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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甫洛夫关于两种信号系就的学靛指出
,

我佣关于周圃环境的咸党和表象乃是现

实的第一信号系兢
,

而祠�� 构成现实的第二信号系兢 � 第二信号系就是在第一信号系杭

的基础上形成起来的
, ‘

色们二者是密切联系着
、

相互作用着的
。

由于巴甫洛夫的这一谭

大学祝的臀示
,

在高极神理活动生理学和心理学这两个镇域里已展开 了和展开着一系

列关于两种信号系杭相互作用的实雕研究
。

在高极神怪活动生理学的硕域里
,

伊万带夫
一
斯莫林斯墓 ��� 几 � �� ��

� 一� �。朋��  

二。的“,〕
首先�� 用

“

言藉强化法
” ,

在实麟室里研究了兑童的两种信号系兢的相互关系周

题
。

所稍言藉强化法
,

也可么称为
“

只动不汝
”

的方法
。

例如
,

伊万带夫一斯莫林斯墓臂

合 �一�� 岁的
,

兑童对椽光形成一种运动性条件反应 �按压反应�
。

当主藏者呈现 口表的

或害写的
“

椽光
”

一祠时
,

被藏者没有任何事前的�� 辣
,

也能够鞋生同样的运动性条件反

应
。

可是当主献者以其它 口靛的或害写的洞呈砚出来时
,

被藏者却不费生这种运动性

条件反应
。

伊万藉夫
一
斯莫休斯基称这种现象为

“

选择性泛化
” 。

在这种情况下
,

被就者

只对碌光及与其相应的 口茂的和害写的
“

椽光
”

一祠鳌生按压反应
,

而不必口茂出来
。

在心理学的镇域里
,

鲁利亚 ��
�

�
�

�� ��。声坡其同人在正常兑童和异常兑童两种

信号系兢的相互作用的研咒上
,

不仅使用了上述的
“

言藉强化法
” ,

而且兼用了
“

孩先胃

器指示法
” 。

后者也可以称为
“

又动又融
”

的方法
。

以霍姆斯卡雅 ��� 几 � ��� “幻 的实

墩为例
� � ,

她会被拭者对深杠光 �阻性刺激�和漫杠光 �隐性刺激�形成了分化反应之后
,

复合他大声地靛出每一个呈现抬他的信号
,

同时么相应的动作对信号登生反应
。

言藉强化法和预先言藉指示法在不同的实触毅爵和实嗽条件
一

「各有其优点
。

但是

本文是一本篇幅校大的实麟专刊的摘耍—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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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目前的科学水平看来
,

任何一种心理实墩方法都难于被看作是最完美的方法
。

只有

更多地使用这些方法井不断地加以改进
,

才能使它佣臻于完善化
。

本实嗽是在 � ��� 及 � � � � 年进行的
,

目的在于考察见童如何费生从第一信号系杭

向第二信号系兢的动力傅通及如何登生从第二信号系杭向第一信号系就的动力傅延
。

我啊所采用的方法主要是上述伊万豁夫书折莫林斯基的
“

言藉强化法
”

而未及于使用
“

孩

先言藉指示法
”。

由于在敲补本实嫩时我们只栽到伊万豁夫
一
斯莫林斯基 的 � � � � 年的

总桔性希文�� 
,

我仍不得不于 �� �� 年根据其文的精神进行言藉强化法的具体步墩的标

准化工作
。

本研究所用的方法也就是握过这徉标准化的言藉强化法
� 。

参加正式实墩的被就者共有 �一�� 岁的男女兑童 �� � 人
。

这些被藏者的选择是根

据下列三个标准
� �一�他朽和她佃都是正常的健康免童 � �二�他们和她们都是出身于城

市的职工家庭
,

其家庭的文化敲备大致相近八三�他佣和她们在小学里的藉文和算术两

科的成技都是在中等么上的
。

圣部实驭分为三个部分
‘
第一部分是单一刺激实腕

,

第二部分是分化刺激实肺
,

第

三部分是复合刺激实麟
。

三个部分的实输没补觅表 �
。

表 � 第一和第二信号系就相互动力傅通实脸毅舒

单单单

刺刺刺
激激激
实实实
助助助

第一信号系统

向第二信号系

毓的傅涸

被藏者
� � � 人

踢性刺激
�

杠灯

第二信号系航
向第一信号系

杭的傅翅

被藏者
�

另 跳 人

除性刹的刺激
� “

扛灯
”

第二信号系杭

向第一信号系

航的傅避

被藏者
� 同上 � � 人

踢性祠的刺激
� “

蓝灯
”

第一信号系毓

向第二信号系

毓的傅避

被藏者
�

同上 � � 人

曝性刺激
�

蓝灯

第一信号系粉

向第二信号系

杭的傅通

被藏者
� � � 人

曝性束�激
�

栋灯

险性刺激
�

杠灯

第二信号系杭
向第一信号系

毓的傅通

被拭者
�

另 �� 人

隔性司的刺激
� “

麟灯
�

隆性祠的刺激
� “

杠灯
”

第二信号系毓

向第一信号系

杭的傅通

被飘者
� 同上 �� 人

隔性祠的刺激
� “

黄灯
”

除性刹的刺激
� “

篮灯
”

第一信号系毓

向第二信号系

毓的傅趣

被藏者
� 同上 �� 人

踢性刺激
�

黄灯

险性刺激
�

蓝灯

分化刺激城实

第一信号系毓

向第二信号系

毓的傅通

被藏者
� � �

曝性刺激
�

杠光

险性刺激
�

蓝光

人

蓝光一黄光一

第二信号系毓

向第一信号系
枕的傅通

黄光一扛光一

被拭者
�

另 胜 人

喝性祠的刺激
� “

麟光
”

一
“

缸光
’

一
“

黄光
”

隆性祠的刺激
� “

杠光
”

一
“

黄光
”

一
“

撒光
”

第二信号系枕

向第一信号系

粉的傅趣

被藏者
� 同上 � � 人

曝性翻的刺激
� “

称光一
“

扛光
”

一
“

黄光
”

隆性祠的刺激
� “

杠光
”

一
“

黄光
”

一
“

总光
”

第一信号系洗

向第二信号系

毓的傅翅

被藏者
�

同上 �� 入

隔性刺激
�
蓝光一黄光一

杠光
隆性刺激

�

黄光一杠光一

兹光

复合刺激实撇

标准化的拮果祥其它报告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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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的实瞰毅静系根据如下的原�� 
� �一�三个部分的实嗽在刺激方面是由筒单到

