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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心理学"人格心理# 主持人$!黄希庭!
!!主持人语$人格是一个现实的人!我们可以从

各种不同维度对一个现实的人进行分析!有些心

理学家认为脾气"勇气属于人格心理学的范畴#而

智慧则不属于人格心理学的研究范畴#这种观点有

失偏颇!其实脾气"勇气"智慧都属于人格心理学

的研究范畴!本期刊出的$学习和记忆的个体差异

研究进展%一文就是从智慧的个别差异阐述了人格

的一个方面!当然智慧风格&或认知风格’也是人

格的一个方面!$老边穷地区高中生时间管理倾向

特点及相关因素研究%和$重庆市中学生时间管理

自我监控的特点%两文是从时间价值观"时间控制

观"时间效能感的角度对中学生的人格特点所作的

探讨!对时间的管理"对时间的自我监控与个人的

价值观"控制观有关#但也与个人的智慧品质有关!
由此可见#人格心理学不是不研究智慧#而是不研

究智慧的一般特点#但它却是要研究智慧风格和智

慧个别差异的!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幽默既可以

视为心态也可以视为情感#本期刊登的$幽默感研

究述 评%一 文 主 要 是 从 人 格 特 征 的 角 度 而 加 以

述评的!

学习和记忆的个体差异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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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个体差异的实验室研究历来在学习和记忆领域占有较为 重 要 的 地 位#生 理 缺 陷%智 力 水 平%年

龄等因素都可能引起学习和记忆的个体差异#它们一方面体现了学习和记忆的相关特征#一方面也促使学习

和记忆向更细化的方向发展&从内隐学习%内隐记忆%前瞻记忆和错误记忆四个领域展开讨论并集中分析 个

体差异的主要影响因素以及它对学习 和 记 忆 多 重 加 工 机 制 的 促 进 作 用#这 种 思 路 和 方 法 在 未 来 的 研 究 中 是

至关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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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相比人类心理和行为的共同规律来说#个体差

异的研究具有更加重要的’现实意义()@*+日常生活

中人们往往需要根据个人特定的生理%心理和社会

背景等条件来做出适当的决策#例如大脑受损的病

人可以采取’模糊线索(的方法来学习计算机操作

等等)"*&
在学习和记忆领域#个体差异可以说是促进学

习和记忆从单一加工机制向多重加工机制转变的

关键因素&当前#特别是体现在学习和记忆研究的

前沿热点问题,,,内隐学习和内 隐 记 忆 上&内 隐

记忆 的 提 出 得 益 于 I.,,7-J1&-和 I475K,.-1L在

$#年代对遗忘症患者的研究#在最初的实验中#两

位研究者)!*对比了B名遗忘症病人与无脑损伤病

人在传统回忆测验%再认测验和词干补笔%知觉辨

认测验中的记忆表现#发现被试在回忆%再认测验

上的成绩与词干补笔%知觉辨认成绩发生了分离#
即遗忘症患者在前两种测验中的表现显著低于无

脑损伤病人#而在后两种测验中却与控制组无显著

差别&这一实验向研究者昭示了另一种记忆类型

,,,内隐记忆的存在#也为内隐记忆提供了最基本

的研究思路+由直接测验与间接测验引发的实验性

分离&此后#研究者从内隐M外显%真实M错误%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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瞻M回溯等多个角度逐步扩展了学习和记忆的多

