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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实验采用听写和选择任务
,

对比研究了不同阅读水平儿童在汉字字形输出和再认过程中的共同点和差异

结果发现 汉字声旁的规则性影响所有阅读水平儿童听写和听选择的正确率和错误率 阅读水平低的儿童比阅读水

平高的儿童产生更多的同音替代错误 与阅读水平高的儿童相 比
,

阅读水平低的儿童更加需要线索的帮助 文章从

心理词典结构和字词加工的角度探讨了这种差异的理论含义
。

关健词 阅读水平
,

规则性效应
,

产生与再认
,

同音替代错误

分类号

引 言

人类语言加工的个体差异是心理语言学研究的

重要课题
,

对不 同阅读发展水平儿童字词加工方式

的研究有助于加深我们对语言获得
、

发展和加工 的

理解
。

西方大量关于儿童阅读困难的研究表 明
,

拼

音文字中儿童阅读困难主要表现在单个词汇的读音

和拼写过程
,

困难的原因主要是语音加工障碍
。

有

些汉语阅读发展研究也涉及到儿童语言发展的个体

差异 ,
,

这些研究发现
,

不 同阅读发展水平 的儿童

加工 词汇 时对汉字结构信息 的意识 与利用程度不

同
。

具体而言
,

阅读水平低的儿童形旁意识
、

声旁意

识较阅读水平高的儿童发展迟晚
,

表现为不能有效

地利用汉字 的形旁和声旁去推测 整字 的字义和字

音
。

上述汉语研究大多集 中在汉字 阅读的语音加

工
,

对汉字产生的字形输出仍较少涉及
,

本研究拟

对此进行初步探讨
。

本研究采取教师评定方法选择不同阅读水平的

儿童
,

控制了汉字声旁的表音程度及频率
,

运用听写

和 听选择纸笔测验
,

旨在通过对汉字字形输出与再

认正确率与错误类型 的分析
,

揭示声旁信息在汉字

字形输出与再认过程中的作用
,

并 比较不 同阅读水

平儿童的词汇加工方式
,

进而探讨阅读水平低的儿

童心理词典结构和词汇加工特点
。

听写与听选择任务都始于语音输人
,

语音输人激

活具有同样语音表征的字形表征
,

在语义的制约下
,

实现字形 的输出和再认
。

实现正确的字形输出需要

语音
、

字形
、

语义知识及三者的相互联结达到一定的

强度
。

听选择任务除了语音
、

语义刺激
,

还增加了 目

标字及其音
、

形相似字的线索
,

正确地选择 目标字也

依赖于音
、

形
、

义间已建立联结的强度
。

但是听写接

近回忆
,

需要全部线索
,

选择属于再认
,

可以利用部分

线索进行
,

二者对词汇表征精确性的要求可能不完全

一样
。

因此本研究将同样的材料用于听写和听选择

两种任务
,

既可以通过对两种任务的 比较揭示儿童词

汇加工上的特点
,

又可以确认结果的一致性
。

测验由

主试给出汉字的读音和组词
,

儿童写下或选 出 目标

字 如果所给字音和字义足以激活相应的字形表征
,

儿童就有可能作出正确的反应
,

否则就会不作反应或

输出错误的反应
,

因此通过这种方法可以探测到儿童

字形表征的激活程度及词汇的表征方式
。

研究方法

被试 北京市某小学四年级学生 名
,

由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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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老师把学生分为阅读发展水平高
、

