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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形和汉字视觉认知任务

中的部分线索效应
”

何海东 焦书兰
中国科 学 院心理 研 究所

,

北京
,

摘 要

给被试呈现一 幅图的不完整信息作为线索会干扰被试对图形的辨认
,

这是一种部分线索

效应
。

实验一的任务是对模糊图形的辨认
,

在轮廓相似组图形中
,

部分线索的干扰作用随皇现

模糊级次数的增加而更加显著
,

但在轮廓非相似组图形中
,

模糊级呈现次数为 次和 次的情

况下
,

也表现出了显著的部分线索效应
。

实验二在不完整汉字识别任务中进一步考察了部分

线索效应
,

在事先学习的条件下
,

形状相似字组汉字的辨认表现出了显著的部分线索效应
,

而

意义相似字组和随机字组汉字的辨认表现出了部分线索的促进作用
。

在事先不学 习 的 条 件

下
,

随机字组和形状相似字组汉字的辨认表现出了显著的部分线索效应
,

而意义相似字组汉字

的辨认没有表现出显著的部分线索效应
。

本研究用激活的观点对这些结果做出了 合 理 的 解

释
。

关键词 部分线索效应
,

激活
,

非记忆任务
,

启动
。

问题的提出

部分线索效应最早是 〔‘ 〕注意到的
。

他在一项词表记忆任务研究中发现
,

实

验组被试在回忆一个刚学习过的词表时
,

如果给他们呈现部分项 目词作为线索 词 。

,

则他们对词表中其他项 目词的回忆成绩不如控制组好
。

一般认为
,

一个词表的项

目在记忆时是 以一定方式组织起来的
,

项 目之间存在一定的联系
,

呈现部分项 目词作为线

索
,

应该有助于其他项 目词的回忆
。

因此
,

这一结果 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和兴趣
。

为什么会产生部分线索效应 。。 等人【 ’认为
,

被试在回忆时
,

要判别每一个

词是否是 已呈现的线索词
,

因而对非线索词 的回忆受到了影响
。 〔 」则认为

,

记忆

里面 的表征是一种等级结构
,

在回忆时
,

当上级控制结点被激活后
,

它所属项 目发生反应

的可能性
,

取决于这个项 目与这个控制结点联系的强度
。

然而
,

激活的控制结点使所属项

目发生反应的能力是有限的
,

在回忆时线索词的呈现
,

增加了它们的记忆表征程度
,

提高

了它们的可提取性
,

但却相对降低了其他词 的记忆表征程度
,

因而妨碍了对非线索词 的回

忆
。

还有的观点
,

如 和 ‘ 认为
,

记忆的项 目之间是以一些簇为单位

联系在一起的
,

线索词 的干扰作用是因为实验组被试主要倾向于去搜索包含有这些词的

簇
,

控制组被试 由于没有受到线索词的干扰
,

相对较多的搜索了那些含有非线索词的簇
。

另一方面
, 〔 ’等在一项研究中发现

,

如果让实验组被试先看一个物体的模糊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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灯片
,

