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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实验用正常人和 聋哑人作被试 进行比较
,

试 图探讨语义的 自动加 工 和选

择 性注意对� � 。。� 效应的 影响
。

将
“

红
’

川绿
” “

黄
” “

蓝
”

四个汉字中的每一个都用

这四种颜 色中的 三种 写成
,

然后按着事先排列好的 顺序
,

分组呈现
,

并且 在 两种

条件下 分别要 求被试延迟不 同的 时间进行反应
,

一种 是 �� 激呈现前就 告 诉 被试

甘
“

字
”

成
“

色
”

反应 � 另一种是刺激呈 现后 间隔不 同 的时间再 向被试 提 出对
“

字
”

或
“

色
”

反应
。

实脸结果发现
,

聋哑人和正 常人在 色一字干扰任务作业 上没 有明 显的差 异
,

说明 语义的 自动加工是 一个普遍现 象
� 而 选择性注意能在很大的程 度上 改 善被

试的作业 成绩
,

但 颜 色命名 仍 比字词反应 困难 � �� ��
� � 效应 在延迟反应 条 件下

发生 变化
,

这种 变化说明��� 。 。 � 效应 与记忆过 程有联 系
。

问 题 的 提 出

�� � �  � �和� �� � � �在 � � � �年运用
“

色一词 ��� 扰 任 务
”

�� � �� �一� � � � � � �� � �� � � � � �

�� �
�� 研究了语词加工和感觉特质加工的关系

,

在此之后许多研究都更进一步 证 实
,

即使

人们在主观上力图将注意集中于字词的感觉特质
,

如颜色或它的背景物
,

语词加工也仍然

有自动化的特点
,

即认知系统能自动化地从字词 中抽取出语义信息 ��一
。

对字词语义的自

动加工和对字词颜色命名的困难之间有密切的联系
。

一个用红颜色 写 的
“

绿
”

字
,

被试之

所 以难以说出
“

红
”

色来
,

很大程度上是 由于在看到
“

绿
”

字后
,

对
“

绿
”

字的语义 巳经 自动地

进行 了加工
,

因而造成 了对
“

绿
”

字的
“

红
”

色这一特质感觉的干扰
。

一些研究表明
,

即使是

入学不久的儿童
,

也已经表现出这种� �� 。。� 现象
,

这说 明语义的 自动加工是心理 行 为的

基本特征之一 ���
。

我们知道聋哑人的语言和正 常人的语言有很大的不同
,

很明 显 的 一点

是聋哑人不存在所谓的
“

形一音
”

�� � � � �� � �一� � � �� �
� �转录过程

,

而形一音 转 录 通 常

被认为是理解文字的 中介过程
,

认知系统经过对文字的听觉特性表征能够获得其 语 义信

息�� 
。

在这种情况下聋哑人是否也存在语义 的自动加工
,

并产生 � �� 。。� 现 象 呢 � 此外
,

�� 本文于 �叨�年 � 月� 日收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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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语义的 自动加工确实是普遍的
,

不能主观加以排除的
,

那 么
,

在 色一词千扰任务中
,

选

择性注意
,

即刺激呈现之前预先告诉被试反应 的对象是颜色还是字词
,

也不会消除命名颜

色和读出字词反应上的差异
,

当然也许能够减少这种差异
。

本实验的目的就是试 图 解答

这些问题
。

实验方法和程序

选择 了
“

红
、

绿
、

黄
、

蓝
”

四个汉字和这四种颜色的彩笔
,

每个汉字都用三种 彩 笔写
,

不

用和它命名相同的彩笔写
,

例如
, “

红
”

字
,

不用红笔写
,

而用绿
、

蓝
、

黄三种彩 笔 写
,

这样写

出的字四种颜 色都有
,

但是没有和本身颜色命名是一致的
。

共制成六张幻灯片
,

每张幻灯

片上都有
“

红
、

绿
、

黄
、

蓝
”

四 个汉字
,

每个汉字都是用不同的颜色笔写成的
,

所以每 张 幻灯

片上都有红
、

绿
、

黄
、

蓝四种颜色
,

但是字和颜 色的位置是变化的
。

例 如
,

读 字 为
“

绿 蓝红

黄
” ,

而这四个字的颜色依次为
“

蓝黄绿红
”

或者是幻灯片上 的字为
“

蓝黄绿红
” ,

颜 色 依次

为
“

绿蓝红黄
” 。

这样
“

红
、

绿
、

黄
、

蓝
”

