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12　焦虑效应　本研究发现老年组的记忆成绩与焦虑之间存

在显著联系: 低特质焦虑者的来源记忆和内容记忆成绩均优于

高特质焦虑者; 而在青年组中, 高、低特质焦虑者在内容记忆、

综合性来源记忆上均无差异, 在条件性来源记忆中高特质焦虑

者成绩优于低特质焦虑者。这些结果意味着实验情境诱发的焦

虑情绪干扰了老年人的记忆操作, 但对青年人没有影响, 甚至

对青年人的条件性来源记忆还产生了促进作用。根据经典的

Yerkes2Dodson 定律, 高焦虑水平对于较容易的任务有促进作

用, 而对于高难度任务而言, 所需的适宜焦虑水平相对较低。实

验任务结束后要求被试对实验的难度进行评定, 6013% 的青年

被试认为难度“适中”, 而 7510% 的老年被试认为难度“较高”。

因此同样的实验任务对老年人而言难度已较高, 但对于青年人

尚属于较容易的任务。所以老年组中高特质焦虑者成绩更差,

而青年组中两者无差异, 甚至高特质焦虑者成绩更好。

可见焦虑对记忆操作既可以产生阻碍作用又可以产生促

进作用, 提示焦虑影响记忆的途径不是单一方向的, 这支持了

Eysenck 的“加工效率理论”。Eysenck〔6〕提出, 焦虑情绪本身首

先会耗去部分认知资源, 致使投入认知任务的可利用资源减

少, 干扰认知操作; 同时焦虑还可能激发避免失败的动机, 从而

动用剩余资源对可能出现的不利影响加以积极补偿。认知资源

会随增龄而减少, 因此老年人可动用的剩余资源较少, 无法弥

补焦虑造成的不利影响。但对青年人而言, 焦虑耗去的认知资

源对总量根本构不成威胁, 或是青年人可利用的剩余资源丰

富, 足以弥补焦虑的负面影响甚至超出了负面影响, 对记忆操

作产生了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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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变老化态度对老年人记忆作业影响的研究1

李川云　吴振云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 北京　100101)

　　〔摘　要〕　目的　观察改变老化态度对记忆作业的影响, 探索其作用途径。方法　直接思维法 (正性和负性)改变被试老化态度, 联

想记忆和图形记忆测量记忆成绩。结果　正性思维条件下被试老化态度较负性思维条件下的分高 (积极) , 正性思维可以提高老年被试

的自我效能和记忆作业成绩, 负性思维作用相反, 其差异均达到显著性; 其作用途径与老化态度改变、自我效能和情绪状态有关。结论　

初步证明刻板印象威胁对老年人认知作业产生影响。

〔关键词〕　老化态度　直接思维任务　记忆作业　老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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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n the memory performances of the aged through chang ing the ir attitude toward ag ing

L I Chuan-yun ,W U Zhen -yun

Ch inese Academy of Sc iences In stitute of Psychology, Be ij ing 100101

【Abstract】　Objective　To study the effect on m emo ry perfo rm ances by changing sub jects’att itude tow ard aging,

exp lo re the m echan ism. M ethods　Each 4 of the aged and the young sub jects w ere p rocessed the direct2th ink ing task
(po sit ive o r negative) ,m easured m emo ry perfo rm ance befo re and after the th ink ing task. Results　Sco re of the att itude

tow ard aging w as h igher after po sit ive direct2th ink ing than negative direct th ink ing. Self2efficacy and m emo ry sco re of

the aged increased after po sit ive direct2th ink ing and decreased after negative direct2th ink ing , the difference is

sign ifican t. T he m echan ism is rela ted w ith change of att itude, self2efficacy and emo tion sta te. Conclusion s　Stereo type

th reat has effect on the cogn it ive perfo rm ance among the aged.