然后逐渐聚焦到一个停止点水平 注 这个停止点水平的物体仍 然 不 是完全清晰

的
,

这些被试辨认图片的成绩并不如那些直接看停止点水平幻灯片的控制组被试
。

等认为
,

部分原因可能是因为实验组被试需要一定的努力去排除由于模糊线索而产生

的不正确猜测
。

受 实验的启发
,

首先在非记忆任务中研究 部分线索

效应
,

他的实验任务是英文的填词任务 。。 。

对于实验组被试
,

首先给他

们呈现一个单词中随机选出的两个字母
,

然后随机逐渐一个字母一个字母的增加
,

直到最

后一级剩下两个字母没给出为止
。

每一级都给出一定的时间让被试尝试 , 无论在哪一级

填出这个词均为正确
。

控制组被试则直接在最后一级水平进行填词
。

实验结果表明 , 如

果事先学习过这些单词
,

控制组的成绩要好于实验组 而在事先没有学习过的情况下
,

控

制组和实验组成绩没有什么差别
。 ,

还发现
,

实验组被试开始辨认时的

字母数越少
,

经过的等级越多
,

则部分线索效应越明显
。

随后
, 〔 】专 们研究了一些非记忆任务中的部分线索效应

。

例如
,

从一个

较长的源单词 中选取一部分字母构成一些较短的单词 尽可能找出每对高

相似图形中的不同之处 对一些无意义的图形进行想象等
。

在这些任务中
,

他都发现
,

提

供部分线索会对这些认知任务产生干扰作用
。

据此
,

认为部分线索效应是一个广泛存在的现象
,

一定意义上类似 于思

维定式和 效应
。

为了也能解释这一类非记忆任务中的部分线索效应
,

本研究引用了激活的观点
。

我们

认为
,

部分线索的呈现激活了与它有关的信息
,

而所激活的信息是否与目标刺激一致
,

决

定了是否产生部分线索效应
。

如果一致
,

对目标反应就起促进作用 反之
,

则会起干扰作

用
,

即产生部分线索效应
。

根据这种观点
,

我们假设
,

如果呈现的部分线索使被试激活的

信息可能性越多
,

这种不一致的可能性就越大
。

为验证这种假设
,

本研究进行了两项实验
,

一个是模糊图形的辨认
,

一个是不完整汉字的辨认
。

实 验 一

实验一是对加有随机点的模糊图形的辨认
。

本实验设计了图形的轮廓相似性 , 目的

是控制部分线索产生激活的可能性多少
。

方法 所用 图形选 自 “ 图集
。

通过预试确定了 组图形
,

每组 幅图 形
,

组为轮廓相似组
,

组为轮廓非相似组
。

每幅图形都有三个等级辨认闭限下 水 平 的用随

机点模糊的图形
,

称为模糊级图形 还有一个辨认闭限上水平的用随机点模糊的图形
,

称

为确认级图形
。

实验为 因素设计
,

第一个因素为模糊级图形的级数
,

共有三个水平
,

第二

个因素为图形组轮廓相似性
,

分为相似和不相似两种情况
。

第三个因素为实验条件
,

分为

实验组和控制组两种条件
。

其中第一因素为被试间设计 , 第二因素和第三因素为被试内

设计
。

被试为二十名大学生和十六名中专生
。

图形在一台 微机上呈现
。

被试对着话筒反应
,

启动声音开关
,

然后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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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机记录反应时
。

