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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信息加工 理论 诞生 以 来
,

心 理学 家对记 忆 的看法发生 了 变化
,

记 忆 被理解 为 信息 的 输

人
、

编码
、

贮存 和抽 取 的过 程
。

多数 心 理学 家 还 相 信记忆 可以 区分 为不 同的 阶段
,

如感觉 登

记
、

短时 记 忆
、

长时 记 忆 等等 ( L i n d s a y 吕 N o r m a n , 1 9了2
、

A t k i n s o n & S h i f f r i n
, 1 968 )

,

尽 管 有证 据表 明 认 为不 同 的 记 忆有 不 同 的 结 构的 看 法 不 甚恰 当
,

或 许用 不 同 的加 工 水 平
,

不

同 的 译 码 机制 等来说 明 更为 合理
,

但 多数人 还 是 相 信在 机能 上将记 忆过 程粗 略 地 区 分 为短 时

记 忆和 长 时记 忆起 码 是有用 的 ( K fa t z k y , 197 5)
,

我 们 并 不 是 非把 它 们 设 想 为 两 个不 同 的 系

统 不可
,

也可 以 将 它们 理解 为同一 系 统 的 不 同 方 面
。

无论 是短时 的记 忆还是 长时 的 记 忆
,

都 牵 涉 到这 样 一 个 问题
,

即
,

我 们 头 脑 中的 信息 是

如何 提 取的 ? 在 人类 记忆 系统 中
,

信 息 提 取 和 信息编 码
、

贮存 具有 同 等的 重 要 性
,

在 某 种程

度 上甚 至 可以 说 更 显重 要
,

因为记 忆的 终 极 目的 乃 是 信 息 的 使用 一
一 抽 取过 程

。

假 如让 你识 记 6 个 单词
,

识 记完 毕 马上 给 出 另一个 词 让你 来判 定在 原 来识 记 的 项 目 中有

没 有这 个词
,

这是 一个短时 记 忆 的 信息 抽 取 问题
,

任 务 非 常 简单
,

谁都 能完 成
,

但要 我 们说

明 自 己究 竟是 怎 样作 出特定 的 判定 的
,

却 不 是 一件 容易 的 事 情
。

通常 我 们把要 识 记 的 项 目称

作 记 忆字 表 (M em or y n st )
,

把对 之作 出 判定 的 项 目称 作 探 测词 ( Pr ob
e )

。

无疑
,

判 定 过程 牵

涉 的 就是 如何 将 探测词 和记 忆字表进 行 比 较 的 问题
。

如何 比 较 ? 这在 逻辑 上存在 几 种 可 能

性
:

第一 种可 能是平 行加工 ( P ar al le l Pr o ce s s in g)
,

也就 是说 在 出现 探测 词 后
,

我 们 同时检

查 记 忆 字表 中的所有项 目
,

如 果 其 中有 和 探测 词 一 样的 项 目就 作 出 “是 ” 的 判 定
,

没 有 就作

出 “ 不是 ” 的 判定
。

第 二种 可能 是 系列 搜寻 (Ser i al Sea r ch in g)
,

也 就是 说 我 们 在检 查 记 忆

字 表时 是 一个项 目一个项 目逐 个进 行的
,

而不 是 同 时检 查 所 有 的 项 目
。

在 系列搜 寻 下又 存在

两种 可 能
,

一是 所谓 的 “ 自动 停止 的 搜 寻 “ ( S e l f t e r m i n a t i n g S e a r e h )
,

即 在 检 查记 忆字表

时
,

一旦 找 到匹 配的项 目
,

搜寻便 停止
。

另一 是 所 谓 的 “ 从 头 至 尾 的 搜寻 ” ( ex hau sti \;e Se
-

ar c h)
,

即 在 找 到 匹 配项 目后搜寻并 不 停止
,

而 是检 查完 整个 字 表后 才作 出 判定
。

这 种搜 寻

就 直 觉 来说 是不 可 能 的
,

似乎存在 无 效劳 动
。

如上的 几 种 可能性 中到 底哪 种符 合实际 情 况? 抑或都 不 正 确或都 正 确? 这 就 是 一直 困 扰

心 理学 家的 信 息抽 取方 式 问题
。

s t e r n b e r g 的 早期 研 究

最 早 研究 短时 记忆 信 息 抽 取 问题 的 是 s
.

s t e r n b e r g ( 19 6 6
、

zo 6 oa )
。

s t e r n b e r g 想 到 了

用 “ 反 应 速 度 ” 来研究 抽 取 问题 的 可 能 性
,

他 想
,

如果前 面 所说 的 平 行加 工 模型 是 抽取 的 机

制的 话
,

那 么 记 忆字 表的 长度对 抽 取时 间应 该 无影 响
,

即 对不 同 长 度的 记 忆字 表
,

只 要在
ST M 的 容量 之 内都 能同 样快 地 作 出 判 定 ; 相 反

,

如 果 串行 搜 寻 模 型 是 抽 取 的 机 制 的 话
,

那 么

带 作 者 现在 工 作 单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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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 记 忆 字表 长 度的 增加
,

反 应 时 间 ( R T ) 也应 呈线性增加 ( 如下 图)
。

基 子这 一 思 想
,

st er n b e r g 进 行 了他的 经典性 研究
。

他 采用 的是项 目再 认 法
。

在 实验 中他给 ss 呈现 1 一 6 个

RT RT

A 字表长度 字表长度

A 字 表 长度 B 字 表长 度

图 1 反 应 时 间和 记 忆 字表 长度 的 函 数关 系

人 、

平 行 加 工 模 型 的 预 测 B 、

申行 搜 寻 模 型 的 预 测

数字 或字 母
,

每 个项 目 的 呈 现 时 间是 1
.

