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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采用快速命名方法探讨不同加工水平对联想启动效应的影响
。

被试分别在深
、

浅加工条件下学习一系列

颜色词
,

然后完成颜色命名和再认任务
,

并设立词命名任务
,

以比较联想启动和知觉启动的异同
。

结果表明
,

在颜色

命名任务中
,

深
、

浅加工条件下均可形成对颜色词的启动效应
,

但浅加工条件下的再认成绩明显低于深加工
,

出现了

联想启动和再认的分离现象
。

词命名表现出与颜色命名相似的结果
,

但它们在有意识回忆方面仍存在一定的差异
,

提示知觉表征系统单独并不能支持联想启动
,

联想启动可能是多个记忆系统共同作用的结果
。

关键词 联想启动
,

加工水平
,

快速命名
,

知觉表征系统
。

分类号

目叮 舀

近年来的研究表 明
,

人类记忆是 由多个记忆系

统组成的
,

不同记忆系统的结构和功能都有所不同
,

如 把记忆分为程序性记忆
、

知觉表征系统

拌
, 、

语义记忆
、

初级记忆和情节记忆系统
。

其中
,

支持一些启

动效应
,

如知觉启动的形成
,

即提取的线索与启动项

目在知觉特性上有关
。

知觉启动主要表现为对加工

水平不敏感
,

在深
、

浅加工条件下均可以形成启动效

应 具有知觉特异性
,

在测验时改变刺激的呈现通

道
、

或是项 目的某一特性 如字体大小
、

颜色等
,

会

使启动效应 明显减小
。

在许多实验研究 中
,

知觉启

动与外显记忆均发生分离
,

外显记忆对信息的提取

是有意识的
,

它依赖于初级记忆
、

情节记忆 和语义

记忆 系统
,

并具有显著的加工水平效应
,

但改变测

验通道和项 目的特性对外显记忆没有明显影响 , ’ 。

联想启动是启动效应的一种形式
。

与知觉启

动不同的是
,

被试不仅要识记学习过的项 目
,

而且对

它们之间的关系也要进行记忆
。

如果单个项 目都是

被试所熟悉的
,

而它们之间的关系是需要在学习 中

形成的
,

被试就需加工这种关系
,

将以前互不相关的

项 目联结成一个整体
。

目前研究联想启动主要采

用非相 关词对
、

词 与颜色的联系
、

物体一位置联系

等
,

常用 的实验范式有词干补笔
、

词汇决定
、

快速命

名和知觉辨认等四种
。

以颜色命名为例
,

学习时呈现

一系列颜色词
,

如红色的
‘

原 因
’、

绿色的
‘

荣誉
’

等
,

之后要求被试命名不同类型的词的颜色
,

如旧词 学

习过的颜色词
,

如红色的
‘

原因
’ 、

重组颜色词 改变

颜色词的颜色
,

如蓝色的
‘

荣誉
’

和新词 未见过 的

词
,

蓝色的
‘

科技
’ 。

重组颜色词与旧词的差别在于

词和颜色之 间的联系改变了
,

因此
,

若旧词的命名

时间短于重组颜色词
,

则被认为形成了联想启动
。

目前在联想启动的研究 中尚存在一些争论
,

主

要包括 加工水平是否影响联想启动
,

即 单独

是否可以支持联想启动 联想启动是否与有意识回

忆有关等 一
。

针对上述争论
,

我们曾以非相关词对

如
‘

钥匙一核桃
’ 、 ‘

直觉一名誉
’

为实验材料
,

采用

过程分离方法和知觉辨认方法
,

探讨了不同加工水

平和词对类型在新异联系形成中的作用
。

结果表

明
,

深加工是形成非相关词对间联想启动的条件之

一
,

但是具体词对 如
‘

钥匙一核桃
’

的联想启动没

有表现出加工水平效应
,

出现 了内隐记忆和外显记

忆的分离现象
。

这一结果提示
,

不 同的词对类型与

加工水平之间存在着交互作用
,

当项 目间的联系较

容易形成时
,

并不一定需要语义加工
,

而 当联系不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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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形成时
,

