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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体转向模式对方位效应和相对位置效应的影响
‘

牟炜民 杨 姗 张 侃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
,

北京 8� � 8� 8#

摘 要 在阅读故事而产生的想象场景中
,

观察者身体的物理 转向 !9):−
∀
52 ∀ 1/ ;2 ;∗ /+ #模式或想象身体转向

!∗ < 26 ∗+, = 1/ ;2 ;∗/ +# 模式对物体搜索方位效应和相对位置效应产生影响
。

结果发现
∃

方位效应独立于身体转向模

式
,

说明对空 间关系的理解是以想象 自我 !1, > 1, −,+ ;, = −, ∀3# 为参照系的
?
相对位置效应独立于身体转向模式

,

说明

物体间的拓扑结构导致了相对位置效应
。

关键词 物理转向
,

想象转向
,

物体搜索
,

物体定位
。

分类号 ≅ ∋ % �

8 问题的提出

人们在物体定位或物体搜索时对前
、

后
、

左和右

不 同 方 位 的 可 接 近 性 是 有 差 别 的
。

3) 山Α) + 和

ΒΧ ,1 −
Α: 研究 了故事 阅读产生的想象空 间中的物体

搜索
,

发现可接近性差别 的模式为前 Δ 后 Δ 左 二

右
,

这种模式称为方位效应 Ε‘〕
。

他们认为这种方位效

应是空 间表征 固有特征 的外部表现
,

具有不变性图
。

但一些研究发现身体 转向模式 !想象转 向或物理转

向#对方位效应有影 响
。

孤
+ ;Φ < 2+ 等要求被试想象

自己不断转 向身体周围的不 同物体
,

每次定 向后
,

指

出 !>/∗ + ;∗ + 6 #每个物体相对身体的位置
,

得 出的反应

时模式为前 Δ 后 Δ 左 Γ 右 Ε Η
。

众 Χ ,
62 8 Ιϑ 年的

物体定位任务中
,

被试身体不断地转 向不同物体
,

每

次定向后
,

指出物体相对身体的位置
,

得 出的反应时

模式为前 二 左 Γ 右 Δ 后∀%Η
。

氏 Χ ,
62 8Ι Ι∋ 年研究

了在 定位任务中
,

物体方位 的报告 方式 !语言命名

!Χ ,由2 ∀ ∀2忱∀∗+ 6 #或指向 !>
/ ∗+ ;∗ + 6 ##和被试转向的方

式 !物理转 向或想象转向#对反应时的影响Κ&Η
。

结果

发现被试转向的方式强烈影响指向反应方式中的反

应时模式
∃

想象转 向时为前 Δ 后 Δ 左 Γ 右
,

物理转

向时为前 二 左 Γ 右 Δ 后 ? 被试转向的方式对语言

命名反应没有影响
,

都为前 Δ 后 Δ 左 Γ 右
。

牟炜 民等指 出
,

在 41 2+ Α∀ ∗+ 等 的物体搜索任务

中
,

每次出现方位名词要求被试搜索物体前
,

前方物

体总是被提示而成为注意物体
。

这样不仅存在方位

效应
,

而且存在被搜索物体与注意物体相 对位置的

效应 ΕΛΗ
。

在所有研究转 向模式对方位效应影 响的研

究中
,

前方物体总是被提示
,

但由于这个设计带来的

干扰变量刚被牟炜 民等发现
,

所 以相对位置效应总

是没有被控制 Ε% 一&8
。

所 以在控 制相对位置效应 的条

件下
,

重新研究身体转 向模式 对方位效应的影 响非

常必要
。

研究身体转向模式对相对位置效应的影响

也有助于理解相对位置效应产生的原因
。

张侃等 曾经在想象转向条件下
,

分离了方位效

应和相对位置效应 ∀ΧΗ
。

在他们的研究中
,

被试想象 自

己作为观察者在故事阅读产生的想象场景中转 向身

体周 围的每个物体
,

再对 以观察者为参照系的方位

探测词作物体查找
,

报告物体的名称
,

发现了方位效

应和相 对位置效应
。

如果要求被试物理旋转身体来

面对每个物体
,

两个效应会有何变化 Μ 先单独考虑

两个效应
。

方位效应是在空 间关系理解时
,

由于参

照系的前后不对称造成的;’
,

∋〕
。

如果转向模式对方位

效应没有影响
,

说明空间关系理解时
,

以想象 自我为

参照系
。

否者
,

不能确定
。

相 对的物体在一维上
,

相

邻物体在两维上
,

所 以相对位置效应能用物体间的

拓扑结构来解释 叫
。

而转向模式对物体间的拓扑结

构没有影 响
,

所 以相对位 置效应独立于转 向模式
。

根据牟炜 民等的两阶段理论
,

两个效应是相互独立

的
,

所以 同时考虑两个效应时
,

转 向模式对方位效应

和相对位置效应的分析不变
。

本研究把张侃等研究中被试的转向方式由想象

转 向改变为物理转 向
,

来检验物体查找任务 中的方

位效应和相对位置效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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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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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验方法

