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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以中国汉字为材料
,

考察不同中数比率 ( 0
.

6
,

0
.

8 和 1
.

0) 时
,

系列位置曲线不 同部分性

质的分化
。

结果说明
,

系列位置曲线不同部分的性质
,

是项 日 l句隔时间和其时间变化的中数比

率共同作用的结果
,

其中项 目间隔时间变化 的中数 比率所起作用更大
。

在项 目呈现时间相同

时
,

项目间隔时间长短
,

决定项 目之 间的辨别程度
,

也影响到对项 目正确提取的百分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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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组 内设计
· 。

D (d e e er a s l n g e o n di ti o n s )
: 7 个汉字之 间的时间间隔分别 为 3一sm s

、

一9 7m s
、

1 2 3 m s 、

7 7m s
、

4 8m s 和 3 0m s 。

C (e o n s at n t e o n di it o n )
: 7个 汉 字 之 间 的 时 间 间 隔 均 为

ZO0m s
。

I (i n e er a s l n g e o n di it o n s )
: 7个汉 字 之 间 的 时间 间 隔分 别 为 3 o m s

、

4 sm s
、

7 7m s
、

1 2 3m s
、

19 7 m s
、

3 1 5m s
。

D 和 I实验条件的总呈现时间为 1 2 6 0m s
。

等距实验条件的总呈现

时间为 1 82 0m s
。

根据比率原则
,

等距条件下的中数 比率为 0
.

29
; D 和 I 的中数 比率为 住 6

。

两组实验 中
,

每个汉字呈现 50 m s ,

然后呈现 10 m s 掩蔽刺激 (排列成正方形的 16 个
`

#
’

)
。

系列呈现完毕后和回忆之间的时间间隔固定为 50 m s
。

中数 比率的计算公式如下
:

比率 =
该项 目与相临项 目之间的时间间隔

此间隔后面所有 间隔时间的总和 + 最后一个项 目呈现完毕到 回忆的时间间隔
’

中数比率 =
中间两个 比率之和

2

本研究中的 B 组为 A 组实验的补充实验
,

由于在 A 组的实验中
,

两种不同比率的首因

和近 因部分的性质分化不一致
,

因此我们希望找到低于 0
.

8 中数比率不同性质分化的转折

占

.2 4 实验程序 告诉被 试这是一个知觉实验
。

被试的任务是 当计算机屏幕上呈现完一系

列汉字并出现
“

请开始回忆
”

的提示时
,

写出计算机屏幕上出现的带箭头汉字的前面一个

汉字或后面一个汉字 (汉字上面的箭头向前
,

就 回忆该汉字前面的一个汉字
,

汉字上面的

箭头向后
,

就回忆该汉字后面的一个汉字 )
,

鼓励被试猜测
。

正式实验开始之前
,

被试进行

5 次练习
。

正式实验开始时
,

要求被试在殊ꑩ 回 成 k验
。 后一算 汉总系始隔后

, 9i IV 就 回验
。 o�¹ lh VC4. 据比率 幕验 不 当隔的 的筹为 7 V5L¬ Añ G[ 慕字 时后

,

Añ G[ 之间间的时种不个比率 钙 现时
, GF Sq 不 头字中和 向不缝成正就回就 隔中率最Sq}pOFAs�tIV。NÇIIë�7该项 目中字和比鼻豫碃渊

