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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情境下临场自我调节学习活动对学习

结果的中介影响
’

刘儒德 陈 琦
(北京师范大学心理系

,

北京 1 0 0 8 7 5 )

摘要 探讨在两种学习 目标 (大致浏览与全面掌握 )与两种时间压力 (无时间限制提示与有时间限制提示 )的情境

下
,

60 名被试的临场自我调节学习活动水平对两种学习结果 (选择题测验与作文 )的中介影响
。

结果表明
,

在不同情

境下
,

无论学习 目标高低或时间压力大小
,

被试的选择题测验成绩均不存在显著差异
;
而作文成绩均存在显著差异 ;

被试的临场 自我调节学习活动存在显著差异 ; 被试的部分临场自我调节学习活动对学习结果具有中介影响
。

关键词 学习目标
,

时间压力
,

临场 自我调节学习活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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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 4

引 言

自我调 节学 习 (se l卜eR g ul ate d 此
a m i n g

,

简称

SR L )是学习者为 了成功而高效地达到学习 目标
,

在

学习过程 中
,

有意识地对 自己的学习活动进行积极

的计划
、

监视
、

检查
、

评价
、

反馈
、

调整和控制 的过

程 111
,

也是学 习者激励 自己 适 当使用学习策 略的过

程 2[]
。

学习者的 SRL 能力对其学业成绩具有重要的

作 用
,

S RL 能 力 不 仅与学业成绩之 间存在显著相

关 l3]
,

而 且
,

元认知能力高者 与低 者之间 的学 业成

绩存在显著差异 l4]
,

反过来
,

超智学生与一般学生之

间 5[]
、

最成功学生与最不成功学生 之间的 S R L 能力

也存在显著差异 6[]
。

但是
,

这是否意味着
,

S R L 能力能确保学习者获

得 良好的学习结果呢 ? 未必 ! 尽管有许多实验研究

表 明
,

S R L 或元认知方面的干预训练可 以提高学习

者 的阅读理解 或解 决问题 的成绩
,

但也有大量研究

指 出
,

元 认 知 训 练 对阅读理解 没有产 生积极的效

果
【7]

,

即使对理解和 问题解决产生了积极的效果
,

但

效果的稳定性与长久性是有限的 7[]
。

这些互为矛盾

的研究结果提示 我们
,

S R L 能力并不能确保适 当的

学习和问题解决行为 181
。

这可能存在两条原因
,

一条是学 习和 问题解决

行为及其结果要受制于学习者的领域知识
,

但由于

上述实验研究 中被试的领域知 识是大致相 同的
,

因

此这条原 因不太成立
。

另一条是
,

学 习者的 S R L 能

力 高
,

并不 等于 他在 当前学 习 中 S R L 活动水 平也

高
。

学习者的临场 S RL 活动可能要受 当前学习情境

条件的影响
。

例如
,

专家在遇到相 当困难时
,

会增强

解决问题 的 自我调节活 动 8[]
,

学 习者在技 能获得 的

中级阶段
,

自我调节的意识和活动增强 9[]
。

然而
,

这

第二条原 因要想成 立
,

必须满足一个前提条件
,

即
:

l庙场 S R L 活动水平高低影响了学习结果的好坏
。

这

就是本研究想要证实的假设
。

为了验证这一假设
,

本研究必须解决三个 问题
。

第一
,

如何考察学 习者的临场 S R L 活动水平
。

传统

的问卷调 查或谈话法存在 一定 的局限性
,

O s bo me
在综合分析 了各种测查 S R L 的手段后指出

,

通过问

卷调查和 口 头访谈来考察学 习者 的 S R L 水平是以

以下三个假设为前提的
:

学习者在学习过程 中有意

识地观察 了 自己的 自我调节活动
; 学习者能够准确

地说出 自己对 自我调节过程 的观察
;
学习者能够准

确地 回忆出自己对 自我调节过程的观察结果
* ` 。

而

这三个前提在实际学习中是根本无法满足的
。

本研

究将采用多媒体作为实验的学 习环境
,

忠实地记录

学习者 的学 习过程
,

然后根据记录来分析学习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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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场 SR L活动水平
。

