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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stimuli in the natural environment, color may have a certain impact on learners’ memory. In 
order to explore the influence of color on individual memory, this study adopted the free recall 
experimental paradigm and designed two experiments. Experiment 1 changed the font color of the 
material in the middle position. The result showed that when the material was presented in red 
font, the recall accuracy of the individual was significantly improved, but when the material was 
presented in blue font, the recall accuracy was not significantly changed. Experiment 2 changed 
the background color of the material in the middle position, and it was found that when the ma-
terial was on a red background, the recall accuracy of individuals was significantly improved, 
while it was not significantly changed on a blue background. The results show that red can pro-
mote individual memory performance, and the color presentation does not affect the serial posi-
tion effect of individual mem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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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作为自然环境中的刺激，颜色会对学习者的记忆造成一定影响。为探究颜色对个体记忆功能的影响，本

研究采用自由回忆实验范式，并设计了2个实验。实验1改变中间位置记忆材料的字体颜色，结果发现当

材料以红色字体呈现时，个体回忆正确率会显著提高，而改用蓝色字体时则无明显变化；实验2改变中

间位置记忆材料的背景颜色，发现当材料在红色背景中，个体回忆正确率会显著提高，而在蓝色背景中

则无明显变化。研究结果表明，红色能够促进个体的记忆表现，且颜色呈现方式并不影响个体记忆的系

列位置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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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颜色是人类从自然事物中获取的最直接的经验之一，装饰大千世界且映射人世百态。然而，颜色并

非物体与生俱来，而是人类视觉器官与外部事物相互作用的结果(张积家，方燕红，谢书书，2007)。大量

研究表明颜色不仅具有生理属性，还具有心理属性(Elliot, Maier, Moller, Friedman, & Meinhardt, 2007)。为

了探寻颜色对心理功能的影响，以往研究多以智力测验、文字校对、记忆、填词、学业考试等作为认知

任务，探讨颜色与这些认知任务操作成绩即认知表现的关系，但尚未得出一致结论(赵孟炎，洪晓彬，2019)。
例如，Maier 等以大学生为被试，比较了红色和灰色在智力测试中的影响，结果发现，在智力测试前看到

红色的被试比看到灰色的被试表现要差(Maier, Elliot, & Lichtenfeld, 2008)。Lichtenfeld 等的实验也证明了

在智力测验中加工“红色”这个词会削弱个体的智力表现，并认为对“红色”这个词进行加工时不仅激

活了红色的概念，还激活了红色的多模表征，包括在红色存在时常见的感知、情感和动机状态等

(Lichtenfeld, Maier, Elliot, & Pekrun, 2009)。尽管也有部分研究得到了不同的结果，即认为颜色并不会影

响个体的智力表现(Larsson & Stumm, 2015)，但从整体来看，更多研究还是持赞同的态度。 
基于红色与认知表现关系的不同研究结果，有研究者认为颜色对认知表现的影响可能与任务类型有

关。Mehta 等的系列实验表明，红色会诱发回避动机，该回避动机则会让个体在认知任务中变得更加警

惕。因此在目标导向类和延迟满足类任务中，红色会降低个体表现，而在记忆和注意任务中，红色则可

以提升个体表现成绩。此外，该研究还指出，蓝色会诱发趋近动机，而趋近动机会促使个体在任务中使

用创新和风险决策，因而在创造性测试任务中，蓝色可以促进个体表现(Mehta & Zhu, 2009)。国内学者孙

崇勇等在以背景颜色作为颜色的操控方式的研究中也得出相同结果(孙崇勇，刘电芝，2016)。然而，Steele
等复制了 Mehta 的实验程序，却并没有得到一致结论(Steele, 2014)。此外，Xia 等将任务难度和颜色都作

为影响认知表现的因素进行研究，实验结果表明红色促进了简单细节指向型任务表现，而蓝色增强了困

难细节指向型任务和创造性任务(简单和困难)表现(Xia, Song, Wang, Tan, & Mo, 2016)。 
一项 ERP 研究表明，被试对等亮度的红色与绿色刺激作出反应时，大脑对红色反应更为敏感(曹强强，

2010)，眼动研究进一步证明了被试对红色的注意程度大于黄色、蓝色和绿色(张坤，崔彩彩，牛国庆，景

Open Access

https://doi.org/10.12677/ap.2020.107108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向雨岫 等 
 

 