重加工机制!并通过考察生理缺陷"智力水平和年

龄等因素对学习和记忆个体差异的影响深化了多

重加工机制的理论构架#

!!二、内隐学习的个体差异研究

内隐学习是人们不知不觉获得环境中复杂知

识的心理过 程!有 关 内 隐 学 习 的 实 验 最 早 出 现 在

@ND$年$O4P4,%B&在实验中采用自创的人工语法作

为学习材料!要求被试记住一系列由人工语法生成

的字符串’称为 内 隐 学 习 组(#在接下来的分类测

验中研究者发现!虽然被试的言语报告没有表现出

有关人工语法的任何知识!但测验结果却表明他们

习得了一定的语法知识’将新的字符串分为)符合语

法*或)不符合语法*的正确率显著高于随机水平(!
而且与控制组’学习阶段要求被试寻找规则!又称外

显规则组(相比!内隐学习组的成绩甚至更好#
内隐学习表现出极强的)稳定性*%C&$一些脑损

伤病人可能无法通过外显的方式获得新知识!然而

却能保持内隐学习的能力+智力低下可能导致人们

不能有意识地提取规则!却不能或较少影响他们的

内隐加工过程%D&+另外!内隐学习的发展远 远 早 于

外显学习!人类在两岁左右就已经具备了较好的内

隐学习能力!而外显学习却只能随年龄增长得到逐

步完善%$&#
!一"生理缺陷对内隐学习的影响

这里!生理 缺 陷 主 要 指 那 些 由 某 些 生 理 原 因

’例如脑损伤等(造成的认知缺陷!例如诵读困难症

’<95’4Q7.(#诵读困难是由于脑神经慢性病变引起

的符号再认或加工缺陷!患有诵读困难的病人通常

难以阅读或拼写一些与言语有关的材料!然而他们

的智力水平 与 常 人 并 无 差 异’来 自 不 列 颠 百 科 全

书(#诵读困难通常发生在较低的年龄阶段!令人

惊讶的是!大多数诵读困难患者仍然能够通过阅读

获得知识#许多研究者认为!可能正是内隐学习的

自发性!为诵读困难患者提供了正确认识世界的一

种途径#

R4’’9等人%F&运用序列反应时任务考察诵读困

难患者的内隐学习能力时发现!他们获得序列内部

规则的能力 与 正 常 被 试 并 无 显 著 差 异!该 结 论 与

S&12&5等人一致#后者%N&在实验中运用了人工语

法的变式’以图形而不是文字为材料!以人工语法

为潜在规则(!发现诵读困难患者可以同等程度地

习得以完形形式或序列形式呈现的人工语法!而正

常被试却无法内隐地获得序列刺激中的语法规则#

然而!%7=.,7等人%@#&的研究却得到了相反的结果$
他们发现诵读困难患者内隐获得序列规则的能力

显著低于正常人!而在外显学习方面却与正常人无

差异#分 析 %7=.,7等 人 的 实 验 我 们 可 以 发 现!在

该实验中使用的序列刺激’内隐学习组的序列规则

是红"蓝"绿"红"蓝+外 显 组 的 序 列 规 则 是 红"红"
蓝"绿"蓝+两种条件下规则均有BC次重复呈现(比
较简单!正常被试在不被告知规则的情况下也可能

外显地掌握它!从而在内隐学习的条件下表现出反

应时的急剧变化+相反!诵读困难被试难以从颜色

串本身外显地获得任何意义!他们无法获得外显策

略的帮助!致使学习成绩较为低下#可见!对于内

隐学习和外显学习的比较研究极大地依赖于学习

材料和实验方法的选择#
!二"智力水平对内隐学习的影响

智力水平是影响人类认知能力的重要因素!它
是否影响内隐学习这一问题在心理学领域也富有

争议#O4P4,等人%@@&在实验中曾经证明智力 因 素

对外显学习’问题解决任务(的影响显著大于内隐

学习’人工语法任务(!这一结论在之后的研究中得

到反复验证$?94,5和T&--4,%@"&在实验中发现!内
隐学习与智商的相关处于零水平!即UV高低并不

影响内隐学习成绩!这一 点 与 ?.9P4,9等 人%@!&的

研究结果相似$?.9P4,9采用矩阵学习 任 务!发 现

高"中"低三个智力水平的儿童对刺激位置共变关

系的探测并无显著差异+另外!高湘萍等人%@B&运用

)中 性 参 数 程 序*’124-4+1,.’W.,.;414,W,&=4H
<+,4(!结合)起始M旋转*法则 要 求 被 试 进 行 描 图

作业!并在结果中考察)起始M旋转*共变关系对描

图 方 向 的 影 响!发 现 内 隐 学 习 成 绩 与 智 商 相 对

独立#
然而!认为智力水平与内隐学习相关的研究也

绝非少数#O&P7-5&-%@C&在实验中重复了O4P4,等

人的研究!发现人工语法规则的内隐获得随着智商

的下降发 生 了 显 著 的 降 低#这 一 结 果 被X’41=24,
等人%@D&所 证 实!他 们 在 实 验 中 采 用 了 与 ?.9P4,9
相似的偶 然 共 变’7-=7<4-1.’H=&8.,7.17&-(范 式!要

