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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研究探讨了英语句式对中国高中生被试记忆的影响
,

并与汉语句式对美国中学生记忆

的影响的实验结果(喻柏林 ) 相比较
。

结果表明
: 1

.

在间接测量法F
,

三类句式在ST M中无显著差

异
,

直接测盆法F
,

疑问句成绩略优于被动句
。

这与汉语句式的结果不相一致
, 2

.

在LT M中
,

与汉

语句式的结果一致
,

即陈述句成绩优于被动句
,

显示了本族语对学 习的中介作用
。

前 台

不论是英语还是汉语
,

在短时记忆(sT M )或长时记忆(LT M )中存在着句式效应
,

即不搏

句子结构型式有着不同的影响
,

这点已为 Sa vi n (1 9 65 )( l) 及喻柏林(1 98 8) (2) 等人的工作
。

所肯

定
。

但是不同文字系统中句式效应有一定的差异
。

如 Sa v加 等人的研究表明
,

ST M 中存在着

句式效应
,
而喻柏林用汉语句式进行的研究结果则表明了这种效应在LT M中有明显的表现

。

不管差异如何
,

这些实验结果似乎都支持了乔姆斯基 (3王的语法转换概念
。

至于这些差异是否

由于两种语言系统的不同特点引起的
,

需要进一步加以研究
。

我们认为
,

以汉语为母语
,

英

语为外来语的中国学生作实验对象
,

探讨英语句子记忆是否受其句式的影响
,

不仅对这个间

题可作出进一步的分析
,

而且还可为学生认知的特点提供一些有关的客观科学的实验资料
。

本研究共包括两个实验
。

为了便于与英语
、

汉语的句式实验结果相比较
,

所用实验方法

墓本上分别和sa vi n
、

喻柏林的相一致
。

实 验 I

方法

本实验采用间接测量句子 占用的S TM容量方法来研究英语句式效应
。

选用了英语的三种

句式
,

即陈述句(0 )
、

被动句 (P )和一般疑间句( 工)
。

每类句式以陈述句为基本句式(核心 句 )
,

其他P句和详句(非核心句 ) 则由之转换而成
。

句子包括主
、

谓
、

宾三种成份
。

为了让同一名

被试接受这三类句式又避免材料上的重复
,

我们编制了三套材料
,

每套材料包括 D 句(1 句 )

及其转换生成的 P 句和 工句
。

另外编制了三张单词表
,

并使排列在相应位置上的单词同属一

种语义类别
。

每张单词表由 8 个词组成
。

实验采用句式(3 ) x 材料(3) 的析因设计
。

被试为高中一年级男女学生共计34 人
,

分为三

组
,

每组 n 一12 人
。

三类句式分别来自三套材料中的一类
,

呈现次序在三组间按拉丁 方 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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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
,

以避免句型及材料出现先后的影响
。

但三张单词表出现的次序固定不变
。

句子和单词分别写在卡片上 (句子4Oc m x 1 8c m
,

单词 1 8c m x s c m )
。

实验时句子先呈现
5 秒

,

然后以视觉系列方式呈现单词
,

每个单词也呈现 5 秒
,

共45 秒
。

然后要求被试立即致

写
,

必须先默写句子
,

再以 自由回忆方式默写单词
。

实验开始前先告知被试只有在正确记住

句子的前提下才能给单词记分
。

结果

在以句子全部默写正确为前提下统计所记住的单词数
。

由于英语句子的拼写
、

时态错误

或冠词遗漏等情况
,

淘汰了一半的被试
。

参加实验结果处理的被试共16 名
。

结果见表 1
。

(为

了便于比较
,

表中列出了Sa
v in 等人和喻柏林的相应结果

。

)

森森合众众
DDD PPP III

本本实脸(英语 ))) 6
.
3 111 6

。

6 111 6
。

5 444

SSSav in 等人 (英语 ))) 5
。
2 777 4

。

5 555 4
。

6 777

劝劝柏林(权语 ))) 4
。
5 222 4

。

3 333 4
。
8222

从表1可见
,

三类句式占有大致相等的s T M 空间
。

Sa vi n 等人的核心句(D )明显高于非核

心句 ( p 和 工 )的现象未出现
。

上述析因的变异数分析表明
,

句式间差异不显著〔F( 2
,

39 )一

二 1 2 5
,

p > 0
.

