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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音意识、快速命名与中文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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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考察了语音意识、快速命名与中文阅读的关系。一系列回归分析发现 ,语音意识对中文读字、中文默字和快速

阅读理解的解释量大于快速命名。快速命名先进入方程时对一分钟读字有更大的解释量。控制发音速度对一分钟读字的影响

后 ,快速命名和语音意识对一分钟读字的解释量减小。这些结果说明 ,与语音意识相比 ,快速命名对中文阅读有独立的、微弱的

影响。文章讨论了语音意识和快速命名与中文阅读的关系 ,并根据实验结果分析了快速命名的认知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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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发展性阅读障碍的理论中有“双重障碍”假设 ,

即发展性阅读障碍的原因有语音障碍和快速命名障
碍。语音障碍指语音意识、工作记忆中的语音编码
和词汇通达中的语音编码障碍[1 ] 。研究者提出阅读
障碍者还存在语音表征的缺失[2 ] 。快速命名障碍指
对熟悉的视觉符号的命名速度低于年龄标准至少一
个标准差。双重障碍理论的提出者认为 ,语音障碍
和快速命名障碍是导致阅读障碍的两个独立的因
素。如果个体同时具有语音障碍和快速命名障碍 ,

其阅读障碍会更加严重[3 ] 。Ho 等人[4 ]在香港发现 ,

中文阅读障碍儿童中存在语音记忆障碍和快速命名
障碍。

双重障碍假设面临一些争论。首先 ,快速命名
的认知结构没有明确的定义。有人提出快速命名包
括知觉过程、词汇过程和动作成分[5 ] 。其次 ,该假设
很少经过阅读年龄控制组的检验。第三 ,快速命名
障碍与语音加工障碍在阅读障碍中的相对作用也有
待澄清。

本研究采用了不同的中文阅读任务、发音速度
任务、语音意识和快速命名任务 ,试图通过分析语音
意识和快速命名与中文不同阅读任务之间的关系 ,

考察语音意识、快速命名和不同层次汉语阅读加工
之间的关系 ,以揭示语音意识和快速命名在中文阅
读过程中的相对作用 ,并分析快速命名的认知结构。
中文阅读任务包括中文读字 ,中文默字 ,一分钟读字
和快速阅读理解。中文读字和中文默字是汉字的语
音和字形输出过程 ,中文读字是从字形激活语音的
过程 ,中文默字则是音义激活字形的过程 ,二者均有
较强的语音激活。快速阅读理解涉及快速汉字识
别、语音译码和理解能力。一分钟读字除了汉字形
音义加工外 ,还要求快速的视觉符号识别和语音输

