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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选择性的发展研究
’

王文忠 方富熹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

〔摘要〕本研究采用不同语义关系的刺激材料探讨注愈选择性的发展
。

结果表明
,

注意选

择性呈年龄发展趋势
,

并且儿童与成人显示出了不同的特点
:

儿t 作选择注愈时
,

受目标与背

景间语义关系的影响不如成人敏感
,

并且注意选择性随对目标加工要求的提高而提高
,

而成人

则不受加工方式的影响
。

引 言

注意是心理学研究中的一个传统题目
,

也是现代认知心理学中的一个热点(1. 幻
。

注意选

择性作为注意最重要的特征之一
,

在注意研究占有重要地位
。

在儿童认知发展领域内
,

对注

意选择性的发展研究
,

不仅具有很高的实践价值
,

而且在理论上
,

有人认为对注意选择性的

砚解可能是解决儿童认知发展间题的关键(3)
。

对于注意选择性发展这一重要课题的研究目前

国内还不多见
,

但是在国际上
,

从本世纪五六十年代起
,

有了长足的进展
。

研究人员用丰富

哟实验材料论证了注意选择性随年龄而增长的总趋势
。

但仔细审察这些研究
,
仍有种种不足

之处
,

如他们设计的任务情景中
,
要求注意集中的目标与其背景缺乏内在联系

, 显然这更有

利于对目标的加工
。

然而在实际生活
、

学习情景中
,

注意的目标与背景常常是有 某 种 联毛
的

,

出于这种考虑
,

有些研究者选用目标与背景有概念联系的材料进行了实验
,

结果发现成

人对这种背景分配了更多的注意(9, 10 ) ,

但是这种结论是否正确有待于进一步验证
。

此外
,

以

前不少实验或者是没有很好地区分被试能力的增长与注意选择性发展的界限。) ,

或者没有区
·

分是儿童选择性低还是儿童没有进行选择(5. 6) 。

为了克服这些不足之处
,

本研究改进了实验

方法
,

例如用目标与背景具有不同语义联系的材料作为实验刺激
,

并要求被试对注意的目标

作不同方式的加工
,

试图对注意选择性的发展的有关特点获得进一步的认识
。

实验一

一
、

实脸方法

(一 )被试
:

被试分为三个年龄组
,

二年级
、

五年级和大学生组
,

每组40 人
,

平均年龄分

别为 7 , n
,

11 , 4和18 , 5
。

被试选自北京市区的三所普通小学和两所大学
,

校内随机取样
,

男女约各半
。

(二 )实验材料
:
本研究以识记文字材料后的即时回忆量作为注意选择性的指标

。

实验材
.

本研究属 国家自然科举基金资助项 目 “儿t 认知发展实脸研究
,
的部分工作

,

也是本文第一作者硕士论文的 . 写
,



料包括学习时用的刺激词卡片
、

提示词卡片和学习后用测验卡片三种
。

所有字词均来自小学

现行统编救材一
、

二
、

三册语文课本
。

刺激词卡片按其内部不同的语义关系又分为A
、

B
、

C

三类
,

每类共有10 张
。

每张卡片上有三个词
,

随机横排
。

每张刺激词卡片对应有一张提示词

卡片
,

组成一个学习单元
,

提示词只跟刺激词卡片中的一个词 (称为目标词 ) 有某种语义联

系
,

跟其它两个词 ( 称为背景词 )无语义联系
。

如
:

刺激词卡片 提示词卡片

A类
:

橘子 有萄 苹果 架子

B 类
:

手表 钟 书包 课本

C类
.

山岗 话剧 鱼笙 黑板

(下面划线的为目标词
,

实验用卡片中无线
。

)

A类卡片中目标词与背景词属同一类别
,

B类卡片中只有背景词属同一类别
,

C类卡片中

三个词分属不同的类别
。

这样的卡片共有三套
,

无论目标词或背景词
,

就每一个词来说
,

都
,

均等地出现在三套卡片的A
、

B
、

C三类不同的卡片上
,

如在第一套卡片中
, “

菊萄
”

与
“
擂

子
, ‘

苹果
.
搭配

,

属 A类
,

在第二套卡片中
, ‘
葡萄

”
与

“

南风
” “

北风
”

搭配
,

属B类
,

在第三

套卡片中
, ‘

有萄
,
与

.