求智商低下’UV#$#(和 智 商 正 常’FC$UV$@@C(
的同龄儿童完成一种类似于矩阵扫描的任务!考察

他们对共变关系的内隐学习’目标出现位置与卡片

呈现方式和卡片背景颜色存在共变关系(是否受到

智力因素的影响!与前人研究结果不同的是!该实

验发现智商较低的被试在发现共变关系的任务上

显著差于智商正常组#在进一步分析中!研究者发

现!相比于智商和生理年龄!心理年龄才是影响内



隐学 习 的 关 键 因 素!因 此"X’41=24,认 为"?.9H
P4,9之所 以 得 到 内 隐 学 习 成 绩 与 智 商 无 关 的 结

果"是因为他们在实验中对被试的生理年龄缺乏控

制"导致心理年龄不同的被试被分配到同一个智商

水平"从而污染了实验结果!
诚如X’41=24,所说"内隐学习与UV关系的研

究极大地 依 赖 于 智 力 测 验 的 方 法#例 如 ?.9P4,9
和X’41=24,等人用的都是S4.P&<9图片语词测验

和瑞文测验$郭秀艳%@$&’高湘萍等人采用的是 ITH
0UHO测验(’被试变量的控制情况和内隐学习的研

究范式等"对于内隐学习是否具有智力独立性的稳

定特征"还有待于进一步的深入考察!
!三"年龄对内隐学习的影响

从O4P4,%D&的内隐学习进化观来看"内隐学习

无论在种系的发展上还是个人的发展上都远远早

于外显学习"它在人的毕生发展中保持着相对稳定

的趋势"即内隐学习与年龄增长引起的认知衰退互

相独立"它既不会因为认知能力的上升而得到增强

#比如儿童期到青少年期("也不会因为认知能力的

下降而受到损害#比如成年期到老年期(!这一观

点引发了许多研究者的验证与反驳"也使得对老化

机制的探讨得到了深入!

?4+’4;.-5和 ?.,17.’%@F&运 用 序 列 反 应 时 任

务证明了内隐学习的发展稳定性"他们发现"无论

是D’$岁的儿童"还是高年级大学生都能够通过序

列反应时任务内隐地获得序列知识"在知识的保持

时间上也没有观察到任何年龄差异!然而"与此相

比"T24,,9和01.<’4,%@N&的 研 究 似 乎 更 为 完 备"他

们对不同年龄的成年人进行考察"在实验中根据教

育程度’生活状态和语词能力的不同对年龄较大的

成年人进行了高’低能力组的区分"结果发现高能

力组的大龄被试无论在内隐测验还是在外显测验

上都与低龄成年人一致"而低能力组的大龄被试在

两类测验中都显著低于其他两组被试!这一研究

表明"在对生理年龄和内隐学习能力的关系进行探

讨时"与被试 相 关 的 其 他 因 素#如 智 商’教 育 程 度

等(需要得到更好的控制!
事实上"内隐学习与年龄之间的独立性在提出

之日就受到了 许 多 研 究 的 挑 战!?.9P4,9等 人%F&

很早就通过矩阵学习任务发现了年龄对内隐学习

的影 响$Y7;%"#&则 在 实 验 中 通 过 比 较 青 年 组 在 随

机序列’固定序列M内隐指导语’固定序列M外显

指导语三种条件下被试获得的序列知识来确定被

试对外显知识的敏感状态"在保证内隐测验具有较

高效度的 前 提 下 验 证 了 年 龄 对 内 隐 学 习 的 影 响!

