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呈现方式和背景音类型对词汇记忆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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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通过招募 100 名大学生为被试，探讨呈现方式和不同类型的背景音对不同难度词汇记忆的差异。结果显示，

呈现方式对词汇记忆效果影响显著，通过耳机呈现背景音会使被试词汇记忆成绩降低。此外，背景音的类型

与学习难度呈交互作用，在低难度学习活动中，有词歌曲与无词音乐出现边缘显著。结果说明：背景音对注

意资源的自动抢占具有近耳效应，在近耳效应中进一步存在性质效应，对高难度学习影响极显著，对低难度

学习影响不显著。

关键词｜呈现方式；背景音；无关言语效应；学习难度；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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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经常看到大学生一边戴着耳机听各种音乐，一边完成各种学习任务。有人说这种学习方式一举多

得，既可以让音乐隔绝周边的背景噪音，让自己能更专心地完成学习任务，还能享受音乐带来的情绪

舒缓。也有人认为学习时戴耳机听音乐会对学习产生干扰，因为音乐会让注意分散。之前研究发现，

不同类型的音乐对学习产生的影响不一样，如无歌词的流行音乐伴奏可以表现出类似古典音乐对学习

的促进作用［1］；不论音乐的节奏是快还是慢，记忆的材料是积极词汇还是消极词汇，被试在古典背景

音乐条件下的词汇反应正确率均好于在流行背景音乐条件之下的正确率［2］。另外，研究发现，在不同

难度的词汇记忆任务中，不同背景音乐对被试视觉工作任务的干扰模式的改变产生影响［3］。这些研究

表明背景音的性质与学习难度对学习效果有复杂的影响。

无关背景音对正在进行的视觉工作任务的影响是心理学领域中的一个重要研究课题［4］，视觉工作

任务是需要有意识地分配注意资源的视觉通道任务，而背景音则是通过听觉通道自动吸引注意资源，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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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影响当前活动或任务的完成，这种影响叫做无关言语效应 ISE（Irrelevant Sound Effect）或称无关背景