语义加工则是必要 的
。

加工水平与联想

启动之间并不是简单的线性关系
,

其他因素
,

如联结

倾向性的大小等也影响着联想启动
。

在上述研究中我们注意到
,

具体词对在深
、

浅加

工条件下均可 以形成联想启动效应
,

那么这是否意

味着
,

当联结倾向性较大时
,

联想启动与知觉启动具

有相同的性质
,

即对加工水平不敏感
、

具有知觉特异

性等 也就是说
,

是支持知觉启动的记忆系统
,

那么它是否在一定条件下 如联结倾向性较大时 单

独也可 以支持联想启动形成 有一些研究结果表

明
,

在浅加工条件下联想启动与外显记忆发生分离
,

启动效应正常
,

但是再认成绩与深加工时相 比有 明

显差别
。

但它们并没有同时将被试的有意识提取

过程一 同考察
,

因而对于联想启动与知觉启动之 间

的关系尚不能得出结论
。

另外
,

在先前的研究 中
,

具体词对在深
、

浅加

工条件下 的辨认 正确率仍有差别
,

深加工下 的正

确率较高
,

联想启动值较大
。

因而
,

为 了进一步

考察加工水平对联想启动的影 响
,

明确 与联

想启动 的关系
,

本研究拟 采用 颜 色命名任务
,

研

究词 和颜色之 间的联系形成
。

颜色作 为词或 图形

的知觉 特性
,

与词具有 知觉整体性
,

颜 色和词 间

的联结倾向性较大 同时对颜色也可 以进行语义

加 工 如 效 应
,

因而 颜 色命名任务被认 为

是一种较好的联想启动实验 范式
。

为保证词和

颜色 间联系 的新 异性
,

我们采用不 同颜色写 的抽

象词作为实验材料
。

被试在深
、

浅加工条件下学习

一系列颜色词后
,

对旧词
、

重组颜色词和新词进行

颜 色命名
,

并 与再 认成绩 进行 比较
。

词命名 实 验

颜 色启 动 和 通 常所用 的知觉启 动范式相 似
,

因

此
,

它应有知觉启动的一般性质
,

即对加工水平不

敏感
,

改变词 的颜色会使启动效应减小
。

另外
,

要

求每名被 试填写 自评 间卷
,

以 考查 联 想启动与有

意识回忆之 间的关系
。

实验

实验方法

被试

名大学生
,

年龄 一 岁
,

男女各半
,

视力或

矫正视力正常
,

排除色盲或色弱者
。

实验设计和材料

实验采用 设计
,

其中被试间变量为加

工水平 浅加工
,

深加工
,

被试 内变量为词 的类型

旧词
,

重组颜色词
,

新词 及测验方式 颜色命名
,

再

认测验
。

共有 个双字词
,

其选择标准为 抽象词

各个词之间没有 明显的语义或其他联系 组

成双字词的汉字没有重复 双字词的频率和笔画

数中等 排除有 明显感情色彩的词 与学习词搭

配的颜色有黄色
、

蓝色
、

绿色和粉红色
。

在 个双

字词 中
,

有 个词用作练习
,

另 个词作为填充词
。

个词作为正式材料
,

并分为 个组块
,

每个组块各

个词
,

分别用作旧词
、

重组颜色词和新词
。

实验材

料进行拉丁方设计
,

使每个组块中的词作为不同的

词类型的机率相等
。

实验程序

随机将被试分成 组
,

分别进行深
、

浅加工任

务 被试位于距屏幕 处
,

靶刺激呈现的视角为

度
。

在学习时呈现颜色词
,

要求深加工组被试

命名颜色
,

并判断对颜色词的喜爱程度 要求浅加工

组被试命名颜色
,

然后判断双字词 中的两个字结构

是否相同
。

每个颜色词呈现 秒
,

之后消失
,

以
“ ”

字代替
,

秒后 自动呈现下一个
,

共 个词
。

之后要

求被试从 连续减
,

共 分钟
,

然后被试完成颜

色命名和再认测验
。

颜色命名时使用麦克风
,

要求

被试将颜色词的颜色又快又准确地说出来
。

被试命

名之后颜色词消失
,

以
“ 十 ”