DOI: 10.12677/ap.2020.107108 907 心理学进展 

 

国勋，2014)，这一结论证实了红色在注意任务中的优势从而扩大了其医学、交通等各方面的运用。在教

育领域，颜色的心理效应也引起了大家的关注。例如，David 对 10 年来试卷颜色对学生成绩的影响进行

了总结，结果发现当试卷颜色为白色和黄色时，学生成绩优于蓝色和粉色，绿色介于这四种颜色之间

(David & David, 2009)，Smajic 也证实了颜色会影响学业成绩(Smajic, Merritt, Banister, & Blinebry, 2014)。
然而，也有一些研究结果表明彩色试卷不会对成绩产生影响(Ilanut, Katherine, & Gordon, 2008; Arthur, Cho, 
& Muñoz, 2016)。 

作为人类认知活动的核心，记忆在个体认知行为中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是学习、推理、问题解

决和智力活动的重要成分(赵鑫，周仁来，2010)。那么，颜色是否会对记忆产生影响？Choi 等给出了

肯定回答(Choi, Van Merrienboer, & Paas, 2014)：物理学习环境是认知负荷的一个明显影响因素，颜色

作为环境因素之一会对记忆产生影响。再如，Mehta 等以红色、蓝色、白色为背景颜色，考察背景颜

色对个体记忆功能的影响，结果发现，红色相比于蓝色更能促进记忆表现，而蓝色相比于红色和白色

会造成更多的错误回忆(Mehta & Zhu, 2009)。王雪将字体颜色改为红色、蓝色，也发现用红色呈现的

词汇的记忆效果要好于用蓝色呈现的词汇的记忆效果(王雪，2015)。尽管上述研究均表明红色在记忆

任务中的确有提升个体表现的作用，但这些研究均以总的回忆成绩考察颜色对记忆的影响，并未考虑

记忆的系列位置效应。系列位置效应表明个体对材料的记忆效果会因材料位置的不同而有所差异，对

开始和结尾部分的材料记忆效果最佳，而对中间位置的遗忘最多(彭聃龄，2012)。与首尾相比，中间

位置的材料的学习记忆往往占有较大比重。因此，考察中间位置材料的记忆更为重要。目前，尚无研

究探讨颜色对中间部分材料的记忆效果。为此，本研究设计了两个实验：实验 1 主要探究字体颜色对

中间部分材料记忆的影响；实验 2 则考察了背景颜色对中间部分材料记忆的影响。鉴于以往对颜色与

认知表现关系的实验大多选择红色与蓝色进行比较，因此，本研究也选择这两种颜色进行对照。 
以往的研究结果表明红色比蓝色更能促进记忆(Mehta & Zhu, 2009；王雪，2015)，因此，本研究推断

在自由回忆实验中，红色对记忆的优势作用依然存在，会促进中间部分材料的记忆效果。尽管 Mehta 等

的研究发现蓝色与趋近动机相联，对创造力任务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Mehta & Zhu, 2009)。但该研究没有

详细说明蓝色是否会对记忆任务也产生促进作用。此外，有研究指出，趋近动机会提高个体对周边呈现

信息的记忆成绩，而阻碍个体对于中央呈现信息的记忆成绩(李俊领，2016)。据此，本研究推断在自由回

忆实验中蓝色也会阻碍对屏幕上显示信息的记忆。综上所述，提出研究假设： 
假设 1：在自由回忆实验中，中间部分材料的字体颜色为红色时，可以提高个体对中间部分材料的

记忆成绩；字体颜色为蓝色时，会降低个体对中间部分材料的记忆成绩。 
假设 2：在自由回忆实验中，中间部分材料的背景颜色为红色时，可以提高个体对中间部分材料的

记忆成绩；背景颜色为蓝色时，会降低个体对中间部分材料的记忆成绩。 

2. 研究方法 

2.1. 被试 

随机抽取某高校 90 名大学生，平均年龄为 20.22 岁(SD = 1.23)。视力或矫正视力正常，无颜色识

别障碍。根据字体颜色(黑色、红色、蓝色)和背景颜色(白色、红色、蓝色)随机将被试分成六组，每组

15 人。 

2.2. 实验材料 

实验材料包括五列词汇清单，每列 15 个双字词共计 75 个。为了避免词频对于词汇回忆再认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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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实验所选词汇避开低频词，即频率小于每十万次中出现十次的词语(杨林，2018)。所有词汇选自《现代

