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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内隐记忆是指不需要意识参与，个体对当前的信息具有某种熟悉性，且能回忆起残缺内容。本文简要介绍了内隐记忆相关研

究的发展史、研究方法及研究动向。通过对内隐记忆到研究进行综述，为今后研究工作提供有益的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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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内隐记忆的概述

（一）内隐记忆的概念界定

Schacter 和 Graf（1985）最早提出该这一概念，他认为内隐记

忆实际上就是是一种无意识状态下，以往的实践经验或学习都会

对人们的行为产生影响的现象。杨治良（1999）则对内隐记忆作

如下定义：内隐记忆是指不需要意识或有意回忆的情况下，个体

的经验自动对当前任务产生影响而表现出来的记忆。综上，我们

可以清楚地发现，内隐记忆多指的是过去经验对个体无意识方面

的影响，因此，它又称无意识记忆。

（二）内隐记忆研究的历史

内隐记忆的研究历史主要包括早期哲学研究阶段、无意识脑

活动与器质性记忆研究阶段和系统的实验观察和理论分析阶段（张

旭，孙境晨，贾德梅，2011）。

在早期哲学研究阶段，德国哲学家 Leibnitz 和法国哲学家

Maine de Biran 先后对内隐记忆现象进行研究，发表《习惯对思维

能力的影响》等著作，但他们的观点在当时的影响很小。

19 世纪中期，一些研究者们从生物学和生理学两个角度研

究内隐记忆。Carpenter（1874）从临床案例中发现：有些近期已

经发生的但是并没有被人们意识地进行记忆的事件，有时甚至会

以某种独特的形式呈现出来，例如非随意的肌肉活动。Herling

（1870）也着重介绍了关于器质性记忆的观点，强调无意识记忆

的重要性。

19 世 纪 20 世 纪 初， 研 究 者 们 在 五 个 不 同 的 科 学 研 究 领

域，针对内隐记忆进行研究。其一是通过水晶球占卜和自动书

写对心灵进行的研究。其二是神经病学，临床研究发现遗忘症

患者的行为受到无意识记忆的影响（Dunn，1845；Korsakoff，

1889）。其三是精神病学领域的研究。Janet 和 Freud 在对歇斯

底里患者的分析中发现无意识记忆对于精神病病理学的作用。

其四是哲学的研究。Bergson 在《物质与记忆》一书中提出的不

需要与过去任何特殊经验有明确关联的，是自己内在一部分的

记忆，可以看成是对内隐记忆的表述（黎兵，2005）。最后是

实验心理学的研究。

（三）内隐记忆的现代心理学实证研究

1. 启动效应研究

根据内隐记忆在测量上的特点，间接测量是目前测量内隐记

忆的最好方式，而启动效应则是间接测量的最优模式。在本质上，

启动效应就是指被试在执行后续相同或相关任务时所受到的前一

任务的促进。启动效应包括间接启动和直接启动两种形式。两者

的主要差别在于：直接启动更倾向于学习项目本身，例如：盘子

为学习项目，碟子为测验项目，也可以是完全相同的，后者又叫

做重复启动。间接启动则是相同的内隐规则，也就是底层规则，

例如学习项目和测验项目虽然在表面上是完全不同的，但它们都

具有相同的内隐规则（吴敏，杨治良，1994）。

2. 遗忘症患者的病理学研究

内隐记忆的另一受到广泛研究的领域则是关于遗忘症患者的

研究，上世纪 60 年代初期，一名患者为治疗癫痫，切除脑补的部

分海马周边组织之后，长期记忆受到影响，而且还会产生顺行性

遗忘症状，情况较为严重，即无法记住之后做过的任何事情，但

当他重复执行一项任务时，他虽然记不得做的是什么任务，但对

于任务的熟练度却越来越快。后来 Warrington 和 Weiskrantz（1968）

利用词干补笔和残词补全等范式对遗忘症患者进行研究，结果显

示其得分与正常被试的得分之间无显著差异。卢利萍等人（2012）