中
、

低三组
,

高
、

型和频率是被试 内因素
,

阅读水平是被试 间 因素
。

中
、

低组学生分别是 名
、

名
、

名
。

所有被试智 实验材料是 个形声字
,

均 选 自小学课本前 册
,

力正常
,

均无情感障碍和器质性损伤
。

其中规则字 声旁与整字发音相 同
、

不规则字 声旁

材料与设计 本实验是 阅读水平 字 与整字发音不同 和不知声旁的字 声旁不独立成字

的类型 频率 的三因素混合设计
,

其 中字的类 或不知声旁的读音 各 个
,

每种字又分成相对高

表 实验用字的频率与笔画

类 型 频 率 例 子 数 量 频 率 笔 画

规则 高频 球

低频 牺

不规则 高频 待

低频 驰

不知声旁 高频 诉

低频 陷

频和低频 的字
,

频率来 自小学汉字基础信息库
。

各种条件下的字频和笔画见表
。

实验实施与数据分析 实验任务是听写和 听

选择纸笔测验
。

听写和听选择测验的刺激均按随机

顶序呈现
,

听选择测验每一道题由关键字
、

音同形异

字
、

同声旁的字和形似字组成
,

两种任务的关键字完

全相 同
,

都是 个汉字
。

参加听写测验的阅读水平

高
、

中
、

低组学生分别是 名
、

名
、

名 参加 听

选择测验的阅读水平高
、

中
、

低组学生分别是 巧 名
、

名
、

名
。

由经过训 练 的主试在词 中呈现 目标

字
,

词均 为所学课本 中出现 的
。

每个字读两遍
,

如
“

跌
,

跌倒的跌
” ,

要求被试按顺序写下或选出听到 的

目标字
。

正确反应在总反应中的百分 比作为正确率

的指标
。

把学生 的错误反应进行分类
,

听写错误共

分音同形异错误 如驰写成了迟
、

同声旁错误 含同

一声旁的字或者只写 了声旁
、

形似或笔画错误
、

组

词错误 如萄写成了葡
、

部分字错误 写了一个不完

整的字 和随机错误 写了一个无关的字或随意写了

几笔 六类
,

选择任务分为音 同形异
、

同声旁
、

形似

与 听写 中的形似错误不完全一样
,

不包括笔 画错

误 和组词 四类
。

各种错误反应在总反应中所 占的

百分 比作为错误率的指标
,

对正确率和错误率进行

方差分析和多重 比较

结果与解释

正确率分析

表 和表 分别列 出了不同阅读水平儿童在听

写和听选择任务中的正确率

对听写正确率进行 方差分析发现
,

阅读

水平的主效应显著
, , , ,

, , ,

多重 比较发现
,

高水平组的正确率 显著高于

中水平组 和低水平组
,

中水平组 的正

表 不同阅读水平儿 在各种条件下的听写正确率

字的类型 频 率 阅读水平

高 中 低

规则字 高频

低频

不规则 高频

低频

不知声旁 高频

低频

表 不同阅读水平儿 在各种条件下的听选择正确率

字的类型 频 率 阅读水平

高 中 低

规则字 高频

低频

不规则 高频

低频

不知声旁 高频 夕 众

低频

确率显著高于低水平组 显著性均为
。

字

的 类 型 主 效 应 显 著
, , ,

, , , , ,

多重 比较发现
,

规则字的正确率 显著高于不

规则字 和不知声旁的字 显著性均为
,

不规则字和不知声旁的字之 间没有显著

差 异
。

频 率 的 主效 应显著
, , ,

, , , 。

字的类

型 与阅读水平 的交互作用显著
, , ,

, , , ,

简单效应分

析发现
,

随着能力的降低规则性效应越来越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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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选择正确率进行 方差分析发现
,

