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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新闻收视效果的研究
’

、

生几‘ 」

彭解龄 黄合水 黄方明

研究目的

随着电视事业的她速发展
,

电视对人们
‘

生活的影响已越来越大
。

电视有传递新信息
和娱乐的功能

,

前一种 功能主要是由新闻胜
节目来实现的

。

正是由于这一原因
,

新闻性

节 目早就倍受人们的关注和重视
,

而办好新

闻节目也成为电视工作者的重点任务之尸
。

七十年代末
,

国外有些学者曾对新闻节

目的收视效果进行调查和研 究
。

!
·

∀ # ∃ %& ∋
等

人在 ( ) ∗ )至 ( ) + (年间对新闻条目 编 排 顺序
和视象形式的研究发现

,

同类新闻的集中播
放会产生前摄抑制效应 , 不同视象形式的理

解成绩是不一样的“
’。‘

! ! − 的调查 和 美 国

. / 0 ”12 ∃3
“ ∃
等人的研究也发 现

,

许 多新
、

闻创作和制作因素都影响到观众对新闻的理

解
〔4 ’。

这些从心理学
、

社会学角度进行的研

究为 电视新闻创作和制作提供了有益的客观

依据
。

但是在我国这方面的研究几乎还没有

人涉足
。

中央电视台和各地方电视台从 ( ) + 4

年以来多次进行过收视率的抽样调查
,

这些

调查对了解电视观众对节目的兴趣与爱好起

了一定的作用
。

但是
,

对节 目收视率的调查只

能说明观众喜欢看什么
,

不喜欢看什么
,

而

不能说明节目对观众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
,

即观众是否理解和记住了节目的内容
,

他们

对节目作出了何种反应
。

因此
,

仅仅调查收

一视率还不足以从理论上
、

思想上及技术上指

导节目的创作和制作
。

本实验试图对影响新闻节目的理解和记
‘

忆的一些因素进行初步的研究
。

这些因素包

括新闻类型
、

有无字幕
、

新闻编排顺序
、

电

视与广播的比较等
。

此外
,

我们还想通过实

验
,

对测查收视效果的两种方式进行分析比

较
。

实验方法

被试验者 5简称被试
,

下同 6 本实

验采用 4 7 8 设计
,

两个主要 因素是呈现方

式和收视效果的测查方式
,

前者包括广播呈

现和电视呈现 , 后者包括自由回忆和提示回

忆
。

根据这种设计
,

把 9+ 名自愿参加实验的

被试 随机分成四个组
,

即广播自由回忆组
,

.一播提示 回忆组
,

电视自由回忆组及电视提

示回忆组
。

每组男女被试各半
,

这些被试都

来 自北师 大各系一
、

二年级的本科生
,

实验

前不曾看过实验中所用 的新闻材料
。

材料 从实验两周前录制的中央电视

台新 闻联播节目中挑出八条国际新闻和八条

国内新闻
。

国内新闻中四条有字幕
,

四条没

·

本研尤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的资助
。



有字幕 : 国际新 闻都有字幕
。

每条新闻的长

度都在;< 至=< 秒之间
。

国际和国内
、

有字幕

和无字幕的 新 闻剪 辑排 序 是 根 据 > ! ! >

法
。 」

提示 回忆是指从每则新闻中挑出四个关

键词 〔名词或动词6 作为提取线索
,

让被试

借助于这些词进行回忆
。

四个提示词中
,

9

一

个提示中心意思
,

三个提示细节
。

(= 组提示

词按新闻条目的剪辑顺序用计算机打印成一

张表
,

在被试看完或听完新闻之后呈现给他

们
。

‘
」

一
‘

仪器 ? ≅ ∃ 势 Α /一彩< ;<型录象 机 和

?≅ ∃ Β Χ =厘米型彩色电视接收 Δ 监视机
。

’

两

个广播组也使用这些仪器
,

但只放声音
,

不

放图像
。

数据在/Ε一Φ Γ型计算机上用 ? /? ?

