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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O/N O 一G O 范式中非反应手状态

对 Si m on 效应性质的影响 .

王 力 张栋文 张明亮 陈安涛**

(西南大学心理学院认知与人格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 重庆 ,400 7巧)

摘 要 采用 90/n"一go 范式改进的 Si m on 任务来考察非反应手的状态对 Si m ()n 效应性质的影响"结果发现:实验一要求 作反应

手放在除了反应键盘和桌面之外的任何位置 ,不会产生 Si mon 效应;实验二要求非反应手放在桌而的固定位置 ,产生的 si m ()n 效应

随反应时增大而减小 , 即视觉运动Si mon 效应;实验三要求非反应手放在固定的非反应键上 ,产生的 Si mon 效应却随反应时增大而

增大 , 即认知Si m on 效应 "这说明非反应手状态能影响 si m on 效应的性质"

关健词 Si m on 效应 反应时分布分析 视觉运动 Si m on 效应 认知 si m on 效应

1 引言

sim on 效应 (Sim on effe et)是人类知觉 一行为关

系中的一 个 重要 现 象 , 最 早 由 Si m on 和 R ud ell

(1967 )发现 "它是指 , 当对非空间特性的刺激 (如 ,

颜色 !形状等)做空间反应(如 , 按左键或右键)时 ,

刺激呈现的位置会影响空间反应 , 即当刺激位置和

反应位置在同侧 (一致条件 )较之对侧 (不一致条

件)表现更好(反应更快 ,错误率更低)(Lu & Pro c-

tor, 1995 ) "在标准 Sim on 任务中 ,要求被试对呈现

在左边或右边的色块做左或右的按键反应(比如 ,红

色按左键 ,绿色按右键 ) , 同时忽略色块出现的位置 "

此时 , 当色块的位置与反应位置同侧(比如 ,红色呈

现在左边 ,绿色呈现在右边 )时 ,被试反应更快 ,错误

率更低 "

双通道 理论模 型 (dual 一ro ute m odels) (D e

Jong , L ian g , & La uber , 1994 ; E im er , H om m el , &

Pri nz , 1995 ; K orn blum , H asbro ueq , & O sm an ,

1990 )认为与刺激位置一致反应的自动激活是 Si -

m on 效应产生的根本原因 "在 go/ no 一go 范式改进
的 Si m on 任务中 ,刺激在注视点的左边或右边随机

出现 ,但刺激呈现的位置与任务要求无关 ,被试只对

某个特定刺激进行反应(比如 , 红色) , 而当出现另

一个刺激 (比如 ,绿色 )时则抑制反应 "此时 , 刺激
位置与反应位置会产生一致或不一致的关系 "根据

双通道理论模型 , go 信号呈现的位置会 自动激活同

侧的反应 "若激活的反应与任务所要求的反应一致

则会加快正确的反应 ,若两者不一致则干扰正确的

反应 "这两种情况下 的反应时之差即为 Si m on 效

应 "然而 ,在 go/ n( )一go 范式改进的 Si m on 任务中 ,

当非反应手放在膝盖或座椅扶手上时 ,却不会出现

Sim on 效应 (A nso嗯e & W uhr, 200 4 , 2009 ; Sebanz ,

2003 ) "但是 ,在简单反应时任务中 , 当非反应手被

动地放在反应键上时 ,却可以产生显著的 Si m on 效

应(H om m el, 1996 ; Ivanoff & K lein , 2001 ) "此外 ,

A nso铭e和 W uhr (2004 )也发现 ,在 90/no 一90 范式

改进的Si m on 任务中 , 当要求用非反应手启动每个

试次时 ,可以产生 Si m on 效应 "基于此 , A ns org e 和

W ohr(200 4 , 2009 )主张反应辨别假 说( Response

D ise五m inatio "H ypothesis) , 认为只有表征刺激位置

的代码和用空间特征表征反应位置的代码在工作记

忆中发生交互作用才会产生 Si m on 效应 "在 go/ no

一go 范式改进的 Si m on 任务中 ,反应或不反应都只
与同一位置相关 "此时 ,非反应手对 Si m on 效应产

生有决定性的作用 "当非反应手不起参照作用时 ,

个体更倾向于用非空间特性来表征反应(比如 ,按键

或不按键) , 就不会与表征刺激位置的代码产生干

扰 ,进而不会产生 Si m on 效应 "但是 , 当非反应手对

反应起参照作用时 ,个体则倾向于用空间特性来表

征反应 ,就会产生 Si m on 效应 "

