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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三要素相互作用模型强调表征、加工和控制在认知活动中的作用，并将表征区分为内部表征和外

部表征，加工区分为自动加工和受控加工，控制区分为自动控制和意识控制，提出认知活动具有四种性质：

表征的复杂性和变化性，加工的简单性和程序性，控制的有效性和灵活性，以及其他因素（如文化、情绪、

动机和个性等）的作用。基于上述观点，开展了一系列实验研究，取得了一些成果。 
关键词  表征，加工，控制，三要素相互作用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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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 智 的 计 算 － 表 征 理 解 （ computational- 
representational understanding of mind，简称CRUM）

在认知科学研究中一直居主导地位。CRUM强调心

理表征（mental representation）和心理程序（mental 
procedure），并假设对思维 恰当的理解是将其视

为心智中的表征结构，以及在这些结构上进行操作

的计算程序。基于CRUM观点和国内外已有研究成

果，本文作者认为，表征（representation）、加工

（processing）和控制（control）是认知活动的三个

核心概念或基本要素，提出三要素相互作用模型

（three-element interaction model，简称TIM）[1]，强

调在认知研究中应重视表征、加工和控制及其相互

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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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M 将表征区分为内部（internal）表征和外部

（external）表征，加工区分为自动（automatic）加

工和受控（controlled）加工，控制区分为自动

（automatic）控制和意识（conscious）控制，并借

用太极图阐释这些成分间的关系。如图 1 所示，太

极图上一个圆圈中有一个白色的阳鱼和一个黑色

的阴鱼，阳鱼头抱阴鱼尾，阴鱼头抱阳鱼尾，互相

纠结，浑融圆转，恰成一圆形，无始无终，无头无

尾，无前无后，无高无下；阴鱼当中有阳眼，阳鱼

当中有阴眼，相互包容，相互蕴含，相互转化，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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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促生。该图十分贴切地表达了作者本人对认知活

动中三要素及其关系的理解。 

 
 

 

 

 

 

 

 

图 1 三要素相互作用模型 

TIM 假设，认知活动具有以下四种性质：（1）
表征的复杂性和变化性。表征的复杂性包括表征内

容的复杂性、表征形式的复杂性和表征通道的复杂

性。表征的变化性包括从外界环境拾取信息导致的

表征变化、从长时记忆提取信息导致的表征变化和

在工作记忆加工信息导致的表征变化；（2）加工的

简单性和程序性。加工的简单性包括简单的基本加

工操作、简单的基本加工过程和特定的神经活动模

式（生物电的和生物化学的）。加工的程序性，在

方向维度上表现为自上而下加工（概念驱动加工）

和自下而上加工（材料驱动加工），在时间维度上

表现为串行加工和并行加工，在空间维度上表现为

通道加工、模块化加工、特征检测器与功能柱、并

行分布处理（群编码）等；（3）控制的有效性和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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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性。控制的有效性包括计划的有效性、调节的有

