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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从工作记忆能力的个体差异的角度
,

探讨阅读描述 日常生活事件的段落时预期推理过程

的资源分配特点
,

及其与阅读焦点转移的关系
。

结果表明
,

预期堆理可以维持较长时间
。

工作记忆能力强的被试进行预期推理的范围较广 而工作记忆能力较弱的被试推理范围

较小
。

工作记忆能力较弱者对每一个项 目的激活量较大
。

对于非常熟悉的事件
,

预期推

理不受焦点转移的影响
。

关键词 预期推理
,

工作记忆
,

阅读焦点

前 言

预期推理就是阅读者根据 自己掌握的知识
,

通过上文
,

对下文中将要出现的 内容所进

行的推理
。

一般认为
,

预期推理有两种类型
,

即基于句法的和基于世界知识的预期推理
。

本

工作主要考虑基于世界知识的预期推理
。

相关研究中
,

一种观点〔‘〕认为
,

预期推理是短暂
的

,

人们只对就要出现的事件进行最小范围的推理 即最小推理的观点
。

阅读中仅仅进行

与保持整体连贯性有关的推理
。

另外一种观点则指出
,

只要篇章所描述的结果具有很强的

可预见性
,

而且处于阅读的焦点之上
,

预期推理就可以发生
。

焦点的转换是预期推理衰退

的原因〔 〕。

预期推理的痕迹将随整合过程的进行而消失 〔 〕。

还有实验表明
,

在一定条件下
,

预期推理是可以维持较长时间的
。

句子的意 义就足以增加对 目标词的启动量川
。

由此可见
,

阅读焦点的转移是影响预期推理的重要因素之一
。

阅读焦点就是读者的注

意所指向的内容
。

这种注意指向的 目的是保证读者能够对语言材料建立起连贯的意义表

征
。

任何破坏意义连贯性的因素都会引起读者阅读焦点的转移
,

造成加工资源的再分配过

程
,

并且受到工作记忆能力的制约
。

所以
,

阅读者的工作记忆能力是影响预期推理的另一

个重要因素
。

由于被试的工作记忆能力的差别
,

工作记忆中所能保存和加工的阅读焦点的

数量也不同
,

因而
,

其预期推理的形式应该存在差别
。

同时
,

知识库中相应知识单元被激活

的程度也不同
。

这两方面的差距将直接影响读者对下文中相关内容的理解和表征
。

本文

从读者工作记忆的个体差异出发
,

初步探讨 了阅读过程中预期推理与阅读焦点转移之间

的关系以及认知资源的分配形式
。

本文初稿于 年 月 日
·

收到
,

修改稿于 年 月 日收到
。



© 1994-2010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期 崔 耀等 阅读理解中的预期推理