太阳
” “

生词
”

搭配
,

属C类
。

在实验中
,

三套卡片随机地应用于不同的

被试
。

侧验词 与学习时用的提示词相同
。

为了消除学习时的首因效应和尾因效应
,

另外又制作了 6 组缓冲卡片
,

每组由一张刺激

词卡片
、

提示词卡片和测验词卡片组成
。

为了检验实验材料中所采用的类别概念是否为儿童所认伺以及被试是否有能力完成这样

的分类任务
,

又对二年级的 9 名儿童 (成绩为好
、

中
、

差各三名 )进行字词分类测验
,

即把

A 类卡片的三十个词 (每三个词属于同一类别 ) 和B类材料的二十个背景词 (每两个属于同

一类别 ) 顺序打乱
,

随机排列‘要求儿童在15 分钟内分别对这两类材料的字词分类
。

除一名

儿童弄混了两个词的类别外
,

其余的人全部正确
,

总正确率为 9 8
.

9多
。

这表明实验材料中的

语义关系已为最年幼的被试 (二年级儿童 )所熟悉和掌握
。

(三 )实验程序
:
实验在两种条件下进行

。

条件一为主动挑选
,

即在学习 (识记 )每一刺

激卡片时
,

主试令被试挑选出与提示词联系紧密的目标词 , 条件二为被告知
,

即在学习每一

刺激卡片时
,

主试告知被试目标词
。

每一年龄组随机地分成两等组
,

每组 20 人 ( 男女 约 各

半 )
,

分别作一种条件的实验
。

主动挑选条件组的指导语为
“
现在我给你看几张卡片

。

先看第一张卡片
,

上 面 有 三 个

词
。

接下来给你看第二张卡片
,

上面有一个词
。

给你看卡片时你要注意看并注意听我读
。

我

读第二张卡片后
,

请你马上告诉我第一张卡片中哪个词跟第二张卡片上的词意义最有关系
,

把它写下来并记住
。

如果你挑错了
,

我会告诉你应该是哪个词才对
,

请你把正确的词写下来
.

并记住
。 .

在实验时
,

主试以正常语速分别读出刺激词卡片上的三个词和提示词卡片上的提示词
,

读完后即拿走卡片
,

要求被试说出挑选出的词 (条件 1 )
,

或不让被试挑选
,

由主试直接告诉

其目标词 (条件 2 )
,

由被试写下目标词
。

A
、

B
、

C三类卡片随机呈现
,

6 张缓冲卡片中的三

张最先学习
,

另三张最后学习
。

每一名被试共学习了36 张刺激词卡片中的目标词
。

本研究以被试对目标词和背景词的回忆成绩作为注意选择性的指标
。

在被试写完最后一

个目标词后
,

要求其回忆
。

回忆方法是向被试一一随机呈现测验卡片
,

让被试根据测验卡片上
,



的提示词书面回忆出目标词
,

回忆完毕后再根据提示词回忆出背景词
。

6 张缓冲卡片的测验

卡片最先呈现
,

其回忆成绩不列入实验结果
。

在正式实验前
,

对每一被试刘断于预备实验
,

学习另外编制的实验卡片
,
使其掌抓实验要

求
。

二
、

笼一与讨论

在本实验中
,

对A
、

B
、

C三类材料分别得到两个回忆成绩
,

即对目标诃和背景 词的正确

回忆个数
。

前者每类最高为 10 个
,

后者每类最高为 2。个
。

具体结果见下 丧
:

表 1一1 对 目标词的回 忆成绩 表 1一2 对 背景词灼 回 匕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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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一3 三类不同材杆中目标词

与背景词的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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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注意选择性与年龄的关系

在本研究中
,

注意的选择性随年龄的增

长而提高
。

这在目标词与背景词没有语义联

系的情况下 ( B
、

C两类材料 ) 表现得 更 为

明显
:
随着年龄的增长对目标词的回忆成绩

越来越高(年龄因素
, F(2

,

性2 4 )一 3 5
.

3 7 5
,

p <
.

00 1)
,

而对背景词的回忆成绩无论儿 童

或成人均非常低
,

并且没有明显差异 (年龄

因 素
:

F(2
,

1 1 4 ) ~
.

2 6 8
,

p >
.

7 0 )
。

这 似

乎表明成人完成任务时有较高的选择性
,

对

目标任务完成得好
,

对附加任务完成得差
,

儿童注意选择性低
,

、

对目标任务和背景任务完成

得均差
。

这跟国外同类研究的结果是一致的(8
, , )

。

本研究也表明
,

对于 B
、

C两 类 材 料
,

二

年级至五年级注意选择性发展似乎较快
,

对目标词回忆成绩的年龄差异十分显著 (F (1
,
1 0 8)

= 1 3
.