第二
,

选择能够 引发学习者不

同 S R L 活动水平 的外在情境条件
。

为了便于 比较

S R L 活动水平
,

必须确保学习者的 S R L 活动是在学

习同一材料的过程 中表 现出来 的
。

有研究表 明
,

学

习 目标和 时间压力就是 能影响 S R L 活动水平 的两

种外在情境条件
,

学习 目标不同
,

如为了写作和为了

娱乐而 阅读
,

学习者的 自我调节活动将是大不一样

的
’ `0] 。

A ze x an d e r
,

助 li k o w ie h 和 J e ott
n
提出

,

由于在

多媒体环境 中存在许多 可选的学 习项 目和路径
,

学

习 目标起着 十分重要 的作用叫
。

oJ
n as s

en 和 w a gn

指 出
,

在理想的建构性环境 中
,

多媒体用户会搜寻复

杂的信息来实现 自己的 目标 {’ 2]
。

L as t
,

O 生、 〕n
ne n 和

eK vll 研究在多媒体环境 中 目标强度对学 习者 的认

知与情感反应的影响
,

结果表 明
,

具体 目标 (为某一

具体问题 寻找答案 ) 比模糊 目标 (浏览材料 )更 能诱

导学习者的 S R L 活动
乖 。

另外
,

时间压力 也会影 响

SRL 活动水平
。

B e i s h iu z e n ,

S ot u jt
e s d ij k 和 uP ett

n 指

出
,

善于 自我调节的学习者习惯进行有选择性的阅

读
,

尤其是存在 时间压力时
,

这种技能会充分发挥出

来
,

而需要外在调节的学 习者不知道如何选择信息
,

过分依赖环境 (软件提示
、

教师或教学 )
,

易为时间压

力所困扰
,

一般是碰到什么就看什么
,

时间压力 与文

本的复杂性可能会使他们暂时放弃调节技巧 〔” ]
。

第

三
,

S R L 活动对什么层 面的学 习结果有影响 ? 本研

究设计了两种层面的学 习结果
,

一种是再认层面
,

通

过多项 选择题测验而反映出来
,

另一种是回忆和理

解层面
,

通过短文写作而反映出来
,

后者能真实地反

映出学习者对学 习材料 的知识建构水平
。

因此
,

本研究将探讨在不 同学 习 目标和时间压

力下
,

具有同样 S R L 能力的被试在学习同一学习材

料时
,

其临场 S R L 活动水平对两种层面的学 习结果

的中介影响
。

2 研究方法

.2 1 被试

北京师范大学本科生二年级学生 60 人
,

文理科

各 30 人
,

都曾学过计算机基本操作技能
。

分组时
,

基本上做到文理科对等分配
。

.2 2 任务材料

.2 .2 1 硬件

北京师范大学心理 系教育心理学实验室
,

共 6

台 58 6 多媒体计算机
。

.2 .2 2 软件

有 关蛇 的超媒体信息
,

由文字
、

图片和动 画组

成
。

为了使学 习任务的难度相对大学生来说处于中

等水平
,

软件结构 的复杂性尽量被控制在中等程度
,

整个软件包括 80 个有关爬行动物的节点
,

其中有关

蛇的节点为 36 个
。

节点之间按 内在语义 关系而相

互 连接
。

信息查找方式有
:

字母顺序
、

知识结构
、

热

点跳转以及媒体形式
。

软件能够联机测查被试的学

习结果
、

收集被试对有关学习过程问题的反应
、

记录

被试 的学习路径 (包括所有所查访的节点
、

对节点的

查访顺序以及在每个节点上停留的时间 )
。

.2 3 数据来源

.2 1 1 一般性 S R L 能力问卷

该 问卷 是从 W ie ns et in 等 人 的学 习策 略 量 表

( L A S S卜H )S 中挑选出来的 l4[]
,

共 33 个项 目
,

包括计

划
、

监视
、

信息加工和时间管理等 4 个方面
。

被试在

iL ke rt s 点量表上 (从完全不像我到完全像我 )对每

个 项 目 作 出 反 应
。

量 表 的 内 部 一 扩性 信 度

( C or n b ac h a )为 0
.

6 3
。

.2 .3 2 有关蛇的先前知识水平

给被试列 出本软件的所有
·

80 个节点的项 目清

单
,

让他们从中挑 选出所有与蛇有关的项 目
。

被试

的水平将用正确反应率与准确反应率的乘积来衡

量
。

所谓正确反应率
,

就是被试所 选定项 目中的正

确项 目数与 36 (即所有与蛇有关的项 目数 )的比值
;

