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心理科学 �� � � 年第 �� 卷

非常短暂呈现时间过程中的系列位置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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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以中国汉字为材料
�

考察不同系列项 目呈现时间范式中的系列位置效应
�

并验证 
 �� �

提出的区辨理论公式对中文材料的适用性
。

结果表明
�

在非常短暂的系列项目呈现时间
�

并且项 目

之间的时间间隔按不同中数比率变化的实验条件中
�

均存在明显的系列位置效应 �但是 
 �� � 提

出的区辨理论的公式
�

不能预测本实验结果
�

从另一个方面说明汉字不同于拼音文字的特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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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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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
� � 和 � �� � ��

� ��� 图 〔���
`〕的实验证明

�

在非常短暂呈现过程中
�

存在 明显的系列位置效应
。

并

且
�

他们以 �� � � � 和 � � � � � � � �  的比率原则 � �  � � � � � � � ! � �
�为基础

�

提 出区辨理论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解释广泛的系列呈现时间范式和不同记忆形式实验中出现的近因效应
。

� � � � 年
�


 �� � 在关于雪花图片的再认实验研究 中
�

又进一步提出计算系列不 同位置项 目之

间区辨率的公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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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式 � �� 和 �� � 中
� � 表示系列包括的项 目数目

�

� 为要计算项 目在系列 中的位置
。

当 � 等于 �

或
� 时

�

使用公式 � �� 计算其区辨率
�
使用公式 �� �计算系列中间项 目的区辨率

。

为了避免对称性
�


 �� � 在公式中增加了常数
。 �

并根据其实验结果
�

人为地把常数
。
定为 �

。


 �� � �
� 〕认为

�

所有实验

条件下的所有系列位置的
。
都保持不变

。

中国汉字具有拼音文字所没有的特点
�

因此有必要 以中国汉字为材料
�

进一步证明在非常短暂

的呈现过程中存在 的系列位置效应
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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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短暂呈现时间过程中的系列位置效应 � � �

�) � �* $、

� � �*$
、

0 � �* $、

�� �* $、

�� �* $和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个汉字之间的时间

间隔分别为 	 + �* $、

0 � �* $、

0 � �* $、

� ��* $、

	 �* $和 0 �* $。

( �� � � $ � �� �。 � � � � � � � ��
� 	个汉字之间的

时间间隔保持在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个汉字之间的时间间隔分别为 + �* $、

�� �*$
、

.� � ��$
、

0 � �*
$、

$ � �* $和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个汉字之 间的时间间隔分别为

0 �* $、

	 �*
$、

� �� * $、

� �0* $、

0 � �* $和 	 + �* $。

每个汉字呈现 $ � * $�

然后呈现 � � * $
掩蔽刺激 �排列

成正方形的 �) 个
` 1 ’

