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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个体对

预定事件或行为的记忆%是一种指向未来活动的记

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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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任务类型%前瞻记忆可以分为时间性前

瞻记忆"

:163A>+93P

N

)'9

N

3=:1836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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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X

#和

事件性前瞻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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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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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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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研究表明%个体的前瞻记忆能力

早在学前期便已出现并得到了初步发展'例如%

.'63)81,,3

的早期研究发现%即使长达几个小时的

延迟%

!

岁儿童完成
LX

任务的成功率也可达到

B"Y

"如%记得停下来吃冰淇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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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 林庆楠%等&+延时提取,方式下提示物对大班幼儿前瞻记忆的影响

出%

LX

是在儿童早期出现的%它的发展要比回溯记

忆更早'韩丕国等人则指出%虽然被试在
:>LX

和

3>LX

方面的表现存在差异%但他们
LX

能力发展

的关键期均处于学前阶段.

FAB

/

'

在以往的实验设计中%总要求被试在特定时刻

或在特定刺激物出现时马上提取
LX

任务%这与我

们日常生活中的部分
LX

现象不符'日常生活中我

们往往不需要个体在特定时刻马上做出反应%而是

在这一时刻后的一段时间内均是
LX

任务的有效提

取时间'延迟的这段时间我们称之为+延时提

取,

.

B

/

'韩丕国等人以
%AC

岁儿童为被试%探讨了

延时提取对前瞻记忆成绩的影响%结果表明&+延时

提取,方式下%学前儿童的
LX

成绩得到了显著提

高%因此%+延时提取,在学前期是一种普遍存在的

LX

提取方式.

F

/

'

有关儿童的
LX

研究中%外部提示物对其产生

的影 响 一 直 是 研 究 者 较 为 关 注 的 领 域.

C

/

'

X3+=/+6

等人的早期实验便证明了外部提示物的

重要作用'实验中%主试给被试"

BA$

岁儿童#一个

彩色的盒子%游戏结束后要求被试提醒主试打开这

个盒子'儿童被分为两组&一组为实验组%一组为对

照组%实验组的儿童看到盒子的同时还会看到一个

小木偶%并被告知小木偶可以帮助他们记得提醒主

试打开盒子%对照组没有外部线索'实验结果表明&

实验组儿童的得分明显高于对照组%证明了外部线

索对促进学前儿童
LX

表现的作用.

$

/

'张磊等人的

研究结果也表明&外部提示物对
F

"

J

岁儿童的
LX

均有促进作用%学前儿童也懂得利用外部提示物帮

助其完成
LX

任务.

J

/

'

虽然研究者针对外部提示物对
LX

的影响进行

了较多的研究%然而%鉴于学前儿童时间知觉发展的

滞后性%相关研究更多涉及的是
3>LX

%针对
:>LX

的研究较为少见'另外%研究被试多以学龄儿童和

成人为主%较少涉及学前儿童'鉴于此%本研究拟以

大班幼儿为研究对象%在+延时提取,方式下探讨外

部提示物对个体
LX

表现的影响'

一"实验方法

#一$被试

抽取幼儿园大班幼儿
J"

名%最小年龄
B

岁
#

个

月%最大年龄
B

岁
$

个月%平均年龄
B

岁
B

个月!其

中男女各
F"

名'

#二$实验材料

自制动物房纸板
#

块%纸板上面有
B

种动物的

图形"小羊*小狗*小鸡*小猫*小猪#%每一张动物图

形的下面均有一个小孔!

#

盒彩色的小圆球%数目为

J"

个%有大红*粉红*黄色*蓝色*白色
B

种颜色!盛

有小狗模型的小盒
#

个%骨头模型
%

个%盛有小白兔

模型的小盒
#

个%胡萝卜模型
%

个!秒表
#

块!沙漏

#

个"能进行
#

分钟*

!

分钟*

%

分钟计时#!幼儿
:>a

LX

与
3>LX

记录表格若干'

#三$实验设计

采用
Z1*9:31*

和
X=E+*13,

"

#II$

#的研究范

式%将
LX

任务镶嵌到背景任务中'实验采用两因

素完全随机设计%共有
!

"

:>LX

任务%

3>LX

任务#

k!

"无外部提示物%有外部提示物#种处理水平结

合'将幼儿随机分为
F

组%第一组在没有提示物的

情况下完成
3>LX

任务!第二组在有提示物的情况

下完成
3>LX

任务!第三组在没有提示物的情况下

完成
:>LX

任务!第四组在有提示物的情况下完成

:>LX

任务'有提示物的情况下%小白兔或小狗模

型一直放在桌子的左上角%并且告诉幼儿这可以提

醒他们完成
LX

任务!而没有提示物的情况下%模型

被放置在幼儿的背后'

#四$实验任务

背景任务是根据范例将每一种动物与一种颜色

的小圆球联系起来%将对应的小圆球放在动物图形

下面的小孔内"动物找房子任务#'

:>LX

任务是当

沙漏中的沙子漏完的时候将胡萝卜模型放在盛有小

白兔模型的小盒中"喂小白兔任务#%

%

个沙漏里的

沙子漏完的时间分别出现在实验开始后的第
#

*

!

