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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儿童至老年人
“
位置法 ”

记忆训练

效果的因素探析
” ‘

吴志平 许淑莲 吴振云 孙长华
中国科学 院 心理研究所

,

北京
,

摘 要

名儿童
、

少年
、

青年
、

中年和老年被试参加
“

位置法
”

记忆训 练
,

在训 练前后对被试进行

了一些认知功能的测查
,

以探讨被试的年龄及认知能力诸因素对记忆训 练效果的影响及 其 预

测性
。

结果表明 ①训练前字词和图形记忆成绩
、 “

数字符号
”
测验成绩与训练后记忆成绩相

关极其显著
, “

词汇
”

测验成绩和想象力与训练后记忆成绩的相关也达到显著性水平 ②年龄与

训练后记忆效果的关系是非线性的 ⑧除
“

词汇
”

成绩外
,

各项认知成绩均可预测训练后字词记

忆成绩
,

训练后的图形记忆迁移效果可由
“

数字符号
”

测验成绩预测
。

关键词
“

位置法
” ,

记忆训练
,

年龄
,

多元回归

近年来
,

不少学者从毕生发展的观点研究成年至老年认知功能的发展
,

同时也探索改

善老年人认知功能特别是记忆功能的途径 ‘一 〕。 “

位置法
”

记忆训练就是其中一项较有成

效的干预措施
,

被试通过短期训练
,

可在一定程度上提高记忆成绩
。

一些研究曾对青年和

老年被试进行
“

位置法
”

记忆训练
,

发现训练后被试的记忆均有不同程度的提高
,

同时观察

到青年与老年被试认知功能储备能量的差异 〔“ 。

最近
,

吴振云等人将
“

位置法
”

记忆训练

的年龄范围扩展到儿童至老年
,

结果表明各年龄组 记忆成绩均有较大的提高
,

但仍存在明

显的年龄差异 ”,

’。 本工作是这项研究的一部分
,

主要探讨影响
“

位置法
”

记忆训练效果的

因素
,

及其这些因素对训练效果的预测性
。

因此
,

在记忆训练的前后
,

对被试进行了一系

列的认知功能测试 韦氏智力测验中的
“
词 汇

”

和
“

数字符号
”

分测验
、

字词和图形记忆测

验
、

及图形想象力的调查
,

并采用多元回归方法进行分析
。

以往的研究曾对影响记忆训练

的因素进行过探讨
,

发现
“

数字符号
”

测验成绩与青年和老年被试记忆训练效果有一定的

关系
,

但尚未看到对影响儿童至老年记忆训练效果因素的报道
,

本文将对此进行研究
,

以

期找出影响不同年龄阶段的被试认知训练效果的因素
。

本工作还将对记忆训练效果的迁

移作用及其影响因素进行探讨
,

过去的研究很少涉及这一问题
。

方 法

被试 共 例
,

分五个年龄组
,

基本情况见表
。

本研究是与德国协作 研 究项 目

的一部分
,

为与德方的结果进行比较
,

在选择被试时采用相同的标准 所有被试的
“

词汇
”

和
“

数字符号
”

测验成绩必须高于他所在年龄组常模的平均数
,

成年被试受教育年限在

本文于 年 月 日收到
。

带 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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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被试基本情况

组别 人 数 年 龄 岁 受教育年限 家长文 化程度

范围 平均 平均 数 大学 中学

儿童

少年

青 年

中年

老年

一

一

一

一

一

。

。

。

。

多 形

拓

年年年年年

⋯﹄勺一﹄任,

年以上
。

实验材料与实验程序 实验内容包括 ①被试筛选 ②前测验 字词和 图 形 记忆

③
“

位置法
”

记忆训练 ④后测验 字词记忆
、

图形记忆迁移 ⑤图形想象力测查
。

实验采

用的具体材料及方法
,

可参阅吴振云等
“记忆训练对改善少年

、

青年和老年人认知功能的

作用
”