�
。

系列呈现完毕后和回忆之间的时间间隔固定为 +� * $ 。

- � 和 � 的总呈现

时间为 � ) � � * $ 。

- . 和 �� 的总呈现时间为 . � � +* $ 。

等距条件 � 。 �的总呈现时间为 	 	 � * $ 。

根据 比

率原则
�

等距条件下的中数比率为 �
�

��
� - � 和 � 的中数 比率为 �

�

� � - . 和 �� 的中数 比率为 �
�

�
。

中数比率的计算公式如下
�

比率2 该项 目与相邻项 目之间的时间间隔

此间隔后面所有间隔时间的总和 & 最后一个项 目呈现完毕到回忆的时间间隔

中数比率 ' 中间两个比率之和

�
�

0 实验程序

�

告诉被试这是一个知觉实验
。

被试的任务是尽可能多地写出计算机屏幕上闪现的

汉字
。

每个被试单独进行实验
。

五种实验条件和汉字系列是随机呈现的
。

� 结果和分析

蹂豁器品
正确网忆百盈分

0 +

系 列 位 置

圈 � 五种不同呈现时间条件下的系列位工曲钱

结果如图 � 所示
。

经过 3 4 
 5 6 4 检验
�

在五种实验条件下均表现出明显的系列位置主效应

�五种实验条件均为 7 8 �
�

� � �
。

五条曲线的变化趋势
�

与 
 �� � 和 ��
�

�� �� �’9 实验中曲线的变化趋

势完全相同
。

根据每一种实验条件下曲线的不同变化
�

经 � 检验
�

+ � * $
等距条件下 �( �� $� �� � 曲线 �

�

表现出

明显的首因效应和近因效应
。

根据图 � 和以上统计结果
�

等距条件下
�

结果表现出标准的系列位置

曲线
�

即系列 中间偏后位置项目 �全部 	个项 目中的第 + 个项目 � 的正确回忆百分比最小
。

两个下降

的时间范式 � - �� �� � $ � � / �
�

。 曲线和 - �� � �� �$ � / �
�

� 曲线 � 系列位置曲线表现出相同的趋势
。

两条

曲线中
�

正确 回忆百分数的最低点
�

均位 于曲线的后半部分 �全部 	 个项 目中的第 ) 个项 目 �
�

并表

现出明显 的首因效应和近因效应
。

两个上升的时间范式 �: �� � �� $ �� / �
�

� 曲线和 : �� �� �$ �� / �
�

� 曲

线 �曲线正确 回忆百分数的最低点
�

均位于曲线的前半部分 �全部 	 个项 目中的第 � 个项 目 �
�

并表

现出明显的首因效应和近因效应
。

图 � 和 图 � 是根据 
 �� � 川提 出的计算每个项 目区辨率的公式
�

以及对系列位置 曲线的修正

方法
�

在本实验结果 中的应用
。

图 � 为 ; 5* $
等距实验条件下

�

对本实验结果 的修订 � 4 �
�

和根据 
 �� � �
�〕的公式得出的预测

模型 �� �
。

可以看到
�

根据 
 �� � �
� 〕提出的区辨率公式得到的预测模型结果

�

与经过修订后的本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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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之间存在差异
。

图 � 中的 �4 �
、

���两条曲线的近因部分变化趋势比较一致
�

而首因部分差异较

大
�

即预测模型 � � �正确预测 了近因效应的出现
�

但没能有效地预测首因效应
。

求

� � 0 + ) 	

系 列 位 置

修订后正确回忆百分数

� 0 + ) 	

