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兄量延耀抑制动力学底年龄特征

匡 培 梓
·

巴甫洛夫始籽把条件性皮盾抑制看为积极的神拯过程
,

它不断地稠节着兴奋过程
,

致
使有机体的活动能更正确地适应于外界环境

。

因而
,

抑制简题的研究不仅具有理渝上的

意义
,

而且具有实践上的意义
。

如所周知
,

作为 内抑制形式之一的延援抑制是构成人与 动物 的一系列行为的基础
。 ,

例如
,

对教育工作来羡
,

具有重要意义的是培养儿量的坚勒性
,

发展善于在某个特定时背
’

内制止自己的活动
,

或者在需要的时刻准时地进行活动等等的能力
。

这些正是以延援挪
制的发展为基础的

。

关于条件反应延援出现的事实
,

早在巴甫洛夫实验室研究高极神握活动学靓的最初
;

年代中就被观察到
。

以后
,

爵多学者 ‘卜71在歌镇域内进行了系抗的研究
。

他们在动物身上
-

W.l] 定了延援条件反射形成的速度及其对条件刺激物物理弦度和无条件刺激物量的依存关

系 ;研究了瞬时条件反射
、

新异动因对延援条件反射的影响以及高极神握活动类型特点与

延援抑制发展特点之简的联系等等尚题
。

‘

根据已有的文献资料乡关于人的延援条件反射的研究为数不多
,

而且大部分学者 〔卜
1‘

仅观察了延援条件反射形成的速度及其与儿量年龄
、

高极神握活动类型特点之简的关系

阴题
。

此外
,

个别的学者) ,131 探衬了延援抑制对某些植物性神握机能的影驹
。

实验目的与方法

本研究目的在于
:
进一步阴明儿童延援抑制发展的动力学及其年龄特点

。

我们采用了伊万带夫一斯莫林斯基的藉言弦化法对三个年龄祖
: 9

、

12
、

15 岁的儿置
进行了研究

。

每祖各 10 人
。 9 岁和 12 岁的被贰者选 自普通中学

,

15 岁的被就者是工艺

学校的学具
。

实硫毅置如下
:
在建立延援条件反射之前

,

每个被栽者都形成了
:
对深椽光的阳性运

动条件反射 ;对浅椽光的分化和对扛光的阳性运动条件反射
。

在上述瞬时条件反射巩固以后
,

着手建立延援条件反射
。

蓝光作为条件刺激物
,

每次
呈现 15 秒

,

并在敲刺激作用的第 15 秒时与藉言弦化
“
按一下

”
相桔合

。

在这样的处理下
,

如果被贰者的按压反应早于刺激作用 的第 1 3 秒
,

则称之为瞬时性
的或过早的条件反应 ; 如果被贰者的反应出现于刺激作用的第 13

、

15 秒时
,

则 称之为延

援条件反射
。

此时
,

用 “

对了
”
这个 阳性祠来弦化

。

当延援条件反射速疲出现 10 次后
,

就可

敲为敲反射已拯巩固了
。

在延援条件反射巩固后
,

进行了延援条件反射的后作用和延援条件反射与瞬时条件
反射相互影响的贰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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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此之外
,

在每次实硫后
,

按照事先拟定的提桐向被截者提出了有关刺激
、

反应和它

佣之简的关系周题
:
你看兑了什么 ? 你做了什么 ? 你什么时候按的 ?

桔 果 分 析

一
、

’

