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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采用!̂ !̂ !混合实验设计!使用具体和抽象两种不同性质的图形材料对动态和静态两种条件下内隐时

间的存在及其特征进行了考察!结果表明$"(#动态条件下被试对抽象图形的位置偏移判断更为准确’"!#测试图形

与识记图形之间位置偏移判断的错误率在测试图形与诱导图形内隐运动方向一致的条件下比不一致条件下大’
"$#无论实验材料为具体图形还是抽象图形!被试对测试图形和识记图形的位置偏移判断错误率之间不存在差异&
研究结果证明了内隐时间的存在!进一步探明了内隐时间具有方向性和认知不可渗透性的特点!并证明了运动范

式为研究内隐时间及其特点的有效方法&
关键词!内隐时间表征!外显时间表征!认知不可渗透性&
分类号!MJ#!

(!引言

!!时间表征是外部世界中的物理时间在人的心理

上的一种反映!是人的大脑对时间信息的一种储存%
加工和表达的方式(()&以往关于时间表征的研究主

要集中于有意识的%概念性的时间结构!即外显的时

间表征&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研究者们发现还存

在一种潜意识的%具有动力性的时间结构!称之为内

隐的时间表征!它是对外界环境的一种自动的%直接

调节的时间模式!与内隐记忆有关(!)&

!!M9=;N($)指出在内隐时间表征中!对过去经验的

保持以及对未来时间的预期都是内隐的!具有自动

性和认知不可渗透性&47998G(#)在实验中让被试从

不同的位置"’&"m!’#%m!"m!#%m和&"m#观察$组顺

序不同的脸!观察过程就是看到一个头从左边缓慢

的旋转到右边!实验后让被试对呈现过的脸做相同.
不同判断!结果发现以不同时间顺序呈现的脸比相

同时间顺序呈现的脸的错误辨别更多一些&47998G
将此结果解释为时间顺序可能是再认中的一个重要

变量!其实从另一个角度讲!这些按时间顺序依次呈

现的脸也形成了一种内隐的运动!此结果也说明了

客体内隐运动变化的表征具有时间上的顺序性特

点!即内隐时间表征具有方向性和顺序性&更有很

多研究指出时间序列是可以被内隐习得的!个体对

时间维度的编码可能是无意识的!换句话说内隐时

间表征是存在的(%!K)&

!!国内学者黄希庭等(J)率先对内隐时间表征的存

在及其特点进行了系统深入的探讨!在一定条件下

肯定了内隐时间表征的存在并指出其具有方向性%
顺序性%连续性和认知不可渗透性的特点&在黄希

庭等的系列实验中运用内隐认知研究中的间接测量

法!采用运动范式间接证明了内隐时间的存在!说明

时间知觉中具有内隐的%无意识成分&其实验逻辑

为如果存在内隐的运动即可推知内隐时间的存在&
这种实验逻辑在心理旋转实验中已有证明$当图形

以不同角度相继呈现时!图形偏离中央位置的角度

越大!则正确判断所需时间越长!说明存在一种内隐

的心理运动!且这种心理运动是需要时间的!其中图

形的运动和运动轨迹是内隐的!观察者看到的是静

止的图象(&)&换句话说!与外显的运动需要外显的

时间一样!内隐运动也需要内隐时间!通过对内隐运

动的考察可以间接地证明内隐时间的存在&

!!依据此实验逻辑!黄希庭等通过依次呈现在不

同位置的静止图形来诱发内隐运动!并以不同实验

条件下错误率的变化作为衡量内隐运动和内隐时间

的指标来间接地考察内隐时间的存在及其特点&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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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设计为使用按一定时间顺序从左到右"或从右到

