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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实验主要探讨背景音乐的熟悉性和节奏对大学生无意义材料记忆的影响。采用2 × 2二因素组间设计，

包括被试对背景音乐的熟悉与否(分别为熟悉，不熟悉)以及两种不同节奏的背景音乐条件(分别是激烈音

乐，平和音乐)。以太原师范学院教育系40名大学生为实验对象，用剪辑的2首纯音乐片段及24个生僻字

为材料，实验研究结果发现：1) 控制背景音乐熟悉性和音量相同，在快节奏的音乐下正确回忆个数显著

低于慢节奏的音乐下的正确回忆个数。2) 控制背景音乐节奏和音量相同，对背景音乐熟悉的被试正确回

忆个数显著高于对背景音乐不熟悉的被试。3) 背景音乐的节奏和熟悉性交互作用差异不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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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experiment mainly explores the influence of background music familiarity and rhythm on 
college students’ memory of meaningless materials. The experiment was designed by 2 × 2 
two-factor inter-group design, including the subjects’ familiarity with background music (fam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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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arity, unfamiliarity) and two different rhythmic background music conditions (intense music, 
peaceful music, respectively). Taking 40 undergraduates from the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of 
Taiyuan Normal University as experimental subjects and using 2 pure music clips and 24 uncom-
mon words as materials, the experimental results show that: 1) The familiarity of controlling 
background music remains unchanged, and the number of correct recollections under fast-rhythm 
music i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at under Slow-rhythm music. 2) Controlling the rhythm of 
background music remains unchanged, and the correct number of recalls of subjects unfamiliar 
with background music i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subjects unfamiliar with background 
music. 3)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rhythm and familiarity of background music is not signific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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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音乐在人类生活中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出现在无时无刻的场景里。最开始音乐用于欣赏，心理

学家发现音乐还会影响人类的认知功能、情绪情感以及学习。因此，研究音乐对人类的记忆的影响非常

重要。“当人们在听这类巴洛克等人的音乐作品的时候，人们的身体倾向于按照这些巴洛克音乐的节奏

来进行一系列的活动。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人们的身体就得到了相对的放松，因而头脑也就变得更加

的机敏了。”一些研究也通过实验证明了背景音乐会对记忆产生促进作用。赖淑贤、张维等人的研究选

取了背景音乐类型作为自变量包括摇滚、古典、流行和无音乐四种类型，其目的是考察背景音乐类型对

记忆效果的影响。最后结果发现：古典音乐下的被试记忆成绩较好，表明古典音乐对记忆有促进效果[1]。
这与先前 Petsche 研究结果一致，发现在古典音乐和学习状态下 α脑电波活跃，因此古典音乐会提高学习

能力[2]。王增贤等人将成年后的白鼠作为被试研究，一共是两组，实验组是播放舒缓的背景音乐的水下

迷津实验，对照组则是不播放背景音乐的水下迷津实验。所得到的研究结果是：受到背景音乐刺激多的

白鼠有较好的工作和空间认知能力[3]。孙长安、韦洪涛等人研究了工作记忆，最后得出结论：肖邦音乐

促进被试的工作记忆效果[4]。 
然而一些研究认为背景音乐对记忆产生干扰。李卫华的实验研究中，他选择了自变量作为背景音乐

的类型包括古典、流行和无音乐实验中要求被试在这三种自变量水平下分别记忆有意义和无意义记忆材

料。结果发现，流行音乐居然会阻碍记忆效果，而古典音乐未对记忆产生较高的促进作用[5]。Boyle 等

人也研究了无关言语效应对语音相似和不同单词列表的有序回忆的影响。发现语音相似性显著地损害了

回忆效果[6]。不相关的言语减少了回忆，但没有与语音相似性相互作用[7]。刘野的研究中也是同样的自

变量水平也是要求记忆完做再认实验，最后结果发现，古典音乐未提高被试短时记忆效率，流行音乐则

会使被试记忆效率下降[8]。Salame 等人认为，有歌词的音乐中歌词输入会增加被试的记忆负荷量，从而

降低记忆效果，干扰了当前的任务[9]。白学军等人研究了流行音乐对词汇记忆的影响，也发现了同样的

结论，有歌词的比无歌词的流行音乐会对记忆产生干扰。熟悉度高的音乐会产生更大的无关言语效应[10]。
这些研究结果用一个理论可以很好地解释，认知心理学家卡尼曼提出了著名的中枢能量理论，该理论认

为，如果背景音乐中有歌词即一些信息就很可能会作为干扰物极容易影响到被试的工作效率，所以在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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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和工作中有些必要的所需要的认知资源必然会被占用。成绩下降也再正常不过了。在进行两种任务的