各年龄粗被献者形成瞬时(阳性和阴性)条件反射的特点

我们所获得的关于不同年龄儿量建立阳性条件反射和分化的材料与前入川
一161 所获得

的材料是相一致的
。

(一) 对筒单刺激物 (在我俩实阶中是深椽光 ) 的阳性运动条件反射在刺激物与斋言
弦化相拮合豹 10 次左右即形成

。

同时
,

对以上三个年龄粗形成条件联系的速度相比较也

靓实了前人所确定的年龄规律
: 9 岁

、

15 岁被就者在形成阳性条件反射的速 度上没有明

显的差异
,

而 12 岁被就者形成阳性条件反射的速度显著地慢于前两粗被拭者
。

这现象被

欲为是由子敲年龄(12 岁)被栽者正处于性成熟期
,

皮盾与皮下相互关系发生了改变而引

起大脑皮盾机能的某些失稠所致
。

(二) 在实睑室条件下
,

形成了第一个条件反射后
,

随后的条件反射就建立得很快
,

在

条件刺激物(杠灯光 )与言藉弦化相桔合 1一3 次后
,

条件联系即形成
,

并且立刻巩固
。

(三 ) 分化在刺激物与阴性弦化桔合 2一 8 次后即形成
。

在分化形成的速度上和其后

抑制的弦度上观察到明显的个 glJ 差异
。

与此同时
,

可以看到
,

随年龄的增长
,

分化形成的

速度加快和后抑制现象的减弱
,

也就是靓
,

随年龄的增长
,

儿量的内抑制加弦了
。

卜

二
、

各年龄祖被献者形成延援条件反射的特点

(一) 实眯桔果表明
,

各年龄祖儿量延援条件反射形成的速度是不 同的 (表 1 )
。

,

表 1 各年榭粗被献者形成延展条件友射的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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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中数字表明条件刺激与言藉弦化的精合次数

。 -

从表 1 可以看到
,

在 15 岁的被就者身上
,

延援条件反射在条件刺激与籍言弦化平均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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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被献老 玖
.

B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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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 4 4 次后巩固 ; 在另外两个年龄粗的被裁者之简具有很大的个别差异 : 在一部分被裁者

身上
,

延援条件反射虽形成了
,

但很难于巩固
,

或者在巩固后(即是在延援条件反射速按出

现 10 次)
,

在以后的实输中又发生波动
,

表现为不稳定 ; 在另外一部分被截者身上(12 岁

的 3 个
, 9 岁的 5 个) 延援条件反射完全不能形成

,

甚至在条件刺激物与藉言弦化桔合达

35 0 次还不能形成
,

唯有在始予指导藉以后才能形成
。

由此可见
,

儿量年龄愈小
,

延援条件反射的建立愈 困难
。

年龄较大延援条件反射的建

表 4

、 、

}
* ,泊、

}
, ‘周隔

日 、二 l 序 ,J 正万人 l/ 户布否1侣自 日占才寺 、
吸 l、产, 、 , 1夕 / 习 之于盔 1」J

‘

J

被献者 B
.

C
. ’

9 旋 (19 59 年 1 1 月 2 0 日
、

2 1 日)

反应延援时尚(秒)
- 下万一下万一下下一了下, 了了 }条件反应量}基本反应量} 弦化

三}2 }3 }
4 }5 }

“
}
7

’

}
“{“}

‘

吸
‘1

}
‘2

}13 1
14
}巧}_

_ _
_

1 }
十十+++++

即

一jn��U
‘

nll�llU0
1、J,‘d

.

3
,jIJ,J,J

n曰�jl7f0
130

门乙,�2,‘2八乙

光光光光光光光
.

蓝蓝蓝蓝蓝蓝蓝
.

2134567⋯

休息 巧 分钟

++++++⋯+++光光光光光光
.卜

蓝蓝蓝蓝蓝蓝:1 7

1 8

1 9

2 0

2 1

2 2

2 8

2 9

3 0

3 0

3 0

蓝光

蓝光

蓝光

2 5

1 5

2 0

2 5

2 0

2 5
’

1 5

2 0

3 0

3 0

3 0

3 0一4 0

3 0

++++⋯35303030
·

;
气 冲

1 5

2 0

l 5

光光光光
.

蓝蓝蓝蓝:,‘,�3
J
“

.

33飞
�
3

休息 巧分钟

++十十十十十十十十
,

一jn�n��U05
口J工r�nl、夕,‘,j4

.

�jl乡�、J气jfj22�

曰,nF甲、�八曰n�一气�一护、一,一�少,1,‘,‘221
上
2

,.�
2

蓝光

蓝光

蓝光

蓝光

蓝光

蓝光

蓝光

蓝光

蓝光

蓝光

515253545556575859印



之2 心 理 学 报 1 9 6 2 年

立也较快
,

而且相当稳定
。

在这里我们不仅分析了不同年龄儿量形成巩固的延援条件反

射的速度
,

而且还分析了延援抑制发展的过程及其动力学
。

(二) 在分析延援抑制发展的过程时
,

我俩看到下列几种情况
。

‘

(l) 列举被贰者 玖
.