随着实验方法的改进和实验材料的丰富"越来越多

的研究从知识的复杂程度’材料的呈现通道和属性

等方面出发"探讨年龄与内隐学习的关系"结果发

现内隐学习的确受到了年龄的影响!例如"X44-49
等人采用一种)选 择 性 序 列 反 应 时 任 务*#.’14,-.H
17-J54,7.’,45W&-5417;41.5K(来探讨年龄对序列

内隐学习的影响"其中"选择性是指在原来的固定

序列基础上"插入了一些随机字符#比如@,",!.BP
++("该任务要求被试至少掌握两个以上连续字

符的序列关系"因此被称为)高一级的序列*#27J2H
4,&,<4,54Z+4-=4(%"@&!运 用 这 个 任 务"研 究 者 对

青年人#"#!"!岁(’老年人#D#!F#岁(和不同年

龄的中年人进行了比较"发现无论是年龄差距较大

的前两者%""&"还 是 年 龄 差 距 较 小 的 两 组 中 年 人 都

表现出了内隐学习的显著差异"即内隐学习能力随

着年龄的增加而下降!
如上所述"内隐学习是否受到年龄的影响尚不

可定论"它依赖于被试变量控制程度’研究方法等

多种因素"其 中 最 为 重 要 的 就 是 研 究 方 法 的 多 样

性!在0.’12&+54%"!&一项颇具影响的实验中"研究

者比较了人工语法学习’序列反应时和联想学习三

种任务下内隐学习的年龄效应"结果各有不同!进

一步比较分析各个任务发现"只有序列反应时任务

体现了较高的内部效度#即固定序列和随机序列中

每一对字母反应时差异的一致性("该任务下内隐

学习成绩与年龄呈负相关"与之前的许多研究结果

较为一致!

!!三、内隐记忆的个体差异研究

前面说到"内隐记忆的研究最初来自遗忘症患

者的实验"而 内 隐 记 忆 这 一 概 念 的 确 立 则 开 始 于

[,./和0=2.=14,%"B&对 正 常 人 进 行 的 实 验 性 分 离!
内隐记忆的实验室研究主要依赖于间接测验#7-<7H
,4=114515&/;4;&,9(的设置"它是一种不 同 于 传

统回忆或再认的记忆测验"通常包括词干补笔’残

词补全’模糊词和图片辨认等"这些测验试图避免

被试对先前信息的有意提取"因此可能造成行为成

绩与言语报告的有效分离!
一般来说"内隐记忆受到脑损伤’智力水平’老

化等因素的 影 响 较 小"这 一 点 与 外 显 记 忆 差 异 明

显!然而"随着神经认知科学技术的发展"心理学

实验中使用>OS’/?OU等脑成像技术得到了与之

前不同的结果,有些在行为水平上未表现出来的差

异#例如老年人的内隐记忆水平与年轻人相当(在

>OS’/?OU上就能被清晰地观察到了!



!一"脑损伤对内隐记忆的影响

与 I.,,7-J1&-和 I475K,.-1L的 研 究 结 果 相

似!Y+’87-J等人报告重性遗忘症患者也在完全不

能进行回忆和再认的情况下保持了正常的启动效

应""C#$许多研究 表 明!脑 损 伤 对 内 隐 记 忆 的 影 响

程度取决于具体的损伤部位以及损伤程度$例如

S&51’4等 人""D#探 讨 了 有 名 的 遗 忘 症 患 者 :(?(
%两侧间颞叶受损&在重复启动任务上的记忆表现!
结果发现他们的知觉启动保持完好!即对知觉信息

的内隐记忆似乎不像外显记忆那样依赖于颞叶皮

层$研究者进一步分析!重复启动任务所考察的内

隐记忆可能 与 纹 状 皮 质%W4,751,7.14=&,14Q&有 关!
因此!阿 尔 兹 海 默 症%G’L247;4,’5\754.54!简 称

G\&患者就成为了探讨内隐记忆神经基础的主要

线索$S&51’4等在 同 一 个 实 验 研 究 范 式 下 探 讨 了

G\患者在重 复 启 动 条 件 下 的 表 现 和 再 认 测 试 中

的成绩!结果二者发生了分离!即启动分数与控制

组相当!而 再 认 分 数 则 显 著 低 于 后 者$然 而!G\
患者的内隐记忆保持水平有赖于测验任务的具体

安排!在 一 项 由 :47-<4’等 人""$#主 持 的 实 验 中!

