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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致性重读在口语语篇临场加工中的作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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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 ,北京 　100101

提要 该研究两个实验探索了一致性重读在口语语篇理解加工中的作用。实验 1 用以句子为单位的口语动

窗法 ,考察了一致性重读对语篇临场加工速度的影响 ;实验 2 用跨通道词汇再认任务 ,考察了一致性重读如何

影响语篇的临场加工效果、以及发挥作用的时间历程。结果发现 ,与控制条件相比 ,一致性重读加速了语篇的

加工过程并且提高了相对重要的新信息在语篇表征中的激活水平 ,从而产生了更好的加工效果 ;一致性重读

的促进作用在词汇重读后的 1000 ms 就已表现出来 ,并且持续相对较长的时间。因此 ,一致性重读确实有利

于语篇的理解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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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语篇中 ,发话者一般参照先前语境来编排每句话的信息以适应信息传递的要求 ,从而表现出一定

的信息结构。一句话在信息结构上可分为新信息和旧信息。新信息指在语篇中刚刚加入的新内容。旧

信息指前面语境中已出现过或根据背景知识推论出的信息。( Cutle r A . 1976 ;张豫峰 2002)

在口语语篇当中 ,重读是标示信息结构的一个重要手段 ,一般新信息被重读 ,而旧信息不被重读。

不仅重读分布与信息结构密切相关 ,而且这一关系也会影响到听者的口语理解 :与不一致性重读相比 ,

一致性重读加速语篇中句子的理解加工 ( Cutle r A . 1976 ; Te r ke n J , Noteboom S D . 1987 ; D onselaa r

W , L e ntz J . 1994 ;Bi rc h S , Ga rnsey S M . 1995) 。然而 ,以上研究都是采用延时测量法 ,以不一致性重

读为控制条件来考察一致性重读的作用 ,不能说明语篇加工中的重读效应是来自于一致性重读的促进、

还是不一致性重读的抑制作用。L i X Q & Ya ng Y F (2004) 设置无重读为控制条件 ,进一步考察了重读

对语篇临场加工的影响。结果只发现了不一致性重读阻碍语篇的理解加工 ,而未发现一致性重读的促

进作用 ,这可能与所请发音人独特的朗读方式有关。

信息结构除了用重读来标示外 ,也可以通过句法结构变化 (例如 , I t is ⋯t ha t ⋯) 表现出来。Mc K2
oon 等 (1993) 和 Birch & Ga r nsey (1995) 以书面语为材料的研究证实 ,焦点的句法标记会促进被强调的

词汇在工作记忆中的保持、以及向长时记忆的转化。随后 , Almor (1999) 的研究也发现 ,口语理解过程

中 ,句法焦点标记会提高被标示的概念在语篇表征中的激活水平 ,这一促进作用在焦点词汇后的 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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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s 开始表现出来。

实际上 ,加工时间一个维度不能充分说明重读在语篇理解中的作用。如果两种条件下的加工时间

相同 ,有可能一种条件下对语篇进行了更充分的加工 ,而另一种条件却是由于加工难度造成的 ,即产生

不同的加工效果。因此应从加工时间和加工效果两个维度考察重读在语篇理解中的作用。测量相关信

息在语篇表征中的激活水平是探索语篇加工效果的有效方式。

鉴于以上问题 ,本研究的主要目的在于 ,请朗读方式自然的发音人录制语篇 ,从临场加工时间和加

工效果两个角度 ,探索一致性重读在口语语篇理解中的作用。其中 ,实验 1 采用口语动窗法考察一致性

重读对语篇临场加工速度的影响 ;实验 2 采用跨通道词汇再认任务 ,考察一致性重读对语篇临场加工效

果的影响。同时本实验系统变化关键词与测验词之间的时间间隔 ,以观察一致性重读影响语篇理解的

动态时间历程。

2 实验一

本实验的目的旨在从加工时间的角度 ,考察与不一致性重读和控制条件相比 ,一致性重读对语篇临

场加工的影响。

2 . 1 方法

2 . 1 . 1 被试

27 名本科生参加了本实验 ,所有的被试均视力正常或矫正视力正常 ,母语为汉语 ,普通话标准 ,无

阅读障碍。

2 . 1 . 2 材料

正式实验材料由 24 个语篇构成。每一语篇包括“介绍句”、“前目标句”、“目标句”、“后目标句”和

“结束句”5 部分。例文如下 (加括号的词汇为新信息 ;加引号的词汇为旧信息) :

