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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采用实时窗口阅读技术!探讨文本阅读中不同研究范式下空间信息更新的特点&结果表明!阅读中情境

模型空间信息的非线索实时更新是存在的!但要实现这种更新则需要一定的条件&相对于自动呈现材料!在更为

自由的手动阅读条件下!先前阅读的空间信息!尤其是外显的位置信息"如,广场-#能够进行非线索的实时更新"实
验一%实验二#’此外!实验三的结果表明!不同的探测位置对空间信息的通达也产生了影响&在更为敏感的探测位

置上!内隐的空间实体信息"如!,雕像-#也表现出了非线索的更新&
关键词!情境模型!非线索更新!空间信息&
分类号!MJ#&$_##

(!前!言

!!在文本叙述中!对环境的描述常采用一个主人

公的自然视角&情境模型的研究者认为!读者在阅

读过程中!能够根据文本中角色的视角!建立一个

,可更新-的环境的表征!即随着文本加工的推进!读
者所建立的文本情境模型的空间维度也在不断发生

着变化&对于空间维度更新的性质和历程的考察!
一直是文本阅读研究的一个热点((!#)&

!!一些研究认为($!#)!读者在阅读中会注意到与

主人公视角相关的空间信息!主人公的,此时此地

"<@O@7:?:=V#-制约着设置内物体的通达!换言

之!读者会无条件地实时进行情境模型空间维度的

更新&aZMO8@:和*9XO@;<B(%)发现!即使在自然阅

读条件下!如果读者当前阅读的信息"如,她决定走

到保健俱乐部的外面-#!与先前呈现的空间设置信

息"如,086站在保健俱乐部的外面-#不一致时!读
者的阅读时间会显著增加!表现出了理解上的困难&
这说明在相对自然的条件下!读者有时会实时监察

情境模型空间维度信息的变化&

!!但是!也有研究者认为空间维度的更新是有条

件的!?@U@>7(/)更进一步提出了文本阅读中空间维

度更新是一种线索依赖的回溯加工&在?@U@>7的

实验中!文本中的主人公从一个空间设置转换到另

一个设置!用分别居于前后两个不同设置内的物体

通达性的差异来反映更新的实质&根据实时更新假

设!读者遇到位置转换时会立即更新位置以及其内

的实体信息’而根据回溯更新假说!只有在文本描述

中提供相关物体的提取线索!设置内空间信息的更

新才能实现&

!!?@U@>7实验材料的具体样例如下$

!!S7O87第一次参观一个意大利的小镇$%介绍

句&’在其中的一个广场上!有一个战士骑马的青铜

雕像$广场的一侧是一个古老的宫殿$在宫殿的内

部有一个豪华的大理石的楼梯$%设置描述&’S7O87
从广场走进了宫殿$%或者(S7O87走出宫殿进了广

场$&%偏转句&’她向前走了几步!%填充句&’心怀赞

美地四下张望着$%结束句&

!!在文本的结尾!要求被试对,雕像"或者楼梯#-
进行再认判断&当探测词与角色的当前位置保持一

致时!如,走进宫殿-!而探测是,楼梯-!并没有发现

角色行为与探测物体一致性对探测反应的促进作

用!即一致性探测的反应时并不快于不一致的条件&
然而!如果结束句改成,心怀赞美地望着它-!用代词

,它-提供一个先前实体的提取线索!那么就会出现

角色行为与探测项目之间的一致性效应&?@U@>7
据此认为!空间信息并不是无条件实时更新的&相

反!只有位置信息对理解而言是需要的时候!更新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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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一种资 源 消 耗 的,基 于 线 索 的 推 理 加 工-而

发生&

!!?@U@>7的研究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但是!文
本阅读中情境模型空间维度的更新仅仅是一种线索