7该项 目中烛鼻�h幕项 的䍀程幕鶆验嶛。 ,
4®Ot 肝 崔开中 
q 
ë 的的 验

,

oIè+Ië�7临项 目和凫7临 项 目之现验埔悍低比鼻7临 项 目比鼻NÇ.��.Ië�7个项 目之组的示部测
。 之化 幕炎悍由于的首

因部目和
中埔部测

。

因验
, TÀlp 9iV} 4¥ 回 �¥ 要仝由不 之幕肝时

, Cª Oy

GÐ9u 9kNÇIIë�7个项慕中烛鼻7该项 目的 回列中算的不比鼻NÇIIë�7个项比筹烛郴�hGG[Së的 回列中

测
。 ,

N 化缝成由不 向不 测
。

间验
, TÀ9�9u 9kNÇI�¹9u算项比御鼻7该项 目的 回列 帝的换扁凫NÇIIë�7个项 目中烛凫7该项 目的 回列中前 ,ld 时

,

9u SÄ VCOØI® 于 和回的性始目缝肝和 间回 幕回秩蒇
。

目间隔时

中数 比 洠 时
, G[ 目间隔间间 的 钙时

,
On
因质臷写 幕肝的性为10

I¿
1 i Ië�

0
L¹

1
i R 1IIë�0L¹ Oy

�3I¿ 0
I¿

1II
, On 因部的性之化写根Nþ1

I¿
1 iC

.ld

R a�� ISq Ië�
.

ld

�3
7G[目间隔间

因做时
,

部分的性
质分写㙔Nþ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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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ë�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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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i R �I<I q

I¿lC� �P
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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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ë�1II
,

4¥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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忆 百分数 ( 48
.

33 > 4 3
.

3 3) 之间的差异不显著 【t ( 39 ) = 0
.

09
,

P > .0 05 ]
。

系列位置曲线近因

部分
:

项 目之间间隔时间逐渐减 小时
,

向前和向后联想正确 回忆百分数完全相同 (同为

4 2
.

5 0) ; 项 目之间间隔时间逐渐增加时
,

向前和向后联想正确回忆百分数 ( 67
.

50 < 75
.

83 )

之间的差异 也不 显著 「t ( 3 9) = !
.

24
,

P > 0
.

05 ]
。

可以 推测
,

系列位置曲线各个部分均为环

境线索和记忆痕迹的综合物
。

.3 2 三种中数 比率向前和向后联想正确回忆百分数

根据表 l 我们看到
,

中数 比率为 0
.

6 和 0
.

8 时
,

如果项 日间隔时间越来越小
,

那么从首

因部分到近因部分
,

向前和 向后联想正确回忆百分数 也越来越少 ; 如果项 目间隔时间越来

越长
,

那么从首因部分到近因部分
,

向前和向后联想正确回忆 百分数基本上越来越高
。

因

此
,

在 中数比率为 0
.

6 时
,

对系列位置曲线不同部分的回忆成绩
,

受到项目间隔时间长短的

影响
,

项 目间隔时间越长
,

回忆率越高
。

但是
,

回忆 )kJ 绩 的绝对值大小
,

与表现出的记忆性

质无关
。

同样根据表 l 的结果
,

中数 比率为 !
.

0 时
,

从 首因部分到近因部分
,

项 日间隔时间逐渐

增加 时
,

正确回忆百分数也越来越多 ; 而项 [J 问隔时间逐渐减小时
,

正确回忆百分数的变

化没有表现出与中数 比率为 0
.

6 和 0
.