介绍句 : 现代人通过刷牙来清洁和保护牙齿。

前目标句 : 最近发现原始人也有自己独特的洁牙工具。

目标句 : 他们很可能以 (草杆) 作为“牙齿”的清洁工具。

后目标句 : 因为在原始人类的牙齿化石上有微小的凹槽。

结束句 : 实验表明这是长期使用草杆的结果。

目标句中 ,关键词后至少间隔 4 个字句子才结束 ,以避免常规重音这一特殊位置 ;除了重读外 ,目标句不

含有句法结构变化等其他信息结构的标记手段。

请一位普通话标准的女发音人录制语篇。首先语篇完整地录制一遍、拷贝 3 份 ,并把目标句切除 ;

然后目标句录制三遍 :新信息被重读、旧信息不被重读 (一致性重读) ;新信息不被重读、旧信息被重读

(不一致性重读) ;没有任何词汇被特意重读 (控制条件) 。最后把三种朗读方式的目标句分别拼接入切

除好的语篇当中。从而 ,同一内容的语篇分别有两种不同的重读方式。声学参数 (时长和高音点) 的检

验表明 ,发音人确实是按要求来朗读语篇的。

24 个正式语篇按拉丁方分为三组实验材料 ,同一内容的语篇在同一组实验材料中只出现一次 ;在

三组实验材料间 ,同一内容的语篇在三种实验条件下各出现一次 ;同一组实验材料中 ,每一实验条件各

含有 8 个语篇。另外还有 20 个结构相似的填充语篇。

2 . 1 . 3 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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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读与信息结构的关系 (一致性重读 ;不一致性重读 ;控制条件) 单因素被试内设计。

2 . 1 . 4 程序

27 名被试被随机安排到三组实验材料下。被试通过按键以自控速的方式逐句听每一语篇 ,记录目

标句的 D T (目标句呈现刚刚结束到开始按键呈现下一个句子之间的停顿时间) 作为因变量。每个语篇

听完后 ,被试回答计算机屏幕上呈现的问题。如回答错误 ,计算机呈现红色的“错误”两字 ,如回答正确 ,

计算机无任何提示。正式实验前进行 5 个语篇的练习。

2 . 2 结果与分析

首先删除问题回答正确率在 75 %以下的被试 ,据此删除 3 名被试。接着删除 2 个标准差之外的极

端数据 ,这占总数据数的 6 . 25 %。不同条件下目标句的平均 D T 和标准差见下表。

　　　　　　　　　M 　　　　　　　　　SD

一致性重读 437 . 36 183 . 07

不一致性重读 801 . 58 400 . 69

控制 635 . 12 274 . 81

表 1 　不同条件下目标句的 D T ( ms) 和标准差

　　对数据进行 MANO V A 分析表明 ,重读与信息结构之间的关系主效应显著 , F1 (2 , 46) = 13 . 37 , p

< 0 . 001 ; F2 (2 ,46) = 12 . 56 , p < 0 . 002。进一步的平均数比较表明 :一致性重读条件下目标句的 D T

分别显著短于控制条件下 ( F1 (1 ,23) = 5 . 03 , p < 0 . 035 ; F2 (1 ,23) = 7 . 44 , p < 0 . 012) 和不一致性重读

条件下 ( F1 (1 ,23) = 19 . 00 , p < 0 . 000 ; F2 (1 ,23) = 25 . 58 , p < 0 . 000) 目标句的 D T ;并且不一致性重读

条件下目标句的 D T 显著长于控制条件下 ( F1 (1 ,23) = 5 . 03 , p < 0 . 035 ; F2 (1 ,23) = 5 . 20 , p < 0 . 032)

的 D T。可见 ,与控制条件相比 ,一致性重读条件下目标句的加工时间明显缩短 ,而不一致性重读条件

下目标句的加工时间明显延长。从而说明 ,不一致性重读阻碍语篇加工 ,一致性重读会促进语篇的理解

加工。

3 实验二

实验 2 采用跨通道词汇再认任务 ,进一步从信息激活的角度考察一致性重读对语篇临场加工效果

的影响以及影响语篇理解的动态时间历程。

3 . 1 方法

3 . 1 . 1 被试

68 名本科生参加了本实验 ,所有的被试均视力正常或矫正视力正常 ,母语为汉语 ,普通话标准 ,无

阅读障碍。

3 . 1 . 2 材料

选取实验 1 中的 20 个正式语篇作为正式实验材料。每一语篇只包括“一致性重读”和“控制”两种

重读方式 ,20 个正式语篇按拉丁方分为两组实验材料。所有正式语篇都以目标句中的新信息为测验

词。为了考察一致性重读影响新信息激活的时间历程 ,系统变化目标句中的新信息与测验词之间的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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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间隔 ,包括四种 ISI :500 ms ; 1000 ms ; 1500 ms ; 2000 ms 。