音效应［5］。典型的无关言语效应研究范式是：有顺序地向被试呈现一组数量在 7—9 个的刺激材料（例

如 9 个数字或 9 个辅音字母），频率为一秒钟一个，呈现完毕之后，要求被试在 10 秒钟的保持期后将

刺激材料回忆出来；被试会被随机分成实验组和对照组，其中有背景音条件的为实验组，没有背景音即

安静条件下的为对照组，实验组在完成任务的过程中会伴随着背景音的出现，但被试会被提前告知忽略

背景声音；对照组的被试则是被安排在安静环境条件下进行视觉记忆任务的，在完成任务的过程中没有

背景音出现［6］。Colle 和 Welsh（1976）采用辅音字母进行短时记忆任务的研究中发现了无关言语效应，

表现为被试在进行当前呈现的视觉刺激材料记忆任务时，无关的听觉刺激材料会对视觉记忆任务产生干

扰［7］。研究还发现，无关背景音即进行认知活动时出现的无关言语会分散个体的注意力，干扰正在进

行的认知任务［8，9］。

无关背景音对学习活动的影响是通过自动的注意资源抢占达到干扰效应的，因此可能受到学习者对

注意资源的分配策略的影响，在不同性质的学习任务中，注意资源的分配不一样，高难度学习需要更多

的注意资源，低难度学习活动则可以把更多的注意资源分配到其它活动上。研究者常常通过控制词汇的

熟悉度来操纵任务难度，以不同熟悉度的词汇材料表示学习任务难度的高低，研究结果发现，在不同难

度的词汇记忆任务中，不同背景音乐对被试视觉工作任务的干扰模式的改变产生影响［3］。也有研究者

先从《新华字典》中选取 40 个生僻字和 35 个熟悉字，然后请 10 名不参加实验的学生对词汇材料进行

筛选，确保在选出的生僻字里没有被试先前就认识的汉字，最终选取出了熟悉字和生僻字各 30 个作为

实验材料［10］。这些研究表明学习难度、背景音对大学生短时记忆的效果产生影响。学习即是经验的习

得与改变的过程，也是一个记忆的过程，识记过程中学习难度、编码质量和背景音的干扰作用都可能会

影响学习质量，尽管学习的类型多种多样，但可以通过操纵词汇熟悉度作为学习难度高低的典型代表。

背景音的类型多种多样，对简单或复杂的认知活动的影响也不尽相同。例如，摇滚或者激进的流行

音乐背景音也会干扰正在进行的视觉刺激记忆任务，而舒缓的古典音乐背景音则会促进被试正在进行的

视觉刺激记忆任务［11］。Salamé和 Baddeley（1989）的研究还发现，人声音乐背景音即有词歌曲相比于

乐器演奏出来的无词音乐和安静环境，背景音对被试的系列回忆任务干扰更大［12］；还有研究表明，不

论背景音乐条件是人声音乐还是无词的钢琴曲都会表现出对正在进行的视觉学习任务产生干扰作用；没

有背景音条件下被试的阅读情况最好［13］。最近的研究也证明了背景音乐的存在会干扰当前的视觉学习

任务的观点。Threadgold，Marsh，Mclatchie 和 Ball （2019）研究了陌生歌词的背景音乐（实验 1），没

有歌词的器乐（实验 2），以及带有熟悉歌词的音乐（实验 3）这三种背景音乐对被试进行词汇联想任

务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与安静的背景条件相比，所有背景音乐条件下词汇联想任务性能都明显受到

干扰；此外，研究结果还表明了在有熟悉歌词的背景音乐条件下，无论音乐是否诱导了积极的情绪，或

者参与者是否经常在音乐的存在下学习，背景音乐都对复合远程关联任务产生了干扰［14］。这些研究表明，

不同性质的背景音对记忆任务的影响显著不一。

由此可见，并不是说背景音都会对记忆任务、阅读理解任务等各种大脑信息加工活动产生干扰。不

同类型和不同声级的背景音对不同认知活动有不一样的影响，不同类型的背景音乐对不同认知任务产生

复杂的无关言语效应，表明通道特征、背景音类型、学习难度对学习活动的无关言语效应具有复杂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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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首先通过比较配戴耳机与否来探讨听觉通道特征对不同难度学习活动的影响，然后进一步分析不

同背景音条件对不同难度学习的影响。

2  研究方法

2.1  被试

招募 100 名在校大学生作为被试，其中男生 6 人，女生 94 人，年龄分布范围为 18 至 24 岁，平均

年龄 20.6 岁（标准差 1.67 ）。所有被试均无特殊病史，视力正常，实验前均进行口头知情同意。

2.2  实验材料

背景音分为三种：图书馆场景录音、有词歌曲和无词音乐。其中图书馆录音采用录音设备进行录制，

有词歌曲和无词音乐的原始材料来源于同一首歌《绿色》。首先，用 QQ 影音将图书馆的录音转换成

MP3 格式，然后进行有词和无词的裁剪处理，并裁剪开始和结尾的空白部分避免循环播放时出现无声音

状态。然后，在 MP3 Gain 中进行 Track Gain 测试，在图书馆录制的这段声音分析结果最大的为 57.8dB，

而分贝仪测量图书馆的最大声音的响度为 55.4dB。据此再将图书馆录音、有词歌曲和无词音乐三种背景

音的波形增益都调节为 55dB，最后再用 MP3 WAV 转换器将这三种声音材料转换成 WAV 格式，使之能

正常播放。

词汇的选取：从人民日报字词频表前 3000 词频（2015），随机选取 35 个高频词汇作为低难度词汇

记忆任务的材料，其中有 5 个为备用词，30 个正式实验材料。词汇的笔画数在 2 ～ 12 画之间。从《新

华字典》中分三次共选取了 128 个低频词汇，向不参加本实验的 10 名大学生进行词汇测试，要求认真

阅读这些词汇，发现之前见过的词汇或者词里面有不认识的字的，就将该词汇删除，最后选取出 30 个

被试之前都没见过且没有不认识的字的词汇作为低频词汇记忆任务的实验材料。其笔画数在 3 ～ 17 画

之间，与高频词汇的笔画数差异不显著。

2.3  实验设计

本实验采用 2（呈现方式：戴耳机，不戴耳机）×2（任务难度：高难度，低难度）两因素混合实验

设计。其中，任务难度为被试内因素，背景音为被试间因素。呈现方式分为戴耳机组和不戴耳机组，戴

耳机组的背景音类型为：有词歌曲，无词音乐和图书馆录音，而高频词汇和低频词汇则被分成两个任务，

本实验需要被试完成两个不同难度的词汇记忆任务。为了平衡顺序效应，每组中的一半被试的任务一是

低难度词汇记忆，任务二是高难度词汇记忆，另外一半的被试则反之，先进行高难度词汇记忆任务再进

行低难度词汇记忆任务。因变量为被试正确回忆起的词汇数量，正确回忆起一个为一分。

2.4  实验程序

每位被试单独施测。正式实验前先让被试戴上耳机，然后开始阅读被试机屏幕的指导语。

对照组指导语：欢迎参加记忆测试实验，实验中您将进行两项关于词汇记的任务。任务一，低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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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汇记忆任务；任务二，高难度词汇记忆任务。如果您有任何问题，请咨询我们的实验员，如果您准备好了，

