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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采用自编
“

元记忆简短问卷
”

和
“

成人元记忆问卷
” ,

对 如 例被试 分为青年
、

老年和老老年

组 进行元记忆及其与记忆关系的比较研究
。

结果表明 预测记词对数 和记 图数随增龄而

减少
,

年龄差异明显
。

评估准确性未显示年龄差异
。

训练后
,

预测成绩明显提高
,

但 评 估准确

性未见提高
。

测后 自评与预测情况相似
,

但其准确性高于预测
,

元记忆可能通过记忆过程而有

提高 自信程度和使用方法数均随增龄而减少
,

可能这是影响记忆成绩的重要因素 联

想学习和图象自由回忆成绩均与
“

元记忆简短问卷
”

和
“

成人元记忆问卷
”

的各项 自评有不同程

度的相关
,

表明元记忆与记忆关系密切
。

关键词 元记忆
,

毕生发展
,

监控
,

策略
。

七十年代开始兴起了关于元记忆的研究
,

很快成为记忆研究领域中的热点之一
。

年 首先提出 元记忆 这一术语 〔” ,

认为记忆不仅与个体的认知过程

有关
,

而且受个体对认知过程的认识 —元记忆的影响
。

元记忆是关于 自己记忆能力和

策略的知识 〔幻 。

认为元记忆是人们对 自己记忆过程的 自我意识和思考 〔“ 〕。 二十多

年来
,

有关元记忆的研究颇多
,

但至今对其定义和研究范围说法不一
,

其 中以 的

观点为较多人接受
。

他认为元记忆包括四个方面 对记忆任务
、

过程和策略等方面的知

识 , 对当前记忆内容和状态 的 自我意识
,

对 自己记忆程度的判断和评估
,

知道记住了或没

记住
,

意识到 自己知道什么或不知道什么
,

也就是对记忆的监控 对个记忆能 力全 貌 的

自我评价 , 以及与记忆有关的情绪和情感状态
。

简言之
,

元记忆是人们对 自己记忆统系

的认知
,

它并非具体的记忆操作过程
,

但对记忆成绩有影响
。

目前国外对儿童元记忆的发展研究较多
,

看法较一致 〔 ’,

对成人元记忆及其与记忆关

系的研究尚未取得一致的结论 〔“一 “ ’。

国内已有一些关于儿童元记忆的研究 〔‘。,

川
。

近年来

有关元记忆研究的理论和方法也有报道 〔川
,

但至今尚未见老年元记忆方面的研究
。

以往这类工作往往局 限于某一年龄段
。

我们认为只有从毕生发展的观点才能了解元

记忆发展的全貌
。

本工作的研究对象处于三个年龄阶段
,

目的是探讨青年至老年元记忆

的发展变化
,

及其与记忆
、

记忆训练的关系
,

将记忆的年老化研究向一个重要方面扩展
,

并

试图据此从实践方面提出延缓老年人记忆减退的策略
。

本文修改稿于 年 月 日 收 到
。

国 家 自然科学基金 资助项 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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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 法

被试 共 例
,

分为三个年龄组 青年组 一 岁 平均 岁
、

老年组 一

岁 平均 岁
、

年老老年组 简称老老年组 一 岁 平均 了岁
。

每组 例
,

男女各

半
。

文化水平 各组受教育年限平均 年
,

其中初 中 占 呱
、

高 中 占 帕
、

大学 占

呱
。

职业 包括科教文医
、

学生
、

干部
、

工人和家务劳动者
。

筛选 为了使各组被试智力匹配
,

均先用
一

中
“

词汇
”

和
“

数字 符 号
”

