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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C．Schank 

多年来，当新研究生米到耶鲁_穴学： ， 

他们都说他们想搞的课题是学习。翟人工智 

能 中，对学习似乎有一科普遍的魅力，这源 

于两个基本上不同的现象 。一方面，我们 自 

然想找出一个实质上未被解决的 问 题 的 答 

案。另一方面，也切实认识到，一台不会学 

习的计算机是不能宣称县有智能的。 

因此，这些新来的研究生有这种兴趣姓 

无可挑剔的。无论从重要性还是从创新来看， 

他们所选的这 个问题确实很好。但也许令人 

惊懵的是，我们居然不让他们从事有关学习 

课题的研究，为什么呢?我们的理由是，当 

我们对一个过程的结果还没有形成一个真正 

的概念时，就去进行研究，是不台适的。特 

别 是，．在我们还不清楚究竟学§lr『什么的时 

候 ，就去从事学习课题的研究是很 困难的。 

目前耶鲁大学正在研究的主体是人类理 

解模型，这意味着，如果我们对有关人类理 

解过程性质没有一 点儿概念 ，那么我们就无 

法真正考察学习课题。现在的问题不在于我 

们怎样走下击，而是。我们去哪里? 

撰乖防 式来讲这个侗题，进行学习课题 

的研究就是妻确定一组合理的有关学习的问 

题。不能只要求学习程序击学习，它们必须 

学习，但学什么呢?过去常常提到学习新词 

j仁的程序。假如给定一组分析自然语言的程 

序且它们需要一个大的坷j仁表，那么使这些 

程 序自动地获取 词 汇是很有意义 的。事 实 

上 ，我们在这个问题上也花过力气。我们的故 

事理解程序 有一个运行的脚本及相关 
盼讨汇表，当它碰到一个它不认识的单词刚， 

蹴 学习词忙 【 。因此，在闻读有关汽车 

事故的报道时，SAM看§4单 词~Bulck 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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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它期望出现交通工具的地方，并且知道汽 

车也有名字r这耐SAM就会 假 设。Buick 就 

是达辆汽车的名字。 

以这 种方式学 习新词汇是“在上下 文 中 

学习”的例子。关键在于没有其它种类 的 学 

习。我们之所 以不让我们的学生去从事学习 

课题的研究，是因为我们还没有充分形成促 

进学习的环境。当一些知识结构 比单词的词 

义更客易了解时，就有可能学 习 新 词 汇。 

即，当一个 含有有关汽车事故信 息的知识结 

构在处理中起作甩时，我们通过弄清大的上 

下文的哪一部分可能与之相关，就可以确定 

新单词的词义。更进一步说，因为我们知道 

了其它词义的结构，我们就可以推 出。学 到 

了什么 。即，我们知道了一个词义看 起 来 

像什么，因而我们可以创建这类 的 一 个 实 

体，并且还知道此词义与何处相关，因而我 

们可 以创建一个具有合适上下文的词义。此 

外，从发展观点看，单词的学习也是有意义 

的。很有可能的是，’一个系统知道有关汽车 

事故的词汇，但并不晓得汽车的名字。在这 

种情况下，学习这样一个名字也是非常自然 

的。 

在建立一个学习系统 时，我们认为，有 

皿】个标准是至关重要的。第一个标准是我们 

称之为“形态( )霉M 的标准。如果 我们 不 

知遭如何记住我们的结果，那么我们就无法 

学习某些东西。我们必须知道要学习什么。 

第 ； 标准关系到需要在执行高级理解 

任务的过程中进行学_习，而执行这种任务要 

由主线 (orerarehip_g)记忆结构制导。我们 

把此称为 上 下 文 (CONTEXT) 标 准。拥 

有一个可川的上下文结构来存 我们的新信 

习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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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这对 建立此信息的柑关性和确定其内 