出。这几种中文阅读任务在语音译码和快速视觉符
号识别方面各有侧重。语音意识任务涉及到语言学
层次上抽象语音的识别、保持、比较和判断过程。快

速命名任务所涉及的认知过程则是本研究将要探讨
的一个方面。本研究设计了发音速度任务 ,希望通

过控制发音速度的作用 ,检验动作成分在快速命名
过程中的作用。

2 　方法

2. 1 　被试 :北京市某小学三年级学生 100 名。被试
平均年龄为 8 岁 9 个月。其中男生 47 名 ,女生 53

名。所有被试均无情感障碍和器质性损伤。被试参
加每个实验后获得小礼物。

2. 2 　任务 :本研究的实验任务包括瑞文标准推理测
验、语音意识测验、数字记忆广度测验、中文默字、中

文读字、一分钟读字、快速阅读理解测验、图形描绘、
发音速度、图片快速命名、数字快速命名、颜色快速

命名。下面逐一介绍每个测验任务。
瑞文标准推理测验选用张厚粲等人[6 ]修订的城

市版 ,用来测定儿童的非言语智商。
语音意识测验采取了传统的怪球 (oddball ) 范

式。这种任务要求被试挑出一系列音中与众不同的
一个。我们的实验包括挑出声母不同、韵母不同和
声调不同三个部分 ,每部分 12 个项目 ,共 36 个项

目。每个项目有四个音 ,其中三个在实验要求的目
标音上相同 ,只有一个不同 ,由主试以听觉形式呈现

给被试 ,被试在事先准备好的卷子上圈出所选音的
题号。被试的语音意识成绩是三个部分得分总和。

本实验范式在许多研究中证明具有很高的信度和效
度。

数字记忆广度测验选用韦氏智力测验中的分测
验。用来测定儿童的语音保持和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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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默字、中文读字、一分钟读字来自香港特殊
学习困难筛选测验[7 ] 。中文默字由主试读出目标
字 ,被试在纸上默写出听到的字 ,记录被试正确默写
出的字的个数。中文读字是让被试尽可能地读出卡
片上的字 ,允许猜测 ,记录被试正确读出的汉字的个
数。一分钟读字让被试以最快速度读出字卡上的
字 ,记录被试正确读出的字的总数。

快速阅读理解测验共 90 道题目。每个题目由
一小段文字和五个图片组成。被试的任务是选出与
文字叙述意义相匹配的图片。施测时采取固定时间
的方法 ,限定 10 分钟 ,计算每个被试在 10 分钟内作
对的总数作为阅读流畅性的指标。该测验与儿童语
文能力评定等级之间的相关是. 50 ( p < . 01) ,分半信
度是. 98 ( p < . 01) 。

图形描绘测验是向被试呈现 5 幅几何图形 ,让
被试尽量按照原图形大小画出相同的图形。该测验
的重测信度是. 62 ( p < . 01) 。发音速度测验是在 15

秒内尽量快地说一个 5 个字的熟悉词组。该测验的
重测信度是. 92 ( p < . 01) 。图片快速命名、数字快速
命名、颜色快速命名采用经典的快速命名范式[8 ] 。

在上述实验中瑞文标准推理测验、语音意识测
验、中文默字、快速阅读理解测验、图形描绘均集体
施测 ,其它测验个别施测。所有任务施测顺序随机
排列。

3 　结果

3. 1 　各种实验变量的成绩及其关系
表 1 列出了各种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其中

瑞文标准推理测验、中文默字、中文读字、一分钟读
字、快速阅读理解、语音意识、数字记忆广度、图形描
绘、发音速度记录的均是被试正确反应的个数 (个) 。
图片快速命名、数字快速命名和颜色快速命名记录
的是被试完成所有项目的反应时间 (秒) 。

表 1 　各种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任务 M SD 范围

瑞文标准推理测验 39. 34 8. 45 10 - 54

中文默字 72. 45 9. 13 52 - 90

中文读字 104. 83 17. 65 61 - 142

一分钟读字 82. 22 24. 81 45 - 218

快速阅读理解测验 39. 59 10. 47 10 - 66

语音意识 11. 89 3. 97 2. 67 - 18. 67

数字记忆广度 10. 32 2. 48 4 - 16

图形描绘 2. 37 1. 18 1 - 5

发音速度 79. 54 8. 9 53 - 110

图片快速命名 34. 2 8. 75 16 - 84

数字快速命名 18. 31 3. 97 12 - 34

颜色快速命名 33. 22 9. 59 19 - 82

　　由于所有任务均在同一组被试中进行 ,我们以
被试为观测量计算了各种实验任务结果之间的相关
(见表 2 ,其中一个“ 3 ”号表示显著性 p < . 05 ,两个

“3 ”号表示 p < . 01) 。从表 2 可见 ,瑞文推理测验
与中文默字、中文读字、快速阅读理解语音意识数字
记忆广度和图形描绘的相关都显著 ,为了澄清语音
意识及快速命名与中文阅读之间的关系 ,我们在后
面的回归分析中 ,首先控制了瑞文标准推理测验成
绩的影响。发音速度与一分钟读字、语音意识、数字
记忆广度和图片快速命名的相关显著 ,说明这些任
务中包含快速复述和快速发音成分。

