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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前瞻性记忆(Prospective memory, PM)是人们日常生活中执行计划和完成任务的关键能力，它不仅关系

到个人的记忆功能，还与社会交往紧密相关。文章以两个维度为切入点，深入探讨了社会合作对前瞻记

忆表现的影响，特别是团体规模、合作者身份和社会关系在其中所起的作用；及社会重要性和亲社会动

机对前瞻记忆的跨年龄影响及其潜在机制，强调了在PM研究中考虑社会互动的重要性。通过梳理上述的

研究，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在自然社会互动中前瞻记忆是如何运作的，以及如何通过社会关系、社会重

要性和亲社会动机来改善PM能力，这可以为设计有效的干预措施提供启发。此外，为了提高PM研究的

生态效度，文章建议未来的研究应更多地还原PM任务的真实社会环境，弥补现有研究中对社会影响考虑

的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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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rospective memory (PM) is a key ability for people to carry out plans and complete tasks in their 
daily lives. It is not only related to individual memory functions but also closely associated with 
social interactions. This article delves into the impact of social cooperation on prospective memory 
performance from two dimensions: the dimension of social collaboration, which includes the role 
of group size, collaborator identity, and social relationships; and the dimension of social import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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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prosocial motivation, which involves the cross-age impact of prosocial motivation on prospec-
tive memory and its potential mechanisms, emphasizing the importance of considering social inter-
actions in PM research. By reviewing the previous research, we can better understand how prospec-
tive memory operates in natural social interactions and how to improve PM ability through social 
relationships, social importance and prosocial motivation, which can inspire the design of effective 
intervention measures. Furthermore, to enhance the ecological validity of PM research, the article 
suggests that future studies should more fully reproduce the real social environment of PM tasks, 
to bridge the gap in existing research regarding the consideration of social influ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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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前瞻记忆(Prospective memory, PM)是一种指向未来的记忆，也可以理解成是一种执行延迟意图的能

力，根据线索内容，可以分为基于事件和基于时间两种[1]。基于事件的 PM (Event-based prospective memory, 
EBPM)是指当发生一个事件时，必须要完成某个任务，比如当你路过书店时要记得买一本书。基于时间

的 PM (Time-based prospective memory, TBPM)则是要求个体在特定的时间或者之后完成某个任务，比如

下午三点给客户回电话。 
PM 在人们的生活中扮演重要角色，以往研究证明，生活中 50%到 70%的记忆失败属于 PM 失败[2]，

最新研究也证明了 PM 失败是最常见的日常记忆错误[3]。因此研究 PM 成绩的影响因素一直是学者们的

重点。先前研究多集中于 PM 的作用机制，探讨个体内在认知过程这类“冷认知”如何影响 PM 表现。

然而近年来，社会互动、动机等“热认知”对 PM 的作用得到了研究者关注，对这类因素的进一步探讨

有利于更好地解释自然条件与实验室条件下 PM 任务的表现差异[4]。 
当前对前瞻性记忆(PM)的实验操作主要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在实验室环境中进行的，通常采用双任

务范式的 PM 任务，即将前瞻性记忆任务嵌入到进行的另一个任务中[5]；另一类则是在自然环境下进行

的实验。然而，由于实验室环境对日常生活条件的还原不足，实验室条件下的 PM 实验常常受到生态效

度质疑。 
人类是社会生物，日常活动的很大一部分是在社会背景下实现的。PM 与回溯记忆(Retrospective 

memory, RM)的最大区别在于它与社会和人际因素更为紧密相关。在对日常 PM 失败的报告中，社交意图

的报告频率仅次于一般意图(购物、浇水、带钥匙等) [3]。由此可见，人们往往认为置于社会情境下的 PM
任务十分重要[6]。因此，成功的 PM 需要考虑一定的实现意向的环境，需要关注社会层面[7]。这也部分

解释了为什么现有的 PM 实验生态效度较低这个问题，在相对密闭的环境下，很难唤起被试日常交往互

动时呈现的状态[8]。 
在近些年的学术探索中，众多研究揭示了前瞻性记忆(PM)成绩与社会互动之间的密切联系。例如，

一些研究发现，在涉及对他人产生影响的任务中，被试展现出更高的正确率，这一现象突显了社会互动

在 PM 任务中的重要性[9]，也证明社会互动维度的研究价值。本文的目的在于，基于这些研究成果，从

社会合作、社会重要性和亲社会动机的角度出发，系统地梳理现有文献，并在此基础上，探讨在未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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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M 研究中如何更好地融入社会情境，以及可能采用的方法和策略，旨在提升研究的生态效度，使其更贴

