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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心理学的近期研究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 充所 (北 京 1 0 0 0 12 ) 许淑莲 吴振云 孙长华 吴志平

老年心理学是在十九世纪 开始受到注意
,

第二

次世界大战以后迅速发展起来的新兴学科
。

在我国
、

虽然老年心理学的思想源远流长
,

科学的老年心理

学的研究却是八 十年代才开始的
,

至今已有一些进

展
。

我们研究小组是以研究老年心理学为主要任务

的研究组
,

我们早期的一些研究结果已在
“

关于老年

心理学 的一 些研究
”
(《心理科学通讯 》1 9 8 8 年第 4

期 )一文中简要报道
。

本文将扼要介绍我组近期的一

些研究结果
,

借以反映我国和国际 上老年心理学研

究的某些趋势和老年 人心理的某些特点
。

下面分 四

个方面予以介绍
。

一
、

从记忆训练研究看老年 人认 知活动的可塑

性及其限制 我们 已有的研究表明
,

老年人的认知

功能具有 明显的可塑性
。

昊振云
、

许淑莲(1 9 8 7)
‘, ,
采

用
“

反复训练法
”

对老年人训练 10 次
,

结果表明
,

老

年人的
“

数字符号
”

作业以及其变式
“

默写
”

和
“

临摹
”

测验的成绩都有 显著提高
,

并且对未经训练的类似

作业还有一定的迁移作用
。

经过训练的老年人的成

绩可达到或超过未经训练的青年人的成绩
; 以记忆

成分为主的
“

默写
”

成绩较以反应速度为王的
“

临摹
”

成绩进步更大
。

采用同样训练方法
,

对老年心血管病

患者和健康老人对照研究的结果表明
,

老年病人的
“

数字符号
”

和
“
默写

”

测验成绩明显改善
,

但其改善

的程度显著不如健康老年人
〔2 〕

。

可见健康的
、

甚至有

病的老年 人的认知活动经过短期训练就可 以获得明

显改善
,

不同的认知活动的可训练性是不同的
。

另一项采用策略训练 (即记忆方法训 练 )方法训

练青年人和老年人的词语记忆研 究
,

得到了与上述

研究相似的结果
‘即

。

作者教给被试者三种形式的意

义联系方法
,

分别用以识记三种词语记忆材料
。

老年

训练组训练后记忆成绩相当于未训练的青年组
,

与

训练后青年组的差距也有所缩小 运 用策略进行记

忆的老年 人比青年人明显减少
,

但训练后明显增多
,

虽然善 用方法者仍 比青年 人少些
.

而运用策略和记

忆成绩有显著相关
。

较少运用方法是老年人对信息

存在编码瘴碍的重要表现
。

这 个缺点可以通过训练

得到改害 这同样说明老年 人的认知活动具有明显

的可塑性
。

最 近
.

吴振 云等 (1 9 9 2)
〔‘〕又 用

“

位置法
”

这种特

殊记忆术研究了记忆训练对 改善少年
、

青年和老年

人认知功能的作用
,

对老年 人认知功能的可塑性及

其限度有了进一步的发现和认识
。 “

位置法
”

就是利

用并让被试熟记一些地点的外形和顺序位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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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在回忆时
,

按序再访这些地点
,

将它

们作为回忆的线索
,

帮助提取所结合的需识记的字

词
。

训练前
,

对 30 个需要再认其序列位置的字词老

年 人 (平均 6 8 岁 )平均 只记忆 3
.

59 (呈现 15 秒 )
、

3
.

6 8 咬呈现 1 0 秒 )个或 2
.

5 9 (呈现 5 秒 )
、

2
.

3 6 (呈现

3 秒 )个字词
。

而少年(平均 14 岁)和青年 (平均 21

岁 )组却能记忆 1 2
.

2 9
、

1 5
.

2 5
、

1 0
.

3 3 和 5
.

7 1 个以及

1 4
.

1 3
、

1 4
·

5 8
、

1 0
.

5 8和 9
.

1 7个字词 (分别为呈现 1 5

秒
、

l。秒
、

5 秒 和 3 秒时的记忆数 )
,

明显 多于老年

人
,

尤其是在呈现速度较慢时
。

经过三次
“

位置法
’,

记

忆术的训练
,

老年人的记忆成绩有 了显著提高
,

呈现

1 5 和 1 0 秒时达到 1 7
.

3 2 和 1 3
.

0 5 个
;
呈现 5 和 3 秒

时也提高到 6
.

64 和 5
.