字代替
,

秒钟后 自动呈

现下一个颜色词
,

计算机记录反应时
,

主试记录正确

率
。

再认测验则要求判断词的颜色与学习时是否相

同
,

计算机记录正确率和反应时
。

学习和测验时均

先练习 个词
。

最后每名被试填写 自评 问卷
,

以

筛除有意识 回忆的被试
,

并考查联想启动与有意识

回忆之间的关系
。

问卷包括以下问题 你认为这

个实验的 目的是什么 你在完成命名任务时所

采用 的主要策略是什么 在测验时你是否注意

到有些颜色词是你刚刚见过的 在你意识到上

述 问题时是在测验的哪部分 前
、

中
、

后 当你

意识到有些词对是你刚刚见过的之后
,

是否改变了

你的策略 假如是
,

改变了什么

统计方法

实验记录颜色命名 的反应时和正确率
、

再认的

反应时
、

击中率和虚报率
。

根据信号检测论
,

将再认

中的击中率和虚报率换算为
‘

值和 值
,

其中
’

值

表示被试的分辨能力
, ’

值越大
,

表示再认成绩越

好
,

值表示被试的判断标准
。

去除 名有意识回忆

的被试数据
,

将其余被试命名颜色的时间及正确率
,

再认的反应时
、 ‘

值和 值作为测量指标
,

采用

软件包进行重复测量方差分析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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曰宜蓄如始司愿

深 加 工 浅 加 工

加工水平

注 米旧词与重组颜色词 比较
, 。

△重组颜色词与新词比较
, 。

图 不同加工水平下的颜色命名和再认成绩比较

再认成绩

, 深
、

浅加工比较
, 。

实验结果与分析

采用方差分析对颜色命名的结果进行统计
,

结

果表明
,

加工水平 与词类型 的交互作用
、

加工水平

的主效应均不显著
,

值分别为 和
,

不同词

类型的差异明显
,

尸 之
,

中 进一

步的检验表明 如图 所示
,

深
、

浅加工组被试的重

组颜色词 的命名时间
、

明显快于新

词
、 ,

分别为
、 ,

夕 均小于
,

提示在不 同加工水平下都可 以形成对词 的项

目启 动 深
、

浅 加 工 组 的 被 试 命 名 旧 词 的 时 间
、

均 明显快于重组颜色词
,

分别

为
、 ,

尹 均小于
,

提示在不同加工水平

下也可以形成对颜色词的联想启动
。

各种条件下的

颜色命名正确率均没有显著性差别
。

对再认结果的

统计表明
,

深
、

浅加工 条件下 的
‘

值
、

有

明显差别
, , ,

值和再认 的反

应时在不 同加工水平下无明显差别
,

提示深加工下

的再认成绩优于浅加工
,

加工水平对颜色词的联想

启动和外显记忆具有不同的影响
。

实验

实验方法

被试

名大学生
,

条件与实验 相同
,

但均未参加实

验
。

实验设计和材料

实验采用 设计
,

其中被试间变量为加

工水平 浅加工
,

深加工
,

被试 内变量为词 的类型

旧词
,

重组颜色词
,

新词 及测验方式 词命名
,

再认

测验
。

实验材料同实验
。

实验程序和统计方法

除快速命名任务为词命名外
,

其余均同实验
。

有 名被试有意识回忆
,

故将其数据去除
。

实验结果与分析

与颜色命名的结果相似
,

词命名时的加工水平

与词类型的交互作用
、

加工水平的主效应均不显著
,

而不 同词类型 的差 异 明显
, , ,

进一步的统计检验表明 见图
,

深
、

浅加工

︵己宜蓄如奄呵

深加工 加工水平 浅加工 值 再认成绩 值

注 米旧词与重组颜色词 比较
,

刀
,

△重组颜色词与新词 比较
, , , 深

、

浅加工比较
, 。

图 不同加工水平下的词命名和再认成绩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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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的被试命名 旧词的时间
、