G\患者仅能顺利地完成转子追踪技能学习任务!
而无法通过语词启动测试!说明运动技能的学习和

记忆与纹状体皮质密切相关!而语词启动则需要整

合全部 新 皮 质 联 合 区$另 外!国 内 研 究 者 王 力 等

人""F#采用多维记忆评估量表对G\患者进行的记

忆功能测定表明!G\轻度组在内隐记忆的指数得

分上与控制组无显著差异!而中重度G\患者的内

隐记忆也和外显记忆一样表现出比较严重的障碍$
脑损 伤 病 人%例 如 G’L247;4,患 者(:+-17-JH

1&-患者(R&,5.K&//患者等&在内隐记忆和外显记

忆方面的损害情况为探讨二者的关系以及它们的

生理基础提供了条件!有研究曾就已知与内隐记忆

和外显记忆相关的脑区进行分析!发现它们共享了

N#]以上的脑 区!而 其 他@#]的 生 理 差 异 决 定 了

内隐记忆和外显记忆在行为上的分离""$#$
!二"智力水平对内隐记忆的影响

智力水平对内隐记忆的影响在许多研究中表

现并 不 一 致$研 究 者""N!!##对 不 同UV水 平 的 被 试

施以空间位置内隐记忆测验!结果发现在智力水平

比较低下%$#%UV%CC&的被试和正常智力被试之

间并没有成绩的显著差异!但是在智力水平非常低

下%UV#CC&和 正 常 智 力 被 试 之 间 发 现 了 差 异)