对比了一些特殊部位或者多部位脑损伤患者和正常人，发现脑损

伤患者的内隐记忆差于正常人。内隐记忆在遗忘症患者的病理学

研究中得出了一系列具有现实意义的研究结论，推动了后续研究。

二、内隐记忆的现代心理学研究方法

（一）传统记忆研究方法下的内隐记忆研究

1. 学习编码阶段的刺激呈现法

传统记忆研究中内隐记忆实验材料的区别在于学习材料的呈

现方式，若一次性全部呈现即为全部呈现法，若按照项目依次呈

现即为提示法，若匹配成对呈现即为对偶联合法。其中，对偶联

合法有利于控制材料的意义性和相似度等变量，因此是一种比较

理想的呈现方法。

总之，我们可以根据自己实验的目的，灵活地选择全部呈现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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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示法和对偶联合法其中的一种。

2. 记忆测量方法

对于内隐记忆的测量，主要使用间接测试方法，由于启动效

应往往是无意识的、自动化的，所以启动效应被广泛地运用在内

隐记忆的测量中。国内外学者发展出了一系列的通过测量启动效

应来测量内隐记忆的方法，例如残词补缺，词干补笔、词汇判断等。

（二）基于实验性分离范式的内隐记忆研究

实验性分离是指某一变量对于两种记忆任务的影响效果是不

重合的，具体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只影响其中一项任务，另一

种是对两种任务都有影响但两种影响结果相反，如果出现以上情

况，则可以认为出现了实验性分离。其逻辑是：若进行比较的两

个测验的加工过程是相同的或者高相关的，则认为未应该出现分

离，否则即被认为是出现了实验性分离。

（三）加工分离程序

加工分离法最早由 Jacoby 在 1991 年提出，它是通过设计包含

和排除两种测验的方法来分离再认中的外显记忆加工与内隐记忆

加工（刘传军，廖江群，2021）。在包含测验中，被试使用有意

识地提取与无意识熟悉性两种加工方式来完成任务，而在排除测

验中，要求被试使用首先想到的，但又不是先前已经学习过的词

来完成任务，进而反映出无意识熟悉性的作用（王青，2005）。

因此，我们能够分离出有意识加工的成分和无意识加工的成分，

从而说明外显记忆和内隐记忆的效应。徐扬和恽晓平（2007）对

内隐记忆测验的可靠性进行了研究，利用加工分离程序对脑损伤

患者和正常个体进行研究，结果发现加工分离程序具有较高的信

度。

但是对于加工分离程序也存在一些批评，例如对意识性提取

与自动提取之间独立性假设的质疑，怀疑加工分离是非人为导致

的。但不可否认的是加工分离程序是测量内隐记忆方法论上的一

大进步，张奇勇和卢家楣（2014）使用集合模型构建新的 PDP 计

算模型，使得更准确地计算外显与内隐记忆的比例成为可能。

三、内隐记忆多学科研究动向

内隐记忆的研究对象的拓展，从最早对遗忘症病人的研究到

了现在对正常人的研究，比较心理学也加强了对动物行为和内隐

记忆关系的比较研究。

功能性脑成像以及心理药物学的研究。在对脑电的研究中，

Paller（1990）发现测验时能够进行回忆或者无法回忆的词的认知

电位在线索回忆时是不同的，而这两种认知电位和该词在词干补

笔任务中是否表现出启动是不完全相关的。心理药物学的研究发

现像酒精这些药物和影响外显记忆，但是却不是特别影响内隐记

忆。因此，今后对于内隐记忆的研究可以通过多学科动向综合的

进行探讨。

内隐记忆的研究范式有实验性分离范式、加工分离范式、信

号检测论和非线性模型等，总体来说较为单一，因此未来研究可

以融合不同的技术方法、整合不同学科领域，利用诸如脑成像等

的技术深入研究内隐记忆。此外，有关内隐记忆等不同心理现象

对认知活动的影响程度有待深入研究，从而促进认知神经科学的

进一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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