统计软件处理
。

实验过程 四组被试分别进 行集 体 测

试
。

实验要求被试在听完或看完新闻节目之

后
,

尽可能详细地把每则新闻的内容回忆出

来
。

提示回忆组可 以参照提示词表
。

如果记

不住原话
,

可以用自己的话把新闻意思表达

出来
。

被试在看完或听完新闻之后就进行回

忆测验
。

评分方法 本实验参照 0 ≅Η 2∃3 ≅∃ 等人的

九点量表法
‘么’ ,

按被试对新闻的中心意思 和

细节的回忆情况评分
。

在本实验中
,

每个分

值的具体要求与0 ≅Η Ι∃3
≅ ∃ 等人所定的标准略

有不同
。

本实验分别对中心意思 和 细 节 判

分
,

然后求两个得分之和
。

对子能完整地 回

忆出中心意思者
,

给 9 分
,

对于不能完整地

回忆出中心意思者
,

则依据其回忆出的新闻

要素
,

酌情给 (
、

4或 ;分
。

细节回忆的记分要

求是
,

回忆一个细节得 (分
,

两个细节 得 ;

分
。

三个细节以上得 9 分
。

中心意思和细节

都回忆不出来得 。
。

由于这些记分要求还带

有一定的主观性
,

为了使所得的数据较为客

观
、

可靠
,

本实验采用 了双重记分方法
,

即

由两个评分者对同一份卷子分别进行评分
,

然后将两个评分者的评分的平均值作为被试

的得分
。

从对两个评分者的评分的统计分析

中发现
,

两个评分者的评分相关高达。 );
,

说明这些评分要求是比较可信的
。

结果与讨论

( 广播与电视的比较

实验
一

比较 了图像加声音的电视呈现方式

和只有声音没有图像的广播呈现方式
,

其结

果见表(和图 (
。

表 ( 四个组的平均回忆成绩

二二二二⋯止选
二

ϑ
且鲤竺

一

阵兰竺一 :
提示回忆 Κ

”∗ ” Λ

电 视

;
。

+ (

9
。

4 +

电辛兄

广播于添业
9Χ;4

回忆成绩人均
八

红

自由回忆

图  四个组的回忆成绩

提示回忆

从表  和图  看到
,

’