4 5 7
,
p (

.

0 0 1 )
,

而 5 年级与大学生之间的差异则很小 (表 1一i)
。

米勒 ( P
.

H
.

M ille r )

等 ( 1 9 8 1 ) 曾报告(8) 真正显示出注意选择性发展的时期是 5年级到 8 年级
,

本结果与他 们 的

结果有所不同
,

其原因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

对于目标词和背景词具有语义联系的A 类材料
,
随着年龄的增长

,

对目标词和背景词的

回忆成绩都增高
。

国外的同类研究也曾报告过这一现象(0. 10 )
。

但这并不意味着对这类材料注

意选择性不呈年龄发展趋势
。

正如有些研究者所主张的 (1 2 ) ,

这是因为与完成注意任务 无 关

的背景刺激会在语义水平上被自动加工
。

本研究中A 类材料的目标词与背景词在语义上属于

伺一类别范璐
,

背景词回忆成绩随年龄增长而提高似乎可以春作是这种自动加工能力不断增

长的表现
。

本研究中支持这一论点的证据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对A 类材料的目标词 与背景词回



忆成绩的相关值在不断降低(见表1一3)
。

这表明年龄越大对目标与背景予以注意的一致性降

低
,

也就是对目标的选择性注意越高
。

而低年龄被试对 目标与背景注意的一致性高
,

表明其

注意选择性较低
。

(二 )目标与背景的语义关系对注意选择性发展的影响

本研究采用A
、

B
、

C三类不同语义关系的材料探讨注意选择性的发展
。

结果发现
,

对目

标词的回忆成续
,
随着年龄的增长

,
成绩逐渐提高

,
目标词与背景词 的语义关系的变化对这

一趋势影响不大《年龄 x 语义关系
:

F (, , 1 1 1 )=
.

3 4 5 , p >
.

8 0) , 但回忆背景词 时
,

语义关

系对回忆成续随年龄增长而变化的趋势影响很大 (年龄 x 语义关系
: F (4

, 1 1 1 )= 39
.

2 4 8 ,

p <
.

00 1 ) , B
、

C两类材料的成绩不随年龄增长而提高
,

对A 类材料
,

随年龄的增长回忆成绩

明显提高 (A 类材料的背景词
:
年龄因素

, F (2
,

1 1 7 )一 25
.

0 0 2
,

p <
.

0 01 )
,

这表明成年人

受语义关系的影响更为明显
,

对B
、

C两类材料背景词的注意
,

与儿童一样处于一种低水平
,

但对A 类材料背景词的注意较B
、

C两类有明显增强
。

对于B
、

C两类材料
,

目标词的回忆成绩随年龄增长而提高
,

背景词的成绩各年龄没什么

区别
,

两种材料间差异不显著(B
、

C两类材料的目标词的差异
,

F (1
,

1 1 8 )一 5 3 6
,

p >
.

4诉

B
、

C两类材料背景词的差异
,

F(1 , 1 1 8 )=
。

0 0 7 , p >
.

90 )
,

这表明在目标词和背景词没有

语义关系的条件下
,
背景词内部是否有语义关系

,
并不影响其注意选择性

。

以上分析表明
,

由于成人更倾向于把同一类别的词看成一个整体或组块
,
自动地进行加

工 (1 ) ,

对儿宜来说
,

其自动化程度没有成人那么高
,

因而其注意选择性不象成人那样因材料

间的语义关系而发生太大的变化
。

(三)加工方式与注意选择性的发展

本研究采用对目标词主动挑选或被告知两种加工方式来探查加工方式对注意选择性发展

的影晌
。

对于目标词的回公 在主动挑选时二年级儿童均优于被告知条件
,

五年级也有相同的趋

势
,

大学生在这两种条件下差异不明显
,

这种年龄与加工方式的交互作用非常显著(F(2
,
1 1 4)

二 8
.

3 0 9
,

p <
.

0 0 1 ) , 对于背景词的回公 则又表现出不同的特点
:
对于B

、

C两类材料
,

无

论成人或儿童
,
两种加工条件无明显差别

,
这表明被试年龄越小

,

在主动挑选条件下相对于

被告知条件
,

对目标词作了更多的注意选择加工
,
因而对目标词的回忆成绩增

一

长比较明显
。

对于A 类材料背景词的回公 所有年幼的被试在主动加工条件下均优于被告知
,

但随着年龄

的增长
,

主动挑选的优势逐渐减小
,
年龄与加工方式的交互作 用 非 常 显 著 (F (2

,
1 1 4 )~

6
.