*

%

分钟之后!

3>LX

任务是看到某个特定的小狗图形

时%将骨头模型放入盛有小狗模型的小盒中"喂小狗

任务#%而特定小狗出现的位置分别是第
#"

*

!"

*

%"

张图片'

#五$实验程序

实验开始前首先对主试进行培训%使之规范而

熟练的掌握整个实验程序%正式实验在安静的教室

内进行%具体步骤如下&

第一%呈现指导语并指导幼儿对各类任务进行

练习'指导语呈现后%让幼儿对
LX

任务进行复述

并对背景任务进行充分练习%确保幼儿能够充分理

解并熟练操作所有任务'

第二步%呈现干扰任务'干扰任务是给被试讲

一个+啄木鸟医生,的故事%并针对故事内容对被试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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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简单提问%时间为
%

分钟'

第三步%正式施测'两个主试为一组对幼儿进

行个别施测%其中一个主试监测背景任务的完成情

况%另一个被试计时并填写
LX

记录表格"

:>LX

的

有效提取时间为沙子漏完后的
#

分钟之内!

3>LX

的有效提取时间为两个目标刺激出现之间的时间段

内'其中%沙子漏完或靶刺激出现前后
B

秒钟之内

完成
LX

任务的被试称为即时提取者%其余均为延

时提取者#'

#六$数据处理

使用
.L..#$?"

对实验数据进行整理和统计

分析'

二"结果与分析

大班幼儿在背景任务中的表现良好%

J"

名幼儿

均能坚持完成整项实验任务'在
:>LX

任务中%幼

儿在动物找房子任务中的平均速度为
B?!B

个-分

钟%正确率为
JJ?!FY

!在
3>LX

任务中%幼儿的平

均速度为
C?BC

个-分钟%正确率为
JB?$#Y

'由此

可见%我们以自制的动物房纸板为材料进行的背景

任务具有一定的趣味性%难度没有超出幼儿的能力

范围但也占用了幼儿的部分认知资源'任务符合大

班幼儿的年龄特点%可以作为背景任务进行相关实

验设计'

实验过程中%幼儿总共需要执行
%

次
:>LX

任

务和
%

次
3>LX

任务'从表
#

可以看出%在+即时提

取,方式下%

!?B"Y

的幼儿能够
%

次都记得执行
:>a

LX

任务%

!$?BY

的幼儿能够
#

次或
!

次记得执行!

F!?B"Y

的幼儿能够
%

次都记得执行
3>LX

任务%

F!?BY

的幼儿能够
#

次或
!

次记得执行'而在+延

时提取,方式下%上述比例分别能够达到
#!?B"Y

*

BB?""Y

*

C"?""Y

和
!B?""Y

'如果幼儿每完成一

项
LX

任务计
#

分%表
!

列出了幼儿在不同类型

LX

任务中的平均分和标准差'另外%对幼儿+即时

提取,和+延时提取,方式下的
LX

得分进行相关样

本
:

检验的结果表明%在
:>LX

及
3>LX

任务中%

+延时提取,的成绩均显著好于+即时提取,成绩"

:\

AC?BI

%

N%

"?""#

!

:\A%?%$

%

N%

"?"#

#'

表
#

!

%

次都记得"记得
#

次或
!

次"

%

次都不记得执行
LX

任务的人数#

*\J"

$

类型
无提示物 有提示物

都记得 部分记得 都不记得 累计 都记得 部分记得 都不记得 累计

QZA:>LX " B #B !" # C #% !"

EZA:>LX % J I !" ! #F F !"

QZA3>LX I $ F !" J #" ! !"

EZA3>LX ## B F !" #% B ! !"

!!

注!时间性前瞻记忆的即时提取#

Q63P1+:3,

;

Z0:)+=:1'*'-:/3U163A>+93PL)'9

N

3=:183X36')

;

"

QZA:>LX

(.时间性前瞻

记忆的延时提取#

E3,+

;

3PZ0:)+=:1'*'-:/3U163A>+93PL)'9

N

3=:183X36')

;

"

EZA:>LX

(.事件性前瞻记忆的即时提取#

Q63a

P1+:3,

;

Z0:)+=:1'*'-:/3Z83*:A>+93PL)'9

N

3=:183X36')

;

"

QZA3>LX

(.事件性前瞻记忆的延时提取#

E3,+

;

3PZ0:)+=:1'*'-

:/3Z83*:A>+93PL)'9

N

3=:183X36')

;

"

EZA3>LX

(

?

表
!

!

大班幼儿
LX

任务的得分#

*\J"

$

类型
无提示物 有提示物

X .E X .E

QZA:>LX "?%" "?B$ "?FB "?$C

EZA:>LX "?IB #?#" #?CB "?I%

QZA3>LX #?I" #?!# !?#B "?I%

EZA3>LX !?#" #?!# !?F" #?""