容都是极其关键的 

第三十 标准 是“发展 (DEVELOPMEN- 

TAL)”标准 。人 工鸹。能 中建 立学 习系统 的意 

图不 少，而所 学 到的东 西并不具 备发 展 的意 

义。经常提出要建立这样的系统： 已 知Y和 

z，要学 习x。但x可能是在Y和z之前 早 就 

被人很自然地就会了 。因而学习x就不会 有 

什么大的收获。任何学习系统必须 满 足“发 

展的 要求。如果一个系统不能学习比 它 已 

知的概念更复杂的概念，它就不能宣称是一 

个学习系统。 

最后是第四十标准，我们 称之 为 进 化 

(EVOLUTIONARY)”要求。在 学 习 开 始 

后，仍保持静止不变的学习系统是不会有长 

久生命力的。学 习是不 间断的，在学会一个 

结构以后 ，就必须使用它，而使用反过来又 

影响其形态，改变其对错误和最初没料到的 

新信息的响应。这个理论必须刻划出这 种新 

信息制导结构_不断修正的方式。 

目前在耶鲁大学，几乎每个研究项 目都 

与学习相关。那么发生了什么变化呢?让我 

们考虑一下学习系统的四个标准。在过去四 

年 中，我们的研究已经使我们相信，我们对 

这些标准正确回答的宴质有了某种理解。发 

生的变化在 于我 T已经发现了学习中成立的 

某些原则。更进一步说 ，我们 已经研究了在 

理解时什么样韵高级知识结构是 有 效 的 问 

题。随着我们对这些结构开始精化，并感觉 

到要学 习什 么样的结构 (形态标准)，这些 

结构是怎样驱动学 习的 (上下文标准)，在 

什么条件下自然地开始出现结构 (发展的标 

准)，以及结构本身如何变 化 <进 化 的 标 

准)。下面将讨论这个变化过程。 

一

、 我们有关学习课题的工 作 

1．1 形态t记忆的结构 

改变我们的学习方法之例子之一 是我们 

在脚木 (script)上开展的工作。如一 开 始 

所设想的，脚本是些静态数据结构，负责在 

良结构情况发生的故事处理中提供推理。因 

而在某利r意义上讲，脚本是一种高级事件的 

表示模式。我们关于脚本的工作涉及在 固定 

事件情况l 为角色和事件提供敞省的处理问 

题 。 

虽然脚本满足学习的形态标准，并且表 

明具有发展相关性 ]，但我们有关 故 事 理 

解工作的本质往往不可能满足其它两项要求 

(即上下文标准和进化标准)。由于我们对 

学 习并不特别感兴趣，所以也没有多大必要 

这样做 。 

由于某些心理学实验指出了需要与其它 

结构互连的结构 和我们有关计算机理解 故 

事的工作解决同一问题，所以迫切需要创立 
一 种满足上下文与进化要求的理论。一旦我 

们的程序具有多种知识源 (例如，BORIS程 

序，Lehnert与Dyer，1980)，显 而 易 见 的 

是，需要以这种方式使用结构知识，即利用 

从两个脚 术之间可能获得的概括 (generalf- 

zation)。我们需要的是，一个系统要模拟 人 

在其概括和学习方面的记忆能力。即，我们 

需要有相关的脚本来帮助 形成薪 脚 本 的 内 

容 t上下文要求)，还要使两个脚本变成一 

个脚本结果 (进化的要求 )。‘ 

这一概括要求引导我们去建 立共享信息 

的记忆结构 ，因而开始有了一个相关的进化 

历史。以前，我们的记忆模 式使用脚本作为 

记忆结构，因为不同的脚本是全然不同的赛 

体。医生的脚本由医生 的 情 景 (scene)组 

成，牙医的脚本由牙医的情景组成，两者从 

未有过联系。 

我们开始认识到，情景应该由两个脚本 

共享。我们的方案是，。医生 和 牙医’前结 

构不应完全分离，‘实际上每个都是由职业上 

共同的诊所就诊的情景构成的，诸 如。候 诊 

室 、‘变款”及 叫下一个 等，还包括 一 系 

列各自特有的情景，如“去牙垢’。我们不用 

进入这种模式的细节，就可以看到 请 如。候 

诊 室 这 栉 的 情 景 是 由 许 多 葛 蔹辫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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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所共享的。我 J把这些高级结构称作记 