比较算杂 � �二�每一部分的卖瞰都各有其被拭者
,

但是这三个部分的实瞰的被试者在人

数
、

年龄
、

性别的分布方面都是相同或相似的 � �三�在每一部分的实嗽中
,

有半数的被献

者先参加第一信号系林向第二信号系杭的傅通实嗽
,

而后参加第二信号系杭向第一信

号系兢的傅通实胧
,

另有半数的被藏者先参加第二信号系杭向第一信号系就的傅通实

麟
,

而后参加第一信号系杭向第二信号系就的傅遍实骇
。

实输室分为自由活动室
、

操作室及隔音室等三个部分
。

实骇所需的仪器装置另祥
。

实阶的步嵘有四
�

�一�主藏者和被献者在 自由活动室进行一般的交靛 � �二�主就者

引导被拭者至隔音室井使后者对室内的仪器装置的位置有一般的豁淤 � �三�主献者在

操作室里通过幻灯机和扩普机呈现现实刺激 �灯光�和嗣的刺激拾被拭者井韶录后者的

反应 � �四�实麟后主拭者对被献者进行拘简
。

一

第一信号系杭向第二信号系杭的傅逗或第二信号系杭向第一信号系杭的傅通 �选
,

择性泛化 � 的主耍指标是被裁者在运动反应器上的按压动作
。

凡在第一次实嫩中癸生

两种信号系兢的相互傅通者固然列入
“

鳌生选择性泛化
”

的一类
,

即使在第一次实阶后

的若干夭进行第二
、

第三次实撇而费生两种信号系兢的相互傅逗者
,

也归入同上的一

类
。

�

除了以被献者的按压反应为鳌生选择性泛化的主耍指标外
,

复么被藏者在实输后

的 口藉报告作为辅助的指标
。

三个部分的实墩所得到的桔果如下
�

一
、

第一部分
�
单一刺激实骇—

这一部分的实撇共有被拭者 �� 入
,

分为甲乙两

粗
,

各为 形 人
。

每祖的触 人中
, �

、

�
、

�� 三个年龄的兑童各为 � 人
,

每一年龄的兄童

中
,

男女各半�即各为 � 人�
。

�一�甲粗实骇
�
这一粗的兄童先做第一信号系杭向第二信号系杭的动力傅延实阶

,

后做第二信号系扰向第一信号系就的动力傅返实麟
。

这两种实麟的桔果略如表 �
。

从表 � 看来
,

触个被歌者在做第一信号系兢向第二信号系杭的动力傅延实墩的条

件下有 打 人 �占总人数的 � �� �形�鳌生了选择性泛化
。

这就是能
,

被藏者对与隆性刺激

相应的祠的刺激 �奢写的和 口靛的�登生按压反应而对其余然关的祠的刺激不鳌生按压

反应
。

如果把表中所载的那一个只对与踢性刺激相应的口舌的洞的刺激鳌生按压反应

的兑童合井升算
,
�� 费生选择性泛化的人数为 �� 人

,

占总人数的 � �� � 歼
。

这触 个兄童

在反过来做第二信号系杭向第一信号系兢的动力傅通实瑜的条件下有 �� 人费生 选择

性泛化
,

占总人数的 ��
�

� 沁
。

这 �� 人也就是在第一信号系兢向第二信号系兢的动力傅

通实麟中夔生选择性泛化的 �� 人中的 �� 人
。

即是及
,

后者占前者的人数的 ��
�

�外
。

�二�乙祖实敬
�

这一粗的兑童是没有参加上述甲粗实墩的另外被拭者 �� 人
。

他们

与甲粗兄童相反
,

先傲第二信号系杭向第一信号系杭的动力傅返实阶
,

后做第一信号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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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单一刺激失翰—
第一信号系扰向第二信号系状的动力傅通实验

第一信号系扰向
第二信号系技向第一信号系统的动力傅超

第二信号系粉的

翌生选耀性泛化

动力传避

人 数
�
百 分 数

百 分 数

对与曝性洞的刺激

相应的现实刺激不

翌生按压反应

人 数 �百 分 数 人 数 �百 分 数

翌生选耀性泛
‘匕

�
“

…
‘ ”‘

。 ‘“

��
‘ “

�
‘’“ ‘ “

� …
�

�
‘

�
� � �乡石 �形

仅对阻性刺激
的 口视的刹烫
生按压反应

��  � � � �形

对所呈现的刺
激全都赞生按
压反应

��
�

�岁石 � � �形

困叫健
�

习州��

对曝性刺激的
香写的刹和口

貌的洞均不坡
生按压反应

��  � � � �万

注 � � 第一信号系毓向第二信号系毓的动力傅通绷貌共有被藏者 跳 人
,

这 � � 人也参加第二信号系枕向第

一信号系杭的动力傅握实墩
。

注 � � 在第二信号系扮向第一信号系杭的动力傅涵实墩中
,

各个百分数是根据第一信号系技向第二信号系
’

毓的动力傅通实撇中各类反应情况的人数 �不是根据总人数�而爵算的
。

枕向第二信号系兢的动力傅通实输
。

这两种实城的桔果觅表 �
。

表 � 指 出
,

在第二信号系杭向第一信号系兢的动力傅通实腆的条件下
,

�

皿 个兄童

之中有加 人费生了选样性泛化
,

占总人数的 �� �� 沁
。

但在第一信号系就向第二信号系

杭的动力傅延实撇的条件下
,

这 加 个被裁者中却只有 �� 人 ��� 沁�登生选撵性泛化
,

仅

占总人数的 �� �� 形
。

如果把那一个仅对踢性刺激的口靛的祠费生按压反应的见童补算

在内
,

�� 聆生选择性泛化的人数为 �� 大��� 沁�
,

占总人数的 的
�

� 形
。

二
、

第二部分
�

分化刺激实麟
—

这一部分的实输另有未参加过上述实编的 咒童

�� 人为被藏者
,

分为甲乙两粗
,

各为 触 人
。

每粗的 � � 人在年龄和性别上的分布同第

一部分的实墩一样
,

即 �
、

�
、

�� 三个年龄的被藏者各为 � 人
,

每一年龄的 � 个被献者男

女各半
。

�一�甲粗实脸
�

这一粗的被拭者首先参加第一信号系兢向第二信号系兢的动力傅

通实瀚
,

随后又参加第二信号系兢向第一信号系就的动力傅遁实嫩
。

这两种实脆的桔

果载于表 �
。

表 � 揭露出
,

参加第一信号系扰向第二信号系兢的动力傅通实输的兑童 触 人之中

对田于同一分析器的然关的刺激 �圆片�翌生按压反应
,

对忽于不同分析器的燕关的刺激�蹄声�不秘生按

压反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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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单一刺激实输—第二信号系就向第一信号系扰的动力傅延实输