23 个字词
;
呈现 1 5 秒时

,

训

练后老年人的成绩几乎接近训练前的 5 倍
,

超过 了

训练前的少年或青年组水平
,

表现 出老年人认知功

能具有相当大的储备能量和可塑性
。

字词记忆训练

后
,

测试对图形的记忆
,

老年组的成绩也比训练前明

显提高
,

说明这种记忆训练对老年 人还有一 定的迁

移作用
。

但是
,

与此同时
,

经过训练
,

少年组和青年组

提高量更大
.

满分者(记住 3 c 个词 )在慢速呈现时竟

高达 90 环
.

平均记忆 28 个字词 以上
,

与老年组的差

距比训练前更大
。

而在快速呈现时这种记忆的年龄

差异更加增大
。

对随后进行的图形记忆测试
,

少年组

和青年组也显示出更 明显的迁移作用
,

成绩明显优

于训练前
。

这都说明
,

老年人的认知功能具有相当程

度的可塑性
,

但在认知发展的储备能量上
,

尤其是在

任务难度加大 (如呈规速度加快 )时
.

老年人明显不

如少年或青年人
.

其可塑性出现明显的限度
。

此外
.

与
“

位置法
”
记忆训 练研究同时

,

许淑莲等

(1 9 9 3)
〔5 〕
研究了经过训练的青年人和老年 人同相 匹

配的对照组
.

比较他们的发散性思维特点
。

孙长 华等

(l 9叹 )〔‘,
也用同样方式研究 了采用瑞文测验测定的

类比推理能力的特点
。

发散思维研究的结果表明
,

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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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训练组在图形的变通性上有优于其对照组的明显

趋势
,

而青年训练组则在图形的流畅性
、

独特性及语

义的独特性上优于其对照组
。

瑞文测验结果显示青

年训练组成绩明显优于其对照组
,

而老年训练组与

其对照组无明显差异
。

这都表明
,

记忆术训练对青年

人思维的间接迁移作用大于老年人
。

这同样也是老

年人的认知发展储备能量不如青年人的一种表现
。

吴振云等(1 99 3 )〔”还将
“

位置法
”

记忆训练扩展

至中年组和 儿童组
,

探讨 5 个年龄组训练前后的差

异
。

结果发现
,

老年组
、

儿童组各项成绩最差
,

青年

组
、

少年组最好
,

中年组居 中
。

同时发现
,

在慢速呈现

时
,

训练后老年组明显高于 儿童组
,

在快速呈现时则

老年组略低于儿童组
。

老年人知识经验丰富
,

只是信

息加工过程减慢
,

只要给予时间
,

老年人是能够利用

联想和想象
,

借以显著提高其成绩 的
。

吴振云等

(1 9 93 )〔幻还探讨了这种记忆训练的中
、

德跨文化差

异
。

除了发现德国被试年龄差异的基本规律与中国

基本相同外
,

还观察到训练前中
、

德被试各项成绩无

显著性差异
,

训练后无论少年
、

青年或者年中国被试

各项成绩的改善均多于德国被试
,

训练揭示 了跨文

化差异
。

这可能与中
、

德被试的动机水平
、

行为方式

以及两国的教育与训练方式的差异有关
。

可见老年

人是能够通过学 习取得进步或进行一些工作的
,

只

是对 自己不能要求过高过急
,

因为老年人的认知储

备能量毕竟不如青少年或中年人
。

二
、

某些思维和想象活动的年龄差异 许淑莲

等探讨了青年人和老年人发散性思维的差异
。

发散

性思维 又名求异思维
,

它是一种不依常规
,

寻求变

异
,

从多方面寻求答案
,

探索新颖或独特见解的思维

形式
。

它的三个重要组成成分是思维的流畅性
、

变通

性和独特性
。

结果表明
,

在图形
、

符号和语义三方面

的流畅性
、

变通性和独特性上
,

老年人明显不如青年

组
。

例如
,

对主要测试流畅性的测题
: “

请您写出所能

想到的带有
‘

木
’

的字
,

写得越多越好 (限时 10 分

钟 ) ”
,

青年人平均写出 36
.

69 个字
,

老年人平均写出

29
.

35 个字
,

明显少于青年人
,

表明思维流畅性差
。

有一女性老人写出了 38 个带木的字
,

流畅性得分

38 分
,

相当高
。

可是 38 个字都是木在左边组成的

字
,

因而变通性得分为 l
,

独特性为零
。

又如对测试

变通性为主 的测题
: “

请您写出铅笔的各种用途
,

越

多越好
” ,

老年组平均只写出 3
.