效性和监督的有效性。控制的灵活性包括标准的灵

活性、决策的灵活性和策略的灵活性；以及（4）
其他因素（如文化、情感、动机和个性等）的作用。 

充分借鉴前人提出的理论思想，有效集成已有

的研究发现，积极探求新的实验证据，阐释并验证

TIM 模型，不断深化我们对人类认知活动规律的认

识，是我们工作的努力方向。我们近几年开展了一

系列实验研究，取得了一些成果。 

1 内部表征与外部表征 

内部表征是指，记忆系统中的诸如概念、命题、

图式、语义网络、生成规则及其他类型的知识和结

构。而外部表征是指，对内部认知活动有直接影响、

甚至是有决定性影响的信息的外部表达和环境的

结构，包括客观物体、媒体媒介、物理符号、外部

规则、约束条件和边界条件等。与传统认知观重视

信息在头脑中的内部表征相比，分布式认知观认

为，外部表征可以与头脑中的内部表征相结合，在

认知活动中共同起作用。我们研究人造物概念分类

和中文概念组合，探讨概念表征及其加工机制；研

究技术媒体和信息表示方式，探讨外部表征的作用

机制。 
1.1 人造物概念分类 

概念是物体范畴（object categories）和事件范

畴（event categories）的心理表征，是思想的单元，

是所有高级认知加工的基础。人造物（artifacts）概

念表征人类创造和使用的各种物体。研究人造物概

念有助于回答物体概念在头脑中如何组织、如何加

工，以及它们在人与生态环境相互作用的过程中如

何形成和被使用等问题。 
当人们遇到某些新异的物体，经过思考后决定

将它们称为“桌子”、“轮子”或“棍棒”时，人们

的头脑中进行了怎样的认知加工？哪些因素在这

样的机制中起作用？它们的相互关系又如何？我

们质疑基于设计的理论，提出一种新理论——基于

用途的人造物分类模型（图 2），并采用物体命名任

务进行了 7 个实验，系统地检验了成因、功能和分

类者角色对物体命名的影响，以及它们在物体命名

机制中的相互关系[2]。基于用途的模型预期的三个

主要效应都得到了实验结果的支持。第一，成因效

应：成因故事的类型对物体命名的影响发生在概念

系统划分“人造物/非人造物”的水平。研究发现，

呈现人工制造条件的成因故事使物体被更多地命

名为某个范畴的人造物，而呈现自然形成条件的成

因故事使物体被更多地命名为某个范畴的自然物。

第二，功能效应：即使是自然形成的物体，其命名

也会受到功能属性的影响。研究发现，功能属性和

物体的外形匹配程度越高，该物体就越有可能被命

名为某个范畴的人造物。第三，使用者优先效应：

被试的命名会倾向于和使用者的使用目的一致。研

究发现，不论分类者是承担“创造者”还是“使用

者”的角色，亲自使用物体都会（比旁观他人使用

物体）导致命名反应倾向于和使用者的使用目的一

致；而当分类者同时承担“创造者”和“使用者”

两个角色时，命名反应仍然偏向于和使用者的目的

一致。实验结果提示，功能属性通过某种独立于成

因等高层语义知识的独立“通路”影响人造物的分

类和命名。我们认为，是“使用目的”，而不是“设

计意图”，适合作为人造物概念表征的本质标识符，

在分类过程中提供自上而下的约束。 
 

 

图 2 基于用途的人造物分类模型 

1.2 中文概念组合 

概念组合是将两个（或多个）概念组合成一个

新概念的过程，这个新概念通常被称为组合概念。

我们通过分析大学生对 160 个新异组合概念的解

释，考察了中文名词-名词组合概念的解释策略及

影响因素[3]。研究的一个新发现是，子概念之间的

相似性只影响关系解释，即两个子概念之间相似性

的高低不影响属性解释出现的比率，但影响关系解

释出现的比率。另一个发现是，子概念所属的领域

对组合概念的解释策略有重要影响，生物组合概念

得到更多的属性解释，而人造物组合概念得到更多

的关系解释。人们解释不同范畴组合概念的策略存

在的这种差异，我们称之为组合概念范畴效应。 
语义知识组织的范畴特异性是许多研究者关

注的前沿领域。我们通过特征列举实验和建构路径

模型，检验了概念的特征类型在组合概念范畴效应

中的作用[4]。研究发现：生物的实体特征比率高于

人造物的实体特征比率，而人造物的情境特征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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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于生物的情境特征比率；修饰词的实体特征比率

显著影响属性解释比率，修饰词具有较多实体特征

的组合概念倾向于得到属性解释；主名词的情境特

征比率对关系解释比率的影响不显著；将特征类型

引入路径模型后，范畴对解释策略的影响依然显著

（图 3）。显然，范畴间的特征类型差异会影响组合

概念范畴效应，但它并不是唯一的因素。

 