工作记忆能力的测量

工作记忆能力的测量
,

采用了 制定的句子一尾词测量法的基

本结构侧
。

为了使被试能够认真地理解每个句子的意义
,

在测量中增加了理解问题
。

被试

北京农业工程大学一
、

二年级学生 人
,

男生 人
,

女生 人
。

其中北京籍男生

人
,

女生 人
。

测 材料

句汉语句子均为复合句
,

每句平均包含汉语双字词 一 个
。

每句话均附加一个

短句
,

用来进行理解判断
,

其中 个短句的意义与测量句一致
,

句与测量句不一致
。

例

句如下

测试句 在欧洲
,

儿童文学经典作品安徒生童话是除圣经之外发行最广的图书
。

尾 词 图书

判断句 安徒生童话是欧洲发行最广的图书
。

与测试句意义不一致

测试句 北欧妇女素有强烈的 自主精神和参政意识
,

她们最早进入各级政府机构
。

尾 词 机构

判断句 北欧妇女参政意识强
。

与测试句意义一致

测量方法

将上述 个句子用计算机随机地呈现给被试
。

测量开始时
,

先连续地呈现两个测试

句
,

要求被试认真阅读
,

并记住每句话的意思和每句话最后两个字所组成的词
。

两句话呈

现完毕后
,

即要求被试按顺序回忆每句话最后的那个双字词
。

回忆完毕后
,

再在计算机屏

幕上呈现 出每个句子相对应的判断句
,

请被试判断其意思与测试句是否一致
。

如果被试能

够完全正确地 回忆出全部尾词
,

并且正确判断了全部判断句的意思
,

就再呈现另外两句测

试句
,

并重复上述过程
。

如果被试仍然能够正确地做出反应
,

则开始连续呈现三个测试句
。

如此往复
,

直到被试不能完全正确地回忆全部尾词
,

或者不能完全正确地对判断句的意 义

做出正确判断为止
‘

此时
,

连续呈现的测试句的个数
,

就是被试的工作记忆能力的分数
。

测最结果

表 工作记忆能力分布 人数

成绩

男

女

总计

根据表 的测量结果
,

可将被试分为三组
。

测量成绩小于 的为低工作记忆能力组

测量成绩为 的是中等工作记忆能力组 测量成绩大于 的就是高工作记忆能力组
。

工作记忆能力
、

焦点转移类型对预期推理的影响

实验设计

本实验是一个 的混合设计
。

包括两个被试内因素和一个被试间因素
。

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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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被试内因素是阅读焦点的转移方式
,

具有三个水平 不同事件 场景描述 相同事件
。

与

此相应
,

采用 了三种造成阅读焦点转移的阅读材料
。

第一种材料是在叙述一个事件的过程

中
,

插入对于另外一个事件的某个活动的描述
,

以造成阅读焦点的转移
。

具体形式如下例

段所示

事件 上课

事件参与者 教授
,

学生 姓名

事件发生的场所 教室

活动序列的组成 进入教室
,

找座位
,

坐下
,

放书包
,

拿出笔记本和笔
,

四处张望
,

跟同

学说话
,

看着教授
,

听讲
,

记笔记
,

看表
,

提间题
,

变换坐姿
,

想其它事情
「

,

合上笔记本
,

收拾

书包
,

站起
,

说话
,

离开教室

李洪衣着整齐地来到了教室
。

午饭吃了一个炸鸡腿
,

心满意足
。

他做好了上课

的一切准备工作
。

不久
,

教授也来了
。

探测词 教室
、

午饭
、

上课

李洪衣着整齐地来到了教室
。

放好书包
、

拿出笔记本和钢笔
。

他做好了上课的

一切准备工作
。

不久
,

教授也来了
。

探测词 教室
、

书包
、

上课

李洪衣着整齐地来到了教室
。

灯光明亮
,

干净整齐
,

十分安静
。

他做好了上课的

一切准备工作
。

不久
,

教授也来了
。

探测词 教室
、

灯光
、

上课

段中叙述的主体事件是
“ 上课

” 。

但在第二句话中插入了对非主体事件
“
吃午饭

”
的描

述
,

形成两个不同的主体事件间的焦点转移
。

第二种类型的材料如 段所示
。

第二句话仍然是对主体事件的活动进行描述
。

这是

主体事件内部
,

活动序列不同成员之间的焦点转移
。

第三种类型的材料如 段所示
。

第二句话中插入对于事件发生的场景所进行的描

述
。

这是主体事件内部
,

活动序列与场景之间的焦点转移
。

第二个被试内因素是探测词的类型
,

具有三个水平 预期探测词 转移探测词 事件探

测词
。

如上例所示
, “
教室

”为预期探测词
, “ 上课

”
为事件探测词

“
午饭 ,,

“
书包

“ 、 “

灯光
”
为

转移探测词
。

被试对事件探测词的反应标志预期推理对于下文加工的影响 转移探测词反

映了焦点转移的作用 预期探测词标志上文结束时被试的加工状态
。

通过被试对于不同类

型的探测词的反应时的差别
,

可以推断被试在阅读过程中的资源分配情况
。

工作记忆能力作为被试间因素
,

具有三个水平 低工作记忆能力 中等工作记忆能力

高工作记忆能力
。

遇到上述不同形式的焦点转移时
,

具有不同工作记忆能力的被试
,

将会使用不同的方

式进行预期推理
,

并且使相应的知识单元获得程度不同的激活
。

如果预期推理与下文的事

件或活动一致
,

则下文的加工将会得到易化
。

如果预期推理与下文的事件或活动不一致
,

则会发生预期推理失败 此时
,

激活将会迅速受到抑制
。

根据有关工作记忆容量的理论困
,

工作记忆能力强的被试
,

在经历预期推理失败时
,

应该仍维持 一定的激活量
,

而工作记忆

能力低的被试
,

则需要增加资源分配
,

才能保持激活
。

此时
,

被试对事件探测词和转移探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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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的反应时间都将延长
。