【Key words】　A ttitude tow ard aging　D irect2th ink ing　M emo ry perfo rm ance　T he ag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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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化态度包括信念 (belief) 和评价 (evaluation) 两个方面,

对老年人的信念即刻板印象, 是某人所持有的关于老年人所具

有的特点或属性的信念; 刻板印象形成受文化和传统的影响,

又影响个体的行为活动〔1〕。本文的老化态度主要指态度的信念

方面, 即刻板印象。关于刻板印象对认知功能的影响, 目前的研

究工作主要有美国 Steele〔4〕等人开展的关于男、女刻板印象和

非洲裔美国人刻板印象对学生智力作业和学业成就影响的研

究。老化态度对老年人认知老化影响的研究目前报告不多,

L evy 等人〔2〕首先开展了这方面的研究, 其研究方法主要是通过

速视呈现正性或负性词语以启动相应的刻板印象。由于速视启

动不便于应用到老年人的实际干预工作中, 且L evy 对态度改

变影响记忆作业机制的探讨也不够深入, 本研究拟采用

M cGuire〔3〕提出的态度改变方法——直接思维任务激活负性或

正性刻板印象, 观察态度改变的条件下, 老化态度、记忆自我效

能和记忆作业成绩的变化, 并试图探索态度改变影响记忆作业

的机制。

1　实验一

111　方法

11111　被试　整群随机取样 40 例 (男 30 例, 女 10 例) , 年龄

60～ 70 岁, 教育水平初中以上, 身体基本健康。根据预试结果,

直接思维任务改变老化态度的方法在女性被试中变化幅度较

大, 所以实验研究以女性被试为主。按年龄、教育水平和初测记

忆成绩基本匹配的原则, 将被试分为两组, 每组 20 例 (女 15

例, 男 5 例)。

11112　设计　2 直接思维任务 (正性、负性) ×2 时间 (初测、复

测)。

11113　实验材料

1111311　记忆测试　采用“临床记忆量表”中的“联想学习”和

“无意义图形再认”两项, 初测时使用甲套, 复测时使用乙套。

1111312　问卷材料　自编老化态度问卷, 经检验信、效度良

好; 情绪状态评定量表, 采用李克特 9 级评分法, 包括高兴、愉

快、心情不好和忧郁四个方面, 量表总分高表示正性情绪状态,

总分低表示负性情绪状态。实验后检验该评定量表内部一致性

信度 Α= 0191。

11114　步骤　采用个别测量方式进行。

1111411　初测　两项记忆任务及记忆自我效能, 顺序为: 指导

语——自我效能评估——记忆作业。

1111412　直接思维任务　正 (负) 性态度组的指导语“请您用

短语或形容词尽可能多地写出人到老年时有优势的地方或优

点 (衰退的地方或缺点) , 一行只写一个方面或特点”; 要求被试

在 3 m in 内完成。指导语印制在 16 开白纸的顶端, 下面列出 20

行带序号的空白行, 这样可以最大限度地启动被试的有关知

识〔3〕。

1111413　再测　记忆自我效能和记忆作业成绩。

1111414　问卷评定　老化态度和情绪状态。

112　结果

11211　不同思维条件下思维前后的记忆作业成绩　分别对

“联想学习”和“无意义图形再认”成绩进行 2 (直接思维: 正性或

负性) ×2 (测量时间: 思维前和思维后) 多元方差分析, 结果两

项记忆成绩均表现出时间与思维方式的交互作用均达显著性

水平 (P < 0101) (表 1)。

进一步对正性或负性思维条件下前后记忆作业成绩进行

配对 t 检验, 结果在正性思维条件下, 记忆作业成绩提高, 联想

学习 t (19) = 9113 (P < 01001) , 无意义图形再认 t (19) = 7145

(P < 01001) ; 在负性思维条件下, 记忆作业成绩降低, 联想学习

t (19) = - 6114 (P < 01001) , 无意义图形再认 t= (19) - 7103 (P

< 01001)。

11212　不同思维条件下思维前后的记忆自我效能　分别对联

想学习和无意义图形再认的记忆自我效能进行 2 (直接思维: 正

性或负性) ×2 (测量时间: 思维前和思维后) 多元方差分析, 结

果两项记忆自我效能均表现出时间与思维方式的交互作用均

达显著性水平 (P < 01001) (表 1)。

进一步对不同思维条件下, 思维前后的记忆自我效能进行

配对 t 检验, 结果分别为: 正性思维条件下, 自我效能增强, 联

想学习的记忆自我效能 t (19) = 2127 (P < 0105) , 无意义图形再

认的记忆自我效能 t (19) = 2175 (P < 0105) ; 负性思维条件下,

自我效能降低, 联想学习的记忆自我效能 t (19) = - 2198 (P <

0101) , 无意义图形再认的记忆自我效能 t (19) = - 3198 (P <

0101)。

表 1　直接思维前后的记忆作业成绩 (x )

记忆任务
正性思维

思维前思维后

负性思维

思维前思维后
交互作用 P 值

联想学习 20160 22145 20175 18115 F (1, 38) = 115115 < 01001

图形再认 21170 23190 21170 19140 F (1, 38) = 104184 < 01001

联想效能 5125 5180 5120 4175 F (1, 38) = 13162 < 01001

图形效能 9105 10105 9115 8100 F (1, 38) = 19140 < 01001

　　联想学习: 联想学习成绩; 图形再认: 无意义图形再认成绩; 联想效

能: 联想学习自我效能; 图形效能: 无意义图形再认自我效能; 下表同

表 2　不同思维条件下的老化态度和情绪状态比较 (x ±s)

直接思维条件 n 老化态度 情绪状态

正性思维 20 98180±11146 8123±0129

负性思维 20 73110±14126 6181±0188

t 值 6128 6181

P 值 < 01001 < 01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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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13　不同思维条件下的老化态度和情绪状态　对不同直接