0乐〕; 材料间的差异不显著〔F (2
,
3 9 )一 0

.

3 8 9
, p < 0

.

0 5〕, 实验变量间的交互作

用也不显著〔F (4
,
3 9) ~ 1

.

56
, p > 0

.

0 5〕
,

因而表明三类句式没有显示出句式的效应
。

我们

选用的句子和单词都是最简单常用而很熟悉的
,

结果是能说明一定问题的
。

实 验 11

方法

这是一种直接测量法
。

仍选用了英语的三种句式 (D 句
、

p 句
、

I 句 )
。

句子中的词是从

中学英语课本中选出
,

是被试已学过并熟悉的词
,

含 2一 3 音节
。

(实验前曾将有关单词做过

熟悉程度的测验 )
。

为了比较不同句式的效应
,

同时又避免材料的重复
,

我们编制了三 套 材

料
,
并使它们在语义类别上保持一致

。

每套材料包括D 句( 6 句
,

排列次序固定 )及其转换生

成的 p 句和 工句
,

共18 句
。

实验也采用句式 (3 ) x 材料(3) 的析因设计
。

被试为高中一
、

二年级男女学生
,

共计 35 名
,

分为三组
,

每组10 一11 人
,

均接受三类句式实验
。

三类句式分别来 自三套材料中的一类
,

其

呈现次序在三组间仍按拉丁方排列
。

英文句子被书写在一张张卡片上( 4 oc m x 1 8c m )
,

采用视觉系列呈现
。

每句呈现10 秒
, 6

句共呈现1分钟
。

然后要求被试立即默写
,

默写时句子先后次序不 限
,

共写2分钟
。

每类句式

实验前均告被试句式类别
,

并有少许休息时间
。

在三类句式实验结束后10 分钟
,

实验者出其不意地要求被试将已看过的所有句子以任意



,
次序尽可能多而准确的回忆默写出来

。

同样
,

间隔24 小时后
,

在事先无任何通知的情况下
,

又要求被试进行默写
,

以此二项作为 LTM 的测查
。 ,

结果

句子回忆是否正确是按句子中每个单词拼写和句子中各成分顺序都正确无误为标准
。

计

算每个被试每类句式的各自得分
,

然后求出35 名被试的平均得分及其正确率
。

结果见表 2
。

为了与汉语结果进行比较
,

表中列出喻柏林(1 9 8 8) 的相应数据
。

表2 三类句式的短时获得量

项 目

! 英 语
平均正确 回忆句数

平均正确 回忆率 (% )

DDDDDDD PPP

鑫鑫 语语 3
。

0 888 3
。 1000

22222222222222222 。

6 333汉汉 语语 3
。 2 777 5 3

。

000

44444444444444444 3
。

888

三三 语语 5 1
。
33333

555 4
。
55555

英英 语语 3
。

0 888

汉汉 语语 3
。 2 777

英英 语语

结果呈现 工句 > D 句
、

p 句的趋势
。

上述析因的变异数分析表明
:

¹ 句式效应显著
,

达

到0
.

05 水平〔F ( 2 , 96) 一 3
.

10
, p < 0

.

0 5〕
。

经成对数据的t考验发现
,

仅在 工句 和 P 句 达 到

0
.

0 5 显著水平〔t
。: ~ 2

.

0 4 )
, p < 0

.

0 5〕即 I 句 > P句
。

º 材料间差异达 0
.

0 1 水 平 〔F ( 2
, 9 6 ) ~

一0
.

4 1 , p < 0
.

0 1〕
。

» 实验变量间交互作用达到0
.

0 5显著水平〔F ( 4 , 9 6 ) = 2
.

9 1 , p < 0
.

0 5〕
。

对间隔1 0分钟及24 小时的结果也分别按上述标准进行了统计处理
,

并计算出其长时遗忘

率
。

结果见表 3。

表3 三类句式的长时记忆成绩

10 分钟后 24 小时后
项 目

平均正确回忆句数

长时遗忘率 ( % )
.