忆组织 包 ．(Memory OrgaNization Packet， 

或MOP)。这些结构与脚本的处理方 式魁柑 

嗣的，不过它们组织的情景用来存贮此情景 

中发生的事件。因而，一系列事件中有关候 

诊室的内容就存贮在候诊室的情景之下。但 

是候诊 室 的情 景 又是 由牙 医和 医生的结 构所 

共享的。因此，如果记住了发生于候诊室的 

某件事情，那么还不能确定它究竟是发生于 

医生 的上下文 中还 是牙 医的上 下文中 。如果 

两种上下文都可能，啦如说，被试验者知道 

他阅读的故事与医生和牙 医都有关，那么就 

会发生记忆混淆。 

为什么 我 们 所 具有的系统应容许混淆 

呢?答案是要 容 许 学 习。有了这样一个系 

统 ，．我们可以得到这样一些好处，一是使非 

常高擐妁结构作为情况特有的结构 (关于如 

何处理复杂但又 是公共的情况的详细知识) 

二是使非常低级的结构作为通用结构 (大量 

可在其上进行概括的实例)。因而利用MOP 

和情景 我们可 以得到一种表示模式，印一 

种形态，它可以作为我们研究学习的基础。 

1．2 上下文和进化，边理解逝学习 

学 习任务显然不能孤立进行。_个程序 

只进行。学习 ，而不撤任何其它事情是不可 

能的。这是因为学习只对改进某一任务执行 

情况才有意义 如果没有一个明确要执行的 

任务，那盔学习模型就没有一个可台理定义 

的上 定(即使此时程序具有学 习动机)，或 

者劳 习舯结果不知应取什么形态。如果某一 

复杂任务不适用，无论哗 习 材料取什么形 

态，学习即使不完全无意义，也肯定是价值 

不大。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这是某些学习模 

型塞犀出羁的问题。 

我们解决此间题的方法涉及到程序的最 

初且标要承担复杂的理解任务，如象阅读有 

关璐怖主lX的新小说 这一方法依赖于MOP 

概念作为制导理解过程的结构。 

． 我们相醢，象M0P这样的结构几乎为每 

_慵况提供上下文，我们人作为理解者以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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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发现 自 。无论我们是在饭店，在旅行； 

在办 公室，还是在晚会上，记忆中都有一 种 

主线结构，来组织有关将会发生什么的期望 

和删刚发生了什么的记忆。正是在这种上下 

文中，学习才会发生。 

类似地，我们利用MOP提供的上下文来 

世计我们的程序。这种上下文的功能是提供 

期望。因而，正是当这些期望失败时，记忆 

结构才发生某些变化。这就是学习意指我们 

记忆结构及其期望的变化。 

为了能在一次期望失败时适 当地修改我 

们的记忆结构，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必须 

有能力解释失败。即，我们必须分析导致失 

败情况的因果结构，并且确定是什么引起了 

麻烦。这个过程必然对应改变什 么 做 出 决 

定：应重新说明期望 以排除某些情况呢，还 

是完全将它从情景中排除?作为一个整体， 

应构造一个情景的不同版本 呢，还是在组织 

MOP时使用一个不同韵情景来处 理 这 类 情 

况?应构造一个全新的MOP吗?为了决定究 

竟是哪一种隋况且不管如何去掏造所决定的 

新结构，我们首先必须努力去理解失败的原 

因，并理解这 种情况与我们 的 现 行MOP和 

情景的因果结构有何关系。 

舰望的失败产生这种动机，并且可以确 

定是否在一给定情况下激发系统 学习以及澈 

发到什么程度。这一 点很重要，因为解释一 

次失败过程非常昂贵 (原因是它是由因果链 

组成的)，并且原则上不能对产生的回答限 

定时间。因而，系统追踪解释过程婚动机对 

于理解者的资源分配是一个重要的问题，也 

有必要在 耳理论中进行考虑。一 
一 个霉解系统应谖存储有关期望失败和 

失败的期望这两者的情节。当发生其他失败 

对，我们就检查失败 了的期望，看看 是否已 

经存储了其宦实例 当找魏一仑实例 时，在 

解释失败叶J就可以使用上述两 种情节。这对 

于去除不棚关性，是有极大好处的。此外， 

通过 这 种方斌存储清节，我们可以确定这 

_种事发生 颓度 达与确定问题直很大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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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 

