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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定向者认知加工特点的实验研究

吕 厚 超，黄 希 庭
（西南大学 心理学院，重庆市４００７１５）

摘　要：时间定向是个人行为和思想所偏好的方向，主要指向过去的客体和事件。本实验以１４８名大

学生为被试，采用２（高过去定向组，低过去定向组）×２（自我参照，他人参照）×２（消极的过去信息，积极的过

去信息）混合设计考察了过去定向者认知加工的特点。结果表明：高过去定向的个体对有关自我的过去信息

加工深度深，能产生较好的回忆；并倾向于优先加工与自我有关的消极信息。过去定向者的认知加工具有类

似自我图式的性质。对产生该效应的可能原因进行了讨论，并指出今后进一步研究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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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引　言

时间是人类存在的基本方式之一。人类对时间的主观

感知和体验构成了人类理解、解释生活经历和行为认知结

构的重要背景［１，２］，并对思维、情感和行为产生极大的影

响［３，４］。依据人们主观体验时间的心路历程，可以把心理

时间划分为过去、现在和未来三个基本的时间框架。一个

不争的事实是，个体都来自过去，个人过去的历史、经历、体

验及对过去的定向构成了独特的心理背景，可能会对当前

行为和未来展望产生弥漫性的影响。作为构建心理时间的

基本维度，过去时间洞察力（ｐａｓｔｔｉｍｅ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这一构

念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

过去时间洞察力是个体对过去时间的认知、情绪体验

和行动上表现出来的相对稳定的人格特质。在时间维度

上，人们对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关心程度是不同的［５］。就

过去而言，个体对过去时间的定向也存在很大差异。时间

定向是个人行为和思想所偏好的方向，主要指向过去的客

体和事件［６］，也意味着时间洞察力的方向性和发展性，是

从过去向未来的积极地延伸，还是消极地暗淡［７］。一般认

为，大多数年轻人都是未来定向的，而老年人多是过去

定向的。

沉湎过去的过去定向者常被认为与不愉快的心境相联

系［８］，具有某些消极的情感特征，如神经质、悲观、冥想、抑

郁等。这种倾向果真存在吗？如果存在，是何原因造成了

这种倾向？我们尝试借鉴“自我图式”的研究方法加以回

答。自我图式（ｓｅｌｆｓｃｈｅｍａ）是指影响个体对关于自我信息

的编码、储存和提取的认知结构［９］，是“有关自我的认知类

化，它源于过去经验，组织并指导着包含在个人社会经验中

有关自我信息的处理”［１０］。已经形成的自我图式强烈地影

响着个人行为。因此，本文的主要目的在于揭示过去定向

者认知加工的特点，即过去定向的不同水平对行为的影响

是否具有类似自我图式的性质？

　　二、方　法

（一）被试

西南大学大学生１４８名（已经过前测的挑选）。

（二）研究假设

高过去定向的个体对有关自我的过去信息加工深度

深，能产生较好的回忆；并倾向于优先加工与自我有关的消

极信息。

（三）实验设计

采用２（高过去定向组，低过去定向组）×２（自我参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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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人参照）×２（消极的过去信息，积极的过去信息）的混合

