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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篇理解中语境对代词理解的影响 

高 兵 ，。 杨玉芳 

(。中科院心理所脑与认知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北京．100101) 

( 中科院研究生院，北京，100039) 

摘 要 该研究考察了语篇理解中整体语境和局部语境对代词理解的影响。向被试呈现语篇，其中包括带有语义偏向的整体 

语境和局部语境以及代词。要求被试判断代词的所指。结果发现，当代词和整体语境出现时，被试并不立刻判断，等局部语境 

也出现以后，才判断代词的先行词。这一结果支持“首先建立句子表征，再把句子表征与语篇表征相整合”的分阶段加工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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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语篇理解 中要进行复杂 的句法和语义加工。 

其中，语境能够有区别、有选择的激活语义，然后在 

词汇通达的基础上 ，所提取的语义与对话语的连贯 

解释进行整合，这一过程叫做语义整合(semantic 

unification)。关于语义整合的一个尚存争论的问题 

是 ，语篇理解中句子层次和语篇层次语义整合发生 

的先后问题。对该问题有两种对立的观点。一种认 

为首先建立 句子表征，然后再 与语 篇表征相整 

合l_lq J，本文称作分阶段加工观点。另一种认为并 

不存在句子水平和语篇水平整合的区别，如 Berkum 

等l_4 认为，词汇可以直接与语篇表征相整合，句子 

水平和语篇水平的整合速度是一样的，本文称作联 

结主义观点。本研究考察了代词的加工如何受整体 

语境和局部语境的影响，从而进一步探讨了句子水 

平整合和语篇水平整合的关系问题。 

Halliday等 6 J认为，指代是语篇衔接的重要方 

式。要理解语篇，必须在代词与其先行词之间建立 

联系，从而确定代词的所指。很多前人研究l_7叫0J认 

为，在语篇理解中，如果代词的前述文本中有多个实 

体，句法是影响人们确定代词指代对象的首要因素。 

这些研究考察的都是当两个分句相邻时的指代理解 

问题，而且忽视了语义在代词理解中的作用。而在 

实际语篇中，代词可能出现在复杂的语境中，其理解 

可能受到复杂语境中语义的影响。例如 ： 

当他演唱歌曲的肘候，大家兴奋的叫了起来。 

如果这个句子前面出现 了多个实体，人们在确 

定代词所指时，可能受到两种来源语义信息的影响： 
一 是代词所在句子内的语义因素，即局部语境(1ocal 

context)；二是代词所在句子前 的语篇语境 中的语义 

因素，即整体语境(global context)。研究l_l卜 J表 

明，两种语境对代词的理解都有影响，但这些研究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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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考察如果语篇中同时具有整体语境和局部语境， 

代词的理解受到怎样的影响。 

本研究考察在语篇呈现过程中，两种语境对代 

词理解的影响，以进一步考察语篇水平和句子水平 

加工的关系。实验逻辑是，如果分阶段加工观点正 

确，那么代词出现时，人们不能即时根据整体语境判 

断代词所指，而要等局部语境呈现以后才能判断。 

如果联结主义观点正确。那么代词出现时，人们能够 

根据已呈现的整体语境即时判断代词所指。 

2 实验研究 

2．1 方 法 

2．1．1 被试 32名本科生，所有被试视力或矫正视 

力正常，母语为汉语，讲普通话，参加实验可获得少 

量报酬。 

2．1．2 实验材料 

正式实验材料为 24个结构类似的语篇。其结 

构为：共六个短句，前两个短句每句出现一个重要实 

体且都在主语位置。前四个短句作为整体语境并在 

语义上偏向其中一个实体 A。代词出现在第五个短 

句，代词后第五到八个字的动词词组(例如“表演角 

色”)作为局部语境并在语义上偏向另一个实体 B。 

有研究认为，人们容易把前句中首先提及的实体看 

作代词的指代对象。为了控制这种“首次提及效 

应”，在一半语篇中，整体语境所偏向的先行词在第 
一 个短句主语位置出现，在另一半语篇中，整体语境 

所偏向的先行词在第二个短句主语位置出现。实验 

材料举例 ： 

影星前来观看 国家队训练 ，一位教 练正在 对 国 

家队的训练进行指导。这次训练主要是一些基本功 

练习，这对比赛是非常重要的。在他按照要求“表演 

角色”的时候，训练就正式开始了。首先对整体语境 

进行评定 ：呈现每个语篇 的前 四个短 句和语篇 中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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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的两个实体，让被试根据 两个实体出现在下一句 