不论采用自由回忆或

提示回忆
,

新闻的电视呈现与广播呈现相比
,

其回忆成绩都高
。

呈现方式和回忆方式的双

因素方差分析表明
,

呈现方式的主效果非常

显著! ∀ 二 #
∃

 %
, & ∋ (

∃

(  )
,

回忆方式的主 效

果也很显著 ! ∀ 二 ∗
∃

#(
,

& ∋ (
∃

(+ )
,

但交互

作用不显著 ! ∀ , (
∃

−%
,

&. 。
∃

−( )
。

对两种

回忆方式的独立 / 检验也发现
,

电视与广 播

的回忆成绩在自由回忆条件下有明显的差异

‘

注 , 心理学研究中常用的一种方法
,

用以平衡不同新闻类别排列顺序对收视效果的影响
。



国内新闻 国内折问

国际新闻

回忆成绩人分均数0

! / ,, 1
∃

# −
,

2 ∋ (
∃

( + ) 气 由此可见
,

在 声

音基础上增加图像有助子受众的理 解 和 记

忆
。

换句话说
, 电视 的图像传真提高了受众

对新闻的接收效果
。

英国心理学家 3 4 5/ 67 早在  % 8 (年的一项

关于新闻图像形式的研究中
‘” ,

将静 态 画

面
、

现场动态画面
、

只有播音员的画面与只

有声音没有图像的新闻广播进行了对比
。

结

果发现
,

前两种形式比后两种形式的记忆效

果都好一些
。

此外
,

他们还发现
,

受众对只

有播音员图像的电视节目的记忆效果反而不

如对只有声音没有图像的广播节目的记忆效

果
。

本实验所用的电视新闻材料都是现场动

态画面
,

得出的结果与3 4 川 6 7
等人 的 结果

一致
。

即带有现场动态画面的新闻收视效果

优于没有图像的广播收听效果
。

可见
,

图像的

确有助于新闻内容的记忆
。

心理学的许多研究都发现
,

对图画的记

忆优于对语词的记忆
,

即所谓图画优势效应
。

加拿大认知心理学 家9
·

&:; <; 。
认为 = , ’,

人

对图画进行了两种不同的编码
—

言语编码

和表象编码 , 比起语词的单一言语编码来
,

双重编码增加了使图画从记忆系统中提取出

来的可能性
,

因为当一种编码不起作用杭传宜

有另一种编码
,

从而提高了记忆的效果
。

本

实验表明
,

电视呈现可能有利于两种记忆表

征的形成
,

从而优于广播呈现
。

1
∃

新闻类型与记忆

本实验把新闻分为两大类
,

即国际新闻

和 国内新闻
。

表 1 和图 1 是这两类新闻在两

种呈现条件下的人均回忆成绩
。

表1 国内
、

国际新闻的回忆成绩

国 >示新闻

广播
卜

电视

图 1 两类新闻在两种呈现方式下的向忆成绩

国国国内新闻闻 国际新闻闻

???“ 播播 ≅
∃

才888 1
∃

% +++

电电 视视 ≅
∃

1    −
∃

    

由表1和图1可以清禁地看到
, 在广播条

件下
,

国际新闻和国内新闻的回忆成绩差别

很小 ! & . (
∃

( + )
,

但在电视呈现条件下
,

两者

的差异达到统计上的显著水平 !& ∋ 。
∃

(  ) ,

对国内新闻来说
,

广播呈现与电视呈现没有

很大的差别 !& . (
。

(+ ) ,

但对 国际新闻来

说
,

电 视 呈 现 显 著 优 于 广 播 呈 现 ! &

! (
。

(  )
。

由于在广播节 目中
,

被试对国内新闻与

国际新闻的理解
、

记忆效果没有 明 显 的 差

别
,

因此两类新闻报道在语言方面的总体效

果的差别是很小的
。

我们的被试是有较高文

化素养的大学生
,

他们能同样容易地理解与

记忆国内新闻与国际新闻
。

但是
,

在电视节

目中
,

被试对两类新闻的理 解与记忆却出现

了明显的差别
。

我们认为
,

这种差别应该归

因于两类新 闻的图像质量
。

前面曾提到 3 4 5/ 67 的一项研 究
〔‘’

