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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这项研究围绕元记忆对多重记忆系统的监测问题
,

研究 了 判断对 反应和 反应

的监测作用
。

结果表明 反应项 目的 判断的幅度 明显高于 反应项 目的幅度
,

且

对 反应项 目的预测准确性明显大于对 反应项 目的预测
。

这一结果说明
,

元记忆对不同记

忆系统中存贮的项 目的监测强度是不一样的
,

它对情节记忆的监测明显好于对语义记忆的监测
。

关健词 反应 反应

问题的提出

元记忆是记忆心理学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
,

它涉及人们对 自身的记忆的监测与控制
。

对多重记

忆系统问题的认识始于 年代
,

但 目前对于这二者之间的关系尚缺乏系统的研究
。

这项研究的 目

的在于探索元记忆对多重记忆系统的监测问题
。

研究的基本模型如下

图 元记忆对多重记忆系统的监测模型 元记忆机制
、 、

不同层次的记忆系统

上述模型包含三个要点 第一
,

它假设元记忆机制与记忆系统相互分离 第二
,

它假设人类的记

忆由数个可分离的系统组成 第三
,

它假设元记忆与记忆系统存在直接的监测与被监测的关系
。

对于第一个假设
,

相反的意见认为
,

元记忆的监测过程即是记忆信息的提取过程
,

这两个过程

是合而为一的
,

但来 自认知心理学
、

神经心理学和记忆模型方面的证据都不支持这一观点
。

来 自

实验心理的证据表明
,

做 判断的反应时短于提取反应时
,

而对问题答案的接近 阑限的启动

会提高被试的提取 再现 水平
,

但却对 判断的量没有 明显影响
,

这说明元记忆判断过程与提

取过程是不 同步的
。

来 自神经心理方面的证据表明
,

健忘症可以在不伴随元记忆障碍的情况下发

生
,

而元记忆障碍也可 以在不伴随提取 再和再认 障碍的情况下发生
,

这说明这两种认知过程

依赖于不 同的脑机制
。

对于第二个假设
,

相反的意见认为
,

人类的记忆以整体的方式运作
,

记忆是不可分离的
。

但认知

神经科学 的大量跨学科综合研究
,

已经为多重记忆系统的存在提供了多方

面的有力证据
。

目前已经得到广泛认可的记忆系统共有五个
,

他们是
,

情节记忆 。

,

语义记忆
,

启动
,

技能 和工作记忆
。

这

些记忆系统在人类 的信息加工过程中是“ 系列加工
,

平行存储
,

独立提取
”

的
。

对于第三个假设
,

相反的意见认为
,

元记忆与记忆之间不存在直接的监测与被监测 的关系
,

元

记忆是通 过某种间接 的推论过程来获得有关记忆信息的存储的情况 的
。

例如
,

是一种典型的元记忆判断
,

而 的线索熟悉性假说 。 。 了认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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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是根据对问题是否熟悉 而不是对答案本身知道多少 而做元记忆判断的
。

但新近的研究表明
,

的线索熟悉性假说具有相 当的局限 引 ,

将元记忆判断等同于线索熟悉性判断是不符合实际

情况的 〕。

上述分析说明了这项研究所采用的理论框架的合理性
。

具体的实验
,

以 为元记忆的行为指标
,

以 反应
“ ”