2秒
,

在 记忆字 表 呈 现完 毕后 间隔 2 秒
,

便 出现 一 个

探测 词
,

让Ss 作 出判 定
。

如 果识 记项 目 中有探测 词
,

ss 就按 一 个代 表 “ye s,, 的 电键
,

否 则

就 按 代表 “N o ” 的 电键
。

例 如
,

给5 5呈 现 的是 758 4 1 ,

那 么
,

当 探测词 是 5 时
,

Ss 以 “ ye s,,

反 应
,

当探 测词 是 3 时
,

以 “N o ” 反 应
。

实 验要 求 Ss 在 确保 反应正 确 的前 提 下
,

做得愈 快

愈 好
。

实 验 中记 录 的 是 ss 的 反 应 时 间
,

即 出 现 探测 词 到Ss 作 出按键 反 应的 时 间间隔
。

St er n
-

b e r g 的 实 验 结果 如下 图 所 示
。

由 图 可 知
, 5 5 的R T 随识 记 项 目 增加 呈 线 性 增加

,

因 此可 以 认

为 串行 搜寻 模型 得到 证实
。

另 外 我 们 还 可 以 看到
,

作 出肯 定 和 否定 两 种 判定 的 反 应时 间没

只T

(叭S)

,

鑫 一班穷

用 s e r n b e r g 的 原 图 或标 准

这是 示意 图
。

字表长郎
·

图 2 s t e r n b e r g 实验 的 结 果 ( 示意 图 )

有 显 著 差 别
,

两 种 反 应 结果 的 拟 合 线 几 乎为 一
。

这 一 结果 和 “从 头至尾 搜 寻 ” 的 预测 是 一致

的
,

而 按 “ 自动 停止的 搜寻 ” 的 预 测
,

作 出肯定 判定 的R T 应该短
,

因 为作 出 否定 的 判 定必

须 搜 寻 整 个字 表
,

而肯 定 反应不 必
。

由于 在 实验 中探测词平 均来说处在 中间 位置
,

因 此Ss 对

肯 定 的项 目只 要 检 杏 一半 字 表就 够 了
,

这 在 图2 中应 该 表现 为ye “反应 的 拟 合 线 斜率 是 N O 反 应

的 一 半
,

而 实 际 并 非 如 此
。

根 据 如 上 实验 结 果
,

St e1’n b e rg 提 出短 时记 忆 的 信 息 提 取是 一 串

行 的
,

从 头 至 尾的 搜 寻 过程 的 观 点
。

St e r n b e r g 还 对实 验 结果 作 了进 一 步 的 分 析
,

他 认 为每

个 反 应 时 都 是 由 几 个 因 素 组 成 的
,

包 括 �读 探 测 词 并编 码 的 时 间
,

用e( m “) 表 示 ; � 将 探 测



词 和 记 忆字 表 中的项 目逐 一比 较并确 定 两者 是 否匹 配 的 时 间
,

如果 每比 较一 项 花C (m s )
,

则

做N 次 比 较 便花 CN (m s ) ; � 作 出决定并进 行 反应 的 时 间
,

用 d表 示
。

因 此
, R T = e 十 C N + d

= C N + ( e
+ d )

,

这是 一 个直 线 方程
, C 为 斜率

, e + d 为截 距
。

在 S t e r n b e r g 的 实 验 中
, C = 3 5 ,

(e
十 d ) = 3 9 7 ( 如 图 2 )

,

这 表 明Ss 每搜寻 一 个 项 目花38 m s时 间
,

而 编 码 和 反 应 等过 程 共

花39 7 m s o

2
.

对 s t e r “ b e r g实 验 的 反 应

St e rn be rg 的如上研究 结 果刊 布以 后 引起很 大 反响
,

很 多人对 他 的实 验 结 果表 示怀 疑
,

并 进行 了 更 广 泛 的 研究
。

这 些 研究 的 结果 很 不 一 致
,

有 许 多研 究证 实 St e rn b e r g 的 实验 结

果
,

也 有许 多研究表 明他 的 结论 值得重 新考 虑
。

w
.

G
.