近年来 ,研究 (W aseher, Sehatz, K uder, & Ver-

leger , 200 1 ; W iegand & W aseher , 2(X) 5 , 200 7 a ,

Zoo 7b)发现不同的反应表征会产生不同性质的 Si -

m on 效应 :一种为视觉运动 Sim on 效应 (V isuom otor

Si m on effe ct ) , 主要与视觉运动信息的快速传递有

关 ,依赖于以空间生理解剖结构表征的反应;一种为

本研究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 目(3 117 09 80) 的资助"

通讯作者:陈安涛 " E一m ail : xsc at @ sw u#ed u#cn



王 力等:(沁/No一GO 范式中非反应手状态对Si m on 效应性质的影响

认知 Sim on 效应 (C o罗itive Sim on effe et) , 主要与代

码间的相互干扰有关 ,依赖于以相对位置表征的反

应 "区分这两种 Si m on 效应的最直接方法是反应时

分布分析 (R esponse tim e distribution analysis) (D e

Jong et al#, 1994 : 张德玄 ,周晓林 , 2007 ) "它是探

究 Si m on 效应潜在加工机制的最常用方法 (Pe lli ca -

no , Lugli, Baro ni, & N ieoletti, 2009 ) ,利用它可以考

察冲突效应量与反应速度之间的关系 "W ieg an d 和

W as ch er (20 05 )通过反应时分布分析发现 ,视觉运动

Si m on 效应大小随着反应时延长而逐渐减小 , 而认

知 Si m on 效应大小随着反应时延长而增大或者保持

稳定 "W iegand 和 W aseher (2007a)特别强调视觉

运动 Si m on 效应的反应时分布并不一定线性下降 ,

由于自动激活需要相应时间 , Si m on 效应随着反应

时延长也会先增加后减小 "比如 , 反应时分布成倒

U 曲线或者倒 J 型曲线 , 均可视为视觉运动 Si m on

效应 "因此 , 反应时分布分析的结果反映了 Si m on

任务的反应表征方式 "

在实际情境中 ,个体对身体周边空间的表征由

视觉和触觉信息共 同决定 (M aealus"& M aravit",

2010 ) "Bernier和 G rafton(2010 )发现当感知的内容

不同时 ,被试可以灵活地选择刺激编码的参照框架 "

这说明感知内容不同会使个体自动选择不同的表征

方式 "然而 ,在 go/ no 一go 范式改进的 Si m on 任务

中 , 以往研究 (A nsorse & W ohr , 2004 ; H om m el,

1996 ; Ivanoff & 租ein , 2001)侧重于非反应手能否

提供参照对 Si m on 效应产生的影响 , 却忽视了非反

应手感知内容对 Si m on 效应的影响"假若非反应手

感知内容影响反应的表征方式 ,那么当与任务无关

的非反应手状态即感知内容不同时 ,个体会以不同

的空间特性来表征反应 ,进而会产生不同性质的 Si -

m on 效应 ,具体为:当不需要采用空间特性来表征反
应时 ,则不会产生 Si m on 效应 ;当采用空间生理解剖

结构来表征反应时 ,会产生视觉运动 Si m on 效应;而

当采用相对位置的认知编码来表征反应时 ,则会产

生认知 si m on 效应 "本研究采用 go/ no 一go 范式改

进的 Si m on 任务 ,通过操控非反应手的状态以及进

一步的反应时分布分析来探究以上假设 "三个实验
中非反应手的感知内容均不相同 , 实验一要求非反

应手放在除了反应键盘和桌面之外的任何位置;实

验二要求非反应手放在桌面固定的位置上;实验三

要求非反应手放在固定的非反应键上 "若获得 Si -

m on 效应 ,我们将进一步通过反应时分布分析来考
察非反应手的状态对 Si m on 效应性质的影响 "