为情节记忆 的

行为指标
,

以 反应 “ ” 为语义记忆的行为指标
,

研究 对 反应与 反应的

监测情况
。

认为
,

反应代表了情节记忆
,

而 反应代表了语义记忆 ’ 。

尽管不是所有的

研究者都赞同这种看法
,

’ 〕,

然而近年的神经心理学及认知心理学的研究却支持将 反应与 反

应的区分
,

看作是情节记忆与语义记忆的区分的观点 〕。

方法

材料 选取频率在 至 之间的汉字 个 频率的平均值为 ”
,

标准差为
。 ,

组成 个无关字对
,

其中
,

对做非正式 的材料
,

对做正式的学 习材料
,

其余的

对在再认时与学过的 对字混在一起
,

作为干扰项
。

被试 大学本科生 名 其中 名为女性
。

程序

学习 在学习前告诉被试
,

将要让他们学习一些无关的线索一 目标字对
,

并于学完后在其

前面呈现线索字
,

让其回忆后面的 目标字
。

记忆字对 由计算机 以随机的顺序呈现
,

每个项 目呈现的

时间为 秒
。

共学习 对字
,

分析时不用最前学习的 对和最后学习的 对
。

学完后令被试做

分钟 的倒数数字的任务
。

线索 回忆及 判断 将线索字一个一个地呈现给被试
,

要他 回忆与之配对的 目标字
。

如果他回忆不出
,

就请他估计一下
,

如果让他再认
,

他认出那个字的可能性有多大 判断 判

断的分数在 到 。分之间
,

代表认出的可能性极少
,

分代表认出的可能性极大
。

再认及 或 判断 作再认之前
,

首先详细地向被试解释 反应与 反应的差别
,

反

应是指 被试 在认出一个项 目的同时
,

还记起了刚才 自己如何学习它的情绪 中文将 反应译作
“ 想起 ⋯” 而 反应是指 被试 在认出一个项 目时

,

不伴随有对于刚才的学习情景的回忆 中文

将 反应译作
“

认得
。

这一过程由纸笔完成
,

让被试逐项判断列出 个无关字对 其中
,

有

个正确答案和 个干扰项 目 每个项 目后都配有三个备择答案
,

分别表示 反应
、

反应以及没

学过的判断
。

结果与讨论

在实验中选取的观测指标依次为线索回忆及 判断
,

再认及 或 反应
,

其中
,

前两个指

标是在线索回忆时取得的
,

而后两个指标是在再认时取得的
。

线索回忆及再认 被试平均的线索回忆率为 标准差
, 。

若一个项 目能够

成功地通 过线 素 回忆
,

则此项 目的 及 再认就不 再列人进 一 步 的分析 中
。

平均再认率为

标准差
,

一
,

反应率为 标准差
, ,

反应率为

标准差
,

一
,

反应率与 反应率没有显著差异
, , 、一

, 。

对干扰项 的错

误再认率为 标准差
,

反应率为 标准差
, ,

反应率

为 写 标准差
,

反应率明显大于 反应率
, 《 , 一

, 。

这说明错误

再认的项 目中多数为 反应
。

判断的幅度
,

简称 在其后的再认 中
,

被判断为 反应 的

记忆项 目的 为 标准差
, ,

反应 的项 目的 为 标准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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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反应的 明显高于 反应
, 〔 、 , 。

这说明 反应能够 比

反应促成更高水平的 判断
。

对再认
,

反应 以及 反应的预测准确性 相关是 所推荐的计算

对于记忆的预测准确性的方法
“ 〕,

已为研究者广泛采用
。

根据计算结果
,

对再认的

相关为
,

检验表明此值显著大于
, 。

这说明被试的 判断对其再认成绩有着机

会水平之上的预测准确性
。

对 反应的 相关值为
,

对 反应的 相

关值为
,

尽管这两个值都明显大于
,

一 。 ,

但是前者 明显大于后者
, 。, 、、一

,

一 。

。

这说明 对 反应的预测准确性明显大于对 反应的准确性
。

这一结果为我们理解和把握 以往关于 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启示
。

过去的大量研究表明
,

对再认具有机率水平之上 的预测准确性
,

但预测的 值却都不高
,

很少有超过 这

个上限的
。

这一现象引起了很多研究者的兴趣
,

并提出了各不相同的解释
。

而这项研究的意义在于
,

它证明一般意义上 的再认
,

其实是 由代表情节记忆的 反应与代表语义记忆的 反应混合而成

的
,

对 反应的预测准确性高
,

而对 反应的低
,

这一高一低的混合造成 了 的预测在机

率水平之上却并不很高的现象
。

这项研究的数据说明了这一点
,

对再认 含 反应和 反应

的预测准确性为 一
,

在显著水平之上但却不超过 而 对 反应 的预测精确

性却为
,

超 出了 这个 般的上限
。

这项研究的总体结果表明
,

元记忆 对不 同记忆系统的监测作用是不均衡的
,

对情

节记忆项 目 反应 的监测作用 明显大于对语义记忆项 目 反应 的监测作用
,

无论是 以

的幅度
,

还是以 的预测准确性 相关 作为指标
,

结果均是如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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