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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似性 比较的诊断性原则与文化的影响作用

周 国梅 , 傅小 兰 ’, 鞠 实儿“

,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
,

北京
,

中山 大学逻辑与认知研究所
,

广东 广州

摘 要 相似性是认知的基础
。 ‘

指出相似 比较受情境的影 响
,

提出 了诊

断性原则
。

该原则认为
,

人们倾向于 根据诊断性特征把物体加 以分类
,

这种分类往往使同 一

类物体内部具有最大的相似性
,

使不同类物体之间具有最小的相似性 增加或减少物体会改

变剩余物体的诊 断性特征
,

从而影 响人 们对剩 余物体的分类
,

并影响它们之间的相 似性
。

众 用脸图材料进行实验
,

其实验结果支持诊断性原则
。

本研究用 中国被试重复

的实验
,

所得结果却不支持诊断性原则
,

进而提出
,

相似性 比较可能与比较者的文化观念有

关
,

前者可能受后者的影响
。

这 一观点得到后续实验结果的有力支持
。

关键词 相似性 诊断性原则 脸图 文化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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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相似性是认知的基础〔‘〕
。

早在 世纪
, 、 就指 出

“

相 同之感乃我们思维之脊骨

中枢
”

川
。

许 多认 知加工 模 型 都 以 加工对象 间所具有 的相 似性 为基 础
,

例 如 学 习 理

论
一

〕,

泛化
,

〕,

分类理 沦
,

〕,

记忆模型仁‘,
,

” 〕,

自动化模型 ‘ 」
,

推理理论 ‘ ,

问题

解决〔’
一

囚和感情活动饰 」等
。

目前在心理学中比较有影响的相似性理论主要有四种
,

即距离观
、

特征集合观
、

结构

动态观和特征结构综合观
。

距离观认为
,

应视被 比较的概念或物体为整体
,

它们之间的心

理距离就表示它们之间的相似性
,

距离越小
,

相似性越大 〔’一 ‘”」。

特征集合观 中的对 比模

型认为
,

两物体之间的相似程度是两物体的匹配特征和不匹配特征的加权 函数 〔 。

结构

动态观中的交互激活映射模型则认为
,

相似性不仅 由特征之间的匹配值决定
,

而且受对应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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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征激活值的影响
,