阵丁甲藻霜一丁藻曰旨落系蔺
�
一

� �
·

那名孙� 向第‘信号系
几

…搬刽
,

瞥�

卜
。

叼
人“

…
“分数

第一信号系就向第二信号系航的动力傅翅

翌生选挥性泛

化

人数 �百分数

仅对隔性刺激
的口巍的祠翌
生按压反应

对所呈现的刺
激全都瑟生按
压反应

对隔性刺激的
害写的祠和口

轰的祠均不盛
生按压反应

人数 �百分数 人数 �百分数 人数
,
百分数

翌生选探性泛化
,

� �
·

� � � �形 � �形

�
,

�夕石 � � �多

对所昊现的刺激均
翌生按压反应

�� �形 � � �形

对与爆性刹的刺激
相应的现实刺激不
菠生按压反应

·

��  形 � �� � �形

注 � � 第二信号系梳向第一信号系航的动力傅遐实城共有被藏者 �� 人
,

这 汉 人也参加第一信号系统向第

二信号系杭的动力傅延实撇
。

注 � � 在第� 信号系毓向第二信号系杭的动力傅通实撇中
,

各个百分数是根据第二信号系就向第� 信号系

杭的动力傅姐实撇中备类反应情况的人数�不是根据总人数�而爵算的
。

表 主 分化刺激实输—第一信号系兢向第二信号系就的动力傅溉突输

几几件件
第一信号系肤向第二二

�
第
二

号系”向

�
号 , ”的动力傅‘‘

信信信号系就的动力傅握握握握握握握握握握握握握握握握握握握握握握

…………………………………
, 生选”性泛‘匕匕 对与隔性翻的刺激相相

人人人 数数 百 分 数数数 应的现实刺激不圣生生
按按按按按按压反应应

���������
人 数数 百 分 数数 人 数数 百 分 数数

盗盗生选择性泛化化 � ��� � �
�

����

…
‘��� � � ��������

仅仅对阻性刺激的香写的洞或或 ��� � �
·

����

…
��� �  �夕‘‘‘‘

口口视的司延生按压反应应应应应应应应

对对曝性刺激的害写的祠和口口 ��� � �
·

�形形

…
��� ��

·

�形形 ��� � �
�

� ���

轰轰的洞均不装生按压反应应应应应应应应

注 1
:
第一信号系航向第二信号系技的动力傅通实嫩共有被拭者 烈 人

,

这 24 人也参加第二信号系技向第

一信号系航的动力傅通实黝
。

注 2
:
在第二信号系航向第一信号系杭的动力傅通实甄中

,

各个百分数是根据第一信号系毓向第二信号系

故的动力傅通实擞中各类反应悄况的人数(不是根据总人数)而针算的
。

有 工”人鳌生选择性乒化
,

占总人数的 62
·

”妊
。

如果把那三个仅对瞬性刺激的害写的祠

或 口汉的洞鳌生按压反应的兄童静算在内
,

RlJ 登生选撵性泛化的兑童有 18 人
,

占总 人

数的 75 .0 形
。
.

反过来
,

当这 24 人参加第二信号系杭向第一信号系杭的动力傅 通实肪

时
,

他朽之中有湘 人(包括原来在第一信号系杭向第二信号系杭的动力傅返实 脸 中菠

,
对岛于同一分析器的然关的刺激(圆片)翌生按压反应

,

对周于不同分析器的然关的刺激(筛声)不翌生按

压反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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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选择性泛化 的 15 人)鳌生选择性泛化
,

占总人数的 91
.
7形

。

(二)乙粗实阶
:
这一粗的兑童是另外的 触 人

,

没有参加过上述的甲粗实墩
。

他俩

首先在第二信号系就向第一信号系杭的动力傅通的条件下做实输
,

然后改在第一信号

系杭向第二信号系杭的动力傅通的条件下做实嗽
。

他介弓在这两种条件下的实阶桔果杭

是表 5
。

表 5 分化刺激实殷
—

第二信号系就向第一信号系扰的动力傅通实脸

}仪
实娠
_
}第瀚

号
秘 }

第一信号黝向第二信号
撇

的动力姗 }
l\ 、

\

只称l间第一信号米 {{

—
!l\于\ l校的动力傅通 1} _

二
、

~

_ 二
l 仅对踢性刺 l对踢性刺激的香写的和口靓 l 对隔性刺激 l

l二 \
/
漏 \ l

—
}1吸生选捧性 l激的香写的 }的祠鼓生按压反应

,

对隆性 } 的香写的洞 l
l认 \ 伙

‘
} ! }} } 洞或 口歌的 }刺激的臀写的和口轰的司不 } 和口视的洞 l

l \ 俗 }
..‘ .

}
_

_

.
‘ .

! } 泛化 }狙琴生按压 !翼车丛婴冥耍气
.

但世叁差的 ! 塑王琴生按 l

} 丫溉{
人州

白分数
1}

一
{卫生一-{翌些些翌婴一卜竺兰

一
}

}半生华舟牛一{{竺掣黔华」竺黔生竺4三兰擎阵掣亘丝}l贝生选郡性泛 ! , 。

l

。 。 , o

川
, o 】 , :

, 1
0

1
, o , ‘盯 1

1
1 赴 。 : , 1 1 !

. , 卜 l 孟 U 叶。 U 二 / 口 11 上 ‘ 1 . J / ‘ l 口 吐 工U 二 。 / o 王 二 幼 U .‘ J 产刃 l 口 .

}

尘址

—
~}一}一!}一}一}一}

4

一}—
}
—
}一}一}l对与踢性的洞 } } }l ! } } } } } 1 1

l 的束l]激相应的 1 0 1。。
o 。
川 。

l
。 , , 。/

】 0 1 。。 。,
! 1 1

。
!
。 , , 。 2

1

. 二f 】弓、, 出日, , 口
, 亡 况准 1 o l J 。

·

。之沙 }} 。 l 。 卜u Z 诊 l ‘ l ‘ J / 。 { 1 1 0 1 。 ‘.口 2 ‘ .

. 优界不”以
,

. 、

双 1 1 11 1 1 1 } l } 1 .

l 生按压
反应 } } 11 } } ! } ! l } !