这 四个汉字和这四种颜色在六张幻灯片中分 别 都呈

现六次
,

把这六张幻灯片按一定的顺序排列
,

每五张一组
,

分成六组
,

每张幻灯片在每组的

位置都不同
。

每个刺激呈现的时间均为三秒钟
,

每组刺激呈现后要求被试进行反应的时间 间 隔分

别为 � 秒
、

� 秒
、

��秒
、

� �秒
、

� �秒
。

被试为聋哑学校学生和大学低年级学生
,

主试首先向学生说明本实验的 目的 要 求和

具体程序
,

学生自愿参加实验
,

经视力检查最后选 出聋哑学生 �� 名
,

大学生�� 名做 为 正式

被试
,

年龄在 �� 一 �� 岁之 间
,

男女学生各半
,

视力和色觉均正常
。

正式实验分两种条件进行
�

第一种条件是在刺激呈现之前预先不告诉被试是对字词还是对写字词的颜 色进行回

答反应
,

呈现刺激以后
,

在间隔时间结束时
,

立刻要求被试对
“

字
”

还是对
“

色
”

进行反应
。

例

如
,

呈现的刺激读字为
“

绿
、

蓝
、

红
、

黄
” ,

写这几个字的颜色依 次 为
“

蓝
、

黄
、

绿
、

红
” ,

如果主

试要求被试对
“

字
”

进行反应
,

那么被试就应立即回答
“

绿
、

蓝
、

红
、

黄
” �

如果主试要求 被 试

对
“

色
”

进行反应
,

那么被试就应回答
“

蓝
、

黄
、

绿
、

红
” 。

第二种条件是在刺激呈现之前预先就向被试提出对这 组 刺 激 的
“

字
”

或
“

色
”

进行反

应
,

在刺激呈现以后
,

按预先安排好的不同的时间间隔让被试做出回答反应
。

实验结果

在本实验中
,

被试间的变量用 � 表示
,

大学生为�
� ,

聋哑学生为 �
� � 预先告 诉 与 否这

一变量用 � 表示
,

告诉 为�
, ,

不告诉为�
� � �变量代表 要求被试对颜色还是对字反应

,

对颜

色反应用� �表示
,

对字词反应用�
�

表示 � � 变量代表不同的延 迟反应时 间
。

实 验 结 果如

表 � 所示
。

由表 � 可 �
‘

�看
’

�。�

�
�

�� 名聋哑学生和 �� 名正常大学生的平均错误次数分别为�
�

�� 和 �
�

� �
,

两者经考验

后差异不显著
,

� ��
,

� � � � �
�

� �
,

�� �
�

��
。

�
�

预先告诉被试对字词或颜色进行反应比预先不告诉的错误数大 为 减 少
,

由�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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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四 种 变 备 的 效 应 的 统 计 分 析
� � � � � � � � 脚� 曰� � � � �

一止生二
一
一竺习 里 �型 竺望一上上一一二一

� 大学生�� � � �
�

�

� �

一
� � �

� 】
� 一

� � �滩� 夕。
·

”�

�
上坚竺竺些上

�
一—匕 一一

�

二�竺一一

一
一匕一一一

—
� 预先告诉�� � � 。��  �

� �
�

� � � � � �乃 � � �
·

� �

� 预先不告诉��
�
� � �

�

� � �

� 对颜色反应 �� � � �
,

� � �
� �

�

� �
一

’

】 ��
·

� � � �
·

� �

一一二一些丝望里王一
�

一
竺 �一—一—�� � 秒��

,
� � �

�

� � �
� � 秒��

�

� 」 �
�

� � �

� � ��秒��
,
� � �

�

连。
’

� �
·

�已 � �
·

。�

� � �秒 �� 。
� � �

�

�� �

一 � �秒 ��
”� � �

·

� � 】

变为�
、

� �
,

差别相当大
,

经考验后差别显著
�

� ��
,

� �� 二 ��
�

� �
,

�� �
�

� �
。

�
�

对颜色命名和对字词反应的平均错误数分别为�
�

� �
,

�
�

��
,

前者错误次数多
,

并且

两者的差别也显著
,

� ��
,

� ��二 � �
�

� �
,

尸
、

�
�

� �
。

�
�

刺激呈现后延迟不 同的 时间再进行反应
,

间隔不同对 作 业 也 有 很 大 的 影响
,

� ��
,

� � ��二 �
�

� �
,

� � �
�

� �
。

统计分析还表明
,

� �变量间
,

� � 变量间
,

�� 变量间和� �� 变量间均存在着显著的交

互 作用
,

但 � 变量和其他变量间没有交互 作用
,

统计结果如表 � 所示
�

裹 � �
、

�
、

� 三 变 母 的 交 互 作 用

�
卜曰门曰日日日日日日

� � �三

� � �

� �
�

� �

� �
�

� �

� 只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撼彩擎

颜色�
�

字词�

图 � � 和 � 的交互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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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便于进一步分析
,

我们把� � � 和 � � � � � 的交互作用分别用图 � 和图 � 表

示出来
�

�
‘

� , � �

� �
�

场 � � � , �

� 百�
�

粼鹦攀

� � �

� , �

�
�� �

延迟时问

图 � �
、

�
、

� 间的交互作用

几�� !��∀ 坏�� !五咖�� !∀�!#玖一�� �� �� 

�
�

�  

!