R&;.15+等人"!@#通过控制被试的记忆任务来设置

不同的加工水平%阅读任务对应知觉加工*产生任

务对应概念加工&!结果发现仅在知觉加工的条件

下!智力因素引起的内隐记忆差异才没发生)更令

人惊讶的是!S.,K"!"#在 一 项 实 验 中 通 过 多 元 分 析

发现无论是内隐记忆还是外显记忆都与智力水平

无关!从而将记忆与智力的关系推向了一个不可知

阶段)尽管如此!大多数研究都得到了一个比较一

致的结论!即 尽 管 内 隐 记 忆 可 能 并 不 完 全 独 立 于

UV!但较之于外 显 记 忆!内 隐 记 忆 和UV的 关 系 更

为疏远"!!#$
!三"年龄对内隐记忆的影响

自内隐记忆提出以来!大量研究对它的发展特

点进行了探讨$我们可以从三个阶段来分别探讨

毕生发展过程中内隐记忆的变化情况+%@&婴儿期$

0=2.=14,和 ?&5=&871=2"!B#认为内隐记忆在新生儿

身上就已 出 现!这 一 点 在 O&844HT&’’74,"!C#的 实 验

中得到了证 实+该 实 验 采 用 了 运 动 结 合 强 化 范 式

%;&P7’4=&-̂+J.14,47-/&,=4;4-1W.,.<7J;&!要 求

"(!(D个月大的婴儿执行反应时任务和延迟再 认

任务!结果表明不同月龄的婴儿在反应时任务%间

接测量&上的表现无显著变化!而在延迟再认任务

%直接测量&上的表现却随年龄增长而增长)%"&童

年期到成年期的发展历程$内隐记忆在这一阶段

也得到了较好的保持!T.,,&’’等人"!D#以C!@#岁

儿童为研究对象!发现他们的外显记忆明显随年龄

增加而上升!而内隐记忆却没有发生显著的变化)
另外!国内研 究 者 郭 力 平 和 杨 治 良"!$#采 用 修 正 的

加工分离范式也对学龄阶段的儿童和青少年进行

了外显和内隐的测量!得到的内隐指标表明!内隐

记忆在N岁到@F(C岁之间基本保持不变)%!&成年

晚期$大量研究表明老年人的内隐记忆能够独立于

外显记忆保持不变!例如_7J21和07-J2"!F#比较直接

测验和间接测验中青年被试(老年被试的内隐记忆!
发现不存在明显的年龄效应$

关于内隐记忆年龄效应的研究数量众多!然而

对内隐记忆是否受到年龄因素影响这一问题的答

案并不一致!从 ?71=24’’和E,.55"!N#的论述中我们

可以看到!在以往研究中!内隐记忆受到年龄影响

和没有受到年龄影响的结果都出现了!而值得注意

的是!通过元分析研究者发现!实验中报告外显知

识越少!其发现内隐记忆无年龄效应的几率就,越

高-"B##$也就是说!探讨年龄这一因素对内隐记忆

的影响首先应当保证内隐测验的纯净性$

!!四、错误记忆的个体差异研究

"#世纪!#年 代!著 名 的 英 国 心 理 学 家E.,1H
’411做了一个有趣的实验!要求被试阅读印第安民



间故事!幽 灵 的 战 争"#1243.,&/124J2&515$%间

隔一段时间 后%被 试 开 始 根 据 记 忆 来 复 述 这 个 故

事%E.,1’411发现%随着时间的增加%故事变得越来

越短%其中一些可能让人难以理解的玄幻内容被略

去或重新编织%最终变得更加自然合理&这种记忆

与 事 实 发 生 偏 离 的 现 象 就 被 称 之 为 错 误 记 忆

#X.’54?4;&,9$&
错误 记 忆 的 个 体 差 异 在E.,1’411的 实 验 中 也

得到了体现%被试虽然都倾向于将故事合理化%但

合理化的内容并不相同%可以说%没有两个被试复

述了完全相同的故事&个体差异与哪些因素相关%
这个问题不仅对探讨错误记忆的内在机制举足轻

重%而且具有极大的社会价值’它能发现怎样的人

更难分清事实与想象以及怎样的人更容易受到误

导信息的干扰(B@)&
!一"脑损伤对错误记忆的影响

遗忘症患者在错误记忆上的表现为个人差异

研究提供了有效的途径&0=2.=14,等人(B")在实验

中发现颞叶中央区或间脑受损的遗忘症病人在回

忆测验中不但表现出正确回忆率的明显损伤%在错

误回忆率#虚报$上也低于常人&这一点在再认测

验中得到进一步证实%患者的正确和错误再认率都

低至#(@D&研究者发现%即使在深加工的条件下%
遗忘症患者也难以减少错误记忆%原因可能是患者

无 法 运 用 有 效 的 来 源 线 索 来 抵 消 关 键 诱 饵 的

熟悉性&
!二"年龄对错误记忆的影响

这里年龄对错误记忆的影响主要探讨老化引

起的错误记忆变化&就如同真实记忆容易发生老

化那样%老年人也更易于产生错误记忆&错误记忆

老化最早的实验研究 来 自0;712%O.-K7-和 R.+H
5’4,(B!)&他们借用6-<4,3&&<单词联想的研究方