所谓准确反应率
,

就是被试所选定项 目中的正确项

目数与被试所选定项 目的总数的 比值
。

.2 .3 3 选择题测验成绩

该测验由 10 个选择题构成
,

都与本软件的内容

直接有 关
,

考察对所学内容的记忆总量
。

.2 .3 4 作文成绩

在学 习结束后
,

要求每个被试撰写一篇 200 字

以上的短文
,

介绍蛇 的基本情况
,

以考察被试对知识

理解和建构的程度
。

被试对蛇的掌握情况是根据以

下 4 个方 面来加 以考察的
: ①蛇的一般概念 ; ②蛇的

身体特征
; ③蛇的生 活习性

; ④蛇的种类
。

每方 面

1一4 分
。

评分时
,

先由两名研究人员独立评分
,

然后

两人进行对照
,

对有疑义的地方进行商量
,

最终达成

一致
。

.2 .3 5 临场 SR L 活动水平

在被试学 习期间
,

计算机将记录被试的学 习路

径
,

包括所有所查访的节点
、

对节点的查访顺序以及

* L as t D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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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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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每个节点上停留的时间
。

图 1所列就是一个被试

学习路径记录的一个片断
。

序列

l

2

3

4

5

6

7

8

9

节点及属性

M e nu AL L

g a rp h ie
珊瑚蛇

M e
m i文本

t e xt蛇

o t xt毒蛇

t e x

麟蛇

M u e n图片

g m内
c蛇的骨架

M u e n动画

停留时间 (秒 )

2 2 3 3

6
一

6 7

1 1
,

2 6

5 1 3 5

10 9 8

2 8
.

2 6

2 0
.

0 1

3 3
.

2 4

7 4 1

性 S R L 能力与有关蛇的先前知识
; ③让被试学习实

验材料
; ④根据每个被试的学 习路径记录分析其临

场 S R L 活动水平 (用计算机程序完成 ) ; ⑤联机进行

选择题测验
; ⑥被试撰写短文

; ⑦收集被试短文并加

以编码分析
; ⑧用 S P S S fo r

W i n dow
s
软件对实验数

据进行统计分析
。

3
.

1

分析

结果与分析

一般性 SR L 能力与有关蛇的先前知识的差异

图 l 某被 试学习路径记录 片断

实际记录的 S R L 活动考察被试如何 克服在多

媒体环境 中的两个学习问题 (即迷向和漫游 )
。

根据

S R L 的 内部过 程 (即计划
、

监视 与调控 )
,

临场 S RL

活动将从 4 个项 目加以考察
: ①预先浏览

,

即在前 5

个查访 中查访检索工具的 比例
,

考察被试是否在正

式进人学 习之 前从整体上浏览和了解 了学 习材料
,

这关系到对学习过程的计划
; ②全程导航

,

即在所有

查访中查访检索工具的 比例
,

考察被试在整个学 习

期间是如何进行导航以及如何 调节查询方式 的
,

这

关系到对学习过程的监视
、

调控
,

同时也涉及学习策

略的应用水平和频率
; ③内容选择

,

即在所有查访项

目中相关性项 目所 占比例
,

考察被试如何抵制非蛇

项 目的图片和动画的诱惑而查访有 关蛇 的项 目
,

这

涉及到学 习策略的应用水平和频率
; ④时间控制

,

即

查访相关性项 目所用时间 占总 学习时间的比例
,

考

察被试是如何监控学习时间的
。

.2 4 研究设计

本实验包括 2 种实验处理
。

处理 l 为学习 目标

要求
,

包括大致浏 览和全 面掌握 2 个水平
。

处理 2

为有没有时限提示
,

包括无时限提示 和有 时限提示

2 个水 平
,

两者 实际学习时间均为 10 分钟
,

只是前

者不事先告知被 试时 间限制而且不显示 时间进程

状态
,

后者则相反
。

所有被试都事先被告知学完后

要 进行测验
。

如此 组合将被 试 随机 分成 4 个实验

组 (文理科基本对等分配 )
,

每组 15 人
。

本实验的因

变量为学 业成绩 (包括 选择题测验和作 文成绩 )
,

一般性 S R L 能力 与有 关蛇的先前知识作为无关控

制变量
,

临场 S R L 活动水平作 为 内部学 习过程变

对各组被 试的一般性 S R L 能力水平与有 关蛇

的先前知识水平进行单 因素方差分析 (O N EW A Y )
,

结果表 明
,

4 组被试的一般性 S R L 能力水平之间不

存在 显著差异
,

F ( 3
,

5 6 ) = 1
.

1 1
,

P = 0
.