汉语语料库词频表 Corpus Wordlist》，词汇频率介于 0.0009 与 0.0091 之间，平均词汇频率为 0.0037。另

外，对每列词汇中任意两个之间的关联程度进行评级，最后检验出词汇之间基本没有相关性。此外，实

验后对被试进行事后访谈，被试均表示没有注意到每列清单中词汇间的关联性。所有词汇材料均使用初

号黑体，并由 E-prime2.0 编程后展现给被试。 

2.3. 实验设计 

依据 Castel 对词语的位置划分(Castel, 2008)，将每列清单的第 1~3 个词语界定为“系列位置前”，

第 4~12 个词语界定为“系列位置中”，第 13~15 个词语界定为“系列位置后”。 
实验 1 探究字体颜色对个体中间部分材料记忆的影响，将每列清单的中间部分即第 4~12 个词语的字

体颜色改为红色、蓝色，其余位置词语不做处理字体颜色为黑色，背景颜色皆为白色。对照组中间部分

材料的字体颜色为黑色。实验 2 探究背景颜色对个体中间部分词汇记忆的影响。将每列清单的中间部分

即第 4~12 个词语的背景颜色改为红色、蓝色，其余位置词语不做处理背景颜色为白色，字体颜色皆为黑

色。对照组中间部分材料的背景颜色为白色。所有实验均采用单因素被试间设计。 

2.4. 实验程序 

采集被试基本信息后，引导被试坐在电脑前，并提供给被试纸笔用于书写记忆材料。然后让被试观

看电脑上呈现的第一列词汇清单(15 个)，词汇呈现完毕后，让被试自由回忆刚刚呈现的记忆材料，并将其

书写在纸上(书写顺序可不按照呈现的先后顺序)，待被试确认无误后即可进入下一列词汇的记忆任务。每

个词汇呈现 2 s，相邻两个词汇间隔为 50 ms。每名被试需完成 5 列词汇记忆任务。 

2.5. 数据分析 

统计每名被试在每个系列位置上回忆正确的词汇个数，并计算被试在 15 个位置相对应的平均正确率。

运用 SPSS21.0 对各组的系列位置中词汇正确率进行方差分析。 

3. 结果分析 

3.1. 不同字体颜色对中间部分记忆材料的影响 

为了检验被试自由回忆成绩是否存在系列位置效应，统计各字体颜色组中五列词汇不同系列位置的

平均回忆正确率(见图 1)。研究发现，对照组系列位置前(0.65 ± 0.20)和系列位置后(0.56 ± 0.15)词汇回忆

正确率显著高于系列位置中词汇回忆正确率(0.31 ± 0.06)；红色字体组系列位置前(0.65 ± 0.17)和系列位置

后(0.57 ± 0.13)词汇回忆正确率显著高于系列位置中词汇回忆正确率(0.43 ± 0.09)；蓝色字体组系列位置前

(0.59 ± 0.21)和系列位置后(0.60 ± 0.26)词汇回忆正确率亦显著高于系列位置中词汇回忆正确率(0.30 ± 
0.11)。由此可知，无论是红色字体组还是蓝字体组均存在明显的系列位置效应，表明字体颜色并未影响

个体记忆的系列位置效应。 
方差分析表明，字体颜色主效应显著，F(2,42) = 9.179，p = 0.000，η2 = 0.304。事后检验表明，红色

字体组的系列位置中词汇回忆正确率(M = 0.431)显著高于对照组(M = 0.308)和蓝色字体组(M = 0.300)，对

照组和蓝色字体组的回忆正确率差异不显著。表明使用红色字体有助于提高个体对中间位置词汇材料的

记忆成绩，而使用蓝色字体对中间位置词汇材料的记忆成绩并无显著影响。 

3.2. 不同背景颜色对中间部分材料记忆的影响 

同上，为检验词汇背景颜色是否会影响到个体记忆的位置系列效应，统计各背景颜色组中五列词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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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系列位置的平均回忆正确率(见图 2)。结果发现，对照组系列位置前(0.66 ± 0.19)和系列位置后(0.53 ± 
0.16)词汇回忆正确率显著高于系列位置中词汇回忆正确率(0.32 ± 0.10)；红色背景组系列位置前(0.69 ± 
0.16)和系列位置后(0.64 ± 0.18)词汇回忆正确率显著高于系列位置中词汇回忆正确率(0.41 ± 0.11)；蓝色背