阅

读 水 平 的 主 效 应 显 著
, , ,

, , , ,

卜殆 一

多重 比较发现
,

高水平组的正确率 显著

高于 中水平组 与低水平组
,

中水平组显

著高于低水平组 高水平组与 中水平组间的显著性

为
,

高水平组和 中水平组与低水平组 间的

显著性均为
。

字 的类型 主效应被试分析

显著
, , , ,

盼
多重 比较发现规则字的正确率 高于不规则字

和 不知声旁 的字 显著性水平分别是
、 。

频 率 的 主 效 应 显 著
, ,

, , , ,

。

错误率分析

不 同阅读水平儿童的各种听写和听选择错误率

分别列于表
、

表
。

由于听写任务中同音
、

同声旁
、

形似错误较多
,

选择任务中同音
、

同声旁错误较多
,

我们主要统计了上述错误的阅读水平差异
,

其他错

误 听写 中的其他错误包括组词错误
、

部分字错误
、

随机错误 选择中的其他错误包括形似错误和组词

表 不同阅读水平儿童各种类型听写错误率分布表

错误类型 阅读水平

高 中 低

同音错误 乃

同声旁错误

形似错误

其他错误

表 不同阅读水平儿童各种听选择错误率分布表

错误类型 阅读水平

高 中 低

同音错误

同声旁错误

其他错误

错误 较少
,

在此不作为统计检验的主要对象
。

对听写错误进行 方差分析发现 阅读水平

与 错 误类 型 之 间 的 交 互 作 用 显 著
, ,

, , , , ,

简单

效应分析发现
,

高水平组三种错误差异不显著
,

中水

平组声旁错误显著少 于 形 似错误 显著性水平是
,

低 水 平 组错 误差 异 显著
, ,

, , , , ,

多重

比较显示
,

同音错误显著多于 同声旁和形似错误 显

著性水平都是
。

错误类型 与频率交互作

用 显著
, , , , ,

, ,

简单效应检验发现
,

同音错误和

同声旁错误随频率的降低显著增多 显著性水平都

是
,

形 似错误 的频率效应 不 显著

进一步分析各阅读水平组在不 同频率下 的听

写错误发现
,

高频时
,

高水平组和 中水平组的形似错

误显著多于 同音错误
、

同声旁错误 显著性水平都是
,

同音错误和 同声旁错误无显著性差 异
。

低水平组同音错误多于同声旁和形似错误但无显著

性差异
。

低频时
,

高水平组和 中水平组错误差异不

显著
,

低水平组错误差异显著
,

同音错误显著多于同

声旁错误和形似错误 显著性水平都是
,

同声旁错误多于形似错误 显著性水平是
。

对选择错误进行 方差分析发现 阅读水平

与错误类 型 的交互作用 显著
, , ,

, , , 。

检验发

现高水平组同声旁错误显著多于 同音错误
,

, ,

中水平组两种错误无显著性差异
,

低

水平组同音错误显著多于同声旁错误
, 二 ,

。

进一步分析各水平组在不同频率下的错

误发现
,

高频时
,

高水平组同声旁错误显著多于 同音

错误 显著性水平是
,

中水平组两种错误无

显著差异
,

低水平组同音错误显著多于 同声旁错误

显著性水平是 低频时
,

高水平组错误差

异不显著
,

中水平组和低水平组都是 同音错误多于

同声旁错误
,

中水平组差异显著性水平是
,

低水平组的差异显著性水平是

使用部分线索

对两种任务的正确率进行 任务 阅读水

平 字的类型 频率 方差分析发现
,

阅读水

平与任务的交互作用显著
, , ,

, , , ,

简单效应分

析发现
,

无论阅读水平高的儿童还是阅读水平低的

儿 童
,

选 择 正 确 率都 显著 高 于 听 写 正 确 率
,

但是这种差异在 阅读水平低 的儿童 中远远

大于 阅读水平高的儿童
。

这种结果提示
,

相对阅读

水平高的儿童
,

阅读水平低的儿童在词汇加工过程

中更加需要线索的帮助
,

换言之
,

在要求全部线索
、

详细词汇表征的听写任务中
,

他们的正确反应急剧

下降

由于阅读水平低的儿童在听写过程中产生部分

字错误的情况远多于 阅读水平高的儿童
,

我们对部

分字错误的阅读水平差异进行 了方差分析
,

结果发

现
,

阅读 水 平 的 主 效 应 显 著
, , 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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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一

