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脑中风患者某些心理障碍的随访研究

脑中风患者由于大脑局部血流供应的阻断或出

血常常伴发一些心理功能障碍
。

除比较明显的各种

各样失语外
,

我们过去的工作表明
,

这类病人的记

忆功能
,

词语流畅性及视觉运动反应时间也存在明

显扭害
。

这些心理机能损害随着病程的转归会有哪

些变化
,

心理作业成绩与临床疗效关系如何是本研

究的目的
。

被试
:

55 名被试选 自19 83 ~ 1 , 88年在天坛医院神经内

科住院人群
。

其中脑梗塞38 例 , 脑出血甘例
。

左侧

损害30 例 , 右侧损害24 例
,

双脑损害 1 例
。

平均年

令5口
.

4岁
。

第一次心理测查在病人发病二周后进行
。

第二次心理测查与第一次间隔平均 2夕个:月
。

患 者

临床疗效评分根据1 9 86年全国第二次脑血管病学术

会议上
“

对脑卒中临床研究工作的建议 ” 一文所制

定的标准评判
。

痊愈与显著进步为一组
,

进步为一

组
,

无变化或恶化为一组
。

方法
:

1
.

中科院心理研究所许淑莲等人编制的《临床

记忆量表》
。
2

。

词语流畅性测验
。

1) 口语流畅性
:

说

同类词
,

尽快说出食物
、

日用品
、

人名
、

地名的名

称
,

各给一分钟
,

记录所说个数
。

2) 阅读流畅性检

查 (基本同于Stro o p测验)a
.

读第一张卡上 的 黑 体

字 , b
.

读第二张卡上的园点形色 , c 。

读第三张卡上

的彩色字的字 , d
.

读第四张卡上的彩色字的颜色
。

记录被试完成每项任务的时间和错误次数
。

3
.

视觉

运动反应时间
。

包括简单反应时间 (SR T )
,

选择反

应时间 (CR T )
。

使用国产X Z
一

I型反应时间侧量仪
。

先做SR T
,

刺激信号为黄灯
。

再做CR T
,

刺激信号

为四种颜色的灯 , 要求被试看到蓝灯或黄灯亮时迅

速按键, 看到红灯或绿灯亮时不要按键
。

用电子计

时器记录从刺激呈现到被试按键所用时间
。

结果分析
:

一
、

脑中风患者两次记忆成绩比较 (n = 38)
:

除人像特点联系回忆外
,

指向记忆
、

联想学习
、

图象

自由回忆
、

无意义图形再认
、

记忆商数五项成绩随

访时比初发病时有明显提高 (P <
.

0 5)
。

二
、

患者两次词语流畅性测查比较 (n ‘ 27)
: 1 ,

说同类 词四个项目总数随访时比较初发病时明显增

多(P <
.

0 5) , 2
.

S tr o o p测验项目作业时所需时 间 均

比第一次测查时有所缩短
,

但差异不够显著
。

三
、

患者两次SR T 及CR T 成绩比较(n = 31 ) : 统

计表明简单反应时间与选择反应时间的均数第二次

作业都较第一次有明显缩短 (P (0
.

01 ) ,

其反应时间
.

的变异系致c v也有明显降低(P <
.

0 5)
。

四
、

左脑中风组与右脑中风组测验成绩比较
: 1

.

初发病时左脑损害组的联想学习
、

图象自由回忆
、

记

忆 商数三项成绩明显低于右脑损害组(P <
.

05 ) ,

随

访时左脑损害组与右脑损害组记忆六项成绩均无显

著差异
。
2

.

初发病时左脑中风组说同类词总数明显

低于右脑中风组(P<
.

05)
。

随访时这种差异消失
。

五
、

不同疗效组间心理测验成绩比较
:

卡方检

验表明不同疗效评级组间的S R T 及C R T
、

说同类词

总数成绩有明显差别
。

表现为临床疗效评级愈低
,

反应时间愈长
,

说同类词的个数最少
。

S tro o p侧脸

读颜色一项P值 <
.

05
,

与不同疗效等级关系显著
。

读

黑体字
、

读彩色字的两项(P <
.

1)
,

有相关趋势
。

讨论
:

一
、

脑中风患者的记忆
、

词语流杨性
、

反应时

间的障碍随着病程的转归有不同程度的改善
。
1 , 8 5

年我们曾复查过几十例脑卒中患者的记忆功能
。

复

查间隔时间为三个月
、

六个月
、

一年不等
。

统计结

果发现与初发病时记忆成绩相比提高不 明显
。

考虑

可能由于脑的高级神经活动损害的康复过程是比较

慢的
,

需要一定时间与适当的训综
。

这次研究我们

延长了两次心理测查的 间 隔 时 间
,

多 数 患 者 为

2 ~ 2
.