近现实生活情境。 

2. 社会合作 

如何进行一个良好的社会合作是人们日常生活中的重要议题[10]。其中团体规模是影响社会合作的

重要因素。有学者对团体规模对 PM 的影响进行探讨：设置了 3 种合作条件(个人、合作、合作 + 惩罚)，
2 种人数规模(2 人组、3 人组)，最终结果证明，合作条件下和合作加惩罚条件下的个体表现出了比个体

作业更好的 TBPM 表现，但在 EBPM 的表现上没能观测到显著区别。对此，很可能是本次 EBPM 的任务

设置中，对监控能力的要求比较小，未来的研究实验可以通过改进任务难度进而提高监控成本[11]。 
合作者的身份是影响社会合作的另一重要因素。对此，在囚徒实验中赋予面孔中立、合作、骗子三

种身份后，将对囚徒实验中出现过的面孔进行识记作为前瞻任务，嵌套进颜色识别的进行中任务中。结

果表明，被赋予合作者和骗子身份的面孔相比中性面孔有更高的 PM 正确率，进而得出，良好的合作或

者被骗的社会合作经历会影响到人的 PM 表现这一结论[12]。造成这样的结果的原因很可能是，对人们来

说，避免和骗子打交道和继续与良好合作者的合作一样重要。 
同时，由于 PM 包含有两个重要成分，即前瞻成分和回溯成分[13]。因此，Schaper 等人对本实验的

PM 成绩进行了多项树模型下的分离，并得出结论：只有在前瞻成分上，合作者和骗子的面孔才会与中性

面孔得分差异显著，体现了 PM 成绩受社会合作影响的复杂性。 
对合作者身份的赋予往往建立在一种互动关系上。因此针对社会关系中的亲密关系，部分探究探讨

了这种条件下社会合作 PM 的成绩表现：陌生人在合作时表现出协作抑制现象，即合作表现不如单独工

作时的成绩总和，这种效应在 PM 任务难度较高时更为明显。但在情侣之间没有发现协作抑制，且情侣

在合作与单独工作时的表现没有显著差异。这可能表明亲密关系可能减少了合作的通常成本，这对干预

训练项目和最需要 PM 支持的群体提供启发。研究还发现，情侣间对亲密度感知的差异与合作困难相关

[14]，意味着，这种亲密关系带来的优势很可能是有条件的。如在老年群体中，已婚的老年夫妇的前瞻记

忆成绩低于控制组(独自进行测试的老年被试)，但拥有协同记忆的夫妇前瞻记忆成绩优于没有培养协同

记忆的已婚夫妇。这提示了亲密关系为社会合作 PM 带来的影响很可能需要以另种记忆机制为中介[15]。 
同时，另一项研究表明，在合作 PM 任务中，对于陌生人而言，除了各自自身认真编码外，最小程

度的相互指导、编码和监控也有益于 PM 成绩。因为这可能帮助他们在没有既定的协作记忆系统的情况

下建立共同基础。此外，陌生人之间的互动回忆也可能弥补了他们之间缺乏亲密关系带来的默契这一问

题。然而，对于情侣来说，一些过程如命令性和批评性对话以及某些任务不合理分配可能会削弱他们的

合作表现，这些被称为“情侣削弱(Couples-diminishing)”。这可能反映了情侣之间更深层次的关系质量

问题，如不快乐的夫妇在沟通中表现出更多的负面情绪和反应性，另一方面也体现出 PM 对社会关系的

敏感性[16]。 
此外，社会懈怠是人们在进行社会合作中可能发生的负面现象。其中责任分散是社会懈怠形成的重

要原因，且由于 PM 含有回溯成分[1]，对此可以推测，回溯记忆中体现的责任分散对 PM 会存在影响。

有学者便针对责任分散对 PM 进行研究，被试的 PM 任务是在完成一项任务后，离开实验室时记得关灯。

被试要么单独完成任务，要么和同伴一起完成，因此在意图上控制了责任分散的水平。结果表明，对比

个体，多人的 PM 任务更容易失败[17]。这一结果在竞争和合作对比的条件下也得到了重复，即竞争条件

下的个体拥有比合作条件下的个体更好的 PM 任务成绩。而与之相对的是，在 PM 和进行中的任务成绩

上，合作组的被试都体现出了社交懈怠现象[18]。 
但值得注意的是，当任务具有亲社会性质时，即被试的行为能够为他人带来好处，被试的 PM 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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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了改善。这表明亲社会动机可以作为一种激活源，激发个体更多的注意力资源，以确保成功执行意

