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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通过 Gegerenzer 主张的一种真正的自然频率格式所表达的 MHD 问题，对单纯采用自然频率格式

能否在 MHD 问题的解决中产生促进效应重新进行检验。结果发现：采用真正的自然频率格式能够对 MHD
问题的解决产生促进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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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MHD（Monty Hall Dilemma）被称为“超级

思维黑洞”。[1] 据 Krauss 和 Wang 的报告，它

的完整表述如下： 
想象你正参加一个电视节目，在游戏现

场有三扇一模一样的门。每一扇门内都事先

随机的放有一物品，它们分别是一辆轿车和

两头山羊中的物品之一。游戏的方式是，主

持人请你从现场的三扇门中随机选择一扇，

然后宣布你所选门后的物品归你所有。但有

一点需明确，即你所选门在游戏结束前暂时

不能打开。明确此点后，对门后放有何种物

品了如指掌的主持人从剩下的两扇门中打

开了一扇藏有山羊的门。在他打开这扇门时

遵循一定规则的，第一，你所选之门不能打

开，第二，藏有轿车的门不会打开，第三，

当剩下的两扇门都藏有山羊时，则随机的打

开一扇。好了，现在主持人打开了这扇藏有

山羊的门后要求你重新做一次选择：保持原

来的选择不变或者选择剩下的那扇门。[2] 

根据贝叶斯法则，人们在 MHD 问题中被认

为应该得出改变获车概率为 2/3，不改变获车概

率为 1/3 的判断。但绝大多数人们认为在 MHD
问题中改不改变选择获得轿车的概率均为 1/2，

与根据贝叶斯法则所得的结果相悖，从而被认为

产生了概率判断方面的错觉。为了辅助人们成功

产生符合贝叶斯法则的判断，研究者提出众多探

讨视角和方法，[3-6] 其中便包括采用自然频率表

达 MHD 问题，[2]以期获得促进效应。 
所谓自然频率观最先由 Gegerenzer 等人提

出。[7] 他们认为从进化的角度看，人类擅长处

理的概率问题应该是以自然频率格式表达的问

题，而不是以比率格式表达的问题。因而，当一

个问题以自然频率的格式表达时，较比率格式表

达的问题而言将产生促进效应。Gegerenzer 等人

的这一观点获得了相关证据的支持。[8-9]  
但在 MHD 问题中，众多采用自然频率格式

的研究却并没有获得明显的促进效应，只是将自

然频率格式表达的 MHD 问题与其它辅助手段

结合时才获得一定的促进效果。[2] 这与上述采

用自然频率格式的研究所获得的促进效应形成

鲜明对比。这使得有学者提出，MHD 问题可能

属于特殊的概率问题，纯粹的采用自然频率格式

表达问题难以获得促进效应。[5] 然而笔者认为

下此结论尚为时过早。Gegerenzer 等曾撰文指

出，用频率格式表达概率其实存在多种方式，而

这些方式并非都属于自然频率格式。只有同时具

备如下两个特征的频率格式才是自然频率格式：

首先，它当然必须采用频率表达概率；其次，概

率推断任务中各个用频率所表达的概率信息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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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彼此孤立，而应该联系起来共同构成对问题情