正式实验前
,

被试先进行练习
,

以熟悉实验过程
。

实验过程按图形组一组一组进行
。

每组实验
,

被试首先学习不加随机点的原图
,

按随

机顺序一幅一幅的呈现几遍
,

直到被试能够不加思索的命名出它们
。

一组图学习完之后

马上进行测试
,

十幅图按随机顺序进行
,

某些图形可能出现两次或三次
,

以使被试不会因

为某一个图形已出现过而在后面的测试中排除它
。

实验组条件下
,

先呈现模 糊 级 图形作

为部分线索
。

呈现顺序从最模糊开始
,

逐渐降低模糊度
。

每级呈现时间为 秒
,

不记录

被试反应时
。

模糊级呈现完之后
,

给一个声音信号
,

提示开始呈现确认级图形
,

要求被试

尽量正确并迅速的说 出是什么图形
,

记录被试的反应时和反应的正误
。

控制组 条 件 下不

呈现模糊级图形
,

但为平衡视觉工作量
,

在呈现确认级之前
,

也呈现与该被试在实验组条

件下所呈现模糊级图形相应次数的无关刺激图
,

不要求被试作任何反应
。

各组 图 形 之 间

实验的顺序按拉丁方设计在被试之间进行平衡
。

结果和讨论 实验中反应错误的情况很少
,

错误反应的反应时往往也是极端数
,

因

此统计只考虑了正确反应的反应时 见表
。

表 各种条件下的反应时

一级模期 二 级模糊 三 级模糊

轮 靡相似 实 验 组

控 制 组

非轮廓 相似 实 验 组
。 。

控 制 组

对表 反应时的 分析表明
,

部分线索 即实验组和控制组条件 的主效应

为
, , ,

达到了显著水平
,

表明部分线索对图形确认起着干扰作

用
。

部分线索和图形轮廓关系的交互作用为
, , ,

说明不同图形轮

廓关系条件下部分线索效应不一样
。

部分线索与模糊级呈现级数的交互作用
, , ,

尚未达到显著
,

但

图形关系 部分线索 模糊级数的交互作用
, , ,

达到了显著性水

平
。

为此
,

我们分别对两种图形关系条件下模糊级数和部分线索的交互作用进行 考验
,

考验的结果表明
,

轮廓相似条件下的部分线索和模糊级呈现级数的交互作用
,

, ,

达到了显著性水平
,

而轮廓非相似条件下的交互作用
,

,

没有达到显著性水平
。

进一步分析各种条件下部分线索效应的配对 考验 见表
。

表 实验组和控制组反应时的配对 检验

一 级模糊

。

。

二级模糊

轮 廓 相似

轮 廓非相似

三级模糊

。

二 。 牢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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轮廓相似条件下得到的结果与预期比较一致
,

随模糊级数的增加
,

部分线索效应越明

显
。

这种条件下
,

部分线索提供的信息使被试看起来既像这个图形又像那个图形
,

轮廓相

似的图形越多
,

被试可能产生的猜测越多
,

反应受干扰的可能性就越大
。

同样
,

呈现的模

糊级数越多
,

开始时的信息越不充分
,

激活的信息发生偏离的可能性也越大
。

相对而言
,

控制组条件下
,

被试在一个
“

中性
”