另外%我们对大班幼儿在+延时提取,方式下的

LX

任务得分进行了
!

"

LX

任务类型#

k!

"有无提

示物#的被试间方差分析'方差分析结果显示&

LX

任务类型的主效应极显著"

M

"

#

%

$I

#

\#B?I%

%

N%

"?""#

#%幼儿在
3>LX

任务方面的表现好于在

:>LX

任务表现!有无提示物的主效应显著"

M

"

#

%

$I

#

\F?F#

%

N%

"?"B

#%幼儿在有外部提示物的

情况下表现更好!

LX

任务类型和提示物之间的交

互作用未达显著水平"

M

"

#

%

$I

#

\"?$#

%

N

\"?F"%

#%

即提示物对两种类型
LX

任务的影响具有一致性'

三"讨论

#一$*延时提取+在大班幼儿群体中是一种普遍

存在的
LX

提取方式

首先%+延时提取,能够显著提高幼儿的
:>LX

表现'这主要与幼儿时间知觉发展的滞后性密切相

关'大班幼儿尚未真正的形成时间概念%无法对时

间的长短进行准确的判断%因此%很难在特定时刻完

成
LX

任务.

F

/

'然而%在+延时提取,方式下进行的

J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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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 林庆楠%等&+延时提取,方式下提示物对大班幼儿前瞻记忆的影响

研究表明%幼儿的
:>LX

能力早在其时间概念形成

之前便已经有了一定的发展%随着年龄的增长%幼儿

会逐渐完成从+延时提取,向+即时提取,的过渡'另

外%+延时提取,对幼儿的
3>LX

表现也有积极影响%

这是因为%

3>LX

任务也可以在没有靶线索提示的

情况下通过自我激活*自发提取的方式完成%且幼儿

在完成背景任务的过程中%可能会遇到与靶线索类

似的刺激物%这也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激活
3>LX

任务'因此%在+延时提取,方式下对幼儿的
LX

进

行相关研究符合其年龄特点%是一种有效的研究

模式'

#二$*延时提取+方式下%大班幼儿的
:>LX

表

现好于
3>LX

表现

实验数据显示%虽然在+延时提取,方式下%幼儿

的
:>LX

成绩显著提高%但仍然不如在
3>LX

任务

中的表现'原因在于&其一%

:>LX

的提取过程是一

个自我激活*自发提取的过程%没有明显的外部线

索%需要更多的认知资源%因此%难度较大'这也正

是造成其它年龄阶段被试的
3>LX

成绩高于
:>LX

成绩的根本原因.

I

/

!其二%虽然幼儿
:>LX

能力的发

展早于其时间概念的形成%但是幼儿时间知觉发展

的滞后性仍然会对其
:>LX

表现产生一定影响.

F

/

'

:>LX

需要个体在形成意向到执行意向之间进行一

个监控过程%在这一过程中需要反复的等待和检验%

检验是否到了执行任务的时刻%如果未到就继续等

待%而等待时间的长短基于对时间长短的一个内在

判断%幼儿这方面的能力尚未发展完善%无法有效的

监控时间.

C

/

'因此%即使在+延时提取,方式下也无

法保证能够在有效时间段内完成
:>LX

任务'

#三$*延时提取+方式下%提示物对大班幼儿的

LX

表现具有积极影响

提示物对大班幼儿
LX

的影响一直是研究者较

为关注的领域之一%

X3+=/+6

等人进行的一项早期

研究便证明了提示物对促进幼儿
LX

表现的积极作

用.

%

/

'张磊%郭力平等以
FAJ

岁儿童为研究对象%

也考察了提示物对不同年龄阶段儿童
LX

成绩的影

响%结果表明&提示物对这一年龄阶段的儿童均有促

进作用.

C

/

'本研究在+延时提取,方式下得到的研究

结果与上述一致'这一结果支持了
LX

的熟悉$$$

搜索模型预期%即目标事件的熟悉性会促使一个目

标事件意义的搜索%这种定向的搜索可能会导致人

们发现目标事件的意义%而提示物能够增进目标事

件的熟悉性%从而可以促进
LX

的成功提取.

I

/

'同

时%这一研究结果也与
Z,,19

和
Xl*:

;

,l

提出的假设

相一致'

Z,,19

认为%提示物可能通过更新或加强

LX

表征而促进
LX

表现%或者通过重新形成或改

变
LX

的表征而促进
LX

表现'

Xl*:

;

,l

也指出%

提示既可以建构一个新计划%同时又可以回顾和更

新一个已有的计划%所以提示物将有助于
LX

表现.

I

/

'

四"结论

+延时提取,在大班幼儿群体中是一种普遍存在

的前瞻记忆提取方式!+延时提取,方式下%大班幼儿

事件性前瞻记忆成绩好于时间性前瞻记忆!外部提

示物对大班幼儿前瞻记忆表现具有积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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