设计。前两个变量为被试间变量，后一个变量为被试内变

量。中性的过去信息的回忆量作为协变量。

１．自变量　（１）测量变量———过去定向：用过去定

向分量表测量，划分出高过去定向组，低过去定向组。（２）

操纵变量———特质形容词：每个被试都会对３０个形容词加

以评判，消极的、积极的、中性的分别为１０件。（３）操纵变

量———参照对象：通过不同的指导语，形成两个水平的参照

对象：自我参照组和他人参照组。

２．因变量　被试对各类形容词的回忆量。

（四）仪器和材料

（１）自编的过去定向分量表
［１１］；（２）３０个形容词。形

容词通过计算机呈现；（３）分心作业：古诗填充游戏。请被

试把不完整的诗词填充完整，如“床前明月光，　　　　　。

举头望明月，　　　　　。”此项分心作业的目的是为了消

除形容词记忆的新近效应。

（五）程序

１．预备实验　电脑第一屏———指导语：现在我们来

做一个有趣的实验，做实验之前请你如实填写以下信息：测

试类别（自我参照或他人参照）、编号、性别、年级、专业、测

试日期。然后按“确定”键进入下一页。电脑第二屏———出

现以下指导语：正式实验之前，我们先做几个小练习。然后

按“确定”键开始练习。进入第三屏。电脑第三屏———出现

以下指导语：计算机将自动呈现若干形容词。当呈现一个

形容词时，请设想这个形容词是一个熟悉你的人对你过去

的真实评价，或者是设想这个形容词是对一个普通人“张

三”的真实评价。如果同意该评价，请按“１”键；如果不同意

该评价，请按“２”键；如果不知可否，请按“３”键。下面开始

练习：（按“确定”键进入下一页）

屏幕左上角出现“别人认为我是……”，屏幕中央出现

一个形容词，如“和蔼的”，被试选择完毕后，屏幕显示请敲

“空格键”翻到下一页。计算机翻到下一页，在左上角固定

呈现“张三是……”，如“可亲的”，被试选择完毕后，屏幕显

示请敲“空格键”翻到下一页。

自我参照组和他人参照组分别做５个练习，出现顺序

随机排列。练习到最后一个之后，屏幕上出现：练习完毕，

按“确定”键进入正式实验，按“再练习一次”键重新练习。

２．正式实验　采用小团体施测，一次４到６人。

对于自我参照组，指导语为：下面我们将进行一个实

验，你每次按一次空格键，计算机将自动呈现一个形容词。

当形容词出现在屏幕中央时，请设想这个形容词是熟悉你

的人对你的真实评价。例如，当屏幕上出现“本分的”的这

个词时，则设想“我是本分的”。如果同意该评价，请按“１”

键；如果不同意该评价，请按“２”键；如果不知可否，请按“３”

键。请按照自己的速度按键阅读每一个形容词。下面请按

“空格键”开始。

对于他人参照组，第一屏为：下面我们将进行一个实

验，你每次按一次空格键，计算机将自动呈现一个形容词。

当形容词出现在屏幕中央时，请设想这个形容词是对一个

普通人张三的真实评价。例如，当屏幕上出现“本分的”的

这个词时，则设想“张三是本分的”。如果同意该评价，请按

“１”键；如果不同意该评价，请按“２”键；如果不知可否，请按

“３”键。请按照自己的速度按键阅读每一个形容词。下面

请按“空格键”开始。

被试按空格键后，出现第二屏。从第二屏开始，每屏呈

现一个形容词于屏幕中央。在连续两屏之间是１秒的空白

黑屏，然后呈现另一个词汇。共３０个词汇，３０个词汇呈现

的顺序为计算机随机排列。３０个词汇呈现完毕后，最后一

屏显示：“这一部分实验结束，请敲空格键进入下一部分。”