系 列 位 耸

修后汀正确忆回百分数

� 4 �

图 �

�日 �

+ *�
$

等距实验结果的修订 和预刹

�ì�炭一ù系

�����+��晚
。修订后正确回忆百分数

曼一
��+����+����+

。

图 � 不 同中数比率实验结果的修订和预测

图 � 表示系列项 目呈现间隔时间发生不同变化时
�


 �� � �
�〕提出的修订 � 4 �和模型预测 � � �的

结果与本实验结果的比较
。

根据 
 �� � �� 的公式
�

对本实验两种不 同比率 ��
�

� 和 �
�

� �
�

两种不同变化方向 �项 目之间间隔

时间逐渐减小和项 目之间间隔时间逐渐增加 �的四条系列位置 曲线的预测
�

得到完全相同的一条曲

线
�

这与本实验得到的结果完全不同
。

因此
�

当系列项 目间隔时间以不同的比率变化时
�


 �� �  $� 提

出的区辨理论的公式已经不再适用
。

0 讨 论

0
�

� 该结果以 中国汉字为材料
�

证明在非常短暂的系列项 目呈现实验中
�

以及项 目之间时间间隔

按不同比率变化的实验条件中
�

均存在明显的系列位置效应
。

本实验结果进一步证明系列位置效应

普遍存在 于不 同项 目呈现时间序列实验范式
�

以及不同种类的实验材料之中
。

0
�

� 在标准系列位置实验条件下
�

如等距条件 �( �� $� �� � 曲线 �
�

得到与其它不同时距的等距实验

完全相同的系列位置曲线
。

本实验中
�

两条下降的时间范式曲线表现出相同的趋势
�

两条上升的时

间范式曲线也表现出相同的趋势
。

两条下降时间范式曲线 中
�

对系列第 � 个项目正确回忆百分数均

高于两条上升时间范式曲线对系列第 � 个项 目正确回忆的百分数
。

这是因为
�

对于下降时间范式而

言
�

前面几个项 目之间的区辨率被加大了
�

而后面几个项 目之间的区辨率被减小了
�

上升时间范式

的情况与此相反
。

因此可以说明
�

控制系列各项 目之间的时间间隔
�

可以改变系列位置曲线的形状
�

使得系列不同位置项 目正确回忆百分数发生变化
。

这个结果与 电线杆理论的解释基本一致
�

电线杆

理论是指
�

当你从一系列等距排列的电线杆 �类似于等距排列的记忆项 目 � 的最后一点向前看时
�

最

后一个电线杆与倒数第二个电线杆之间的区辨率最高
�

越往前
�

电线杆之间的区辨率越小
。

虽然项

目间隔时间的变化比率不同
�

但是
�

项 目间隔时间的变化趋势
�

对系列位置曲线形状的作用更大
。

项

目时间间隔比率的大小
�

决定系列位置曲线每个位置项 目回忆的绝对成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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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短暂呈现时间过程 中的系列位里效应 � � �

0
�

�本实验所得到的系列位置 曲线基本与 
� �� 和 (�� � �� �闭的实验得到的系列位置曲线完全

一致
。

由于 
 ��� 和 (�� � �� � �’  的实验使用 +个项 目
�

而本研究采用 	个项 目
�

似乎可 以认为对中

文材料的回忆成绩好 于对英文材料的回忆成绩
。

根据经验我们认为
�

如果本研究我们采用的每个系

列只包含 + 个汉字
�

那 么
�

对这些汉字的回忆将会出现天花板效应
�

而不会表现出系列位置效应
。


 �� � 和 ( �� � � �� 闭的 + 个项 目为双音节单词
�

而本研究的 	 个项 目为 	 个汉字
。

根据实验过程中

的观察和被试实验后 的报告
�

发现大多数被试在系列项 目呈现过程中
�

是通过读出每个汉字的读音

来记忆的
。

+ 个项目的双音节英文单词的读音
�

就相当于 �� 个汉字的读音
。

因此
�

经常会出现使用

英文实验材料和使用 中文实验材料所得结果 的差异
。

已有的研究证明
�

工作记忆 � � �� � �� / * � * �� < �的语音存储中保持的记忆痕迹
�

大约在项 目呈

现 �
�

++ 到 $� 后就己经消失
�

提取不出来
。

不同语言的发音速度不同
�

如 = �� $� �� 和 ; �� ��� +�� 的实验

证明
�

以中文读出每个数字需要 � ) +* $ 。

> � � � $ 和 = � � � � � �< �+〕报告
�

以英文读出每个数字需要 � � � * $ 。

因此
�

在非常短暂的
、

有限的时间内
�

对中文材料的回忆效果
�

一定好于对英文材料的回忆效果
。

这

种分析与本研究得到的结果比较吻合
。

0
�

0 
 �� � �� 把其公式中的常数
。
定为 �

�

而根据本实验结果
�

我们可以认为
�

它不适用 于不同种

类的实验材料
�

不同的实验范式和不同的提取方式
。

这从另一个方面也证明了中文材料有不同于英

文拼音材料的特殊性
�

最明显的差异
�

来 自于对系列位置曲线第 � 点的预测
�

因此
�

对于中文实验

材料
�

不仅需要重新考虑 
 �� � � �〕得到的常数
。 �

而且其预测系列位置曲线第 � 点和最后一点的公

式
�

也不能预测本实验中系列位置曲线的第 � 点和最后一点
。

0
�

+ 4 �� �� $

�� 和 ; � ## �� ��
+〕提出的两种记忆过程理论认为

�

系列前 面几个项 目呈现时
�

被试对这

几个项目复述次数较多
�

这些项 目被转化到长时记忆中
�

因而出现首因效应
� 系列最后 几个项 目虽

然没有得到充分的复述
�

无法转化到长时记忆中
�

但是
�

回忆时
�

这些项 目仍然保持在短时记忆中
�

因此对最后几个项 目的回忆成绩较好
�

即形成近因效应
� 系列中间的项 目

�

在还没有得 到充分的复

述时
�

就被后面的项 目替换掉
�

因此
�

这些项 目既没有从短时记忆转化到长时记忆中
�

而且又超出短

时记忆的容量
�

所以对中间项目回忆的成绩最差
。

在本研究中
�

由于整个系列项 目呈现的时间非常短暂
�

被试根本没有时间对项 目进行复述
�

也

就是说
�

被试在项 目呈现过程中
�

不存在把项 目从短时记忆向长时记忆转换 的可能性
�

因此
�

无法用

短时记忆和长时记忆的区分
�

来解释首因和近因效应的出现
。

如果用电线杆理论来分析本实验结

果
�

近因部分可以得到很好的解释
�

但不能解释首因效应
。

虽然 
 �� � 和 ( �� � ��
�
等心理学家利用

区辨理论的公式能够说明近因效应的出现
�

也能够预测 出首因效应
。

但是
�

比率原则和区辨理论仍

然无法说明首因效应和近因效应的性质
。

因此
�

我们认为
�

有必要发展出一种新的理论
�

重新解释系

列位置效应
。

+ 参考文献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7

� � $ � � � � � �� � � � � A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
� * � � <

�

9 � ! � � � � � #

>即
� �

� � B � � � � � 7
$ < �  � � � / < � C � � � � �� / 3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一 � � 	



� � �  �

�

( � � � � D � ! � � � � � - �
$ � �� � � �% �

�7 ��
� $ $ � $ � � � A � � �

�;
�
� �� 7

� $
�� � � � E ! � � � �� �

�

�9
! � � � � � # 3

� * � � < � �
� �

� � � F

/!
� / � �

� � � � � � �
�

� � � 一 � 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7 � $

�� �� � > # # � � � � �: ? �� � / �� � �� �
�

3
� * � � < G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一 ) � �


�
� �  �

�

(
� �

� �
� � ? @

�

瓜
$ � � � � � �% � � � $ $ �

�� 6�
� < ;  � � �一 � � � * �;

�
�� � �7

$
� � �� � > � # � � � $

�

3
� * � � <

�

� � � ) � 0 � � � �
� � +

一 � 0 �

�� ��
� � � < 4 -

�

= !
*

� �
3

� * � � < �
A :、 � � � < � � � 7

� � � � �
� �

�

��
$ � � � �

4 �� < � G ��
� � � �

� � � �



第 0期 英文摘要 � � �

> 
@ C : ; =4 �; ?A 4 ( A;


5 
一
; >3 4 
7 A( 4 5 
3 : 4 � 4 ( 4 ; >; AH - I

5 E 4 ( =: 
 >; 7 >4 : A > 
 A

 .佣 J �� � � �拄

�众钾
�

�*
� �� �#7 $ < �

 � �吧<
·

压 �� �� / 
 � �

*� H �� �% � $ � �� < �

�� �J �� �# �

�
�

B !� #�/ ��� �-� 琳� �*� ��
�

�� �� �呀 �E � �
��

$  �" = � $ " � � � � �

;  !
=

! � �

K ! I � ” D ! � ”

�块钾
� � * �

�� �# $7 <� � ��/ <
�

�� ��� � / 
 。

2
� H �� %� $� �� < �

4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 � �

� � F

�� 哪 / �� " � � �� � � � C I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而 � / � # � L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 I
� + 7 � � #� �

�* 耽
� � � � � ��

� � 7 � F

�� � �� � �
7 �� �

!��
一

� �� � *�
� � � � /

�
7 �� � ! � � � � � �记

� � � � /小
�
�

B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流
F

外扮司
�

�
� �

�� � �! ��� �

�� C I � �$ � � � � 一 $ �

*�
� � ��

� F

� �

!��
7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仙

�

 �$ � L H�� < � � 比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  �
�* " � ���

� �� � $ #� � � L� ���
� $

�# �� �四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 � < � � � � $ � � � � *访
� � � � 一 $ �

*�
� � �

� �

�� *认
�

� � � F

/ ! �

罗 " �

�� ! � � �� � � %
�$ ! � �� � � � � � � �

卯 � � �� �
�

A = > 7 ? > C : 3 : 
 4 ? I 4 7 7 C : ( 4 A : 5 
 5 E

A = : 
 M : 
 @ ; A I C > :
 6 > 
 A 5 ? I : 
 ( 5 C

C > @ > ; A H - > 
 : ;

�
“

J 动
�

. “ � / = ��’� � ”

�众" � � �
*

� � � � # 7 � < �卜。 �5/ < �

�� ���雌 
 �

*�
� � H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一

/ � % � � � * � � � �  � � � <

" � � " � $

�� L < ?
�

9
�

; � � � � L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 <

* � � � $ � # ; � � � � L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  � � � F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幼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罗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  � � � ��� L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 F

7 �� � �
�

�

M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一

/ � % � � � F

们比� � �
。

A = > ; > ? : 4 C 7 5 ; : A :5 
 > E E > ( A ; 5 E

6 > ? I
一

; ? 5 ? A
一

A > ? 3 7 ? > ; > 
 A 4 A : 5 


�
! I � �  � � /

� :�$ � � � ! � � � # $7 界  � �� / < �

A  � ( � �� $ �

�4
� � � * < � # 段 � � � �� $

�

�� � ��� / �

.  “ I � � /

� �� � ��雌 H �� % � � $ � � < �

A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 * �� � � � � �� #
F

# � � � � � � � � *
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

� � � $
�

A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认�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 7 � �
�

F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一 � � � * �� � * " �� $ � � � � F

� �� �
�

A  � � � �� ! �� � � � / #� � * � � � � � " � �卯
$ �

� L < 
 � � � 

� �� � � � # � � � � � $ � �  �$
� D 7 � � � * � � � � � �$ � �

�

4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 < �
� �

�$
� $ � �

�� � 7�$ �� �� � � # #� � � $ �
7 �

� � �
�7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 ? > ; > 4 ? ( = 5 
 A ? > ? > A ? : > 6 4 C 5 E : 
 F

E 5 ? 3 4 A : 5 
 E ? 5 3 ; ? 5 ? FA A > ? 3 3 > 3
F

5 ? I

J � � � (  � � /  � �

� :朋 � � � ! � � � #划
! � � � �� � �

= � � $  � � / A �
��  � � $ �

�( �� � / � �

月“ � � / J ��� ” /

�压邵
� � * � � � � # 7 $ < �

� �姐 < �

�;
! �  ��

$ � (肠 �� 
 �

�*
� � H ��

F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7 �
��

� $ $ � # $  � ��
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7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 ��
�

A  � � � $ ! � � $  � � � � �  � � $ � �#
F

� � � * ���
� � � $ � � �过 � / 而 /  � � � # � � � L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一 � � � * * �

*�
� < � � $

L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 � � /

" � � � � � / * � � ! � � D一� � L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

� �
� � #

� �
*

$


� � � 一 � � �
*

$ � � � �
�

A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
� < � � �

�
$ � $


� � � 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一 � � �

* �
� � � � � / $ � � �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