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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末用词的 自由 回
,

−乙
、

字的自由 回忆和联怒学习三项作业
,

分别以归

类复述法
,

联系法和制造联系法进行训练
,

受试者为老年人 ./ 例 0平 均 . .
1

2

岁3
,

青年人4/ 例 0平均5 .
1

,岁3
,

按初浏成绩和年龄
,

文化 因素各均分为训

练组 和对照组
。

结果
6

0 � 3 老年组记忆成绩显著较青年组差 7 0 5 3 老年训练

组和青年训练组训练后记
‘

−乙成绩明显提 高 , 083 老年训练组训练后记忆成绩相

当于未训练 的青年组
,

和训练后的青年组的差距也有所缩小 , 043 初浏时老年

比青年运用记忆策略的显著少些
。

训练后 老年组和青年组运用策略者都显著增

多
,

但前者善用方法的仍少些
。

运用方法和记
9

忆成绩有显著关 系
。

0 2 3 较少

主动运用方法是老年人对信息编码障碍的重妥表现
,

这个缺点可以通过训练得

到改善
。

但编码障碍可能只是老
‘

年人记忆障碍的一个原 因
。

1

国外研究和我们研究组的研究均表明
,

老年人的初级记亿保持较好
,

次级记忆减退

显著〔‘一 “: 。 而老年人次级记忆的明显减退又和他们很少主动运用识 记方 法 0策 略 3 有

关
。

对识记材料进行组织加工
,

运用某种策略予以识记
,

是对记忆信息进行编码的加工

过程
。

老年人在这方面的缺点
,

可能是他们记忆障碍的重要来源之一〔“:
。

;/ 年代以来
,

关于老年人认知活动的可塑性问题兴起了一些研究‘; ’,

其中
,

对智力

活动的训练研究较多
,

对记忆活动训练也有一些研究〔“:
。

智力活动训练的 方 法比 较 多

样
,

记忆训练则多采取教给记忆术或策略训练的方法
。

大多数研究看到了这样的结果
6

经

过训练
,

老年人的心智活动的成绩可以获得相当程度的提高
。

有的研究观察到
,

这种提

高还可以有一定的迁移作用
。

无疑
,

这些研究对于理解老年人心理活动随增龄而变化的
·

实质,1 对于改善老年人的心理功能
,

对老年人的学习与教育
,

均有重要意义
。

’

本� 作是我们研究组过去关于成年至老年记忆发展变化的研究的继续
, 目的是探讨

老年人记忆活动的可塑性
,

以及探讨策略训练对改善老年人词语的次级记忆的作用
。

,

、
‘ 1

一

认
<

�3 本文于� +吕台年� 月 叮 日收到
=

二 本工作为目家羞全月 资助娜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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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方 法

一
、

实验材料 经过预备实验
,

设计了内容相似
,

难度相当的记忆测验材料四套
,

以供初测
、

训练 0专为训练组用
,

共两套3 和复侧用
。

每套材料包括以下三个项目
。

0 � 3 词的自由回亿 每套两组
,

每组�. 个词
,

其中每 4 个词属于一类
。

内容为常

见的词类 0如文具类包括铅笔
、

米尺
、

墨水和橡皮 4 个词3
。

随机排 列
,

每词 呈 现 4

秒
、

两词间隔 5 秒
。

以两组正确回忆数之和作为成绩
。

0 5 3 字的 自由回忆 每套有前后两组材料
,

前组 �. 个字
,

后组5/ 个字
,

为 4 或 2

组组成常用 成语中的字 0如 “
实事求是

”
等3 每组成语中有两个字按成语 顺序 连 续 呈

现
,

其余混杂在其他成语字之中
。

每字呈现 8 秒
、

两字间隔 8 秒
。

以两组正确回忆数之
6

和柞为成绩
。

0 8 3 联想学习 包括 �5 对成对联想词
,

其中 . 对为有关联想词
7 . 对为无关联想

词
。

主试以口念的方式呈现
。

每念一遍
,

侧试一次
,

共三遍
。

每 对词以 8 秒 的 速 度读

出
,

两对词之间间隔 5 秒
。

有关联想词答对一个记/
1

2分
,

无关联想词答对一个记 � 分
,

以三次总和为该项成绩
。

词的记亿训练用归类复述法
,

指导语要点 为
6 “下面我给您看的字词

,

你可以用些

方法进行记忆
,

例如把看过的词归成类来记
。

我们先以第一次看过的词为例 0呈现初测

时用过的词卡
“
铅笔

” 、 “
熊猫

” 、 “
杯子

” 、 “
炸弹

” 、 “
水瓶

” ·” ” 13
。 ”

