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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 要 � 本研究采用加工分离程序, 对外显学习指导语的作用重新加以探讨。结果发现: 在外显

学习指导语条件下, 被试的作业成绩虽然较差,但并非由于外显指导语干扰了被试对规则的掌握。

事实上,外显指导语促进了被试对规则的掌握。以往有关研究之所以出现不一致的结果, 是由于

它们采用任务分离范式, 未能有效分离外显与内隐加工, 以及记忆等因素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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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前言

� � Reber和 M illw ard[ 1]用概率学习范式进行过这样的研究:他们把被试分为两组,外显组的指导

语说明事件发生的概率是有规律地变化的,内隐组的指导语则不说明这一点。研究结果发现,两组

被试的学习成绩没有显著差异,甚至在外显指导语最可能表现出优势效应的前几轮测验中,也同样

没有显著差异。Reber 等认为,外显组和内隐组被试都无意识地掌握了关于事件概率变化的深层

规则。Reber[ 2]在后来的研究中, 发现在某些特定条件下, 对复杂材料的内隐加工优于外显加工。

他认为,当不能找到规则时, 寻找规则是无效的, 有时外显指导语就会起到一种干扰作用。Reber

等[ 3]、Howard和 Ballas[ 4]、Berry 和 Broadbent[ 5]、张翔和杨治良[ 6]等人的研究都验证了 Reber[ 2]的

结果。

还有一些研究发现外显和内隐的指导语对被试产生同样的影响, 如 Dulany 等[ 7]、Mathew s

等[ 8]、Danks和 Gans[ 9]等人的研究。另外, 也有一些研究发现外显指导语有助于被试作业成绩的

提高, 如Howard和 Ballas
[ 4]
研究发现,在刺激模式可以从语义上加以理解的情况下, 外显指导语使

被试提高了成绩。Reber等
[ 3]
也发现,如果材料的呈现方式使体现语法的潜在规则变得明显了,外

显指导语就可能起到提高成绩的作用。

由上可见, 目前关于外显和内隐指导语作用的比较研究, 其结果很不一致。无疑,在这些研究

结果背后还隐藏着其他问题。从方法论角度看,上述内隐学习研究采用任务分离范式,其内在假设

为:单一的测验任务能够提供某种纯粹的认知加工过程的测量, 即加工过程与测验任务是一一对应

的。我们知道, 这种假设是值得怀疑的,因为在大多数任务中,很可能同时包含了不同程度的意识

与无意识加工,这样所测得的内隐和外显加工就不能说是纯净的,它们之间很可能存在相互�污
染 ,这是任务分离范式本身的局限性。为克服这种局限性, 我们拟用加工分离程序对外显学习指

导语的作用进行更为细致的探讨。

2 � 研究方法

� � 我们认为, 一项学习测验, 其结果受五个因素的影响: 外显记忆的影响( A) ;内隐记忆的影响

( B) , 其中含随机概率对记忆的影响;外显的、对规则的有意识了解的影响( X) ;内隐的、对规则的无

意识了解的影响( Y) ;随机因素导致的与规则吻合( R)。

我们采用两个彼此对立的学习测验,即包含测验和排除测验,包含测验要求被试用符合规则的

项目完成作业, 排除测验要求被试不用符合规则的项目完成作业。如果被试在包含和排除测验中

使用符合规则项目完成作业的概率分别为 P 和 Q,则应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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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A ! B ! R !X ! Y � � Q= �A ∀ �X ∀( B ! R !Y)

这样,如果我们能够确定 A、B、R、P、Q,则可计算出外显学习和内隐学习对作业的贡献。P 和

Q 已可确定,我们将确定 P 和 Q 的实验称为实质实验。如果我们再设置一个(或多个)参照实验:

让被试学习不符合任何规则的随机项目构成的材料, 在测验阶段要求被试使用或不使用符合规则

的项目完成作业,这样,被试在测验中所反映的,只能是记忆的影响, 我们不难据此估计出外显记忆

和内隐记忆应有的贡献, 随机因素(包括被试的偏好、项目使用的频率等)导致的与规则吻合的概率

也可由参照实验的排除测验来确定。

2�1 � 被试 � 华东师大心理系、环科系、物理系和数学系的本科生和研究生 16名(其中男生 7人,女

生 9人) ,未参与过有关实验,英语为第一外语,视力或矫正视力正常,年龄 19- 23岁。每次实验 2

- 3人同时进行。

2�2 � 仪器和材料 � IMB586兼容机一台,显示器型号为 Ax ion1464。三组英文字母, 其中两组为随

机英文字母,在前两轮参照实验中使用; 另一组英文字母具有一定的构成规则, 用于第三轮实质实

验[ 12]。三种 A型和 B型问卷。

2�3 � 程序 � 实验共进行三轮,每轮实验均由学习阶段和测验阶段构成。

2�3�1 � 学习阶段 � 用显示器呈现指导语20秒: �在视屏上将呈现 40个字母。呈现时间为 2分钟。

这些排列的字母是有一定规律的, 请您寻找这些规律。 接着呈现�预备 字样, 5秒之后呈现 40个

随机字母。40个随机字母同时呈现, 分为上下两行, 每 20个字母为一行,每 5个字母为一单元,单

元之间间隔一个半角空格。呈现字母的高度为 1厘米, 被试眼睛距视屏 0�75 米, 单个字母构成的

垂直视角为 0�76#。120秒后呈现结束,发给被试问卷,开始测验。

2�3�2 � 测验阶段 � 测验用问卷进行。问卷发给被试时沿虚线折叠。首先要求被试填写姓名、系别
和年龄,期间主试提请被试注意,测验有两个,要求是不同的。40秒之后,被试开始答卷,半数被试

使用 A型问卷,先进行包含测验,后进行排除测验;另半数被试使用 B型问卷,先进行排除测验,再

进行包含测验。包含测验的指导语为: �请您在 20个下划线处填上符合规律的字母。如果您对呈

现字母排列的规律没有把握,凭直觉填上符合规律的字母亦可, 勿留空白, 时间为 1分钟 20秒 。
排除测验的指导语为: �请您在 20个下划线处填上字母, 但不要使之符合呈现字母的规律, 以便我

们准确了解您是否真正找出了规律。时间为 1分钟 20秒 。包含和排除测验各限时 80秒,进行一

个测验时不得翻看另一测验的内容。

一轮实验结束后,被试观看 VCD, 40分钟后开始下一轮实验。16名被试在三轮实验中进行包

含测验和排除测验的顺序完全平衡。

我们之所以采用这样的三轮实验模式,是由于内隐获得知识的保持时间很长,有关的研究表明

至少在 27天以上[ 8] ,甚至在 2年以上[ 10]。在这种情况下, 采用平衡参照实验和实质实验的顺序的

方法来控制顺序效应,会产生这样的问题:首先进行实质实验的半数被试,其内隐加工的影响在进

行参照实验时可能尚未消除, 结果导致�无意识的污染 ,使 A、B和 R三个参数的估计出现偏差,进

而错估外显学习和内隐学习对完成作业的贡献。

为此,我们在正式实验之前进行了一组预备实验。预备实验所用被试的性别与系别与正式实

验的被试相匹配。预备实验共进行四轮,所用材料均为四组随机英文字母,我们用 SSPSWIN6. 0-

Regression- Linear 对第 2- 4轮实验的包含和排除测验成绩( pi 和 qi ) , 以及外显和内隐记忆贡献

( ai和 bi )进行回归分析, Method选项为 Backw ard, POUT = 0. 10,第三轮实验的参数 â3 和 b̂ 3 能够

依据前面的实验数据建立最有效的回归方程,其回归方程、方程显著性和决定系数如下:

â3= 0. 684a1+ 0. 606b 1- 0. 610 b2+ 0. 139, 其 F= 9. 808, P= 0. 002, R2= 0. 710;

b̂ 3= - 0. 338a1+ 0. 188, 其 F= 6. 336, P= 0. 025, R2= 0�312。
据此,我们在正式实验中,于第三轮进行实质实验,将前两轮实验作为参照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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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结果

� � 两个参照实验以被试的测验作业是否与学习项目相同为指标; 实质实验以被试作业是否符合

规则(包括与学习项目相同)为指标。被试在实质实验的包含测验中填空使用符合规则字母的比例

为P,排除测验中填空使用符合规则字母的比例为 Q。我们用被试在两个参照实验的排除测验中

填空使用符合规则字母的比例的均值,作为随机因素对被试使用符合规则字母填空的影响( R)的

估计值。外显记忆和内隐记忆在实质实验中对作业的贡献( A 和 B)通过回归方程,由参照实验的

参数进行估计。最后,由 P、Q、R、A、B 五个概率值, 计算出在外显指导语条件下, 外显学习和内隐

学习对作业的影响, 计算由 C语言编写的程序完成。结果可见表 1。
表 1 � 实质实验的各项参数及计算结果

P Q R A B 外显学习 内隐学习

平均值 0�76 0�17 0�27 0� 36 0� 08 0� 348 0� 136
标准差 0�13 0�09 0�04 0� 06 0� 03 0� 303 0� 176