2 实验一

考察当非反应手不能提供参照时能否产生 Si -

m on 效应 "
2. 1 被试

22 名 19 ~ 25 岁大学生自愿参加本次实验 ,其

中男生 11 名 ,女生 11 名 ,均为右利手 , 视力正常或

矫正正常 ,无色盲或色弱 "所有参加实验的被试均

得到一定报酬 "

2. 2 实验仪器和材料

实验采用计算机呈现刺激和键盘反应 ,计算机

的配置如下 :显示器为联想 LX 一GJ 556D , 17 寸彩

显 ,分辨率为 1024 x 768 ,颜色为真彩色 ,刷新率为

85 H z,反应装置为键盘 "用 Eprim e 编制实验程序 ,

刺激呈现时间 !反应时均由计算机 自动记录"被试

距屏幕的距离约为 65cm ,在亮度一致的实验室里单

独参加测试 ,屏幕背景为灰色 "刺激为红色和绿色

方块 , 大小为 0.sem x 0.sem (0.71 / x 0.71 /) , 呈现

在注视点的左边或右边 "注视点大小为 0.4c m x

0.4em (0.3 / x 0.30) , 刺 激与 注视点 的距离 为

3 #7em (6.26 /) "

2. 3 实验设计

采用 2( 一致性 :一致 ,不一致) x 5( 反应时等分

组 :1 组 ,2 组 ,3 组 ,4 组 , 5 组)的被试内设计 " 自变

量为一致性和反应时等分组 ,而反应时等分组是将

收集的反应时数据由小到大排列后均分为 5 等份 "

因变量为反应时和错误率 "

2. 4 实验程序

实验开始后 ,首先会出现 soo m s 的空屏 ,接着出

现 500 一soo m s 的注视点 ,随后会在注视点左边或右

边出现红色或绿色方块 ,被试做出反应后立即消失 ,

最长不超过 1(X) om s "一半被试要求其看到红色方

块时用左手食指按 /Z 0键 , 而看到绿色方块时不做

反应 ,非反应手即右手放在除键盘和桌面之外的任

何位置;另一半被试要求其看到绿色方块时用右手

食指按 // 0键 ,而看到红色方块时不做反应 ,非反应

手即左手放在除键盘和桌面之外的任何位置 "红色

方块和绿色方块出现的比例为 1:1 "每个被试需完

成 12 8 个试次 ,其中前 8 个为练习试次 ,不纳人统计

分析 "

2.5 结果分析

在本实验及后续实验中 ,均剔除三个标准差之

外以及反应错误的数据( < 1% ) "反应时数据结果

见表 1 "错误率包括虚报和漏报两部分 , 虚报是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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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应该反应却作出反应 , 而漏报是指应该反应却没 将每个被试的一致条件和不一致条件的反应l讨数据

有反应 "由于实验中总体错误率较低(见表 2 ) , 均 由小到大进行排列 , 并将各 自等分为5 组 ,进而求母

小于 1% , 本实验及后续实验的错误率仅分析一致 组的均值;然后在同组中用不一致条件的均值减去

性这一因素 "反应时分布分析的具体步骤(D e Jon g 一致条件的均值 , 即可以得到每组 Si m on 效应的大

et al. , 19 94; 张德玄 , 周晓林 ,2007 )如下 , 首一先分别 小 "
表 1 三个实验中一致和不一致条件下的反应时和标准差(m s)

实验 一致条件 不一致条们 5im .,n 效J!立工一-L

望
39

(不 一致 一 致 )

实验一

实验二

实验_三

3 9

3 3

, , 0

13 * .