Cha se 等 ( 19 6 9 ) 用 视觉 和 听觉 的材

料进 行 了 类似 st er n b er g 的实验
,

其结果 和 St e r n b e rg 的 实 验是 一致 的
,

只 是 识 记项 目 的

呈 现 和再 认项 目 (探测 词) 的 呈 现 是 同 感觉 道时 比 异 感 觉道 时要 快些
。

另 一 些 研究 者 采 用 不

同 年 龄 的 儿童
、

精 神病 患者
、

吸 毒者及 脑 损伤者 作 为 Ss 得 到 的 结 果也 和 St er n b e r g 的 实 验

相一 致
,

通常 的 结 果是不 同 种 ss 的 R T 拟合 线 的 截 距 不 同
,

斜率 却 是 相 同 的 ( A n d er s e t al
,

2 97 2
、

H a r r i s e tal
, 297 4

、

K o h e t a l , 195 3 , 5 0 15 0 , 1 97 9 )
,

这 表明 记 忆 搜寻 的 速率 相 当 稳

定
。

除 字母
、

数 字 以外
,

一些 研究者还 用 人脸 图 形
、

无意 义 图 形 等作 为材 料 进行 实 验
,

其结

果也 和从 头 至尾 的 搜寻模 型 相一 致
,

只 是 不 同 材料 时斜 率 不 一样 (St er n ber g , 196 9a)
。

有 那

么 多 的 研究 证实台te r nb erg 的 结 果
,

看 来 Ste r n be r g 的 从 头至 尾 搜 寻 模 型还是 颇 有生 命 力 的
。

但是 批评 也来 自各 方面
。

由于 S t er nb er g 对实 验结 果 的处 理 蕴含着这 样 一种 假设
,

即 识 记项

目 的 多少不 影 响对探 测词 的 编 码时 间和 判 定时 间
,

而影 响 的 只 是 搜寻 时 间
,

这 种 假定 受 到 了

怀 疑
。

K
、

Ki
r sne r ( 10 72 ) 进行 了 一 个实 验

,

这个 实 验几 乎和St er nb er g 的 实验 一 样
,

不 同 的

只 是 他并不 要求Ss 对探测 词作 出肯定 或否 定 的 判定
,

只 需 把 呈 现 的 探 测 词 念 出 来就行 了
。

按

S te rn be rg 的模 型
,

识记 项 目的 多少 对 “ 念 出 探 测词 ” 的 速度 应该 没 有影 响
,

但 实验 结 果 表

明
,

记 忆字 表 的 长度 对 “ 念 ” 有 显 著影 响
,

当识 记 项 目少 的 时 候
,

如 果探 测 词是 记 忆字 表 中

的 项 目则 其念 出的 速 度比 不在 字 表 中的 项 目快得 多
。

因 此
,

有 理 由相 信识记 项 目 的 多少 除 影

响搜 寻 阶段 外
,

对编码 和 决 定阶 段也有 影响
。

这 对st o r n be r g 是 一个 打 击
。

B r ig gs 找 Sw “n -

so n ( 19 7 。) 认 为
,

在 s te rn ber g 的实 验 中
,

同 一 个 探 测 词 有 时是 识 记 字 表 中的 项 目
,

要 作

yc s 反 应
,

有时不 是
,

要 作N o 反应
,

这就造 成 了所 谓 的 “ 反 应 不 一致 性 ” 。

他 们 发 现
,

如 果

消 除这 种不 一 致 性
,

则R T 函 数趋于 对数 函 数而 非 直 线
,

这 一 现象 St er nb e rg 难 以 给 予 说 明
。

St er nb er g 的 “从 头 至 尾 搜寻 ” 模 型 的 另 一个 明 显 困难 是
,

不 能 对 搜 寻 为 什么 不 是 “ 自动 停

止
”

作 出有 力的 说 明
,

因 为后者 就直觉 来说 效率 更 高
。

St er n ber g ( 1 96 9a) 提 出
,

之 所 以 搜

寻 不 是 自动 停 止
,

可 能是 由 于搜 寻 中比 较过 程 进行 得很 快
,

而 作 出判 定 却 花时 间长
,

因 此
,

不 如 搜 寻 完 毕再 作判 定 比 每作 一 次 比 较就作 一 次判 定 更 快
。

这 样 的 解 释 当 然是 不 能 令人 满 意

的
,

因 为每 次 比 较时 如 果 不 作 出是 否 匹 配 的 判 定
,

搜 寻 完 毕后 又 根据 什么 来作 出 判定 呢 ? 另

外
,

从 头至 尾 的 搜 寻 模 型 对一 些 实 验 中发 现 的 系列 位 置 效 应不 能 很 好地 作 出说 明 ( C or ba lli s,

1 9 7 2
、

M o r i n , 19 6 7
、

C l i f t o n e t a l , 19 7 0
、

K l a t z k y
, 29 7 2

、

B u r r o w s e t a l
, 19 7 1 )

。

对 肯定

判 定 ye s 来说
,

探 测 i司在记 忆字 表 中所 处 的 位 置 是 否 对 R T 有 影 !llfl] 在 鉴 别 “ 从 头 至 尾 ” 还 是
“ 自动 停止 ” 上 有 举足 轻 重 的 地 位

。

自动 停止 的 搜 寻 模 型 很容 易解 释这 种 效 应
,

出现 首因 效

应和 近 因 效应 可 以解 释 为搜 寻 万幻从从 两 端开 始
。

那 么
,

为 什么S te r ”be r g等 人 的 实 验 中没 有 发



现 系列位 置效 应 呢 ? 自动 停止 搜寻 模 型 的倡导 者们认 为 那 是 由于s ter nb er g 的 实 验 中呈 现识 记

项 目的 速 度太 慢
,

间隔 太长
,

充 分 的 复述掩 盖 了 系列 应
。

还 有的 人 认 为s t e r n b e r g用 的

识记 项 目范 围 太 小 ( 1 一 6 ) 也 是 一个原 因
, F al ma g n 97 5 )

( 19 7 3) 通 过 增加 项 目和加 快呈 现 速率 便获 得 了 系列 位 置效 应
。

、

T h e o i s ( 2 975 )
,
A n d e r s

W i n g f i e l d 等 ( 1 9 7 0
、

198 1 )