∀

�

# 。

讨 论

在检查对字词和颜色反应的差异时
,

其他研究者以反应时间作指标
,

我们在本实验中

则以反应的错误数作指标
,

而且将聋哑人的反应与正常人的反应做了比较
。

结果发现
,

在

色一词不一致的情况下
,

命名颜色比反应字词要困难得多
。

这和其他研究者的 结 果是一

致的
。

我们的实验还发现
,

聋哑人和正常人的结果并没有显著差别
,

他们都表现出明显的

S tr oo p效应
。

聋哑人的语言系统和正常人有很大的不同
,

但他们也能和 正 常 人 一样
,

表

现出明显的Str oo p 效应
。

这说明聋哑人也具备一套相当完善的语义加工机构
,

这套机构

对词语的敏感程度也达到了 自动化的水平
。

这一结果还表明
,

即使语言系统不 同
,

记忆系

统的加工仍然有许多共同点
,

表现出一致的心理反应形式
。

选择性注意
,

即在刺激呈现前是否预先告诉被试要求反应的对象是什么
,

对被试的作

业会产生影 响
,

这是意料之中的
,

因为在
“

预先告诉
”

的情况下
,

心理能量的分配和 记 忆的

负担都大为减少
。

在这种情况下
,

被试是否就能撇开字词的语义信息而只 注意其 感 觉特

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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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呢 ? 由图 1 可以 看出
, “

预先告诉
”

可以使反应的错误数大为减少
,

但对颜色的命名仍然

比对字词反应难
,

这一差异没有消失
。

这一结果表明
,

即使我们主观上不去注 意 字词
,

语

义的加工却仍然在 自动化地进行着
。

中文的语义加工和拼音文 字一样
,

也有自动 化 的特

点
。

图 2 和表 2 的结果
,

显示出B
、

C

、

D 三个变量之间存在着交互作用
。

这些交互 作 用的

含义是什么呢? 从图 2 我们注意到
,

在对颜色进行反应的情况下
,

立即回忆的效果反而不

如 5 秒 钟以后的回忆效果好
,

而在对字词进行反应时
,

立 即回忆的效果则相 当 好
,

这一结

果暗示
,

由于语言系统的高度发展
,

知觉系统对字词要比对颜色等感觉特质更 为 敏感
,

字

词似乎是直接命名就直接进入短时记忆的
,

而感觉特质则需要经过某种转换才能 进 入短

时记忆
,

提取时也是一样
。

这种转换需要时间
,

因此
,

在立即回忆的情况下
,

由于信息不稳

定
,

其作业就可能会差一些
。

这种观点也可以解释为什么用反应时间做指标时
,

即使没有

干扰命名的彩色条纹仍比说出字词 慢的现象
。

在对颜色命名时
,

立即回忆的 效果 不 见得

好
,

S t
r 。。p 现象的出现不完全是一个知觉过程

,

也与记忆过程有联系
。

从图 2 中我们还可以发现
,

在延迟时间为 6 秒到15 秒这一段时间内
,

被试作业的成绩

很不稳定
,

但在20 秒时却比较一致地趋 向改善
,

即错误数减少
。

这一情况表明
,

记 忆 项 目

在经过多次复述后
,

其信息在记忆系统中已经渐趋稳定
,

逐步进入长时记忆
。

我们从图 2

还可以看出
,

虽然在反应字词 和反应颜 色错误数都随延缓反应的时间有所改变
,

但两者的

差异却一直存在
。

总之
,

综合前人的研究和本实验的结果
,

可以认为
,

对字词进行 反 应和

对颜色命名两者相比
,

不仅在反应速度上语词 的反应要快
,

反应的正确率 也 高
,

并且记忆

的保持也好
。

结 论

1
.

聋哑人和 正常人在色一词 干扰任务作业上没有明显的差 异
,

都 表 现 出 明 显的

st ro oP 现象
。

这一结果表明
,

即使语言系统不 同
,

语义的 自动加 工 都 是 一 个 普 遍 的现

象
。

2

.

选择性注意
,

即预先告诉被试反应的对象
,

能大大地改善被试的作业
,

但 它 并不

能使S tr 。。p 现象消失
,

颜 色命名仍然比字词反应困难
。

这一结果进一步证实了语义加工

自动化这一特点
。

3

.

S tr
。。p 效应不完全是一个知觉现象

,

在延缓反应的情况下
,

这种效 应 所 发 生的

变化说明
,

它与记忆过程有联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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