同时，如果两种资源比中枢能量之和要少，那两种任务就可以较好地完成，不会干扰到对方。如果大的

话就会阻碍两种任务的完成效率。 
Salame 等人研究表明有些带歌词的背景音乐会一定程度上影响记忆，他们做了大量的实验证明了歌

曲对记忆效果的干扰作用比纯音乐和无音乐都大得多。他们还提出了背景音乐中有被试熟悉的歌词的话

会阻碍记忆的效果；不熟悉的歌词就不会影响记忆效果。研究发现记忆效果决定于被试对歌曲中歌词的

熟悉程度[9]。与 Salame 等的研究结果不同，本实验是对纯音乐的研究。 
王俊刚研究中表明轻音乐即纯音乐要比摇滚类型流行类型的音乐测试成绩好[11]，导致这种结论的可

能的原因是；轻音乐即慢节奏的音乐会适当的缓解被试的急躁、紧张，从而对学生记忆效率有明显的提

高。然而有的实验研究结果得出慢音乐比快音乐条件下的记忆效果低。可能的原因就是慢节奏的音乐使

人伤心阻碍记忆，快节奏使人开心促进被试的记忆。而王芳和高培霞研究指出在他们研究之前的研究表

明，快速音乐会使记忆效果提高而慢速音乐会使记忆效果下降，而他们研究与以往研究不一样，他们认

为积极的情绪会有效地提高记忆效率，然而消极的情绪可能会大体上降低记忆效率[6]。研究最终得出结

论在积极和消极音乐背景下被试的再认率没有显著差异。熟悉性对积极的音乐所造成的差异不显著，对

消极的音乐，对背景音乐熟悉下的再认率显著高于对背景音乐不熟悉下的再认率。 
根据已有文献中对记忆材料进行分类，根据记忆材料长短，分为数字材料、段句材料和字词材料。

雷敏所做的研究中他将数字材料作为记忆材料来做实验研究[12]。根据记忆的材料呈现方式，分为听觉材

料和视觉材料。根据记忆材料是否有意义，分为有意义材料和无意义材料。李宁宁所做的研究当中，记

忆材既有无意义材料也有有意义材料[13]。本研究采取的是无意义材料。测验方式选择即时回忆。记忆的

测试方式有两种分类标准，1) 回忆和再认，两者区别是对材料记忆的难易；2) 即时测验和延时，两者区

别是测验时间间隔不同。 
Salame 等人研究表明有些带歌词的背景音乐会干扰人们的记忆效果，他们做了大量的实验证明了歌

曲对记忆效果的干扰作用比纯音乐和无音乐都大得多[9]。他们还提出背景音乐对记忆的影响决定于被试

对歌曲中歌词的熟悉程度，歌词中有被试熟悉的语言则会使被试视觉呈现的记忆效果下降，有被试不熟

悉的歌词的话也就不会影响到记忆效果即不会有所降低。所以本研究将对歌曲语言的熟悉程度加以控制，

旨在研究纯音乐的韵律节奏和熟悉性对大学生记忆的影响，以科学的依据帮助提高学生的学习效率。 

2. 研究方法 

2.1. 实验目的 

本实验主要的目的在于探讨的背景音乐的熟悉性和节奏对大学生无意义材料记忆的影响。 

2.2. 实验假设 

1) 控制背景音乐节奏和音量相同，对背景音乐不熟悉的被试所回忆的正确个数要比对背景音乐不熟

悉的被试所回忆的正确个数显著的高。2) 控制背景音乐熟悉性和音量相同，在快节奏的音乐下正确回忆

个数显著低于慢节奏的音乐下的正确回忆个数。3) 背景音乐的节奏和熟悉性交互作用显著。 

2.3. 研究对象 

实验前随机选取太原师范学院 40 名被试，这些被试的平均年龄经精确计算为 22 岁，问卷调查显示

40 名均对两首纯音乐不熟悉。实验前随机要求让其中 20 名被试对两首背景音乐都熟悉(听上 50+遍)，直

到被试完全熟悉，另 20 名对两首背景音乐完全都不熟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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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实验材料和工具 

2.4.1. 记忆材料 
实验的记忆材料为无意义材料。无意义材料均来源于新华字典的生僻字，共 30 个，经 5 名不参加实

验的本科生测试过后，删去他们认识的 6 个生僻字，留下 24 个生僻字当作记忆材料。 

2.4.2. 音乐材料 
激烈音乐：AgeofGods 
平和音乐：《散落》 
以往的研究已经表明有歌词的音乐会显著的影响记忆效果。所以为了防止背景音乐中的歌词作为额