 
图 3 组合概念范畴效应的路径模型 

 
1.3 技术媒体 

技术媒体在认知活动中的作用是重要的研究

课题。研究者关心的主要问题包括：使用技术媒体

是否有助于远距离的群体协作？是否影响信息交

流的过程和结构？另外，分布式认知的观点给团体

动力心理学的研究领域带来了新问题和新视角：在

面对面协同和远程协同过程中，集体活动的绩效是

否高于个体活动绩效之和？团体知识是否多于个

体成员知识之和？ 
我们研究了在不同的社会交往、媒体丰富性和

队伍组合条件下，文化因素（集体主义，个人主义）

对群体决策过程中人们的从众行为的影响[5]。研究

发现：中国组和美国组之间存在明显的差异，中国

组更倾向于顺从大多数人的观点；在传统的面对面

组里人们体验到 强的大多数人的影响，而使用集

体决策系统则有助于减少这种影响。我们还研究了

竞争与组合对知觉任务绩效的影响[6]。研究发现，

在完成简单的知觉判断任务时，引入竞争有利于任

务的完成，而单人工作还是两人合作并没有明显差

别；在完成复杂的知觉推理任务时，两人合作的绩

效优于单人工作的绩效，而此时竞争不起作用。 
技术媒体对认知绩效的影响备受研究者的关

注。我们研究了媒体条件与刺激信息共享量对远程

协同完成人工概念形成任务的影响[7]。研究发现：

媒体条件影响协同工作的速度，与视频加音频条件

相比，被试在音频条件下完成认知任务更快；信息

共享量影响协同工作的质量，被试在信息完全共享

条件下较在信息完全不共享条件下完成任务的质

量更高，信息部分共享时完成任务的质量居中。这

提示我们，在远程协同过程中，相对于成本较高的

视频而言，成本较低的音频反倒更有利于较快地完

成任务；而合作者应尽可能多地共享信息，以提高

完成任务的质量。我们还研究了媒体和股价对新手

小群体协同解决选择冲突问题的影响[8]。被试两人

一组，在小型计算机局域网上协同完成股票选择任

务。研究发现，在选择决策过程中，相对于低价股，

人们对高价股选择得更快；而相对于面对面交流，

决策者之间通过电话交流较易于达到相同的满意

程度。 
1.4 信息表示方式 

信息技术中具有革命性的发展前景是，当人需

要或想得到信息时就能随手得到所需要的信息。这

些信息在被认知个体内化前均以信息的外部表征

的形式存在着。图表是外部表征的典型形式。我们

采用问卷调查法，对图形和表格这两种数据呈现方

式进行比较[9]，阐明了图形和表格的共性和各自特

点，以及分别适用的数据类型。我们还研究了表图

标题位置、数据复杂度和问题难度对表图使用绩效

的影响[10]。结果表明：标题位于表图上方优于下方；

数据复杂则反应正确率较低；对简单问题的反应既

快又准，但回忆正确率较低。我们发现，尽管在提

取具体数值时表比图有优势（这与前人结果一致），

但是，图形组的回忆成绩却显著高于表格组，这说

明同样的信息使用图展示较之于使用表展示会给

人们留下更深刻的印象。 
不同的信息表示方式具有不同的特点和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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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影响人们的认知加工。我们分别使用文字陈述、