依赖的过程吗/我们认为!在相对自然的条件下!读
者阅读中空间情境模型的实时更新是存在的!这种

更新既可以是线索依赖的!也可以是非线索的!更新

的性质与水平受多种因素影响&如果使用相同的阅

读材料!而实验中采用不同的研究技术!则情境模型

空间维度的更新也会体现出不同的特点&换言之!
实验材料的不同呈现方式%不同的探测类型!都会对

情境模型空间信息的加工产生影响&本研究的主要

假设是$"(#与自动呈现阅读材料不同!在更具自然

特点的手动阅读中!空间信息的加工会更为积极!换
言之!空间维度非线索更新的可能性加大&"!#在手

动阅读中!相对于内隐的物体更新!外显性的位置更

新的表现将更为明显&"$#在文本的不同探测位置

上!空间维度更新的表现程度会有所不同&

!!实验一 自动呈现条件下情境模型

空间维度的更新

#G%!目的

!!在中文文本阅读条件下对线索依赖的回溯更新

假设进行进一步的验证&
#G#!方法

#G#G%!被试!华南师范大学一年级本科生#J人为

被试!参加本实验!他们将得到公共心理学课程的部

分成绩&所有被试裸视或矫正视力正常!母语均为

汉语!无阅读障碍&
#G#G#!材料与设计!采用与?@U@>7研究中阅读

材料结构相同的(!篇短文!每篇短文包括K到J个

句子&首先介绍主人公和一般设置!随后的$到#
句中!以一个中立的视角来进行空间设置的描述&
接下来是偏转句!介绍主人公从先前描述的一个设

置转入另一个设置!最后是填充句和结束句!它们是

与空间设置描述无关的句子!不涉及任何的目标物

体&为了使研究的问题更为集中!本实验中舍弃了

?@U@>7实验中角色上下移动"如!从楼上走到楼

下#的安排!只运用了角色水平移动"如!从室外走到

室内#的阅读材料&实验材料样例如下$

!!S7O87第一次参观一个意大利的小镇$%介绍

句&’在其中的一个广场上!有一个青铜做的战士骑

马的雕像$广场的一侧是一个古老的宫殿$宫殿内

部有一个豪华的大理石楼梯$%设置描述&’S7O87

从广场走进了宫殿$%或者(S7O87走出宫殿进了广

场$&%偏转句&’她向前走了几步!%填充句&’心怀赞

美地四下张望着$%结 束 句&’雕 像’楼 梯%再 认 探

测&$

!!每篇短文有两个不同的版本!分别标记角色位

置的不同移动"如!,从广场走进了宫殿-或者,走出

宫殿进了广场-#&再认探测有两种形式!一种是探

测项 目 与 主 人 公 的 位 置 转 换 一 致!如!偏 转 句 是

,S7O87从广场走进了宫殿-!而探测词是,楼梯-’另
一种探测是探测项目与主人公的位置转换不一致!
如!偏转句是,S7O87从广场走进了宫殿-!而最后的

探测词是,雕像-&

!!将(!篇正式阅读材料随机分为*%M两组!每

组/篇!每篇短文根据角色行为,走进-或,走出-分

别标识为版本(和版本!&用*组/篇材料的版本

(与M组/篇材料的版本!组成第一套阅读材料

"*(M!#’用*组/篇材料的版本!与M组/篇材料

的版本(组成第二套阅读材料"*!M(#&被试中的

一半阅读*(M!!另一半阅读*!M(&

!!除(!篇实验材料!每一系列文本还包含(!篇

填充短文&所有的填充短文与实验文本有着相似的

叙述结构!然而最后的探测词是文本中所不存在的!
但与短文的主题有一些关联&填充短文随机呈现在

实验短文之间&最后!用#篇结构相似的文本作为

练习材料&

!!实验为单因素被试内实验设计!包括角色行为

与探测项目一致与不一致两个水平&
#G#G!!程序!被试被随机分配到两个实验系列中

的一个!并通过计算机的方式进行个别施测&

!!首先!在呈现的实验指导语中!要求被试认真阅

读短文!并在实验中要尽可能快而准确地对探测做

出反应&接下来是#篇练习文本的阅读!以帮助被

试熟悉实验操作程序&然后!实验材料中的每一文

本逐一呈现&每次在屏幕的中央呈现一或两个词!
/""6G后呈现自动消失&在两个连续的呈现之间有

(""6G的停顿&在每一分句的最后一词呈现之后!
有%""6G的停顿!随即在屏幕的中央立即呈现探测

词&探测用黑体字呈现!并在每个探测的两边有三

个星号!以区别正式文本的内容&被试必须判断该

探测词在所读文本中是否出现过!并通过按数字键

的(或!做出回答"(和!分别代表,是-和,否-的

不同回答#&

!!实验中在每篇文本的探测完成之后!在屏幕中

间呈现,请继续阅读-的指示!被试按下空格键!新的



!&!!! 心!!理!!学!!报 $/卷

文本呈现&被试完成一个系列的实验大约需要$"
分钟&
#G!!结果与分析