当呈到水

瓶时
,

对受试启发说
“
您回忆刚刚看过的词中有哪一个与这个词是同一类的词呢

,

你看

水瓶和杯子同属于茶具类
” , “

你要回过头去将同属于一类的词归到一起来重复记诵
,

如

武器类有炸弹
、

手枪⋯⋯
,

文具类有铅笔
、

米尺等等
” 。

如果受试做对了就给予肯定
,

如果没能学会
,

主试则继续示范
,

直至受试理解并掌握归类复述法
。

对字的自由回亿训练用联系法
,

指导语要点为
6 “在我给您看的字中

,

您可以将有

关联的字重新组织起来记亿
,

比如
,

上次我们看过的一些字的顺序是打乱的
,

您可以把

它们重新联系起来
,

您看是不是可以组成
·

‘

饮水思源
’、 ‘

安分守己
’ ,

等等
,

试试看
,

还能组成什么>
” 。

前组�. 个字可组成 4 组成语
,

主试示范时组成两组
,

余下两组令受试

自己试着组建
。

后一组材料完全让受试自己组建
,

看其是否学会了此种记忆方法
。

然后

再用训练材料测试并训练
。

联想学习的训练用制造联系法
。

指导语要点 为
6 “当我念 �5 对词的时候

,

您要动脑

筋将两个词联系起来记忆
。

有的词对之间是有联系的
,

如
“白天一黑夜

” 、 “
工具一铁

锹
” 7 但有的词对之间毫不相干

,

这就需要开动脑筋
,

在两个不相干的词之间建立一个

新的联系
。

比如
,
““
享受一路灯

”
可以设想为在路灯下面下棋是一种享受

。 ”

训练时
,
以

初测材料给受试举三个无关联想词对间制造联想的例子
,

然后
,

让受试自己试着联想后

三对无关联想词
,
记录下受试是如何联想的

。

如受试仍不能顺利地进行联想
,
主试再予

以示范
。

最后再用训练用的一套材料进行测试和训练
。

直至受试完全理解并接受了上述三种记亿方法后
,

结束当面训练
,

并留下另一套训

练作业
,

要求受试运用所学记亿方法进行自我训练三遍以上
。

每两次测试之间隔时间为两周左右
。

训练组和对照组大体在同一时期进行初?≅Α 和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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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
。

二
、

受试 老年受试为北京市退离休干部./ 例
,

其中男42 例
,

女 �2 例
,

年龄./ 至 ;4

岁
,

平均 . .
1

2岁
。

根据初测总分成绩和年龄
、

性别 及文化等条件分成匹配的训练组和对

似组
。

另以 4 /例青年作为对照
,

·

其中男 5+ 例
,

女 �� 例
,

年龄5/ 至82 岁
,

平均 5.
1

,岁
。

性

别和文化程度等的比例与老年组相 当
,

亦根据初测成绩和其他条件均分为训练组和对照

组
。

文化程度是根据受试所受正规及非正规教育情况结合其职业经历
,

判断为中学和大

学两个等级
。

三
、

运用记忆方法分级 将受试在记忆测试时是否使用记忆方法分成三个等级
6

‘ 一 ’ ,

受试 自以为没有用方法
,

从实际测试的结果看也没有用方法者
7

‘ Β ’ ,

受试自以为有的用了方法
,

有的没用
,

或者说某项测验的前一组没用方法
,

后一组用了方法
,

或者受试不认 为用了方法
,

而在实际测试中却发现是用了方法者 0如

受试在回亿时将成语或有关联的词联系在一起复述3
。

‘十 十 ’ ,

测试过程中
,

受试 自以为始终自觉地运用了记忆方法
,

测试结果也表现 出用

了方法者
。

1

根据三项实验中两项或两项 以上属于那种方法类型
,

决定受试者运用方法的总的评

定
,

如运用方法的情况三项实验分别是
, Χ 、

Β
、 , 十 ,

则评为
, , 。

结
·

果
−

一
、

老年组与青年组各项记忆成绩之比较 Δ

三项测试及总分平均成绩
,

包括初测和复测
,

青年组 04/ 例 3 均比老年组 0./ 例3

极显著高些 0见表 �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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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老年和青年训练组训练前后各项记忆成绩比较

项项 目目 老 年 训 练 组组 青 年 训 练 组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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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训练对记忆的影响