日 今卒

sI,一434637

4D6399394八!qqh而jnUR吕一41c飞q

注:"代表不显著, -< .0 5 , . - < .0 -

表 2 三个实验中一致和不一致条件下的错误率和标准差 5% )

一致 不 一致

实验 漏报 虚报 漏报 虚报

M S D M S D M S D 甘 万l)

实验一 . 14 !0 1 86 , 02 .45 .02 .4 1 .()1

实验二 0 0 .29 .0 1 0 0 .29 .0 1

实验 三 .35 .0 1 .46 .0 1 .12 .0 1 .50 .()2

对反应时数据进行重复测量方差分析发现 ,反

应时 等分 组 主效 应显 著 , F (4 , 84 ) 二394 .70 ,

p < .00 1 ,而一致性的主效应不 显著 , F ( l , 21 ) 二

.39 ,p 二.54 ,说明没有产生 Si m on 效应 ;两者交互作
用也不显著 , F (4 , 84 ) 二1.78 ,p = .14 "由于本实验

中不存在 Si m on 效应 , 因此没有必要考察在不同反

应时等分组下的 Si m on 效应 "实验结果说明当非反

应手不能为反应的执行提供任何参照时就不会产生

Si m on 效应 "对漏报率和虚报率的一致性分别进行

配对 T 检验发现 ,漏报率的一致条件(0.14 % )与不

一致条件(0.45 % )差异不显著 , t< l;虚报率的一致
条件(0.86 % )与不一致条件 (0.41 % )差异也不显

著 , r< l "

3 实验二

考察当非反应手固定在桌面的固定位置时 ,其

对 Si m on 效应产生的决定作用以及该 Si m on 效应的

性质 "

3. 1 被试

21 名 19 ~ 24 岁大学生 自愿参加本次实验 ,其

中男生 9 名 ,女生 12 名 ,均为右利手 ,视力正常或矫

正正常 ,无色盲或色弱 "所有参加实验的被试均得

到一定报酬 "

3. 2 实验仪器 !材料 !设计及程序

除了反应装置不同外 , 实验仪器 !材料 !设计以

及程序基本与实验一相同 "本实验用鼠标进行反

应 ,并要求被试将非反应手的食指放在桌面与反应

手对称的固定位置 上, 使两食指间的即离和键盘_L

/z 0键和 // 0键的距离相等 "如果左手食指按鼠标

左键反应 ,则要求被试非反应手即右手食指放在桌

面的固定位置上;如果右手食指按鼠标右键反应 ,则

要求被试非反应手即左手食指放在桌面的固定位置

上 "

3.3 结果分析

对反应时数据(见表 l) 进行重复测量方差分析

发现 , 反应 时等分组 主效 应 显 著, F (4 , 80 ) 二

科4.41 ,p < .00 1 ,一致性的主效应显著 , F( l , 20 ) =

8.48 ,p < .01 , 说明非反应手放在桌面的固定位 置

上 ,使go/ no 一go 范式改进的sil no n 任务产生了显著

的 Si m on 效应 ;两者交互作用不显著 , F (4 , 80 ) =

1.07 ,p = .37 "进一步对各反应时组的一致性进行

配对 T 检验显示 ,除第五组外 t < 1 外 , 第一组至第

四组一致条件下的反应时均显著小于不一致条件的

反应时 , ts > 2.6 , Ps < .05 "比较反应时递增的五组

可以发现 , Si m on 效应的反应时分布图成倒 J 型曲

线 ,即随着反应时增大先有增大趋势而后逐渐减小

(见图 3 左 ) , 说明获得视觉运动 Si m on 效应 (W ie -

, nd & w aseher, Zoo 7a) "一致条件和不一致条件

的漏报率均为0 , 而一致条件和不一致条件的虚报

率均为 0.29 % "

4 实验三

探索非反应手固定于非反应键上时 ,其对 si m on

效应产生的决定作用以及该 Si m on 效应的性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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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日a创姨uo的叫日的̀曰a翅象口"的叫已

3 00 3 30 3 60 3 90 4 20 4 50 4 8 0 3 0 0 3 3 0 3 6 0 3 9 0 4 2 0 4 5 0 48 0

等分组平均反应时(m s) 等分组平均反应时(ms )

图3 实验二反应时分布图(左)和实验三反应时分布图(右)

4. 1 被试

26 名 19 一23 岁大学生 自愿参加本次实验 , 其

中男生 14 名 ,女生 12 名 , 均为右利手 , 视力正常或

矫正正常 ,无色盲或色弱 "所有参加实验的被试均

得到一定报酬 "

4. 2 实验仪器 !材料 !设计及程序

除了非反应手的位置不同外 , 实验仪器 !材料 !