表 2 　各项任务之间的皮尔逊积差相关系数

任务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 瑞文推理测验

2. 中文默字 　0. 31 3 3

3. 中文读字 0. 33 3 3 　0. 79 3 3

4. 一分钟读字 0. 12 0. 45 3 3 　0. 51 3 3

5. 快速阅读理解 0. 29 3 3 0. 27 3 3 0. 38 3 3 　0. 34 3 3

6. 语音意识 0. 45 3 3 0. 56 3 3 0. 53 3 3 0. 44 3 3 　0. 51 3 3

7. 数字记忆广度 0. 33 3 3 0. 37 3 3 0. 37 3 3 0. 16 0. 16 　0. 30 3 3

8. 图形描绘 0. 40 3 3 0. 32 3 3 0. 28 3 3 0. 27 3 3 0. 19 0. 44 3 3 　0. 26 3

9. 发音速度 0. 02 0. 12 0. 15 0. 30 3 3 0. 18 0. 22 3 0. 24 3 　0. 17

10. 图片快速命名 - 0. 06 0. 02 - 0. 13 - 0. 32 3 3 - 0. 22 3 - 0. 19 - 0. 14 - 0. 19 - 0. 21 3

11. 数字快速命名 - 0. 03 - 0. 21 3 - 0. 25 3 - 0. 45 3 3 - 0. 21 - 0. 44 3 3 - 0. 12 - 0. 10 - 0. 18 0. 48 3 3

12. 颜色快速命名 0. 02 - 0. 12 - 0. 23 3 - 0. 31 3 3 - 0. 16 - 0. 38 3 3 - 0. 06 - 0. 24 3 - 0. 12 0. 47 3 3 0. 50 3 3

3. 2 　语音意识和快速命名与阅读成绩之间的回归
分析

下面我们分别以中文默字、中文读字、一分钟读
字和快速阅读理解为因变量 ,以语音意识和快速命
名为自变量进行回归分析。在分析过程中 ,我们控
制了儿童的一般智力水平 (瑞文成绩)和自变量进入

方程的顺序。
在表 3、4、5、6 的回归分析中 ,都是先按照语音

意识、快速命名的顺序进入方程 ,然后再按照快速命
名、语音意识的顺序进入方程。从表 3、4、5、6、7 的
回归分析结果可见 ,在中文默字和中文读字是因变
量时 ,语音意识先进入方程 ,快速命名的作用不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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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 ,快速命名先进入方程 ,它对因变量具有显著的解
释作用。在一分钟读字为因变量时 ,语音意识和快
速命名分别能够解释因变量 20 %和 10 %的变化 ,当
快速命名先进入方程时 ,快速命名能够解释一分钟
读字 23 %的变化。当快速阅读理解为因变量时 ,无
论快速命名进入方程的顺序如何 ,它对快速阅读理
解的解释作用都不显著。这说明一方面语音意识和
快速命名是既有重叠 ,又各自独立的认知结构 ,在中
文阅读的不同过程起不同的作用。另一方面 ,在中
文读字、中文默字和快速阅读理解过程中 ,语音意识
起更大的作用。

当发音速度进入一分钟读字为因变量的方程
后 ,它能够显著解释一分钟读字 9 %的变化 ,而快速
命名和语音意识的解释作用分别由原先的 23 %和
7 %降低为 19 %和 5 %。