还 别 出 心 裁 地想 出了在再 认时 运用 多个 探 测词 的 实 验 方法
。

在 这种 情况下 可 以给5 5 规 定 两种

判 定 条件
,

一种称 为 “ 或 ” 条 件
,

即 只 要在 探 测 词 系 列 中有 一个是 记 忆字 表 中的 项 目便要 作

ye
s 反 应 , 另一 种称 为 “ 与” 条件

,

即 只 有在 探测 词 系列 中的 所 有项 目都 是记 忆字 表 中的 项

目时 才 作 ye s 反 应
,

其它 均作N o 反 应
。

w in g f i el d 的 实 验发 现
,

在 “ 或 ” 条件下
,

除 N O 反

应 必须 将探 测 词 系列 中的所 有 项 目 与记 忆字 表 相比 较才 能作 出判 定 外
,

对ye s 反 应 5 5 并 不是

串行搜寻 整 个 探 测 词 系列 才作 出判 定
,

而是 自动 停止 的
,

即 一旦 搜 寻 到 一 个匹 配 的 项 目便 作

出y es 反 应
。

在 “ 与 ” 条 件 下情 况 是 相反 的
,

即 除 作 出ye s 反 应必 须 从头 至 尾 搜寻 外
,

对 N o 反

应是 自 动停 止 的 搜 寻
。

总 的说 来
,

st er n ber g 的 模 型 在 受 到 多 方 支持 的 同 时也受 到 了 自动 停止 的 搜 寻模 型 的 倡

导者 的 严重 挑 战
,

而 St e1’ n be r g 等 也 同 样 指 出 了 令对 手头 疼 的 问 题
,

即尽 管他 们 的 实验 中出现

了 系 列 位 置 效应
,

但 奇 怪 的 是 他 们的 实 验 中 ye s 判 定 和 N o 判 定 的 拟 合 线 的 斜 率 通 常 也 是 很

接近 的
,

两者并 非 所预 测 的 一半 关 系
。

3
、

平 行 加工 说 与 直 通模 型

平行加 工 的 观 点 并不是 在 研究短 时记 忆 时提 出 来 的
,

早 在 st e r n b e rg 之 前
,
N e i s s e r

( 19 6 3 )在解 释 他 的 视 觉搜 寻 ( V i s u a l S e a r e h ) 实 验 时 就 提 出 了 平行加 工 的 设 想
。

N e i s s e r

在 实 验 中发 现
,

如果给5 5 以 足 够 的 训 练 的 话
,

那 么Ss 的搜 寻 速 率 将会大 大提 高
,

以 致 后 来搜

寻 10 个 项 目就象先 前 搜寻 一 个项 目一样 快
,
N e i s se r 认 为 这 就是 同 时加工 的 结果

。

但 后人 发 现

这 种训 练仅 对 同 一 字 表有 效
,

改换 新字 表时 几 乎没 有 什 么 迁 移
。

G r ab oi ( 1 9了1)
、

K ri s t o f ,

爬rs on ( 19 7 2 ) 的 记忆 搜寻 研 究 也表 明
,

训 练 只 对 同一 字表 有作 用
,

没 有迁 移
。

因 此 研究者

对这 种平 行 加工 说大 多持 否定 态度
。

在前 面 我 们 也看 到 st er nb er g 以R T 随 识记项 目多少而 呈

线 性 变化 轻 易地 否定 了 平 行加 工 说
。

但 是
,

一些 研究者 通过 对平 行加 工 模 型 的完 善并 辅 以 其

它 假设
,

对 以 上 困难 作 出 了 回 答
。

如
,

M ur d oc k ( 197 4 ) 就 认 为所 有 的 项 目都是 同 时加 工

的
,

但不 同 的项 目其速 率 是不 一样 的
,

加工 的 速率是 系 列位 置 的 函 数
。

如 此
,

ye “ 反 应的加

工 时 间就 是 在 所 有 系 列 位 置 上 的 平 均值
,

而 N o 反 应就 决定 于加 工 中最慢 的 那 个项 目 了
。

还

有 一些 包 含其 它思 想 的 平 行 加 工 模 型
,

如 T o w ns en d ( 197 1) 提 到 的 一种
。

这 种观 点引进 了
a 有 限加 工 能 力 ” ( l im i t e d p r o e e s s i n g C a F a e i t y ) 的 概 念