表格和图形三种外部表征方式集中呈现因果信息，

让大学生估计不同化学药物影响动物基因变异的

能力[11]。结果表明单一因果关系因果力估计具有不

对称性：因果力估计在预防原因条件下较多符合效

力PC理论，而在产生原因条件下一般符合概率对比

模型。研究发现，三种外部表征方式不影响产生原

因条件下的因果力估计，但影响预防原因条件下的

因果力估计。在预防原因条件下，与文字陈述和表

格表征相比，图形表征促使更多被试按效力PC理论

来做因果力估计。 
贝叶斯推理是逻辑和认知研究的一个重要方

面。我们研究了频率和样例两种外部表征方式对人

们解决贝叶斯推理问题的影响[12]。结果发现，频率

信息集中呈现组、样例信息逐个呈现组、概率信息

呈现组的成绩依次递减；样例数效应不显著；在样

例信息逐个呈现条件下出现了明显的练习效应，由

于该条件模拟了真实环境中人们获得信息的方式，

其结果预示着在解决现实环境中的贝叶斯推理任

务时，随着练习的增加和对信息环境的熟悉，人们

解决贝叶斯推理问题的能力会逐渐提高。我们还通

过三个实验，研究了问题形式（一步问题，两步问

题）、信息结构（分割结构，未分割结构）和辅助

图形表征（条形图、饼图、结构图）对解决贝叶斯

推理问题的影响[13]。研究发现：两步问题形式并不

能改进中国大学生被试解决贝叶斯推理问题的成

绩，一步几率形式问题的成绩反而显著高于两步几

率形式问题的成绩；频率格式提问有时优于几率格

式提问，频率格式提问显著改善了两步问题的贝叶

斯推理成绩；分割的信息结构明显提高了被试解决

贝叶斯推理问题的成绩；与条形图和饼图形式的图

形辅助表征相比，结构图形式的图形辅助表征显著

提高了被试解决贝叶斯推理问题的成绩。 
我们还研究了汉字文本网页的字体和行间距

对搜索时间的影响，并通过对被试性格特征、偏好

和搜索时间的分析揭示在汉字文本网页的搜索速

度和格式偏好上可能存在的个体差异[14]。研究发

现：字体和行间距对关键词的搜索时间没有显著影

响，而被试性格特征对关键词的搜索时间有影响，

活泼型的搜索速度快于非活泼型；活泼型被试 喜

欢宋体， 不喜欢楷体，而非活泼型被试 喜欢楷

体， 不喜欢宋体；所有被试都 喜欢单倍行距的

格式， 不喜欢无行距的格式；对显示格式的偏好

对关键字的搜索时间没有影响。结果表明，偏好某

样东西并不保证在其上就会有更高的绩效。但这并

不意味着在编辑网页时可以忽略用户群体的偏好，

因为要在吸引眼球和提高用户忠诚度的竞争中获

胜，提供符合个体偏好和需求的个性化服务是更需

要关注的问题。 
了解人类的视知觉特性有助于探究外部表征

的作用机制。我们采用顶点高低判断范式，使用黑

白线条图、灰度图和红绿彩图为刺激材料，研究了

单一物体自遮挡关系及刺激图形颜色对物体知觉

的影响[15]。研究发现，对外周轮廓顶点高低的判断，

受到顶点所在表面的特性尤其是遮挡关系的影响，

即便遮挡关系是两可的。我们采用内外源注意范式

进行研究，发现对遮挡关系的检测并加以利用，只

占用极少的注意资源[16]。我们还考察了不同遮挡条

件下环境朝向的Simon效应，发现环境提供量主要

取决于物体之间的遮挡关系，而对这些提供量的知

觉影响了人的动作的效率[17]。 

2 自动加工和受控加工 

自动加工是自动化进行的，无需意识控制，不

受认知资源的限制，不需要注意。自动加工过程由

适当的刺激引发，发生比较快，也不影响其他的加

工过程。自动加工在习得或形成之后，其加工过程

比较难改变。而受控加工是意识控制的加工，受认

知资源的限制，需要注意的参与，可以随环境的变

化而不断进行调整。受控加工在经过大量的练习

后，有可能转变为自动化加工。练习不仅能提高运

动和认知任务的成绩，也可以减少加工信息所需的

资源。我们研究异同判断、选择性加工、数字加工、

内隐学习和信息约简，探讨认知加工机制。 
2.1 异同判断机制 

异同判断（same-different judgment）任务要求

被试按某个标准判断呈现的两个刺激是否相同。我

们通过改变刺激对中的第一个刺激消失到第二个

刺激出现之间的时间间隔（interstimulus interval，
简称ISI），研究异同判断的加工机制[18]。形状异同

判断实验和颜色异同判断实验的结果均表明，在排

除刺激重复的条件下，同反应后的反应仍显著快于

异反应后的反应，即存在同反应启动效应。而且，

ISI对同反应启动效应没有影响，这一结果与前人将

该效应归于异刺激对的不稳定表征的解释不一致。

我们认为，同反应启动效应进一步表现了异、同判

断之间的差异，支持异同判断的双加工模型，并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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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同一性指示器和慢速比较器是序列进行加工