思维条件下, 两组被试之间的老化态度问卷和情绪状态评定量

表总分进行组间 t 检验, 结果见表 2。

113　讨论　不同直接思维任务的条件下, 老年被试的认知和

非认知变量都有变化, 基本结果是正性直接思维条件下, 被试

的老化态度问卷得分高 (表示认为老年人有更多的正性特点) ,

记忆自我效能提高, 同时记忆成绩较思维前有明显改善; 在负

性直接思维条件下, 被试的老化态度问卷得分低, 记忆自我效

能减低, 同时记忆成绩较思维前明显降低。这里涉及两种机制,

一种是直接思维改变老化态度的机制, 一般认为直接思维可以

激活原来存在于被试知识表征系统中的有关知识, 从而在进行

老化态度问卷测量时表现出对激活知识的认同; 另一种是态度

改变对记忆作业影响的机制, L evy (1996) 曾提出, 态度改变对

记忆作业的影响有三条途径, 即态度本身、记忆自我效能和情

绪改变但由于他在态度改变的实验中, 只采用流调用抑郁自评

量表来测量态度改变时的情绪变化, 所以未能发现这一途径。

本研究由于采用了情绪实验研究中常用的情绪状态评定量表,

可以看到伴随态度改变, 老年人有明显的情绪变化, 其中正性

思维条件下情绪问卷得分比负性思维条件下情绪问卷得分高,

说明被试伴有正性情绪状态; 负性思维条件下被试伴有负性情

绪状态。

2　实验二

通过实验一发现直接思维任务改变老年人记忆成绩不仅

有态度改变, 还伴有情绪改变。根据 Steele 的刻板印象威胁理

论, 作者认为情绪和态度同时改变是影响记忆作业成绩的必要

条件, 为验证这一假设, 拟选择青年大学生作为被试进行态度

改变实验, 设想直接思维任务后, 被试的老化态度有改变, 但由

于青年人不是老化刻板印象的指向群体, 他们距老年期遥远,

尚未受到老化过程的直接威胁, 因此不会伴有情绪变化, 也不

会对记忆成绩产生影响。

211　方法

21111　被试　整群随机抽样 40 例大学生 (女 30 例, 男 10

例) , 平均年龄 20113±1109 岁, 教育水平: 大学二年级。根据记

忆初测成绩匹配的原则分为两组, 每组 20 例 (女 15 例, 男 5

例)。

21112　设计　2 直接思维任务 (正性、负性) ×2 时间 (初测、复

测)。

21113　实验材料　记忆测试材料、老化态度问卷和情绪评定

量表同实验一。

212　结果

21211　不同思维条件下思维前后的记忆作业成绩　分别对

“联想学习”、“无意义图形再认”作业成绩, 进行 2 (直接思维: 正

性或负性) ×2 (测量时间: 思维前和思维后) 多元方差分析, 结

果见表 3。两项记忆作业成绩在不同思维条件下, 均未表现出时

间与思维任务的交互作用。进一步对思维前后的记忆作业成绩

进行配对 t 检验, 结果也均无显著性差异 (表 3)。

表 3　直接思维前后的记忆作业成绩 (x )

记忆任务
正性思维

思维前思维后

负性思维

思维前思维后
交互作用 P 值

联想学习 25112 25133 25120 25149 F (1, 38) = 0102