证 明

了
,

电视新闻中的静态画面与动态画面 的效

果优于 电视新闻中只有播音员画面的效果和

广播新闻的效果
。

我们的研究只用了动态画

面
。

结果表 明
,

国际新闻的动态画面与国内

新闻的动态画面相 比
,

效果要好一些
。

国际

新闻的动态画面使电视新闻的效果明显优于

广播新闻
,

而国内新闻的动态画面没有使电

视新闻与广播新闻产生明显的差别
。

可见
,

同

,

注
Α Β检验和方差分析是两种常用的统计检验方法

。

其中Β检验系比较两个样本的平均数
,

而方差分析

系比较两个以上样本的平均数
。 &值表示了平均数差异的显著性水平

,



样是有动态画面的图象
,

其作用不尽相同
。

英国社会学家 . / 0 ”玩∃?
“∃ 曾列 举 了

新 闻故事的 4∗ 种属性
,

并研究 了 它 们 与 理

解
、

记忆效果的关系 5用相关系数表示 6〔“’
。

其中视觉内容的数量与理解
、

记忆的相关为

< 9∗
,

视像的生动性为< 99
,

视像的独特性

为 < 9 ∗
。

换句话说
,

图像的数量
、

生动性
、

独特性等与新闻节 目的收视效果有着密切的

关系
。

我们设想
,

在我们的研究中
,

国际新

闻在图像的独特性
、

生动性等方面可能优于

国内新闻
,

因而对受众具有更大的吸引力
,

并提高了受众理解与记忆 的效果 , 相 反
,

国内新闻在图像的独特性
、

生动 性 方 面 较

差
,

与广播相比
,

它几乎没有发挥图象应有

的作用
。

可见
,

只着眼于有无图像
,

而不研

究和改进图像的质量
,

是不行的
。

; 字幕的作用

本实验还对有字幕和无字幕的国内新闻

作了比较
。

表 ; 和图 ; 是有字幕和无字幕新

闻的回忆结果
,

统计结果说明
,

无字幕新闻
,

表 ; 有
、

无字幕的回忆成绩

有字幕

自由回
‘

忆

提示回忆
,

4 ( ∗

无字幕

; 4 (

; 9 +

无字幕

日
有字幕

无宇幕

厂ϑ有字幕

回忆成结人分均数0

自由回忆 提示回忆

图 ≅ 有
、

无字幕新闻回忆成绩对比

比有字幕新闻获得了比较好的回忆成绩
。

在

两种回忆条件下
,

结果是一致的
。

/检验结

果表明
,

在自由回忆条件下
,

无字幕新闻的

回忆量有明显的优势 !& ∋ 。
∃

( +)
。

可 见
,

在本实验条件下
,

字幕并没有带来较好的回

忆效果
。

在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节目中
,

字幕

很普遍
。

对于节目制作者来说
,

安排字幕无

疑是要提高观众收视效果
,

让观众更容易抓

住新闻的要点
,

了解新闻的内容
。

但实验结

果没有说明字幕的作用
,

相反
,

字幕似乎起

了负作用
。

如何解释这一结果呢 Χ

一个主要的原因可能是观众对字幕的认

知加工干扰了对图象及不同步的听觉言语的

加工
。

有关信息加工的研究证实
,

人脑同时

进行的各种不同的加工会产生相互于扰
。

另

一个原因可能是字幕减少了观众 的 认 知 努

力
。

根据∀
∃

 
∃

Δ
∃

Ε 7 : ; Φ和 Γ
∃

Η
∃

Ι ϑ 6 Φ Κ : 7 /的

记忆水平加工理论
〔‘’ ,

在信息加工活动 中
,

对刺激物的认知加工水平越高
,

记忆痕迹越

强
,

反之
,

加工水平越低
,

刺激物的记忆痕

迹就越弱
。

由于字幕已经把新闻的中心意思

概括起来
,

观众不必把各方面的细节信息整

合起来就可以了解其新闻的内容
,

因此
,

对

有字幕的新闻的理解效果反而较差
。

在本实验条件下
,

字幕可能跟图象与言

语内容发生相互作用
,

因此
,

要清楚地确定

字幕的作用
,

尚须进一步研究
。

−
∃

节 目的系列位里效应

图 − 是在 电视呈现条件下对新闻条目记

忆系的列位置曲线‘ 它表明
,

置于首
、

末位

置的新闻条目并没有带来较好的记忆效果
,

置于系列位置中间的新闻
,

其记忆成绩不也

一定差
。

这说明
,

新闻条目的理解记忆效果

可能在更大程度上取决于其他因素 Λ 如新闻

内容
、

图象特点等
,

播放顺序的影响不大
。

图 − 还表明
,

受众对新闻的理解是起伏

波动的
。

一般来说
,

受众对一条新闻理解较

好
,

则对随后的另一条新闻理解就差
。

这说

明
,

在局部范围内
,

前摄抑制可能是存在的
,

即理解较好的新闻对随后的新闻产生了干扰

Μ
Ν



回忆成绩

豢

, ; 9 Χ
Μ

= ∗ + ) ( < 笼(
一

新 闻条 目 顺 序

图 9
·

电视新闻的系列位置效应

(4 (; ( 9 ( Χ

作用
。

在对系列材料学习的心理学研究中
,

系

列位置效应都普遍存在
,

即对 首
、

末位 置

的材 料 学 习效果有明显优 势 5! ! Ν#∋

Ο ≅
−Π

‘ ,
和Ε ∋ Θ 2Π ‘ ’