�
1

老年训练组和青年训练组
,

训练前后自身比较
,

各项记忆及总分的平均成绩均有

很显著提高 0见表 5 3
。

训练后老年组的记亿成绩虽仍不如青年组
,

但两者的差距比训

练前缩小 0训练前
,

老年组为青年组成绩的;2 Μ
,

训练后增至, .
1

Μ 3
。

5
1

老年对照组和青年对照组各项记忆和总分平均成绩
,

复测与初测比较均无明显变

化 0见表 8 3
。

表 8 老年和青年对照组初
1

复测各项记忆成绩比较

项 目

老 年 对 照 组

初 测 复 测 Κ

Ε土 #刀 Ε 士 #刀

词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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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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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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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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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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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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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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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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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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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2

8
1

老年训练组与老年对照组
,

青年训练组与青年对照组间记亿成绩初测时均无明显

差异
。

而初测复测两次成绩的变化
,

老年训练组比老年对照组
,

青年训练组比青年对照

组均有提高
,

差异显著或有显著趋势 0见表 4 3
。

表 4 各项 记 忆前后 变化 平均值 比 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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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 �

4
1

各组记忆成绩初测
、

复 测变化的百分数比较
,

可见训练组提高百分数较多
,

对照

组提高百分数较少 , 老年训练组提高百分数较多
,

青年训练组提高较少 , 各 分 项 实验

中
, 以字的回忆提高最多

,

联想学习提高最少
,

各组趋势相同
。

进一步分析联想学习结

果发现
,

有关联想复侧时反而稍有降低
,

而无关联想却提高幅度甚大 0老年组提高;� Μ
,

青年组提高8 /
1

,Μ 3 0见表 2
、

. 3
。

表 2 复 测 时 各 项 记 忆 提 高 多
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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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有关联想
、

无关联想学习初测
、

复测成绩比较

组 别

初测

老年训练组 −

—
Φ一且生二
− 初测

青年训练组 9

—
】 复恻

有有关联想想 无关联想想 合合

测测测 下
1

, 士 �
。

�
‘‘

.
1

+ 士 5
,

;;; � 4
。

, 士 8
。

///

测测测 ;
。

2 士 �
。

/// � �
。

, 士 8
。

+++ � +
。 8 士 4

。

...

测测测 ,
1

, 士 /
1

222 � �
1

; 土 8
1

222 5 /
。

2 士 8
。

,,,

,,,,,,,
。

8 士 /
。

+++ � 2
。

8 土 5
。

... 5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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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老年Θ)≅ 练组与青年组各项记忆成缓比较

�
1

老年训练组训练后与青年组初侧各项记亿成绩比较
,

均无明显差异
。

表 ; 老年训练组复测和青年组初测记忆成绩比较

老年训练组 青 年 组

0复测 3 0初恻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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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Ρ一,占心八工�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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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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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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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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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工  
。

# &

( (
∀

∃ ! 士 & �
∀

# ∗

�
∀

老年训练组与青年训练组训练后各项记忆成绩比较
,

老年训练组明显低于青年训

练组
,

但差异有所缩小
。

四
、

运用方法对记忆成绩的影晌

&∀ 初测时使用方法情况 以及与记忆成绩的关系
。

老年组没有一人明确使用方法
,

有

�  人没有用方法进行识记
,

其中联想学习未用方法者最多
。

青年组比老年组用方法者多

些
,

尤其是联想学习 +见表 ∗ ,
。

老年组
、

青年组使用方法的差异显著 +丫 − &  
∀

#(
,

. / %
∀

% % ∃ ,
。

表∗ 初测时老年组
、

青年组使用方法情况
∀ ∀ ∀ ∀ ∀ ∀ 州∀‘∀ ‘∀ ∀ ‘∀ ∀ ∀ ∀ ∀ 口‘二侧∀ ∀ 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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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测四个组的记忆总分成绩与运用方法之间关系极密切 +丫 − &#
∀

∋&
,

./ %
∀

% %& ,
。

�
∀

复侧时用方法情况及其和记忆成绩的关系
。

接受训练的老年组和青年组在复测时

全部运用方法进行记忆
,

他们分别有∃ % 7 +&∃ 人 , 和 ∋% 7 +玲人 , 的人能较好地运用方

法
。

老年人运用方法的情况明显进步
,

但仍显著不如青年人 +丫 − (
∀

∗ , ./ %
∀

% & , 。而老

年和青年对照组复测时运用方法的情况和初测时差不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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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训练组初测
、

复测使用方法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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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测时记忆成绩与运用方法之关系极密切 +尹
−
! 