B
.

(15 岁)的实验韶录为其发展的第一类情况表 2 。

从所引靓的表 2 中可以看到
,

被拭者 玖
.

B
.

对第一次出现的蓝光没有发生任何的运

动反应
,

对第二
、

第三次呈现的刺激物抬予了瞬时性条件反应
,

即是 :
反应出现于刺激作用

的第 2 秒
,

之后
,

运动反应较久地消失
。

但当它速擅消失达 27 次以后
,

叉重新出现
,

但其

表 s 被轼者 A
.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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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应的时简大大地推迟了
,

即出现了延援条件反射
,

并且很快稳定
。

‘ ’

(2 )
‘

在实盼过程中
,

我介, 观察至诞援抑制发展的第二类情况
‘

(表 3 )
。

从表 3 中可以看到
,

被栽者 111
·

C
.

的延援条件反射形成得很快(在 7 次拮合后)
,

而
一

且立刻就巩固
。

在延援条件反射形成过程中
,

.

没有观察到被截者对刺激物产生瞬时性运

动反应
,

而是在对条件刺激物不作任何运动反应阶段后
,

立刻出现延援条件反射
。

(3 ) 关于延援抑制发展的第三类情况
,

列举被贰者 B
.

C
.

( 9 岁) 的实眯豁录瓮明

之 (表 斗)
o

由表 斗可以看到
,

在建立延援条件反射的初期
,

条件刺激物
—

蓝光 引起 了被试者

且 C
.

的瞬时性条件反应或重复性反应
。

在这以后
,

延援条件反应才逐渐出现
,

但极不稳

定
,

表现为反应的消失
,

或反应的过早出现
。

,

(斗) 第四类情况是在延援抑制发展的过程中出现大量的多余的反应—
过早 的

、

多

次的
、

甚至紧张性的反应
,

郎是 :
在蓝光作用的

一

15 :秒内
,

被裁者或是不断地按压反应键
,

或

是按着不放
,

值到刺激作用格了为止
。

这些反应往往很难被抑制
,

这靓明这类儿童的兴奋

过程相当占优势 (表 5 )
。

(三) 关于延援抑制发展的特点与被贰者年龄的关系今列表砚明如下
:

表 6 各年稀粗被就者在延摄抑制翌展的各种类型中的分布情况

l 被 拭 人 数
延 援 抑 制 发 展 的 特 点 }一

一- - 一一一- - , - - 一- 一- 一下- - - - 一一

-
一

}
”岁 】

锡
‘2岁 J ‘5岁

;
.

盈过瞬时性反应 (或过年砌阶段和反应消失阶段(或探究阶 }
‘

,

}
,

‘

}

磷趟攫逾夔过兰止止立
3. 开始出艰瞬时性反应

,

之后
,

反应时固逐渐推迟
,

最旅出现延 }
,

!
· ,

’

!
援条件尽夕冬

_

_
_

}
“

}
’

}
出境大量的难以抑制的多次性反应

,

甚至紧张性反应
,

延援
条件反射没有形成

。 ·

由表 6 中可以看到
,

大部分 9 岁的被裁者列入第三
、

四类
。

在延援条件反射形成的过

程中观察到大量的多余性反应
,

这些反应难以抑制
,

或者不能被抑制
。

这是由于敲年龄的

被拭者的特点是兴奋过程占优势
。

在同样的条件下
,

15 岁的被栽者对刺激的多余性反应

较少
,

他们大部分属于第一
、

二祖
。

敲祖的特征是存在着 明显的探究反射阶段
,

也就是歌
,

对作用 1 , 秒的蓝光发生了一次或两次的应答反应后
,

奄某一个时期内反应完全消失
,

随

后
,

立即出现延援条件反射
。

至于 12 岁被就者的延援抑制发展的情况介于 9 岁与 15 岁

之简
。 、

由此可兄
,

不仅延援条件反射形成的速度及其巩固性是年龄特征的指标
,

而且延农抑

制发展的过程及其动力学也是JL量年龄特征的重要指标
。

三
、

第丫与第二信号系枕的相互作用

在研究延援条件反射的过程中
,

关于第二信号系就在其建立中的作用和两种信号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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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相互作用的年龄特点也引起了我俩极大的兴趣
。

