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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度与认知成绩及年龄关系的研究‘

李德明 刘 昌 李贵芸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

,

北京
,

摘 要 应用累加成绩 —反应时曲线比较研究 了青年组 一 岁
,

人 与老年组 一

岁
,

人 五项作业速度与成绩之间的关系
,

这五项作业是数字旋转
、

心算
、

符号数字
、

汉字

数字和 图形空间定位
。

结果表明 老年组五项作业的累加成绩 —反应时曲线均较青年组

上升缓慢
,

表明老年组需要较长的反应时
,

便可获得与青年人相 当的累加成绩得分 老年

组累加成绩 —反应时曲线上升的快慢还与作业的性质及难度有一定关系
。

上述结果说明
,

在所研究作业的难度范围内
,

速度减慢是老年人获得 与青年人相 当成绩的保证因素
,

支持关

于速度可能是在年龄与成绩之间起一种调节作用的观点
。

关键词 速度
,

认知成绩
,

年龄

分类号

月 青

认知速度是近期老年认知心理学研究的热点之一
,

认知速度 随年老减慢是认知老化

领域最重要 的发现 一 认知速度不仅是评价年龄差异 的一项重要指

标 ’ ,

而且
,

认知速度 已被认为是一种心理能力
,

是认知结构毕生发展过程 的一个基本部

分
。

认知速度究竟在认知功能老化过程 中起什么作用 这是继证实认知速度年老减慢

之后正待深人研究 的一个重要 间题
。

要探讨这个 问题
,

首先需要研究速度与成绩及年龄

之间的关系
。

我们近几年来 已 对认知速度年老减慢 问题作过一些研究
,

着重研究了认知作业速度

的年老减慢规律及学 习改善过程
、

速度对于作业完成量的限制作用
、

以及非字词作业与汉

字作业的 比较卜
。

在上述工作的基础上
,

该项研究设计了含有反应时和成绩两项指标的

五项认知作业
,

应用累加成绩 —反应时曲线的方法
,

进一步考查速度与认知成绩及年龄

之间的关系
、

以及作业间的差异
,

以探讨速度减慢在认知老化过程 中的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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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组 一 岁 和老年组 一 岁 被试各 名
,

男女各半
,

身体基本健康
,

职业

不限
,

小学毕业以上文化程度
。

两组文化程度基本匹配
,

青年组平均受教育 士 年
,

老年组平均受教育 士 年
。

作业内容

数字旋转 屏幕中央随机单个显示旋转不 同角度
“ 、 “ 、 “

和
。

的正反数

字
“ ”

或
“ ” ,

要求被试者判定所呈现的刺激是
“

正
”

的还是
“

反
”

的数字
,

选择在键盘上设

置的
“

正
” 、 “

反
”

键上回答
,

共 次
。

心算 个 位数
、

个 位数及 个 位数的加减运算题
,

答案均为 位数
,

共

道
,

要求被试者用数字键回答
。

符号数字 屏幕上方显示 对
“

符号一数字
”

对
,

屏幕中央每次呈现 个测试符号
,

要求被试者依照屏幕上方显示 的
“

符号一数字
”

对的提示
,

对测试符号在键盘上给出所对

应的数字
,

共 次
。

图形空间定位 一个图形随机呈现在屏幕的上
、

下
、

左
、

右任意一边的中央位置
,

要

求被试者判定该图形所在位置
,

选择在键盘右下方设置 的
“

上
” 、 “

下
” 、 “

左
” 、 “

右
”

键回答
,

共 次
。

汉字数字 方法与
“

符号数字
”

作业相 同
,

不 同的是屏幕上方显示 对
“

汉字一数

字
”

对 汉字为由 一 划组成的常用字
,

屏幕中央每次呈现 个测试汉字
。

所有测验要求被试者尽快并准确地完成
。

测试程序和分析方法

测验在 微机上进行
。

指导语在各项测验前显示在屏幕上
,

待被试者 明白测验要

求 主试者可根据情况作适 当讲解 及经 次练习后
,

独 自在键盘上操作回答
。

测毕由微

机 自动统计并打印出被试者完成各作业的测验成绩和标准差
、

以及平均正确反应时和标

准差
。

用 检验考查两个年龄组之间各项作业成绩和反应时的差异
,

并通过 比较累加成绩

—反应时曲线
,

考查速度与累加成绩之间的关系
,

以及作业间的差异
。

结 果

两个年龄组各项作业测验结果平均值的比较

两个年龄组 项作业测验成绩和反应 时平 均值列于 表
。

检验结果表 明
,

项作

表 膏年组和老年组各项作业测验结果的平均值

组别 一 逮堕渔进二一 一一上兰一
一 一

一

上型竺 一 一

遇里全卿室兰玺 竺塑鱼一
成绩 反应时 反应时 成绩 反应时 成绩 反应时

石

石

反应时

侧
青年组

老年组

名

石

注 成绩满分为 分
,

反应时单位为秒
,

括号内数据为标准差

与青年组作业反应时 比较 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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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测 验成绩两个 年龄组之 间差异均不显著 然而
,