12 8
,

p <
.

00 5) ,
由此表明

,
由于成年人对语义关系的掌握更加自动化

,

无论主动挑选 或

被告知
,

都能利用语义关系发现并集中注意于目标词
,
加工方式的影响不大

,

而儿童
,
特别

是二年级儿童
,
不善于利用语义关系

,

只有在要求其主动挑选时
,

才能发现这种语义关系
,

找出并集中注意于目标词
。

实验二

实验二是为进一步验证实验一的结论而设计的
。

在实验一中
,

目标词的最高回忆量为 10

个
,

背景词的最高回忆盆为Z e。 在统计时不便于直接比较
。

其次
,

实验一测验时利用提示词
’

作为回忆线索
,

提示词仅跟 目标词有联系
。
跟背景词无关

,

因此可以设想如果利用背景词之



一作为回忆线索
,

是否可 以更敏感更直接地探查被试在学习时对目标词与背景词的选择性注

意
。

故在实验二中
,

利用背景词之一作为回忆线索
,

回忆出这一背景词的目标词和另一背景

词
。

一
、

实验方法

(一 )被试
:
被试的选取方法同实验一

。

小学二年级
、

五年级和大学生组各选取切人
,

平

均年龄分别为 7 八。
,

1 1 ; 4和 1 8 拟
。

实验一
、

实验二不在同一被试上进行
。

(二 )实验材料
:
学习材料与实验一相同

,

测验材料用背景词测验卡片
。

(三 )实验程序
:
回忆方法与实验一不同

,

其余步骤均相同
。

回忆时
,

要求被试根据背景

词测验卡片
,

一一回忆出目标词和另外一个背景词
。

二
、

实验结果与讨论

在实验二中
,

对目标词和背景词 的回忆成绩见下表
。

表 2一1 目标词与背景词的回 忆成绩

A 类材料 B类材料 C类材料

目标佣 份 . 词 目标阅 霄景词 目标词 份景词

主动 被告 主动 彼告 主动 被告 主动 被告 主动 彼告 主动 被告

挑选 知 挑选 知 挑选 知 挑选 知 挑选 知 挑选 知

二年 ,
’一

}
’

M
’

}
’

一 。
·

, 。 ;
·
、 ‘

.
;

’

3
.
‘。

’

。
.
0 5

” ’

。
.
2 0 2

.

瑞
。 2

;
。。 。

.

0 2 。
.
。。7 。 。

.

。: 。

—
卜竺止}

一止壁三里
一.

竺竺竺生竺里竺止里二二兰兰竺生生一竺兰一
一 。一 1 M 1 6

一

6 5 5
一

4 5 5
。

5 5 4
。

4 5 1
。

0 0
。

3 5 2
。

7 5 3
一

0 5 0
。
3 0

。

0 5 0 0
J 工牛月又 , 祖

—
卜竺

一
一

{一上竺竺生里兰竺型坚望竺竺竺止生
. _

~ ~ 1 M 1 7
。

15 6
。

邪 6
一
6 6

。

1 5 1
。

7 1
。

2 5 3
。

3 5 3
。

2 0
。

6 0
。
1 5 0 0

一
0 5

天子王 1 1

} s D { 1
·
5 9 8 1

·
54 2

·
0 1 1

·
, 5 1

·
3 4 0

·
9 6 2

·
1 1

·
7 0

.
82 0

·

4 8 9 0 0
.

2 2

1
.

注意选择性呈年龄发展趋势

与实验一相比
,

对 目标词 的回忆成绩全面下降
,

这是由于用作回忆线索的不是学 习时的

提示词
,

而是注意的背景成份
。

实验一与实验二的联合分析表明
,

这种下降非常显著 ( 目标

词的回忆成绩
: F(1

,
1 1 8) 一 1 2 3 连

.

09 了
,

p <
.

0 0 1 )
。

与儿童相比
,

成人在实验二中对目标词

的回忆量较之于实验一
,

下降幅度更大
,

这种年龄与回忆方式的交互作用非常显著(F (2
,
2 3 理)

= 16
.

92 0
,

p <
.

0 0 1 )
。

由此表明
,

在学习时
,

儿童注意选择性较低
,

对目标词与背景词注意

选择程度不高
,

因而用背景词作线索回忆目标词时
,

下降幅度不大 ; 成年人注意选择性高
,

集中注意于目标词
,

对背景词的注意相对较少
,

因而用背景词 回忆目标词时
,

下降幅度较大
。

这进一步证明了实验一的结论
。

2
.

