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又一次表现 出整字认知中的字颇效应
.

本研究提出整字加工与受结构特征制约的成分加工两者平行进行且又相互竞争之假

说
,

以解释上述笔画数效应和其配置效应
.

而用字的整体知觉概念探讨了字频效应的可能

机理
。

三
、

字的结构方式特征

它是指字的各部件组合成字的空间排列方式
,

也是两维空间排列的汉字较之一维线性

排列拼音文字的最为明显的特征
.

已有工作表明
, ‘

方式
”

恃征在一定条件下影响整字的和部

件的认知
。

当
“

方式
”

作为直接的认知对象时
,

本研究通过实验表明
,

是视匹配法而不是命

名法适合于
“

方式
”
认知的研究

,

因为视匹配法能有效地控制心理切分的操作
。

其实验发现
,

上下型
“

方式
”
的认知要极大地难于左右型

,

从而为已揭示的部件知觉中的结构方式效应
,

提供了一个直接说明
。

此外
,

图对形状同一性判断的对比实验证实
,

字对结构方式同一性

判断研究中
,

亦存在心理切分次数对认知
“

方式
”
的影响

,

只是这种作用敏心理切分难度因

素所掩盖而已
。

本研究通过人工
“

字
”
的以及图形的比较研究论证

,

不同结构方式的汉字在

心理切分难度上之所以存在差异
,

是因为人类加工系统有着汉字形
、

音
、

义编码相结合的整

体表征机制
,

以及形码整体性的相对独立表征机制
。

四
、

部位
吸
即汉字结构单位在整字中的位置以及各单位之间相对位置的关系

。

部位是构成汉字的

一个重要手段
.

作者曾在已完成的单字命名实验中揭示
,

认知上下型字中上部件要极大地

难于下部件
。

本研究采用字对视匹配法又揭示出
,

认知左右型字中的左部件要极大地难于

右部件
。

本研究提出这种部位效应是来自字的整体性及其整体知觉的影响
。

操纵字的整体

性强弱及其整体知觉强弱的多项实验已证实了这一推断
.

这些实验包括字对性质 (真字与假

字 )比较 ,字对空间排列方式(水平与垂直 )比较 ;字对呈现方式(同时与系列 )比较
;
加工方式

(整体与部分 )的启动比较等等
.

总之
,

本研究考查的汉字结构特征与整字及部件认知的关系
,

已获各项结果从它们各

自的角度生动地说明了
,

人类信息加工系统的工作并不是完全依赖于外在的感觉信息(自

下而上过程 )
,

而是还要依赖于长时记忆中贮存的信息 (从上至下过程 )
。

在两种信息加工的

相互作用中实现了系统对客体的认知
.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 1勿 1 年学术年会)

汉字词义联想引起的脑事件相关电位变化

魏景汉
、

匡培梓
、

张东松
、

潘尧天
、

靳海燕
、

王二平
、

梁红
、

黄斌斌
、

于波

实验模式
:

以声音为预备信号
,

1
.

5 秒后于荧光屏上呈现一个提示字
,

其后 1
.

5 秒再于

荧光屏上呈现一个操作字
.

间隔 6一 10 秒后以同一预备信号导出另一对提示字与操作字
,

如此重复
,

每项实验呈现 12 。对字
。

提示字是常见字
,

操作字与提示字音同形似
。

在无关对

照实验中则提示字与操作字音
、

形
、

义皆异
。

令被试者于操作字呈现后用其联想出另一个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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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成词
,

并 口述之
。

操作字分为认识与不认识两种
,

又分为具体与抽象两类
.

具体者乃联想

之词义系可见之事物
,

抽象者乃不可见之事物
。

操作字尚以半视野与全视野两种方式呈现
.

如此相互对照 以分析能引起的脑事件相关电位变化 (ER 六)
,

作为观察其加工脑机制的窗

口
.

二年共以 68 名大学生为被试者
,

在头皮五个部位记录上列声音
、

提示字
、

操作字分别诱

发的 班几 诸晚成分潜伏期
、

波幅及包罗面积等指标
.

已分析出的数据表明
,

只有操作字诱

发的 ER Ps 某些成分能够反映认识与不认识字
,

具体字与抽象字之区别
。

在统计学上有显著

意义的是
:

(l )P 3一T S 中点的 N l 潜伏期
:

认识字联想短于不认识字联想 , (2 )N I 波幅
:

Fz >

h 具有从前向后渐小的趋势
, (3) 后正波潜伏期

:

在具体字联想时
,

认识字联想短于不认识

字联想 , (4) 后正波波幅
:

Fz < P ,

并有从前向后渐大的趋势 , (5)N Z 波幅
:

在认识字联想时
,

具

体字联想与抽象字联想皆大于无关对照联想
,

不认识字联想时则无此显著差异
.

该结果提示

词义联想可导致 N Z 波幅增高
,

而字音与字形的加工则不体现在 N Z 波幅上
。

该结果还表明

本实验模式可以将汉字词义的加工从汉字词的形音义加工中突出出来
。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 19 9 1 年学术年会 )

中国人个性测查表(C M田I)的编制过程

宋维真 莫文彬 张建新 张建平

本研究工作系与香港中文大学合作项目
,

共分三个阶段进行
.

第一阶段
:

建立个性t 表及临床 t 表的框架
。

1
、

建立个性量表的框架
:

首先编制开放性的《性格评估调查表》
,

请被试 (中国 2 81 人
,

香港 192 人)写出至少十个最重要的性格特点及其行为表现
。

邀请文学家一起阅读现代又

学作品
,

从中抽取描写性格特点的词汇
,

行为描述及谚语
,

并参阅国外有关特质形容词的研

究
。

将通过上述方法得到的特质形容词进行同义合并
,

共得到 150 个特质形容词
.

1 9 9。年 2

月(在香港 )在中港第一次会议上
,

经反复研讨
,

初步确定了人格维度
.

2
、

建立临床量表的框架
:

根据实践的裕要
,

参阅《中国精神疾病诊断分类》
、

D sM一m 及

ICD ee g
。

并根据我们从事 州山口I 十年使用的经验
,

确定了 12 个维度
。

第二阶段
:

l 表项目的构成
。

l
、

个性量表项目的编制
:

中方的来原有以下三方面
。

1) 根据第一阶段调查所得的对性格特质的行为描述而编制
。

2) 参考已有的中英文各种量表和间卷
。

如
:
M加田I

、

Ep Q
、

1 6PF
、

CP I
、

s T声J
、

MA s
、

T A I等
,

将相似量表中符合中国国情的项 目选出
。

3) 由从事这方面研究工作的人员
,

根据每个人格维度的理论含义和生活经 验
,

编制出

符合量表的项目
。

经过筛选共确定 56 0 项
,

请一些专家
、

普通工作人员
、

学生
、

工人 (共 1 20

人 )对这些项目的内容
、

通顺性 及是否符合中国国情
,

分别在五个等级上进行评定
.

1 9 9。年 n 月 (在深圳)中港双方进行第二次讨论
,

将双方选定的项 目放在一起
。

合并

双方意思相同与相近的项目
,

副去任何一方认为不恰 当的项目
.

最后构成 26 个分量表 5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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