一文
“ 。

图形想象力调查方法 依次呈现给被试 张抽象直线图形和 张随笔画
,

要求 被

试对每张图性行想象
,

并写下想象出的物体或事物名称 儿童组由主试记录
,

每图限时

秒
。

评分标准为每个想象内容计一分
,

分另计算对两类图形想象的总分
,

取平均数作为被

试想象力成绩
。

具体方法见另文 〔“ 。

整个实验共包括 次测试 或训练
,

程序安排见表
。

表 实验程序

测试 一 一

内容 被试筛选 前 测验 位 咒 法 后 测 验 图形 测验 图形 想象

韦 氏 智力 测验 字词
、

图 指 导 字词 记 忆 自发 迁 移 力 调 查

中的词 汇
、

数 形 记 忆 训 练 指导 迁移

字 符号 分 测验

结 果

各组
“

词汇
” 、 “

数字符号
”

的测验成绩及图形想象力成绩

表 各年龄组词汇
、

数字符号及想象力成绩 士

组别 词 汇 数字 符号 想象力

儿童

少年

青年

中年

老年

。

士
。

。
士

。

。

士
。

。

士
。

。

士
。

。

士

。

士
。

。
士

。

。

士
。

。

士
。

。

士
。

。

士
。

。

士
。

。

士
。

。

士
。

由于对儿童组与少年组测验所采用的是韦氏儿童智力测验 , 而其他三组采用的是韦

氏成人智力测验
,

故不对
“

词汇
”

和
“

数字符号
”

测验成绩进行五组的整体分析
。

从 考验

结果看
,

少年组词汇
、

数字符号成绩明显高于儿童组
“

数字符号
” , “

词

汇
” , 。

青年
、

中年和老年三组词汇成绩无明显差异 而
“

数字符号
”

成



期 吴志平等 影响儿童至老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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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忆训练效果的因素探析

绩则是青年组最好
,

中年组次之
,

老年组最差 青 中
, , 。 青 老

, 二 ,

中 老
, 二 , 。

儿童
、

少年和青年想象力成绩接近
,

明显高于中年和老年组
,

而中年和老年组想象力

无差异 儿童
、

少年和青年组与中年组比较
,

值分另 是
, ,

儿童
、

少年和青

年组与老年组比较
,

值分别是
, , ,

均小于
。

各年龄组训练前后记忆成绩 在进行
“

位置法
”

记忆训练前
、

后
,

对各年龄组进行了

字词和图形记忆测验
,

其中字词记忆 以 “ 、 “ 、 “ 、 “ 四种速度呈现
,

取四种速度下的平

均记忆成绩作为字词记忆成绩 图形记忆 包括抽象直线图形和随笔画
,

取两种图形记忆的

平均成绩作为前测验图形记忆成绩 , 后测验图形记忆采用 自发迁移和指导迁移两种方式

进行
,

取平均值为后测验图形成绩
,

结果见表
。

表 各年龄组训练前后记忆成绩 士

组别 前 测 验 后 测 验

字词 字词

儿童

少年

青年

中年

老年

二 。

。

士
。

。

士
。

。

士
。

。
士

士
。

。
士

。

。

士
。

士
。

。

士
。 ·

。

士
。

。
士

。

。

士
。

。

士
。

。
土

。

。

士
。

。

士
。

。

士
。

。
士

。

。

士
。

训练前后青年组和 少年组记忆成绩均优于其他组
,

老年组和儿童组成绩接近
,

中年组

居中
。

训练后
,

各组字词 与图形记忆成绩均有明显的提高
。

训练后字词记忆成绩与各项认知能力的关系

表 各项认知能力与训练后字词记忆的关系

韦 氏 智力 测 验 前 测 验 图形 想象力

词 汇 数字符号 字词 记 忆 图形 记 忆

儿童

少年

青年

中年

老年

一 。 。

’

。

。

。

。

。 ,

。

。

。

。

一 。

。

。

。

。

。

。

。

。

总相关
。 。 。 。

份 。 , 关 赞 , 共 井 签 , ,

下 同

表 结果表明
,

训练后字词记忆成绩与各项认知能力的总相关都较高
,

均达到极显著

水平
,

尤其是与训练前记忆成绩
、 “

数字符号
”

测验成绩的相关达到 以上
,

这表明这些

测验成绩好的被试训练后记忆成绩也好
。

在分组相关中
,

儿童组只有想象力 与 训 练后字

词记忆的相关较高
,

即想象力丰富的儿童训练后记忆成绩较好
。

老年组除 前 测 验字词记

忆成绩外
,

各项认知能力与训练后字词记忆成绩的相关均较高
,

达到显著性水平
,

表明老

年组训练后字词记忆成绩与训练前各项认知能力关系密切
。

少年
、

青 年 和 中年三组前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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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字词和图形记忆成绩与训练后字词记忆有一定相关 显著性 水 平 在 一 。 之间
。