�
Ο

8 被试

被试 �� 名大学生
,

男女各半
? 所有被 试分别进

行测试
。

所有被试没有类似实验的经验
。

�
Ο

� 场景

一个是练习场景
,

另外八个是实验场景
。

每个

场景从以第二人称指代的中心观察者的视角描述一

个互不相 同的环境 !见表 ∀#
。

每个场景均分为两部

分给被试阅读
,

第一部分印在纸上
,

从中心观察者的

一个 固定视角描述一个环境
,

被 试可无 限时地学 习

它
。

下面是仓库场景第一部分的例子
。

表 8 实验中场景及其物体

场景

剧院 !练习 #

仓库

宾馆大厅

建筑工地

航船

太空博物馆

小
Ο

岛

实验室

玩具厂

鲜花
,

装饰板
、

壁灯
,

音箱

锤子
,

锯子
,

工具箱
,

风扇

喷泉
,

礼品店
,

理发店
,

酒吧

水桶
,

手推车
,

梯 子
,

铁铲

机关炮
,

救生艇
,

红旗
,

天线

卫星
,

太空服
,

仪器
,

图片

瓶子
, 一

匕盘
,

管子
,

划水桨

彩图
,

柜子
,

照相机
,

显微镜

洋娃娃
,

飞机
,

毛毛熊
,

帆船

现在你正在一个汽车厂的仓库中
,

今天你来这

里是为 了熟悉一下 这儿的情况
,

以便下星期到这儿

来作管理 员
。

这时你 来到 了不足 8� 平方米的 小 维

修间
。

在你的正左方
,

有一 台立式的风扇
,

它有着绿

色的底座和绿色的扇叶
,

显然是为这里的工作人员

特意安装的
? 你 的正右方

,

有一把锯 子挂在墙上
,

锯

子两 端的木柄 已经磨得发亮
,

可 以看 出已用 了很长

时间 ?你 的正前方的拒子上放着一个锤子
,

它的样子

很奇怪
,

长长的柄是弯曲 的
,

大概是有特 别的 用 途

的 ? 你的正后方有一个工具箱放在工作 台上
,

工具箱

的盖打开着
,

里边装的是各种用 途的工具
。

所选环境是生动的
,

环境 中物体是被试所熟悉

的
,

各场景中四个物体的大小相近叫
。

�Ο  过程

要求被试 阅读理解一个场景
,

根据场景想象并

记住四个物体在 自己身体周围的位置
。

告诉被试他

可无限时地研究场景直到他确信已经记住周围物体

的位置
,

一旦他把场 景还给实验者
,

就不能再看场

景
,

然后
,

他将在计算机屏幕上以 自己的速度阅读场

景第二部分的句子
,

读了后面的句子后
,

不能再读前

面的句子
。

在计算机呈现的部分
,

观察者根据屏幕

的要求 身体连续顺时针或逆时针旋转 Ι�
。 ,

一共转

四次
,

每次面对一个新物体
。

例如
“

你向右旋转 Ι�
。 ,

你看看你身体周围的四个物体
” 。

每次重新定向后
,

每个物体都有一次被作为注意物体
,

顺序随机
? 当其

中一个物体被作为注意物体时
,

每个方位均被探测

一次
,

顺序 随机
? 每个探测刺激 出现前

,

计算机呈现

两句话要求被试阅读
。

计算机每次呈现一句话
,

被

试可以反复出声阅读直到理解
,

理解后不再 出声
,

主

试按空格键呈现下一句话
。

第一句话是描述语句
,

提示重新定 向后某个方位的物体及对该物体的一个

具体描述
?第二句话是填充语句

,

并不外显地提及四

个物体 中的任何一个
,

目的是为了消除任何可能有

的启动效应
。

通过变化描述语句
,

提示并描述不同

方位的物体
,

并将该物体作为注意物体
。

每名被 试

首先练习一个场景
,

在练习中给 出被试反应正确与