等 6
。

但这些研究中使 用

的学习材料多是一些简单的字
、

词或音节
。

0 ≅ 12 ∃ ?Ρ ∃等人以新闻条目为材料
,

对自然 收

视情况下的新闻理解进行了 调 查
。

结 果 表

明
,

新闻理解的成绩因新闻不同而异
,

没有出

现系列位置效应
,

即对首
、

末位置的新闻条目

不一定比对中间的新闻条目受理解较好
〔4 ’ 。

本实验的结果与0 ≅ Η 2∃3
≅ ∃ 等人的调 查 结 果

相一致
。

这进一步说明了
,

如果单纯地考虑新

闻的理解和记忆效果
,

那么重要新闻的播出

位置是无关紧要 的
。

但是另一方面
,

由于在

局部范围内存在前摄抑制
,

因此将重要新闻

连续集中播放是不适当的
。

Χ 自由回忆和提示回忆的比较

回忆方式是本实验要考察的一个重要因

素
。

由图 寸可见
,

大部分新闻条目的提示回

忆成绩都高于自由回忆成绩
。

呈现方式与回

忆方式的双因素变异数分析中也发现
,

回忆

方式的主 效 果 是 显 著 的 5Σ 二 = ∗<
,

/ Τ

<
。

< Χ 6
。

许多认知心理学的研究发现
,

自由回忆

作为一种检查记忆保持的测量指标
,

它不能

对记忆保持作准确的衡量
,

不能把记忆中保

持的信息全部回忆出来
,

其中
,

记忆痕迹深的

刺激能回忆出来
,

而记忆痕迹浅的刺激可能

被忽略
。

自由回忆掩盖了真实记忆的数量
。

提示回忆则由于提供了一定的提取线索
,

有

益于把记忆痕迹浅的刺激信息回忆出来
,

因

此采用提示回忆方式提高了回忆成绩
,

尽管提示回忆方式比自由回忆方式获得

了较好的回忆成绩
,

但是(= 条新闻的两种回

忆成绩仍然存在着高相关5< ∗ 4 6
。

这说明
,

两种回忆成绩的趋势是较为一致的
。

因此
,

在研究节目的收视效果时
,

可以采用这两种

回忆方式中的任何一种
。

结论

( 新闻的言语加图像的电视呈现与只

有言语没有图像的广播呈现相比
,

其理解记

忆效果有显著的优势
,

这是 由图像的作用造

成的
,

4 国际新闻比国内新闻在电视呈现条

件下回忆成绩高
,

进一步说明图像的作用可

能还受其他因素的影响多

; 字幕似乎并不促进新闻的理解和记

忆
,

反而起干扰作用
,

但这一结果还有待于

进一步研究证实
,

9 新 闻条目的排列顺序对收视效果的

影响不明显
,

即头条新闻或末条新闻不一定

为记忆保持带来好处
,

但是可能存在着局部

的前摄抑制 ,

Χ 自由回忆和提示回忆的结果模式是



较为 一致的
。

上述结论是依据对文化水平较高的青年

观众所作实验而得出的
,

它们是否适用于其

它文化水平和年龄组的观众
,

有待验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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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彭腆龄
,

Χ9 岁
,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

。

理 系主任
。

多年从事普通心理 学和认知心理

学的教学币研究工作
。
目前正在进行广播 电

视 节目的质量评价
、

语言的模糊信息处理等
课题的研究

(

。 ’

生要著作有
,

《普通 。理学》
之

5主编
, ( ) + + 6

、

《心理学》 5合著
,

4) + = 6

《教育词典6ϑ5 主编其中心理学部分
, () + + 6

《视 觉心理学》 5译者
,

( ) + =6 等
。

黄合水
, 4Χ 岁

,

北师大 心理 系研究生
,

研究方向为人类认知
,

研 究课题为广播电视

节 目的质量评价
。

黄方明
,

4; 岁
,

余同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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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了今后一个时期的研究重点

− 月 1# 日至 1 8 日
,

湖南省广播 电视学会首 届学术年会在长沙召开
。

会议共收到

论文 −% 篇
,

在会上 宣读 了11 篇
,

论文的研究课题大 多涉及广播 电视新闻改 革
、

广播

电视管理
、

广播 电视文 艺
、

广播 电视技 术
、

音像事业
、

有线 电视
、

广播 电视播音及

广播 电视 史学等各个方面
,

具有一 定的开拓性和指 导性
。

与会 代表围绕如何把理论研究引向深入和进一 步办好 《声屏学报》 的问题展开

了热烈的讨论
。

一致强 调要更好地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方针
。

并认为作为省学会
,

基拙理论与应用理论研 究
,
以应 用理论为主 Λ 历 史课题与现实课题

,
以现实课题为

主 , 全国性课题与本省课题
,
以 本省课题为主

,

要力争有 更多的研究成果进入决 策

领域
。

今后一个时期的研究重点是农村广播电视事业发展
、

广播 电视管理和广播 电

视在杜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
。

参加这次年会的有学会正副会 长
、

常务理 事
、

顾问
、

各专业研 究会的 负责人和

论文作者共8( 多人
。

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文选德
、

省社联副主席李芝起到会讲 了话
。

!刘金铃)
不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污二省

, % 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