此外
,

青年组
“

数字符号
”

测验成绩与训练后字词记忆成绩的相关也显著
。

训练后图形记忆迁移效果与认知能力的关系见表
。

表 各项认知能力与训练后图形记忆迁移的相关

韦 氏 智力 测验 前 测验记 忆成 绩 后 测验 图形 想象力

词 汇 数字符号 字词 图形 字词 记 忆

儿童

少年

青年

中年

老年

。

。

。

一 。

。

。

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总 相关 。

由表 可见
,

训练后图形记忆迁移效果与各项认知能力的总相关都较高
,

达到了极显

著水平
,

各组训练后字词记忆成绩与图形迁移效果相关均较高
,

特别 是儿童组和老年组
,

字词记忆训练效果好的人能较好地迁移到图形记忆作业上
。

青年组各项成绩与图形迁移

效果的相关较高
,

除想象力外
,

值均在 。 以上
,

大多达到显著水平
。

老年组除想象力

和前测验字词记忆成绩外
,

各项成绩与图形记忆迁移效果的相关均较高
。

只有 儿 童 组和

少年组想象力与图形迁移效果有关
。

此外
,

少年组前测验字词记忆
、

中年组前测验图形记

忆及
“

数字符号
”

成绩与训练后图形迁移效果的相关也达到了显著水平
。

各项认知能力与
“

位里法
”

记忆训练效果关系的多元回归分析

表 训练后字词记忆成绩与各项认知能力关系的多元 回归分析结果

测验 , ,
改变

前 测验字词 记 忆

词 汇

数字符号

前测验 图形 记 忆

想 象 力

年 龄

年龄 数字符号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表 训练后图形记忆迁移效果与各项认知能力关系的多元回归分析结果

测验 改变

前测验字词 记 忆
。 。

后 测验字词记 忆

词 汇
。 。 。

数字符号
。 。 。 。

前 测验 图形 记 忆
。 。 。

想 象 力
。 。

年 龄
。 。

年龄 后 测验字词
。 。

记 忆



期 吴志平等 影响儿童至老年人
“

位置法
”

记忆训练效果的因素探析

采用 统计软件中的多元回归程序 对上述各项认

知能力与训练后字词记忆和图形记忆迁移效果的关系进行分析
,

逐一进入各因素
,

得到复

相关系数
、 “ 、

及单独进入该因素产生的 “ 变化等参数
,

结果见表
、

表 和回归方程
、

二
。

由表 可见
,

单独进入各因素时
,

除年龄外其他各项认知能力都引起
“的明显改变

,

表明这些认知能力对训练后字词记忆成绩有明显的影响
。

各因素对训练后字词记忆成绩

的预测见回归方程一
。

回归方程一
一

一

训练后字词记忆成绩 前测验的字词记忆成绩
“

词汇
”

成绩
“

数字符号
”

成绩

前测验图形记忆成绩 图形想象力成绩

年龄 年龄 义 “

数字符号
”

成绩

训练前字词 与图形记忆成绩
、 “

数字符号
”

成绩
、

年龄
、

年龄 火 “

数字符号
”

成绩等因素

均对训练后字词记忆成绩有一定的预测性
。

在回归方程中选用年龄 又 “

数字符号
”

这一交

互因素
,

是因为
“

数字符号
”

成绩随年龄变化而变化
。

表 可见
,

单独进入各因素时
,

前测验与后测验字词记忆成绩
、 “

数字符号
”

成绩以及

年龄 后测验字词记忆成绩诸因素均引起 的显著变化
。

各因素对训练后 图 形 记忆迁

移效果的预测见回归方程二
。

回归方程二
二 一

一

训练后图形迁移效果

前测验字词记忆成绩 后测验字词记忆成绩
“

词汇
”

成绩
“

数字符号
”

成绩

前测验图形记忆成绩 图形想象力成绩

了 年龄 年龄 后测验字词记忆成绩
“

数字符号
”

成绩和训练后字词记忆成绩对图形记忆迁移效果有明显影响
,

年龄
、

年龄

后测验字词记忆成绩对图形迁移效果也有一定影响 , 即这些因素可在一定程度上预测
‘

位置法
”