除 了数字旋转而外
,

其余 项作 业 的

反应 时两个年龄组之 间差 异均极 为显著
,

表 明老年组 该 项作业速度较青年组显著减

慢
。

两个年龄组各项作业累加成绩 —反应时曲线的比较

两个年龄组 项作业累加成绩 —反应时曲线分别表示于 图 至图
。

由图示可 以看

出
,

青年组和老年组 项作业累加成绩 —反应时曲线均为前者上 升较快
,

后者上 升较

慢
,

先后分别达到接近满分的高度
,

甚至在某些作业上老年组略高于青年组
。

该结果表明
门一门︸、亡、﹄气︶﹄月呼,,、气‘、‘

匡璧到 匡璧霭
沉

反应时 秒

青年组与老年组数字旋转累加成绩 —反应

时曲线的比较

注 累加成绩满分为 分 下同
。

反应时 秒

图 青年组与老年组心算累加成绩 —反应

时曲线的比较

⋯
︸了

‘一山川川川川住山川山川川川川叭口
︸呢︸咤︸一戈甘︸月自门,︸,‘

巾雅澎饭口只暇

互翌

丫盯
阳咤︸,

‘

︸,‘

众软娜链具暇

‘ ‘ 叫 占 ‘ 孟 ‘ ‘

,

反应时 秒

图 青年组与老年组符号数字累加成绩

—反应时曲线的比较

反应时 秒

图 青年组与老年组图形空间定位累加成绩

—
反应时曲线的 比较

比八求驶岛链具璐

甲二口 里

】 】

反应时 秒

图 青年组与老年组汉字数字累加成绩 —
反应时曲线的比较

老年组需要较长的反应时
,

便可 以获得与

青年组相 当的累加成绩得分
。

其次
,

由图示还可 以看 出
,

各项作业

青年 组和 老年组累加成绩 —反应 时 曲

线 相 距 明显 如果 以 累 加 成 绩满 分 的

作 为标准
,

如 图 中虚线所示
,

便可观

察到 项作 业青年组和 老年组累加成绩

—反应时曲线差距 由小至大的顺序为

图形空间定位
、

汉字数字
、

符号数字
、

数字

旋转
、

心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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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 论

大量研究 已 证 明
,

反应时随年老而延 长
,

但作业准确性 作业成绩 并不 随年老而下

降
。

等曾分析过 种信息加工条件青年人和老年人作业反应时和准确性 的实验数

据
,

发现老年人与青年人的作业准确性是相近的
,

而反应 时的差异很大
。

本项工作对五

项认知作业的研究获得 了类似的结果 见表
。

为了进一步考查速度 与成绩及年龄之 间

的关系
,

我们进一步对青年组与老年组各项作业累加成绩 —反应时 曲线作 了 比较
。

结

果发现
,

青年组和老年组五项作业的累加成绩 —反应时曲线接近满分高度的过程
,

青年

组明显快于老年组
。

该结果是十分有趣的
,

表明老年组需要较长的反应时
,

便可 以获得与

青年组相 当的累加成绩得分
。

该结果说明
,

较长的反应时
,

即较慢 的速度
,

是老年人获得

与青年人相 当的成绩的保证条件
,

或保证因素
。

近几年来
,

许多作者认为信息加工速度可

能在年 龄 与认 知 成绩 之 间起 一 种 重要 的调 节 作 用
,

已 提 出认 知 老化 的速 度 调 节假说

详 一 山 ,。
·

” ,

并且指出信息加工速度是年龄与

认知成绩之间的一种调节 因子 ’ 。

我们 的实验结果支持这种观点
,

但要充分阐明这种观

点
,

尚需要进一步的深人研究
。

研究结果还发现
,

两个年龄组 的五项作业累加成绩 —反应时曲线上升快慢 的差距

有所不同
,

其 由小至大的顺序为 图形空间定位
、

汉字数字
、

符号数字
、

数字旋转
、

心算
。

这

个顺序大致 与作业的难度顺序一致
。

本实验所设计的图形空 间定位作业
,

是很简单的带

斜线的图形 的上
、

下
、

左
、

右定位测验
。

汉字数字和符号数字是两项相对应的同类型测验
,

但汉字刺激可能较符号刺激提供了有意义 的信息
,

因而汉字数字作业较符号数字作 业

要容易一些
。

数字旋转是一项心理旋转实验
,

这里设计的是无前行信息的实验
,

因而难度

比较大
。

心算是一项典型的思维活动测验
,

这里设计的包括二个 位数的加减
、

二个 位

数减法和三个 位数的加减运算
,

后两种运算难度较大
。

青年组与老年组累加成绩 —反

应时曲线上升的快慢可能与作业的性质和难度有一定关系
。

信息加工速度可能是认知成绩的保证条件
,

而信息加工速度又限制了其它认知能力
,

例如工作记忆
,

工作记忆容量的减少在认知老化过程 中可能起一种重

要 的作用
。

因此
,

今后将进一步研究认知老化过程 中速度与工作记忆及其它相 关的能力

之间的关系
,

以逐渐 阐明不同认知能力的年老化过程及其内在的相互关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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