否的反馈
。

在正式实验中
,

没有反馈
。

下面是仓库场景第二部分在某次转 向后 的例

子
。

前方物体为注意物体
∃

你的前面是风扇
,

你再看看它的扇 页
,

是绿色的
,

!第

一 句
,

描述语句#

看上去很清爽
? !第二 句

,

填充语句#

前 !探测词 #

你的前面是风扇
,

你再看看它 的底座
,

是方形的
,

!第

一 句#

看上去很是稳固
? !第二 句#

右 !探测词 #

你的前面是风扇
,

你再看看这风扇的扇叶罩
,

金属制

的
,

!第一 句#

使用起来比较安全
? !第二句#

后 !探测词 #

你的前 面是风扇
,

你再看看它 的控制盘
,

有好几个显

示灯
,

!第一句#

看得出
,

功能齐全
。

!第二 句#

左 !探刚词 #

右方物体为注意物体
∃

你的右 面是锤子
,

你再看看装它的黑 色盒子
,

!第一

句#

它有着皮质表面 !第二 句#

左 !探测词 #

你的右 面是锤子
,

你再看看 它长长的栖
,

是弯曲 的
,

!第一句#

好象有特殊的用途
?
!第二 句#

右 !探测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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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右 面是锤子
,

你再看看它 的柄
,

是棕 色的
,

很亮
,

!第一 句#

好象新 的一样
? !第二句#

后 !探测词 #

你的右面是锤子
,

你 再看看 它的头部
,

好象是钢 制

的
,

!第一 句#

肯定很强有力
。

!第二 句#

前 !探测词 #

后方物体为注意物体
∃

现在你的后面是锯子
,

你再看看它 的锯条
,

是银黑色

的
,

!第一句#

看上去很锋利
? !第二 句#

前 !探测词 #

现在你的后面是锯子
,

你再看看它的锯柄
,

已经被磨

得很光滑
,

!第一 句#

好象用 了很长时间
? !第二 句#

后 !探测词 #

现在你 的后面是锯子
,

你再看看锯栖 的形状
,

有几个

凹槽
,

!第一句#

是为 了便于手的抓握
? !第二 句#

左 !探测词 #

现在你的后面是锯子
,

你再看看它的锯柄上棕 色的

线
,

!第一 句#

它是悬挂用 的
。

!第二 句#

右 !探测词 #

左方物体为注意物体
∃

现在你的左面是工具箱
,

你再看看 它上 面的铜 色小

锁
,

!第一 句#

它可能是工作人员为外出方便而 配的
? !第二句#

右 !探测词 #

现在你的左面是工具箱
,

你再看看 它的表面
,

是紫色

的
,

!第一句#

既美观又不怕脏
? !第二句#

左 !探测词 #

现在你的左面是工具 箱
,

你再看看它的质地
,

是小块

的木板拼成的
,

!第一 句#

或许它还是 自制的呢
? !第二 句#

后 !探测词 #

现在你的左面是工具箱
,

你再看看它的盖子
,

是打开

着的
,

!第一句#

可以看到里面摆 了很多工具
。

!第二 句#

后 !探测词 #

填充语句后
,

屏幕上呈现前
、

后
、

左
、

右四个词之

一
,

要求被试说出该方位物体的名称
。

被试反应后
,

再呈现对该物体的另一描述语句和填充语句
? 如果

该物体已被注意四 次
,

则将另一物体作为注意物体
?