景组系列位置前(0.53 ± 0.16)和系列位置后(0.57 ± 0.16)词汇回忆正确率亦显著高于系列位置中词汇回忆

正确率(0.29 ± 0.10)。由此可知，无论是红色背景组还是蓝色背景组均存在明显的系列位置效应，表明背

景颜色并未影响个体记忆的系列位置效应。 
方差分析表明，背景颜色主效应显著，F(2,42) = 5.455，p = 0.008，η2 = 0.202。事后检验表明，红色

背景组的系列位置中词汇回忆正确率(M = 0.411)显著高于对照组(M = 0.317)和蓝色背景组(M = 0.290)，对

照组和蓝色背景组的回忆正确率差异不显著。表明使用红色背景有助于提高个体对中间位置词汇材料的

记忆成绩，而使用蓝色背景对中间位置词汇材料的记忆成绩并无显著影响。 
 

 
Figure 1. Recall accuracy of different font colors in different positions 
图 1. 不同字体颜色各系列位置回忆正确率 

 

 
Figure 2. Recall accuracy of different background colors in different positions 
图 2. 不同背景颜色各系列位置回忆正确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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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字体和背景颜色对中间部分材料记忆影响差异对比 

除了探究不同字体颜色和不同背景颜色分别对中间部分材料的记忆影响，本研究还比较了同种字体和

背景颜色下中间部分材料的记忆差异。采用独立样本 t 检验分别考察红色字体和红色背景对中间部分的影

响以及蓝色字体和蓝色背景对中间部分的影响，两组被试中间部分的回忆正确率无显著差异。见表 1。 
 
Table 1. Comparison between effects of the same font and background colors on individual vocabulary memory 
表 1. 相同字体和背景颜色对个体词汇记忆作用效果差异对比 

实验组 M SD t P 

红字体组 0.43 0.09 
0.497 0.623 

红背景组 0.41 0.11 

蓝字体组 0.30 0.11 
0.220 0.828 

蓝背景组 0.29 0.10 

4. 讨论 

系列位置效应表明，个体对开始与结尾部分材料的记忆效果较好，但对于中间部分材料的回忆较差。

那么，如何提高中间部分材料的记忆效果对于提升个体学习效率具有重要的意义。因此，本研究基于以

往颜色与认知表现关系的研究，设计了 2 个实验考察颜色对中间部分词汇记忆的影响。实验 1 考察了字

体颜色对中间部分词汇记忆效果的影响，实验 2 考察背景颜色对中间部分词汇记忆效果的影响。研究结

果表明，颜色并不影响系列位置效应，即无论是红色还是蓝色，开始与结尾部分词汇回忆成绩均高于中

间部分词汇。然而，与蓝色、对照组相比，红色组(字体与背景)的中间部分词汇的记忆成绩更高，存在显

著性差异。对比红色字体和红色背景组、蓝色字体和蓝色背景组中间部分词汇的回忆正确率发现均无显

著差异，这表明影响记忆的主要因素是颜色，而不是颜色的呈现方式。 
本研究结果与前人一致(Mehta & Zhu, 2009；王雪，2015)，即在记忆任务中红色可以促进个体表现。

探其原因，首先，红色会诱发个体产生回避动机，并对刺激源产生一种局部或细节性的知觉形式，抑

制个体对刺激进行整体化加工的同时促进个体对刺激进行局部化或细节化加工(Förster, Friedman, 
Özelsel, & Denzler 2006)。其次，不同颜色会对被试产生不同的情绪影响，Pass 等认为学习者的情绪越