外变量会很影响被试的记忆效果，干扰被试的注意力。所以此研究选择纯音乐作为背景音乐当是最合理

的做法。每分钟的节拍数为哪类节奏是国际上标准的规定。选择背景音乐的时候严格按照软件选取，通

过区分每分钟节拍数来界定，一种是快节奏(130~180)音乐，一种是慢节奏音乐(60~80)。 
实验前要对歌曲进行认真且严密的处理，用音频剪辑软件(Goldwave)删去两首音乐前后空白地方，

目的是防止播放不会出现停顿干扰被试的注意力，以免影响到被试的记忆效果。播放音乐时间为 100 秒

对于音量不一这一额外变量。本实验借助于波形增益软件(mp3gain)来消除。目的在于要严格保证音乐音

量的统一，因为这个软件可调分贝一样，只有这样才能消除额外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以保证实验严格

进行及实验结果的准确性。 

2.4.3. 实验工具 
音频剪辑软件：Goldwave 
音量控制软件：EdifierEasyVol 
波形增益软件：mp3gain 
带有记忆材料 A4 纸、笔 

2.5. 实验设计 

本实验的设计采用的是 2 × 2 被试间设计。其中一个自变量为被试对背景音乐的熟悉程度(熟悉，不

熟悉)，另一个自变量为音乐的节奏(快节奏和慢节奏)。 
实验的因变量为大学生的正确回忆个数。 

2.6. 实验程序 

随机抽取太原师范学院 40 名学生，将学生随机分配到 4 个实验组内，熟悉快节奏音乐组(10 人)，不

熟悉慢节奏音乐组(10 人)，熟悉慢节奏音乐组(10 人)，不熟悉快节奏音乐组(10 人)。 
实验流程： 
1) 实验前被试需要填写信息如姓名、年龄。 
2) 实验正式开始，主试读指导语，随后待被试准备好，开始播放音乐时被试开始记忆实验材料，要

求被试立马进行即时回忆的时候是在播放 100 秒后音乐与被试记忆同时停止时。 
3) 被试都将所记住的词全写完后，测验正式结束。 

3. 研究结果 

3.1. 背景音乐的熟悉性和节奏对大学生无意义材料正确回忆个数的方差分析(见表 1) 

从表 1 可以得出，背景音乐的节奏的主效应差异显著，F = 4.389，p = 0.043 < 0.05。被试对背景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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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熟悉程度主效应差异显著，F = 5.785，p = 0.021 < 0.05。背景音乐的熟悉性和节奏间交互作用差异不显

著，假设 3 不成立，F = 1.355，p = 0.252 > 0.05。 
 

Table 1. ANOVA table for the effect of familiarity and rhythm of background music on the number of correct recollections 
of meaningless material by university students 
表 1. 背景音乐的熟悉性和节奏对大学生无意义材料正确回忆个数的方差分析表 

源 三类平方和 自由度 均方 F 显著性 

修正模型 47.875a 3 15.958 3.843 0.017 

截距 3515.625 1 3515.625 846.572 0.000 

节奏 18.225 1 18.225 4.389 0.043 

熟悉程度 24.025 1 24.025 5.785 0.021 

节奏*熟悉程度 5.625 1 5.625 1.355 0.252 

误差 149.500 36 4.153   

总计 3713.000 40    

修正后总计 197.375 39    

aR 方 = 0.243 (调整后的 R 方 = 0.179)。 

3.2. 背景音乐的熟悉性和节奏对大学生无意义材料正确回忆个数的边际均值估计值(见表 2) 

从表 2 可以得出，熟悉音乐的这些大学生回忆的正确个数均值是 10.150，不熟悉音乐的这些大学生

回忆的正确个数均值是 8.600。联立表 1 与表 2，控制背景音乐节奏和音量相同，对背景音乐熟悉的被试

所回忆的正确个数要比对背景音乐不熟悉的被试所回忆的正确个数显著的高。 
 

Table 2. Table of marginal mean estimates (95% confidence intervals) of the effect of familiarity and rhythm of background 
music on the number of correct recollections of meaningless material by university students 
表 2. 背景音乐的熟悉性和节奏对大学生无意义材料正确回忆个数的边际均值估计值表(95%置信区间) 

节奏 平均值标准误下限上限 

背景音乐节奏     

平和节奏 10.050 0.456 9.126 10.974 

激烈节奏 8.700 0.456 7.776 9.624 

对背景音乐的熟悉度     

不熟悉 8.600 0.456 7.676 9.524 

熟悉 10.150 0.456 9.226 11.074 

 
被试听慢节奏的音乐，回忆的正确个数均值是 10.050，被试听快节奏的音乐会议的正确个数是 8.700。，

从表 1 和表 2 可看出，控制背景音乐熟悉性和音量相同，在快节奏的音乐下正确回忆个数显著低于慢节

奏的音乐下的正确回忆个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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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分析与讨论 