8 IJ寸相同的结果
。

说明项 目间隔时间增加后
,

对整个

系列项目的回忆成绩均有所提高
,

因此
,

系列位置曲线不 同部分的差异减小
。

中数比率增

加
,

系列位置曲线不同部分性质反而无法分化
,

原因之 一 可能在于此
。

从正确回忆 百分数的绝对数值来看
,

中数比率越大
,

系列位置曲线各个部分的正确回

忆率越高
; 并且随着项 目间隔时间逐渐增加

,

系列位置曲线从 首因部分到近因部分
,

正确

回忆百分数的绝对数值 也越来越大
。

但是
,

不同中数比率正确回忆 百分数数值的变化基

本相 同
,

近因部分正确回 忆 百分数基 本为
一

首因部分正确回忆百分数的一倍
。

这也和辨别

理论对系列位置效应的解释是一致的
J

4 讨论

( l) 在 比率相同的条件下
,

不管系列项 1L 呈现间隔时间逐渐增加或逐渐减少
,

首因部

分向前和向后联想正确回忆百分数差异的趋势相同
,

即向前联想的结果大于向后联想的

结果 ; 近因部分 向前和向后联想正确回忆 百分数差异的趋势 也相同
,

即向后联想的结果大

于向前联想的结果
。

结果说明在一定 中数比率条 件下
,

系列位置曲线不同部分的性质是

趋于一致的
。

( 2) 中数 比率的数值越大
,

系列位置曲线所有部分向前联想和向后联想正确回忆百

分数 的绝对数值越大
,

相反
,

中数 比率数值越小
,

系列位置曲线所有部分向前联想和 向后

联想正确 回忆百分数的绝对数值越小
。

因为中数 比率的大小
,

决定项 目间隔时间的长短
,

进而决定项 目加工水平的深度
。

项 目加 上水平越深
,

正确提取的百分数越高
。

( 3) 当中数 比率发生变化时
,

系列位置曲线不同部分性质分化程度也发生变化
,

并以

0
.

8 为转折点
。

当中数比率为 0
.

8 时
,

项 目间隔时间逐渐减小和项目间隔时间逐渐增加的两

条曲线
,

首 因部分和近因部分分别表现为联想记忆和绝对记忆的性质
。

当中数 比率大于

0
.

8 时
,

在项 目间隔时间逐渐减小和项 目间隔时间逐渐增加实验条件中
,

首因部分和近因

部分基本上都未表现出分 化
,

均 为环境线索 和记忆痕迹 的综合物
。

当中数 比率小于 .0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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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
,

如 0
.

6 时
,

两条曲线的首因部分和近因部分的联想记忆性质或绝对记忆性质也有分化
,

但不如 .0 8 中数比率那么明显
。

我们可以预测
,

如果继续减小 中数比率
,

那么
,

其项 目间隔

时间的差距越来越小
,

越来越接近等距实验条件
,

因此
,

系列位置曲线不同部分也不一定

会产生分化
。

我们认为
,

当项 目间隔时间按中数 比率的不同而变化 时
,

中数 比率数值 的大

小
,

是决定系列位置曲线不同部分性质的主要 因素
,

与项 目间隔时间的绝对数值无关
。

以

上结果表明
,

虽然系列项 目呈现时间间隔的模式相 同
,

都为项 目之 间时间间隔逐渐减小
,

或项 目之间时间间隔逐渐增加
,

但是
,

由于项 目呈现时间间隔的中数 比率不同
,

系列位置

曲线不 同部分表现出的性质也不相同
。

说明在系列项 目之 间间隔时间发生变化时
,

中数

比率决定系列位置曲线的性质
。

中数 比率不 同
,

而项 目间隔时间逐渐减小或逐渐增加
,

实

际上体现一种 呈现项 目节奏变化的趋势
。

节奏变化
,

似乎更能影响系列位置曲线不同部

分性质的分化
。

而且节奏变化趋势
,

对被试回忆策略和回忆成绩的影响较大
。

综上所述
,

说明虽然系列位置效应普遍存在于不同的项 目呈现时间范式之中
,

但是项

目之间间隔时间比率不同
,

仍然会造成系列位置曲线不同部分性质 的不同
。

5 结 论

( l) 当项 目之间间隔时间按不同比率变化时
,

刘英茂提出的联想记忆和绝对记忆的

区分仍然适用
。

而且项 目间隔时间长
,

并不一定导致记忆性质的分化
,

而是项 目间隔时间

变化的比率
,

对系列位置曲线不同部分性质分化的影响较大
。

因此
,

我们仍然可 以按照刘

英茂提出的联想记忆和绝对记忆 的区分
,

来确定系列位置曲线不同部分的性质
。

(2) 系列位置曲线性质的分化
,

与项目呈现时间
、

项目间隔时间是否变化
、

项 目间隔

时间变化的中数 比率等因素有关
。

即系列位置曲线不同部分的性质
,

是系列项 目呈现时

间
、

项 目间隔时间
、

以及项 目间隔时间变化比率共同作用的结果
,

其 中项 目间隔时间变化

的中数 比率所起作用最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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