均明显快

于重组颜色词
、 ,

分别为
、

,

均小于
,

提示在不 同加工水平下均可 以

形成颜色启动效应 深
、

浅加工组被试的重组颜色词

的命名时间明显快于新词
、 ,

分

别为
、 ,

夕 均小于
,

提示在不 同加工水平

下也可以形成项 目启动
。

各种条件下的命名正确率

均没有显著性差别
。

再认的结果表明
,

深加工下 的

重 组颜 色词
‘

值 明显 高于浅加 工
,

,

而 值和再认 的反应时在不同加工水

平下无 明显差别
,

提示深加工下的再认成绩优于浅

加工
,

出现了启动效应和再认的分离
。

讨 论

采用颜色命名的结果表明
,

颜色和抽象词之间

的联系可 以无意识形成
,

此时的联想启动与加工水

平无关
,

且和外显记忆发生分离
。

词命名表现 出与

颜色命名相似的结果
,

在深
、

浅加工条件下均可以形

成颜色启动效应
。

等
,

曾以颜色词为材料对联

想启动进行了一些研究 , ’‘ 。

他们采用的是

范式
、

非词或中性词与颜色的结合等
,

并将颜色命名

作为联想启动任务
,

其结果表明
,

单次呈现刺激可使

颜色命名的时间减少
,

旧词 的命名时间短于重组颜

色词 而且注意是形成联想启动的条件之一
,

被试需

对颜色和词均进行加工才能形成启动效应 他们认

为
,

虽然颜色词具有知觉整体性
,

但在颜色命名时
,

词和颜色仍可以看作是词的两个独立属性
,

因为说

出词是 自动进行的
,

在命名颜色时
,

被试就必须先对

词 自动加工后才能将颜色说出来
,

颜色命名可 以保

证被试对这两种属性都进行了加工
。

在本实验中
,

我们采用颜色命名方法
,

研究了词

与颜色间的联系形成与加工水平的关系
。

实验结果

表明
,

颜色命名没有加工水平效应
,

在深
、

浅加工条

件下均可以形成联想启动
。

由于颜色词在视觉特征

上具有知觉整体性
,

词和颜色间的联系倾向性较强
,

当被试将词和颜色都注意到后
,

在识别词的同时
,

对

它的颜色也会进行一定的加工
,

因而加工水平对颜

色命名没有影 响
,

实验 中出现了内隐记忆和外显记

忆的分离
,

即有知觉型联想启动
,

但浅加工条件下的

再认成绩仍低于深加工
。

结合以往的研究结果
,

本

实验进一步证实
,

当两个项 目间的联系较容易形成

时
,

深加工就不是必须的
,

联结在新异联系形成中起

着重要作用
。

在词命名实验中
,

旧词和重组颜色词的差异可

以看作是改变词的知觉特征 —颜色引起的
。

虽然

一些研究表明
,

刺激特性如大小
、

颜色
、

位置等的改

变并不影响知觉启动
,

而视觉通道的字体
、

形状等的

改变则使启动效应明显减小
,

但颜色对命名的影响

依赖于多种因素
,

如是否注意颜色
、

颜色与任务的相

关性
、

命名任务的难易和颜色与物体的联系程度等
,

当实验要求被试注意颜色
,

颜色是任务相关的刺激
,

任务难度较大时
,

改变颜色会使启动效应减小或消

失
,

’ 。

由于注意是影响联想启动的因素之一
,

在

学习时要求被试首先看颜色
,

避免只对词加工
,

不去

注意颜色 结果表明
,

词命名对加工水平不敏感
,

旧

词的命名时间明显短于重组颜色词
,

颜色启动明显
,

即颜色的知觉特异性
。

词命名是一种知觉启动范

式
,

其结果与颜色命名的相似性提示我们
,

当项 目间

的联系形成较为容易时
,

联想启动与知觉启动具有

相似的特征
。

但是另一方面
,

启动效应是对刺激材料 的无意

识 回忆
。

对实验 中被试的 自评 问卷的分析表 明
,

虽然被试没有有意识回忆学习时见过的材料
,

但大

部分被试都意识到了学习和测验的关系
。

被试在完

成快速命名时所采用 的方法有
, “

脱 口 而 出
” 、 “

集 中

注意力
” 、 “

看见就说
” 、 “

没有必要 回忆
”