表 3 　中文默字为因变量的回归分析

因变数 预测变量 r2 r2 变化

中文默字 1、瑞文推理 . 08 . 08 3 3

2、语音意识 . 31 . 24 3 3

3、快速命名

2、快速命名 . 17 . 09 3 　

3、语音意识 . 35 . 18 3 3

表 4 　中文读字为因变量的回归分析

因变数 预测变量 r2 r2 变化

中文读字 1、瑞文推理 . 08 . 08 3 3

2、语音意识 . 29 . 20 3 3

3、快速命名 . 30 . 01 　　

2、快速命名 . 18 . 09 3 　

3、语音意识 . 30 . 12 3 3

表 5 　一分钟读字为因变量的回归分析

因变数 预测变量 r2 r2 变化

一分钟读字 1、瑞文推理 . 01 . 01 　　

2、语音意识 . 21 . 20 3 3

3、快速命名 . 31 . 10 3 3

2、快速命名 . 24 . 23 3 3

3、语音意识 . 31 . 07 3 3

表 6 　快速阅读理解为因变量的回归分析

因变数 预测变量 r2 r2 变化

快速阅读理解 1、瑞文推理 . 05 . 05 3 　

2、语音意识 . 25 . 20 3 3

3、快速命名 . 26 . 02 　　

2、快速命名 . 10 . 06 　　

3、语音意识 . 26 . 16 3 3

表 7 　控制了发音速度和瑞文推理后一分钟读字为因变量的回归分析

因变数 预测变量 r2 r2 变化

一分钟读字 1、发音速度 . 09 . 09 3 3

2、快速命名 . 29 . 19 3 3

3、语音意识 . 34 . 05 3 　

4 　讨论

　　本研究的主要目的是探讨语音意识和快速命名
在中文阅读过程中的相对作用 ,并尝试分析快速命
名的内部结构。从实验结果可见 ,语音意识和快速
命名在中文阅读过程中起显著的解释作用 ,但对不
同的阅读过程 ,它们作用的大小有差异。相比较而
言 ,在汉字语音输出、字形输出和阅读理解过程中 ,

语音意识的作用大于快速命名。在一分钟读字过程
中 ,快速命名的作用显著增强。这主要与阅读任务
所涉及的加工过程 ,以及语音意识和快速命名各自
的内在成分有关。语音输出、字形输出和阅读理解
过程是汉字形、音、义激活和相互作用过程。语音输
出是一个从字形激活并输出语音的过程 ,语音加工
的成分较强。字形输出则是通过语音激活字形的过
程 ,也有很强的语音加工。阅读理解是通过语音激
活和联结获取意义的过程 ,也需要进行语音加工。
因此语音意识对这三种任务有显著的解释作用。一
分钟读字除了汉字形音义加工外 ,还要求快速的视
觉符号识别和语音输出。因此快速命名的作用有所
增强。Wolf 等人[5 ]的研究发现语音意识对译码和
词汇分析技能的贡献更大 ,快速命名对词汇识别的
贡献更大。Pennington 等人[9 ]也发现语音意识和快
速命名对不同阅读过程有不同作用 ,而且与语音意
识对阅读的作用相比 ,快速命名的作用相对较小。

本研究的结果显示快速命名包含语音加工和动
作成分。回归分析发现 ,语音意识和发音速度进入
方程的先后影响到快速命名对因变量的解释作用 ,

快速命名先进入方程也能够降低语音意识的解释作
用。这说明快速命名中含有语音加工成分和快速发
音动作成分。去除了瑞文、发音速度和语音意识的
影响之后 ,快速命名还能独立解释一分钟读字 8 %

的变化 ,根据快速命名和一分钟读字两个任务的特
点 ,这部分共变成分可能是快速的视觉符号识别技
能。因此 ,本研究认为 ,快速命名至少包括语音加
工、发音速度和快速视觉符号识别三种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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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Research of the Influences of Spoken Language Guidance
on Experimental Operation Skills

Hu Shengli1 ,2 , Zhou Aibao3 , He Pei2

(1 Department of Chemistry , Longdong College ,Qingyang ,745000) (2 Qingyang Normal School , Qingyang , 745000 )

(3 Department of Psychology , College of Educational Science , Northwe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 Lanzhou , 730070)

Abstract 　This research , based on the test of 112 normal school students , adopted post2evaluation in the control group design , chose the

neutralization titration as a task of the experiment to explore the influences of language guidance on the formation of experiment operation abili2
ty. The result shows that spoken language guidance can promote the formation of experimental operation skills , especially in automation opera2
tion.

Key words :spoken language guidance ,experiment operation skills ,directing progr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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