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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考察了复合句中先述参与者在可提取性上的优势及句子连贯性因素对这种优势现象

的影响
。

同时
,

采用系列一同时呈现的方式
,

考察了句子不同成分的可提取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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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句子理解的实验研究中 飞 等人发现了两个重要的事实
。

第一
,

若一个句子

包含两个参与者
,

那么
,

先提述的参与者 比后提述的参与者易于提取
。

例如
,

句子“

, 。 ”

中
,

是先述参与者 阅读该句后
,

被试验证 是句子的

一个成分就较快
。

而在句子
“ 飞 ”

中
,

是后述参与者

被试阅读该句后验证 是句子的一个成分就较慢
。

这种现象称之为句子先述参与者在可提

取性上的优势
。

第二
,

若一个句子包含两个子句
,

理解者就需建造两个心理子结构
,

用于表征每

个子句
。

在这种情况下
,

最近发展的子结构中提述的参与者具有较大的可提取性
。

这种现象称

之为“ 最近子句的优势
” 。

他们把这两种表面上看起来似乎矛盾的现象
,

统一在一个称之为“ 结

构建造框架
”

的理论框架中
。

他们认为
,

语言理解中涉及到的认知过程
,

就是对被理解的信息建

造一个完整的心理表征或心理结构
。

先进入的信息成为这种心理表征的基础
。

因此
,

理解者从

句子的心理表征中提取句子的先述参与者就 比较容易
。

在句子包含两个子句的情况下
,

理解者

先就第一个子句建造心理子结构
,

接着再建造第二个子句的心理子结构
。

在两个子结构还没有

形成完整的句子水平的心理表征时
,

最近 阅读的子句中的参与者就易于被提取
。 〔, 一 」

我们曾以汉语作为实验材料
,

采用不 同的呈现方式 系列呈现和 同时呈现 及不同的延迟

间隔 和
,

考察了句子参与者的提述次序对其可提取性的影响
。

结果表明
,

对汉语

读者来说
,

句子的先述参与者也 比后述参与者容易提取 而且
,

先述参与者在可提取性上的优

势
,

在一定程度上与被试加工句子的具体条件 包括呈现方式及探测词与句子之间的延迟间

隔 有关
。

同时表明
,

提述次序对句子参与者的行为 即句子中的动词 的可提取性亦有影响 先

述的动作比后述的动作易于提取
。

本文在先前工作的基础上进一步考察 由两个子句构成的复合句中两个子句在意义上

的连贯性因素对句子参与者的可提取性的影响 句子不同成分在可提取性上的差异
。

实验及其结果

去 实验
·

被试

名工科大学二年级学生
,

男 名
,

女 名
。

· ·

实验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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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句子
。