5年
,

有的长达5 ~ 6年
。

资料分析表明患者的

这几项心理作业成绩在随访时均有明显提高
。

St r
-

。o p测验也有较大进步
。

这些损害在治疗一段 时 间

后
,

随着可能出现的侧支循环的建立或 出血 的 吸

收
,

或大脑不同区域之间相互的机能代偿作用是香

会有所改善 ? 我们工作表明
,

这些心理机能缺失在

生理功能恢复的同时也有了明显的进步
。

说明某些

心理机能的损害是可逆的
,

在一定时期内是可以康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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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的
。

二
、

左脑损害组与右脑损害组在两次测查中的

差异分析
。

本次研究发现脑中风病人在初发病时左

脑损害组患者在联想学习
、

说同类词等测验中表现

出比右脑损害组更明显的障碍
。

而随访复查时
,

病

人取得一定临床疗效后
,

这种障碍的脑功能一侧化

倾向消失了
。

因为联想学习测验的识记和回忆过程

均由词语操作 , 说同类词是带有速度要求的
,

从长

时记忆储存中提取信息的词语记忆
。

图象自由回忆

作业也表现出这种明显的差异
。

可能是由于虽然刺

激材料是形象的
,

但是对它的编码与提取过程都是

以词来完成的因素所致
,

这个结果从正反两方面表

明这儿种心理活动与优势脑有更密切的关系
。

也说

明这些心理测验对于临床鉴别左
、

右脑功能的扭害

有一定意义
。

三
、

心理机能障碍的恢复与临床疗效的关系
。

结果分析表明
,

临床疗效评级好的组其心理作业成

绩明显好于临床疗效差的组的成绩
。 ’

根据心理侧验

成绩与临床疗效有显著的一致性
,

我们认为这些滋

验可 以做为临床观察脑中风康复的一项指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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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析小学生解答应用题过程中的课题类化方式

什么是课题类化? 据落获主编的教育心理学指

出
: “

课题类化指学生通过思维把握具体课题内容

的实质
,

找到它与相应知识的关联
,

从而把当前的

课题纳入已有的知识系统中去
。 ” 鉴于人们解决任

何问题
,

均需以已有知识为背景
,

因此众多研究均

指出
,

能否进行课题类化是解决间题的关键环节
。

课题类化虽在已有研究中引起了高度重视与评价
,

不过
,

课题类化究竟是怎样进行的
,

即对课题类化

过程的研究尚少
。

本文以期通过对小学生解题中课

题类化方式的探索
,

寻求提高小学教学应用题教学

质盆的有效途径
。

.

了解小学生解题过程中课题类化的过程
,

首先

需了解他们通过哪些途径
、

哪些方式把新课题与已

有知识关联起来的? 我们通过对现有实验资料及已

有研究的考察
,

认为小学生解答应用题的课题类化

主要有以下几种方式
,

一
、

识别棋式

即指迅速认出应用题的类型
,

从而唤起脑中对

应的知识模块及现存的解法
。

如一优秀学生学习了

工程应用题后
,

解
“
一笔钱可买钢笔20 支

,

可买圆

珠笔 30 支
,

若两种笔都买同样多
,

各可以买多少支 ?
”

一题时
,

一眼就认出这属工程问题 ( 即题中
“
一笔

钱
”

相当于工作总量
, “

买钢笔 20 支
,

买圆珠笔30 支
”

相当于工作效率
,

求两种笔买同样多
,

各可以买多少

支相当于求合做时间) ,

从而得以运用解工程间题的

方法求解
。
又如广东教育学院的施铁如同志曾在初

中学生解代数应用题的研究中指出
:

初中学生解代

数应用题首先是从间题中看出某种熟悉的 东 西 (模

式的特定关系或结构)
,

然后以此为索引
,

唤起相应

的解题方法
,

作出解答
。

受过强化综习的学生能很

快认出模式
,

从长时记忆中找到现在的解题方法
,

他们的解题过程多半是只是识别和反应
。

朱新明关

于初中学生解儿何问题的研究也得出类似结果
。

据

课题类化定义的含义
,

我们认为识别模式实质上也

是课题类化
,

它只是课题类化的一种方式
,

即再认

式的课题类化
。

只有对新课题类型相当熟悉
,

或新

课题相当简单时
,

才能以此方式类化课题
,

也就是

说它是熟手常用的类化课题的强方法
,

.

是一种等水

平的对问题整体领悟的类化方式
。

不过由于课题的

纷繁复杂
,

千变万化
,

以及人们对各个课题的熟悉

程度不同
,

大多数情况人们很难直接采用再认式的

方式
,

一眼就迅速认出课题的类型
,

而常常需要通

过复杂的分析综合
,

去伪存真
,

才能还其
“

庐山真

面目” ,

再现课题的一般关系或结构, 或者只有通

过迁迥曲折的路线才能把新课题与已有 知 识 相 关

联
。

因此
,

除了再认式的课题类化
,

小学生解答应

用题
,

还有其它方式的课题类化
,

如下面儿种
。

二
、

用概括化的语言抽象出厄目 的 一般

关系

即指以抽象的语言替换题目中的具体表述
,

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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