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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通用的口语报告编码方案
①②

李亦菲 朱新明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 (北京 100012)

[摘要 ]本文根据纽厄尔和塞蒙的信息加工理论 , 建立了一套通用的口语报告编码方案 , 并以

一个简单的“做中学”实验为例 , 说明如何利用这一编码方案分析口语报告。这一通用

的口语报告编码方案有以下两个优点 : 一方面 , 它为定量化地考察复杂认知活动的过

程和机制提供了条件 ; 另一方面 , 它使研究者对不同口语报告进行的分析具有可比性 ,

也使口语报告分析的研究可以重复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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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70 年代以来 , 口语报告分析法在人类复杂认知活动 (如问题解决、学习、设计、

决策等) 的研究中得到广泛应用[125 ] 。然而 , 大多数口语报告分析主要是经验描述水平

的 , 只是在比较粗略的水平上描述高级心理活动的一般过程和特点 , 不同实验条件下

的研究结果难以获得统一的理论解释。此外 , 这种定性的、描述性的分析也使研究结

果带有一定的主观性。

　　我们认为 , 通过建立在一定范围内通用的口语报告编码方案 , 就可以对这些领域

中的复杂认知过程进行定量的、推论性的分析。在这篇文章中 , 我们根据纽厄尔和塞

蒙的信息加工理论[1 ] , 建立了一套通用的口语报告编码方案 , 并以一个简单的“做中

学”实验为例 , 说明如何利用这一编码方案对被试的口语报告进行分析。

2 　口语报告分析法的基本程序

作为一种科学的研究方法 , 口语报告分析法有一定的程序 , 一般包括问题设计、

口语报告与记录、转译与编码、数据分析四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问题设计 , 即主试根据实验目的设计出容易展开的实验任务 , 并且

给出合适的指导语。一般常用的指导语如下 : “这是一道某某问题 , 你的任务是解决这

个问题 ; 在解题时 , 请边想边说 , 并随时写下你要写的东西”。

第二个阶段是口语报告与记录 , 即被试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边想边说 , 实验者用

录音机将学生的口语报告记录下来。在实验过程中 , 除非有特殊的研究目的并作出事

先的安排以外 , 实验者一般不要提出问题 , 以免干扰学生的思维过程。实验者要密切

注意学生的行为反应 , 并将这些反应及其发生的时间记录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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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个阶段是转译与编码 , 即将口语报告的录音材料转换成书面的文字和符号的

形式 (转译) , 然后将口语报告分解为一个一个相对独立的句子 , 并根据句子的意义进

行分类与标记 (编码) 。为了使口语报告的转译与编码准确、可靠 , 必须建立科学、客

观的转译规则与编码方案。

第四个阶段是数据分析 , 即对经过编码的口语报告中的句子进行统计分析。一种

常用的方法是利用“问题行为图”技术对被试解决问题的过程进行图解分析[1 ] 。近年

来 , 一些研究者在建立各自编码方案的基础上 , 对口语报告进行了数量化分析。在这

些研究中 , 对口语报告的编码是各不相同的[527 ] 。

这种依赖于特定任务的口语报告编码不利于全面、深入地探索复杂认知的信息加

工过程 , 也不利于不同研究之间的相互交流。实际上 , 虽然不同研究中所采用的编码

方案各不相同 , 但它们之间还是存在一些共同点。

3 　建立通用的口语报告编码方案

埃里克森和塞蒙在《口语报告分析》一书中指出[8 ] , 口语报告编码方案的设计应

考虑以下两个方面的因素 : 一方面 , 它必须反映研究的理论构思 , 符合理论上的要求 ;