53 种不同类别的用

途
.

比青年组平均写出 7
.

33 类别的用途显著少些
,

但有一名 “ 岁的男性老人却写出了 16
.

5 种用途
,

其中有 10 种是有独特性的
,

比青年组最好的成绩还

好
。

可是有不少老人虽然写出了一些铅笔用途 (流畅

性 )
,

却都是属 于书写一类的
.

变通性只有 1 分
,

独特

性 。分
。

再如下述以测试独特性为主的测题
: “

请您

给下列 图形补上您认为缺少的东西
,

使它成为一幅

完整的图画
。

画得越多越好
” 。

图形为三条直线交于

一点
,

宛如人字上面加一 水平线
。

同样可见老年人在

独特性 (老年
:

青年一 1
.

95
:
3

.

3 3)
、

流畅性
、

变通性

上均明显不如青年人
。

一位青年画出除房屋以外的

7
、

8 种新颖图画如海 星
、

鹰爪
、

蒲公英种子
、

风筝
、

雨

伞
、

草帽
、

书
、

晾衣架和几何图形等
;
而不少老年人却

只补画了各色各样的房子
。

由此可贝
占 ,

老年人
“

死心

眼儿
” ,

思维不够流畅
,

缺乏变通和新颖比较突出
。

同

时
,

研究还发现
,

青年人发散性思维的个别差异较

大
,

老年人则更大
,

尤其是独特性
。

这说明老年人如

果注意身心保健
,

参与社会性活动并进行脑力
、

体力

锻炼
.

也有可能提高或保持其发散性思维能力
。

孙长华等研究了瑞文测验成绩的年龄差异
。

瑞

文测验的测试方法是
:

每次呈示一些渐进式距阵图

形
,

其中留一空档
,

要求被试从中找出渐进规律
,

并

按此规律在下面提供的几个图形中选出一个填补空

档
。

结果表明
,

即使不限定作业时间
,

老年人的成绩

也明显不如青年人
。

而且
,

反映类比推理能力的后三

组测验成绩的年龄差异大于主要反映观察力的前三

组的差异
,

说明老年人类比推理思维能力的减退甚

于观察力的减退
。

在要求被试写出对测题选择答案

的思路和理由时
,

不少老年人即使答案正确也不如

青年人解说清楚
、

准确
。

同时也看到
,

有少数老年人

仍能取得较好成绩
。

吴振云等(1 9 9 1 )〔”采用抽象直线图和随笔图两

类图形作为实验材料
,

研究了少年
、

青年和老年想象

的差异
。

结果表明
,

在限时 3 0 秒的条件下
,

对图形想

象的总数老年组显著少于少年组
;
比青年组也少些

,

但不显著
。

对抽象直线图形想象内容种类的总数和

每幅图形想象内容种类的平均数
,

老年显著少于青

年
,

青年显著少于少年
。

这说明老年人想象的丰富性

有所降低
;

也和他们信息加工速度减慢和谨慎态度

有关
。

想象的新颖性也是少年多于青年
,

青年多于老

年
,

前两者比较接近
。

此外
,

虽然所有被试想象的整

体性反应都在 80 %以上
,

但其中老年组想象的整体

率仍显著低于青年组和少年组
。

想象力和发散性思

维有高相关
。

老年人想象力 比较贫乏
、

单调
,

是他们

的记忆和思叫
_

}佗力减退的一个重要因素
。

但老年人

知识经验丰富
,

可以补偿这方面的不足
。

三
、

词语流畅性和分心记忆的年龄差异 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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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写字时找词 困难是老年 人的一种常见特点
,

这是

口语流畅性或书写流畅性 下降的表现
。

许淑莲等

( 19 89)
〔10) 系统研究了青年

、

中年和老年 人在 口语
、

阅读和书写等词语流畅性的年龄差异
。

作者采用说

同类词限p在一分钟内尽量多地说出食物或 日常用

品等某类名字 )和说非某类词 (如尽快说出一 神不在

天上 飞的动物等 )方法研究 口语流畅性
;
用要求在 3

分钟内尽可能快而多地写出以
“

出
‘’

打头的词等方法

研究书写流畅性
;
用阅读短 文时间以及 S tr o o p 测验

研究阅读流畅性
。

S tr oo p 测验包括 4 项内容
,

即 (1)