的激活水平下直接辨认信息比较充分的确认级图形
,

因

此反应受干扰的可能性较小
,

反应速度较快
。

轮廓非相似条件下得出的结果与预期却不太一致
。

虽然从实验组与控制组反应时差

值看
,

要比轮廓相似条件下小一些 参见表
,

但在呈现二级或三级模糊级图形的条件

下
,

部分线索效应的配对 考验也达到了 。 的显著性水平 见表
,

而 且这两种情况

没有差别
。

原来假设
,

由于图形轮廓不相似
,

在提供部分线索的情况下
,

被试根据各个图

形的特征相对比较容易从不完全信息中推断出正确的图形
,

因而部分线索效应可能不太

明显
。

本实验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结果呢 实验中发现 ,

被试对轮廓非相似图形的学习水

平不如对轮廓相似图形的学习
,

因此
,

我们推断
,

这可能与本实验中被试学习轮廓非相似

图形的程度不够有关
。

实验二

实验二采用汉字作为实验材料
。

由于汉字兼有图形特征 , 因此在形状信息和语义信

息上均易加 以控制
。

根据实验一轮廓非相似条件下得出的结果
,

我们认为事先是否学习

实验材料可能是影响部分线索效应的一个因素
。

方法 材料分为形状相似字
、

意义相似字和随机字三种
。

每种情况包括 组
,

每组

个字 一般为高频和中频字
。

每个字经删除某些笔划做成三个等级的不完整字
,

其原则

是 确认级
,

要求确认时仍有一定难度
,

但确认时不 同其他字混淆
,

以保证唯一性 一级线

索字
,

在确认级基础上根据字的笔划进一步删除某些笔划
。

这一级的同组形状相似字
,

彼

此很难区分
,

但仔细分辨
,

仍能分开 二级线索字
,

在一级线索字的基础 上再除去部 分笔

划
。

这一级的同组形状相似字
,

彼此基本没有区别
。

实验仪器同实验一
。

实验被试为 名大学生
。

实验设计采用 义 因素设计 第一个因素为实验条件
, 分为实验组和控制组

两种情况
。

第二个因素为前述三种类型的字组
。

第三个因素为是否事先学习实 验 材 料
,

分为事先学习和不学习两种情况
。

第一和第二因素为被试内设计
,

第三因素为 被 试 间设

计
。

实验组条件下
,

先呈现二级线索和一级线索不完整字
,

然后呈现确认级不完整字 控

制组条件下
,

则将二级线索字和一级线索字换成一大一小的白色方块
,

然后再呈现确认级

字
。

除此外
,

其余实验过程同实验一
。

结果和讨论 各种条件下的反应时和正确反应数见表
,

其中反应时是正确回答的

平均反应时
。

对表 所示所有条件下反应时的 分析表明
,

部分线索的主效应为
,

二 。 , 。 ,

没有达到显著性水平
。

但是部分线索 是否事先学习的交互作用
, , ,

部分线索 字的关系 即不同字组 的交互作用
,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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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各种条件下的反应时和正确反应数

形 状相似组 意义相似组 随机字组

事先 学 习 组

实 验 组

控 制 组

。

。

。

。

。

。

。

事先不 学习 组

实 验 组

控 制 组

。

。

。

。

。

。

。

注 反应 时 单位毫秒 确反应 数 最高值
。

, ,

两者都达到了显著水平
。

在事先学习的情况下
,

由于被试知道测试的是那些字
,

所以被试的任务只是提取的快

慢问题
,

错误反应很少
,

对正确反应数进行分析统计的意义不大
,

故只对表 所示事先不

学习条件下的正确反应数的进行了 分析
。

分析结果表明
,

部分线索的主效应

为
, , ,

达到了显著性水平
,

部分线索 字的关系的交互作用
,

二 , ,

没有达到显著性水平
。

根据上述 分析的结果
,

我们进一步对各种条件下反应时和事先不学习条

件下正确反应数的部分线索效应进行了配对 考验 见表
。

表 实验组和控制组的反应时以及正确反应数的配对 检验

形 状相似 意义 相似 随 机 字

事先 学 习 组

二 一 乙 一 。

事先不 学 习 组

。

二 。

。

二

注 反应 时配对 考验 正 确反应 数 配对 考验
签 关 关 斧 圣

事先学习情况下
,

形状相似字组的反应时产生了部分线索效应
,

这与我们的预期是一

致的
。

其他两种字 由于形状不相似
,

被试在提供部分线索时就很容易知道是个什么字
,

因

此不仅没有产生部分线索效应
,

而且表现出部分线索的促进作用 值负
。

正反作用抵

消
,

这解释了前面为什么反应时的部分线索主效应没有达到显著水平
。

我们认为
,

这个结

果是验证我们前面提出的假设的良好证据
。

事先不学习的情况下
,

反应时虽然表现出部分线索效应的倾向
,

但是没有达 到显著性

水平
。

这可能是因为这种情况下被试的主要任务是从长时记忆中提取 目标字 , 关键问题

在 于能否提取出来
,

因而提取的速度降为其次
。

另一方面
,

从表 我们可 以看到
,

事先不

学习条件下形 状相似字组和随机字组正确反应数的部分线索效应达到了显著水平 , 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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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件是我们针对实验一轮廓非相似图形的结果设计的 , 这里的结果表明我们做出的推断

是正确的
。

意义相似组没有达到显著水平
,

表明在提取时意义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

先

呈现并辨认的字对
一

后面呈现的字产生了意义启动 〔“ 。

小 结

本研究中
,

利用部分信息作为线索辨别 图形和汉字
,

实际上也是一种启 动

实验
,

目前常常用这类实验任务来研究内隐记忆
。

内隐记忆理论有一

种激活说 「“ ’,

激活说把启动效应归于记忆中预存的表征
、

知识结构的暂时的自动激活
。

这

种激活的观点也可用来解释非记忆任务中的部分线索效应
。

根据这种观点 , 部分线索的

呈现自动激活了有关的信息
,

所激活的信息在被试的头脑中形成一定的有意识或无意识

的倾向
,

这种倾向类似于
“

图式
”