4 � 讨论

� � 从表 1我们看到,被试对于具有一定规则的字母系列, 表现出非常显著的外显学习效应( Z=

4�579, P< 0�001)和内隐学习效应( Z= 3. 091, P< 0. 001)。这个研究结果说明, 学习过程往往同

时包含内隐和外显两个方面的加工;而且在外显学习指导语的实验条件下,外显学习效应大于内隐

学习效应,配对样本 T 检验表明差异显著( P= 0�019)。
我们近期曾进行这样一项研究[ 12] :学习阶段的指导语要求被试记住呈现字母及所在位置,这

种指导语是内隐学习指导语; 在测验阶段,包含测验要求被试在下划线处填上学习阶段呈现的同一

位置的字母字母,如记不真切,就进行猜测;排除测验要求被试在下划线处填上字母,但不要使用学

习阶段呈现的同一位置的字母。其余的实验条件均与本实验相同。实验结果见表 2。
表 2� 在内隐学习指导语条件下的各项参数及计算结果

P Q R A B 外显学习 内隐学习

平均值 0�80 0�17 0�28 0� 59 0� 11 0� 093 0� 150
标准差 0�06 0�04 0�04 0� 05 0� 03 0� 134 0� 175

� � 如果我们把两项研究中实质实验的包含测验( P )进行比较,就会发现, 在内隐学习指导语条件

下,被试填空使用符合规则字母的比例( 0�80 ∃ 0�06) , 虽稍大于在外显学习指导语条件下被试使用
符合规则字母的比例( 0�76 ∃ 0�13) ,但两者差异不显著( P= 0. 221)。这个结果似乎验证了 Reber

和M illw ard[ 1]等人的研究结论。但是,如果我们分析在两种实验条件下,外显学习与内隐学习对填

空作业的影响, 则会有更深入的发现: 内隐学习的影响在两种实验条件下没有显著差异( P =

0�633) ;而外显学习的影响则不同, 在外显指导语条件下,其影响显著大于在内隐指导语条件下的

影响( P= 0. 015)。被试在外显学习指导语条件下更少使用符合规则的字母填空,并非是外显指导

语干扰了被试对规则的掌握(事实上恰好相反) ,而是在这种实验条件下,被试对规则的了解和掌

握,在作业中所起的作用尚未超过记忆的影响。我们以两项研究的预备实验的第 3轮实验为例,在

内隐指导语条件下[ 12] ,外显记忆和内隐记忆的影响都大于在外显学习指导语条件下的影响,外显

记忆的差异非常显著( P= 0. 000) ,内隐记忆的差异未达显著水平( P= 0. 202)。这说明, 不能单纯

用作业成绩来评估被试对潜在规则的了解和掌握,把作业成绩作为评估内隐学习的指标,更是存在

疑问的。

作业成绩受到记忆和学习等因素的共同影响。了解到这一点, 关于外显学习指导语的许多似

乎相互矛盾的研究结果便很容易得到解释。比如: Berry 和 Broadbent[ 5]发现在通常的实验情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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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显指导语有害于作业; 但在规则极显明易见时,外显指导语则有益于作业。这是因为, 在规则极

显明的条件下, 外显学习指导语虽然干扰了记忆, 但能更大幅度地使被试掌握规则,故提高了作业

成绩;而在规则隐晦的条件下,如 Reber 所言,当不能找到规则时, 寻找规则是无效的,外显学习指

导语既干扰了记忆,又不能使被试更好地掌握规则,作业成绩当然下降。Reber 说过, 当鼓励被试

去寻找他们不可能找到的规则时,这种外显指导语就会起到一种干扰作用,反而降低了他们的成

绩。这句话是正确的,只不过外显指导语所干扰的是记忆, 而非学习。

我们知道, Reber[ 2]发现, 内隐学习指导语( �学习并记住这些字母串 )对作业产生的效果优于
外显学习指导语( �发现隐藏的规则,以便更好地记住这些字母串 ) ;而 Millw ard[ 11]使用较长的字

母串重复了Reber[ 2]的研究(最长的达11个字母,而 Reber 在研究中使用的字母串最长为8个) ,却

没有发现外显和内隐指导语所造成的差异。这种结果可以这样解释:字母串加长,增加了记忆的难

度,降低了记忆因素在不同指导语下的敏感性。这样, 在 M ilw ard 的研究中, 记忆与学习这两个因

素在两种指导语条件下此消彼长的程度相当, 因而它们综合表现出的作业成绩没有显著差异;而

Reber的研究不然, 由于字母串较短, 记忆因素在不同指导语条件下表现更敏感性, 当采用外显学

习指导语时,指导语促进学习(了解和掌握规则)的正效应, 小于指导语干扰记忆的负效应, 整体效

果表现为作业成绩的降低。甚至,我们可以推测, 如果 M illw ard将字母串继续加长, 或者将规则变

得更简明, 则外显学习指导语的效果可能会变得优于内隐学习指导语。还有, How ard 和 Ballas[ 4]