,

认 为加 工系 统有 一 固 定 的 加 工

能 力
,

如 果 同时 加 工 的项 目增 多
,

由 于 加 工 能 力的 分 享便 会使 每 一次加 工 比 较 的 持续期 延

长
,

如 此
,

这 一模型 便能 解 释 R T 与识 记项 目间的 函 数 关系 了
。

不 能说这 类 模型没 有 道理
,

但是 我 们 觉 得这 种模 型 与其说是 什 么 理论
,

不 如说 只 是 一些 普遍 的 假设
,

因 为它缺 乏 必要 的

实 验 证 据
。

另 外
,

按 照这 类 模型 的 预 测
,

额 外 的 加工 负担 应该不 只 影 响 截距
,

对斜 率也 该产

生 影 响
,

但W a t t e n b a r g e r 扮 p a e h e l l a ( 19 7 2 ) 的 实 验否定T 这 一点
。

正 当 平 行加 工 模型 和 串行搜 寻 模型
、

从 头至尾 的搜 寻 模 型 和 自动 停止 的搜 寻 模型 热烈 争

沦 的 时候
,

一 些 研究 者又 异军突 起
,

提 出 了 所 谓 的 直通 模型 (di r e c t ac ce ss mod el )
。

直通

模 型 和 前 面讲 到 的 平 行加 工有所不 同
,

尽 管 它和平 行加 工 说
,

一 样认 为不 存在 搜 寻 过 程
,

但 它



主张 的 不 是 同 时 比 较而 是 一种对 探测 词 的 内部 表征 的 “ 直 通 ” ,

即 直 接 提 取 (E ys en c k ,

1 97 7 )
。

这 一 模 型假 定 Ss 能直 接在 记忆 中 找到探 测词 的 位置
,

并 根据 其痕 迹强 度 即 熟 悉 值

大 小作 出判 定
。

Ss 在 内心 有 一标准
,

当 熟 悉程 度高 于 这 一标 堆 时便作 出 ye s 的反 应
,

否 则

作 N o 反 应
,

并 且
,

熟 悉 值愈 偏 离这 个标 准反 应速 度愈快
。

直 通模 型 受到 一 些 实 验 的 支 持
,

如B ad de l e y & E co b ( 1 97 3) 发 现
,

如果记忆 字表 中有重 复 的项 目
,

则 当 探测 词 是 这 个重 复

项 目时
, 5 5 的 反 应远 远 快于 其 它项 目

。

直 通模 型 认 为这 是 由于这 个项 目的 痕 迹 强 度大
,

即 熟

悉 值 比 其 它 高之 故
,

而从 头 至 尾 的 搜寻 模 型和 自动停 止 的搜寻 模型 则都 不 容 易对 之 作 出 解

释
。

直 通 模 型 对系 列位 置效 应的 解 释是
,

最初 和 最后 的 项 目比 中 间项 目的 熟 悉值 高
。

但它 也

迁 到 严重 困 难
,

首 先 它不 能很 好 地说 明 R T 为什么 会随着 识记 项 目的 增多 呈 线 性 增 加
。

第

二
,

按 照 直 通 模 型
,

如果 短 时记忆 中除 了 记 忆 字表还 有其 它 额外 项 目作 为信 息 负 担 的 话
,

由

于降 低 了 平 均痕迹 强 度
, R T 应该 增加

,

但D ar le y 等 人 ( 197 2 ) 的实 验发 现并 非 如 此
。

还 有

一 个 困难
,

即 按照 此模 型 的强 度标 准可 变的 假设
,

改 变 肯 定 判定 和 否定 判 定 的 概 率应 该 对
R T 函 数 的 截 距 和 斜 率都 产生 影 响

,

但是
,

st e rn b e rg ( 19 6 9b ) 的 实 验 发 现 在 这 种 条 件 下 斜

率 并没 有 变化
。

4
.

混 合模 型

从 如上 叙述 中我们 可 以 看到
,

在 信 息 提取 问题 上可 谓派 系林立
,

形 成 各执 一 词 互 不 相让

的 局 面
。

考虑 到 各种 模型都 有 其正确 的 一 面
,

又 不 能 独立 解决 问题
,

这 便 使一些 人 起 了兼 容

并 蓄 的 思 想
。

如C or ba lli s ( 1 97 5 ) 将 串行 搜寻 理论 和 直通 理论 相 结合 提 出 了 一 个 “触 发 ”

( Pr im in g) 模 型
,

他认 为不 应该把 搜寻 看 成是 一 次 次 的 匹 配 比 较过 程
,

而 是一 个触发 过程
,

它激 活记 忆 中的 识记 项 目
,

赋 予其 一个痕 迹强 度增 量
,

从而 使 它 们 和 其它 未被 触 发 的 项 目区

分 开 来
,

接 着就 是通 过直 通进 行提取
。

但 是这 一假设 有 一 个 困难
,

即 识 记项 目 当 前就在 S TM

中
,

需 要 激 活 吗 ? 还 有
,

为什 么 识记 项 目等到 探测词 出现 时 才触 发 而 不 是 以前 呢 ? 这 是C or
-

bal ll s 不 好解 释 的
。

At ki ns on 吕 Ju ol a ( 19 7 3) 提 出 的 双 重 模 型 是 串行 搜寻 模 型 和 直 通 模 型 的 真正 结 合
。

他 们 假 设 每 个 探 测 词在 主 观 熟 悉 量 表 上 都 有一 个 值
,

这 个值或许 高 或 许 低
。

5 5 在 主 观 土 有 两

快油的加吹 应 权悦的 搜寻 快速的丫“

、

、\ 、、、、、、

州绷

主观熟恶程度

A t k in so n 哈 JLlo la 的双 重 模 型

名低图



个标 准
,

一个是 “ 高标 准 ” ,

如果某 一 探 测词 的 熟 悉 值 高于这 一标 准
, 5 5 便 作 出 ye s 的反

应 ; 同 时 还有 一 个 “ 低标 准” ,

如果 某一 探测 词 的 熟 悉值 低 于这 一 标准
,

ss 便作 出 N O 反

应
,

这 是 一 个直 通 过程
。

那 么 对于 熟 悉 值低于 “高 标 准 ” 而 高于 “ 低标 准 ” 的 探 测词 怎 么 办

呢 ? 他 们认 为对 这 些 中等 熟 悉 值 的 探测 词 就 要 采 用 串行搜 寻记 忆字 表的 过 程 才能作 出反 应
。

这 一模 型 可用 图 3 说 明
。

根 据这 一 模型
, 5 5 有时基 于熟 悉 值 大 小 便 能作 出 判 定

,

有时 则还 要 通

过 搜 寻才 能作 出判定
,

前者 是 一快 速 的 过程
,

而 后 者则 较慢
。

根据 反 应 标准 可 变的 假设
,

如

果 主试 强 调 速 度
,

那 么 低标 准和 高标 准 间的 距 离将减 少
,

也 就是 说 5 5 的 反 应 将更多地 依 赖

于 根据 熟 悉值进 行的 直通
,

反 之
,

如果主试 强 调 正 确性
,

两 个标 准 间 的 距 离 将 增大
,

从 而 使

判 定更多 地 依据 于 较慢 的 搜 寻 过程
。

已 经表明
,
A t k i n s o n & J : ol a 的 双 重 模型 能 相 当 好地 说 明 现有 研究 资料

。

st er nb
e rg 的 搜

寻 模型 在这 里 可 以 被 看 成 是 一个特 例
。

由于 S t e rn ber g 类 型 的 实 验 特 别强 调 5 5 反 应 的 正 确

性
,

并且 采 用 的 大 多 是 字母
,

数 字等 熟 悉 值没 有 系 统 差 异 的 材料
,

因 而 使5 5 倾 向于 只 用 较 慢

的 搜 寻 策 略
,

以 便 保证 反 应 的正 确 性
。

这 一 模 型 也 得到5 5 的 内省 报告 的 支 持
。

如 5 5 报告 说
,

有时 他们 很 快就 对探测 词 作 出判 定
,

但 不 能 肯定 是否 一 定 对
; 类似地

, 5 5 在 犯 错 误 后 通 常马

上又 发 觉 了
,

这 被 解释 为 5 5 的 反 应是基 于 熟 悉 值作 出 的
,

而 其后 的 搜 寻 过程 又 发 现 反 应错

了
。

但是 人 们发 现这 一 模型 也有 它的 困 难
。

按此 模型
,

发 生错 误 反 应是 较 快 的 直通过 程造 成

的
,

这 就 是 说 错 误 反 应的R T 应该短 一 些
,

但实 验 结果并 不都 证 实这 一 点 ( C or ba ll is
, 19 7 5)