图形再认 24145 23101 24166 24163 F (1, 38) = 0130

联想效能 6175 6145 6180 7175 F (1, 38) = 4127 01046

图形效能 11160 11145 11185 12195 F (1, 38) = 5119 < 0105

21212　不同思维条件下思维前后的记忆自我效能　分别对联

想学习、无意义图形再认的记忆自我效能, 进行 2 (直接思维: 正

性和负性) ×2 (测量时间: 思维前和思维后) 多元方差分析, 结

果见表 3。两项记忆自我效能均表现出时间与思维任务的交互

作用, 显著水平均达 0105。进一步对不同思维任务前后的自我

效能进行 t 检验, 正性思维条件下, 两项作业的记忆自我效能

思维前后比较无差异; 负性思维条件下, 联想学习和无意义图

形再认的记忆自我效能思维前后比较差异显著, t (19) 分别是

2145 和 2182 (P 值均< 0105)。

21213　不同思维条件下的老化态度和情绪状态　对不同直接

思维条件下, 两组被试之间的老化态度问卷和情绪状态评定量

表总分进行组间 t 检验, 结果可见老化态度问卷分数差异显著

(P < 0101) , 情绪自评得分无显著性差异 (表 4)。

表 4　不同思维条件下的老化态度和情绪状态比较 (x ±s)

直接思维条件 n 老化态度 情绪状态

正性思维 20 93150±18175 7105±1136

负性思维 20 77185±12179 7135±1150

t 值 5108 0145

P 值 01004 01511

213　讨论　直接思维任务可以改变被试老化态度问卷的得

分, 正性思维使被试对老年人的态度积极, 负性思维则使被试

对老年人的态度消极, 这进一步证明了直接思维任务改变老化

态度的有效性。与我们的设想一致, 青年人老化态度的改变对

自身的记忆作业成绩无影响, 这为 Steele 等人提出的刻板印象

影响个体认知作业必须与自身有关的假设提供了新的实验证

据。同时也说明将来研究非认知因素对认知功能老化的影响

时, 如何确定非认知因素要考虑多种因素。

与前面研究结果不太一致的是青年被试记忆自我效能的

改变, 在负性思维条件下, 青年被试的两项记忆任务的自我效

能均有显著性提高, 考虑到Bandura 曾提出影响自我效能的一

个重要因素是个体的社会比较过程, 这一结果可解释为负性思

维条件下, 青年被试可能由于与老年人的衰老特点作比较, 增

加了自己的优越性, 因此提高了自我效能的评价。在正性思维

条件下, 也表现出这种社会比较影响的趋势, 记忆自我效能思

维前后虽然未达到显著性, 但都有所降低, 可能由于青年人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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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人优点相比后, 增加了自己的自卑感, 因而降低了自我效