!!研究分别记录了被试对探测词判断的反应时间

和错误率&首先删去了对探测回答正确率在K%]
以下的被试的数据!以确保所有的分析都对那些认

真阅读的被试进行&这包括!名被试的数据&此

外!在全部被试的判断时间平均数![%个标准差以

外的数据也排除了!删除的数据的占总体数据的

([J]&两种条件下探测的反应时间与错误率分别

见表(和表!&

表%!被试的平均反应时与标准差#H=$

条!!件 % &/
行为与探测一致 !!KJ #%!

行为与探测不一致 !!"# %$#

表#!被试反应的错误率#K$

条!!件 错误率

行为与探测一致 (KA!
行为与探测不一致 (/A/

!!分别以被试和材料为随机变量!对再认探测的

反应时进行了基于被试和基于项目的两个系列的!
检验&结果表明!角色行为与探测项目之间的一致

性效应不显著!在被试检验中!!("#%#c"A#$!"$
"A"%’在项目检验中!!!"((#c"A!$!"$"A"%&这说

明被试在阅读位置转换的信息时没有实时更新相应

设置内的物体信息&

!!在错误率的分析中!不论是基于被试的检验!还
是基于项目的检验!角色行为与探测项目之间的一

致性效应都不显著!"值均大于"A"%&

!!本实验利用中文阅读材料!再次重复了?@U@3
>7(%)的主要发现&在再认探测中!不论是反应时还

是错误率!都没有发现角色行为与探测物体之间的

一致性效应!从而再次验证了?@U@>7线索依赖的

回溯更新假说!即!在文本的阅读过程中!如果角色

空间转换之后!不提供相关物体或者位置的提取线

索!则情境模型的空间信息就得不到实时更新&

!!在本实验"包括?@U@>7的实验#中!被试的阅

读材料是由计算机逐词自动呈现的!?@U@>7认为!
这种呈现方式,被大多数的被试认为是2自然的1-!
但是!在?@U@>7实验!和实验$中!分别采用了

/""6G和%""6G的时间间隔来呈现阅读材料!再认

探测的结果却有不同的表现&这似乎表明!材料呈

现的速度对被试的阅读加工有一定的影响&我们认

为!阅读材料逐词自动呈现的安排使被试处在一种

被动阅读的状态下!这可能会对情境模型空间维度

的更新起到抑制作用&具体而言!在阅读关键的空

间设置转换的句子时!被试有可能原本要分离出认

知资源!对空间信息的变化进行进一步的加工!但

是!由于随后信息的立即出现也同样需要认知资源!
便影响到对后来空间信息的理解!这也许是实验一

中错误率偏高"最高(KA!]#的重要原因所在&因

而!有必要在更为自然的条件下!重新探讨空间维度

更新的规律&

$!实验二 手动阅读条件下情境模型

空间维度的更新

!G%!目的

!!探讨在被试手动呈现阅读材料的条件下!阅读

过程中情境模型空间维度更新的特点&

!!与实验一不同!本实验中阅读材料是在被试手

动按键的控制下!以句子为单位呈现的&相对于阅

读材料固定速度自动呈现!由被试通过按键!自定速

度的阅读无疑更具自然化的特点!在当前的文本阅

读研究中!国内外相当多的研究者采用了这样的手

段(K!J)&本实验也尝试利用这种方式!对阅读中空

间信息的加工进行考察&以句子为单位呈现材料的

原因是!其一!以句子为单位呈现阅读材料是当前文

本阅读认知研究中的一种通用的做法&其二!在文

本表达上!以英语为语言的材料和以汉语为语言的

材料的表现方式是不同的&研究发现!阅读过程中

中文读者倾向于使用,分散-的阅读策略!而非一般

拼音文字读者较常使用的,集中-策略(&)&在阅读加

工过程中!中文读者可能更需要利用上下文才能肯

定个别词汇的辨认以及有关的句法和语意信息&

!!此外!实验二探测中增添了位置探测的内容!即
对物体"如,雕像-#探测的同时!也对位置"如,广

场-#进行探测&在本研究实验材料中!相对于物体!
位置在空间转换的过程中无疑具有更为外显的特

征!因为在偏转句中空间转换直接就对位置的变换

进行了清晰的说明!并不需要任何的推理&例如!
,S7O87从广场走进了宫殿-!直接表明了当前的位

置是,宫殿-’而对于宫殿内的物体,楼梯-!因为没有

直接的表述!参与到空间情境模型更新中则需要一

定的推理加工&在?@U@>7的研究中!曾同时对位

置和物体进行了探测!并没有发现两者的差异&我

们认为!?@U@>7实验中位置探测一致性效应的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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乏可能与其材料呈现方式有关&材料的自动呈现使