被试

北京农业工程大学本科二年级学生 人
,

男
、

女生各半
,

都接受了工作记忆能力的测

量
,

并按其成绩的不同分为三组
,

每组 人
。

经过汉语朗读的测试
,

所有被试均能正确
、

迅

速地读出探测词
,

命名反应时及正确率与北京籍的同学没有显著的差异
。

’

实验材料
选用 件学生 日常生活中非常熟悉的事件

,

包括 起床
、

做操
、

上课
、

吃饭
、

取钱
、

看

病
、

看电影
、

郊游
、

购物
、

乘火车
。

每个事件都产生两个小故事段落
,

共计 个小故事
。

然

后 再根据上述有关
“
上课

”
例子甲的规则

,

使每个小故事派生 出
、 、

三种形式
,

共计 个段落
。

将这 个段落分成三组实验材料
,

使得任何一组都包含 个小故事中

的一种派生形式
。

每一个段落都附加一个理解判断
。

每组材料中都有 个肯定判断
,

个否定判断
。

另准备了 个描述其他事件的段落作为填充材料
,

其中
,

探测词的位置与实

验材料中的探测词位置不同
,

以消除位置效应的影响
。

由于要求被试在阅读过程中对探测

词进行命名操作
,

故没有系列位置效应
。

实验过程
高

、

中
、

低工作记忆能力的被试
,

各成三组
,

共计九组
,

每组 人
。

分别让他们阅读上述

三组实验材料
,

使得每一组实验材料都能被三组具有高
、

中
、

低不同的工作记忆能力的被

试阅读
。

实验材料以词为单位
,

用计算机呈现给被试
。

每个词呈现
,

词间隔
。

每当探测词呈现时
,

屏幕背景颜色就会发生变化
。

被试任务是
,

读懂并记住故事的意思
,

并

在屏幕的背景颜色发生变化时
,

尽可能快地读出当时屏幕上所呈现的那个词
。

每个故事读

完后
,

再呈现判断句
。

记录被试的命名时间和命名错误率以及判断错误率
。

实验结果

判断错误率小于
,

且在各种条件下没有显著差异
。

对于探测词都能够正确命名
。

命名反应时如表 所示
。

表 不同条件下的命名反应时

﹃

一一
﹃

一一
﹄

一一
探 测 词 类

工 作 记 忆

不同事件

相同事件

场景描述

石

经 使用 作为分析工具 分析
,

三个实验因素都显示 了显著的主效

应
。

焦点转移
, , 。

探测词类型
, , 。

工作

记忆能力
,

一
, 。

同时
,

焦点转移和探测词类型之间的交互作用显著
,

, , 。

经简单效应检验
,

焦点转移只在转移探测词上具有显著差异
, ,

二
,

。

而探测词在焦点转移的三个水平上都有显著差异
, , , · 。

经多重 比较
,

尽管高工作记忆能力组命名反应时 中等工作记忆能力组 低工作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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忆能力组
,