中的可能性对两个实体打分。整体语境所偏向的实 

体为 A，极不可能出现，得 1分。另一个 实体为 B。 

如果认为实体 A极有可能出现，得 5分，如果认为实 

体 B极有可能出现，得 5分，极不可能出现，得 1分。 

如果认为实体 B极有可能出现，得 5分，极不可能出 

现，得 1分。在5点量表上打分。每个被试要对 24 

个语篇打分，每个语篇要对两个实体分别打分。16 

名大学生参与评定。比较按项 目求得的平均数发 

现，实体 A得分(M =3．77，SD：0．63)显著高于实 

体 B 得 分 (M =2．31，SD =0．74)，t(23)： 
一 9．213，P=0．000。表明语篇整体语境的语义偏向 

符合要求。此外对局部语境进行了评定：让被试在 5 

点量表上判断一些事件(“先行词 +局部语境的动词 

词组”，例如“影星表演角色”或“教练表演角色”，)在 

通常情况下发生的可能性 ：1为非常不可能 ，5为非 

常可能。16名大学生参与了评定。比较按项目求得 

的平均数发现，典型条件得分(M =4．73，SD=0． 

4O)显著高于不典型条件(M =2．O0，SD=0．68)，t 

(23)=19．37，P=0．000。表明编制的材料符合设定 

的典型和不典型条件要求。 

实验材料看起来很不通顺。为了消除被 试的疑 

虑和预期，实验材料还包括 24个填充语篇。对实验 

材料进行录音。发音人为女性，受过播音训练 ，说标 

准普通话。采样频率为 22050Hz。发音人的声音经 

采样后，形成数字声音文件。把声音文件切分成单 

个的语篇 ，以编入实验程序。 

2．1．3 实验仪器及程序 

仪器 ：Pentium Ⅲ电脑 ，17寸彩色显示器。用 E 
— prime编写程序 ，控制材料呈现并记 录被试反应 。 

被试 以自然姿势坐在电脑前 ，眼睛与刺激呈水平 ，距 

离约 45厘米。 

程序：用计算机以听觉方式连续不断的呈现语 

篇，要求被试听并理解语篇，并对代词所指作判断。 

在语篇呈现过程 中探测被试对代词的理解 ，一个探 

测时间点是语篇 中代词刚刚呈现完毕后 (T1)，另一 

个探测时间点是局部语境刚刚呈现后(T2)。屏幕上 

每次会在其中一个时间点出现该语篇第一和第二句 

中出现的两个先行词，要求被试根据听到的内容尽 

快判断代词所指代的是哪个词，并按“F”或“J，，键反 

应 。记录被试的反应和反应时。如果被试在 5秒内 

不能做出判断，就视为放弃 ，实验结果作为缺省值 处 

理 。语篇呈现完毕还要 回答一个 问题 ，以鼓励被试 

认真听语篇。正式实验之前被试要充分练习。 

24个正式语篇按拉丁方分为两组，每一组实验 

材料中都包括24个语篇，其中 12个语篇的探测位 

置在代词“他”出现之后 ，另外 l2个语篇探测位置在 

局部语境呈现完毕后。32名被试分为两组，每组被 

试对一组实验材料进行反应。 

本实验主要关 心的是，在时间点 T1，被 试更 多 

的把代词理解为哪个先行词，在时间点 T2，被试更 

多的把代词理解为哪个先行词。 

2．2 结果 

对 T1和 T2两个时间点被试把代词理解为实体 

A和实体 B的次数分别进行了统计。分别按被试和 

项目计算了各条件下的平均数，参加后面的 t检验。 

各条件下的平均数见表 1。 

表 i 两个时间点的平均选择次数 和标准差 

被试总共应 做出 768次选择 ，实际做出 697次 

选择，造成 71个缺省值，占应有数据总数的9．24％。 

由于缺省值过多，不适宜对选择次数进行一个样本 

的 t检验 ，因此进行了配对样本 的 t检验。在代词刚 

刚呈现完毕时，被试把代词理解为整体语境所偏向 

的实体 A 还是另一个实体B没有差别，配对样本 t 

检验 表 明，t1(31)=1．01，P=0．32，t2(23)= 
一 O．25，P=0．80。而在局部语境刚刚呈现完毕时， 

被试更多的把代词理解为局部语境所偏向的实体 

B，配对 样本 t检 验表 明，t1(31)= 一5．66，P= 

O．00：t2(23)=一7．84，P=0．00。这说明，当整体语 

境和代词出现而局部语境还没有出现时，被试虽然 

对代词 的先行词进行了选择 ，但没有 因为整体语境 

偏向实体 A 而把代词更多的理解 为A，而是处于机 

遇水平。而当局部语境也出现且与整体语境矛盾 

时 ，被试更多把代 词理解为局 部语境所偏向的先行 

词。 

还比较了两个时间点的反应时。首先以有效数 

据的平均数加减两个标准差作为临界值，把临界值 

以外的极值删除。分别按被试和项目求得两个时间 

点的反应时平均数，参加后面的 t检验。各条件下 

的平均数见表 2。 
表 2 两个 时间点的平均反应时 (ms J和标准差 

对两个探测时间点的反应时数据进行的配对样 

本 t检验 ，结果表 明，t1(31)=6．57，P=0．00；t2 

(23)=6．49，P=0．00。这说明，在代词刚刚呈现完 

毕时被试的判断显著慢于在局部语境刚刚呈现完毕 

时的判 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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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讨 论 