设计以及程序基本与实验一相同 , 本实验要求被试

将非反应手食指放在固定的非反应键上 "如果左手

食指按 /Z 0键反应 ,则要求被试非反应手即右手食

指放在 // 0键;如果右手食指按 // 0键反应 , 则要求

被试非反应手即左手食指放在 /Z 0键 "

4.3 结果分析

对反应时数据(见表 l) 进行重复测量方差分析

发现 , 反应 时等分组主效应显著 , F (4 , 10 0) =

320 .14 ,p < .00 1 ,一致性的主效应显著 , F (1 , 25 ) =

ro .93 ,p < .01 ,说明非反应手放在非反应键上可以

产生 si m on 效应;两者交互作用边缘显 著 , F (4 ,

100 ) = 2.咒 ,p 二.06 "进一步对各反应时等分组的

一致性进行配对 T 检验 , 显示除了第一组外t(25 ) =
1.51 ,p > .05 ,其余四组一致条件下的反应时要显著

小于不一致条件的反应时 , 招> 2.7 , Ps < .05 "对比

反应时递增的五组可以发现 , Si m on 效应随着反应

时增大而逐渐增大 (见图 3 右 ) , 说明获得认知 Si -

m on 效应 (Wi egan d & Wa seher, 2(X) 5 , 20() 7a) "对

漏报率和虚报率的一致性分别进行配对 T 检验发

现 ,漏报率的一致 条件 (0.35 % ) 与不一致条 件

(0.12 % )差异不显著 , t( 25 ) = 1.科 ,p > .05 ;虚报率

的一致条件 (0.46% )与不一致条件 (0.50 % )差异

也不显著 ,t< l "

5 讨论

本研究通过操控 go /no 一go 范式改进的 Si m oll

任务中非反应手的状态发现:当非反应手不放在与

反应手相对的位置上时 ,不会产生 Si m on 效应 ;当非

反应手放在与反应手对称的桌面固定位置上时 ,产

生视觉运动 Si m on 效应 ;当非反应手放在与反应键

对称的固定非反应键上时 ,则产生认知 Si m on 效应 "

实验结果 ,除了说明非反手的状态是产生 Si m on 效

应的关键因素 ,更重要的是 ,说明非反应手的状态即

感知内容可以影响Si m on 效应的性质 "结合三个实

验的结果 ,接下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讨论 "

从 Sim on 效应产生角度来说 , Shiu 和 K orn blum

(1999)认为 90/no 一90 任务中 Sim on 效应的产生源

于刺激位置与反应位置有一定程度的重叠而导致反

应的自动激活 "然而 , 本研究支持反应辨别假说

(A nsorse & W 住hr , 2004 : W uhr & Ansorge , 2007 ;

W uhr, Biebl, & Ansorse , 20() 8)的核心观点 , 即用空

间特征或者空间标签来表征反应是产生 Si m on 效应

的必要条件 "实验一中 go 反应的位置与刺激位置

有维度重叠但不能产生 Si m on 效应 ,而实验二和实

验三中当非反应手放在某一固定位置时却能产生

Si m on 效应 "对比这两种情况可以发现 , Si m on 效应

的产生与非反应手的位置有关 "实验一中非反应手

的位置并不能为反应的执行提供空间信息 , 而实验

二和实验三中非反应手的位置能对反应起参照作

用 ,使其可以采用空间特征来表征反应 "这说明以

空间特性表征反应是 Si m on 效应产生的关键 (A n-

sor罗 & W u h r , 2 (X) 4 ; H om m el , 19 9 6 : Iv an off &

Kl ein , 2001) "

