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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这类信息作为线索时能否在抑制阶段继续影响

#盲 目的 $ 还不清楚 !

本研究试图探讨 自我参照线索是否会对 的

效应量产生影响 以揭示 自我相关信息在晚期抑制

阶段对注意的调节作用 !以往对 自我相关信息加工

的研究多采用的是 自我面孔或 自我姓名作为刺激材

料 将他人面孔或姓名作为对比刺激材料 但由于无

法控制被试对刺激材料本身的熟悉程度 不能很好

的说明自我优势效应是来源于自我的特异性还是来

源于个体对刺激材料的熟悉性不同 !为了避免材料

熟悉性因素对结果解释的干扰 研究依然采用 了

等 所使用的联想学习任务 在空间线索任务

前 先训练被试暂时建立颜色图形线索与意义的联

系 如红色方块代表 自己 "绿 色方块 代表一个朋

友 !联系建立后 采用 和 经典

线索 一靶子范式进行空间线索任务 以对出现在线

索侧与非线索侧靶刺激反应时的差值作为 的效

应量 !此外 在空间线索任务中 除了先前训练中暂

时与自我建立联系的自我参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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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或无意义线索 线索距离中央注视点的距

离为 #视角 线索消失 屏幕上留下中央注视

点和两个白色方框 即 呈

现靶刺激 靶刺激随机出现在线索侧或非线索侧 距

离中央注视点的距离为 #视角 要求被试当意识

到靶刺激出现就既快又准的按键反应 !如果被试提

前按键或反应时小于 将被提示 #请不要提前

按键 $ 如果被试 仍未做出反应将 自动进人

下一次测验 两个测验间有 的间隔 整个实验

过程中要求被试验一直注视中央注视点 !

靶刺激 直到反应

小于令石 门!
纷索侧或非线索例

自我参照 "朋友参照或无愈义线索

图 空间线索任务刺激呈现顺序

结果与分析

联想学习任务测试正确率和反应时

全部被试训练正确率均超过 平均正确率

为 由此我们认为被试已经建立起线索与

意义的联系 !采用配对样本的 检验 发现在被试

的正确反应中 对暂时建立的自我参照线索的反应

显著快于对暂时建立的朋友参照线索的反

应 一 沪 说明自我参

照线索作为一种 自我相关信息 个体能够对它做出

更快的反应 !

空间线索任务中 的效应量

将被试反应时中小于 或大于 的

反应时数据作为错误反应处理 !由于空间线索任务

采用的是简单觉察任务 被试的错误率小于 故

不对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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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类型的简单效应显著 二

进一步采用配对样本的 检验 发现当靶刺激出现

在线索侧 自我参照线索的反应时 显著短

于朋友参照线索 和无意义线索

一 尹 一 !
这说明 相比朋友参照线索和无意义线索 个体对出

现在 自我参照线索侧后的靶刺激的反应更快 进而

导致了自我参照线索条件下 效应量的减小 !

&的'侧公盆侧睁

自往 邢 朋友今照

线索类型

无定义

图 空间线索任务各条件下的平均反应时和标准误

讨论

本研究使用线索 一靶子范式 采用暂时建立的

自我参照线索考察了这种承载 自我相关信息的社会

性线索是否能够对 产生影响 实验得到的结果

与实验假设基本相符 !

首先 联想学习任务结果显示 相比对朋友参照

线索的反应 被试在对 自我参照线索进行反应时速

度更快 这一结果与以往研究的发现相符

体现出个体对 自我相关信息认知加工上的易化优

势 同时也说明被试能够建立起颜色图形线索与意

义的联系 !

更重要的是 与实验假设相符 空间线索任务结

果表明在暂时建立的朋友参照线索和作为基线的无

意义线索条件下均产生了 效应 且效应量很接

近 但是在暂时建立的自我参照线索条件下 个体没

有产生 效应 !进一步分析发现 暂时建立的 自

我参照线索条件下 效应量的减少 是由于被试

对呈现在 自我参照线索后的靶刺激的反应显著快于

对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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