的作用
,

指导被试对 目标刺激的认知过程
。

这是一种从下

到上
,

又从上到下的过程
。

当所激活的
“

图式
”

与 目标刺激的信息一致时
,

被试就能有效的

将 目标刺激的信息组织起来并较快的做出反应 , 反之
,

被试在将 目标刺激的信息与
“

图式
”

匹配时就会发生困难
,

从而干扰被试对 目标刺激的认知
。

如果由部分线索提供的信息可激活的
“

图式
”

有多种可能性
,

则激活水平
“

权重
”

较高

的知识表征将成为占优势的
“

图式
” 〔‘。’,

而在本研究中各种表征的激活水平
“

权重
”

只受随

机因素的影响
,

因此可能性越多
,

被试选择正确
“

图式
”

的可能性就越小
,

部分线索起干扰

作用的可能性就越大
。

确切的说
,

本研究所涉及的部分线索效应 是个统计效应
,

就某个具

体情形而言
,

部分线索仍然可能起促进作用
,

只是总体上起干扰作用的情形更多一些
。

实验二事先不学习条件下得出的结果与 的结果 也是没有事先学习 是一致

的
,

但与 年的结果不一致
。

的结果是
,

事先不学习的情

况下
,

实验组和控制组被试完成填词任务的成绩没有差别
。

和实验二的结果用这

种激活的观点是容易解释的
,

因为事先不学习的情况下
,

被试根据部分线索激活的信息可

能构成的
“

图式
”

是不受限制的
,

例如本研究的实验二 中
,

被试可能激活一些与某个随机字

形状类似的非实验字
,

因而确认真正的随机字就会受到干扰
。

的实 验没有

得出同样的结果
,

这可能与图形 包括汉军这样的图形文字 与拼音文字的不同有关
,

因为

不完整的图形和汉字容易产生格式塔的完形倾向
,

形成
“

图式
” ,

而拼音文字则不一样
。

和 川最近的一项部分单词 启动实验表明
,

先呈现单

词的部分音节字母作为启动
,

有助于对这个单词的辨认
。

这个实验类似于上述实验的事

先不学习条件
,

但其结果却是有促进作用
。

我们认为
,

原因除了前面提到的拼音文字与图

形 的差另外
,

还在于启动的时间上
。

我们实验的部分线索呈现与 目标刺激呈现的间隔较

长
,

达到几秒以上
,

足 以完成
“
激活信息

”

并
“

形成倾向
”

这两个过程
。

第一过程可方便信息

的提取
,

而第二过程在不一致的情况下则会干扰提取 等实验的间隔只有 多毫

秒
,

这个时间可以产生激活
,

却来不及
“

形成倾向
” ,

没有干扰提取的因素
。

朱莹等
‘“

在词

干补笔任务中对启动效应的时间特性进行研究时发现
,

虽然启动效应可以维持很长时间
,

但当词的补笔有多种可能性时
,

启动效应随时间迅速消失
,

这对我们的观点是一种证实
。

关于部分线索效应的时间特性
,

是我们将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

我们认为
,

激活说用于解释木研究这类非记忆任务的部分线索效应是恰当的
,

但激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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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观点也可以应用到字表学习这样的记忆任务中
,

因为这类任务同样存在表征激活的问

题
。

情况不同的是
,

所激活的信息不是作为辨认目标刺激的
“

图式
” ,

而是同在工作记忆空

间进行竞争
,

激活水平
“

权重
”

高的表征被提取
。

由于线索词呈现过
,

激活水平
“

权重
”

较

高
,

因而降低了非线索词的表征
,

干扰了非线索词的提取
。

这种解释与提取竞争假设是一

致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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