的观点。 
我们还采用三种整体局部特征（关系-属性，

全局-局部，抽象-具体）图形，研究异同判断的加

工机制[19]。三个实验的结果表明：三种整体特征均

可加速同反应，因而不支持同判断加工是整体匹配

的观点；存在快同效应，但并不支持同判断的快速

加工器对整个刺激加工完成后慢速比较器才开始

工作的观点；异反应时随差异特征的增多而减小，

从而进一步支持异判断是分析加工、自终止的观

点；异反应时随差异特征从上至下、从整体到局部

而增加，意味着异判断加工的顺序可能是自上而

下、从整体到局部。上述结果支持我们提出的研究

假设：同判断的快速加工器先加工整体特征，然后

再和异判断的慢速比较器一起开始加工局部特征。 
2.2 选择性加工机制 

视觉系统会优先选择与当前行为目标相关的

刺激，忽略无关刺激。这种视觉优先选择

（prioritizing selection）现象及其机制一直是视觉搜

索研究所关注的焦点。我们对预览搜索（preview 
search）中优先选择的解释机制进行了详尽的探讨，

从基于旧干扰物位置的抑制和基于旧干扰物的属

性特征的抑制两方面系统地检验了基于抑制的视

觉标记的解释，并基于实验结果提出了预览搜索中

优先选择的自上而下的非抑制的加工机制的解释
[20]。 

根据当前情景（自下而上）和任务（自上而下）

的要求，人们需要的信息在不断地变化，人们的注

意也相应地不断转移，知觉适应环境和任务的一个

方法就是增加对重要维度和特征的注意和减少对

无关维度和特征的注意。我们以有颜色的实心几何

图形为刺激材料进行了四个实验，研究异同判断中

异反应之间的序列效应[21]。在实验 1a和 1b中，前

后刺激对完全平衡；而在实验 2a和 2b中，前后刺

激对随机平衡。实验 1a，2a和 2b均发现了维度转移

效应，表现为对于异反应后的异反应，前后两次异

反应的差异维度一致时的反应快于不一致时的反

应。维度转移效应反映了选择性注意在异反应判断

中起重要作用，而且当任务要求注意在刺激维度上

的分配不断变化时，注意按照当前刺激的特点做实

时的分配。 
2.3 数字加工效应 

人对数字的加工能力到底受哪些因素的影

响？这个问题一直受到研究者的广泛关注。现有的

理论认为，人类对数字的表征和加工是在一条从左

至右的数字基线上完成的。近期实验研究表明，这

条数字基线和空间注意之间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

我们采用无线索、内源性线索、外源性线索三种改

变注意条件的范式，考察不同注意条件下数字加工

过程中的各种基本效应（如距离效应、符号效应和

空间－数字的反应编码联合效应）的变化，发现大

数和小数在三种数字加工效应上都受到注意的不

同的影响，并且这种影响来自一种自动化注意过程
[22]。 

我们考察了在注意（注视点）与非注意（非注

视点）条件下数字加工的距离效应和符号效应[23]。

采用小数（1－4）和大数（6－9）的中文与阿拉伯

数字为材料，以判断数字是否大于 5 为任务。实验

结果表明：在注意条件下大小数都出现了距离效

应，而在非注意条件下只有小数出现距离效应；在

注意条件下大小数都没有出现符号效应，而在非注

意条件下只有小数出现符号效应，中文数字绩效显

著好于阿拉伯数字。我们进而采用内源性注意和外

源性注意实验范式[24]，结果发现：在内源性线索和

外源性线索的注意条件下大小数都出现了距离效

应，但在非注意条件下内源性线索时的大小数都出

现了距离效应，而外源性线索时只有小数出现了距

离效应，大数的距离效应明显减弱或消失；在内源

性线索和外源性线索的注意条件下大小数都没有

出现符号效应，但在非注意条件下大数没有出现符

号效应，而小数出现了符号效应（阿拉伯数字的绩

效比中文数字差），并且内源性线索时的符号效应

强度小于外源性线索。研究重复验证了前一研究[21]

中得到的实验结果，且弥补了其不足。 
我们还考察了在无线索、内源性线索与外源性

线索时不同符号数字在注意与非注意条件下的空

间－数字的反应编码联合效应（Spatial Numerical 
Association of Response Codes，简称SNARC效应）
[25]。采用 1 到 9 的中文与阿拉伯数字为材料，以判

断数字奇偶为任务，进行了两个实验。研究发现，

注意在SNARC效应中的确发挥着重要作用，无论在

无线索，内源性线索还是外源性线索时，在非注意

条件下SNARC效应都受影响因而减弱或消失，而且

这种影响主要表现在较大的数字（8，9）上，因此

可能是一种从左至右的线性过程。同时外源性注意

的影响要比内源性注意更大，中文数字受的影响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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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伯数字更大。说明对SNARC效应产生影响的是