法%发现老年人对新单词#音调上或语义上与已学

词相关$发生了更为显著的再认&\O? 范式下错

误记忆的老化研究发现老年人与年轻人在关键诱

饵再认率上发生了显著差异%而且%无论老年人的

真实记忆是否与年轻人相当%错误记忆都显著地发

生了老化(BBMBD)*另外%E.,1’411等人采用*.=&P9的虚

假成名#/.’54/.;4$范式也发现老年被试更为显著地

进行了虚假再认*R&+151..’.-<0=2.=14,(B$)的研究发

现在运用图片作为学习材料时%老年人发生虚惊的

比率是年轻人的两倍&
与此不同的是%国内研究者张力+朱滢 等 人 的

实验却没有发现错误记忆的老化现象%这一结论与

\42&-和E,4<.,1相 似%后 者 发 现%虽 然 再 认 测 验

中虚假再认率没有受到年龄因素的影响%但在之后

进行知道,记得测验时%老年人更倾向于把对关键

诱饵的错 误 记 忆 评 价 为!记 得"而 不 是!知 道"(BF)%
这与以往实验中年轻人更多将其评价为!知道"不

同%后者表明错误记忆虽然发生了%但年轻人能在

某个层面对关键诱饵和已学词进行区分&这样%错
误记忆的老化现象就得到了更为细致的解释&用

研究者_9’4等人(BN)的话来说%老年人和年轻人错

误记忆的不同特征应归因于特征绑定的老化%即老

年人和年轻人都会发生错误记忆%只不过年轻人在

对错误回忆的事件进行溯源描述时受到了真实经

验的诸多影响%而老年人的错误记忆只是单纯地被

某 一 特 征 激 活%因 此 在 溯 源 时 对 事 件 的 描 述 较

为单纯&
!三"其他个体因素对错误记忆的影响

影响错误记忆的个体因素在不同的实验室范

式下可能有不同的表现&例如%研究者(C#%B@)发现%
用[00"#[+<̂&-55&-0+JJ4517P7’7190=.’4$得分作

为被试易受暗示性的指标%可以预测RR范式下发

生误导性错误记忆的水平%却不能预测\O? 范式

下产生的 集 中 联 想 错 误 记 忆&E.7<.5推 测%由 于

\O?范式是通过语义联想来引发错误记忆%它可

能更容易受到与语词相关的个体因素影响#例如失

读症在\O?范式下可能有不同于常人的表现$&
综上%错误记忆可能受到脑损伤+年龄 和 易 受

暗示性等因素影响而产生个体差异%这些因素影响

错误记忆的原因则据研究方法的不同而各有差别%
例如误导信息干扰范式下的错误记忆与受暗示的

程度密切相关%而\O?范式下的错误记忆与年龄

因素关系可能更为密切&

!!五、前瞻记忆的个体差异研究

前瞻记忆是指对于未来要执行的行为的记忆%
即对某种意向的记忆&例如记住路过超市时买毛

巾%或者下午两点开会等%前者可称为基于事件的

前瞻记忆#484-1HP.54<W,&5W4=1784;4;&,9$%后者

则 可 称 为 基 于 时 间 的 前 瞻 记 忆#17;4HP.54<W,&H
5W4=1784;4;&,9$&>7-5147-和 ?=\.-74’(C@)在 最

初创立前瞻记忆的研究范式时就考察了老化对前

瞻记忆和回溯记忆的影响’它们在实验中比较被试

完成前瞻任务#要求被试在某线索出现时按下预定

键$和回溯任务#短时记忆+自由回忆和再认$的情

况%结果发现前瞻记忆和回溯记忆在年龄效应上发

生了分离%即被试在前瞻记忆任务上并未体现出年

龄差异%在回溯记忆任务上却发生了明显的老化&



这一结果不但促使研究者去探讨前瞻记忆这样一

个不同于传统回溯记忆的领域!还为年龄增长引起

的认知变化提供了新的视角"

!一"年龄对前瞻记忆的影响

前瞻记忆领域的研究焦点之一就是它的老化

现象"前瞻记忆的老化与前瞻记忆的研究方法有

关!自然情境下老年人的前瞻记忆同年轻人差不多

甚至好于年轻人#老年人在日常生活中可能会采用

比年轻人更多的线索和策略来帮助自己记得去做

某件事$!实验情境下前瞻记忆是否出现老化则通

常依赖于前瞻任务的困难程度!例如研究者发现!

基于时间的前瞻记忆任务更容易受年龄的影响!而

基于事件的前瞻记忆任务则与年龄相对独立"

在 ?.9’&,%C"&的一项实验中!研究者比 较 了 年

轻人#平均"#岁$’成 年 人#平 均CN岁$和 老 年 人

#平均$D岁$在基于事件前瞻记忆任务上的表现(

实验要求被试给呈现的名人照片命名!当看到戴眼

镜的名人照片时!记下该照片的编号"研究者较为

严格地控制了实验任务的难度!使之适应老年人的

反应速度"结果仍然发现!老年人在第一次遇到前

瞻记忆线索时反应失败的概率显著低于年轻人和

成年人!且言语报告表明他们在进行命名任务时较

少回忆起前瞻任务#看到戴眼镜的照片执行记录编

号的反应$"