能的评价。

3　结　论

本研究结果表明, 直接思维任务可以有效地改变被试的老

化态度, 其机制可能主要与被试的知识激活有关, 及思维任务

影响了被试知识系统中相关信息的突出性或可利用性, 从而在

随后的态度测量中表现出对有关评价的认同。老化态度改变影

响记忆作业的机制主要与态度改变、记忆自我效能和情绪改变

有关, 青年被试的结果进一步验证 Steele 等人提出的刻板印象

影响被试认知作业必须与自身有关 ( self2relevan t)的假说。

本研究结果提示, 在全社会加强积极老化态度的教育, 不

仅有助于培养尊老敬老的社会风气, 而且对于延缓认知老化过

程, 促进老年人的身心健康都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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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急性心肌梗死猝死者心肌细胞凋亡的研究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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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目的　探讨细胞凋亡在老年急性心肌梗死 (AM I) 时心肌细胞中的意义。方法　用末端原位标记 (TUN EL ) 法、DNA 电

泳和电镜三种方法检测老年AM I猝死者和心脏正常的车祸死亡者心肌细胞的凋亡。结果　TUN EL 法发现, 猝死者梗死区的心肌细胞

凋亡千分数老年组 (663100‰±117112‰)明显高于正常对照 (34130‰±20168‰) (P < 01001) ; 心肌细胞凋亡千分数在冠脉 1 支病变者

( 514128‰±165112‰) < 2 支病变者 (564138‰±102112‰) < 3 支病变者 (668125‰±127119‰) , 虽然均明显高于正常对照 (均 P <

0101) , 但三组之间比较则无统计学上的差别 (均P > 0105) ; 冠脉 2～ 3 支病变者梗死区的心肌细胞DNA 电泳可见相差约 180～ 220 bp

的阶梯片段; 电镜发现猝死者梗死区内的心肌细胞核膜完整、染色质浓集、电子密度增加的凋亡特征, 有的则出现核膜破裂、染色质溶解

成碎屑的坏死现象。结论　细胞凋亡在老年AM I猝死者的心肌细胞死亡中起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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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myocyte apoptosis in sudden death with acute myocardia l infarction
M A Zhong-fu,M A Hong,L UO Bin et a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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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 lo re the sign ificances of m yocyte apop to sis in elderly patien ts w ith acu te m yocardia l
infarct ion (AM I). M ethods　M yocyte apop to sis in elder patien ts w ith sudden death caused by AM I and no rm al con tro ls
died in traffic acciden t w as studied by T dT 2M ediated dU T P N ick End L abing (TUN EL ) ,DNA laddering on agaro se gel
electropho resis and electron m icro scope. Results　 ( 1) T he perm illage of m yocyte apop to sis in infarct area in elder
patien ts w ith sudden death caused by AM I w as sign ifican tly h igher than that in con tro l group (663100‰±117112‰ vs
34130‰±20168‰, P < 0101). How ever the perm illage of m yocyte apop to sis in 12vessel, 22vessel, and 32vessel disease
w ere 514128±165112‰, 564138‰±102133‰ and 668125‰±127119‰, respectiverly, sign ifican tly h igher as compared
to con tro l group (A ll P < 0101). But no sign ificance w as found among the th ree group s. (2) T he size of DNA fragm ent
abou t 180～ 200 bp w as found only in tho se patien ts w ith tw o and th ree vessels invo loved. (3) T he electron m icro scope
show ed the characterist ics of m yocyte apop to sis ep isodes, the o thers show ed the characterist ics of necro sis. Conclusion s
　M yocyte apop to sis m ay p lay a key ro le in the p rocess of m yocyte death in infarct area in elder patien ts w ith sudden
death caused by AM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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