多重 比较显示
,

阅读水平低的儿童犯的部分字

错误显著多于高
、

中阅读水平的儿童 显著性水平均

为
。

讨 论

规则性效应

从结果可见
,

听写
、

选择任务中出现了与命名任

务同样的规则性效应
,

说明汉字字形输出与选择同

样受到汉字声旁规则性的影 响
,

规则字 的正确率高

于不规则字和不知声旁的字
。

这与拼音文字拼写研

究结果相一致
。

等人的研究表明
,

三年级儿

童在拼写和命名 中都表现出了规则性效应
,

即符合

拼读规则的词拼写和命名 的正确率高于不符合拼读

规则的词
。

本研究还发现
,

阅读水平低 的儿童在字

形输出和再认过程中也表现出汉字加工 的规则性效

应
,

说明阅读水平低 的儿童与阅读水平高的儿童一

样能够利用声旁提供的语音信息
,

这与汉语阅读发

展研究和英文 的研究 结果一致
,

舒华 等人研究发

现 四年级儿童 已经普遍发展 了规则性意识
,

等人 研究发现三年级好的读者和差 的读者均在拼

写和命名任务中利用 了形音对应规则
,

等人

从理论上成功 地模拟 了 阅读困难儿童 的规则性效

应
。

本研究 的另 一个发现是
,

听写任务中存在声旁

类型 与阅读水平 的交互作用
,

这可能 因为对阅读水

平高的儿童来说比较高频的字对阅读水平低的儿童

却表现为相对频率很低
,

声旁的频率相 对整字频率

就会更高
,

声旁的读音更易于被提取出来
,

并对整字

的加工产生影 响
,

因而表现出了字的声旁类型与能

力的交互作用
。

字形输出过程规则性效应的存在有利于加深我

们对词汇加工机制 的理解
。

语音输人激活了儿童心

理词典中具有共同语音表征的所有字形表征
,

包括

成字声旁的字形表征
。

规则形声字的声旁读音与整

字读音一致加强 了规则字语音与字形 的联结
,

加快

了语音到字形的传输速度
,

导致规则性效应的出现
,

而不规则字和不知声旁的字 、语音输人不能直接提

供与声旁一致的语音线索
,

尤其是不规则形声字
,

整

字读音和声旁读音还存在竞争
,

致使其正确率最低

同音替代错误

听写和 听选择两个任务的错误率分析都发现
,

与阅读水平高的儿童相 比
,

阅读水平低 的儿童产生

更多 的同音替代错误
,

说明四年级阅读水平低 的儿

童在词汇加工 中较多地使用语音信息
,

这与宋华

的研究结果一致
,

她的研究发现阅读水平低的儿童

在阅读过程 中更加依赖于语音线索
。

本研究从多种

任务和错误率分析的角度再次得到 了相 同的结果
。

在字形输 出与选择过程 中产生大量的同音错误
,

与

汉字中同音字较多和实验任务比较强调语音信息有

关
。

语音输人使儿童心理词典中所有与 目标字具有

共同语音表征的字形表征得到 了不 同程度 的激活
,

同音字如果激活强度超过了 目标字就会被错误地输

出和 选择
,

而且研究发现低频字的 同音错误显著高

于高频字
,

说明低频汉字的高频同音字更易于被激

活和错误地输出
。

那么
,

阅读水平低 的儿童 同音错误显著多于高

阅读水平儿童的原因是什么 是否与在词 中呈现汉

字
,

阅读水平低 的儿童不理解 的词 比阅读水平高的

童多有关 为 了排除这种可能性
,

我们将实验中

使用的词组按照概念的难易分为 口语中熟悉和不熟

悉两类
,

以各阅读水平组儿童的同音错误作 因变量
,

对概念的熟悉性与阅读水平和同音错误的关系进行

了事后分析
,

我们发现概念 的熟悉性与阅读水平没

有交互作用
,

说明本研究 中低阅读水平儿

童与高阅读水平儿童同音错误的差异不是 由于概念

的熟悉性造成的
。

为了更细致地了解低阅读水平儿

童同音错误的原 因
,

我们对低 阅读水平儿童 的同音

替代错误进行了分析
,

发现他们大多数情况是 以高

频 同音字代替低频 目标字
。

在他们产生的 个同

音字中有 的情况是同音字的频率高于 目标字
,

如把
“

驰
”

写成 了
“

迟
”

或
“

持
” ,

把
“

弥
”

写成 了
“

迷
” 。

其余 的是 以 频率相 似 的 同音字替代 目标字
,

如把
“

趁
”

写成
“

衬
” ,

把
“

拦
”

写成
“

篮
” 。

根据这些结果
,

我

们认为这种差异一方面可能是 由于 阅读水平低的儿

童词汇量 比较小
,

没有在心理词典中建立起相应的

词条
,

在字形输出过程 中错误地输 出了 目标字的同

音字 另一方面可能与低 阅读水平儿童的词汇表征

方式和加工特点有关
。

汉字的产生有赖于音
、

形
、

义

表征之 间的联结强度
,

只有各种表征的联结达到一

定的强度
,

才会实现相互激活和扩散
,

也才会顺利实

现字形 的输出
。

在字形输出过程 中
,

字形表征不精

确
,

音
、

形
、

义的对应关系不巩固
,

都可能使得 目标字

字形表征的激活强度低于 同音字
,

在与同音字的竞

争 中处于劣势
,

从而导致字形输出中的同音替代错

误
。

在本研究 中低阅读水平儿童的同音替代错误显

著高于高阅读水平儿童
,

并显著高于其 自身的其他

类型错误
,

反映了 阅读水平低 的儿童词汇表征精确

性差
,

各种表征间的对应关系没有巩固
,

相 比而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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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年级阅读水平高的儿童 已 经较多地注意到 了音
、

形
、

义表征之间的联结
。

这也与拼音文字 中阅读困

难的研究结果一致
,

研究 表明阅读困难儿童没有

发展起字形表征与语音表征间丰富的亚词汇网络连

接
。

熟练读者的语音表征和字形表征非常紧密地联

结在一起
,

以致于 通常是 同时激活
,

而 阅读 困难儿

童
,

二者连接不太紧密
,

在加工过程 中
,

两种表征间

的相互影响相对较小
,

看到一个词
,

不能 自动激活其

内部语音表征
,

词汇的语音也不能 自动化地激活 内

在的字形表征
,

而且这种差别表现在 口 语加工和 书

面词汇加工 中
。

部分线索与儿童的阅读发展

正如英文研究 ’ 所言
,

阅读困难儿童 习惯于

依靠部分线索识别词汇
,

他们可 以利用部分线索完

成命名任务
,

却不能有效地完成需要全部线索的拼

写任务 本研究的另一个发现是阅读水平低的儿童

在听写任务中产生的部分字错误显著多于 阅读水平

高儿童
,

而且与提供了一定线索的听选择任务相 比
,

他们在需要全部线索
、

细致表征的听写任务中成绩

迅速下降
,

这说明他们的词汇表征比较模糊
、

缺少细

节
。

本研究发现的低阅读水平儿童与高阅读水平儿

童间的上述差异实质上反映了不 同阅读发展水平被

试在词汇表征方式和音
、

形
、

义联结强度上的差异
。

并且更加需要线索的帮助
,

可能说明低 阅读水平儿

童的词汇表征与加工 同高阅读水平儿童存在差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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