应该指 出这 个 理论现 荽地预 言了 的 j 

为，即，在正常的理解：过程巾，发生一次期 

望失败。将 自然地产生回忆，追想起 ̈ 现 扁 

一 种期望失败的过去实例。事实上，情况也 

是如此，下面我们将讨 论几个例 子。 

二、当前的学习模型 

在更 详细讨论 我们 的学 习模 型 之前，有 

必要弄清楚今天人工智能与心理学中认为是 

重要的一些学习问题。 

2．1 概念学 习 

一 般认为，“概念学习 也许是与人工智 

能和认知心理学中的学习理论最相关的。这 

是Winston的。从侧 子学习结构描述 的 程序 

范蜘，它可能是人工智能 中最著名的工作。 

而且也是Anderson，Kline和Beasley的模 型 

范侧m。据我所知，这个模型的理论基础最 

早出现q：Bruner，Goodriow和Austin的著 作 

主中f 。一般而言，这里我们想到这些模型 

提出的关键问题是，要发 现 一 种。概 括”由 

“特性 集定义的实例的形式化机制。 

2．1．1 摄念学习模型 Bruner。Good— 

YIOW和Austin(BG＆A)模型假定一个事 先 

定义的范畴集合和～些有关一十例子是否落 

八冶定范畴的确定性判断。其任务是找出一 

个如他们所说的属性或“特性”集合，用以正 

确地区分出哪些例子可分类为一／卜范畴。 

这个理论的基本看法是，学 习存在两 种 

有趣的情况t一是输八应被分类为一给定范 

畴，但不满足准则，二是输^不应被分娄为 
一 给定范畴，但却满足准则。 

在前一种情况下，动作是抛弃那些妨碍 

识别新例子的特性。在后一种情况下，动作 

是从 以前看到的所有例子中找出某些未被注 

意或未加考虑的特性。 

Winston对这个基本理论的 贡 献主要在 

于他仔细地考虑了“特性 的本质和特性比较 

中所涉及的特殊问题。他认为最重要的是， 

赛际 上凡们 仅倪决 定一个特性是否遣台一 

定义，两 目能对特性触更多 昀 事 情。特 别 

l ． 、̂引能够 概括 特性，照约束度放宽且 

仍 有意义 。。为此 ，Winston在弛 的程序 中 引 

八了抽象层次。“概括”一个特性的过程是这 

样的：用另一个抽象层次中优先于它的特性 

来代替此特性。 

Anderson．Kline和Bcasley (AK＆B) 

模型，虽然 比Winston模型衙单得多，但 也 

遵循TBo＆A范例。在这个 模 型 中 ，一 个 

范畴解释为一个“产生 或测试卜动 作 对，其 

q ，测试包含输^中被测试的特性枭台，而 

动作则只断言输人客体在动作中 的 从 属 关 

系。根据作者的观点，一个产生在引八一个 

新例子基础上，通过抛弃可能排除新实佩 的 

特性来进行概括，这与原来的BG＆A模型设 

有两样。 

2．1．2 溉念学习囊翌的问 曩 显 然， 

这个模型能做一些合理的事情，如果： 
· 某^皆诉学习程序构成什么范畴，以及朴么 

僦子彼此稆关 

· 这个模型除了学习以外，并没有任阿任务。 

或者假定任务就是把一个宴铆分差为一个范畴，或 

从一个范畴 中挑出来。 

· 非倒子的输八可以抛弃 

但是， 当我们想把此模型应用到现宴世 

界中时，情况就不这么明显了。这时，我们 

必须 问t这 个模型中的范畴表示 了什么?在 

Winston系统中，程序学习把积术构造 分 娄 

为如 “拱桥”和 “桌 子”等范畴。尚不请楚 

在人的学习中这对应着什么。肯定，这个系 

统并没有对应于人实际用 学习或存储如拱 

桥和桌子之类概念的方式。例如，桌子既可 

从形态，也可从功能上分类。 

事实上，Nelson[。 已经证踢了儿童最早 

的范畴定义往 往基于客体的功能观点，面不 

是其属蛙。换言之，儿童定-义一个客体是依 

据他可 用它做什么，而不是客体的知觉 特 

性。Piagct(瑞士著名儿童心理学家)也认为， 

儿童对一个客体的理解是根据客休可以每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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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纳台(同化)到其现有 式当 ⋯n。 