请按回车键开始……

实验组指导语：欢迎参加记忆测试实验，您将进行两项关于词汇记忆的任务。任务一，低难度词汇

记忆任务；任务二，词汇记忆任务。

您需要戴上耳机完成任务，进行任务时耳机会播放声音，请您将其忽略！如果您有任何问题，请咨

询我们的实验员，如果您准备好了，请按回车键开始……

词汇记忆任务指导语：您将看到 30 个熟悉的中文词汇，每个词呈现 2 秒，请在 30 个词汇全部呈现

完毕之后再开始回忆并写在纸上。不需要按顺序回忆。请让自己处于舒适的状态，如果您已经完全理解

了如何进行实验任务，那请您按回车键继续。词汇呈现完毕，请您立刻开始回忆并写在纸上，时间为 2 分钟，

不需要按顺序回忆。

实验结束感谢：恭喜您顺利完成实验，谢谢您的参与！

实验流程如图 1 所示：

图 1  实验流程

Figure 1  experimental flow

3  实验结果

3.1  呈现方式对词汇记忆的影响

被试正确回忆起 1 个词汇记 1 分。对得到的数据进行分析，无 ±3 个标准差以外的数据。戴耳机和

不带耳机平均回忆率及标准差见表 1。

表 1  是否耳机呈现背景音词汇的平均回忆率（标准差）

Table 1  Average recall rate of words under different presentation style（standard deviation）

任务难度 耳机呈现 非耳机呈现
低难度 44.62（11.38） 46.13（13.01）
高难度 21.11（8.58） 28.13（8.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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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难度主效应显著，F（1，98）=193.885，p<0.001，η2=0.664。表明任务难度实验操纵是成功的。

是否通过耳机呈现背景音对学习效果的影响是显著的，F（1，98）=5.267，p=0.024，η2=0.051。配对比

较结果发现：是否通过耳机呈现，对低难度词汇记忆任务的影响不显著 F（1，98）=0.308，p=0.580，

η2=0.003。但对高难度词汇记忆的影响极显著 F（1，98）=12.530，p=0.001，η2=0.113。

3.2  背景音类型对词汇记忆的影响

被试正确回忆起 1 个词汇记 1 分。对得到的数据进行分析，无 ±3 个标准差以外的数据。三种背景

音条件下高频词汇记忆任务和不低频词汇记忆任务的平均回忆率及标准差见表 2。

表 2  不同背景音条件下词汇的平均回忆率（标准差）

Table 2  Average recall rate of words under different background sounds（standard deviation）

任务难度 有词歌曲 无词音乐 图书馆录音
低难度 47.07（13.41） 40.93（10.16） 45.87（9.68）
高难度 21.73（8.28） 21.73（8.06） 19.87（9.55）

任务难度效应显著，F（1，72）=252.355，p<0.001，η2=0.778。低难度词汇回忆数率（44.62%）显

著高于高难度词汇回忆数率（21.11%）。

重复测量方差分析表明，背景音类型主效应不显著，F（2，72）=0.993，p=0.376，η2=0.027。但在

低难度词汇记忆任务中，有词歌曲与无词音乐出现边缘显著，F（2，72）=0.993，p=0.057，η2=0.027，

无词音乐对低难度词汇记忆学习的影响更大。

4  讨论

4.1  背景音呈现方式对不同难度学习的影响

本研究探究了在自然条件下（不戴耳机）和通过戴耳机播放背景音对不同难度词汇记忆的影响。实

验结果表明，是否耳机呈现背景音对学习效果的影响是显著的，配对比较结果发现：是否通过耳机呈现，

对低难度学习影响不显著，但对高难度学习影响极显著。实验室自然条件下的被试对高难度词汇的回忆

率显著高于戴耳机呈现背景音条件下的词汇回忆率。这与前人的研究结果也一致，背景音对正在进行记

忆任务产生了干扰作用，无背景音条件下相比中英流行背景音乐条件对不同任务难度的词汇记忆量有显

著差异［3］。实验结果也支持了 Threadgold 等人（2019）的观点，不管什么背景音乐条件下，相对于安静

环境条件下被试正在进行的视觉工作任务都会受背景音的干扰，从而导致完成任务的效果明显降低［14］。

这可能是注意资源的分配对不同难度任务学习的影响是复杂的，因而会出现复杂的学习效应——背景音

的近耳效应说明刺激源的接近性对注意资源的抢占效应，这意味着来源于耳机的刺激是分心刺激时，尤

其是对需要更多注意资源参与的高难度学习任务。反之，如果戴耳机呈现的背景音成为学习内容时，也

许更有利于学习的进行。此外，不同难度的学习内容通过耳机呈现对学习产生的影响是否一致，这些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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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的研究可以进一步验证。