3 5
。

有 关蛇

的先前 知 识也不 存在 显著差 异
,

F ( 3
,

56) = .0 08
,

P = .0 9 7
。

这表 明
,

各组被 试的一般性 S R L 能力 水

平与有关蛇的先前知
一

识水平基本上是一致的
。

.3 2 选择题测验成绩与作文成绩的差异分析

学习

结果

表 1 不同条件下被试的学业成绩

学习 目标

时间压力 大致浏览 全面掌握

M S D M S DM S D M S D

测验

得分

作文

得分

无时限提示

有时限提示

无时限提示

有时限提示

3
.

5 3

4
.

7 3

4
.

8 7

8 4 0

1
.

6 0 3 4 7 1
.

7 3

1
.

8 3 3
.

9 3 1
.

87

1
.

4 6 7石7 1
.

6 3

2
.

0 3 10
.

4 7 2 3 6

「三J

里巨 。

2
一

5 实验程序

①向被试呈现实验指导语
; ②测量被试 的一般

不同条件下被试的得分情况见表 1
。

对选择题得分进行 2( 学习 目标 ) x 2( 时 间压

力 )的多元方差分析 (M A N O V A )
,

结果表明
,

学习 目

标主效应未 达到 显著 水 平
,

F ( 1
,

5 6) = .0 91
,

P =

0
.

34
; 时间压力 主效应也未达到显著水平

,

F ( l
,

5 6)

= .3 37
,

P = .0 07
; 而且

,

时间压力 与学 习 目标之 间

的交 互作 用 也未 达到 显著 水平
,

F ( 1
,

5 6) = .0 65
,

P = 0
.

4 2
0

对作文题得分进 行 2( 学 习 目标 ) x 2( 时 间压

力 )的多元方差分析 (M A N O V A )
,

结果表明
,

学习 目

标 主 效应达 到 显著 水 平
,

F ( 1
,

5 6) = 24
.

57
,

P =

0
.

0 0 ; 时间压力 主效应也达到显著水平
,

F ( l
,

56 ) =

41
.

62
,

P = .0 00
;
但是

,

时间压力与学习 目标之 间的

交互 作 用
.

未达 到 显著 水 平
,

(F 1
,

5 6) = .0 56
,

P =

0
.

4 6
。

.3 3 临场 S R L 活动的差异分析

对被试的 4 个实际 S R L 活动项 目 (见表 2) 分别

进行 2 (目的要 求 ) x 2( 时限提示 ) 的多元方差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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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临场 SR L活动各项目的平均数与标准差

项 目 时间压力

学习 目标

大致浏览 全面掌握

MS DMS D

预先

浏览

无时限提示

有时限提示

0
.

0 84 4 0

0
.

3 0 1
.

63

个程

导航

无时限提示

有时限提示

0
.

7 0

0
.

0 8

从表 3可 以看出
,

在相关分析中
,

临场 S R L 活动

与选择题测验成绩之间均不存在显著相关
,

但 与作

文成绩之间均存在显著相关
。

在 回归分析中
,

在 以

选择题测验为因变量的 回归方程 中
,

只保 留了临场

S R L 活动中的预先浏览
,

它可解释 该因变量变异的

8% ; 在以 作文成绩 为因变量 的回归方程 中
,

保 留了

临场 S R L 活动 中的两个项 目

—
预先浏览与时间

控制
,

两者可解释该因变量变异的 67 %
。

内容

选择

无时限提示

有时限提示

时间

控制

无时限提示

有时限提示

0
.

2 4

0
.

6 2

0
.

10

0
.

2 3

0
.

4 1

0
.

7 8

0
.

4 2

0
.

7 7

0
.

2 0

0
.

2 6

0
.

5 8

0
.

8 0

0 6 1

0
.

8 4

( M A N O V A )
,

结果 表明
,

学 习 目标主效应均达到 显

著水平
,

F ( l
,

5 6 ) = 5
.

2 2
,

P = 0
.

0 3
,

F (一
,

5 6 ) = 7
.

3 6
,

P = 0
.

0 1
,

F ( l
,

5 6 ) 二 5
.

5 6
,

P = 0
.

0 2
,

F ( l
,

5 6 ) =

11
.

0 1
,

P = .0 0 0 ; 时间压 力主效 应也 均达到 显著水

平
,

F ( l
,

5 6 ) = 4 2 8 6
,

P = 0
.

0 0
,

F ( l
,

5 6 ) = 19
.

7 0
,

P = 0
.

0 0
,

F ( l
,

5 6 ) = 5 0 2 2
,

P = 0 0 0
,

F ( l
,

5 6 ) =

4 8
.