等
,

尽管被试

深加工与浅加工下相似 对间题 多呈肯定回答
,

但他们都按照指导语的要求完成任务
,

并没有去有

意识 回忆
。

但颜色命名任务 实验 中注意到学习

一测验关系的被试多于词命名时 实验
,

被试对

间题 呈肯定 回答 的百分率分别为 和
。

这提示
,

颜色命名和词命名在有意识 回忆方面是存

在差别的
,

联想启动和知觉启动仍存在着不同之处

是加工单个刺激的记忆系统
,

与词或物体

的意义或联系无关
,

它中介了知觉启动
,

其特点是在

前语义水平上加工信息
,

与加工水平无关
,

并具有知

觉特异性
。

如上所述
,

的确存在知觉型联想启动
,

它表现出与知觉启动相似的性质
,

但是
,

联想启动和

知觉启动在有意识提取方面仍有差异
。

而且
,

研究

结果证实
,

联结是影响联想启动的重要 因素
,

但在项

目间形成联系并不是 的功能
,

这需要其他记忆

系统
,

如情节记忆或 和 语义记忆系统等的参与才

能完成 , ‘ 。

因而
,

单独并不能支持联想启动
,

它可能是多个记忆系统共同作用的结果
。

先前的实验表 明
,

完全无意识 回忆的被试可 以

形成知觉启动 ‘ 。

上述结果一方面提示
,

联想启

动需要一定的意识参与
,

它与知觉启动的无意识 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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忆有所 区别
,

意识到学习和测验的关系可能对于联

想启动是必要的 另一方面
,

在浅加工条件下可以形

成联想启动
,

但再认成绩低于深加工
,

这种联想启动

与再认的分离现象又提示
,

它与外显记忆的有意识

回忆也有所不同
,

具体机制尚不清楚
。

对于联想启

动和有意识回忆的关系需要做进一步的研究
。

小 结

对颜色词的联想启动没有表现出加工水平

效应
,

出现了联想启动和再认成绩的分离现象

颜色命名和词命名在有意识回忆方面存在

差别
,

提示联想启动和知觉启动在性质上有所不同

单独并不能支持联想启动
,

联想启动

可能是多个记忆系统共同作用的结果
。

致谢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张武田研究员和北京

大学心理 学系朱涝教授对本研究提 出了宝贵的意

见
,

中国科学院 心理研究所刘颖博士给予 了热忱的

帮助
,

在此表示深深的谢意

参 考 文 献

尸

】飞 电耐 故 脚
,

一

那 飞 怡

讲代 尽 朗
,

,

一
,

】朋 而 川

, ,

一

杨炯炯
,

管林初
,

翁旭初等 联想启动效应及其脑机制的研究

现状 心理科学
, ,

一

瓜
,

, ,

一
,

瀚 助 而
犯

】 玩
,

, ,

一

杨炯炯
,

翁旭初
,

管林初等 加工水平及词对类型在新异联系

形成中的作用 心理学报
,

一

冶
,

记 飞

此
, ,

,

一

,
’

,

七
, ,

一
, “ ”

川
, ,

一

, 卿

飞
, ,

,

一
,

凡

伙
, 七 ,

,

一
,

泊 由面

洲
引睑

,

,

一

朱没
,

王宏斌
,

范津等 加工水平
、

回想策略与不 自觉记忆 心

理学报
, ,

一
,

川 ,

七 , ,

一



心 理 学 报 卷

自 飞
‘

,
’ , ,

珑

劝
,

柳 反
,

扩

, 刀印 八 乒,

凡枷 饥 及红

仁 勿
,

协 , ,

,

而 , 而

而
,

而
笼 而

而 而
,

如 州而 而
,

勿

哪
, ,

而 田旧 七 田旧

山 田卫 朗

州而
化

山
,

而

而 邝 而

而 而 七 代犯 ,

枷 而
爪 田

,

化 而

而

而
, 田卫 ,

代 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