语篇理解中关于句子层次和语篇层次语义整合 

的先后问题，主要有两种对立 的观点，一种是 Cutler 

和Clifton[ ]以及 Kintsch等【 ， 所坚持的分阶段加 

工观点，认为首先建立句子表征，再把句子表征与语 

篇表征相整合。另一种是 Berkum等_4．5 J所坚持的 

联结主义观点 ，认为并不存在句子水平 整合和语篇 

水平整合的分别。 

在本实验中，请被试根据语境判断代词的指代 

对象。结果表明，当整体语境和代词出现时，尽管整 

体语境偏向实体 A，但被试把代词理解为先行词 A 

跟理解为先行词 B的次数没有差别。由于这是在迫 

选条件下得到的结果，因此可以推测，此时被试可能 

并未确定代词的指代对象。而当代词后面的局部语 

境也出现时，被试更多的根据局部语境理解代词，表 

明被试 此时受局部语 境影响 已经形 成 了明确 的判 

断。这一结果不符合 Berkum等l-4．5 J的联结主义观 

点。根据这一观点 ，当代词 出现 时，被试会立刻根据 

已经呈现的整体语境判断代词所指。而实验结果表 

明，被试并未形成代词的理解倾 向。该 结果 更符合 

Cutler等[ 】和 Kintsch等【 ，3 J的分阶段加工观点。 

根据这一观点，当代词出现时，被试将不急于判断代 

词的指代对象，而当代词后面的局部语境也出现的 

时候，被试才判断出代词的先行词。 

值得注意的是，从反应时可以看出，在整体语境 

和代词刚刚呈现时进行判断，速度明显慢于局部语 

境呈现完时的判断速度。由于从代词呈现完毕到局 

部语境开始呈现之间的间隔时间大约不到 1秒，而 

在前一个探测点的反应时平均为 1300多毫秒，因此 

前一个探测点的判断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局部语 

境的影响。但也可能是另一种情况 ，即：在迫选条件 

下，被试倾向于在代词呈现后并不立刻判断，而是等 

后面的内容呈现一些以后再进行判断，从而判断速 

度明显变慢。因此，结合被试的反应和反应时数据， 

我们认为在一般情况下，被试在整体语境和代词刚 

呈现时并不立刻形成判断，而是等局部语境也呈现 

后才进行判断。 

3 结论 

在语篇理解中遇到代词时，如果这一代词的前 

述语境中有多个先行词，人们并不能立刻根据其整 

体语境判断代词先行词，而是要等代词所在的句子 

内的关键信息呈现后才能判断其先行词，这一结果 

支持“首先建立句子表征，再把句子表征与语篇表征 

相整合”的分阶段加工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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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和高三。 

5．4 对于不同的性别 ，民族对个性发展过程的影响 

是不同的。总体上看，男性青少年之间个性的民族差 

异大于女性青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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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n the Personality Development of Teenagers in 

Ningxia Province 

zhong Gaofeng ，Shi Wendian ，Shen Deli 

( School of Educatiorua／Science．Ningxia University，Yinchuan，750002) 

( Research Center of Psychology and Behavior，Tianjin Normal University，Tia in，300020) 

Abstract 2880 students from Ningxia Hui Autonomous Region weere assessed with the personality sub-scale frrJm the Mental Health S[ e for 

Adolescents．The results showed after the 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CFA)and analysis of variance(ANOVA)：(1)Personality Sub-scale 

proved to have a high reliability，but low reliability for each dimension of personality．(2)Striking difference were found in perseverance，,self- 

restraint，introvert／extrovert，adaptability and anti—frustration dimension， but no obvious difference in optimist／pessinfist，responsibility， 

adventure and independence dimension．Both similarity and difference were found to exist in the personality 0f Hui and F'lan teenagers．(3) 

The in／／uence on the pe．rsona／ity development varies from sex，different personality dimension and different nationality． 

Key words．teenager，personality，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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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fluence of Context on Pronouns Comprehension 

in Diseourse Comprehension 

Gao Bing 一。Yang Yufang 

( State Key Laboratory of Brain and Cognitive Science．Institute of Psychology，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Beijing，100101) 

( Graduate School，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Beijing．100039) 

Abstract This study examined the influence of global and local context on the pronoun comprehension in discourse comprehension．In 

each discourse，there were global context，local context and pronouns．The subjects were asked to listen to and judge the antecedents 

of the pronouns．The time points，when the responses were supposed to be given，were after either the pronoun(T1)or the local 

context(T2)was presented．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subjects didn’t give judgements on the antecedents of the pronouns at T1． 

but gave judgements at T2．The results supported the hypothesis that“the sentence representation is constructed before it is integrated 

into the discourse representation”。 

Key words：pronouns comprehension，discourse，global context，local context，antecedent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