在建立延援条件反射实验后
,

被贰者关于实验情境的口 头回答
,

抬我们提供了这方面

的材料
。

在大年龄祖的被拭者身上
,

延援条件反射的各个环节
,

在第二信号系扰内获得了

全面而正确的反映
。

例如
,

被贰者 以
.

C
.

(15 岁)延援条件反射在条件殊lJ激与言藉弦化

桔合 7 次后郎出现
,

并立刻巩固
。

实验后口 头回答如下
.

:

周 题
·

回 答

你看觅了什么 ?
.

蓝光
。

你做了什么 ? 当我数到 2 5 时
,

我按 了
。

从被贰者 Ill. C. 的口头 回答中可以看到
,

恤不仅把自己的运动反应与蓝光相联系
,

而且也与刺激物相伴随的某一个特定的时简因素联系起来
。

在此锡合下
,

被裁者以数数
的方式来掌握这个时简因素

。

巴甫洛夫 [171 在解释延援条件反射时特别指 出
,

时简作为一

种现实动因而存在
,

并起着特定的作用
。

在我们的实瑜中
,

被贰者的口 头回答征实了这一

渝点
。

分析 9 岁
、

12 岁被贰者的口 头回答可以看到
,

在部分被贰者身上
,

实盼情境在第二信

号系就内同样获得了全面的反映
。

然而
,

其中有些被贰者虽然能把 自己的运动反应与刺

激的时简因素联系起来
,

但并没有用具休的数数或其他方法把反应延援的时简固定下来
。

实验拮束后进行周韶时
,

他俩照例是这样回答
: “当蓝光呈现时

,

不思上按
: ,

我稍等一会才

按
”。 同时

,

也可以看到
,

他们的延援条件反射是不稳定的
,

并很难巩固
。

在部分 12 岁的被裁者身上
,

在建立延援条件反射后
,

立刻观察到条件反射各个环节

在第二信号系就内的全面和正确的反映
。

在他们身上所形成的延援条件反射是巩 固 的
。

相反
,

凡是在 口头回答中时简因素没有获得反映的
,

或反映不精确的
,

则在他们身上延援

条件反射或者不能形成
,

或者不易巩固
。

只有在采用指导藉以后
,

才能巩固
。

·

由此可兑
,

第二信号系就在建立延援条件 反射 中 〔正如 H
.

10
.

阿 力 克辛可 I18] 和

B
.

于
.

沙姆松带娃l19] 研究分化时所获得的材料一样 ]起着稠节作用
,

它促使兴奋与抑制

过程在第一信号系航内更快的集中
,

以致使人摺的动作趋于精确化和精韧化
。

二与此同时
,

我们也观察到两种信号系抗相互作用的年龄特征 (表 7 )
。

人

~ ~ ~ ~ ~

回答情况

表 7

年

各年品粗关于延援条件反射的 口头回答
.

清况

9 岁 12 岁 巧岁

正确

不正确
、

不完全

表 7 指出
,

关于延援条件反射各个环节的口头回答是随年龄的增长而 日趋完善与精

确
。

这就明第二信号系挑参予条件反射形成的程度及其在第一信号系杭建立条件联系中

所起着的稠节作用都是随年龄而增张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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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

延援条件反射与瞬时 (阳性和阴性 )条件反射的相互影响

(一) 延援条件反射对阳性条件反射的影响

在获得巩固的延援条件反射后
,

紧接着速疲呈现深碌灯光 四次
。

在此情况下
,

我们观

察到
,

对深碌光的阳性瞬时条件反射受到了抑制
,

或者是条件反应的潜伏期明显地延长
。

,

关于各年龄祖被贰者的延援条件反射对瞬时条件反射的影响晃表 8 。

亥 8
.