,

这 一 模型 还 受到 其 它 批 评
。

E y s e n c k ( 19 7 7 ) 认 为这 种理论 强 调 “ 痕迹 强 度 ” 、 “项 目熟 悉

性 ” 这 类 概 念 便 忽 视 了记 忆 痕迹 的 多维 特 性
。

例 如
,

在实 验 中假 如我 们在给 ss 呈 现 记忆 字 表

之 前 先 给 他 呈 现 多 遍 和 识 记字 表项 目无 关 的 另 一 个 词
,

那 么
,

如 果以 后在 探 测 词 中 出现 这 个

词
,

被试 会作 什 么 样 的 反 应 呢 ? 按熟 悉 值 的 假定
, 5 5应 很 快作 ye s 反 应

,

但实际 上Ss 并 不 会

将 之 误 以 为是 识 记 字 表 中的 项 目
,

尽管 其熟 悉 性 极 高
。

可 见
,

对 “ 熟 悉 性 ” 概 念 应作 进 一步

的 分 析
。

5
.

研 究 前景和 存 在 的 问 题

综 观 整 个短 时记 忆信 息 提 取 问题 的 研究
,

从 st e rn ber g 提 出从 头至 尾 的 串行 搜寻 模型 开

始
,

到 自动 停 止 的 搜寻 模型
、

平 行加 工 模 型及直 通模 型 的 相继 提 出和激 烈 争论
,

直 到A t k in
-

so n & Ju ol a 提 出 搜 寻一 直通 双 重 模型
,

我 们对 信
J

息提 取 过 程 的 了解 可 以 说 是 一步 一步在

稳步 前 进
,

清 楚 了 提 取 过程 可 能牵 涉 到 的 各 种 亚 过 程 及 其相 互 作 用 的 情 况
,

了解 了 影响 提取

的 各 种 因 素
,

对不 同理论 的适 用 范 围 和 局 限性 也作 出 了 一 些 评 价
,

但是
,

是不 是可 以 说S TM

信 息 提取 问 题 就 此 已 经 基 木解 决 了 呢 ? 远 非 如此
。

首 先
,

我 们 对 信
J

急提 取 过程 的 了解 大 部分

还 处 在 表面 现 象 的 阶 段
,

在 理论 阐 明 上 还 存 在 许 多 问题
。

混 合 模型 虽 然 能说 明 更 多的 问题
,

但离 真正 个 面 地解 决 问题 也 还 很 远
,

虽 然 它是 搜寻 模 型 和 直通 模型 相结 合的 产 物
,

但对 两 个

亚 过 程 还缺 乏 精 细 的 阐述
。

就说 搜 寻
,

在 这里 同 样要 碰 到 是 “ 自动停止 ” 还 是 “ 从头 至 尾 ” 的

问题
,

这 个模 型 的 提 出者 却回 避 了这 个 问题
,

没 有给 予 进 一步 的 说 明
。

而这 个问题 却是 一 个

实 实 在 在 的 问 题
,

是 研究 者必须 正 视 的
,

因 此 我 们 有必要继 续 对这 个问题 作深 入 的 研 究
。

节二
,

一 些 后 来 发 现 的现 象 对 已 有 理 论 来 说 也 是 一 个 挑 战
,

如 D ar ley ( 1 97 2 )
、

N au s

( 19 7 2
, 1 9 7 4 )

、

D e r o s a ( 1 9 7 6 )
, J o n e s & A n d e r s o n ( 1 9 8 2 )等 发 现 的 选 择性 搜 寻 现 象

。

他 们 发 现
,

如 果 i己忆字 表 由 属于 不 同范 畴 的 字词 所组 成
,

则ss 的 搜 寻 具 有选 择 性 的 特 点
,

即



仅把 搜寻 限于 与 探测 词 有关 的 某 一类 中
,

因 而 也称范 畴效 应
。

如上现 象 表 明 抽 取 过 程 中可 能存

在 分组
、

分 类 等 等 以 前重 视不 够的 对搜寻过 程 产生 巨 大影 响 的 因 素
,

对 此 我 们 必须 重 新 予 以

认 真考 虑
。

另 外
,

就采 用 什么 方法 对信 息提 取 问题进 行研究 比较 好这 个问题 上
,

也有 的 研究

者提 出不 同看 法
,

如Pi et er s ( 1 9 8 3 ) 就认 为 一直 运用 的 反 应时 法 有 很 大局 限 性
,

应 该 探 索 其

它 的 方法
。

我 们 觉得 这 也的 确 是一 个 问题
,

应该引起 重 视
。

总 之
,

短 时 记忆 的 信息抽 取 问题 还是 一 个热烈争论 的 问题
,

远 远 没有 得到 彻 底 解 决
,

需

要 我 们的 进 一 步努 力
。

〔1〕A n d e r s , T
.

R
.

e t a l
.

( 197 2 )
, D e v e l o Pm e n t a l P s y e h o l o g y

, 6 , 2 14
一

2 17
.

〔2 〕A n d e r s , T
.

R
.

( 一97 3 )
, J

.

e x P
.

Ps y e h o l
.

97 , 34 一4 0
.