从 Si m on 效应的性质来说 , 反应时分布结果说

明实验二中产生了视觉运动 Si m on 效应 , 而实验三

中产生 了认知 Sim on 效应 (Wi egand & W asehe: ,

20 05 , Zoo 7a ) "进一步分析可以发现 , 这两种不同

性质 Si m on 效应的产生与非反应手的状态即具体的

感知内容有关 "非反应手的感知内容促使个体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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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的空间编码来表征反应 ,而这种反应表征方式

又影响 Si m on 效应的性质 "实验二中桌面上的固定

位置不会受到非反应手的任何影响 ,被试完全可以

忽略位置的存在 , 而更加注重非反应手的状态 "此

时 ,个体倾向于用空间生理解剖结构的编码来表征

反应 ,产生视觉运动 Si m on 效应 "实验三中非反应

手放在非反应键上 ,被试必须谨慎保持非反应手的

状态以防止启动非反应键 "此时 ,被试更倾向于参

照非反应键的位置而形成相对的认知编码 ,产生认

知 Si m on 效应 "虽然个体可以根据感知内容灵活选

择表征方式 ,但是又与Bern ier和 G raft on(2010 )支持

的个体可以灵活选择参照框架的观点有所不同 "

Bern ier和 G raft on (2010 )的研究是从刺激位置编码

角度出发 ,发现依赖于视觉系统的目标刺激会以注

视点为中心来表征刺激位置 ,依赖于本体感觉系统

的刺激则会以身体为中心来表征刺激位置;而我们

的研究是从反应位置的编码角度出发 , 发现反应表

征取决于非反应手的感知内容 "

此外 ,本研究为具身认知(W ils on , 200 2) 的观

点提供了证据 "具身认知观点认为 /认知是包括大

脑在内的身体的认知 ,身体的解剖学结构 !身体的活

动方式 !身体的感觉和运动体验决定了我们怎样认

识和看待世界 0(叶浩生 , 20ro ) "这种具身性是第

二代认知科学的重要特征 (李其维 , 2008 ) ,促进了

认知神经科学发展 "在由go/ no 一go 范式改进的Si -

m on 任务中 ,非反应手的状态与任务要求毫无关系 ,

但是当非反应手的感知内容不同时 , 大脑能够灵活

的选择表征方式 ,产生不同性质的 Si m on 效应 "在

本研究中 ,感知内容是由身体(手)和环境(实验设

置情境)接触所决定 ,而这种身体感知环境的结果进

一步决定大脑将采取哪种方式来加工任务 "这说明
大脑会根据不同的情境或感觉灵活地选择加工方

式 ,但这种加工方式受限于身体的感知内容 "这种

由不同感知内容而产生的不同性质的 Si m on 效应正

是具身认知观点的体现 "Tv er sky 和 H ard (200 9) 要

求被试描述图片中两个客体的空间关系 "当图片中

仅是这些客体 ,被试会自动从 自己的空间角度描述;

但是 , 当图片中存在他人时 ,大多数被试会从他人的

角度描述 "这从另外一个角度说明认知机制受限于

具体情境 ,体现了具身认知的思想 "当然 ,具身认知

的内涵十分丰富 ,未来还需要从更多角度深人探讨 "

m on 效应产生的关键 "
(2 )非反应手的状态即感知内容可以决定 Si -

m on 效应的性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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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h e S 妞tu s o f th e N o n resP o n d in g H a n d A ffe ct S加 o n E ffe ct in

th e G O / N O 一G O T S Sk

( K ey

肠咭 Li, Zh a咭 Li!en ,Zh a昭 Mi ngl ia鳍 , Ch en A ntao

Of C ognition an d Peo onal ity , M in ist叮of Edueat ion , Sehoo lof ps卯holo群 , So uthw est U nivers ity , C hongq ing, 40(] 7 15 )

