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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目的　探讨情节记忆年老化的选择性及其变异性与焦虑之间的关系。方法　筛选老年和青年高、低特质焦虑者完成记

忆任务。以 20个动宾词组为记忆的内容,以听或做动作为记忆的来源。结果　( 1)老年组来源记忆和内容记忆均显著差于青年组,但并

未发现来源记忆比内容记忆对年老化更为敏感; ( 2)实验情境诱发的焦虑情绪干扰了老年组记忆操作,但对青年组没有不利影响,甚至

促进其条件性来源记忆成绩。结论　( 1)相对于内容记忆而言,来源记忆年老化并不存在选择性受损; ( 2)焦虑与情节记忆年老化的变异

性存在联系,提示采取情绪干预可能会改善老年记忆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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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isodic memory aging and its r elation to anx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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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 act〕　Obj ective　T o invest iga te t he selectivity of episodic memory aging and its var iability in relation t o
anxiety. Methods　The high-tr ait and low- tra it anxious subjects screened respectively from young and elder ly adults

were presented with sentences that t hey eit her r ead or enacted. They were then asked to r ecall the object of each
sent ence and to identify its format of encoding. Results　( 1) There were significant age-r elated differences in both item

and source memory, while soruce memory wasn' t found t o be more sensit ive to aging than item memory; ( 2) Anxiet y
impair ed the memory per formance of older people, while had no adverse effect on that of younger adult s, and even

improved their conditioned source memory per formance. Conclusions　( 1)Source memory wasn' t selectively disrupt ed by

aging. ( 2) Anxiety had adver se impact on the individual differences in episodic memory aging, which suggested that
intervention of anxiety may improve the older people's memory functio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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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内外研究表明,虽然老年人表现出记忆功能随增龄而减

退的趋势,但是这种趋势在各种记忆形式中表现不同,即与年

龄相联系的记忆缺损存在选择性〔1〕。其中情节记忆是人类发展

最高级、成熟最晚的记忆系统,也是对年老化最为敏感的记忆

系统〔2〕。情节记忆是指记住在特定的时间和地点经历的特定事

件。记住某个特定的事件不仅包括记住其内容 (内容记忆, item

memory) ,而且包括记住其来源 (来源记忆, sour ce memory)。

当前情节记忆研究的一个热点是, 扩展了以往传统的只针对内

容记忆的研究,开始重视研究来源记忆〔3〕。已有研究表明来源

记忆与内容记忆中都存在显著的年龄差异,但至于情节记忆年

老化是否存在选择性,即来源记忆是否比内容记忆对年老化更

为敏感还是当前国际老年心理学研究领域中存在争论的焦点

问题。

此外, 情节记忆能力虽然存在随增龄而下降的趋势, 但是

在下降的过程中还存在巨大的个体差异:减退出现的时间有早

有晚, 速度有快有慢,程度有轻有重。造成这种个体差异的原因

何在? 已有研究发现一些认知因素,如分类概括力、词汇能力、

液态智力等等, 以及教育程度、性别等背景变量与这种变异性

之间存在显著相关〔4〕,但在非认知因素方面研究较少, 结论也

不尽一致。焦虑是一种不愉快的情绪状态,伴有紧张不安和忧

虑的主观体验, 以及自主神经系统激活。近年来 ,人们越来越关

注与焦虑联系的认知功能。因此, 作者预测焦虑可能是导致老

年人记忆存在个体差异的原因之一。

1　对象与方法

1. 1　研究对象　随机选取身体基本健康, 受过 9 年以上正规

教育的老年人 237 名以及 209 名大学生。首先,全体被试填写

状态-特质焦虑问卷( STAI) , 然后依据特质焦虑( TA)得分, 从

中分别选取高、低特质焦虑老年被试各 19 名和 21 名,以及高、

低特质焦虑青年被试各30 名和 28 名。老年组与青年组平均受

教育年限分别为 14. 85 年和 14. 58 年,两者之间无显著差异( P

> 0. 05)。每个年龄组内部, 高、低特质焦虑者的 TA 之间均存

在显著差异(均 P< 0. 05)。

1. 2　材料和程序　实验材料由 20 个动宾词组组成 (如:举

镜)。学习时要求被试看词组,记住其内容。同时被试还可以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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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其中一半词组的读音,对于另一半词组要求其做出相应的动