记忆训练后的图形迁移效果
。

讨 论

各项认知能力与记忆训练效果的关系

想象 力 的年龄差异及其与记
,
乙训练效 果的关 系 从结果看出

,

被试的想象力随增

龄而变化
,

儿童
、

少年和青年组的想象力较为接近
,

明显高于中年和老年组
。

从平均成绩看
,

少年组略高于儿童组
,

青年组又略高于少年组
,

但无明显差异
,

说明在儿童至青年这一发

展时期
,

想象力较为丰富
,

发展呈平稳略微上升的趋势
。

而中年和老年被试则显得想象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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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乏
,

尤其是老年组
。

本实验采用
“

位置法
”

进行记忆训练
,

在训练时要求被试运用想象和

联想把要识记的字词与固定有序的具体位置相联系 , 因此想象力对训练效果有直接的影

响
。

从总体相关看
,

想象力与训练后记忆效果的相关显著
,

表明想象力高者记忆训练效果

也好
,

这在儿童组和老年组尤为突出
,

说明若在记忆过程中更多地运用想象力
,

可以弥补

儿童知识和经验的不足和老年人认知功能储备能量的下降的缺陷
,

提高记忆成绩
,

延缓老

年人记忆的衰退
。

“

词 汇
” 、 “

数字符号
”

成绩及前浏验记忆能 力与训练效 果的关 系 从总 体 相 关看
,

这三项测验成绩与训练后记忆成绩相关显著
。

但相对来说
, “

词汇
”

成绩的相关略低
,

这可

能因为
“

词 汇
”

测验主要侧重于知识方面
,

与记忆的关系不大
。

而
“

数字符号
”

测验主要涉

及学习记忆和反应速度两个方面
,

是极敏感的年老化指标
。

由表 和表 可见
,

青年
、

中

年和老年三组的
“

数字符号
”

成绩与训练后记忆成绩的相关较高
,

大多达到显著水平
,

老年

组的相关最高
。

前测验字词和图形记忆成绩与训练后记忆成绩的总体相关较高
,

表明
“

位置法
”

记忆

训练效果与被试训练前的记忆能力关系密切
。

尤其是成年被试 青年至老年 图形记忆成

绩与训练后记忆成绩相关较高
,

可能是因为图形记忆好的被试能较好地掌握和运用 “
位置

法
” ,

所以记忆训练效果也较好
,

但在儿童和少年组未发现这种相关
。

总的来看
,

训练前认知能力与记忆训练效果的关系随年龄发展而有所变化
,

儿童组仅

想象力一项与训练后字词记忆有关 , 而老年组几乎各项认知能力都与训练效果有明显相

关
,

其他组各有两项显著相关
,

这一结果表明
,

在发展的不同年龄阶段上影响记忆训练效

果的认知能力有所不同
,

老年被试记忆训练效果受训练前认知能力的影响最大
。

年龄及各项认知能力对
“

位 法
”

记忆训练效果的预侧

从记忆的发展看
,

青年处于发展的最佳阶段
,

儿童至青年记忆发展呈上升趋势
,

青年

至老年呈下降趋势
。

本实验结果符合这一趋势
,

表现 出记忆发展随年龄而变化
,

记忆训练

效果也显现出这种变化趋势
。

因此在进行多元回归分析时
,

单独进入年龄因 素 并 不引起
么 的明显改变

,

在加入年龄 又 “

数字符号
”

或训练后字词记忆 之后
,

年龄因素对训练后

记忆成绩的预测作用才显现出来
,

同时也表明
“

数字符号
”

测验成绩对记忆训练效果的预

测也随年龄而变化
,

主要发生在青年至老年组
。

从 回归方程一还可看到
,

训练前字词和图

形记忆对训练后字词记忆有一定的预测性
。

等的研究曾探讨字词记忆
、

线 索回忆

与训练后记忆的关系
,

发现仅青年组线索回忆成绩与训练后记忆效果有关
。

本 研 究 首次

看到训练前图形记忆能力对记忆训练效果的预测性
。

训练后字词记忆成绩对图形记忆迁移效果的预测性表明了
“

位置法
”

记忆训练具有迁

移作用
,

这一结果是第一次报道
。 “

数字符号
”

测验成绩
、

年龄
、

以及年龄 训练后字词记

忆等因素也对图形记忆迁移效果有一定的预测性
。



期 吴志平等 影响儿童至老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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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忆训练效果的因素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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