对于前瞻记忆的老化现象!研究者给予了许多

方面的解 释(T,.7K和 R4,,%C!&认 为 老 年 人 前 瞻 记

忆较差 的 缘 故 在 于 意 向 的 暂 时 疏 忽#;&;4-1.,9
’.W545&/7-14-17&-!?_U0$)?.9’&,%CB&则将其解释

为意向劣势效应#即老年人对将来的记忆差于过去

经验的记忆$)也有研究认为前瞻记忆老化的原因

在于老年人的*控制+过程受到年龄的影响%CC&"虽

然这一问题至今并未得到完善的答案!但却是一个

值得关注的研究课题"

!二"其他个体因素对前瞻记忆的影响

前瞻记忆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阐述它与

人格特征’情感特征的关系"日常生活中!人们总

是倾向于将他人前瞻记忆的失败进行社会归因!例

如当丈夫忘记给妻子买生日礼物时!妻子总是怀疑

自己在丈夫心目中的地位"然而事实上可能并非

如此!性格特征’情绪状态’酒精饮用’认知能力以

及上述提到的年龄等因素都可能影响前瞻记忆的

水平"

场依存M场独立性认知方式表示人们在信息

加工过程 中 更 多 依 赖 于 外 部 参 照 还 是 内 部 参 照"

*依赖外部参照进行信息加工的人属于场依存型!

而依赖 内 部 参 照 进 行 信 息 加 工 的 人 属 于 场 独 立

型+%CD&"研究表 明!场 独 立 组 被 试 前 瞻 记 忆 任 务

#在判断反义词M非反义词的任务中出现的同义词

作为前瞻记忆任务线索$的完成情况显著好于场依

存组被试"

杨治良等人%C$&在一项前瞻记忆实验里考察了

艾森克个性问卷’@DSX问卷’瑞文智 力 测 验’回 溯

记忆测验等任务下成绩与前瞻记忆成绩的相关程

度!发现前瞻记忆与个性问卷分数’智力分数’回溯

记忆成绩和性格分数均无显著性差异!只 在@DSX
的兴 奋 性 指 标 上 得 到 了 边 际 显 著 的 差 异#!‘
#(@FB!"‘#(#$@$!表 明 前 瞻 记 忆 可 能 依 赖 于 个

人的情绪特征"

前瞻记忆与情绪的关系在 :.,,75%CF&的一项研

究中也得到 过 证 实!研 究 者 通 过 多 元 回 归 分 析 发

现!焦虑情绪指标和回溯记忆成绩都极大地影响了

前瞻记忆成绩!表明前瞻记忆更多地依赖于记忆情

境#内在或外在的$"

前瞻记忆虽然只有短短"#年的研究 历 史!但

它在生活中的地位却是不可忽视的!它关乎人类的

计划能力’认知能力和道德判断!弄清影响前瞻记

忆个体差异的因素将有利于人们正确对待生活中

失败的前瞻记忆"

!!六、总结和展望

正如前文所说!个体差异的研究不仅是学习和

记忆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促进学习和记忆的

进一步细分!以及研究方法的改进"例如!脑损伤

病人在内隐学习和外显学习任务中表现出的相似

之处和差异为意识’无意识加工之间的关系提供了

有效 的 生 理 基 础!另 一 方 面!也 促 进 研 究 者 使 用

>OS’/?OU等先进的神经科学技术从微观的角度

来探讨内隐学习和外显学习对应的生理机制"同

样!对于内隐记忆’错误记忆和前瞻记忆!个体差异

也促使研究向更细微的角度去寻找支持记忆多重

加工机制的证据"

事实上!无论从理论方面!还是从实践方面!学

习和记忆的个体差异都体现了它不可或缺的价值!

例如!内隐学习和内隐记忆在智力水平上的相对稳

定性促使特殊教育对弱智儿童采取恰当的教学方

法!提高他们适应生活和学习的能力"因此!在未



来的研究中!从个体差异出发探讨影响学习和记忆

的一般机制对学习和记忆研究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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