是一个动态时 间过程 〕。

特征结构综合观既考虑特征 间的相 似
,

又

考虑关系结构的相似
,

认为综合相似性是各种相似性 的线性组合〔川
。

在上述四种观点中
,

距离观和特征集合观假定事物 由特征来表征 结构动态观和特征

结构综合观则既考虑事物的特征也考虑特征 间的结构关系
,

强调考虑二者 的相对重要性
。

然而
,

相似性不仅仅取决于被 比较对象本身
,

还受到 比较者的知识
、

比较的环境以及 比较

任务的影响〔‘ 〕。

其中
,

比较者的知识背景与文化背景对相似性 比较 的影响尤其不容忽视
。

具有不同知识背景或来 自不 同文化背景的比较者
,

对同样的对象进行相似性 比较
,

其结果

可能会有所不 同
。

因此
,

研究相似性
,

不仅要考虑被 比较对象在物理特征上的相似性或在

特征结构关系上的相似性
,

也要考虑被 比较对象对于具有某种知识背景或来 自某一特定文

化背景的比较者来说所具有的意义上的相似性
。

相似性比较中的诊断性原则

指 出相 似 比 较 受 情 境 的 影 响
,

提 出 了 诊 断 性 原 则
。

该原则认为
,

人们倾 向于根据物体的诊断性特征把物体加 以分类
,

以减少

信息负荷并利于做进一步加工
。

分类的结果往往是使 同一类物体 内部具有最大的相似性
,

使不 同类物体之间具有最小的相似性 增加或减少物体会改变剩余物体的诊断性特征
,

从

而影 响人们对剩余物体的分类
,

并影响它们之间的相似性
。

用脸 图实验材料进行

分组实验与相似性 比较实验
,

所得结果支持他提出的诊断性原则
。

在实验 中采用两组脸 图材料
,

即 组材料 图 和 组材料 图
,

分别

让大学生被试进行分组或相 似性 比较
。

在分组实验 中
,

名大学生被试 的任务是把 组

中的成一行排列 的四个脸 图分成两组 另外 名大学生被试 的任务是把 组 中的成一行

排列的 四个脸图分成两组
。

实验结果表明
,

对于 组材料
,

更多被试把 和 均为笑脸

分为一组
,

而把 和 均为非笑脸 分为另 一组
,

笑 和 非笑成为 组脸 图 的诊 断性 特

征
。

而对于 组材料
,

更多被试把 和 均为皱眉的脸 分为一组
,

而把 和 。 均为非

皱眉的脸 分为另一组
,

皱眉和非皱眉成为 组材料的诊断性特征
。

显然
,

组材料与

组材料相 比
,

只是 用脸图 替换 了脸图
,

却导致不 同的分类结果
,

诊断性特征也从笑和

非笑变成 了皱眉和非皱眉
。

在相似性 比较实验 中
,

名大学生被试的任务是从 组 中的
、 、

中选 出一个与

最相似的 另外 大学 生 被试 的任务是从 组 中的
、 、 。 中选 出一 个 与 最相 似的

。

实验结果 表 中最后一行数据 表明
,

对于 组材料
,

较多的被试选择 与 最相 似

对于 组材料
,

较多 的被试却选择 与 最相似
。

换句话说
,

当与 进行相似 比较的情境

选项从 组 中的
、

变化
。

、

变化到 组 中的
、 、 。 时

,

各选项 上 昨人数百分 比发生 了明显

②
① ②

②
② ② ②

图 组材料
图 组材料



用诊断性原则对上述实验结果做 出了合理解释 对于 组材料
,

视为笑脸而分为一组
,

而把 和 视为非笑脸分为另一组
,

因此
,

被试选择
被试把 和

与 最相
似 对于 组材料

,

被试把 和 视为皱眉的脸而分为一组
,

而把 和 视为非皱眉的脸

分为另一组
,

因此
,

被试选择 与 最相似
。

换句话说
,

组 中的脸 替换 了 组 中的脸
,

脸 的诊断性特征就从非笑变成 了非皱眉
,

从而改变 了人们对脸 的分类
,

也改变了

脸 与脸 和脸 的相似性
。

实验一 中国大学生被试对脸图材料的分组与相似性比较

目的

内弓」

重复 的实验
,

考察中国大学生被试对脸 图材料的分组与相似性 比较

是否同样遵循诊断性原则
。

方法

被试 北京师范大学本科生 名
,

男女各半
。

材料 一 的实验材料 见附录
。

设计 实验材料分为两种
,

即 组材料和 组材料二材料中脸图的位置被平衡
。

采用两种实验任务
,

即分组任务和相似性 比较任务
。

使用组间设计
,

即每个被试只使用一种材料完成一个任务
。

名被试完成分组任

务
,

组和 组各 人
,

男女各半 另外 名被试完成相似性比较任务
,

组和

组各 人
,

男女各半
。

结果与分析

分组实验的结果表 明
,

对于 组材料
,

的被试把 和 分为一组
,

把 和

分为另一组 而对于 组材料
,

的被试把 和 分为一组
,

把 和 分为另一组
。

该

结果与 的分组结果基本吻合
。

相似性 比较实验 的结果 表 表 明
,

对于 。组材料
,

被试倾向于选 与 最相 似
,

但选 与 最相似的百分 比也 比较高
,

这与
‘

的实验结果不一致 对于 组材料
,

被试的选择结果与 的实验结果基本吻合
。

表 实验一相似性比较结果与 肠 相似性比较结果的时照

实验
组材料 组材料

实验一

一

一一
如果中国被试的相似性 比较遵循 二 提出的诊断性原则

,

那么对于 组

材料
,

与 最相似的应该是分组时与 分在一组的
,

而不是 或
。

而本实验结果正好与

此相反
,

选择 与 最相似的人数最多
,

其次是
。

这表明中国被试进行相似性 比较时可

能不遵循诊断性原则
。

但是
,

如果考虑 比较者的文化观念这一 因素在相似性 比较中的影响作用
,

我们可 以对





如图 所示
,

评价任务的结果分别是 在任务 中
,

对脸 进行正负性评价
,

脸 的

平均得分是
,

基本为中性 在任务 中
,

对脸 进行积极和消极情绪评价
,

脸 的平

均得分为 在所使用的七点语 义量表中
,

表示 中性
,

表示强积极情绪
,

倾向于

积极情绪 在任务 中
,

对脸 进行与脸 和脸 的 比较评价
,

脸 的平均得分为
,

倾向于笑脸
。

综合三个评价任务中 名被试的评价结果
,

脸 的平均分数为
,

偏

向积极情绪
,

且 检验达到 显著水平 二 。

在三个评价任务 中
,

虽然脸 的平均评

价得分均高于
,

但却都低于
,

所以它应该表示的是一种平和的 或微弱的 积极情绪
,

而不是强烈的积极情绪
。

因此
,

实验结果支持
“

在中国
,

脸 代表一种平和 的积极情绪
”