另一方面 , 它必须适合实验任务的特点 , 能够解释被试在完成实验任务过程中的各种

行为 , 从而对口语报告中的每条陈述都能指定相应的行为代码。

根据纽厄尔和塞蒙的信息加工理论 , 人的问题解决被解释为在由“问题状态”和

“算子”组成的问题空间中进行搜索 , 从而最终找到一条由问题的“初始状态”通向

“目标状态”的解路径的过程。在认知心理学中 , 大部分复杂认知活动 (如解决学科问

题、设计、各种日常行为等) 都可以理解为问题解决的行为。因此 , 这一理论实际上

提供了描述人类复杂认知活动信息加工过程的基本框架。在这一框架的基础上 , 莱德

和纽厄尔等建立了一个模拟人的认知的通用的计算模型———Sore[9 ] , 成功地模拟了人的

记忆、问题解决、学习、决策、以及日常行为等范围广泛的复杂认知活动。

然而 , 这一理论没有考虑人在完成各种认知活动中的元认知活动 , 也没有考虑与

学习有关的行为 , 因此 , 还不能完整地描述被试在完成实验任务过程中的各种行为。

通过分析大量的口语报告 , 我们将人的行为分为元认知行为 (meta2cognitive behavior) 、

操作行为 (operative behavior ) 和学习行为 (learning behavior) 三种基本类型。其中 ,

元认知行为是指被试在完成实验任务时的控制和评价行为 , 包括监视、自我指导、评

价、提问等 ; 操作行为是指被试解决问题的各种操作活动 , 包括识别条件线索、执行算

子、实现问题状态、注意问题状态等 ; 学习行为是指与获取知识有关的行为 , 主要包括

解释、陈述知识、陈述实例等。根据这一分类 , 可以建立一种通用的口语报告编码方

案 , 见表 1 :
表 1 　一种通用的口语报告编码方案

行为类型 具　　体　　内　　容　　　　　　　

控制行为 监视 (MON) 、自我指导 ( INS) 、评价 (AST , ASP , ASE) 、提问 ( POS)

操作行为 问题状态 ( IS , MS , GS) 、识别条件线索 (RC [ P]) 、执行算子 ( PA [ P])

实现问题状态 (MS [ P]) 、注意问题状态 (ATMS [ P]) 、错误状态 ( WS [ P])

学习行为 解释 (SE [ P] , EE [ P] , PE [ P]) 、陈述知识 (ST [ P]) 、陈述实例 (ST [ I])

　注 : 括号″[ ]″中的 P 是指产生式的知识 ; 　I 指具体的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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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巧合的是 , 斯滕伯格在他的智力成分理论中[10 ] , 将人的智力成分分为三种基本类

型 , 即元成分、操作成分和知识获得成分。这与上面的分类是完全一致的。

4 基于通用编码方案的口语报告分析 : 一个“做中学”的例子

下面 , 就以一个“做中学”的简单实验为例 , 说明如何利用上面的编码方案分析

被试的口语报告。在这一实验中 , 要求被试通过解决一个几何证明题学习相交弦定理 ,

目的是了解做中学的情况下获取知识的信息加工过程。实验问题如下 :

　　已知 : 弦 AB 和 CD 相交于圆内一点 P (如图 1) ,

　　求证 : PA ×PB = PC ×PD

7 名被试参加了这一实验。他们首先解决这一几何证明题 , 然后总结所学到的知识。

在实验中 , 我们要求被试进行出声思维 , 并将他们的口语报告记录下来。这些口语报告

被整理成书面的形式 , 并根据上面的方案进行编码。

从结果上看 , 7 名被试全部成功地解决了这一问题 , 并正确地总结出了相交弦定

理。但是 , 被试在解决问题中口语报告的数量有很大的个别差异 : 最少的只有 7 条 (被

试 6 , 7) , 最多的达到 42 条 (被试 2) , 中数为 13 ; 平均数为 1611 , 方差为 1311。在全

部口语报告中 , 操作行为的陈述和元认知行为的陈述分别占总数的 54 %和 38 % , 而学习

行为的陈述只占 8 %。这表明被试在解决这个问题时进行的学习是简单的。

与问题状态有关的陈述包括三类 : 一是通过元认知行为确立子目标 , 如 INS [ MS] ;