分 测

验进行筛选
,

成绩均需达 到各年龄组平均水平之上
。

被试健康状况属中等或中等以上水

实验材料与测查方法 采用实验法和 问卷法相结合
,

进行综合研究
。

元记忆 问卷调 查

八乙,自平

元记忆简短问卷 自编关于对记忆的监控和 自我认知的简短问卷
,

主要包括对 自己

记忆程度的判断和评估 记忆量
、

对记忆知识 策略和作业难易
,

以及 自信程度等方面的

自我评估
。

训练前或后
,

在记忆测 验前
、

后
,

以及训练过程中
,

实施元记忆问卷调查
。

成人元记忆问卷 采用 国外常用的
,

通过因素分析
,

作了一些修订
,

使之更适用 于我国
,

以此进行全面的元记忆调查
。

该

量表包括七个分量表
,

即 内部策 略 ‘ 、

外 部 策 略
、

知识
、

能力
、

变化
、

焦虑 和动机
。

详见
“

成年人元记忆的年龄差异
”

一文

记忆浏查
“

联想学习
”

和
“

图象自由回忆
”

测验 采用
“

临床记忆量表
”

的两项分侧 验 〔‘“ , ,

甲
、

乙

两套
,

训练前
、

后进行测 查 ,

联想学习附加测验 简称
“

附加联想
”

编制两套与上述
“

联想学 习
”

类似的成对联想

测验
,

每套有 对联想词 容易的 对
、

困难 的 对
,

训练前
、

后进行测查
。

记
,

矛乙匆、练

附加联想 另编两套与上述
“

附加联想
”

相似的材料
,

供训练指导和 自练用
。

指导被

试对联想词有意制造联系进行记忆
,

其它操作同上

图象 自由回忆 绘制 张具体图形的卡片 如 飞机
、

桔子等
,

供训练指导和 自练

用
。

指导被试采用想象或联想方法进行记忆
,

其它操作同上
。

实验顺序 共有四次正式测试
、

两次预测及两次测后 自评
,

顺序如下
。

第 次 第 次 第 次 第 次

筛选 型导前侧验哩壁里与记忆训练 少巡导后测验 侧后 自评
及测试

测试完成后
,

进行
“

成人元记忆问卷
”

调查
。

评定方法

元记忆 简短 问卷 对 自评 自信程度
,

训练前后的记忆数量和作业难度之比较分为

三个等级 即 自信程度 强
、

中
、

差
,

记忆数量 多
、

差不多
、

少
,

作业难度 容易
、

差不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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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难
,

分别计分
, , 。

其余均以预测或测后 自评的词对和图形记忆量进行评定

成人元记忆 问卷 按该量表的规定计分
。

记忆 成绩 以正确回忆数计分 详见
“

年龄
、

作业难度和训练对成人记忆的影响
”

一文
。

结 果

不同年龄组
“

附加联想
”

的预测 比较

以连续三次学习前预测 的词对记忆数
,

及其与实际成绩 之差数为指标进行 比较
,

结果

见表
。

表 不同年龄组
“

附加联想
”

的预测成绩 平均分 士标准差

年 训 练 前 训 练 后

‘ 。 、
、

, 。 预 测与 。 、 。 。‘ 预 测与
龄 词对记 忆数

晓

尹各萝理孟戈、 词对 记 忆 数 孑普李飞蒸已少 煞
曰 川 ‘ “ ” 实际成绩 之差 曰

‘ , ’曰 ’一 从 实 际 成绩 之差

组 甭五藻刃丁夏瓜 身而又桑芝获靡而 荀
次 第 次 第 次 第 次 第 次 第 次

青年

老 年

老老年

。

士
。

。

士
。

。

士
。

。

士
。

。

士

。

士
。

。

士
。

。

士
。

。

士
。

。

士
。

。

土
。

。

士
。

。

士
。

。

士
。

。

士
。

士
。

。

士
。

。

士
。

士 了

。

士
。

士

士

。

士
。

。

士
。

理
。

士
。

士

士
。

士

士
‘

士
。

。

士
。

。

士

士
。

士
。

。

士
。

。

士
。

由表 可见
,

各年龄组在训练前后
,

预测词对记忆数均随学 习次数增加而逐渐增多
,

青年组明显多于两个老年组
,

两个老年组差异不显著
。

此外
,

各年龄

组训练后预测词对记 忆数均明显多于训练前
。

各年龄组在训练前后
,

预测词对记忆数与实际成绩 之差数均为正值
。

各年龄组之间比

较
,

在三次学习过程中无一定规律
,

总的年龄差异不明显
。

各组 的三次差数
,

在

训练前后均无显著差异
。

不同年龄组
“

附加联想
”