境的真实状态的一个自然样本。在这种自然样本

中，各种抽样空间及各抽样空间的关系表达得一

目了然，人们通过简单的点算即可获得各种概率

信息，不需要经过各种人工的、形式化的推

断。[10-11] 
而纵观以往采用自然频率表达的 MHD 问

题的研究可以发现，所有的研究都是采用如下形

式：呈现 MHD 问题→询问被试当 MHD 问题重

复 n 次（不同的研究的 n 的大小有所区别）时情

况将如何。[2] 很明显，按照上述 Gegerenzer 等

对自然频率格式的界定，这种形式频率不能称之

为自然频率。因为它仅仅将整个问题看成一个事

件用频数表达出来了而已，并没有真正的将问题

中各概率信息间的频数关系表达出来，从而构成

对问题真实状态的一个自然样本。更没有达到

Gegerenzer 所强调的仅仅通过简单点算即可获

得各概率信息的程度。仔细分析可知，真正用自

然频率表达的 MHD 问题应该类似于如下情境： 
想象你正参加一个电视竞猜节目。节目

的现场有 3n 扇一模一样的门。在这 3n 扇门

中，事先有 n 扇门被随机的选出，然后在这

n 扇门后面各放有一辆同型号的奔驰轿车。 

节目一开始，主持人请你从这 3n 扇门

中选择 n 扇，并宣布，你所选中的所有门后

的所有物品归你所有；但是在你选择以后，

主持人请你先不要打开，并告诉你，为了增

加节目的娱乐性，他将从你未选择的 2n 扇

门中打开 n 扇空门。然后让你再重新选择一

次：选择原来的 n 扇门还是选择剩下的那 n

扇门。在打开门的过程中，主持人对每扇门

后面放有什么物品了如指掌，因此他绝对不

会打开任何一扇有轿车的门。 

好了，现在假设主持人已从剩余的 2n

扇门中打开了 n 扇空门。请问，你会如何选

择？保持原来的选择不变还是放弃原来的

选择，选择剩余的那 n 扇门？在最后的选择

中，保持原来选择不变，理论上你可以获得

的轿车数量是多少，而如果你改变选择,理

论上你可以获得轿车的数量又是多少。 

有鉴于此，本文拟采用上述自然频率格式表

达的 MHD 问题，重新考察单纯的采用自然频率

表达问题能否产生促进效应，以图探寻一种帮助

人们解决 MHD 问题的辅助手段，并同时对自然

频率促进效应的普适性进行检验。 
二、方法 

（一）被试 

安徽师范大学大二学生 94 人参加本研究。 
（二）材料 

实验组材料采用的是前文所述的真正用自

然频率格式表达的 MHD 问题，其中 n 值设定为

9，即总门数为 27 扇；控制组的材料先呈现经典

的 MHD 问题材料，然后询问被试同样的情景如

果重复 9 次将如何选择，以及改变选择和不改变

选择各有多少次机会获得轿车。 
（三）程序 

实验在一间安静的教室进行。被试之间有足

够的区隔，以防止相互影响。主试首先讲解任务

要求，被试表示理解后发放实验材料。实验组和

控制组实验材料事先随机混合在一起，发放时随

机发放。整个过程持续 20 分钟左右。 
三、结果 

将实验组、对照组中的被试各自改变选择、

维持选择不变的人数，以及他们作出各种判断结

果的人数汇成表 1。 
对实验组和对照组改变选择的人次进行比

较发现，实验组改变选择的人次显著多于对照组

（χ2=10.29，p<0.05）。另外，将实验组作出正

表 1 实验组对照组各自的坚持、改变选择及相关的概率判断情况一览表 

选择情况    判断情况   

维持不变 改变
正确判断 

（1/3,2/3 或 3,6） 
改变与否一样 

（1/2,1/2 或 4.5,4.5） 
改变概

率更大

改变概

率更小

实验组 自然频率形式 26 18 12 18 9 4 
概率形式 2 30 13 5 对照组 
频率形式 

44 6 
2 26 14 4 

注：实验组有 1 人，对照组有 4 人进行了选择，但未进行频次条件下的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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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判断的人次分别与对照组两种条件下的正确

人次进行比较发现，实验组作出正确判断的人次

显著高于对照组任何一种形式下的正确率（χ2
对

照组为概率形式=10.33，p<0.05；χ2
对照组为频率形式=9.30，

p<0.05），而与此同时对照组两种形式下的判断

则无显著差异（χ2 =0.07，p>0.05）。 
四、讨论 

从结果可以发现，与以往研究类似，仅仅将

问题陈述为重复 n 次的频率形式并没有产生促

进效应。[2]然而当将问题的以一种嵌套关系自明

的自然频率形式呈现时，则判断获得了较大的促

进效应。这说明，并非 MHD 问题不能通过单纯

的采用自然频率而获得促进效应，而是以往所采

用的频率形式并非真正的自然频率而已。这同时

也说明，MHD 问题其实并非一个特殊的概率情

境，使得自然频率不再适合于它。 
当然，采用自然频率表达的 MHD 问题会使

得问题因表达起来过于繁琐而遭受实用性方面

的质疑。笔者认为这一问题应该辩证看待：一方

面，人类认知系统的进化趋势应该是越来越形式

化、符号化，因为形式化、符号化意味着简单，

此不能一味强调概率的表达回归自然频率形式；

另一方面，在人类的认知系统还没有完全满足形

式化的要求之前，面对一些特殊的问题，自然频

率至少能提供一种解决之道，虽然它并不经济。 
五、结论 

单纯的操作自然频率可以对 MHD 问题产

生促进效应，其中的关键在于需要采用真正的自

然频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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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Facilitating Effects of Natural Frequency upon the MHD   

LI Xiao-ping 

（Institute of Educational Science, Anhui Normal University, Wuhu 241000, China） 

Abstract：The paper tries to re-investigate the enhancing effects of natural frequency on the MHD by that expressed in 
Gegerenzer’s real natural frequency. The results demonstrate that significant effects exist to facilitate the MHD when 
adopting the real natural frequency proposed by Gegerenzer. 
Key words：MHD; natural frequency; facilitating eff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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