一种自下而上的自动化加工注意。因此，SNARC
效应的成因与一种从左至右的自动化空间注意有

着内在联系。这一结果为 终从注意的角度理解

SNARC效应这个数字加工中的基本效应提供了直

接证据，也为我们进一步理解注意与数字加工之间

的关系提供了更多可能。 
综上所述，对距离效应而言，注意对数字距离

效应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大数（6－9）上；对符号效

应而言，注意对符号效应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小数（1
－4）上；对SNARC效应而言，注意对SNARC效应

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大数（8、9）上。基于以上发现，

结合已有的理论，我们提出了一个新的有注意参与

的双向搜索模型（Attention Involved Bidirectional 
Search Model，图 4），并用该模型来解释距离效应

和SNARC效应[22]。 

图 4 注意参与的双向搜索模型 

2.4 内隐学习机制 

有序地产生有组织的行为是人类心理机能的

基本特点。近年来，有关内隐学习的研究发现，序

列学习在很大程度上由内隐知识所控制。内隐知识

是指，在某一时刻虽然影响加工过程，但本身不能

成为表征对象的知识。内隐序列学习研究有助于解

决认知科学中的三个 基本问题（即意识的本质、

心理表征的本质和经验在认知系统形成中的作

用），成为认知心理学中的热点领域。我们基于联

结主义的理论研究内隐序列学习的动态机制，表明

序列学习可以是内隐的，被试获得知识的外显性与

表征的质量有关，形成高质量的表征需要较多的注

意资源和加工时间，所获得的知识似乎处于由样例

表征到规则表征的连续体上[26]。 
我们用序列学习中的反应时和错误率间接测

量被试的内隐知识，用再认成绩和预测成绩直接测

量被试的外显知识，通过倒转不同的规则探讨了知

识类别和特点对内隐序列学习的影响[27]。研究发

现：内隐学习和外显学习可能分别依赖于两个独立

的学习系统，且互不干扰；当内隐序列学习既包含

运动知识又包含概念知识时，知识类别和特点影响

被试对序列知识的获得，被试较易获得运动知识；

在内隐序列学习中练习的数量也影响被试对序列

知识的获得，序列学习是一个动态的过程。 
我们还研究了样例数量对内隐序列学习的影

响[28]。研究发现，在内隐序列学习中，被试既可以

记忆具体的样例知识也可以抽取抽象的规则知识；

样例数量影响被试对样例和规则知识的获得，在样

例较少时被试可以获得更多的样例和规则知识；样

例数量影响被试对意识知识的获得，在本研究中仅

当样例数为 4（全部样例的 1/8）时被试获得了有关

样例和规则的意识知识。 
2.5 信息约简机制 

在日常生活中，人能够学会从接受的大量任务

信息中区分出有关信息和无关信息，并且将加工限

定在任务的有关信息上，从而减轻认知负荷，提高

工作效率。这种认知技能——任务信息的约简

（information reduction）——对生存和适应具有重

要的意义。从信息约简的角度研究技能获得是一个

非常新颖的课题。 
我们基于字母次序算术任务（ alphabetic 

arithmetic task，简称为AAT）范式的研究方法，进

行了一系列信息约简的技能获得研究[29]。首先验证

中国被试在完成字母次序算术任务时是否能够获

得信息约简的认知技能；接着，考虑到AAT中的有

关信息与无关信息在难度和知觉突显性上存在差

异，研究采用修改的AAT即字母次序任务进一步进

行考察； 后，对AAT进行扩展，研究在视觉搜索

任务上被试是否能够获得信息约简技能。研究发

现：被试在完成字母次序算术任务，字母次序任务，

以及字母搜索任务时都能够获得信息约简技能，他

们能够随练习的增加学会区分有关信息和无关信

息，并且将加工限定（至少是部分地限定）在有关

信息上；被试完成不同复杂程度的任务（字母次序

算术任务，字母次序任务，字母搜索任务）时信息

约简技能获得的程度不同；对被试群组的平均反应

时与练习的关系进行曲线估计，在三种任务上均发

现负加速的幂曲线模型拟合优度 高，这说明从整

体来看，信息约简的认知技能获得符合练习的幂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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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定律。 

3 控制 

3.1 元认知监测 

元认知监测在学习活动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如何提高学习的效率是每个学习者关心的问题。学