读 3() 个红绿黄蓝黑体字
; (2 )读 3 0 个红绿黄蓝颜色

块名称
; (3) 读色字 3 。个

,

即对字义和写字的颜色不

一致的颜色字按字 义尽快读出
; (4) 读字色

,

对上述

颜色字 30 个按写字的颜色读出
。

研究结果表明
,

大

多数词语流畅能力均为中年以后衰退
,

St ro 叩 测验

中的读色字和读字色作业则中年即开始减退
。

后者

反映出存在字色干扰
,

以选择性注意为主 的心理 活

动衰退较早
。

同时还发现
,

词语流畅性除年龄因素外

还受被试者文化程度和测验内容的影响
,

文化程度

越低
、

测验难度越大
,

年龄差异越显著
。

词语流畅性

和词语记忆有显著相关
,

这可能是由于两者都有较

多的记忆和注意过程的参与
。

分心对老年人的记忆或其他心理作业的影响如

何
,

是一个有争议的间题
。

许淑莲
、

吴志平(1 99 3)
〔, ’〕

对此进行了研究
。

分心条件是在判断简单算术题正

误的同时
.

识记指向记忆和故事
。

结果表明
,

在这种

分心条件下
,

老年组记忆作业受损比青年组更 为严

重
,

分心 扩大了记忆的年龄差异
。

相对分心消耗值

(因分心使记忆受损的相对值 )显然受刺激条件影

响
,

属片断记忆的 故事分节分
,

分心 消耗最大
,

类似

语义记忆的故事意 义分
,

分心消耗最小
,

介乎两者

之间的指向记忆分
,

分心消耗居中
。

同时 又发现
,

分

心对 上述记忆的影响有适应现象
,

青年组和 老年组

的第二次分心测试成绩均较第一次进步
。

可见在分

心条件下老年人的记忆经过练习也有进步
。

我们以往的研究 已经表明
,

成年人的记忆随增

龄而减退
,

不 同的记忆活动随增龄而发生的变化是

不同的
。

上述研究 又观察到
,

主要是一种包含速度要

求的
,

从长时记忆中提取信息的词语记忆—
词语

流畅性在老年时也有减退
。

同时
,

选择钊
_

注意和分心

注意活动也因年老而明显受损
。

老年人应当认识这

些间题
,

并予以适当的训练或补偿
。

四
、

有关老年人心理健康的研究 婚姻满意度

是影响 人们心身健康的重要因素之一
,

夫妻恩爱又

是健康长 寿的一 个重要 原因
。

许 淑 莲
、

蒋 龙等

〔1 9 92 )〔
, 2 ,
参考国外有关量表

,

编制成包括 1 3 个分

量表的
“

婚姻满意度调查表
” ,

对平均 63 岁的 2 06 名

城市老人进行了测试调查
。

经过同质性信度的检测
,

区分度以及各分量表和总量表分的相关的测定
,

表

明量表的信度和效度是合格的
。

老年人婚姻满意度

状况基本呈偏向好的一端的常态分布
,

总量表分的

均值较高
,

表明大多数老人的婚姻是 比较满意的
,

很

满意和很不满意的各占 12
.

6 %
。

各分量表中
,

以经

济管理
、

家庭内聚力
、

世界观三者得分最高
,

表 明老

年夫妇这些方面 比较谐调
。

闲暇活动和感情表达得

分最低
,

性关系和子孙教育次之
,

说 明老夫妻间这些

方面的调适还存在一些间题
。

老人对部分项 目的应

答情况值得注意
,

例如
,

虽然个性量表均分中上
,

说

明老年夫妇多数个性谐调
,

但存在间题也不少
,

依次

是固执 (48
.

5 % )
,

为小事发 脾气 (29
.

2环)和 罗嗦

(2 0
.

9写) ;
在感情表达上较多老人对对方为某事抱

怨时感到心烦(4 5
.

1% )
,

或认为对方把感情藏在心

里 (31
.

6 % ) ;
性关系间题有性别差异

,

对房事不感兴

趣者女多于男(76
.

1 % > 48
.

3肠)
,

为对方拒绝性 生

活而烦恼者男多于女 (1 4
.

1 环> 7
.

6 % ) ; 矛盾解决则

有不少老 人对解决不同意见 的方式或观点不 同

(39
.