4.2  背景音类型对不同难度学习的干扰作用

此外，本研究还探讨了戴耳机播放有词歌曲、无词音乐和图书馆录音总共三种背景音条件对词汇记

忆的影响。在两种不同难度的词汇记忆任务中，有词歌曲、无词音乐和图书馆录音三种背景音条件下的

熟悉词汇回忆数量和不熟悉词汇回忆率差异都不显著，但在低难度学习活动中，有词歌曲与无词音乐出

现边缘显著；无词音乐对学习的影响更大。本实验结果符合前人的这个观点，改变视觉任务的难度会影

响视听过程中听觉刺激对视觉刺激的干扰模式，即无关言语效应受到视觉任务难度的制约［15］。但是，

这与 Salamé和 Baddeley（1989）的研究不符，本研究结果并没有表现出人声音乐即有词歌曲相比于乐器

演奏出来的无词音乐和安静环境下对被试的短时记忆任务干扰更大，而是有词歌曲和无词音乐对词汇记

忆任务都会产生干扰［12］。这可能是我们的学习任务难度产生了共同影响，即随着学习任务难度的增加，

不论背景音是有词歌曲还是无词音乐都会对当前的视觉学习任务产生干扰作用。此外，根据前人的研究

结果得知，对于响度不同的背景音的无关言语效应现象，至今依旧存在许多难以解释的问题或者相反的

证据驳斥［16］。其中，Tremblay 和 Jones（1999）对在 55dB 到 85dB 强度的声音刺激材料按照 10dB 的间

隔进行变化处理，对不同声音强度下的实验结果进行比较，发现声音的响度变化并没有对正在进行的任

务产生更强的干扰作用［17］。所以，对于有词歌曲和无词音乐这两种背景音 55dB 条件下不同学习难度词

汇回忆数量并不存在显著差异的结果解释还需要进一步地探索。因此，我们未来的研究可以进一步通过

事件相关电位、眼动追踪技术和近红外等技术更深一步去探讨无关言语效应的脑机制。

总的来说，本实验结果回答了戴耳机听音乐对学习任务的进行产生促进作用还是干扰作用，也进一

步探讨了不同背景音条件下进行不同难度的任务时对短时记忆的影响。在进行低难度任务的学习时，戴

耳机听音乐对我们产生的干扰不显著，但是在进行高难度学习任务时带耳机听音乐会对学习效果产生显

著影响。不同任务难度之间的背景音条件下词汇记忆效果的差异，可能是由于受到了注意资源分配的影

响——在进行低难度任务的学习时，我们需要消耗较少的注意资源，背景音对我们的任务不会产生干扰；

而进行高难度的记忆任务时，我们则需要投入更多的注意资源，但任何背景音条件都会影响我们注意资

源的分配。再者，不论是有词歌曲、无词音乐还是图书馆偶尔的一些杂音的背景音条件，在完成难度较

低的学习任务时，55dB 条件下的背景音，对我们当前进行的短时记忆学习任务的影响是不显著的。但是，

在进行难度较高的学习任务时，不论背景音条件是哪一种，都是会对当前的学习任务产生干扰的，尤其

是一些没有规律的杂音。

5  结论

是否耳机呈现背景音对学习效果的影响是显著的，结果发现，是否通过耳机呈现，对低难度学习影

响不显著，但对高难度学习影响极显著。即无关言语效应受到视觉任务难度的制约。结果说明，背景音

对注意资源的自动抢占具有近耳效应，在近耳效应中进一步地存在性质效应，对高难度学习活动产生显

著的注意资源抢占效应。此外，不同类型的背景音（有词歌曲、无词音乐、图书馆录音）对词汇记忆的

影响差异不显著；但在低难度学习活动中，有词歌曲与无词音乐出现边缘显著；无词音乐对学习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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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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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ffects of Presentation Style and Background Sound Types 
on Vocabulary Memory

Lin Xinyi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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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ui Lin

Abstract: In this study, 100 college students were recruited to explore the effects of presentation style 
on the retention of vocabulary with different difficulty levels, and then to compare the differences of the 
retention of vocabulary with different types of background sounds played through earphone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presentation style had a significant effect on vocabulary memory, and background sound 
presented by earphone decreased the final vocabulary memory performance. Among them, the impact 
on high-difficulty learning is very significant. The impact on low-difficulty learning is not significant. 
In addition, the background sound types of earphones interact with the learning difficulty. In the low-
difficulty learning activities, there is a significant edge between songs with words and music without 
words, wordless music has a greater impact on learning.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background sounds had 
a near-ear effect on the automatic preemption of attention resources, and there was a nature effect in the 
near-ear effect, which produced a significant preemption effect on high-difficulty learning activities. 
Key words: Presentation style; Background sound; Irrelevant sound effect; Learning difficulty; Memor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