一三二 阵竺二
一

~

阵二生一
一兰三二

一
一卜

一兰i,旦
-

一{一全二生一
30 。 5 } 3 5 . 7 } 36 。 0

]]] 。2555

{

·

长时遗忘率 二 (ST M 回忆的总句数一L TM 回忆的总句数 )/ sT M 回忆的总句数

从表 3可见
,

间隔 10 分钟后虽仍有 工> D > P 的趋势
,

但经析因的变异数 分析
,

句 式

间差异不显著〔F ( 2 , 9 6 ) 一 1
.

0 53, P < 0
.

0 5〕
。

材 料间差异仍显著
,

达 0
.

0 1水平〔F ( 2 , 9 6 ) -

5
.

8 2 , p < 0
.

0 1〕
。

实验变量间的交互作用也达 0
.

0 1显著水平〔F ( 4 , 9 6 )= 4
.

83 , p < 0
.

0 1〕
。

间隔 24 小时后
,

则呈现 D > 工 > P的趋势
。

句式间的差异经 F 考验表明
,

达0
.

05 显著水

平〔F ( 2 , 84) 一 3
.

25 , P< 0
.

0 5〕
。

但成对数据的 t 考验
,

仅 在 D 句与 P 句 达 0
.

05 显著水 平

(t
6 。
一 2

.

144 , p < 0
.

0 5 )
。

另外材料间差异显著达0
.

01 水平
。

实验变量 间的交互作用不显著

〔F ( 4 , 8 4 ) = 1
.

