在交互作用 二 了,

但是
,

连动式和兼

语式的句型差别对易提取性的影响不明显 二 。 , 。
。

讨 论

从结构建造框架的观点来看
,

句子理解过程的 目的
,

是要建立一个句子水平的心理表

征
。

在这个过程中
,

首先要为表征奠定一个基础
,

然后
,

把后继的信息映射到这个基础上

去
,

形成一个关于句子的完整的心理结构
。

句子先提述参与者所以比较容易被提取是因

为它们构成了表征的基础
,

后继的信息通过它们而映射到这个正在发展的心 理 结 构
。

因

此
,

先提述参与者在可提取性上的优势现象
,

是由于在理解过程中自然发生的一般的认知

过程造成的结果
。

本研究的结果表明
,

汉语句子的加工中
,

同样存在着句子先提述参与者在可提取性上

的优势现象
。

但是
,

这种优势现象与句子加工的具体条件有关 即被试需适当的时间足以

建造句子的心理表征
。

从前述实验结果中可 以看到
,

在实验二的条件下
,

这种优势开始

出现 而在实验三
、

四 中
,

先提述参与者在可提取性上的优势达到了非常显著的程度
。

然

而
,

在实验一的条件下
,

并未出现句子先提述参与者在可提取性上的优势
,

只是表现出一

定的趋势而已
。

如前所述
,

实验一采用系列呈现的方式
,

被试一次一个字地阅读句子 , 为了实现对句

子的理解
,

被试必须通过组词过程
,

把单个呈现的字组成适当的词或短语
,

并在此基础 上

建造句子的心理表征
。

然而
,

每个字呈现的时间及字与字之间的间隔时间 是 短 暂的
,

而

且
,

探测词与句子之间的延迟间隔极其短暂
。

因此
,

当呈现探测词
,

并要求被试针对刚才

呈现的句子做出适当的反应时
,

被试尚未实现对句子的心理表征的建造
。

在这种情况下
,

可能是一些其他因素影响着句子成分的可提取性
。

例如
,

名词比名字的反应时短
,

这可能

是因为
,

这些名词是被试经常接触的
、

熟悉的
、

有具体意义的词
,

而名字对他们来说可能是

新的
、

不熟悉的
,

并且是一些没有具体意义的符号
。

对受事探测词的反应快于施事探测词

的现象
,

尚需做进一步的探讨
。

随着实验条件的变化
,

被试有适当的时间建造句子的心理表征
,

先提述参与者在可提

取性上的优势就开始出现
。

尤其是实验三
、

四采用同时呈现的方式
,

更符合人们通常的阅

读 习惯
,

同时也为被试提供了较充分的时间建造句子的心理表征
,

从而使句子先提述参与

者的优势达到非常显著的程度
。

同时
,

被试对受事探测词的反应快于施事探测词的现象

也消失
,

而且出现了对后者的反应时快于前者的趋势
。

名字探测词与名词探测词在反应

时上的差异亦不复存在
。

这些现象与实验一是很不 同的
,

但是
,

它们从不同的角度论证了

同一个原理
,

即理解的结果是对句子建造相应的心理表征
,

先提述参与者在可提取性上的

优势依赖于句子心理表征的建造过程
。

先提述参与者的优势并不是由于首因效应的结果
。

我们所用的实验材料排除了这种

可能性
。

这种优势是 由每个参与者与其他参与者的相对位置的差别造成的
。

事实上
,

提述次序对可提取性的影响
,

不 限于句子的参与者
。

实验五 表 表明
,

句

子先提述的动作相对与后提述的动作来说
,

在可提取性上亦有明显的优势
。

一般来说 ,

在

汉语的连动式句子中
,

后一动作表明前一动作的 目的
,

前一动作只是后一动作的方式和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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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
。

例如
, “

他坐在门 口读书
。 ” ,

着重在
“

读
”

这个动作上
。

在兼语式句子中
,

前面的动作

只是兼语式后面动作产生的原因
,

而后一动作则是前一动作要达到的 目的或结果
。

例如
,

“

老张叫小李来办公室
。 ” ,

应该说着重在
“

来
”

这个动作士
。

然而
,

实验的结果表明
,

句子

着重的动作并不决定其提取的速度
,

相反
,

句子先提述的动作在可提取性上具有明显的优

势
。

这一事实说明
,

对于句子的同类成分来说
,

先进入的信息在理解者的心理表征中起着

特殊的作用
。

提述次序对可提取性的影响似乎是一个较为普遍的现象
。

结 论

从上述实验结果和讨论中可以得出如下几点结论

句子先提述的参与者比后提述参与者容易提取 , 提述的次序对参与者的可提取

性有明显影响
。

先提述参与者的这种在可提取性上的优势现象
,

与被试加工句子的具体条件 包

括呈现方式及探测词与句子之间的延迟间隔 有关
。

但从实质上看
,

先提述参与者的这种

优势依赖于句子心理表征的建造过程
。

对于句子的同类成分来说
,

先进入的信息在理解

者的心理表征中起着特殊的作用
。

在同时呈现条件下
, 句子参与者的提述次序与其语义角色或词类型之间无交互

作用 先提述参与者的优势现象与其语义角色或词类型无关
。

提述次序不仅对句子参与者的可提取性有影响
,

而且
,

对句子参与者的行为 即

句子的动词 的可提取性也有明显影响 先提述的动作比后提述的动作易于提取
。

提述次

序对句子同类成分的可提取性的影响
,

似乎是一种较普遍的现象
。

无论是先提述参与者或先提述的动作
,

其可提取性的优势并不 是首因效应造成

的结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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