二是在解题过程中实现问题状态 , 如 MS (中间状态) 、WS (错误状态) 、GS (目标状

态) 等 ; 三是在解题过程中注意已有的问题状态 , 如 A TIS、A TMS、A TWS、A TGS 等。

将被试通过控制行为确立子目标定义为“计划的步数”, 将被试实现或注意某个问题状态

定义为“解题的数”, 这两类步数的和定义为“解决问题的总步数”。7 名被试解决这个

几何证明题所用的步数如下 (表 2) :

表 2 　7 名被试在解决问题过程中所用的步数

被试 1 被试 2 被试 3 被试 4 被试 5 被试 6 被试 7
计划的步数 　 5 8 6 3 2 0 1
实现的步数 　 7 17 5 10 5 5 6
　　总步数 　 12 25 11 13 7 5 7

从表 2 可以看出 , 虽然证明相交弦定理的问题在理论上只需要 5 步就可以解决 , 但

不同的被试解决这一问题步数差别很大 , 最少的只用 5 步 , 最多的用了 25 步。

　　如果用被试的解决问题所用的步数作为反映问题解决效率的指标 , 那么 , 就可以

定量化地分析影响被试解题效率的因素。以被试对产生式条件的敏感程度对解题效率

的影响为例。所谓对产生式的条件敏感 , 是指与产生式条件有关的线索出现的情况下 ,

被试能够迅速地注意到这这个线索 , 并激活相应产生式。在被试的口语报告中 , 与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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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有关的陈述包括以下四类 : (1) 陈述产生式 , 如 ST [ P]、SE [ P]等 ; (2) 识别产生式的

条件 , 如 RC [ P] ; (3)执行产生式的动作 (或结论) , 如 MS [ P] , GS [ P]等 ; (4) 通过自

我指导确定问题的子目标 , 如 INS (MS3 [ P]) 。我们规定 , 在一个被试的口语报告中 ,

当与某条产生式有关的陈述第一次出现时 , 它前面紧邻的错误或无关陈述的数量 , 就是

该被试对这一产生式的条件的敏感性系数。敏感性系数越小 , 被试对这个产生式的条件

就越敏感 ; 当与某条产生式有关的第一条陈述前面没有无关的或错误的陈述时 , 被试对

这一产生式的条件的敏感性系数为 0。

　　以被试对产生式条件的敏感性系数的和为横坐标 , 以解题总步数为纵坐标 , 可以得

到 7 名被试的解题步数与对条件的敏感性系数的关系图如下 (图 2) :

图 2 　7 名被试对条件的敏感性系数与解题步数的关系图

由上图可以看出 , 被试解决问题所用的步数与对产生式条件的敏感性系数之间存在

着较强的相关关系 , 即随着敏感性系数的增大 , 解题步数也相应地增加。因此 , 对产生

式条件的敏感程度是影响被试解题效率的关键因素之一。由于被试数量较少 , 在这里还

不能确定这种关系是否是一种线性关系。

5 　结束语

本文提出了一种通用的口语报告编码方案 , 并利用这一编码方案分析了被试在问

题解决和学习中的信息加工过程。这种通用的口语报告编码方案的优点是显而易见的 :

一方面 , 它为定量化地考察复杂认知活动的过程和机制提供了条件 ; 另一方面 , 它使

研究者对不同口语报告进行的分析具有可比性 , 也使口语报告分析的研究可以重复验

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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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 , 强调对特定职务的胜任特征是培训需求评价的新趋势之一。通过需求评价 , 发

现能预测或决定有卓越表现的深层胜任特征 , 如动机、自信心等能决定行为及绩效的关键

特征。在技能需求评价中 , 应特别关注对心智技能的分析和培训。此外 , 胜任特征分析也

对培训需求的评价方法提出了新的要求。仅仅采用问卷法是不够的 , 需要探索其它更为有

效的方法来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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