A b strac t Th e S im on effe et ari ses if a spat ial response fe ature 15 used to re Pre sen t one or mo re re sPo nses in w ork ing m em o叮. P revious

stu dies hav e fo und that the go/ no 一即 task , in w hieh stim uli are the sam e as the stan dard Sim on tas k , 罗nera tes the Sim on effe et only

w h en the P art ieipan ts u se th e spat ial fe at ure to re P re sent respon se by re fe rri ng to the loeation of the n on re spo ndi吧 han d. H ow ever , th e

part ieip an ts ean selec t fl 丽 bly th e re fe re n ee fra m e fo r aetion aeeord in g to sen s卿 eon texL F u rth er , th e refe ren ee fra xzle dere溯 ines

wh ether sP at ial an ato而 cal eod e or the eo gn itive spatial eod e 15 u sed to re P re sent the one re spo nse in th e 90/ no 一即 tas k. T h us , w e be-

lieve th at senso叮 eoni ext of the non re spond ing h an d m ay aff记ct the n atu re of the Sim on effe et in the go/ no 一90 rask. If the spatial ana-

tom ieal eode 15 u sed to re pre sen t the re sp on se , then th e visuom oto r Sim on effe et m ay 州 se ; if th e eo , itive spatial eod e 15 used , then

th e eo , itive Sim on effe et m ay ari se #

T o expfo re th e hy即 th esis , we im plem en ted three exp eri m e nts. In the experi m en ts , th e stim ul i w ere red or 盯een sq uar es p re sented

in left or righ t physieal loeat ions. palt ieipants were instru eted to perfo rm a spatial re sponse to one eolor and re fra in fro m re s卯nding to

ano ther eolor. B u t th e sta rus Of th e n on res Pon d in g han d w ere diffe re n t. S peeifi eal ly , in E xpe ri m 即 t l , the l)a rt ieipants were o 心y re -

q uire d to pre ss one k叮 by index fi n罗r of one hand an d p ut the non re s卯n din g hand on any plac e exeept the d esk an d keyboard ; in E x-

peri m en t Z , the p art ieip an ts w ere asked to pu t th eir nonre sp ond ing han d on a fi xed loeat ion Of th e d esk top ; in E xpe ri m ent 3 , th e p art iei-

pan ts we re instru eted to puttheir no nre s即nding hand on a fixed key (e.9. , if the re sponse key w as 0Z 0 then put the nonre sponding

han d on 0/ 0 , and viee vers a). M ore over, if the Sim on effe ets w as obtained in the exPerim ents , we w ould fu rther exPl ore th e d娥 re nt

m eehan ism of Simo n effe et with re ac tion tim e (RT ) distribution an al ysis. To that end , the eorre et RT s Of eaeh part ieipant were vin-

eentized in seParat e expe nm ental con由tion (1.e. , ran k 一ord ere d R Ts were divi ded into equall y sized quan tiles , and the m ean RT s

were 脚 uped into equall y s四eed 甲an tiles).

Th e re sul ts showed that in Experi m ent l , the Sim on effe etw as not obtal ned , F (l , 21) 二.39 , 尸= .54 , while it w as obtal ned in

Ex衅rim ent Z (F (l , 20 ) 二8.48 , 尸< .0 1) an d in Experi m ent3 (F (l , 25 ) = 10.93 , 尹< .01). M ore over, th e R T distri bution anal y-

515 show ed th at the size of Sim on effe et in E xp eri m en t 2 w as ra ther stab le fI.O m th e fi rs t to fo urt h 明 an tile b ut dis叩 peare d in th e fi ft h

甲 ant ile , an d it inere as ed 加 m the fi玲t to th e fi ft h quan tile in E xperi m ent 3 # Th e re sul ts dem onstra te th at re pre senting the re spo nse by

th e sp ati al fe at ure 15 th e Pre re quisite fo r the gen erat ion Of the Sim on effe et. M ore over , th e re su lts im plied th at the natu re of th e S im on

effe et re lies on th e sen so叮 eontext of the nonre spond ing han d #

K ey wo 川 5 Sim on e旋 er , R T distri b ution an al ysis , visuom o之or s im on effe et, ""gn ltive simo n e日乞e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