5 3
,

P = 0
.

0 0 ;
但是

,

F ( l
,

5 6 ) = 5
.

2 2
,

P = 0
.

0 3 ; 时

间压力与学 习目标之间的交互作用均未达到显著水

平
,

F ( l
,

5 6 ) = 3
.

7 2
,

P = 0
.

0 6 ; F ( l
,

5 6 ) = 2
.

9 0
,

P =

0
.

0 9 ; F ( l
,

5 6 ) = 2
.

4 6
,

P = 0
.

1 2
。

.3 4 对两种学习结果影响因素的回归分析

为 了探 明临场 S R L 活动对两种学 习结果 的具

体影 响
,

将被试的先前经验 (包括一般性 S R L 能力

和有关蛇 的知识 )
、

以及临场 S R L 活动 (包括预先浏

览
、

全程导航
、

内容 选择和时间控制 )作为预测变量
,

将被试的两种学 习结果作为 因变量
,

分别进行 多重

回归分析 (
s et
wP i s e )

,

结果见表 3
。

表3 两种学习结果影响因素的回归分析 (n = 60)

预测变量
选择题测验成绩 作文成绩

r iF n al

先前经验

一般性 S R L能力 0
.

14

有关蛇的知识 住03

临场 S R L活动

预先浏览 已21 .0 28

全程导航 住06

内容选择 0
,

23

时间控制 .0 2 4

M
u l it P le R

对

对
e hi r R n a l 对

e hi

0
.

5 7 0
.

6 2

0
.

3 3 0
,

0 5

0 2 8

0
.

0 8

0
.

8 2

0
.

6 7

方差分析 F ( l
,

5 0 )二4
.

12
,

卜0
.

0 4 7 F ( 2
,

4 9 ) = 50
.

12
,

卜0 0 0 0

注
: *

P< 0刀5 * * *

P< 0刀 0 1

4 讨 论

4
.

1 两种层面的学习结果的不一致性

从结果 可知
,

在不 同学 习目标与不 同时间压力

下
,

选择题测验成绩不存在显著差异
,

而作文成绩均

存在显著差异
,

而且
,

SR L 活动水平与选择题成绩之

间不存在显著相 关
,

而 与作文成绩 之间存在显著相

关
。

为什么这两种层面的学习结果不一致 呢 ? 可能

存在两个方面的原因
。

第一
,

选择题 的内容涵盖面

较广
,

数量虽然只有 10 题
,

但它涉及到蛇 的某些概

念
、

特征
、

种类及生活习性
。

如果没有完全将有关蛇

的 ( 3 6 个 )项 目仔细看过和用心地记住
,

很难作 出确

切的回答
。

而实验 时间限定为 10 分钟
,

一般被试在

此 时限 内是难以仔细记住有关蛇的所有项 目的
,

选

择题测验的成绩 自然就受到 了影响
。

第二
,

作文测

查 比较开放
,

被试可将 自己头脑 中获得 的有关蛇的

知识概括地反映出来
,

虽然每个被试的着眼点不同
,

可能会选择不 同项 目 (即内容选择 )以及在每个项 目

上花不 同的时间 (即时间控制 )
,

但这正好反 映出了

被 试根 据学 习 目标对知识进行不 同探索的学习过

程
。

因此
,

作 文成绩能真实地反映出被试对所学材

料 的理解和回忆情况
。

作文成绩和选择题成绩的不

同情况将有 助于分析不同情境下 的临场 S R L 活动

水平对不 同层面学 习结果的中介作用
。

.4 2 不同情境下临场 S R L 活动水平的差异

从结果可知
,

无论在不同 目标情境下
,

还是在不

同时限情境下
,

被试在临场 S R L 活动水平 的 4 个项

目上都存在显著差异
,

这说明不 同的情境对被试的

l洽场 S R L 活动具有不 同的影 响
。

这一结果与前述

A le x an d e r
等 人

、

J o n a s s e n 等 人
、

L a s t 等 人 以 及

B ie hs ul ez n
等人的研究结果是一致的

。

这说明
,

本研

究 成功地应用 不同情境条件引发 出了学习者不同

SR L 活动水平
。

这为下面分析临场 S R L 活动水平对

学习结果是否具有中介作用这一问题奠定 了前提
。

.4 3 临场 S R L 活动水平对学 习结果的中介作用

从 结果可知
,

临场 S R L 活动与作文成绩之间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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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期 刘儒德等
:

不同情境下临场自我调节学习活动对学习结果的中介影响

在显著相 关
,

而且
,

预先浏览与时间控制是作文成绩

的中介影响因素
。

预先浏览也是选择题测验中介影

响 因素
。

为什么 会出现这样的结果 呢 ? 可能是 因

为
,

临场 S R L 活动则是一种心理状态
,

根据 S R L 的

界定
,

它可能涉及这样两个方面
:

第一
,

自我调节 的

意 识水平
,

如
, “

注意监视学 习的进度或效果
”

或
“

有

意识地识记所学要点
” ;
第二

,

少量学习策略的应用
,

如
, “

注意每个段落的首末句
”

或
“

把所学知识与 自己

的经验联系起来
”

等
。

临场 SR L 活动水平的高低是

以 自我调节意识与学习策略应用 的频率来衡量的
,

如果一个学习者多次意识到要监视学习进度而且也

确实监视了学习进度
,

每看一个新段落就提醒 自己

注意首末句的含义
,

那 么
,

他 的 S IR
J

的活动水平就

高
。

相反
,

如果一个学习者的一般性 S R L 能力较高
,

惯用许多 S R L 策 略
,

例如平 时很注 意段 落 的首末

句
,

但 在 当前学 习 中却很少意识到要 去这样做
,

那

么
,

他的 S RL 活动水平就较低了
。

在本实验中
,

被试的预先浏览与时间控制这两项

S R L 活动能解释作文成绩差异的 67 %
,

预先浏览这一

S R L 活动能解释选择题成绩差异的 8%
。

而预先浏览

与时间控制这两项 S R L 活动都是被试 自觉地
、

有意识

地进行的
。

所以说
,

在不同情境下
,

正是被试的计划

和监控水平及其意识对学习成绩产生了影 响
。

但另

外一方面
,

被试的全程导航与内容选择这两项 S R L 活

动并不能解释学习成绩的差异
,

而这两个项 目涉及被

试具体访问了哪些项 目
,

这些项 目的重要性如何
、

访

问的先后顺序是怎样的
,

以及访问每个项 目多少次

等
。

这些行为正好反 映了学习策略的使用水平和频

率
。

所以说
,

在不同情境下
,

被试的学习策略使用情

况对学习成绩未能产生中介作用
。

总结起来
,

在不同

情境条件下
,

被试临场 SR工活动中的预先浏览和时间

监控这两项与计划性
、

监控性及其意识有关的项目对

学习结果具有 中介作用
,

而全程导航与内容选择这两

项与学习策略应用有关的项 目对学习结果未能表现

出中介作用
。

这部分证明了本研究的假设
。

联系到本实验中的基本情况
:

所有被试的一般

性 S R L 能力水平不存在差 异
,

我们可以看 出
,

一个

被试的临场 S R L 活动水平 虽然 与其一般性 S R L 有

关
,

但具有一定 的条件依赖性
,

临场 S R L 活动 的某

些方面会因当时的学习情境以及学 习者对学习这一

情境的主观理解而变化
。

间压力大小
,

被试的选择题测验成绩均不存在显著

差异
,

而作文成绩均存在显著差异
。

(2) 在不同情境

下
,

被试的临场 S R L 活动存在显著差异
。

( 3) 部分临

场 S R L 活动对学习结果的具有 中介影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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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许瑛珍
、

曾志朗
、

洪兰 ( 39 )

研究人际知觉的新取向与工具
:

阶层类别分析法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程千芳 ( 5 3 )

中文字形分类系统的再确立
:

类别 与字数的控制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叶素玲
、

李金铃
、

陈洗 民 ( 65 )

自杀危险性发生模式验证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许文耀
、

林宜 曼 ( 8 7 )

第 4 1 卷第 2 期 目次

郑发育教授 ( 19 16 一 19 9 6)
:

台湾实验心理学的奠基者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徐嘉宏
、

吴英璋
、

余德慧 ( 1 13)

动机与学生的认知结构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林贻光
、

麦启奇
、

那沛明 ( 1 2 1)

中英文句 中思想结构之 比较研究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刘英茂 ( 1 3 1)

意识与无意识记忆的分离
:

「测验后 ]分离法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郑昭明 ( 1 6 7)

迈向华人本土心理学 的新纪元
:

方法
、

理论及实证研究成果 的重点回顾与分析
· · · · · · · · · · · · · · ·

…… 杨国枢 ( 1 8 1)

以大 白鼠躲反应作业探讨情绪记忆的神经机制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梁庚辰 (2 1 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