但是只有高工作记忆能力组与低工作记忆能力组之间的差异具有统计意义
,

, , 。

对探测词各水平的进一步分析表明
,

被试对预期探测词的命名反应时间大于对事件

探 测词的平均命名反应时间
,

如表 所示
。

两者差异十分显著
, ,

一
,

。

这种差异在焦点转移的各个水平上是一致的
,

而且
,

低工作记忆能力的被试所获得

的易化程度较大 高工作记忆能力的被试所获得的易化程度较小
。

表 预期探测词和事件探测词 表 预期探测词和转移探测词

命名反应时差值 命名反应时差值

工作能力

不同事件

相同事件

场景描述

中 高 工作能力

不同事件

相同事件

场景描述

低 中 高

一

一

勺,曰亡工

被试对预期探测词的命名反应时小于对转移探测词的命名反应时
。

虽然在整体上
,

这

种差异没有达到统计显著性
,

但是
,

在相同事件条件下
,

不同工作记忆能力的被试
,

对这两

类探测词的平均命名反应时之间的差值为正值
,

且差异接近显著水平
, ,

, ,

如表 所示
。

被试对转移探测词的命名反应时大于对事件探测词的命名反应时
。

两者差异十分显

著
, ,

一
· , 。

通过对预期探测词和转移探测词以及预期探测词与事件

探测词之间关系的分析
,

可以间接地得到转移探测词与事件探测词之间的关系
,

因此
,

不

再对后者进行进一步的检验
。

讨论

上述实验结果表明
,

对三类探测词的平均命名时间
,

工作记忆能力高的被试 中等工

作记忆能力的被试 工作记忆能力低的被试
。

因此
,

前述工作记忆能力的测量可以反映被

试进行认知加工时的速度
,

进而反映被试的认知加工能力
。

阅读过程中认知加工与存储之

间存在一定的资源分配关系
。

被试加工的速度越快
,

能够保持的东西也越多
。

因此
,

在进

行有关的实验中有必要考虑个体差异
。

预期推理所产生的激活没有因为阅读焦点的转移而受到抑制
。

尽管插入了对不同事

件及对场景的描述
,

被试对事件探测词的平均命名时间仍得到 了易化
,

而且具有统计意

义
,

见表
。

上述结果说明
,

对于非常熟悉的事件
,

被试不仅能够进行预期推理
,

而且能够

将预期推理引起的对于世界知识的激活保持下来
。

这种现象与最小推理观点不一致
,

但却

可以用长时工作记忆的理论 进行解释
。

该理论认为
,

工作记忆系统中包含一个与长时记

忆相联系的缓冲区
。

该缓冲区内存储了被试经过长期接触而变得非常熟悉的那一部分世

界知识
。

缓冲区内信息的存取
,

具有短时记忆信息存取过程的特点
。

它的存在
,

使得一部

分世界知识能够被快速地激活
,

从而减少了被试的认知加工负担
。

所以
,

在阅读熟悉程度

较高的事件时
,

预期推理所引起的激活可以维持较长时间
。

对三类探测词的命名时间
,

可以间接地反映被试进行认知资源动态分配的情况
。

首

先
,

焦点转移只在对转移探测词的命名时间上具有十分显著的主效应
。

相同事件条件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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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名时间 不同事件 场景描述
,

见表
。

其中
,

相同事件与场景描述差异显著
,

, 。

相同事件与不同事件差异显著
,

一
, 。

不同事件

和场景描述差异不显著
。

这说明
,

当遇到不同事件和场景描述时
,

相应的知识单元没有被

激活
。

因此
,

认知资源的分配与阅读焦点有关
。

另外
,

在不同事件和场景描述条件下
,

中
、

高工作记忆能力的被试对转移探测词平均命名反应时间有延长的趋势
,

这似乎表明
,

在预

期推理失败时
,

被试必须克服上文的影响
,

付出更大的努力对转移探测词进行命名
。

因而
,

消耗更多的资源
。

‘

其次
,

被试因工作记忆能力不同
,

资源分配方式也不同
。

例如
,

低工作能力的被试
,

在

相同事件条件下
,

转移探测词几乎没有受到上文的影响
,

它与预期探测词的命名时间差值

为
,

如表 所示
。

而中等工作记忆能力和高工作记忆能力的被试的这一差值分别为

和
。

此条件下预期探测词和转移探测词分别代表了组成同一事件的不同成分
。

这提示我们
,

较高工作记忆能力的被试能使事件内部更多的成分得到激活
,

所形成的推理

范围较大
,

而且较复杂
。

而低工作记忆能力的被试预期推理范围较小
,

不能延伸到 同一事

件的其他成分上
。

最后
,

土作记忆能力较高的被试
,

虽然推理范围广
,

但每个知识单元所获得的激活量

较少
,

如表 所示
。

工作记忆能力较低的被试
,

资源分配范围集中
,

每个知识单元需要获得

较大的激活量
。

本实验中
,

在不同事件和场景描述条件下
,

具有低工作记忆能力的被试对预期探测词

和转移探测词命名时间的差值变化情况复杂
,

如表 所示
,

较难解释
。

有待进一步的实验

研究
。

结论

本实验从工作记忆能力的个体差异的角度
,

探讨了阅读过程中预期推理与焦点转移

之间的关系以及认知资源的动态分配过程的部分特点
。

实验结果提示
, 预期推理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维持较长时间

,

并产生较大范围的影响
。

‘ 在阅读熟悉的生活事件时
,

尽管发生 了焦点转移
,

具有不同工作记忆能力的读者
,

均能维持预期推理所造成的激活二
, 工作记忆能力低的读者资源分配范围小

,

但每个被激活单元所获得的激活量较大
。

工作记忆能力较高的读者资源分配范围大
,

但每个单元所获得的激活量较小
。

, 工作记忆应该包括长时记忆的某个部分
,

其中储存了阅读者熟悉的世界知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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