注 1
:
第二信号系杭向第一信号系耕的动力傅源实脆共有被拭者 24 人

,

这 24 人也参加第一信号系枕向第

二信号系肤的动力傅履突盼
。

注 2
:
在第一信号系毓向第二信号系毓的动力傅通实教中

,

各个百分数是根据第二信号系肤向第一信号系

枕的动力傅通实墩中各类反应情况的人数(不是根据总人数)而爵算的
。

根据表 5
,

被献者 触 人在第二信号系杭向第一信号系杭的动力傅通实输的条件下

有 16 人菠生选择性泛化
,

占总人数的 66
.
7 妊‘这熟 个被藏者友过来在第一信号系扰

向第二信号系就的动力傅返实嗽的条件下有 15 人登生选择性泛化
,

占总人数的62.5 沁
。

在这 15 人之中
,

有 12 人是在第二信号系杭向第一信号系杭的动力傅遮实撇的条件下

骚生选择性泛化的
,

有 3 人RlJ 是在同样的实嫩条件下没有对与踢性的洞的刺激相应的

砚实刺激鳌生按压反应的
。

如果把那五个对踢性刺激的害写的洞或 口靛的祠登生按压

反应的兄童静算在内
,

RlJ 誉生选择性泛化的人数为劝 人
,

占总人数的 83 .3 形
。

三
、

第三部分
:
复合刺激实骇

—
这一部分的实婉又有 51 个未参加过以上 任何

实歇的兑童作为被献者
。

他刊也分为两粗
:
甲粗 27 人

,

乙粗 24 人
。

除甲粗多了 3 人外
,

每尸粗的 24 人在年龄和性别的分布与以前的实骇相同
。

(一)甲粗实嫩
: .
这一粗的见童

,
’

如同第一部分及第二部分的实瞰中的甲祖实墩一

样
,

先做第一信号系杭向第二信号系杭的动力傅通实嫩
,

后做第二信号系杭向第一信号

系杭的动力傅返实墩
。

表 6 甜载着他佣的实输桔果
。

表 6告祈我们
,

在从第一信号系杭到第二信号系杭的动力傅逗实娥中
,

被藏者 盯

人中有 21 人赞生了选择性泛化
, 占总人数的 77

.
8妊

。

倘若把那三个只对与隆性刺激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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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复合刺激实输
—

第一信号系就向第二信号系就的动力傅通实阶

巨
……
程…

第一信号系航向第二
信号系毓的动力傅通

第二信号系杭向第一信号系毓的动力傅邂

翌生选择性泛化一一人一一一
-
一一

百 分 数

踢牡胜反应及分化反应
不巩固

数 } 百 分 数 }人 数 }百 分 数

坡生选掇性泛化

只对踢性刺激的香写的洞翌生
按压反应

77
.
8% 100%

3

}

’““ 100%

对踢性*lj 激的
洞翌生按压反

香写的和口靓的
应

,

对隐性
的香写的和口昆的翻不翌

刺激
生按 3. 7% 100形

压反应
,

但对燕关的洞的刺激
却翌生按压反应

对踢性刺激的香写的刹和 口税
的洞均不翌生按压反应

3. 7形 100形

踢性反应及分化反应不巩固 3. 7% 100形

注 1
:
第一信号系毓向第二信号系杭的动力傅邂实阶共有被藏者 27 人

。

这 2 , 人也参加第二信号系杭向第

一信号系状的动力傅通实输
。

注2
:
在第二信号系杭向第一信号系航的动力傅通实甄中

,

各个百分数是根据第一信号系故向第二信号系

杭的动力溥通实验中谷类反应悄况的人数(不是根据总人数)而舒算的
。

应的奢写的洞鳌生按压反应的兄童静算在内
,

RlJ 餐生选择性泛化的人数为解 人
,

占总

人数的 88
,

9 沁
。

这盯 个被截者在反过来从第二信号系杭到第一信号系杭的动 力傅返

实阶中
,

有邓人 (包括原来在第一信号系杭向第二信号系杭的动力傅返实墩中瞥生选

择性泛化的 盯 人)曹生选择性泛化
,

占总人数的 96 .3 沁
。

(二)乙粗实骇
:
另外的郊人参加这一粗的实嫩

。

他们最初参加第二信号 系枕 向

第一信号系就的动力傅通实喻
,

‘

随即反过来参加第一信号系就向第二信号系杭的动力

傅通实嗽
。

表 7
、

反映着他佣参加这两种实欲的桔果
。

从表 7 可以看到
,

当被拭者参加第二信号系挑向第一信号系就的动力傅通实嫩时
,

然 人之中有 16 人 (占总人数的 66.7 形) 聆生了选择性泛化
。

可是
,

当他佣反过来参加

第一信号系兢向第二信号系兢的动力傅延实骇时
,

夕4 人之中只有 12 人 (占总人 数 的

60沁) 鳌生了选择性泛化
。

如果把那 6 个只对隆性刺激的鲁写的制鳌生按压反应的兑

童加以合并静算
,

则鳌生选择性泛化的就有 17人 (占总人数的 70. 8形)
。

必须指出
,

这

坦 个在第一信号系杭向第二信号系就的动力傅通实墩中癸生选择性泛化 的被藏者也

就是前此参加过第二信号系兢向第一信号系兢的动力傅通实嫩而鳌生选择性泛化的16

个被拭者中的 12
.
人

。

‘

以上所述
,

就是全部实撇桔果的梗概
。

从这些实阶桔果可以看出如下的事实是明
’

显的
:

一
、

在上述三个部分的实胧中
,

.

当被献者是么参加第一信号系杭向第二信号系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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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复合刺激实殷—第二信号系就向第一信号系扰的动力傅通实脸