∀

� 
,

./ 4
,

% % & ,
。

讨 论

&
∀

> 4 ? ≅ Α Β曾指 出老年记忆干预研究的三个重要理 由
6 + &, 有助于确立老化对记忆

影响进行概括的限度 , + � ,对理解记忆年龄差异中的非认知因素提供一个迅速的 自我矫

正途径 3 +  , 对跨越整个成年阶段的记忆理论应用的效度提供了一种必要的核对〔“〕
。

我们认为
,

这种研究对于理解记忆随增龄变化的实质
,

正确认识记忆老化的理论
,

以及

为老年人的学习记亿提供理论和方法上的依据无疑有着重要的意义
。

.。。” ,

Χ ≅ :Δ五
一
ΕΦ ) )

Γ) Η 和 > 4 ? ≅ Α Β 曾回顾了& ∋ ∗。年以前进行的主要是视觉想象记

忆术的训练研究结果
,

看到 &# 个研究中的义个在利用记亿术 +即记忆策略, 之后立即改

善了老年人的记亿成绩〔”, 。

其后还陆续有一些研究
,

如归类复诵
〔‘。’,

视觉想象
〔“ ’或视

觉想象加精加工 +判断人像是否令人愉快, Α。,
等对老年人记忆的影响

,

都得到较好的提

高记亿的效果
。

与此同时也观奈到其效果存在着明显的个体差异
。

木研究结果表明
,

除了老年人和青年人在词语学习上有明显的年龄差异外
,

三种不
同的组织策略训练对改善老年人和青年人的记忆成绩有明显效果

,

其中老年人提高的幅

度比有年人略大
,

虽没有统计学意义
。

经过训练的老年人的记亿成绩可以达到未经训练

的年轻人的水平
,

这说明老年人的记亿力具有一 定的可塑性
。

经过训练
,

老年人和青年

人记亿的年龄差异也有缩小的趋向
。

这些结果和国外有关研究结果是一致的
。

不同的策略训练
,

都能收到明显的提高记亿的效果
。

本工作针对不同性质内容的材

料
,

教给受试者以不同的记亿方祛
,

但它们都是属于一种组织策略
。

策略训练不能固定

一种格式
,

需要根据材料而异
。

由于在本工作中
,

初测
、

当面训练、 自我训练和复测时用的是性质相同
、

难度相当

而内容各异的材料
,

因此
,

训练组复测时成绩的提高是由于训练效果的近迁移的影响
。

�
∀

在运用记忆策略方面
,

初侧时老年人自觉的
、

主动运用方法的 比青 年 组 明显少



� 期 孙长华等
6

策略训练对改善老年人词语记忆的作用

些
。

运用方法与否又和记忆成绩有显著关系
。

这是老年人记忆力差的原因之一
。

经过策

略训练
,

老年人 的这个缺点得到很大改善
, 记忆成绩也随之提高

。

只是
,

在训练后
,

老

年人运用记忆策略也还是不如年轻人
。

这和经过训练的青年人的成绩仍高于经过训练的

老年人是相一致的
。

8
1

关于老年人记忆减退的机制
,

较早不少学者着重从记忆信息的提取困难来理解
,

后来认识到提取困难常和原初对信息的编码有关
。

编码时信息未经加工组织
,

则难于储

存和提取
。

而很少主动运用记忆策略
,

对记亿材料缺少加工组织
,

正是老年人的信息编

码障碍的一种重要表现
。

本工作结果证实了这一点
。

同时也表明
,

这种编码障碍是可以

通过训练得到很大改善的
。

噢
1

同时
,

看来编码过程也有赖于其他因素
。

训练结果有明显的个别差异
。

有不少老

年人在作词的自由回忆时说
,

他们知道要归类
,

但注意归这类时
,

那一类的某个词又忘

了
,

来不及全盘照顾
。

将词归类复述
,

或者把单个字联为成语来记
,

都需要对不同时间

呈现的各个刺激留有印象并联系在一起
,

这其电包含有信息的编码
、

储存和提取的全部过

程
。

要在两个无关的词之间制造联系
,

就需要从长时记忆中提取有关信息并予以组织
。

这些过程都需要时间
。

老年人整个信息加工过程变慢致使他们来不及很好地运用策略可

能是他们在训练后的记忆力仍不如青年人 的一个重要原因
。

因此
,

编码缺陷是衫响老年

人记忆的一个重要原因
,

但仅仅编码缺陷
,

或者再加上提取障碍还不能完全说明老年记

亿问题
。

信息过程变慢无疑是其中的一个极重要因素、 也许还有其他因素的影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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