研究发现, 在刺激模式不可能从语义上加以理解的情况下,外显指导语降低了成绩,在刺激模式可

以从语义上加以理解的情况下提高了成绩。这个结果可从这个角度加以解释: �可以从语义上加以
解释 增加了学习因素在不同指导语条件下的敏感性。大量的同类研究结果,限于篇幅, 不再赘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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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he  mental block of mental abnormality, and paying at 

tent ion to mechanical application of the mode of audlts%

mental abnormality behav ior but neglecting the  age fea 

ture of students% mental abnormality . The aim of this

r esearch w as to r ev eal and discuss the emphasis of school

mental counseling i. e. : 1) the students% developmental

counseling; 2) the adjustment of mental block to stu 

dents% mental abnormality; 3) t he age feature of stu 

dents% mental abnormality as a basis of mental counseling .

It also pro vided t he theor etical foundation for streng then 
ing the validity of school mental counseling, continuing

t he educat ion of mental health successfully and improving

students% mental quality .

Key Words: mental counseling at school, adjustmen 

tal mental counseling, developmental mental counseling ,

mental block, mental disorder.

A PRIMARY STUDY OF THE CONSTRUC 
TION AND INTENTION OF PARENTAL

AWARENESS

Sang Biao, Tang Jian
(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 � In this study the concept of parental awareness was

hypothesized to explain w hy parents adopt different types

of par enting. U sing a questionnaire in samples of 300 cou 
ples of Chinese parents, we ident ified 13 factors of mater 

nal awareness and 9 factors of fatherly awareness through

factor analysis. The typical maternal awareness of the

Chinese mothers was the sense of self- loss and the sense

of the parent - child identity ; and the awareness of the

Chinese fathers w ere t he sense of the acceptance and duty

of t he family , to gether with t he feeling of being contro lled

by the family. There were some common factors as well

as some differences in the construction and intention of

maternal aw areness and fat herly aw areness.

Key Words: parental awareness, maternal aw are 
ness, fatherly awareness, children.

A STUDY OF FACTORS INFLUENCING THE

PROSOCIAL BEHAVIOR OF CHILDREN

L i Dan
( Department of Applied Psychology, Shanghai Normal Universi 

t y)

� � The study focused on factors influencing prosocial

behavior o f primary school children. The r esults indicated

t hat  anx iety was an important facto r r elated to prosocial

behavior and peer relationships, and peer r elationships was

another impor tant factor which affected personality traits

and prosocial behavior . So school education could promote

the pr osociality of children by improving peer r elationships

and reducing anx iety.

Key Words: prosocial behav ior, peer relationship,

interpersonal faith, manner of cultivation, personality

traits.

RESTUDYING THE EFFECTS OF EXPLICIT

LEARNING INSTRUCTION

Du Jianz heng
( Inst itute of Psychology, Beijing)

Yang Zhiliang
( Psychology Department,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 � Using the pr ocess- dissociation pr ocedure, the pre 

sent paper restudied the effects of explicit learning instruc 
tion. The result showed that under the instr uction of ex 

plicit learning, the subjects% performance w as poorer than

that under the instruction of implicit learning , but it did

not come as a result of t he fact that explicit learning in 
struction inter fered with the subjects% understanding of

the rules. In fact, explicit learning instruction accelerated

the subjects% master y of the rules. The r eason o f incon 
stant results in the ear lier studies on this topic was that

they were studied w ith a task - compar ison par adigm,

w hich failed to effectively separate the effects of explicit

and implicit pro cesses, and these of memory and learning.

Key Words: Pro cess - dissociation procedure, im 

plicit learning, t he explicit learning instruct ion.

AN ANALYSIS OF THE PRESENT STATE,

SPECIAL FEATURES AND DEVELOPING

TRENDSOF JEALOUS STUDIES

Wang X iaoj un
(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Normal College, Shenzh en Universi 

ty)

� � Based on the jealous studies as found internationally

in treat ises and books in t he psychological field in 1981-

1998 , this is a categorizational resear ch in theory and

confirmatory practice on present - day jealous studies.

The research aims at setting fo rth the present state, spe 

cial features and developing trends of jealous studies.

Key Words: jealousy study, pr esent state, special

features, developing trends.

AN EXPERIMENTAL RESEARCH ON

HEALTH BELIEF, HEALTH BEHAVIOR

AND HEALTH LEV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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