第一信号系校向第二信号系毓的动力傅通

刺写口均按性香和刹生应踢的洞的翌反对激的轰不压

翌生选深

性泛化

仅对曝性

束明激的香
写的刹妻
生按压反

应

对踢性刺激的香写的或
口税的刹赞 生按 压 反
应

,

对隆性刺激的舍写
的和口轰的刹不翌生按
压反应

,

但对艇关的洞
的刺激却盛生按压反应

险性条件

刺激出现

时
,

踢性

条件反射

即被抑制

人数 百分数}人数 百分数} 人
数
}
百 分 数 人数}

百分数…人数{百分数

一57一

|卜卜阵…
2一3一犯一一

|门门川l一数一%一一多%
号第系力一分一3.7一).1一I.2
。

信响号动:
。

一百一以一湘一刁一一肤信的邂一
|

引叫||一

…
第系一就傅一喘一托一?一1

翌生选挥性泛
化

75% 12
.
5乡石 1 2

.
5 %

对与隐性祠的
束U激相应的现
实刺激不翌生
按压反应

42
·

9 形

100万

激刺被性曝即件
,

创条时反性现件制隆出条抑

注 1
:
第二信号系毓向第 , 信号系就的动力傅翅实魏共有被藏者 24 人

,

这 24 人也参加第一信号系杭向第

二信号系航的动力傅遴实教
。

注 2
:
在第一信号系杭向第二信号系杭的动力傅通实颤中

,

各个百分数是根据第二信号系抗向第一信号系

杭的动力傅通实阶中各类反应情况的人数(不是根据总人数)而针算的
。

的动力傅延实懒开始的 (即第石
、

第二
、

第三部分实阶的甲祖实骇)
,

那么
,

登生选择性

泛化的百分数
,

最低者为 75 .0 妊
,

最高者为 88
.
9形; 当他佣是么参加第二信号系杭向第

一信号系杭的动力傅通实脆开始的 (即第一
、

第二
、

第三部分实徽的乙粗实麟)
,

那么
,

费

生选择性泛化的百分数
,

最低者为 66
.
7肠

,

最高者为 83 .3 形
。

这些数量查料
,

与伊万帮

夫
一
斯莫林斯基等所获得的桔果是大致相同的

,

段明了大多数的兑童在控制的实墩条件

下都能奢生从第一信号系就到第二信号系兢或从第二信号系兢到第一信号系杭的选择

性泛化
。

这就是能
,

我们在大多数的被献者中观察到浑动性反应 (按压动作) 和直接的

现实刺激的联系
、

和与现实刺激相应的祠(害写的和 口靛的)的联系在大脑皮直中构成

了一个杭一的动力桔构
,

因而在这个杭一的动力桔构的范圃内癸生了兴奋过程的选撵
J
除扩散

。

这也再一次靓明了巴甫洛夫两种信号系兢的学禽的普遍正确性
。

二
、

就三个部分的实阶中的各个甲粗实麟而言
,

在第一部分的实麟中
,

被藏者在

做了第一信号系枕向第二信号系杭的傅延实嗽后再做第二信号系枕向第一信号系杭的

傅越实脆
,

RlJ 在后一情况中
,

登生选择性泛化的百分数略减 (前者是 75 .0 形
,

后者是

66 .7 形)
。

但在第二部分及第三部分的实阶中
,
情形恰与此相反

。

被献者做了第一信号

系杭向第二信号系兢的傅通实脆之后再做第二信号系杭向第一信号系杭的傅通实墩
,

登生选择性泛化的百分数RlJ 蛟大地增高 (第二部分的实欲是 75 .0 形:91
.
7形; 第三部分

的实娥是 88
.
9形:96

.3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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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三个部分的实嫩中的各个乙粗实阶而言
,

在第一部分的实撇中
,

当被就者做完了

第二信号系杭向第一信号系杭的傅通实麟之后再做第一信号系杭向第二信号系杭的傅

通实嗽
,

警生选择性泛化的百分数有救大的精减(前者是 83
.
3形

,

后者是 62
.5形)

。

但在

第二及第三部分的实撇中
,

被拭者在做完第二信号系扰向第一信号系就的傅延实墩之

后再做第一信号系就向第二信号系杭的傅通实瀚时鳌生选择性泛化的百分数略有增高

(第二部分的实墩是 邸
.
7形 :83 .3 肠;第三部分的实墩是 66 .7 形 :70

.
8形)

。

由此可兑
,

在三个部分的实瞰中
,

做完第一信号系杭向第二信号系杭的傅通实麟对

随后第二信号系就向第一信号系杭的傅通实麟所登生的影响
,

或做完第二信号系就向

第一信号系杭的傅通实胁对随后第一信号系杭向第二信号系杭的傅涯实麟所鳌生的影

响
,

多数是一种助进作用 (如第二和第三部分的实麟)
,

少数是一种障碍作用 (如第一部

分的实墩)
。”

这些不同的作用
,

其原因是很复杂的
,

尚 待以另外的实嫩研究作精翘的分

析
。

这里仅指 出其中的一个可能的
、

但又很重耍的原因是被献者在过去艇墩中所形成

的洞的系就及其中介作用
。

三
、

在第二部分及第三部分的实麟中的甲粗实嫩
,

被就者在第一信号系就向第二

信号系兢的傅遮实墩的条件下
,

有多少人警生了选择性泛化
,

这些人在第二信号系就向

第一信号系杭的傅通实麟的条件下亦必百分之百地费生选择性泛化
。

可是在第一部分

的实嫩中的甲粗实墩和乙粗实嫩及第二和第三部分的实嫩中的乙粗实墩
,

其情形就不

同了
。

在第一信号系杭向第二信号系就的傅通实麟中已鳌生选择性泛化的人并没有百

分之百地在第二信号系就向第一信号系杭的傅通实嫩中鳌生选择性泛化
。

同样
,

在第二

信号系越向第一信号系杭的傅通实敬中已鞋生选择性泛化的人也井没有百分之百地在

第一信号系杭向第二信号系杭的傅通实城中费生选择性泛化
。

这是事情的一面
,

事情

的另一面是在三个部分的实骇中
,

也有人原来在第一信号系杭向第二信号系杭的傅返

实嫩或第二信号系就向第一信号系杭的傅通实教时没有鳌生选择性泛化
,

却在反过来

做第二信号系就向第一信号系杭的傅通实嫩或第一信号系杭向第二信号系杭的傅返实

撇时餐生了选择性泛化
。

这些现象再度祝明了第一信号系杭向第二信号系杭或第二信

号系杭向第一信号系杭的动力博通的登生是一个复杂的神艇过程
,

尚有待作精知的分

析研究
,

而
’

被就者在过去理嫩中所形成的制的系杭及其中介作用应引为靛明这个复杂

的神艇过程的一个重耍原RlJ
。

以上所述
,

都是根据被拭者的运动性反应 (按压反应)作为登生选择性泛化的指标

而确立的一些事实
。

这些事实的核心是不流在从第一信号系杭到第二信号系杭或从第

二信号系杭到第甲信号系枕的动力傅通的实徽 中
,

大多数的被藏者都费生了选择性扩

散
。

但是对于那些没有按照
“

艇典
’,

的方式登生选择性泛化的少数被献者
,

我们将如何

解释呢? 我们能否筒单化地
、 一

不加区别地茂他们的皮箕兴奋过程或抑制过程没有从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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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信号系枕傅通到第二信号系就或没有从第二信号系杭傅通到第一信号系挑呢? 耍解