涉 及概念 学习 范畴的 男一 十阀题 在 于范 

畴的确定性质，lii=l，事实上模型只能产生一 

组(台取)的必要 H充分的特性，判定一个例 

子是否适合于此范畴。这样对范畴的认识， 

存在着两个方向性错误：作为范畴的一个描 

述，既有限制又太简单。 

、  这种认识之所以有限制，是 因为不合理 

地要求一个输入完全与被分类人此范畴的整 

个 定义匹配。对此有几个理 由。一是一般而 

言， 当一个窖体或事件头一次出现时，我们 

并没有存取其所 有信息， 因而需要学会如何 

根据 完全信 息合理地将 它分类。二是实际 

的智能系统并不能真正选择是 否忽略任一不 

符台其范畴定义的输入。最台理的动作是寻 

找一个与输八是耜近的观 有范畴。侧如，如 

果你从未见过驴子，那么把它当作马就是一 

种台理晦理解方式 

Rob吐的工作⋯ 支持了有关这些范畴性 

质的直觉想法，拖表明许多诸如 “水果 和 

“家具”之类自然范畴似乎并没有确定的特 

性，至步就人们实际对范畴的理 解 是 这 样 

的 例如， 当要求一个人列出二十种常见水 

果的 “特点和属性”时，根本就不尽相同。 

这种认识之所以太简单，是因为如果一 

个范畴仅向理解者提供它自身的 确 定 性东 

西，那么是无用的。以光硕饭店 的 范 畴 为 

例，如果这个范畴要有用，它必须提供有关 

男侍和女侍，菜单，座位，付款以及许多其 

-它事情韵期望。然而，没有一十期望是确定 

性的 在特性的密度上讲，我们羌于光 饭 

店的期望远远超出了它们的定义。 

我们对以上事实的理解是，范畴具有两 

个方面的内容：索引和期望。这两者是受理 

解者在实际理解任务审使用范畴这一任务启 

发的 而且都是一个学习理论的逻辑方面。 
。  

2 1．2．1 ■ 括 率 的抽 象 分属 让我们来一 

般性地考磕概括问题。群们认为，对于如何概括描 

越有三种基本旁法 1)特性匹配J 2)抽象层次l 3) 