在李宁宁做的背景音乐对记忆的影响的实验中，背景音乐中的歌词相对于被试而言是一种额外的干

扰变量。唱含有蟑螂的歌词能会使被试想起在房间发现蟑螂的可怕场景，从而导致被试记忆效果的下降

[13]。本实验合理的弃其了这项研究的糟粕，所选取的背景音乐均为没有歌词的音乐即纯音乐，两首音乐

只有节奏有区别。通过排除了歌词信息对被试产生的影响，对熟悉性和节奏进行方差分析，结果表明，

熟悉性的主效应显著，节奏的主效应显著，主效应。两自变量之间的交互作用不显著，可能是因为两自

变量独立的对记忆产生一定的影响，在熟悉性这一因素上被试对节奏快慢变化趋势不显著，可能是被试

熟悉后分配给认知资源就少，不熟悉分配的多，节奏快与慢就没有什么区别。 

4.1. 背景音乐的熟悉性对大学生记忆的影响 

Salame 和 Baddeley 研究发现对歌词语言的熟悉程度影响视觉任务，即对于熟悉的背景音乐，会干扰

当前的视觉任务；对于不熟悉的背景音乐，则不会干扰视觉任务，记忆效果不会降低[9]。然而 Agnes Si-Qi 
Chew 等人研究发现了不一样的观点，在单词记忆任务中，对背景音乐熟悉的条件下要比在不熟悉条件下

记忆效果要好，得分要高[14]。本研究使用了无歌词的背景音乐，即纯音乐，也支持以上的研究结果，发

现熟悉背景音乐下被试的回忆正确率高于不熟悉背景音乐下的回忆正确率。背景音乐熟悉度这一因素可

基于认知资源理论来解释。卡尼曼提出了认知资源理论，认为个体的每个认知活动需要的总共的认知资

源是非常不同的。而且人们对认知活动陌生或熟悉，这两种模式所需要的认知资源也是不一样的，复杂

的活动也不一样就占用的资源多，前提主要还是对这个活动是否熟悉。在社会中人们可以对认知资源进

行调节与控制来达到对自己的需要的满足。比如司机开车就可以灵活的分配认知资源将大部分注意分配

给自己不熟悉的活动里，这样就能使得对自己熟悉的认知活动分配的认知资源少些，对自己不熟悉的活

动分配认知资源多些就可以使得不熟悉的认知活动进行得更顺利。这个理论也有效的证明了人们工作时

的工作效率与个体的对这项工作的熟悉程度之间存在一定的关系。在这个实验里，对背景音乐越熟悉的

大学生，在记忆记忆材料的时候分配给背景音乐的认知资源就越少，记忆效果也越好，个体对高熟悉性

的背景音乐自动化的加工，对被试的记忆不会产生干扰，所以熟悉组的大学生被试的回忆正确率高于不

熟悉组。 

4.2. 背景音乐的节奏对大学生记忆的影响 

巴洛克音乐、平和和浪漫的音乐都被证明学生的记忆效果最好[7] [15] [16]。Tucker 研究发现快节奏

的音乐会给人一种紧张急躁的状态，使人觉醒过度，精神亢奋，被试在这一状态下学习记忆很难集中，

从而影响被试的记忆效果，降低了学习和工作效率[17]。然而平和的音乐使人愉快放松，在这样的状态下

个体就能够更好的注意到别人所讲的内容上，使学习和工作记忆的效率增高。然而 Felix 对于快节奏的背

景音乐作用持有相反的观点，他认为激烈的音乐也会引起愉快的积极情绪，对记忆产生一定的积极作用

[16]。这与以往和本研究的假设不同，可能的原因在于实验设计和材料的选择不同，发现了不一样的观点。

谢悦悦研究发现对于复杂的记忆任务，学前儿童在慢节奏条件下要比在无音乐或快节奏背景音乐条件下

的表现要好[18]。同样可以用认知资源理论来解释，相比于慢节奏，被试在快节奏的背景音乐条件下在同

一时间内会获得更多的听觉信息，耗费更多认知资源，导致可用在记忆任务上的资源变少，从而干扰了

当前活动。本研究发现被试在快节奏的背景音乐下记忆正确个数要比慢节奏下记忆正确的个数少，慢节

奏的音乐使人比较舒适安逸，在这样的状态下被试头脑也会处于高运转的工作中，从而达到提高人们的

注意与记忆效果，这才使得本次研究中得出的显著的结论。在其他变量都一样的情况下，慢节奏音乐下

识记效果要比快节奏音乐下的学习识记效果好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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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论 

1) 对背景音乐的熟悉程度会影响个体的记忆效果。外界输入的听觉刺激影响个体对视觉信息的获取。

不熟悉干扰程度更大。2) 背景音乐的节奏会影响个体的记忆效果，快节奏对个体的记忆干扰程度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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