的测后 自评 比较

以测验后 自评词对记忆数
,

及其与实际成绩之差数
,

以及 自评 自信程度
、

词对之难易
、

使用方法数
、

训练前后的记忆数量和作业难度之比较为指标 进行分析
,

结果见表
。

由表 可见
,

无论在训练前或后
,

青年组的测后 自评词对记忆数均明显多于两个老年

组
,

老年组多于老老年组
。

各年龄组训练后的测后 自评词对记
‘

乙数均

明显多于初练前
。

各年龄组在训练前后
,

测后 自评的词对记忆数与实际成绩之差数均为正值
,

其中青年

组的差数大于老年组和老老年组
,

但只有训练后差异显著 值分另 小于 和
,

后两组无显著性差异
。

各组的差数在训练前后差异均不显著
。

表 还表明
,

无论在训练前或后
,

自评 自信程度均随增龄而减低
,

青年组明显高于两

个老年组
,

后两组差异不显著
。

各组训练后 自信程度均高于训练前
,

但除了老老年组差异显著外
,

其余差异均不显著
。

自评使用方法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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闪洲
。

卜
。

闪仍的工
。

卜
。

囚娜赵五誉峻创﹄但举
亡 , 卜 盆 〔、 , 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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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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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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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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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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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七二 , 日 钾州 尸叫 , 叫

十 十

的
。

闪卜
。

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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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们卜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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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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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 尸叫 尸叫 尸 , , 叫

十 十

⋯⋯

⋯
⋯⋯

业城幕

岛催肚皿四展驶脚具盆
。

驭右扮暄岭

哪
。

囚的
。卜

。

工卜
。

哪
。

工引
。

皿 迎 哪 侧

心门 亡目 盆 心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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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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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增龄而减少
,

在
“
联想学习

”

中
,

青年组与两个老年组差异均非常显著 。 ,

而在
“

附加联想
”

中
,

青年组只与老老年组差异显著
。

至于各年龄组自评词对之雄易
,

以 及训练前后的记忆数量和作业难度之比较
,

均无显著性差异
。

不同年龄组
“
图象自由回忆

”

的预洲和洲后 自评的比较

对图象的预测和测后自评
,

采用与表
、

表 相似的指标加 以比较
,

结果见表
。

由表 可见
,

在训练前后
,

青年组的预测或测后 自评记图数均明 显 多 于两个老年组
,

后两组差异不显著 。
。

各年龄组训练后预测和测后 自评记图数均明

显多于习练前
。

各年龄组在训练前后
,

预测或测后 自评记图数与实际成绩之差数均为负值
,

测后 自评

之差数小于预测之差数
。

此外
,

差数有随增 龄而加大之趋势
,

训练前差异尚不显著
,

训练

后两个老年组均明显大于青年组
。

各组预测之差数在训练前后 比较
,

老年组和

老老年组的前后差异显著 值分别小于 和
,

测后 自评之差数前后均无显著性

差异
。

至于各年龄组 自评训练前后的记忆数量 和作业难度之比较
,

均无显著性

差异
。

不同年龄组
“

附加联想
”

成绩与
“

元记忆简短问卷
”

各项 自评的关系

将
“

附加联想
”

第 次学习的合计成绩 合 与问卷各项 自评求相关 见表
。

表
“

附加联想
”

第 次合计成绩与元记忆简短问卷各项自评之相关 『

年 一一一望匕一止叁
一一

一鱼一

一 一一一一一一」生一一生一 主乙一一一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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