爵果性质。 觚 ＆0方法是第一种的 例 子，其 思 想 

～酏 ’． 
．  

是 ：， 撬 一个描述意味首批弃 -些特性 

Winston的概念更复杂些 搋括在于进一步 

抽 象层次申的限制来替换特性 限制。然而，这只是 

有所改进，仍不足以处理实际的概括，事实上，如 

果机械地加以应用，还会误八歧途 下面考虑目前 

耶鲁大学进行的REGAL项目 

假设我们有一个范畴是关于劫持一 桀飞往古 巴 

的飞机的事件类型 现在的输八是把飞机劫往利比 

亚。假设我仃鞴基考虑新实例和日范畴之间的撅括 

嵇们认为什么是目的地的新规范说明呢?当然，一 

种可能是概括 地点 ，这实际上就是消除目的地的 

‘差别。但是，若我们想得更微妙些，我们也许会考 

虑这样的概括，如 这两个国家的领导人 都支持器 

怖主义”，或 它们都是敌对国家 至少 对 于 某 些 

人， 上概活都是台乎情理的，都可锋出现在预编 

译的抽象层次中。为什么这些概括有意义 ，而不采 

用基于天气，人口数量、或进出口市场等事实自学臻 

括呢? 、 

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在于，概括与范畴构成的情 

景有着因果关系的属性。例如，掳们可以接受以下 

的概播，即劫机者相信他台在那些国家受到保护， 

或者由于他声 皇由世界中受到侮辱，或者作为恐怖 

主义活动的一部分，受那个国家的委托来执行他的 

行动。构成概括的过程必然联系到解释一十范骋的 

内容为什么具有Rg某些属性与其它属性不 致。为 

了避一步表踢这一点，鹭提出 糖和气氛 作为一个 

错误的概括时，我们不得 形成这棒的可能解释 

劫机者正在放假，尽管经过因果性葫的小心分析排 

除了这种 情况。 

2．1．2．2 阁 基 小 结 最 后，我 们 认玲，概 

念学习在任何意义上都不能看成是现实世界中的一 

个完叠学习模型。它不满足 形态 标准，-圄为它只 

能学会对范畴化是必要且 分的特性皋台。这十失 

政可能是由于它不能充分 地解决 上下文 问题的结 

果。除了一个试验性的分类摘八外，没有提供一十 

理解任务的槿型作为这类学习刳基础，结果不能说 

腭记忆自廿范踌是干什么尉的，因而允许了这样的观 

点 范畴是些无可非议的定必 

简而言之，概念学习并没有构成一个宴际的记 

忆模型，没有这样一个记忆模型，学习理论就不会 

有什幺意义，而且如上所述，范畴性质的约束还引 

起了一些同题 。此外 ，这，卜模型也不满足 发展的 

要求，因为它涉及只有儿童的理解累绕已充分发达 

后才会出现的范畴学习问题，而没有回答在学习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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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这些东 西是怎样形成的。 

2．1．3 类比学习 近来 ，比喻 I冀比已 

经 成为认 知科学 的一 个热 门课题 。这 个课题 

的相 当多工作已涉 及这样一个问题：我们怎 

样 “通过类比进行学 习” ， 】。 已开 展 的 

大部分工作是确定一个上下文与另一个上下 

文间的 “映射”性质。这是一个 有意思的问 

题，我们认为，更基本的 问题是 “类比在一 

开始是怎样发生的?” 

如果事先不做概括，我们又是怎样措着 

概括而看到两个结构间的相似性呢?例如， 

考虑众所周知的 电流和流体涧的类比。假设 
一 个人自己想出了这个类比，那么他究竟是 

怎样想出来的呢?这个类比是基于 “流”的 

概念的，即，有一种同性物质在一个路径上 

移动，若不被堵住一直沿着 这 个 路 径，等 

等。两个领域 间 “映射”的客体被映射了， 

因为就概括的流而论，它们在功能上等价； 

流速下降，某处体积增 船，{【二集 一 起，等 

等。这个问题在于，如果我们没 有流的概括 

性概念的某种表示，那么我们是如何确定 电 

流相似于流体的呢?我们必须 有一种流曲结 

构，使它可以在流体领域内的这种结构也可 

以在非流体情况l巾加以引用。从 这 个 观 点 

看，对于所发生的事，与其说类比，不如说 

是一个称为 “流 的一般性结构的应用。 

这并不是轻视类比这个划题，而是换换 

焦点。这从个观点来看这个 问题，如果使这 

些概括允许正文间的交叉提示，那么涉及的 

机制是什么。我们的建议是，提出一种可在 

非常抽象的层次上组织信息的知识结构来解 

决这个 问蘑，同时将它使用在更明显，熙受 

限的上 下文 中。 

这样的结构就是主题组织包(Thematic 

Organization Packet，或ToP)。这种结构围 

绕 “目标交互作用”情况 “ 和输出(描述 目 

标交互作用的结果)来组织信息 

2．2 学习理论的薹点 
一

个人类学习理 自盛须解决下列问题， 

· 范畴形成规则 

· 索01 

· 鲫望 目 俞 

· 变 更的动机 

· 失 败的解 释 

2．2．I 索 目『 索引(INDEXINO)是一 

个可用来发现理解的相关上下文的系统。正 

如我们在批评概念学习时所指出的，一个理 

解系统的现实模型总是必须产生一个可用来 

同化一个新 输八的结构。由于需要在新情况 

下产生可能的最相关结构， 同时需要快速地 

分类一十给定的输八，所以一个结构的索引 

必 然要 比此结构定义的范畴的确定性索引放 

松一些。这个事实意味着，正是索引，而不 

是定义，将 负责把各种事情包括在一给定范 

畴中。但是，什么是一个索引呢? 