答这个周题
,

仅依靠运动性反应这个指标是不够的
。

我们还必镇求助于被献者的口藉

报告
。

在上述的实输中
,

不希是那一部分的实嫩
,

也不渝是那一姐的实墩
,

每一个被献

者在实墩之后照例必须对主拭者的一些尚题作口藉回答
。

这些周题有四
:
(一)你刚才

看觅什么? (二)你做了什么? (三)你在什么时候按呢? (四)你在什么时候不按? 在一

些特殊的情况下
,

主献者还按照被献者在实骇过程中的特殊表现增添了一些必耍的登

尚
。

根据被藏者在实墩后的 口藉报告的分析
,

可以得出如下的事实
:

一
、

在第一
、

第二
、

第三部分的实墩中
,

不希是甲粗实嗽或是乙粗实麟的被拭者
,

凡

是鳌生选择性泛化的
,

艳大多数都能准确地把刺激
、

反应及刺激和反应的关系在其口藉

报告中反映出来
。

兹以单一刺激实教 (第一部分的实殷)
_
中的甲粗实麟的一个被献者为

例
。

阴

“

你刚才看兑什么?
”

“

你做了什公?
”

“

你在什么时候按呢?
”

“

你在什么时候不按呢?
”

答

“

看兑缸灯
, ‘

缸灯
,

字
, ‘

黑板
,

字
, ‘

害包
,

字
。 ”

“

手放在那里份旨运动反应器)按
。 ”

“

出缸灯的时候
、

出
‘

杠灯
,

字的时候
、

税
‘

缸灯
,

的时候
。 ”

‘

出嘿板
, 、 ‘

害包
,

字的时候
,

役
‘

黑板
, 、

嗜包
,

的时候不按
。 ”

不仅如此
,

而且在主敲者增加癸简的情况下
,

被就者还能流利地轰明隆性的砚实刺

激及与其相应的鲁写的和 口靛的祠这三者是一样
。

例如
,

在分化刺激实墩(第二部分的

实墩)的甲祖实嫩里
,

一个被就者对主献者的答藉如下
:

周 答

“

你刚才看见什么?
”

“

你做了什么?
”

“

你在什么时候按呢?
”

“

你在什么时候不按呢?
”

“

你为什么对
‘

禄灯
,

字拭呢;
”

“

徐灯
、

杠灯
、 ‘

黑板
,

字
、 ‘

鲁包
,

字
、 ‘

撇

灯
,

字
、 ‘

赶灯
,

字
。 ”

“

按这个(指运动反应器)
。 ”

“

撇灯
、 ‘

椽灯
,

字
、

你表的
‘

禄灯
, 。 ”

“

杠灯
、

牡灯
,

字
、

嘿板
,

字
、

嗜包
,

字
。 ”

“

也是能禄灯
,

靛的都是禄灯
。 ”

由此可见
,

在实输过程中
,

一切呈现抬被青式者的现实刺激和祠的刺激都受到被献者

的祠的分析
,

而从这种祠的分析中被献者遂形成了一种概括化的洞的系杭 (反应的原

R[J )
,

以稠节其运动性反应
。

鲁利亚曹指出
:
新的联系的形成是在洞的系杭的密切参加

下誉生的;联系的形成常常登生在
“

道接的
”

运动性反应之前;联系从一个信号系杭到另

一个信号系杭的傅通只有相对的意义r62
。

这种理希与我们的实输桔果是一致的
。

这里

指出T, 在人类心理实麟中
,

祠的系技及其中介作用矗一个很重耍的因素
。

同时
,

这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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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 出了
,

运动性反应(按压反应)固然是登生选撵性泛化的一种指标
,

井且是一种重要的

客观指标
,
但是 口藉报告在板大程度上可么反映选择性泛化的具实情况

,

不能弃置不用
。

二
、

不榆是第一部分
、

第二部分还是第三部分的实脸
,

也不输是其中的甲粗实嫩还

是乙粗实阶
,

在第一信号系知向第二信号系杭的动力傅通实墩的条件下
,

有少数被献者

在对踢性刺激形成条件反射之后
,

他俩不是对与这些刺激相应的鲁写的洞和口轰访翻

全都誉生按压反应
,

而是只对其中的鲁写的洞或口视的祠癸生按压反应
。

例如爹在第一

部分和第二部分的实嫩的甲粗实墩和乙粗实墩中各有一个被藏者(共 4 人)只对与踢性

砚实刺激相应的口靛的祠登生按压反应而不及于其睿写的祠
,

在第二部分和第三部分

的甲粗实阶和乙粗实麟中共有共4 个被拭者只对与隘性砚实刺激相应的害写的
·

洞 聆生

按压反应而不及于其口轰的祠
。

表面上看来
,

也就是能
,

从被藏者的按压反应看来
,

这

些被拭者好像没有达到第一信号系杭向第二信号系挑的完圣的选择性扩散的境地
,

但

是他他的 口藉报告却比较准确地反映着刺激
、

反应及二者的关系
,

只不过由于在实麟过

程中通过对刺激进行制的分析
,

他们形成了一种特殊的反应的原期 (概括化的祠的联

系或洞的系就)
,

因而在其反应只表现为从现实刺激傅涯到其 口靛的洞或害写的祠
。

具体地投
,

对于那 4 个只对踢性刺激的 口靛的洞登生按压反应的被献者
,

我俩可么

举出两个 兑童的 口藉报告么查我明
。

在第一部分实麟的甲粗实撇中
,

“个被拭者对主

拭者的鳌简作如下的回答
:

简

“

你在什么时候按呢?
”

“

你在什么时候不按呢?
”

“

杠灯
、

锐
‘

缸灯
,

字
、

写
‘

杠灯
,

字这三个

一样嘱?
”

答

“

出杠灯的时候和役
‘

缸灯
,

的时候按
。 ”

“

写
‘

缸灯
,

字的时候不按?
”

“

不一样
, ‘

缸灯
,

字是写的
。 ”

在第二部分实嗽的 甲粗实阶中
,

有一个被献者对主献著的赞简是这样回答的
:

简 答
“

撇灯和
‘

椽灯
,

字一样不一样?
” “

不一样 , 那是字
,

那是灯
。 ”

“

靛的
‘

撇灯
,

和糠灯一样不一样?
” “

一样
,

能的糠灯
,

出的也是森灯
。 ”

由此可晃
,

这些被献者都指出灯光和 口靛的
“

灯光
”

是一样的
,

但灯光和奢写的
“

灯

光
”

则木是一样的
,

因为害写的
“

灯光
”

究竞是奢写 的
。

这就是被献者在实瞰进程中形成

起来的洞的原HlJ
。

他们正是根据这种洞的原RlJ 来稠节其反应的
。

对于那 14 个只对踢性刺激的鲁写的祠誉生按压反应的被藏者
,

我朽也可以列举如

下一些例子
,

以为靛 明
。

在第二部分实麟的乙粗实麟
.
中

,

有一个兑童的 口藉报告如下
:

固
.’ 一

答

“

黄灯和
‘

黄灯
,

字
、

役的
‘

黄灯
,

一样不一
“

不一样
。

那个是锐的
,

那个是演的
。 ”

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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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三部分实麟的甲粗实嫩中
,

固
.