作。测验时,给被试呈现词组中的动词, 要求被试首先报告相应

的名词(内容测验) , 然后判断该词组是听过的, 还是做过动作

的(来源测验)。

1. 3　统计处理　数据统计采用 SPSS软件包, 主要方法包括

方差分析、分层回归等。

2　结　果

2. 1　内容记忆　内容记忆成绩为对名词的正确回忆百分数。

方差分析表明年龄主效应非常显著, F ( 1, 90) = 32. 78, P <

0. 001, 青年组成绩明显优于老年组。年龄与焦虑之间交互作用

显著, F ( 1, 90)= 5. 63, P < 0. 05(如图 1 所示 )。进一步简单效

应分析发现, 对于老年被试焦虑效应显著, F ( 1, 96) = 4. 20, P

< 0. 05, 低焦虑组成绩优于高焦虑组 ,而青年被试中则不存在

焦虑效应, F ( 1, 96) = 0. 17, P> 0. 05。

注: * 高焦虑者与低焦虑者比较, P < 0. 05

图 1　各组被试内容记忆成绩比较

注: * 高焦虑者与低焦虑者比较, P < 0. 05

图 2　各组被试综合性来源记忆成绩比较

2. 2　来源记忆　来源记忆成绩为对词组来源正确判断的百分

率, 衡量指标包括综合 性 ( overall ) 来源记忆 和条件性

( conditioned)来源记忆。前者是针对所有测验项目而言的, 无

论内容记忆是否正确;而后者只针对那些内容记忆回答正确的

项目而言。对综合性来源记忆的分析结果与内容记忆类似,也

发现年龄主效应显著, F ( 1, 89) = 14. 27, P < 0. 001, 青年组明

显优于老年组。年龄与焦虑之间交互作用显著, F ( 1, 89) =

7. 23, P < 0. 01(如图 2 所示)。进一步简单效应分析同样发现,

焦虑影响仅对于老年被试达到显著性水平, F ( 1, 95) = 4. 16, P

< 0. 05, 低焦虑组成绩优于高焦虑组。对条件性来源记忆进行

方差分析发现, 年龄与焦虑之间交互作用亦非常显著, F ( 1, 86)

= 19. 83, P< 0. 001(如图 3 所示)。进一步简单效应分析发现,

对于老年组焦虑影响显著, F ( 1, 92) = 11. 99, P < 0. 01;仍是低

焦虑者成绩优于高焦虑者;而青年被试中焦虑影响亦显著, F

( 1, 92)= 4. 73, P < 0. 05;但是高焦虑者成绩明显优于低焦虑

者。

注:高焦虑者与低焦虑者比较, * P< 0. 05, * * P < 0. 01

图 3　各组被试条件性来源记忆成绩比较

2. 3　两类记忆中年龄效应比较　上述分析表明来源记忆和内

容记忆中都存在显著的年龄差异。而来源记忆是否比内容记忆

对年老化更敏感呢? 为此以来源记忆为标准变量(因变量)进行

分层回归。为除去内容记忆中的年龄差异,首先令内容记忆成

绩第一步进入回归, 年龄随后进入。结果发现, 控制了内容记忆

的影响后, 年龄对来源记忆的解释量达不到显著水平 ( P >

0. 05)。此外,控制了内容记忆的影响后, 年龄与来源记忆之间

的偏相关亦达不到显著水平( P> 0. 05)。可见, 来源记忆并不比

内容记忆对年老化更为敏感。

3　讨　论

3. 1　年龄效应　本研究发现内容记忆中存在显著的年龄差

异, 与前人研究一致。作为认知资源核心体现的工作记忆能力

随增龄而减退可能是其中的主要原因。

本研究同时发现来源记忆也存在显著的年龄差异。根据

Johnson 等人〔5〕的来源监控理论, 来源监控主要依赖于最初编

码的质量, 而且也受提取阶段判断过程的影响。因此本研究中

来源记忆的年龄差异可能是由于老年被试对知觉 ( perceptual)

细节和感觉-运动( senso-motor ic)信息的加工程度比青年人浅,

而且在做来源判断时所定标准较松。此外,由于老年人有不同

于青年人的编码偏向, 因此, 在编码时老年人可能更多地注意

其它(与测验无关)背景细节(如视觉呈现的字体, 听觉呈现者

的性别等) , 这可能在一定程度上也导致了老年组来源记忆成

绩比青年组差。

本研究表明来源记忆并不比内容记忆对年老化更为敏感。

这意味着来源记忆中的年龄差异可能仅仅是一般情节记忆 (内

容记忆)能力随增龄而下降的一种反映。但本研究中采用了做

动作和听两种来源, 分别属于内部来源和外部来源, 来源判断

还包括在内部来源之间 (如:想象动作 vs做动作)或在外部来

源之间(如:男声 vs 女声)作出判断。来源的性质是否会影响来

源记忆中的年龄差异值得今后进一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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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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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rkes-Dod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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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 3%的青年

被试认为难度“适中”, 而 75. 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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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er formances of the aged through changing their a ttitude toward aging

LI Chuan -yun,WU Zhen-yun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Institute of P sychology, Beij ing 100101

【Abstr act】　Obj ective　T o study the effect on memory performances by changing subject sø attitude toward aging,

explor e t he mechanism. Methods　Each 4 of the aged and the young subjects were processed t he direct -thinking task
(positive or negative) , measured memory per formance before and after the thinking task. Results　Score of the attit ude
toward aging was higher after positive direct -thinking than nega tive direct thinking. Self-efficacy and memory score of

the aged increased aft er positive dir ect -thinking and decr ea sed after negative dir ect-t hinking , the difference is
significant. The mechanism is r ela ted with change of attitude, self -efficacy and emot ion state. Conclusions　St ereotype

thr ea t has effect on the cognitive per formance among the aged.

【Key words】　Attitude toward aging　Direct- thinking　Memory performance　T he ag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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