左#依次以不同视角呈现的四个相同图形来产生内

隐的运动!结果发现$测试图形与诱导图形内隐运动

方向一致条件下的错误率显著大于不一致条件!说
明内隐时间表征具有一致性向前的方向性’当打乱

诱导图形出现的时间顺序一致性后!这种方向性不

再存在!说明内隐时间表征具有顺序性’依次改变识

记图形与测试图形之间的时间间隔后!发现识记图

形与测试图形的位置偏移之间存在明显的线性关

系!说明内隐时间表征具有连续性’改变实验中所使

用的具体图形"如$小汽车和牛%铁和棉花#!发现各

个图形所代表的不同背景知识没有对被试的操作产

生影响!说明内隐时间表征具有认知不可渗透性&
认知不可渗透性是指概念和背景知识对认知加工不

存在影响!如果概念和背景知识对某种作业的加工

没有影响!则此种加工被认为具有认知不可渗透性!
内隐时间表征的认知不可渗透性则是指它只能通过

内隐记忆中的操作来表达!不能用外显的命题或概

念来表征&黄希庭等使用运动范式对内隐时间进行

的间接考察找到了研究内隐时间的切入点!为我们

深入了解内隐时间的本质提供了有效的实验方法&

!!本研究的目的就是通过进一步的会聚性操作来

揭示和探讨内隐时间的产生条件及其特征&所谓会

聚性操作是指通过一系列两个或更多的操作来消除

能够解释一系列实验结果的其他一些因素&在黄希

庭等的研究中使用三个诱导图形来产生内隐运动!并
在各种条件下得到了不同的错误率&针对其实验条

件下是否真的产生了内隐的运动!所采用的会聚性操

作如下$在本实验中我们区分了两种不同的实验条

件!即动态条件和静态条件&动态条件是指在测试图

形之前先呈现三个诱导图形以形成内隐的运动状态’
静态条件下则在测试图形之前只呈现一个诱导图形

"即识记图形#&据此我们假设如果动态条件下产生

了内隐的运动!而静态条件下没有!则动态条件下的

结果应与静态条件下的结果有本质的不同!也就是说

这两种条件下的心理状态应该是不同的&

!!为此!本研究拟使用两种大小相同但性质完全

不同的图形材料"具体图形小汽车和抽象图形小矩

形#进一步考察内隐时间的认知不可渗透性特点&
同时也对内隐时间的方向性特点进行验证&

!!研究方法

#$%!被试

!!华东师范大学本科生K/名!均为自愿参加!其

中男!/名!女%"名!随机分成两组&被试视力或矫

正视力正常!且无类似实验经验&
#$#!仪器和材料

!!奔腾-多媒体兼容机!(%寸标准彩色显示器

一台&

!!使用F<=B=G<=F制作两张实验用图片&一张为

黑色小汽车图片!规格为#AK#m̂ (A%&m"视角#!车头

朝右"见图(#’一张为黑色矩形图片!规格与小汽车

相同"见图!#&动态条件下!按从左到右顺序依次

呈现四个相同的小汽车图形"或矩形图片#!前三个

为诱导图形!其中第三个为识记图形!第四个为测试

图形&静态条件下!按从左到右顺序依次呈现两个

相同的小汽车图形"或矩形图片#!第一个为识记图

形!第二个为测试图形&

图(!向右方向的小汽车图形呈现方式

图!!向右方向的矩形图形呈现方式

#$!!实验设计

!!!̂ !̂ !混和实验设计&自变量(为被试内变

量!分为动态和静态"其中动态条件下诱导图形个数

为$个!静态条件下则不出现诱导图形#两个水平’
自变量!为被试内变量!分为测试图形与识记图形

的位置偏移方向一致和不一致两个水平’自变量$
为被试间变量!分为具体图形和抽象图形两种性质

材料&因变量为测试图形与识记图形在偏移l"[!m
时的错误率&
#$&!程序

!!实验开始先呈现指导语!在被试仔细阅读完指

导语后!出现一个登录对话框!由被试自由选择进入

的实验模式&模式(为具体图形材料动态.静态图

形位置偏移方向一致性判断实验!模式!为抽象图

形材料动态.静态图形位置偏移方向一致性判断实

验&无论被试选择哪种模式进入实验!其界面皆为

全屏显示!屏幕被平均分成上下两个部分!上半部分

为灰白色!下半部分为深灰色!图形则在屏幕上下两

半分界线上呈现&在屏幕下方有一悬浮固定面板!
面板上有一判断栏"有,相同-和,不同-两个选项#及
一个,进入下一轮实验-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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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态条件下!将呈现$个诱导图形&先出现