积极，投入的认知资源就越多，导致更高的认知负荷(Paas, Tuovinen, Merriënboer, & Darabi, 2005)。红

色作为暖色调更能引起积极情绪而蓝色作为冷色调则使人心情趋于平静，因此，在红色刺激下被试的

认知负荷更高，记忆任务表现也更好。虽然红色字体和红色背景下的记忆表现都高于对照组，但红色

字体组的效果量更高。其原因可能是红色字体组的颜色呈现更为集中，而红色背景组的颜色分布范围

更广，红色面积大小是否也会对记忆产生影响，还需要进一步研究来验证。蓝色会诱发个体产生趋近

动机，拓宽注意范围，不利于局部加工且在蓝色这种冷色调的刺激下被试的认知负荷会降低，因此，

本研究假设蓝色有损中间部分的记忆成绩。安璐等的一项眼动研究也表明在蓝色背景下被试视线分散

且认知表现比白色背景下差，并且提出背景和字体颜色的对比度可能会影响学习效果(安璐，李子运，

2012)。本研究结果表明蓝色组与对照组的中间部分词汇记忆成绩无显著性差异，与刘源等用英文阅读

材料进行研究得出的结论一致(刘源等，2010)，但与本研究的实验假设并不相符。Goldstein 提出冷色

系对个体行为的干扰相比暖色系更小(Goldstein, 1942)，所以笔者推测在本研究中蓝色对中间部分记忆

成绩可能有较小影响但不足以引起显著差异。综合两个实验的结果，进一步证实了 Mehta 等的结论，

颜色对认知表现的影响会受任务类型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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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围绕颜色与认知表现的关系，对前人的实验进行了一定的创新：不再局限于总的记忆成绩，

而是以系列位置效应为出发点，着重考察颜色对中间部分材料记忆的影响。所用词汇皆为低频词从而避

免被试的回忆再认受影响。反思整个实验仍有不足之处。首先，在谈及颜色效应时，不能脱离特定的文

化背景，尤其是在中国这种尚红文化普遍认可的国家，红色是种喜庆的颜色且带有各种积极意义，而蓝

色相对宁静、平和没有过多的深层含义，本研究对象针对中国大学生被试，研究结论是否具有文化普适

性还需进一步探索。其次，颜色的具体参数也可能会产生一定影响。本研究基于 RGB 颜色模型，只选取

了红色(255, 0, 0)和蓝色(0, 0, 255)两种颜色，但颜色亮度、饱和度的差异都会影响被试对颜色的感知程度，

字体和背景颜色的对比度还会对被试阅读的舒适度产生一定影响，从而影响最后的认知表现。最后，颜

色与词汇存在特殊联结。Kunhbandner 等发现红色会促进消极词汇的记忆，而绿色则促进了积极词汇的记

忆(Kunhbandner & Pekrun, 2013)，但本实验所筛选词汇只保证了每组词语前后没有关联性，并没有对词

性进行严格的把控，也就是说红色对记忆的促进作用不排除消极词汇带来的影响。此外，也有研究发现，

当背景颜色为最偏好颜色时，被试对记忆材料的再认率显著高于背景颜色是最不偏好颜色，字体颜色为

偏好颜色时平均正确率也要高于字体为不偏好颜色(杨伟平，李月，2017)。由于在实验进行前并没有对被

试的颜色偏好情况进行采集，因此，可能对结果带来一定的偏差。鉴于本研究存在的不足，今后研究可

继续从以下两个方面深入与完善：1) 细分实验所用学习材料的词性，考虑词性与颜色的特定联结，探讨

蓝色是否也能促进词汇记忆；2) 实验 1 和实验 2 所用学习材料仅在词频相同，如果使用相同的词语，是

否会产生不同的作用效果，中文词汇和英文词汇的结果又是否会一致。在研究方法方面，ERP、眼动等

技术已经开始运用于颜色与认知表现的研究，多种神经成像手段或将成为未来研究的方向，对实验结果

的解释也将更加科学准确。 

5. 小结 

本研究通过 2 个实验考察字体颜色与背景颜色对个体记忆功能的影响，结果发现，自由回忆实验中

的词汇回忆正确率受颜色影响。具体而言，当中间部分材料以红色字体呈现或在红色背景中呈现时，词

汇记忆成绩显著提高；当中间部分材料以蓝色字体呈现或在蓝色背景中呈现时，词汇记忆成绩无显著变

化；无论对记忆材料进行字体颜色的变化还是背景颜色的变化，系列位置效应始终是存在的。 
本研究结论提示，颜色心理效应可运用于教学实践中。以教育技术中的 PPT 为例，其制作不能仅从

设计者自身经验及喜好出发，还要从科学的角度对制作标准进行分析，更多地以学习者的角度来考虑多

媒体课件的背景颜色、字体颜色等。为了进一步丰富教师的教学设计，更多颜色对记忆的影响作用仍需

验证，如绿色、黄色等。此外在现行的考试模式下，为防止作弊存在以颜色区分 AB 卷的情况，实验结

果表明不同颜色对认知表现的影响不同，这种分类有损考试公平性，建议教师从题目多样性上进行区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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