“

你做了什么?
”

“

你怎么知道对 口能的不按呢?
”

阴

有些被就者作了这样的口韶报告
:

答
“

按来着
,

剪光一黄光一杠光就按;黄光

一杠光一剪光就不按
,

还有 口能的也

不按
。 ”

“

那是嘴靛的
,

不是演的
。 ”

答
“

对税的
‘

剪光一黄光一杠光
,

你按了吗?
” “

没有只
“

为什么不按呢?
” “

能的
,

没有表演出来
,

就不按
。”

周 答

“

听晃的字和写的字一样嘱?
” “

不一样
。

‘个是能的
,

一个是演的
。

开始阱我按的时候就是演的
。 ”

在第三部分实阶的乙粗实麟中
,

有两个被就者的口藉回答是这样的
:

简 答

“

你再税扮你什么时候按呢尸 ‘蔽光一黄光一缸光
。 ”

“

你对我税的
‘

剪光一黄光一缸光
,

按了
“

没按
。 ”

没有?
”

“

应蔽不应敲按呢?
” “

不孩
。 ”

“

为什么呢?
”

阴

“

你什么时候按呢?
”

“

是对光按还是对字按呢?
”

“

我能的
‘

篮光一黄光一杠光
,

和篮光一

黄光一杠光是一样的嘱?
”

“

孙卜你按了嗯?
”

“

你为什么不按呢尸

“

因为税的不是演出来的
,

演出 来的 才

按
,

不是演出来的就不按
。 ”

答

“

剪光一黄光一杠光就按
。 ”

“

光和字都按了
。 ”

“

是一样的
。 ”

“

没有
。 ”

“

因为它不是由幻灯演出
一

的o"

至此我佣可么看到
:
这些被拭者对于灯光和奢写的

“

灯光
”

都韶为是一样的
,

但对于

灯光和口靓的
“

灯光
”

是否一样
,

RlJ 看法不尽一致
:
有的靛是一样的

,

有的靛不是一样的
。

不流他们的看法如何
,

有一点对于他们是一致的
:
口靛的

“

灯光
”

不是在幻灯上演示出来

的灯光或香写的
“

灯光
” ,

因之
,

他们对它不作按压反应
。

这就是这些被就者在实欲过程

中形成起来的反应的原lllJ
,

而这个原则支配了他俩对 口靛的
“

灯光
”

和害写的
“

灯光
”

的

不同反应
。

鲁利亚曹指出
:
用言藉强化法去形成暂时联系

,

有时候长久不接通
,

好像是

完蚕不能形成似的; 这类情况只有依据鼠的系杭在哲时联系的形成过程中的中介作用J
才可么成为可理解的

。

他复指 出
:
这类情况 自然地癸生在某些奢惯于精确地执行任务

的被献者身上旧
。

我仍的实麟桔界也正敲实了鲁利亚的萧点
。

-
,

.

一
: -

根据以上的情况的分析
,

我们再次看到被献者在实嗽过程中形成起来的祠 的系就



期 吴江霖等
:
兑童第一和第二信号系就的相互动力传通的实吸研究 129

所起的中介作用—
对刺激的不同的朝向作用和对反应的不同的稠节作用

。

同
·

时
,

‘

我

佣也可以看到
,

如果以运动性反应作为选样性泛化的唯一的指标
,

Rll 不少砚象是难于理

解的或不可能理解的
。

三
、

在第一
、

第二
、

第三部分的甲粗和乙祖实骇中
,

有少数被就者鞋生了两种情况
:

(一)在第一信号系杭向第二信号系杭的动力傅通实嫩的条件下
,

他俏在形成 了对隆性

刺激的条件反射之后
,

对于与隆性刺激相应的 口规的祠和害写的洞都不聆生按压反应
。

例如
,

在第一部分实撇的甲祖和乙祖实撇分别有 2 人和 1 人
,

在第二部分实骇的甲粗和

乙粗实脸分别有 6 人和 3人
,

在第三部分实阶的甲粗和乙粗实胁分别有 1 人和 4 人
,

都

蜀干这种情况
。

这在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是
“

没有蜚生从第一信号系杭到第二信号系兢

帅动力傅通
” 。

(二)在第二信号系就向第一信号系杭的动力傅通实嫩的条件下
,

他佣在
.
分隆险祠的刺激形成了条件反射之后

,

对于与隘性副的刺激相应的砚实刺激也不登生

按压动作
。

例如
,

在第一部分实嗽的 甲祖和乙粗实阶分别有 3 人和 2 人
,

在第二部分实

嗽的甲粗和乙粗实雕分别有 2 人和 8人
,

在第三部分实嗽的乙粗实嗽有 7 人
,

都屡于这

种情况
。

这在表面上看起来也好像是
“

没有鳌生从第二信号系杭向第一信号系就的动为

傅通
” 。

这两种情况
,

如果根据伊万藉夫一斯莫林斯基的理箫看来
,

应敲能是由于兴奋过

程没有从第一信号系杭傅逗到第二信号系杭或没有从第二信号系杭傅返到第一信号系

就使然的
。

但是事实果具如此嫣 ? 萧镶我们分析上述两种情况的被献者的口藉报告
。

就第一种情况而言
,

在第一部分实麟的 甲粗实撇中有两个被藏者的 口藉报告是这
‘

样的
:

.
简

一

答
“

你在什么时候按呢?
” , “

杠灯一亮就按
。 ”

“

你在什么时候不按呢?
” “

杠灯不亮就不按
。 ”

简
‘

答

“

你在什么时候按呢?
” “

出杠灯的时候按
。 ”

‘“

你在什么时候不按呢?
” “

出
‘

杠灯
,

字的时候不按
。 ”

在第一部分实墩的乙粗实麟中有一个被拭者作了这样的 口藉回答
:

阴 答
“

你在什么时候不按呢?
” “

上面出剪灯时按
,

斑
‘

篮灯
,

字
、

视
‘

葺
·

灯
,

时不按
。 ”

在第二部分实脆的乙粗实麟中
,

有3 个兄童对于主武者的
“

黄灯和
‘

黄灯
,
宇一样不一

样?
”

这一补充誉周
,

一个韶为
“

那是字
,

那是灯
,

靛
‘

黄灯
’

的时候不是灯
, ”

其余两个RlJ 韶

为
“

是一样的 ,’
。

最独特的是在第二部分实腆的甲粗实胁中
,

有一个被藏者在主藏者提

出
“

椽灯和
‘

撇灯
,

字一样不一洋?
”

这个阴题时
,

他答道
: “

是一样
,

也是不一样
。 ‘

徐灯
’

字是宇
,

同椽灯不一样;
‘

椽灯
’

字投的是椽灯
,

所以是一样
。 ”

这些例子靛明了由踢性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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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刺激所引起的兴奋过程是傅通到与现实刺激相应的祠的
,

只不过由于被献者在实麟

过程中对砚实刺激和洞的刺激作了精确的祠的分析
,

而他们系奢惯于精确地执行任务
,

因之
,

没有对与隘性刺激相应的祠 (口靛的和害写的)费生按压动作
。

就第二种情况而言
,

其基本特征与上述的一样
。

这里仅举出一个例子
,

那就是在第

三部分实顾的乙粗实瞰中
,

有一个被裁者对
“

椽光
”一 “

扛光
”一“

黄光
”

这踢性祠的刺激已

形成了条件反射
,

但是对与这一踢性祠的刺激相应的现实刺激 (椽光
~
杠光

一
黄光) 助

不鳌生按压反应
。

主藏者初其故
,

他答道
: “

光和字是一样的
,

按了字就代表按了光
,

所

么
,

按了一个就不必按另一个了
。 ”

以上的事实靛明了
“

没有癸生按压反应
”

乃是由于被藏者的已形成的祠的系藏及其

中介作用 (朝向作用和锢节作用)所使然
,

同时也税明了不能把
“

没有萎生按压反应
”

商

单化地祖为
“

兴奋没有从第一信号系就傅通到第二信号系扰或没有从第二信号系抗傅

通到第一信号系杭
。 ”

因此
,

如果把运动性反应砚为选择性泛化的唯一的指标
,

HlJ 补多事
.
实是然法得到正确的解释的

。

伊万藉夫
一

斯莫林斯基在新近的著作田 中指出
: “

口藉报

告法对于第一和第二信号系兢相互作用的研究具有重大的意义
。 ”

这个渝点对于人类心

理实嫩是完全必耍的
。

四
、

只费生在第一部分实墩的 甲乙两粗实墩中而不鳌生在其它两部分实墩中的一

种独特的砚象是有少数被就者对于所有被呈砚出来的现实刺激和淘的刺激都报以按压

反应
。

被献者们对于主拭者的
“

你在什么时候按呢?
”

这一尚题都是这样回答
: “

出灯和

字就按
”
;
“

一着就按
,

一灭就不按
”
; “灯一着就按一下

,

听靛出字就按一下
,

灯没着时就

不按
。 ”

他刊对于
“

你在什么时候不按呢 ?
”

这一周韶
,

都是作了这样的回答
: ‘
沐出东西时

就不按
” , “

不出东西, 不靛字时就不按
。 ”

显而易兑
,

被藏者在这些锡合下形成一条反应

的原RlJ
:“
任何刺激一呈砚时就按;没有任何刺激呈砚时就不按

”。

正是这个概括化的祠

的原RlJ 使他们餐生了兴奋过程从第一信号系杭到第二信号系兢或从第二信号系兢到第

一信号系杭的非选择性的
、

一般性的泛化
。

造成这个反应的原RlJ 的一个可能的原因是
:

第一部分实嗽的甲乙两粗实撇不同第二
、

第三部分实嗽的甲乙两粗实墩
,

后者有踢性刺

激和隆胜刺激的先后呈砚或交替呈砚
,

前者却只有踢性刺激和然关刺激的呈现
。

由于

缺乏一个险性刺激 (相应地引起抑制性反应) 以与踢性刺激 (相应地噢起踢性反应) 对

比
, “

全按
”

的优势就形成起来了
。

在这里
,

我们可么看到
,

只有按压反应这个指标而没

有注意到被藏者的制的系杭在两种信号系杭的相互傅通过程中所起的朝向作用和铡 节

作用
,

RlJ 按压反应所能朋明的东西暴竟是有限的
。

五
、

在本研究所有各个从第一信号系杭到第二信号系杭或从第二信号系就到第一

信号系就的动力傅返实瞰中
,

凡不履上列四方面的琪象也姆不可从被藏者的已形成的
.
祠的系杭及其中介作用找到适当的解释

。

此外
,

应敲提起的是在我刊的 14 7 个被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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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中
,

只有在第三部分的实阶中登觅有 2 个兑童
,

其隘性反应和分化反应不巩固或除性

刺激呈现时其踢性反应即被抑制
。

这当然不意味着被拭者不能形成阻性条件反射或分

化性反射 (他仍都是能进行各科学奢的正常兑童)
,

而是意味着被拭者在这特定的实墩

窒条件
一

「没有能够迅速地形成一条合适的反应的原HlJ 来稠节其行为
。

本实嗽还只限于比较筒单的砚象的研究
。

诚然
,

在心理科学研究上从筒单的现象

着手进行
,

得到一些最基本的事实
,

未始不是为复杂的砚象的研究奠定基础
,

但是决不

能止于此
。

如果靛上述的研究是只限于从现实刺激(如羊)到与其相应的
“

原般制
”

(如

“

羊
”

一祠)的傅通
,

那么
,

今后就有必耍进行从豁多砚实刺激 (如羊
、

思
、

牛
、

狗等)到与其

相应的
“

次蔽祠
”

( 如
“

动物
”

一祠) 的傅通实雕
。 *

末了
,

本实嗽也只局限于正常 兑童的研

究
。

但是从异常兄童的两种信号系杭相互作用的研究可么更明晰地阴明正常兑童的两

种信号系杭相互关系的特点
。

鲁利亚L5, 月对正常兄童和异常兑童 (主要是智力落后的 兑

童)的两种信号系杭相互作用的比较研究在这方面的实麟研毙上树立良好的榜样
,

值得
’

我俩学奢
。

(
1 9 5 6 年 12月 22 日收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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