被试处在一种被动的条件下!其阅读加工有可能因

此受到了限制!继而导致在更为外显的位置探测中

也没有发现一致性的效应&如果在相对自由的手动

呈现材料的条件下!被试可以对阅读材料进行自由

的加工!那么一致性效应就可能被发现!而位置探测

与物体探测之间的差异也会显现出来&本实验要对

这种可能性做出检验&
!G#!方法

!G#G%!被试!华南师范大学一年级本科生#J人为

被试!参加本实验!他们可以获得部分心理学公共课

的成绩&所有被试裸视或矫正视力正常!母语均为

汉语!无阅读障碍&本实验中的被试均未参加实验

一的研究&
!G#G#!材料与设计!除新增位置探测的内容之外!
阅读材料的内容与结构与实验一基本相同&每一篇

短文包含四个不同的版本$偏转句标志的角色位置

的不同转变!"如!,从广场走进了宫殿-或者,走出宫

殿进了广场-#&文本阅读之后的探测目标的性质!
包括位置"如,广场-#和物体"如,雕像-#两类&将实

验中每篇文本的四个版本分别标识为版本(%版本

!%版本$和版本#&然后!将正式阅读的(!篇材料

随机分为*M2,四组!每组$篇短文&用*组$篇

短文的版本(%M组$篇短文的版本!%2组$篇短

文的版本$和,组$篇短文的版本#组成第一个文

本系列*(M!2$,#!相似地!创建其余的三个文本系

列!*!M$2#,(!*$M#2(,!和*#M(2!,$!共组成四个

文本系列&被试被随机地分配阅读四个系列文本中

的一个!所有的被试都阅读全部的(!篇正式材料!
四种条件同等地出现在各篇材料中&

!!在短文阅读之后的探测中!四个版本中的两个

描述了探测项目和角色行为的一致!如!偏转句是

,S7O87从广场走进了宫殿-!而探测词是,楼梯-’其
它的两个版本中角色行为与探测项目是不一致的关

系!如!偏转句是,S7O87从广场走进了宫殿-!而最

后的探测词是,雕像-&

!!填充材料与练习材料的安排与实验一相同&

!!实验为!"位置探测或物体探测#̂ !"角色行为

与探测项目一致与否#被试内实验设计&
!G#G!!程序!被试通过按动空格键来展开阅读!阅
读文本每次呈现一个分句!被试每一次按动空格键

都会使当前的句子消失!而下一句文本内容随即呈

现&在文本的结尾!最后一行结束后!呈现三个星号

,"-$""6G!然后探测呈现&要求被试判断该词在

先前的文本中是否出现过&被试通过按动数字键盘

上的("代表,是-#或!"代表,否-#来回答&然后另

一种警告信号"///#呈现$""6G!随后是一个关于所

阅读文本的理解问题!要求被试作出,是-或,否-的

判断!判断回答的方式与探测词回答的方式是一

样的&

!!和实验一相同!在正式实验开始之前有#篇短

文供被试练习!以熟悉实验的程序!并要求被试对探

测和理解问题作出尽可能快而准确地回答&每个被

试完成一个实验系列大约需要时间$"分钟&

!G!!结果与分析

!!数据整理的方式与实验一基本相同&首先删去

了对探测回答正确率在K%]以下的被试的数据!这
包括!名被试的数据&此外!在全部被试的判断时

间平均数![%个标准差以外的数据也排除了!删除

的数据的占总体数据的![$]&实验各种条件下探

测的反应时间与错误率分别见表$和表#&

表!!不同条件下再认探测的反应时与标准差#H=$

条!!件
物体探测 位置探测

% &/ % &/
行为与探测一致! !"K# /$J (#!$ #"(
行为与探测不一致 !!K% %## (&(K #/$

表&!不同条件下再认探测的错误率#K$

条!!件 物体探测 位置探测

行为与探测一致! JA! !AJ
行为与探测不一致 (%A% ((A&

!!以被试和材料为随机变量!对再认探测反应时

进行了基于被试和基于项目的两个系列的方差分