习判断（judgment of learning，简称为JOL）是对当

前已经学过的项目在以后回忆测验中成绩的预见

性判断，属于元认知监测性判断，其监测准确性至

关重要，因为如果监测不准确，人们就会在已经学

会或者根本不可能学会的项目上花费时间，事倍功

半，降低了学习成绩。我们针对前人实验研究结果

的不一致现象，进一步研究了内外部线索对学习判

断的影响[30]。内部线索为词对的语义联系，两种外

部线索分别是呈现时间和呈现顺序。研究发现：内

部线索无论交替呈现还是区组呈现，都对JOL和回

忆成绩产生了显著影响，这支持Koriat的线索模型；

呈现时间和呈现顺序对JOL和回忆成绩有不同的影

响，因此有必要修正Koriat的线索模型，进一步区

分不同的外部线索类型；无意义词对区组先呈现条

件下的JOL值大于有意义词对区组先呈现条件下的

JOL值，这说明JOL作为人们的一种主观判断，除

受线索类型的影响之外，可能还受人们做判断时的

习惯或倾向性的影响，比如存在“锚定效应”。 
图形表征和视听通道呈现是在实际学习中应

用较多的信息呈现方式。研究者们在多模态信息呈

现对记忆成绩的影响这一问题上存在争论，更为重

要的是，我们对于多模态信息呈现对学习判断的影

响基本上还是未知的。我们完成了 2 个实验，研究

了信息呈现类型（字词，字词+图形）和信息呈现

通道（视觉，视觉+听觉）对学习判断的影响，并

比较了信息呈现媒体（计算机屏幕呈现，纸打印呈

现）[31]。研究发现：字词单独呈现条件下的回忆成

绩明显高于字词+图形呈现条件下的回忆成绩；计

算机屏幕呈现条件下的学习成绩明显高于纸打印

呈现条件下的回忆成绩；多模态信息对学习判断值

没有显著影响，但被试在计算机学习条件下比在传

统的纸学习条件下更为自信。 
超文本是多媒体教育、现代远程教育、电子商

务、计算机支持协同工作以及其他信息通讯技术的

重要信息结构基础，也是未来人们阅读的主要文本

结构之一。我们通过对线性文本和超文本两种文本

结构阅读的元认知水平和阅读测验成绩的比较，考

察超文本阅读中的元认知监测特点，并进一步探讨

有无时间限制对用户超文本阅读绩效以及元认知

监测的影响[32]。结果表明：对超文本阅读的元认知

监测，无论有无时间限制，都具有准确性；在测验

前对超文本的阅读理解程度的判断等级显著低于

线性文本；对测验后测试成绩的判断，阅读时间和

文本结构间的交互作用边缘显著，在有时间限制条

件下对超文本测试成绩的预测值显著低于对线性

文本测试成绩的预测值，而在无时间限制条件下二

者间没有显著差异。 
3.2 元认知控制 

学习时间分配是元认知控制中的一个重要成

分，是个体在记忆过程中对心理资源的一种控制和

管理，是程序性元记忆中自我调节策略的主要表

现，同时也是反映学习者对任务掌握程度的一个传

统指标。我们研究了外在收益对学习时间分配决策

的影响，比较简单情境和权衡困难情境下学习时间

分配决策的优化程度，探讨权衡困难情境下影响学

习时间分配决策的因素[33]。所谓权衡困难学习情境

是指掌握难度不同的项目会获得不同程度的奖励

这样的学习情境：如果选择学习并掌握较容易的项

目只能得到较低的奖励，若要得到较高的奖励，就

必须选择学习并掌握较困难的项目。显然，权衡困

难的学习情境更接近现实情境，具有较好的生态效

度。 
研究结果表明，分值大小对学习时间分配决策

有显著的影响，随着学习项目的分值增加，所分配

的学习时间也显著增加；在权衡困难情境下，学习

时间分配决策存在对项目的分值和难度的权衡；时

间限制是影响权衡困难情境学习时间分配决策的

重要因素，在中等时间限制条件下，与简单情境相

比，权衡困难情境下的学习时间分配决策是次优

的；练习可以改进权衡困难情境的学习时间分配决

策策略，并改变学习时间分配决策的速度；成就动

机中的希望成功的动机与分配到高分值难项目的

学习时间成正相关[33]。上述发现不仅深化了我们对

学习时间分配决策机制的认识，而且具有重要的教

育应用价值。 

4 其他因素的作用 

4.1 文化差异 

我们进行跨文化实验研究，发现诊断性原则的

应用可能存在文化差异[34]。比较中国被试、澳大利

亚被试和以色列被试的实验数据，结果表明，澳大

利亚被试和以色列被试的实验结果之间不存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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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差异；但是，中国被试对脸图材料的比较与西方