如果四个物体都被注意 了四 次
,

则要求被试转 向下

个物体
? 如果 四个物体都被正对了一次

,

则开始下个

场景
。

八个场景呈现 的顺序随机
,

其 中随机选取四

个顺 时针转 向
,

四个逆时针转 向
。

完成实验后
,

随机要求被 试报告 自己是如何完

成任务的
,

是否发现 自己形成 了场景所描述环境和

周围物体的心理表象
,

是否有其它策略
。

�Ο % 统计分析

删除错误数据 !�
Ο

8Ι ϑ #
,

用 Π9Π Π Θ
Ο

Ρ 删除奇异数

值的标准
,

删除极端数据 !Λ
Ο

Θ� ϑ #
。

由于反 应错误率只有 �
Ο

8Ι ϑ
,

下面的实验结果

只以反应时作因变量
,

对正确率不作分析
。

�Ο & 设计

方位效应和相对位置效应两因素 % Σ % 的被试

内设计
。

 结 果

全部数据用 Π9ΠΠ Θ
Ο

� 分析
。

将方位效应的各水平与相对位置效应的各水平

进行组合
,

列 出反应时均值和标准差见表 �
。

表 � 不同方位和相对位置组合的反应时 !毫秒#

和标准差 !毫秒#

方
‘

位 前 右 后 左

注意点 8�  & !8Ι & # 8% Θ � !  % # 8 � � !� � Ι # 8% Λ� ! � � #

注意点右侧 8& ∋ � !8Θ Θ # 8 Θ Ι ∋ !� Ι 8 # 8Λ % % !8Ι � # 8Θ Λ� !� &Λ #

注意点对面 8& &� !8Ι Ι # 8Θ � % !� % Θ # 8Λ � 8 !8Ι ∋ # 8Θ & ∋ !�Θ &#

注意点左侧 8& Θ∋ !8 ∋Ι # 8∋ � � !� � Θ # 8Λ ∋ ∋ !� � Θ # 8Θ%  !� ∋  #

没有发现显著的方位效应和相对位置效应的交互作

用 「4 !Ι
,

8 Θ 8# Γ 8
Ο

∋ � Λ
,

9 Τ �
Ο

� & Η
。

方 位效 应 的主效 应 显著 「4! 
,

& Θ# 二 �Λ
Ο

Λ ΛΛ
,

9 Δ �Ο �� 8Η
。

用多重比较进一步分析方位效应
,

各方

位 认 知 加 工 时 间 的 模 式 为 前 !8% ∋ Λ < −# Δ 后

!8& Λ % < −# Δ 左 !8Λ ∋ � < −# Γ 右 !8 Θ � % < − #
。 “

Δ
”

表

示在 �Ο � &水平下差异显著
? “

二
”

表示在 �Ο �& 水平下

差异不显著
。

前 和后 比较
,

4 !8
,

8Ι# Γ  &
Ο

� &%
,

9 Δ

�
Ο

� � 8 ?后和右比较
,

4 !∀
,

8Ι # Γ 8Θ
Ο

� & ∋
,

9 Δ �
Ο

� � 8 ? 后

和左 比较
,

4 !∀
,

8 Ι # Γ 8&
Ο

� 8�
,

9 Δ �
Ο

� � 8 ? 右和左 比

较
,

4 !∀
,

8Ι # Γ  Λ
Ο

∋ Λ %
,

9 Δ �
Ο

� &
。

相 对 位 置 效 应 的 主 效 应 显 著 〔4!  
,

& Θ# Γ

Θ �
Ο

 ∋ %
,

9 Δ �Ο � �8 〕
。

用多重比较进一步分析相对位

置效应
,

各相对位置认知加工时间的模式为注意点

!8 Λ Θ < − # Δ 注意点 对面 !8 Λ Λ  < −# Δ 注意点 左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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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Θ � ∋ < − # Γ 注 意 点右 侧 !8Λ Ι Λ < −#
。 “

Δ
”

表示 在

�
Ο

� & 水平下差异显著
? “

二
”

表示在 �
Ο

�& 水平下差异

不 显著
。

注意 点 和 注意 点 对 面 比较
,

4!∀
,

8Ι# Γ

Θ  
Ο

Θ � Θ
,

9 Δ �
Ο

� � 8 ? 注意点对面和注意点右侧 比较
,

4!8
,

8Ι# 二 ΛΟ ∋ �  
,

9 Δ �Ο � & ? 注意点对面和注意点左

侧比较
,

4!∀
,

8Ι # Γ ∋
Ο

& % %
,

9 Δ �
Ο

� 8 ? 注意点左侧和

注意点右侧 比较
,

4 !∀
,

8Ι # Γ �
Ο

∋ & ∋
,

9 Τ � � &
。

的时间模式没有影响
。

相对位置效应 与转 向的方式无关
,

支持了物体

搜索任务 中的相对位置效应由四个物体的拓扑结构

决定的观点 ∀�.
。

无论是在被 试想象转向还是物理转

向的条件下
,

四个物体的拓扑结构均没有发生变化
,

所以被试转向的方式对相对位置效应的时间模式没

有影响
。

% 讨 论

在场景阅读产生的想象场景 中
,

观察者身体 的
∀

物理转 向 !>): −∗, 2∀ 1 / ;2 ;∗ / + #条件下
,

当 目标物体与

注意物体的相对位置 固定时
,

被试对方位名词的认

知加工时间模式 为前 Δ 后 Δ 右 Γ 左
? 当 目标物体

和注意物体的相 对位置不同时
,

被试对相 同方位名  

词做物体搜索 的的反应时模式为注意 点 Δ 注意点

对面 Δ 注意 点左侧 Γ 注意点右 侧
,

相 对位置效应 %

和方位效应没有交互作用
。

此结果和张侃等实验中

被试想象 自己身体朝 向各个物体 !想象转向#条件下 &

的结果一致
。

方位效应与转向模式无关
,

说明被试对空间关

系的计算是以想象的 自我为参照框架的
。

氏 Χ ,6 2 Λ

认为在命名反应方式中
,

被试对空间关系的计算是
以想象的 自我为参照框架 的

,

被试的真实身体位置 Θ

对这种关系 的计算没有影 响
,

所 以被试转向的方式 ∋

对语言命名反应没有影响 ΕΙΗ
。

在本实验 中
,

物体搜索

任务的第一阶段是从方位名词计算出相对于想象 自
我的 目标方位

,

这种空间关系也是以想象的 自我为 Ι

参照框架的
,

所 以被试转 向的方式对计算 目标方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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