的假设
。

小结

本研究实验 一的分组结果和对 组材料的相似性 比较结果
,

与
‘

相应

的实验结果一致
,

但对 组材料的相似性 比较却出现了不一致的结果
,

具体表现为较多的

中国被试选择笑脸 或笑脸 与脸 最相似
。

该结果表明中国被试进行相似性 比较时可能

不遵循诊断性原则
。

但是
,

如果考虑 比较者的文化观念对相似性 比较的影响作用
,

提 出假

设
“

在中国
,

脸 可能代表一种平和的积极情绪
” ,

实验结果得到 了合理的解释
。

该假 设

得到本研究实验二结果的有力支持
。

“

在中国
,

脸 代表一种平和的积极情绪
”

可能显示 了某种 中国文化 内涵
。

中国人 可

能更倾向于将脸 与笑脸联系在一起
。

因此
,

本研究实验一的相似性 比较结果与

实验结果的差异可以用文化差异来解释
。

然而
,

若要完全接受
“
在中国

,

脸 代

表一种平和的积极情绪
”

这一假设
,

不仅需要获得更广泛多样的实验结果支持
,

而且必须

在中华民族文化内涵中寻求到令人信服的合理解释
。

比较者的文化观念在相似性 比较中可能发挥着一定的影响作用
。

相似性 比较中是否存

在某种文化差异
,

是 一个有待深人研究的重要 问题
。

通过开展相似性 比较的跨文化研究
,

揭示 比较者的文化观念在相似性 比较 中的影响作用
,

将深化我们对相似性本质的认识
,

进

一步充实和丰富相似性的心理学理论
。

参 考 文 献
, ,

天 、 滋 场
, ,

一

一

〕 。 、正
,

五 司

仁 〕
, ‘

五 , 入 饰 一

路
,

飞
,

」
, 。 欠

、 、界 眼
, ,

一

仁 呢 段
, ,

一
,

仁 〕 ” 。
, 、 议 哪

,

入吸
,

‘ 姐哪招 “ ” 几 笼 二 贬 , 五众恻
, ,

一



〕

汽气习
卫且勺臼,,直,

‘

〕

仁

习 即
, ,

堪
, ,

一

记 唱 邢
刀

刻
, ,

玫 飞 印 已 艰 印 刀 、、〕 们

麟
,

助邵 厂 姗 伽 凡 眼
, ,

一

飞
, , ,

刀
,

即 岁城 眼
, ,

一

愁 阳 稼男 眼 段
, ,

一

。赘

馆
, , 艰 , , ,

一

, ‘

欣犷 印 今 呢
,

,

一

洲妊 明 、 ,
《减』 丙

, , ,

一

那 邓 义

, , 一

傲 、丘 界 眼
, ,

一

界
, ,

一

沁 以 ,

“ ℃ ”

二 二 一
,

肠 阳兄 巴
,

助 刀

, 证 嗯 玫 义
,

,

一

洲网

﹃飞门﹁‘︸
勺伪‘勺‘厂

一‘尸几

仁

〔
一

树 ’价
,

一 。尸
’ ’ 。

可尸 ”丫

加人哟
, ,

以动 。

湘
,

杭
,

, “ 尸 火明 。 己 明刀 , 。 , ,

物
一

肠 , 。 妙
, ‘ 之丙。。 ,

比
,

, 、 一 眼
’

’

卯
联 劝

卯



附录 卜

分组任务实验材料举例
一 性别 年龄

请把下列 四个图形分成两组
,

将分组后 的图形代号写在括号 内
,

并写 出你如此分组 的理

由
。

②②⑦ ②
分组结果为 为一组

,

我这样分的理 由是

相似性 比较任务实验材料举例
一 性别 年龄

你认为下边 的三个 图形 中哪一 个 与上 边 的图形最相 似
“

丫
” 。

为一组
。

请在你选择 的那 个 图形 下 面 划

②
②②②

附录

任务 实验材料举例
一 性别 年龄

你认为下边 的两 个 图形 中哪 一个 与上 边 的图形 更相 似 请在你选择 的那 个 图形 下 面 划
“

丫
” 。

②
② ②

任务 实验材料举例
一 性别 年龄

你认为下边的两个图形中哪一个与上边的图形的差异更大 请在你选择的那个图形下面划
“

了
” 。



②
② ②

任务 实验材料举例
一 性别 年龄

你认为下 面这个 图形代表什么情绪 在下 列量表 的相应 的任何一 点上划斜线 指明你

认为这个图形代表的含义
。

一 一 一
‘

一 一 一
负性 中性 正性

任务 实验材料举例
一 性别 年龄

你认为下 面这个 图形表示什么情绪 在下列量表的相应 的任何一 点上 划斜线 指 明你

认为这个图形表示 的情绪
。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消极情绪 既不消极

也不积极

积极情绪

任务 实验材料举例
一 性别 年龄

下面横线的左右端点分别对应左右两个图形表示 的情绪
。

你认为横线上方的图表示什 么 情

绪 请在横线上 的合适位置划斜线 指明你认为上边 的图形所表示 的情绪
。

一 一 一

②
一 一 , 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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