在延援条件及射后各年断粗瞬时条件及射消失的百分数

9 岁 12岁

�日�日�6 00

勺

n甘nfloOZ
J

斗ZJ,4

第一次

第二次

第三次

第四次

6 0

3 0

0

0

从表 8 看到
,

儿量年龄愈小
,

在延援条件反射后瞬时条件反射消失的百分数愈大
,

在

重复贰喻情况下
,

消失的百分数降低得也愈慢
。

由此可兑
,

儿量年龄愈小
,

延援抑制的后

作用愈弦
,

后作用的持按时简也愈关
。

(二 ) 延援条件反射对阳性和阴性条件反射的影 响

在最后一个实睑中
,

我们在延援条件反射后
,

简隔地插入阳性或阴性刺激物 (深椽
、

浅

释和杠灯光 ) 各二次
,

贰图借此酬明延援条件反射对瞬时 ( 阳性和阴性 )条件反射的影响
。

应敲靓明
,

这只是我佣贰探性的一个实脸
,

所获得的拮果简待进一步阶靓
。

因此
,

这里仅

把所获得的生要材料概述如下
。

在这样的实肺敲置下
,

我们观察到下列几类情况
:

( l) 在延援条件反射后
,

阳性条件反射的潜伏期延长和分化的解除
。

。

延援条件反射

本身在瞬时条件反射后没有遭到破坏
,

仍然是准时的
。

在此锡合下
,

也并可以敲为延援条

件反射是比较巩固的
,

因此延援抑制趋于集中
。

与此相联
,

根据正锈导的原则破坏了分

化
。

这样的情况在 10 名被贰者身上表现出来
。

(2 ) 在其他 8
’

名被裁者身上
,

我们观察到了另一种情况
。

在延援条件反射后
,

阳性条
‘

件反射受到很孩的延援条件反射的抑制性后作用的影响
,

阳性运动 反射完全受到抑制
。

但是
,

分化仍然保留着
。

在瞬时条件反射后
,

延援条件反射开始不稳定
,

显然
,

这些被裁者

的延援抑制比较弱
,

因而带有泛化性的后抑制
,

由此
,

随其后的阳性条件反射受到抑制
。

( 3 ) 延援条件反射和瞬时条件反射的相互影响不明显
。

属于敲羚隋况 的破试者有 8

人
。

(劝 在 斗名被就者身上我们观察到了所稠超反常相的现象
, ‘

郎是 :
在延援 条件反射

后
,

对阳性刺激物 (深禄光 ) 不发生反应
,

相反
,

对阴性刺激物 (浅禄光 )却产生了反应
。

延

援条件反射本身在瞬时条件反射后发生了某些不稳定的倾向
。

如所周知
,

在巴甫洛夫实阶室中研究动物的内抑制简题时
,

A. r. 伊万带夫一斯莫林

斯基[z01
,

n
.

K
.

阿带兴 [zl]
’

等人指出
:
在内抑制发展的过程中有位相状态的存在

,

它随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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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

制性条件反射的玩固而消失
。

0
.

n
.

卡普斯脱尼克和 B.
.

K
.

法捷耶娃叫在研究儿童的

分化抑制时也观察到类似的现象
。

我们所观察到的现象与前人的材料有否相似之处? 我
·

们款为
,

最将阴明延援条件反射和瞬时条件反射的相互影响简题有待深入进行实毓研究
。

长 关 关

总拮起来
,

关于延援条件反射的周题
—

它的发展速度
、

发展的动力学和它对瞬时条

件反射影响的特点等等简题的研究不仅仅在理箫上
,

就是在教育实践中也有一定的意义
。

为了正确地进行教育
,

特别是意志教育
,

教师必须用适当的方法和方式去发展和加孩学生

的意志能力
,

从生理学上来就
,

郎要加弦和发展积极性抑制 (或称内抑制 )
,

尤其是在构成

人的行为中具有莫大意义的延援抑制
。

这时他就需要明了和注意儿量积极性抑制发展的

年龄规律
。

最后
,

必须指出
,

我们的工作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是揭露了儿量延援抑制发展的某些年

龄特点
,

但这仅是初步的探甜
,

至于对某些周题
,

例如关于人的瞬时条件反射和延援条件

反射的相互作用简履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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