,嘟-的提示音!!%"6G后呈现第一个图形!位置在屏

幕中央垂直向左$[/m视角处!然后向右依次呈现第

二个和第三个图形&第一个与第二个!第二个与第

三个图形在屏幕上的间距均为([Jm视角!每个图形

的 呈 现 时 间 以 及 先 后 两 个 图 形 间 的 时 距 均 为

!%"6G&静态 条 件 下!不 呈 现 诱 导 图 形&先 出 现

,嘟-的提示音!!%"6G后呈现第一个图形!即为识记

图形!呈现时间为!%"6G!间隔!%"6G后!呈现测试

图形&

!!在两种条件下!识记图形均正好位于屏幕中央!
测试图形出现后保持在屏幕上!直到被试作出反应!
然后伴随,嘟-的提示音!开始呈现下一轮图形&测试

图形出现的位置与识记图形的位置偏移分为l"[!m%
"["m%’"[!m三种!,l-表示测试图形出现的方向与诱

导图形内隐运动的方向相同"向前#’,’-表示方向相

反"向后#’l"[!m表示测试图形的位置与识记图形之

间向前偏移"[!m的视角距离’’"[!m表示向后偏移

"[!m的距离’"["m表示两种图形的位置相同&

!!被试若认为测试图形与识记图形的位置相同!用
鼠标点击屏幕上,相同-选项’认为不同!则点击,不
同-选项&然后点击,进入下一轮实验-按钮便开始呈

现下一轮图形&实验前告诉被试测试图形与识记图

形位置相同和不同的次数各占%"]’在不同的条件

下!方向相同"向前偏移#和方向不同"向后偏移#的次

数各占%"]’每个被试共作JJ次实验&其中开始J
次为缓冲项!不计入实验结果&在缓冲项中保证每种

情况均出现!即动态偏前%动态偏后%静态偏前%静态

偏后各(次!动态重合%静态重合各!次&

$!结果与分析

!!以\"[!m位置偏移判断的错误率为记忆位置偏

移方向的指标!在\"[!m偏移的情况下!被试若判断

测试图形与识记图形的位置,相同-!则为错误反应&
剔除两名有完全正确和完全错误反应的被试!总共

有K#名被试的错误率用于统计!结果见表(所示&
表%!被试在各种条件下的平均错误率

材料性质 位置偏移 动态条件 静态条件

具体材料

抽象材料

l"[!m /[KJ /[//

’"[!m #[!! #[J(

l"[!m %[$$ K[!#

’"[!m ![/( #[$"

!!方差分析结果表明$动静态的主效应显著!$
"(!K!#cJ[!#%!"#"["(!说明动态与静态条件下

的平均错误率之间存在显著差异&测试图形与识记

图形位置偏移一致性"向前%向后#的主效应显著!$
"(!K!#c//["((!"c"["""!测试图形与诱导图形

内隐运动方向一致"向前#条件下的平均错误率大于

不一致"向后#条件下的平均错误率!说明内隐时间

表征具有方向性向前的趋势&材料性质的主效应不

显著!$"(!K!#c([%(/!"$"["%&

!!动静态与材料性质的交互作用显著!$"(!K!#
c#[JJ%!"#"["%&对简单效应的进一步检验发

现!只有在材料为抽象图形时!静态条件下的平均错

误率显 著 高 于 动 态 条 件!$"(!$$#cK[%%K!"#
"["%&其他交互作用均不显著&动态与静态条件在

不同性质材料上的平均错误率分别见表!和图$&

表#!动态与静态条件下被试在不同性质材料上的平均错

误率

图形性质 动态条件 静态条件

具体图形 (( (([#K
抽象图形 K[&# (([%#

图$!动态与静态条件在不同性质材料上的平均错误率

#!讨论

!!本研究在黄希庭等"!""!#的实验范式基础上!
进一步探讨了内隐时间的特征!结果证明了运动范

式的实验逻辑是正确的&在本研究中!动态与静态

两种条件下被试对测试图形与识记图形的位置偏移

判断错误率之间存在本质的不同!表现为动态条件

下被试对抽象图形的判断更正确&可能是因为抽象

图形材料矩形本身虽然不具有任何方向性和运动的

特点!但由于动态条件下呈现的诱导图形数量较多

而使之产生了内隐运动的感觉!从而有助于被试的

判断&而且根据知觉的生态学理论!知觉具有直接

的性质!被试的估计和判断则依赖于其获得的信息

数量!动态条件下一系列连续呈现的诱导图形所提

供的丰富信息使被试的判断错误率明显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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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静态条件下单一的诱导图形提供给被试的信息量

非常少!这样便阻碍了被试的判断!导致判断错误率

较高&动态与静态条件下的结果之间存在的这种本

质差异说明两种条件下被试的心理状态是不同的!
动态条件的确产生了内隐的运动!而内隐运动需要

内隐时间!换言之使用运动范式对内隐时间进行研

究是可行的&

!!在对内隐时间的认知不可渗透性的考察上!我
们使用了小汽车和矩形两种完全不同性质的图形材

料&小汽车为具体图形!本身能够运动且具有方向

性!这样便向被试提供了关于运动的鲜明背景知识’
而矩形为与小汽车大小相同的抽象图形!本身不具

备运动的特点且绝无方向性!更缺乏关于运动的背

景知识&结果发现在两种图形材料下!被试对测试

图形和识记图形的位置偏移判断错误率之间不存在

差异!也就是说被试对抽象图形也产生了向右方向

的运动感觉!说明两种不同性质图形所提供的不同

背景知识没有影响被试的内隐运动感觉!进而推之

内隐时间具有认知不可渗透性&

!!本研究结果还发现在测试图形与诱导图形内隐

运动方向一致"向前#条件下!测试图形与识记图形

之间位置偏移判断的错误率要大于不一致"向后#条
件下!说明被试对图形位置的判断受到了诱导图形

内隐运动方向的干扰&已有研究证明这种效应与诱

导图形呈现的时间顺序有关!客体内隐运动变化的

记忆表征具有时间顺序性!而且这种表征是自动产

生的一种内隐的时间表征!具有方向性和顺序性特

点(J!((!(!)&本结果进一步验证了内隐时间具有方向

性特点&

%!结论

!!本研究使用具体和抽象两种不同性质的图形材

料对动态和静态条件下的内隐时间的存在可能性及

其特点进行考察!结果证明了内隐时间的存在!进一

步探明了内隐时间具有方向性和认知不可渗透性的

特点!并更有力证明了黄希庭等"!""!#研究所采用

的运动范式为研究内隐时间及其特点的有效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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