材料中的语义关系与注意选择性的发展

在实验二中
,
统计分析表明材料间的语义关系的作用非常显著 ( F(2

,
1 1 7)二 1 0 1 4

.

3 8 0
,

p <
.

00 1 )
,

并且对不同年龄的被试具有不 同的影响 (年龄 X 语义关系
:

F(4
, 1 0 1 )~ 1 1

.

66 7
,

p <
.

0 01 )
,

表明语义关系对注意选择性的发展的确有一定影响
。

在材料A 中
,

即目标词与背景词有语 义联系的情况下
,

成年人无论对目标词还是对背泉

词的回忆成绩均显著高于儿童 ( F (2
,

1 1 7 )一 2 9
.

4 0 9
,

p <
.

0 0 1 )
,

这与实验一的趋势是一致

的
。

对于B类材料
,

一个引人注 目的特点是对背景词的回忆成绩高于对目标词的回忆成绩
*



这说明在B类材料中
,

被试在一定程度上注意到了两个背景词及其语义关系
,

因此背景词之

一可以为另一背景词提供一定程度的回忆线索
。

在 A 类材料中
,

两个背景词 ( 当然还有目标词 ) 是同一类别的
,

B类材料中
,

两个背景

词也是同一类别的
。

在回忆背景词时
,

二年级儿童A
、

B两类材料之间的差异并不明显
,

随着

年龄的增长
,

A 类材料背景词的回忆成绩越来越优于B 类材料
,

年龄与语义关系的交互作用

达到显若水平 (F (2
,

1 1 4) ~ 3
.

6 4 7
,

p <
.

0 5)
,

这表明成人在日标与背景有语义关系时
,

对

背景的注意有明显的提高
,

当目标与背景无关时
,

成人对背景的注意相对降低
,

而儿童对背

景词 的注意则较少受目标词与背景词之间语义关系的影响
。

在C类材料中
,

目标词与背景词的回忆量无论儿童或成人均很低
,

这是因为测验时用 的

回忆线索背景词不是学 习的目标
,

没有被过多地注意
,

并且它与目标词和另一背景词无语义

联系
,

所以不能起到回忆线索的作用
。

3
.

加工方式与注意选择性的发展

在回忆目标词时
,

儿童在被告知条件下
,

实验二的回忆成绩与实验一的回忆成绩相比
,

下降幅度较小
,

在主动挑选时
,

下降的幅度较大
。

而成人受加工方式影响较少
,
对于这两种

加工方式
,

实验二较之实验一
,

下降幅度均比较大
,

这种年龄
、

回忆方式和加工方式的三重

交互作用达到显著水平 (F (2
,

2 2 8) 一 3
.

3 8 4
,

p <
.

05 )
,

表明儿童在主动挑选条件下
,

注意

选择升高
,

因而用背景词作线索的回忆成绩相对较差
,

在被告知条件下
,

注意选择性低
,

成

人则不受加工方式的影响
,

注意选择性均比较高
。

结 论

根据以上两个实验的相互印证
,

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

1
.

注意选择性显示出随年龄的增高而发展的趋势;

2
.

本实验条件下
,

注意 目标与背景之间的语义关系及其对 目标的加工方式对成人和儿童

有不同的影响
:

(1) 成人在 目标词与背景词有语义关系时
,

对 目标与背景的注意都增强 ; 在两者无语义

关系时
,

对目标词的选择注意很高而同时忽略背景
,

而儿童受语义关系的影响相对较少 ;

(2) 儿童的注意选择性随对目标加工要求的提高而增高
,

而成人则不受加工 方式 的 影

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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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经重复测验
,

MMPI 一 2的各分量表的重测信度均达到0
.

01 的显著水 平
,

这说明MM

Pl一2在我国使用具有很好的信度
。

3
.

对效度量表和临床量表进行因素分析后
,

所得的因素结构与B u tc hcr 等人的结果墓本

札同
。

这说明
,

经过 必要的修订后
,

MMPI 一2在我国具有同样的使用价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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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 n v ir o n m e n t , e 以sto m s

p a u p e r i么a t一o n
,

law
,

p o sitio n s , e te
. ,

it d is
-

e u sse s th e p sy e ho lo g ie a l e a u se s o f e r lm e , 2 )

in th e lig h t o f g r e e d
, e h iv a lr o u s s en se a n d

Pa ssio n ,

it a n a lys es the st ru e tu r e o f er im in a l

Ps ye ho lo g y ; 3 ) it Pr o b e s ‘n t o t he s t r a te g y

a n d tn e tho d o f P re v e n tin g er im e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