研究结果不同，表现为中性脸图与笑脸图更相似，

并且该结果不受情境变化的影响，即，中国被试不

遵循诊断性原则。该结果的一种可能解释是，诊断

性原则现象的核心在于分类的影响，而不是情境的

影响；另一种可能解释是，中国被试和西方被试对

中性示意性脸图的情绪判断本身也存在文化差异。 
4.2 情绪与认知加工 

我们使用视觉搜索任务探索面孔身份在面孔

表情加工中的作用[35]。要求被试在若干表情图片中

搜索快乐或悲伤的面孔，结果发现，身份的变异干

扰表情的识别，对特定表情的搜索速度也依赖于面

孔所属的身份的数量。当所有面孔都属于同一身份

时，在快乐的面孔中搜索悲伤的面孔快于在悲伤的

面孔中搜索快乐的面孔；而当显示的面孔可能属于

两种身份时，在悲伤的面孔中搜索快乐的面孔快于

在快乐的面孔中搜索悲伤的面孔。 
我们还考察了对情绪刺激进行视觉搜索的绩

效[36]。实验要求被试在一些面孔中搜索某种面孔，

搜索条件有三种：半基线搜索条件、全基线搜索条

件和预览搜索条件。在每种搜索条件都有 6 种搜索

任务：在中性面孔中搜索快乐的面孔、在中性面孔

中搜索悲伤的面孔，在快乐的面孔中搜索悲伤的面

孔、在悲伤的面孔中搜索快乐的面孔、在快乐的面

孔中搜索中性的面孔和在悲伤的面孔中搜索中性

的面孔。结果表明，当被试搜索情绪刺激时，出现

明显的预览效益；当负性面孔作为靶子时，搜索负

性面孔要比搜索正性面孔快；而当负性面孔作为干

扰物时，与在正性面孔中搜索中性面孔相比，它们

没有减慢搜索中性面孔的反应时。这表明，负性表

情面孔并不总是会比正性表情面孔获得更多的注

意。 
根据心境－行为模型，心境没有稳定的动机意

义，但却能影响与行为相关的判断和评估，继而影

响行为。我们研究了心境对自定步伐学习时间的影

响[37]。大学生被试先听 9 分钟的音乐（一半被试听

正性音乐，另一半被试听负性音乐），然后进行心

境的自我评估，然后自定步伐学习词对，其结果表

明不同的心境对自定步伐学习时间分配没有显著

的影响。 
我们还测试了中文简化版PAD情绪量表（The 

Abbreviated PAD Emotion Scales）的信效度[38]。对

297 名中国大学生实测了中文简化版PAD情绪量

表，对其中的 102 人同时实测了SCL-90 以考察效标

效度，并随机选取 98 人间隔 7 天后重新实测该情

绪问卷以评定重测信度。结果表明，原版的简化版

PAD情绪量表在中国背景下的结果并不令人满意。

因此，我们对原有量表的某些项目进行了重新修

订，并且采用情景法考察修订版问卷的信效度。初

步结果表明，修订后的中文简化版PAD情绪量表在

愉悦度、激活度和优势度上具有较好的内部一致性

信度和结构效度。目前我们以修订后的中文简化版

PAD情绪量表为基础，正在开展大样本的数据收集

工作，旨在获得该量表的中国常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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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action of Representation, Processing, and Control on Cognition 
Fu Xiaolan 

(State Key Laboratory of Brain and Cognitive Science, Institute of Psychology,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101, China) 

Abstract: The three-element interaction model (TIM) focuses on the interaction of representation, processing, 
and control on cognitive activities. Representation includes internal representation and external representation，
processing includes automatic processing and controlled processing, and control includes automatic control and 
conscious control. There are four characteristics in cognitive activities: complexity and variability of 
representation, simplicity and programming of processing, validity and flexibility of control，and the role of other 
factors (e.g., culture, emotion, motivation, and personality). A series of studies based on the TIM were 
completed. 
Key words: representation, process, control, three-element interaction model (TI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