图，进而减轻或抵消合作中的社会懈怠效应[18]。对此，亲社会动机对 PM 的影响受到了研究者的重视，

本次综述将通过下文的形式对目前的研究进行梳理。 

3. 社会重要性与亲社会动机 

关于前瞻记忆的研究中，有一种“年龄悖论”现象，表现为老年人在自然条件中的 PM 成绩优于年

轻人。这种现象的可能原因是，自然条件下的任务被赋予了更多的社会重要性，进而使老年人的 PM 成

绩得到了提高[19]。由此可见，社会重要性会影响 PM 的结果。在实验室中对这一变量的操作主要为：告

知被试他们的操作会帮助到主试的研究(或者避免主试丢失数据)。赋予社会重要性的任务往往会比单纯

给予学分，更能提高大学生被试的 PM 成绩[20]。同时，赋予社会重要性后，老年人的实验室条件 PM 任

务成绩也得到了提高。对于这点，有学者认为，社会重要性赋予了 PM 任务不同的任务意义，增强了 PM
过程中的意图激活，即促进了 PM 过程中的自动化过程[21]。 

有学者认为，赋予 PM 任务以社会重要性的操作，是通过给予被试社会动机实现的[22]，这种社会动

机可以理解为一种亲社会动机。给予被试亲社会动机(告知被试本实验的结论对于主试来说非常重要)，相

比学分奖励，提高了被试的 PM 成绩。但值得注意的是，如果在该过程中引入金钱奖赏，个体的 PM 表

现会出现显著地降低，这是一种利他和自利两种动机之间的矛盾[9]。这一点也体现在了非物质奖赏(把被

试的姓名加入到感谢词中)上，这种类型的奖励与低水平物质奖赏均会抑制 PM 的表现[23]。 
在年龄层面，前文提到，社会重要性、亲社会动机能促进老年人的 TBPM 表现，在进行中任务上，

对照组和亲社会动机组之间没有差异[21]。值得注意的是，这一促进似乎只能出现在健康老年个体上。在

一项对CIND(认知受损非痴呆个体)的研究中，亲社会动机并不能促进这类患病老年个体的 PM成绩[24]。
对此，可以推测，PM 的实质性减退可能会限制亲社会动机的作用。 

Altgassen 等人(2010)另一项结果表明，老年人可能比年轻人更易受到亲社会动机的影响[21]。但对于

这一点不同的学者提出了不同的意见。年轻人 PM 受到亲社会动机的影响并不会小于老人，只有特定的

社会指令(更针对年轻人需求的指令)才能使亲社会动机更大地促进年轻人的 PM 成绩。Altgassen 等人

(2010)实验中提供的亲社会“奖励”——对研究者未来的研究有帮助，对年轻人的吸引力不够[21]，Walter 
(2016)等人实验中对亲社会动机的处理是“你的成绩对我很重要”能激活更深刻的亲社会动机[25]。 

此外，研究者还对学龄儿童的社会 PM 优势进行了研究，亲社会动机对学龄儿童的 TBPM 也有促进

作用，且主要体现在外部注意上，即查看时间的次数增多[26]。 
综上所述，亲社会动机对 PM 是有促进的，且呈现出跨年龄的一致性。关于这种现象背后的机制，

有学者认为亲社会动机可能促进了 PM 的自动化，该条件下的被试并没有刻意地加大监视的次数，往往

只有在金钱激励的情况下才会有主动的策略改变现象发生[25]。但这一点在后续研究中受到质疑，特别是

部分研究表明，在认知资源和执行功能受损的个体中，亲社会动机没能实现 PM 成绩的改善[24]。 
相对应地，后续研究提出了不一样的观点。根据多过程理论，Guido D’Angelo (2012)的实验证明了亲

社会动机组 EBPM 的准确率的增加，往往伴随着监控成本的增加，且 ERP 结果也能证明这一点[27]。此

外有研究表明，这种资源分配策略仅仅针对前瞻记忆的前瞻成分，而不影响回溯成分。结合预备注意理

论(PAM) [28]，人们会通过策略性监控来保持意图，即动机因素可能通过增强预备注意，促进意图的保

持，进而提高前瞻记忆的表现[22]。 
而在 TBPM 方面，郭云飞等人(2022)的研究中，亲社会动机增加了外部注意和策略使用(即增加了时

钟的查看次数)，但不能提高内部注意。亲社会动机 PM 优势仍然需要成本投入，它对 PM 成绩的促进并

不是自动化过程的更大激活，而是引发了策略的使用和自我检索的启动。但同时，这种促进也只限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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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认知负荷较低的情况下[29]。亲社会动机不仅影响了被试的策略运用，更是增加了被试对 TBPM 任务