这些句子集分三类 连贯句
,

即两个子句陈述的内容彼此有联系
,

且与状语

规定的情境相一致 卜连贯句
,

即两个子句陈述的内容彼此无联系
,

探测词包含在与状语规

定的情境相一致的子句中 非连贯句
,

两个子句陈述的内容彼此无联系
,

探测词则包含在与

状语规定的情境不一致的子句中
。

每类 集句子
,

每集句子分两种句式
。

表 给出了实验用

句子集的实例
。

其中 代表句子 后面的第一个数字表示该句子所属类别
,

第二个数字表示

探测词包含在该句子的第一个或第二个子句中
,

即探测词是先述参与者还是后述参与者

表 实验 的句子集实例

句 子 类 型 探测词

学习上吴勇盆视数学
,

徐海喜爱物理
。

吴 勇

学 习上徐海喜爱物理
,

吴勇重视数学

病房里赵飞治疗病人
,

李贤抢购黄金
。

赵 飞

病房里李贤抢购黄金
,

赵飞治疗病人
。

植树时曹福练习书法
,

韩林修剪树枝
。

曹 福

植树时韩林修剪树枝
,

曹福练习书法
。

集句子分成两组实验材料
。

每集句子的两个句式均匀地分派在两组实验材料中
。

这样
,

每组实验材料各有 个句子
,

包含同等数量的先述参与者和后述参与者
,

各类型的句子数量

也相等
。

被试分成两组
,

每组被试只从事其中一组材料的实验
。

另有 个干扰句
。

这些干扰句也分成三种不同类型
,

在形式结构上完全与实验句相匹配
。

当然
,

干扰句中不包含探测词
。

实验时
,

这些干扰句与实验句混合在一起
,

随机地呈现 ,

若干练

习句供被试熟悉实验的要求和程序使用
。

为了鼓励被试注意句子的各个成分
,

而不仅仅注意句子的参与者
,

从而对句子有适当的理

解
,

在被试对一个呈现的句子做出反应后
,

紧接着呈现一个二择一的理解性问题
。

其中
,

三分之

一的间题涉及参与者是谁
,

三分之一的问题涉及事件发生在何时何地
,

还有三分之一的问题涉

及干了什么
。

问题下方略偏左右两侧
,

同时呈现两个供被试选择的答案
。

实验仪器和步骤

实验是在 机上进行的
。

每次试验开始时
,

先在屏幕的中上方给出一个提示信

号 符号
“ , ” ,

持续时间为
。

提示信号消失后
,

以系列一同时的方式呈现构成句子的各

个字
。

字之间的间隔时间为
。

句子的最后一个字符是句号 句号出现后
,

整个句子被抹

掉
。

探测词与句子之间的时间间隔为 探测词呈现在屏幕的稍上方 若实验句含有该探

测词
,

被试用右手的食指按“有
”
键 即 键 否则

,

用右手的中指按“无
”

键 即 键
。

被

试一旦做出反应
,

计算机就 自动记录从探测词呈现至被试做出反应之间所花的时间及反应的

正 确与否
,

同时
,

探侧词被抹掉 探测词在屏幕上滞留的时间最长为 秒 探测词消失后
,

在屏幕的中下部呈现“ 回答间题
”
的提示

,

通告被试即将有一个涉及理解的问题要求他

们作出回答
。

该提示在屏幕上保持
,

然后
,

在下方呈现一个理解性问题 问题下方的左右

两侧
,

有两个供被试选择的答案
,

被试用左手中指按键盘左下角之 键
,

表示选择左边的答

案 用左手食指按 键
,

表示选择右边的答案
。

左右两侧均有同等的机会出现正确的答案
。

问题和供选择的答案在屏幕上保持到被试做出反应为止
,

不记录反应时
,

只记录被试对答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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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是否正确
,

并给予一个反馈信息
。

若被试对探测词的反应正确率低于
,

或对理解问题

的二择一的答案的选择正确率低于 写
,

该实验数据就不进入统计分析
。

实验结果

被试对探测词的平均正确反应时见表
。

检验的结果表明
,

类型 连贯句 时
,

前一个子句中的参与者比后一子句中的参与者易

于提取
,

且两者的差异非常显著
,

先述参与者在可提取性上具有明显优势
。

对于类型 和类型

来说
,

前一个子句中的参与者虽然具有较后一子句中的参与者易于提取的倾向
,

但它们的可

提取性在统计上没有显著差异
,

未出现先述参与者在可提取性上的明显优势
。

表 被试对探测词的平均反应时
一

一

一
型 一 一

一

类型 一类型 一一一

平均

值
曲 ‘

注 , 二

实验

本实验的 目的主要是考察句子不同成分 包括状语名词
、

参与者名词和动词 在可提取性

上的差异
。

被试

名工科大学二年级学生
,

男 名
,

女 名
。

实验材料

集句子
,

其中 集句子的探测词为句子的参与者
,

集句子的探测词为参与者的动

作
,

另 集句子的探测词为状语中的名词
,

名词和动词均系常用词
,

平均笔画数大致相同
。

表

为实验用句子集例子
。

表 实验 句子集实例 实验材料分成 组
,

不同句式均匀地被

在会议上校长说服了教员和学生

在会议上教员和学生被校长说服了

门 在会议上校长被教员和学生说服了

在会议上学生说服了校长和教员

分派在 组材料中
。

被试分为 组
,

每组

名
,

每组被试只从事其中一组材料的试验 此

外
,

还有 个干扰句
,

它们的形式结构与实

验句完全匹配
,

但其中不包含探测词
。

实验

时
,

这些干扰句与实验句混合
,

随机地呈现
。

这样
,

每个被试接受 句的试验
。

实验仪器和步骤

本实验中
,

探测词属三种不同的成分
,

基本上说
,

它们可以出现在句子的任一位置上
,

足以

促使被试注意整个句子
,

所以
,

本实验中没有二择一的理解性问题
。

其余均同实验一
。

· ·

结果

被试对句子不同成分的平均反应时见表
。

表 句子不同成分的平均反应时

系列一同时呈现 延迟间隔为

句 子 成 分

参与者名词 动 饲 状语名词

平均

值 ⋯
注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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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 中可以看到
,