〔3 〕A t k i n s o n , R
.

C , & S h i f f r i n
, R

.

M
.

( 2 96 5 )
, T h e p s y e h o l o g y o f l e a r n i n g a n d

m o t i v a t i o n : A d v a n e e s i n r e s e a r e h a n d t h e o r y
, V o l

.

2 ,
A e a d em i e P r e s s , I

·

o n d o n
.

E d s
.

K
.

W
.

SPe n e e & J
.

T
.

SPe n e e
.

〔4 〕A t k i n s o n
, R

.

C
.

& J u o l a
, J

.

F
.

( 1 9 7 3 )
.

A t t e n t i o n a n d p e r f o r m a n e e I V
.

5 8 3 一 6 1 2
‘

N e w Y o r k
:
A e a d em i e P r e s s , E d

.

K o r n b l u m
, 5

.

〔5 〕B a d d e l e y
,
A

.

D
.

& E e o b , J
,

R ( 1 07 3 )
,

Q u a r t e r l y J o u r n a l o f E x p e r im e n t a l

P s y e h o l o g y
, 2 5 , 2 2 9 一 24G

.

〔6 〕B r i g g s
,
G

.

E
.

表 Sw a n s o n , J
.

M
.

( 2 9 7 0 )
, J

.

e x p
.

p s y e h o l
.

, 8 6 , 2 96
一

3 0 8

〔7 〕B u r r o w s , D
.

& o k ad a , R
.

( 197 1 )
, p e r e e p t i o n a n d p s y e h o p h y s i e s s , 10 , 3 0 5一 3 0 8

.

〔8 〕C h a se
,

W
.

G
.

& C a l f e e
, R

.

C
.

( 1 96 9 )
, J

.

e x p
.

p s y e h o l
.

, 8 1 , 5 10 一5 14
.

〔9 〕Cl i f t o n ,
C

.

J r
.

挽 B i r e n a u m
, 5

.

( 19 7 0 )
, J

.

e x p
.

p s y e h o l
.

8 6 , 6 9一 76
.

〔10 〕C o r b a l l i s
,

M
.

C
.

e t a l ( 19 72 )
, J

.

e x P
.

P s y e h o l
.

, 9 4
.

18 5 一 1 9 0
.

〔1 1〕C o r b a l l i s
,

M
‘

C
.

( 1975 )
, I n p

.

M
.

A
.

R a b b i t t a n d s
.

D o r n i e ( E d s )
,
A t t e n t i o n a n d

P e r f o r m a n e e , V o l
.

V A e a d e m i e P r e s S
.

〔12 〕D a r l e y , C
.

F
.

e t a l
.

( 1 9 7 2 )
, J

.

e x p
,

p s y e h o l
.

9 6 , 2 3 2 一 2 34
.

〔1 3 〕D e r o s a , V
.

D
.

e t a l
.

( 1 9 7 6 )
, J

.

e x P
.

P s y e h o l
.

, h u m
.

l e a r
.

m e m
.

, V o l
.

2 , 6 8 8
一

6 9 4
‘

〔24 〕E 玉s e n e k ,

M
.

w
.

( 1 9 7 7 )
,
H u m a n M em o r y , p e r g a m o n p r e s s

.

〔15 〕F a lm a g n e , J
.

C
.

e t a l
.

( 2 97 5 )
, I r i p

.

M
.

A
.

R a b b i t t , a n d S
.

D o r n i e ( E d s
.

)
,

A t t e n t i o n a n d p e r f o r m a n e e , V o l
.

V 一
A c a d em i e P r e s S

.

厂 16 〕G r a b o i , D
.

( 1 97 1 )
,

P e r e eP t i o n a n d r s y e l l o Ph y s i e s
,

1 0 , 3 0 0 一 3 0 4
.

〔17 〕 壬I a r r i s , G
.

T
.

& F l e e r , R
.

E
.

( 2 9 7 4 )
, J

.

e x p
.

p s y e h o l
. ,

17 , 4 5 2
一

逸5 9
.

〔2 8 〕J o n e s ,

W
.

p
.

& A n d e r s o n , J
.

R
.

( 19 82 )
, J

,

e x p
.

p s y e h o l
.

:
h !“m

,

l e a r
.

m em
.

, V o l

8 , 2 3 7 一 2 42
.

〔1 9 〕K i r s n e r , K
.

( 1 97 2 )
, J

.

e x P
.

Ps y e h o l
.

, 9 5 , 17 1 一 176
.

〔2 0 〕K l a t z k y
, R

.

L
.

( 29 7 5 )
,

H u m a n M em o r y : S t r u e t u r e s a n d p r o c e s s e s , s a n F r a n c i s c o :

F r e e m a n

〔2 2 〕 K l a t z k y
, R

.

L
.

e t a l
.

( 197 1 )
, J

.

e x P
.

Ps y e h o l
.

,
87

, 2 8 1一 288
:

某6
·.



〔2 2 〕K o h
, 5

.

D
.

e t a l
.

( 2 9 5 3 )
, p s y e h i a t r y R e s e a r e h

, V
.

s ( 4 )
, 2 5 9 一

29?
.

〔2 3 〕K r i s t o f f e r s o n ,

M
.

W
.

( 1 97 2 )
, C a n a d i a n J

.

o f p s y e h o l o g y
, 26 , 54 0 一 56 0

.

〔24 〕L i n d s a y , p
.

M
.

& N o r m a n , D
,

H
.

( 29 7 2 )
,
H u 劝a n i n f o r m a t i o n p r o e e s s i n g :

A n

i n t r o d u e t i o n t o Ps y e h o l o g y
.

N ew Y o r k :
A e a d e m i e P r e s s

.

〔25 〕M o r i n , R
.