析!分别以$(和$!标记&结果表明!角色行为与探

测项目 之 间 的 一 致 性 效 应 不 显 著!$("(!#%#c
!A(%!"$"A"%’$!"(!((#c(A/%!"$"A"%&对于探

测项目的性质!位置探测的反应时明显快于物体探

测!$("(!#%#c!/!"#"A""(’$!"(!((#c((A"J!"
#"A""(&对于角色行为的一致性和探测项目性质

的交互作用!在被试分析中达到了边缘显著!$("(!
#%#c$A#J!"c"A"/’而在项目分析中!交互作用的

水平不显著!$!"(!((#c!A%/!"$"A"%&

!!随后进行的简单效应分析表明!在物体探测的

条件下!角色行为与探测项目一致性的主效应不显

著!$("(!#%#c"A/$!"$"A"%’$!"(!((#c"A$$!"
$"A"%&然而!在位置探测的条件下!一致条件下的

反应时明显快于不一致的条件!$("(!#%#cJA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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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AJ&!"#"A"%&一致性主效应

的出现表明!在更为自然的手动阅读中!被试对外显

的位置信息进行了实时更新&

!!在错误率的分析中!出现了角色行为与探测项

目一致性的主效应!$("(!#%#c#A$"!"#"A"%’$!
"(!((#c#A"(!"#"A"%&不同性质探测之间错误

率的差异 达 到 了 非 常 显 著 的 水 平!$("(!#%#c
((A((!"#"A""(’$!"(!((#c("AJK!"#"A""(&一

致性与探测性质之间的交互作用不显著!$("(!#%#
c"A(J!"$"A"%’$!"(!((#c"A!(!"$"A"%&

!!本实验的结果在某些方面与?@U@>7的实验结

果是相似!例如!在物体探测中!再认探测的反应时

在方差分析中并没有出现一致性的主效应&然而!
这并不表明!被试在阅读过程中情境模型空间维度

的更新仅仅遵循线索依赖的回溯更新假说&虽然反

应时和错误率的结果上有些差异!但是在错误率分

析中一致性效应的出现!以及反应时分析中!在位置

探测上发现的一致性的主效应都表明!情境模型空

间维度非线索的实时更新是存在的!并且!这突出地

表现在位置探测中&综合反应时和错误率的结果!
至少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的结论$对于更为外显的空

间信息!如角色的位置!即使短文中不提及相应的线

索!读者也会将其实时更新到新的情境模型中去&

!!本实验中!与位置信息相比!空间设置内的物体

更具有内隐的性质&在探测结果上!物体探测的反

应时中也没有发现一致性的效应&然而!我们认为!
一致性主效应的缺乏也许和实验的探测方式的敏感

性有关!如果提供合适的探测方式!也可能出现标志

着实时更新证据的物体探测的一致性效应&

#!实验三 探测位置对情境模型空间

维度更新的影响

&G%!目的

!!探讨探测词呈现在不同位置的条件下!情境模

型空间维度更新的不同表现&

!!在?@U@>7的研究中!标志角色位置转换的偏

转句和探测项目之间有两个填充句子!这样的安排

可以将先前空间设置描述的段落排除在当前工作记

忆之外!以确定一致性的效应是由于空间维度更新

的结果!从而可以更为确切地探测出空间信息的加

工效应&

!!然而!这存在一个问题!根据aZMO8@:等人(K)的

谐振加工假说!在阅读偏转句时!当前加工的信息要

向长时记忆发送信号!相关的信息如果被充分激活!