58〕
。

如从长时遗忘率这一指标看
,

则表现出 D 句遗忘率低于 P句
、

I 句 的趋势
,

尤其是在间

隔24小时后 P句遗忘率 > 工句 > D 句的趋势更为明显
。

综合实验 11 的结果似乎可得出 , ¹ 在ST M中显示了一定的英语句式效应
,

疑问句的成绩

略高于被动句(这和汉语句式的结果略有不 同
,

在汉语句式中没有显示明显的句式效应 )
。

º

在延缓 回忆的情况下
,

表现出陈述句成绩高于被动句
,

显示了核心句 ( D )的优势
。

和汉语句



分 }
式一样

,

证明了LT M中句式效应的存在
。

讨 论

上述两个实验结果表明
, ‘
卜国学生在英语句式的短时记忆中墓本上没显示

,

或者说仅旋

示出一定程度的句式效应
,

这主要表现为在直接测量法下疑问句的成绩优于被动句
。

我们认

为
,

陈述句作为一种墓本的最 习惯的句式
,

一般说来是最容易记住的
。

英语和汉语句式没有

什么不同
。

而英语句子的疑问句其主谓宾结构形式和陈述句相同
,

只表现在表层结构形式上

的差异
。

即在保存陈述句的结构下
,

将疑问形式放在了句子的前面
,
用D O. 二 ? 来表示

。

这种

疑问句型与汉语疑问句那种完全雷同陈述句的样式的差异是很明显的
。

对中国学生来说
,

也

许正是这种新颖和单一引起对它的注意和记忆
,

因此使它与陈述句在sT M中没有显若性的差

异
。

但是作为英语被动句
,

这种结构形式上的变化是和汉语句式不同
,

为中国学生不熟悉
,

需要加以特别记忆
,

很容易产生错误
。

比之陈述句和疑问句
,

它需要更多的转换
,

也许占有较

多的sT M空间
。

(4 )( 5) 因而在 ST M 中表现出疑问句和被动句间的显著差异
。

应该指出的是 实

验所用材料的影响
。

尽管英语单词是已学过并熟悉的
,

但由了熟悉程度可能在学生中有某些

差异
,

构成句子后的熟悉程度也会有某些不同
,

因此可能影响到句式效应的结果
。

这点在对

不 同套材料的结果分析中似乎已得到了一定的证实
。

简单容易熟悉程度高的材料不存在句式

效应(如实验 I 结果所示 )
,

而材料量多难度可能大些的则显示一定程度的句式效应
。

当然这

个间题是需要今后进一步实验加以控制和验证的
。

其次
,

在长时记忆中
,

从表 2 延缓10 分钟的结果来看
,

句式间长时记忆量虽仍表现出 工

句 > D 句 > 尸句的趋势
,

但其遗忘率表现出 D 句低于 工句
、

P 句的情况
。

尤其在间隔24 小时

后
,

D 句遗忘率低于 工句
,

大大低于 P 句
。

即记忆陈述句高于被动句的优势明显
。

这和汉语

句式效应的结果相一致
。

我们认为
,

对中国学生来说
,

被动句差除了上述 已分析的原因
,

如

句式的熟悉程度
、

主宾逻辑关系的多转换等
,

受本族语中介的影响恐怕是很重要的
。

在实验

I 的结果中我们曾看到三类句式间的差异不明显
,

Sa
v in 等人的核心句 明显高于非核心句的现

象未出现
。

对这个间题从学生的实际情况看
,

我们认为由于中国学生还不是英语的熟悉掌握

者
,

因此无论何种英语句式
,

似乎都有一个编码转换特别是换成中文 意义理介记忆的问题
。

过

去在用汉语进行的研究中却看到三类句式占有大致相等的空间(在ST M中 )
。

还有可能是影响

我们的结果与国外研究结果不同的因素
。

但是进一步的分析来看
,

S TM中被试虽有将句子译

成中文意义来记
,

但因在实验前均被告以句式类型
,

只要按已知的句子形式写 山
,

错误相对

减少
,

出现 D 句和 P句没有达显著水平的差异
。

而在长时记忆中
,

受母语 中介影响的效果似

乎更多表现出来
。

他们往往按句子中文意义来回忆提取
,

多转换的被动句的成绩就远远不及

陈述句了
。‘

或许正是这些综合因素影响到LT M中陈述句的优势
,

取得和汉语句式效应相一致

的结果
。

小 结

本研究结果表明
:

1
.

在间接测量法下三类句式在盯M 中无明显差异
,

显示出 它 们 占有

大小相等的sT M 空间
。

而在直接测量法下的sT M中则显示出一定程度的句式效应
,

即仅是疑

(下转第39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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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初步筛选智力的作用
。

3 二计算机顺应性测验确实具有省时省力的优越性
。

另外
,

由于是通过计算机屏幕 呈 现

测题
,

年幼被试对此具有极浓厚的兴趣
,

从而保证了测验的质量
,

这种测验形式也克服了被

试 (特别是年幼被试 )在做纸笔测验时
,

因粗心将答案在答卷纸上填错位置的缺点
。

总 之
,

我们认为计算机顺应性测验是个需要大力开发的领域
,

具有重要的应用价值
,

由

于我们这个程序是初次尝试开发
,

难免有些不足
。

为此我们将继续努力
,

使之更精确
。

参考资料 (略 )

<上接第16 页 )

问句的成绩略高于被动句
,

这与汉语句式效应的模式略有不同
,

可能这正是对英语还不够熟

练的掌握者对英语句式的一种反映
。

2
.

在LT M中表现出陈述句大于被动句的优势
,

和汉语的

句式效应结果相一致
。

更显示了本族语对学习的中介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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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心理学会举行第五届代表大会暨学术会议

江苏省心理学会第五届代表大会暨学术会议于 1 9 8 9年9月13 日至 15 日在南京举行
。

出席会议的代表有近

百人
,

收到论文 132 篇
,

其中28 篇被评为优秀论文
。

会议在传达总会和有关专业委员会
、

工作委员会的活动

信息的同时
,

着重组织了有关我国小学数学心理的实验研究
、

我国儿童青少年情绪情感发展研究
、

国外心理

洲t 学的进展
、

归因理论研究的进展等专题报告
。

常州市心理学会的代表介绍了市级学会的工作经验
。

会议

分组交流了医学心理
、

教育心理
、

发展心 理
、

法制心理
、

体育心理
、

心理测量
、

社会心理
、

文艺心理
、

心理

学史
、

灾害心理
、

商业心理
、

服装心理
、

基本理论和企业管理 心理等方面的论文
,

并展开 了热烈的讨论
,

提

出了许多积极建议
。

代表大会选出了新的一届理事会
,

郭亨杰任理事长
,

高汉生
、

程昌柱
、

洪士元任副理事
一

长
,

乔建中任秘书长
。

本届大会具有指导思想明确
、

精神振奋
、

学术气氛浓
、

理事会年轻化等特点
。

(郑剑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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