E
.

e t a l
,

( 19 6 7 )
, A e t a p s y e h o l

.

, 2 7 , 2 95
一

3 0 5
.

〔26 〕M u r d o e k
, B

.

B
.

( 1 9 7 4 )
,
H u m a n M e m o r y : t h e o r y a n d d a t a

.

W i l e y
,

L o n d
.

〔27 〕N a u s , M
.

J
.

e t a l
.

( 19 7 2 )
, C o g n i t i v e P s y e h o l o g y

, 3 , 6 43
一

654
.

〔28 〕Na u s ,

M
.

J
.

( 1 974 )
, J

.

e x p
.

p s y e h o l
.

, 10 2 , 992
一

10 0 0
.

〔2 9〕Ne i s s e r
, U

.

e t a l
.

( 2 963 )
, P e r e e t u a l a n d M o t o r S k i l l s , 2 7 , 95 5 一 6 2

.

〔30〕p i e t e r s
, J q p

.

M
.

( 198 3 )
, p s y e h o l o g i e a l B u l l e t i n

, V o l
.

5 ,
N o

.

3 , 4 1 1
一

42 6
.

〔3 1〕5 0 15 0
, R

.

L
.

( 2 979 )
, C o g n i t i v e p s y e h o l o g y

,
H a r e o u r t B r a e e J o v a n e v i e h i n e

.

〔32 〕S t e r n b e r g
, 5

.

( 2 9 6 6 )
, S e i e n e e , 253 , 652

一

654
.

〔33 〕S t e r n b e r g , 5
.

( z9 6 9 a )
, A m e r i e a n S e i e n t i s t , 57 , 4 2 2 一4 57

.

〔3 4 〕S t e r n b e r g , 5
.

( 1 9 6 9 b )
, I n K o r s t e r ,

W
.

G
.

( E d
.

)
, A t t e n t i o n a n d P e r f o r m a n e e

11 ,
A e a d em i e P r e s s

.

〔3 5 〕T h e o i s
, J

.

( 197 5 )
, I n P

.

M
.

A
.

R a bb i t t & S
.

D o r n i e ( E d s
.

)
,
A t t e n t i o n a n d

Pe r f o r m a n ce
, V o l

.

V
,
A e a d e m i e P r e s s

.

〔3 6 〕T o w n s e n d , J
.

T
.

( 2 97 2 )
, P e r e eP t i o n a n d Ps y e h o P h y s i e s

, 1 0 , 16 0 一 263
.

〔37 〕W a t t e n b a r g e r , B
.

L
.

e t a l
.

( 1 972 )
, p e r e e p t i o n a n d P s y e h o l o P h y s l o s

, 1 2 , 1 0 0 一 10 2
.

〔38 〕W i n g f i e l d
,
A

.

& B o l t , R
.

A
.

( 2 97 0 )
, J

.

e x P
.

P s y e h o l
.

, 85
, 45 一5 0

.

〔3 9 〕W i n g f i e l d
,
A

.

& B y r n e s , D
.

( 2 98 1 )
, T h e P s y o h o l o g y o f H u m a n M em o r y ,

A e a d e m i e P r e s s
_

(上 接 5 4页 )

谱
,

由 炊 管 人 员按 人 数定量 下 锅
。

掌 握实 际进 食量
:

首 先 介绍 了 食物 的生 熟 换 算 方 法 以 及 进 餐 时 注意掌 握 幼儿 实 际进 食

量
,

供 分 析评 价时参 考
。

分 析 与评 价
:

根 据每 人 每 日营养素 摄 取量 和体格 营养 状况评 定等 级
,

找 出 问题
,

及 时 反

馈
,

以 便 改 进
。

书 中还着 重 提 出
:

实 施科 学管 理 是 幼 儿 园 管 理思 想 的 一种 变革
,

是 管理 方法
、

手 段 的革 新
。

这 种变 革 与革 新
,

必然 会 引起 全园 职 工 思 想 上 的 变化
,

所 以 在 推行科 学 管理之 先
,

要 做 好宣 传

教 育工 作
,

使 大家 认识 到运 用 科 学 方 法管理 幼 儿 园 工作
,

这是 当前 幼 儿 园 管理 模 式 的 一种 变革

和发 展
,

是 幼 儿 教 育事业 发 展 的 必 然 趋势
。

在 实际 工作 中要 研究大 家 的 心理 特点
,

有 的 放矢 地

提 高 他 们实 施科学 管理 的 自觉 性
。

这 种心 理分 析 与思 想 教 育要贯 穿于 管理过程 的 每一环 节
。

作 者 多年 来 曾有志 于 幼儿 园管理 科学 的 探索
,

近 年 来又 专 门参 观和 考察 了北 京
,

上 海
、

天

津
、

兰 州 和西 安等 地各种 类型 的 近 百所 幼 儿 园 ( 所 )
。

在 总 结 我国幼 儿 园传统 的 管 理经 验基 础

上
,

以 辨证 唯 物 主 义 思 想为指 导
,

对 幼 儿 园科 学 管理 理论 和应用 方 法
、

手 段做 了反 复探讨
,

并 得

到 西 安 交通大 学 等单 位 幼儿 园大 力 支持
,

协助实 验
、

提 供 资料
,

遂 写 成书稿
。

此后
,

曾在北 京
、

天

津
、

南京
、

杭 州
、

西 安
、

深 圳 等 地 做 过系 统或重 点 讲 授
、

吸取 不 少宝 贵意 见
,

使之 不 断完 善
。

《幼 儿 园 科 学 管 理 》 提 出 了 我国 幼 儿 教 育科 研领 域的 新课 题
,

有 待于 在 幼 儿 园 管理 实践

中进 一 步 验 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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