则通达到工作记忆&例如!在阅读,S7O87从广场走

进了宫殿-时!句子所蕴含的信息会向长时记忆发送

信号!相关的信息!如与,宫殿-相关的,楼梯-则会被

激活!如果激活充分!该词便会返回工作记忆中!引
发空间信息的更新&因此!也有可能被试在阅读偏

转句时已更新了空间情境模型!但是由于后来的信

息与空间维度无关!并没有描述相应的空间信息!更
新后的信息并没有保存在工作记忆之内!便又回到

了长时工作记忆中!导致更新的效应不断衰减!所以

在探测中没能显示出角色行为与探测项目的一致性

效应&?@U@>7也认识到了这一点!为了进一步说

明空间维度更新的线索依赖性!他曾在偏转句之后

立即进行探测!如!在阅读完,S7O87从广场走进了

宫殿-一句后!立即对,雕像"或楼梯#-一词探测!结
果!这样的实验安排也没有发生角色行动与探测物

体一致性的主效应!从而排除了空间维度更新曾经

发生过!然后效应减弱的可能&

!!但是!仔细分析?@U@>7的实验材料就会发现!
偏转句是在设置描述之后立即进行的&在空间描述

和偏转句之间!由于缺乏相应的屏蔽句子!所以在偏

转句之后进行探测时!探测的物体"与角色行为一致

或不一致#仍然具有同时存在于工作记忆中的可能

性&如果这样!那么缺乏一致性主效应就不足为奇

了!据此做出没有发生相应的模型更新的推论是不

恰当的&

!!我们认为!在偏转句之后有可能发生了情境模

型空间维度的更新!但由于其后的信息与空间信息

关系不大!所以导致了更新效应的减弱&本实验主

要考察的问题是!如果采用更为细致的探测形式!能
否在物体探测中发现非线索更新的证据&
&G#!方法

&G#G%!被试!华南师范大学一年级本科生#J人为

被试!参加本实验!他们可以获得部分心理学公共课

的成绩&所有被试裸视或矫正视力正常!母语均为

汉语!无阅读障碍&本实验中的被试均未参加实验

一和实验二的研究&
&G#G#!材料与设计!阅读材料的内容与结构与实

验二基本相同!主要变化在于实验中存在两个不同

的探测位置!即探测或是发生在偏转句之后!或是在

整个短文之后&这样安排的目的在于检验不同位置

更新效应是否有不同的变化&此外!在设置描述与

偏转句之间增加适当的屏蔽句子!句子的性质与文

本中空间设置内容的安排无关!如!,今天天气晴朗!
是个随处走走的好时候-&增加屏蔽句子的目的是



!$期 迟毓凯等$文本阅读中情境模型空间维度的非线索更新 !&%!!

通过它使其先前的关于设置的描述进入长时记忆!
在偏转句之后进行探测时!防止相应的探测项目正

处于当前工作记忆当中&

!!由于实验二已在位置探测中发现了空间维度实

时更新的证据!本实验中将重点考察空间维度更新

中物体信息加工的规律!探测词不再有物体和位置

探测的区别!而统一为物体探测&运用物体探测的

另一个原因是!在偏转句中只提到了相应位置的变

换!而没有对物体重新提及!因而!物体探测更能体

现出空间维度更新的水平与深度&

!!阅读材料样例如下$

!!S7O87第一次参观一个意大利的小镇$%介绍

句&’在其中的一个广场上!有一个青铜做的战士骑

马的雕像$广场的一侧是一个古老的宫殿$宫殿内

部有一个豪华的大理石楼梯$%设置描述&’今天天

气晴朗!是个随处走走的好时候$%屏蔽句&’S7O87
从广场走进了宫殿$%或者(S7O87从宫殿走进了广

场$&%偏转句&

!!探测位置($雕像.楼梯

!!她向前走了几步!%填充句&’心怀赞美地四下张

望着$%结束句&

!!探测位置!$雕像.楼梯

!!实验为!"探测位置的变化#̂ !"角色行为与探

测项目的一致与否#被试内实验设计&
&G#G!!程序!与实验二基本相同!唯一的区别是再

认探测 的 位 置 有 偏 转 句 之 后 和 整 篇 短 文 之 后 的

变化&
&G!!结果与分析

!!与实验一处理数据的方式相同!首先删除了阅

读理解题目正确率低于K%]的被试数据!共包括/
名被试&然后!删除了偏离被试平均探测反应时![%
个标 准 差 以 外 的 数 据!删 除 的 数 据 占 总 数 据 的