进入第三部分分心作业，时间限制为３分钟。分心作

业是“古诗填充”游戏。每屏显示一首内容不全的诗句。指

导语为：现在我们来做一个“古诗填充”游戏，轻松一下。请

你把每首诗填充完整，把填充的内容写到白纸上。如果不

能填充，请尽快翻到下一页。按“空格键”进入下一页。第

三部分结束后，屏幕显示：“古诗填充”游戏结束，请你把刚

才所看到的形容词回忆出来，写在白纸上，越多越好。

分心作业结束后，发给被试最后一部分词汇回忆的作

业，限时１０分钟。１０分钟时间到，主试要求被试停止，并

收回全部材料。最后主试进行研究目的说明与释疑。

（六）数据处理

对获得的数据采用ＳＰＳＳ１２．０进行统计处理。

　　三、结果与分析

（一）过去定向测量

被试在过去定向量表上的平均得分为１１．３５，最小值

为５，最大值为２０。高、低定向两组的基本统计资料见表１。

经检验，高、低定向组分数之间的差异显著。

表１　高、低定向组基本统计资料

定向分组 平均数 Ｍ 标准差ＳＤ 人数Ｎ

高定向组 １６．２９ ２．５６ ６７

低定向组 ９．７８ １．６７ ８１

　　（二）正确回忆量的方差分析

分别计算被试正确回忆积极词、消极词、中性词的

数量。

首先将回忆量进行２（过去定向分组）×２（词性）×２

（参照条件）的三因素重复测量的方差分析，其中词性为被

试内因素，中性词的回忆量作为协变量，结果显示：中性词

回忆量的主效应显著Ｆ（１，１４３）＝２７．５３９，狆＜．０００；过去定

向分组与词性的二阶交互作用显著，Ｆ（１，１４３）＝３．３０５，狆

＜．００３；参照条件与词性的二阶交互作用显著，Ｆ（１，１４３）＝



３．７３９，狆＜．０１６，其余变量的主效应及交互作用效应不

显著。

对过去定向分组与词性的交互作用进一步进行简单效

应分析：对于消极词的回忆量，高定向组（Ｍ＝４．１９）显著高

于低定向组（Ｍ＝２．８６），Ｆ（１，１４３）＝９．３９，狆＜．０００。对于

积极词的回忆量，高定向组（Ｍ＝２．７８）与低定向组（Ｍ＝

２．８３）无显著差异，Ｆ（１，１４３）＝０．９３，狆＜．２２６；而在高定向

组，消极词的回忆量（Ｍ＝４．１９）显著高于积极词的回忆量

（Ｍ＝２．７８），Ｆ（１，１４３）＝１２．３７，狆＜．０００。在低定向组，消

极词的回忆量（Ｍ＝２．８６）与积极词的回忆量（Ｍ＝２．８３）无

显著差异，Ｆ（１，１４３）＝．５８，狆＜．５８７。高、低定向组的回忆

量见表２。

表２　高、低定向组对积极、消极词的

回忆量的基本统计资料

定向分组 词性 平均数 Ｍ 标准差ＳＤ 人数Ｎ

高定向组
消极词 ４．１９ １．６５ ６７

积极词 ２．７８ １．４８

低定向组
消极词 ２．８６ １．３２

积极词 ２．８３ １．６４
８１

　　对参照条件与词性的交互作用进一步进行简单效应分

析：对于消极词的回忆量，自我参照组（Ｍ＝４．０２）显著高于

他人参照组（Ｍ＝２．９６），Ｆ（１，１４３）＝１３．３１，狆＜．０００；对于

积极词的回忆量，自我参照组（Ｍ＝２．７３）与他人参照组（Ｍ

＝２．８７）无显著差异，Ｆ（１，１４３）＝１．０４，狆＜．４５１。而在自我

参照组，消极词的回忆量（Ｍ＝４．０２）显著高于积极词的回

忆量（Ｍ＝２．７３），Ｆ（１，１４３）＝１７．３５，狆＜．０００；在他人参照

组，消极词的回忆量（Ｍ＝２．９６）与积极词的回忆量（Ｍ＝

２．８７）无显著差异，Ｆ（１，１４３）＝．４１，狆＜．９７４。自我参照组

与他人参照组对积极、消极词的回忆量见表３。

表３　自我参照组与他人参照组对积极、

消极词的回忆量的基本统计资料

参照条件 词性 平均数 Ｍ 标准差ＳＤ 人数Ｎ

自我参照组
消极词 ４．０２ １．３９

积极词 ２．７３ １．５６
７０

他人参照组
消极词 ２．９６ １．４３

积极词 ２．８７ １．８７
７８

　　四、讨　论

研究结果证实了假设：高过去定向的个体对有关自我

的过去信息加工深度深，能产生较好的回忆；并倾向于优先