被试对句子不同成分的平均反应时在总体上差异是非常显著的
。

我们

进一步对三种不同成分进行了 检验
,

结果表明
,

参与者名词与动词的平均反应时差异显著
‘

, 。 动词与状语名词的平均反应时差异显著 , , 。 参 与者名词

与状语名词的平均反应时差异非常显著 一
, 。

。

在实验用的句子集中
,

除了状语名词在固定位置不变外
,

参与者名词和动词均可出现在句

子的先后两种不同位置上
。

表 给出了提述次序对它们的可提取性的影响
。

表 提述次序对可提取性的影响

系列一同时呈现 延迟间隔为

句子成分

参与者名词 动 词

先 后 先 后

平均

值
“ 奋 ‘

⋯
、

注

从表 中可以看出
,

无论是句子的参与者名词或动词
,

提述的次序对它们的可提取性均有明

显影响
,

先述参与者和先述动词在可提取性上均有明显优势
。

讨论

句子理解的 目的
,

是要建立一个句子水平的心理表征
。

建立心理表征是一个过程
,

在这个

过程中
,

先要为表征奠定一个基础
,

然后
,

把后继的信息映射到这个基础上去
,

形成一个关于句

子的完整的心理表征
。

阅读理解由两个子句构成的复合句时
,

需对每个子句建造一个心理子结

构
,

然后把两个子结构整合成一个句子水平的心理表征
,

前一子句的心理子结构成为这一表征

的基础
。

所以
,

前一子句中的信息比后二子句中的信息容易提取
。

但是
,

在某一时间点上
,

在两

个子结构尚未整合成一个句子水平的心理表征时
,

最近发展的子结构中的信息比较容易提取
。

的实验证明
,

在被试阅读复合句后立即呈现探测词
,

后一个子句中的参与者 子

句的主语 易于提取 在阅读句子后 呈现探测词
,

前后两个子句中的参与者在可提取性

上没有任何差别 若再延 长探测词与句子之间的间隔时间 例如 则前一个子句 中的

参与者比后一子句的参与者容易提取
,

出现了明显的先述参与者在可提取性上的优势
。

本文实验一结果表明
,

对连贯句来说
,

前一子句中的参与者 比后一子句的参与者 易于提

取
。

这是因为
,

连贯句的两个子句的子结构比较容易被整合起来
,

形成一个完整的心理表征
,

从

而出现了先述参与者在可提取性上的优势
。

对于非连贯句来说
,

两个子结构整合起来需要较长

的时间 在同一时间点上
,

连贯句的两个子结构的整 合过程 已经完成
,

而非连贯句的两个子结

构的整 合过程却尚未完成
。

因此
,

未出现先述参与者在可提取性上的明显优势
。

这一结果说明
,

句子理解是一个建造相应心理表征的过程
,

而且
,

这一过程本身受句子连贯性因素的影响
。

阅读理解一个句子时
,

人的注意焦点究竟在句子的什么成分上
,

也就是说
,

句子的什么成

分得到较深程度的加工
。

根据 格文法的基本思想
,

句子的意义是以动词为中心的
,

即

动词是句子心理表征的基础
。 〔 , 等人在句子 一 图形 匹配实验中曾发现

,

被试察觉动

词失匹配快于名词主语失匹配
。 〔‘〕这一结果支持了格文法的基本思想

。

当然
,

并不是所有关于

动词 中心的实验都是成功的
。

例如 本人作为被试之一的实验结果
,

也并不完全支持

他的理论
。

从本文实验 的结果看来
,

参与者名词 比动词易于提取
。

同时
,

尽管状语名词始终

位于实验句的较前位置
,

但它的可提取性明显地低于参与者名词
。

这些事实暗示
,

先述参予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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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整个句子的心理表征的基础
。

当然
,

这并不意味着可以否定格文法的心理现实性
,

更不能否

定格文法是处理 自然语言的一种有效工具
。

同时
,

实验 表 的数据表明
,

不管是句子的参与

者名词或动词
,

提述次序对它们的可提取性均有显著影响
。

这再次印证了我们先前实验的结

果
。

结论

提述次序对句子的参与者名词和动词的可提取性均有明显影响
。

对于由两个子句构成的复合句来说
,

前石子句的参与者在可提取性上具有优势 但在一

定范围内
,

这种优势受句子连贯性因素的影响
。

句子的参予者名词的提取速度快于句子的其它成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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