![#%]&实验各种条件下基本的数据结果分别见表

%和表/&

表’!不同位置再认探测的反应时#H=$

条!!件
偏转句后 短文后

% &/ % &/
行为与探测一致! (/(# #"% !"/& #("
行为与探测不一致 !(!( #K! !!K% /#$

!!分别以被试为随机变量和以材料为随机变量!
对再认探测反应时进行了两个系列的方差分析&结

果发现!探 测 位 置 类 型 的 效 应 显 著!$("(!#!#c
KA(/!"#"A"%’$!"(!((#c%A!&!"#"A"%&而角色

行为与探测项目的一致性效应也达到了显著水平!
$("(!#!#c&A!%!"#"A"%’$!"(!((#c/A($!"#
"A"%&探测位置类型与一致性之间的交互作用不显

著!$("(!#!#c!A(!!"$"A"%’$!"(!((#c(A"/!"
$"A"%&一致性主效应的出现说明读者在阅读中进

行了空间维度的实时更新&探测位置类型的主效应

则表明空间维度实时更新在不同的探测位置上是有

差异的&

表"!不同位置再认探测的错误率#K$

条!!件 偏转句后 短文后

行为与探测一致! #A% KA/
行为与探测不一致 /A$ &A$

!!在错误率的分析中!位置类型的效应表现出与

反应时结果类似的趋势!$("(!#!#cKAK!!"#
"A"%’$!"(!((#c/A$%!"#"A"%&但一致性的效应

的表现则与反应时的结果不同!两个系列的方差分

析都未达到显著水平!$("(!#!#c"A&&!"$"A"%’
$!"(!((#c"AKJ!"$"A"%&位置类型与一致性的

交互作用也不显著!$(%$!均小于(&

!!物体探测中一致性效应的出现表明!即使不提

供相应的提取线索!空间设置内的内隐的物体也会

加入到情境模型空间维度的实时更新中来&

%!讨!论

!!三个实验的结果表明!文本阅读中!情境模型空

间维度的非线索依赖的实时更新是存在的!而且这

种更新受到研究范式变化的影响&

!!本研究的结果与先前的一些发现是一致的!比
如!在 S=OO=V($!#)的一系列研究中!其结果基本是

遵循空间维度的实时更新的规律的&.@T8:@等((")

也发现了空间维度实时更新的证据&然而!由于实

验材料及研究范式的不同!这些结果与?@U@>7的

发现是难以具有可比性的&可是!在本研究中!我们

运用与?@U@>7相似的材料!通过研究范式的转换!
得出了与?@U@>7不同的结果!进一步表明了读者

在文本阅读中非线索实时更新的存在&有理由相

信!阅读中!读者对是否进行情境模型空间维度的更

新具有比较灵活的把握!是否进行实时更新将受到

阅读材料的呈现方式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实时更新

观和回溯更新观只是反映了空间信息加工规律的某

些方面!并不具有普遍性的意义&

!!对于实验二与实验三的结果差异!可以借用从

aZMO8@:等人的(%!K)谐振加工观加以说明!与位置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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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不同!本研究材料中的物体信息更具内隐性的特

点&在位置偏转之后!与角色当前位置相关的物体

信息被激活!并回到了工作记忆之中!空间维度的更

新已经达成&此时进行物体探测!便可表现出角色

行为与探测物体一致性的效应"实验三#&然而!由
于偏转句之后的句子与空间信息无关!先前激活的

物体信息又返回长时记忆!空间维度更新的效应减

弱!在探测中缺乏角色行为与探测物体一致性的效

应也不足为奇!实验三不同位置间探测结果的差异

及实验二的结果都可以由此得到解释&

!!不同研究范式下空间信息加工所体现出来的不

同特点也表明!研究技术对于文本阅读加工的考察

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在先前的研究中!研究者对

于空间维度更新实质的争论(#!/)在某种程度上是由

于其研究范式的差异所带来的结果&在本研究中!
相对于自动呈现阅读材料!手动阅读无疑更具有自

然性的特点!但与更为自然和先进的技术"如眼动仪

等#相比!其缺点是不言而喻的&在未来的研究中!
如何利用技术的进步!更为深刻地考察人在自然阅

读中的加工规律!将始终是研究者努力的一个方向&

/!小!结

!!根据本研究的结果!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情境模型空间维度的非线索更新是存在的!
并受一定条件的影响&

!!"!#与固定速度%自动呈现阅读材料相比!在相

对自然的手动自控速度阅读中!先前阅读的外显位

置信息可以进行非线索的实时更新&

!!"$#阅读中空间信息的加工在不同位置有不同

的表现!在更为敏感的探测位置上!内隐的空间实体

信息也可表现出非线索的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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