中时间监控的有效性。由此，对亲社会 PM 的机制，还需要更广泛地探索。 

4. 不足与展望 

PM 的研究长久以来面临着生态效度不高的问题[8]，其中很重要的原因之一，是人往往是在一个社

会背景下进行记忆活动的，对 PM 的研究因多在实验室中且没有社会因素的介入，导致了与生活情境的

较大偏差。PM 的社会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社会合作以及社会重要性上。目前比较一致的观点是，如果

赋予 PM 任务以社会重要性会提高 PM 成绩，但如果合作进行 PM，则会受到社会合作本身活动特点的影

响(如 PM 会受到社会懈怠等的影响，最终呈现出合作比单人作业更低的 PM 成绩)。但由于社会本身的复

杂性，目前还是存在许多有待研究的方面： 
首先，从社会整体方面，Kelly (2017)对社会因素对认知的影响进行了综述，并列出了以下的板块，

社会活动、社会网络、社会关系以及社会支持。通过他对现有研究成果的处理，这几个方面对认知有着

错综复杂的影响——社会活动很可能和工作记忆等有关，社会网络与情景记忆等无关，情景记忆与社会

支持有关等[30]。目前，对上述的社会因素的研究还存在欠缺，即需要进一步论证这些维度与 PM 之间是

否具有相关性。 
此外，由于科技的发展，科技社交媒体的影响打破了人们现实中的社会交往并进一步给传统的社会

认知研究带来挑战，未来可以在确认社会某一维度对 PM 的影响前提下，为社交媒体对 PM 成绩可能带

来的变化进行实证检验。 
其次，从个体属性方面。现在的研究多聚焦在社会影响类型以及群体互动上，很少对个体特征进行

研究。比如从性别方面，亲社会动机对 TBPM 的影响可能存在差异。与男性相比，女性更容易内化社会

标准[31]，因此可以推测女性的亲社会 TBPM 优势也许因此会高于男性[29]。再者，女性在日常生活中也

为异性伴侣提供了大部分的 PM 提醒[31]。 
此外，还可以对个体的人际敏感性、人际性客体化等等与社会互动相关的其他个体特征进行 PM 研

究，进而帮助教师咨询师等行业在未来对学生、来访者进行更加针对性的引导。 
再次，从实验环境方面。现有 PM 实验室实验主要是在相对密闭的环境中，由一个被试独自进行的，

缺少一定的社会环境与互动。为了提高研究的外部效度，后续研究还应当致力于在实验室环境中更准确

地模拟现实生活场景。这可以通过设计更具生态效度的实验范式来实现，比如模拟现实的环境进行 PM
任务，将实验情境设置在真实的公共场所。 

其中，模拟现实的环境来进行 PM 任务是现今生态化 PM 任务最常见的手段，常用的工具主要为视

频类和 VR 类 PM 任务。视频类 PM 任务往往以一段拍摄自真实生活场景的视频，作为 PM 任务的背景，

将一些包含人际互动的任务作为 PM 任务，比如 1 点给儿子发信息，10:20 给亲友打电话庆生[32]。此外，

不限于与“模拟的人物”进行社会互动，与主试的互动也可以成为社会互动切入点，比如主试打喷嚏时，

给他一块手帕等[33]。相应的，VR 类研究日常记忆测试合集 VR-EAL 中，也含有类似的社会互动 PM 任

务，如在晚上 12 点致电 Rose [34]。未来研究可以参考人们普遍的社交意图类型，比如写信给某人、向某

人传达信息来设置具体的 PM 任务内容[3]。但这种社交互动任务面临有很多具有普遍性的问题(如被试没

有儿子，或者被试没有给别人打电话庆生的习惯)，因此未来对社交意图的研究可以进一步深入。 
此外，也已有研究将 PM 实验情境完全置于现实社会，调查社交对 PM 电生理数据的影响：在现实

街道环境中执行 PM 任务时，便携式 fNIRS 提供的数据显示，大脑腹侧前额叶皮层的激活增加，且在社

交 PM 任务中激活更为广泛。此外，右侧外侧前额叶皮层社交 PM 任务中的激活程度高于非社交任务。

这些发现支持了前瞻性记忆的多过程理论，也还原了生活中，社会互动对 PM 任务在电生理结果上的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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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影响[35]。相应地，这种完全置于现实情境的 PM 任务存在器械成本上的缺点，但不可否认这种方法确

实更好地还原了被试的日常 PM 表现。 
综上所述，关于社会方面的 PM 研究数量较少，涵盖的方向也较窄。因此，后续研究不仅需要拓宽

社会互动 PM 研究的方向，还需要注意在实验室环境中对现实生活环境的还原，增添人际互动的背景环

境，而不单单是以实验室的按键实验为主，以进一步提高实验室条件下 PM 生态效度不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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