我们对这个 同题的第一个答案是结祷应 

该由组织它们的特性来加 以索引。即， 当一 

个MOP由有关目标的组织信息形成时，这个 

目标被用来编一个范畴的索引。类似地， 当 
一 个TOP被建立时，它是 由“目标交 互作用 

情 况和 输出进行 索 引的 。 

除了建立时编索引外，我们还有失败的 

期望的索引机制。这种方法不仅说明了相关 

的以前事件的索引，而且还导致了MoP或情 

景间的 索引 。如 果某种 失败 以基本上 相 同的 

方式重 复多次 ，那么最适当的反应可能蹙建 

立一十新结构来表示这种出现，并且在原来 

失败的事件被索引的地方来索 引 这 个 新 结 

构 。 

当然还有其它索引方式 其中一种是 由 

MOPI~ 成情景和角色项(role-filler)．来 对 

MOP结构进行索引。这种方法称为脚本激活 

问题，已由许 多1人讨论过 。· 】。 

2．2．2 期望囊台 当我们 为 饭 店” 

或某些其它脚本情况建立结构时，我们实 际 

组合在一起的东西就是一系列因果相关的事 

件。发生的几乎每件事情都作为饭店MoP的 

二部分，这些都是一大类因果关系o · 

注意到所涉及的事件序列，像MOP这样 

的结构所做的事，就是给我们一个 框架，根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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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这个框架我们可以建立对出现的田果关系 

的一种 解。这不仅对下。 r会煲好地处理特 

定情 况是重 要的，这 是 推论 出这种 果关系 

的 直接 最机 ，而且 对于学 习一般的 闲果关 系 

也是重 要的 。 

2．2．3 失戢的解释 MOP或其它 事 件 

及情况的高级范畴的价值在于减轻了理解者 

的负担 。通过存贮情况中的因果关系，提供 

以后的 有关期望，这些范畴可以使理解者忽 

视情况的 因果结构，直到需要这 种 知 识 为 

止。这基本上是自顶向下推理的 优 点 的 例 

子。 

但当发生失败时，我们基l本上是以一种 

自底向上的方l式进行理解的。现在我们需要 

知道引起期望失败的客体或事件与MOP提供 

前事先组装好的因果结构的 固果关系 。 

重要的是， 我们实际上总在努力建立这 

种因果链， 即解释失败，而不是仅把失败与 

失败了构期望存储程一起 这一点之所以必 

萼 有一些理由。 

也许最重要的 理由是，我们不必希望在 

失败的期望下建立失败的索引。特 是我们 

班进行规蚶时，我们确定引起失败的条件是 

艰差镑的。我们可以把期望的失败看 作 是 

症状”．，它也许是以前发生的一个没被认识 

列的失误造成的结果。在这种情况下，我们 

这种方式对失败编索引，使那 些 条 件 雨 

瑰，。我们可以重获旧实例，避免再次重犯 同 

样的失误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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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这种腾况相反，特别是在 规 划 环 境 

·【『’同样重要的是．从失败中遥行推理，这 

有助于预洲以后在不断应用知I}{结构 中出现 

的 问题 。 ． 

解释失败为我 柏 了吼下事情； 

· 可以找出索引一个失败的最早时刻- 

- 可以把多个失败联系起来’ 

· 可断孤测将来的失败' 
· 可作为构成一个新结构的部 动机。 

失败驱动记忆的概念提供了自底向上的 

因果推理和动机推理与自顶向下的MOP预测 

机制之间的关系。 

总之，我们通过对学习课题的研究得到了这样 

的结论：下 l问题极为重要。 

1．存在什么样的记忆结构，它们是在什么基础 

上进行 蛆织 的t 

2．什么样的特性是记忆结构的合理索引? 

3．由记忆结构提供的期望是如何表示的? 

4．有什么样的失败麦型，其中每种类型是如何 

解释 的? 

5．记忆结构有何类型变化，这些类型与可能发 

生的失败类型是如何相关的? 

要开始有关学习课题的研究，我们必须建立一 

组合理的学习问题。回答这些问题是另一回事 我 

们已经较详细地回答了这些同题Ⅲ 。然而．贿 在 

满足本文开始提出的四项要求的理论基础上，借助 

模型的程序设计经验，才可能得到完全的箐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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