6环) ;
子孙教育的不 同方式和观点

,

是不少老夫

妻关系间题的一个重要来源 (50 % )
。

婚姻满意度的

影响因 素结果表明
,

总 量表分和被试者年龄
、

性别
、

文化 程度
、

原职业
、

现有无工作
、

离退休
、

原配或再

婚
、

个人收入
、

生活来源
、

健康状况
、

是否和 子女合

住
、

夫妻年龄差等均无明显关系
。

有的因素与某一分

量表有关
,

如文化程度与感情表达
、

性关系有关
,

大

学 文化者优于中学 文化者
;
非常健康者较一般健康

者夫妻间个性谐调较好等
。

该研究调查人数不很多
,

这方面间题尚应进一步研究
。

生活质量和 自觉幸福度是老年 人心理健康的重

要表现
。

许淑莲
、

王翠华等(19 93 )〔
, 3 〕
引用生活质量

量表
、

情感平衡量表和纽芬兰大学幸福度量表对

2 26 名原科技和行政老干部的广义的生活质量和自

觉幸福度进行了调查并分析了其影响因素
,

其中包

括采用艾森克人格间卷表 (E PQ )探讨了个性因素的

影响
。

结果表明
,

这些老人的生活质量属中等稍上水

平
,

自觉幸福度为较好水平
。

在影响因素中
,

作用最

显著的是 自觉健康状况
,

它与生活质量的所有指标

都有高相关
,

即自觉健康状态良好者
,

生活质量较

高
;
自觉较幸福

,

负性情感较少
,

正性情感较多
。

个人

收入与生活质量和负性情感有关
,

与 自觉幸福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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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不显著
,

后者与许淑莲
、

吴志平过去的研究结果

相一致
.

E PQ 的外向分和 自觉幸福度
、

正性情感以

及生活质量都有明显正相关
。

它还和 自觉健康状态

显著正相关
,

而神经质分恰好相反
,

精神质分也与自

觉幸福度有负相关
。

可见个性特点对老年人的生活

质量及幸福度有明显影响
。

此外
,

其他一些因素如在

婚或丧偶与自觉幸福度有关
,

在婚者幸福度较高
;

子

女多少与生活质量有一定关系
,

子女较多者 自觉生

活质量较高等
。

老年人的生活质量和幸福度不仅和上述因素有

关
,

还与是否参与活动有重要关系
。

许淑莲
、

王翠华

等c14 ,

对活动与广义的生活质量的关系进行了初步

探讨
.

参考国外有关量表
,

根据 自己的思路
,

几经调

查预试
,

编制成三维活动量表
,

即按是主动愿望还是

环境或责任要求的活动分为愿望类和要求类 ; 另按

是否社会性分为社会性和非社会性类
;

再按活动内

容分为家务
、

消闲
、

锻炼
、

工作学习和社会交往五类
。

经过检测
,

量表的再测信度和 内容效度基本合格
。

对

44 名老年人初步但详尽的调查结果表明
,

愿望性活

动的进行和对其后果的满意度均非常显著地提高生

活质量和幸福度
,

而要求性活动过多对老人生活质

量有消极影响
。

但进行了要求活动并对其后果满意

却对老人生活质量有积极作用
。

愿望类社会性活动

的进行和满意度均显著提高生活质量和幸福度
,

较

愿望类非社会性活动与生活质量的关系更为密切
。

要求类社会性与非社会性活动与生活质量和幸福度

的关系基本一致
,

与上述要求类活动相同
,

仅社会性

要求活动的发生与负性情感关系更大些
。

就活动内

容看
,

要求类家务活动过多
,

与幸福度呈负相关
,

但

如进行后果满意则又可增进生活质量
,

进行工作学

习并后果满意趋向于提高生活质量
。

消闲活动明显

提高幸福度
。

愿望性社会交往与生活质量关系最为

密切
。

此外
,

还观察到个性特点和活动有重要关系
。

外向者愿望性活动进行显著较多
,

神经质者易感到

要求性活动多
,

但实际进行不多且不感满意
。

精神质

者较少发生进行愿望性活动的意图
。

我们研究小组近年来进行的一些工作研究结果

表明
,

老年人的记忆
、

注意
、

词语流畅性
、

思维和想象

等认知活动都有了明显的减退
.

同时我们也看到老

年人认知活动具有明显的可塑性并有其限度
。

只要

采取适当的方法
,

已经衰退的功能可以逆转并得到

改善
。

老年人对自己要有信心
,

但不可强求和青年人

一样
。

根据上述不多的研究揭示
,

我国城市老年人的

生活质量和 自觉幸福度以及婚姻满意度均属中等以

上水平
。

尚需社会提供机会
,

老人 自我加强调控
,

以

进一步提高老人的生活质量与幸福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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