加工与自我有关的消极信息。具体表现为，过去定向分组

与词性的二阶交互作用显著。简单效应分析表明，对于消

极词的回忆量，高过去定向组显著高于低过去定向组；对于

积极词的回忆量，高定向组与低定向组无显著差异，意味着

高过去定向的个体对消极的信息加工深度较深，而对于积

极的信息，加工深度与低定向组不存在差异。而在高过去

定向组，消极词的回忆量显著高于积极词的回忆量；在低过

去定向组，消极词的回忆量与积极词的回忆量无显著差异。

另外，参照条件与词性的二阶交互作用显著。具体而言，对

于消极词的回忆量，自我参照组显著高于他人参照组；对于

积极词的回忆量，自我参照组与他人参照组无显著差异。

而在自我参照组，消极词的回忆量显著高于积极词的回忆

量；在他人参照组，消极词的回忆量与积极词的回忆量无显

著差异。

本文研究结果得到相关证据的支持。例如，Ｊｏｎｅｓ
［８］的

研究认为，沉湎过去的过去定向者常被认为与不愉快的心

境相联系，具有某些消极的情感特征，如神经质、悲观、冥

想、抑郁等。来自自传体记忆的证据支持这一观点［１２］。这

种倾向可能是自我关注（ｓｅｌｆｆｏｃｕｓ）的一种形式（如，私我意

识）［１３］，也被Ｔｒａｐｎｅｌｌ和Ｃａｍｂｅｌｌ
［１４］称作自我反省（ｓｅｌｆｒｅ

ｆｌｅｃｔｉｖｅｎｅｓｓ，ＳＲ）。而私我意识的ＳＲ内容与负面情绪相

关，实际上，这些内容涉及到对自我的理解［１５］。自我是一

种对行为影响面广而且相当稳定的结构［１６］。自我是一个

单一的整体，但是却以适合于其自身的方式来调节各种行

为。那么，自我如何做到这一点？一种观点认为，可以用自

我图式来解答这一问题。自我图式（ｓｅｌｆｓｃｈｅｍａ）是指影响

个体对关于自我信息的编码、储存和提取的认知结构［１６］，

它对涉及自我的信息具有很高的敏感性，与自我图式相一

致的信息处理速度较快，与自我图式不一致的信息则会产

生冲突，处理速度较慢。自我图式是“有关自我的认知类

化，它源于过去经验，组织并指导着包含在个人社会经验中

有关自我信息的处理”［１０］。自我图式是在处理有关自我的

信息时形成的。同时，已经形成的自我图式又对个人行为

产生强烈的影响。储存在记忆库中的自我图式不是被动的

记忆表征，而是具有主动建构信息的机制，决定着对环境中

可获得信息的选择，对信息意义的抽取、解释和组合。自我

图式建立之后，可能就不易改变，甚至在面临不一致的信息

时也是 如 此［１５］。自 我 图 式 的 信 息 处 理 具 有 以 下 特

点［１７、１８］：（１）对涉及自我的刺激具有高度敏感性；（２）对适

应自我特征的刺激处理速度极快且自信度高；（３）对涉及自

我的刺激能产生较好的回忆和再认；（４）对自我有关的行为

预测、归因与推断具有较高的自信度；（５）对与自我不一致

的信息产生抵触。根据自我图式的这种观点，可以认为高

过去定向的个体也许拥有或已经形成某种类似自我图式的

结构，他们在处理消极的信息时倾向于优先加工，并且加工

深度较深，因此产生了较好的回忆量；并且把消极的信息与

自我联系起来，两者之间形成紧密的联结，一旦出现消极信

息，便激活加工这些消极信息的机制。也就是说，高过去定

向的个体的自我加工机制与消极信息之间或许存在一条较

为顺畅的通道，对消息信息的激活阈限较低，所以就出现了

上述的研究结果。这种通道是否真正存在？加工机制到底



如何运作？我们认为，高过去定向个体之所以出现这样的行

为表现，也可能与他们的脑机能有关，尚待进一步深入研究。

　　五、结　论

高过去定向的个体对有关自我的过去信息加工深度

深，能产生较好的回忆；并倾向于优先加工与自我有关的消

极信息。过去定向者的认知加工具有类似自我图式的

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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