每一组实验材料中还有 26 个填充语篇。6 个测验词在相应的语篇中出现过 ,20 个测验词从未在语

篇中出现过。从而平衡每组实验材料汇中词汇再认时的“是”、“否”反应次数。

3 . 1 . 3 设计

本实验有重读方式和 ISI 两个因素。前者为被试内变量 ,有一致性重读和控制两个水平。后者为

被试间变量 ,有 500 ms ; 1000 ms ; 1500 ms 和 2000 ms 四个水平。

3 . 1 . 4 程序

68 名被试被随机分配到四种 ISI 条件下。所有的语篇都以不间断的方式呈现。一方面被试听并理

解语篇 ,每个语篇结束时回答一个问题 ;另一方面当在屏幕上出现一个词汇时 ,被试即快又准确地判断

这一词汇在当前语篇中是否出现过。自动记录再认反应时作为因变量。

3 . 2 结果与分析

首先删除问题回答正确率在 75 %以下的被试 4 名。接着剔除再认错误和 2 个标准差之外的数据 ,

分别占总数据的 2 . 80 %和 1 . 90 %。不同条件下的词汇再认反应时和标准差见下表。

　　　　　　500 ms 　　　　1000 ms 　　　　1500 ms 　　　　2000 ms

　　　　　　M 　　SD 　　　M 　　SD 　　　M 　　SD 　　　M 　　SD

一致性重读 　941 . 62 159 . 40 　835 . 10 143 . 04 　893 . 46 182 . 45 　868 . 02 163 . 66

控制 944 . 49 132 . 73 896 . 08 174 . 79 963 . 43 176 . 45 941 . 19 147 . 53

表 2 　不同实验条件下词汇再认反应时和标准差

　　在每一 ISI 水平下 ,分别以重读方式为自变量、再认反应时为因变量进行 T 检验。结果表明 ,在 ISI

为 1000 ms 、1500 ms 和 2000ms 水平下 ,一致性重读条件下对新信息的再认速度显著地快于控制条件下

再认速度 ( T 值分别为 , T1 (1 ,15) = 4 . 02 , p < 0 . 001 , T2 (1 ,19) = 2 . 82 , p < 0 . 011 ; T1 (1 , 15) = 2 . 73 , p

< 0 . 016 , T2 (1 ,19) = 2 . 92 , p < 0 . 009 ; T1 (1 ,15) = 2 . 10 , p < 0 . 053 , T2 (1 , 19) = 2 . 76 , p < 0 . 013) 。而

当 ISI 为 500 ms 时 ,两种重读条件下的词汇再认反应时无显著性差异。

以上结果表明 ,与控制条件相比 ,一致性重读会提高所标示的新信息在语篇表征中的激活水平 ,从

而相对重要的新信息在听者的工作记忆中处于特殊的优势地位。大约词汇重读后的 1000 毫秒左右这

一促进作用开始表现出来 ,并且持续相对较长的时间。可见 ,一致性重读确实会产生更好的语篇加工效

果 ,并且一致性重读对语篇加工的影响是即时的。

4 总讨论

本研究从临场加工时间和加工效果的角度 ,探索了一致性重读在口语语篇加工中的作用。实验 1

采用口语动窗技术 ,考察了一致性重读对语篇加工速度的影响。实验 2 采用跨通道词汇再认任务 ,考察

了一致性重读如何影响新信息在语篇表征中的激活水平 ,以及发挥作用的时间历程。结果发现 ,一致性

重读不仅会加速语篇理解加工 ,也能提高新信息在语篇表征中的激活水平、产生更好的理解效果 ;这一

促进作用在重读后的 1000 ms 就已表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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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1 一致性重读对口语语篇临场加工速度的影响

先前研究早已发现 ,与不一致性重读相比 ,一致性重读条件下存在语篇加工优势 ,但不能证实这一

优势来自于一致性重读的促进作用。本研究则发现 ,无论是与不一致性重读还是控制条件相比 ,一致性

重读都会加速语篇加工 ,从而证实一致性重读确实有利于语篇理解。

然而 ,L i X Q & Ya ng Y F (2004) 没有发现一致性重读对语篇理解的促进作用 ,这可能与发音人的

朗读方式有关。通过实验后对被试的访谈发现 ,在前面做的实验中 ,被试普遍认为语篇的朗读较平淡、

机械 ,听起来有点奇怪 ;而本研究的被试一般认为语篇听起来自然、舒服 ,其朗读方式更具普遍性和代表

性 ,更容易显示出重读的作用。

4 . 2 一致性重读对口语语篇临场加工效果的影响

一致性重读不仅加速了语篇的加工过程 ,而且产生了更好的语篇理解效果。即一致性重读提高了

对语篇理解相对重要的新信息在语篇表征中的激活水平。并且这一促进作用大约在词汇重读后的

1000 ms 就已表现出来。在本研究中目标句的关键词后至少间隔 4 个字本句话才结束 ,每个字的时长

大约为 300ms 左右。由此推理 ,在当前句结束前 ,一致性重读的促进作用已相当明显。从而表明 ,一致

性重读对语篇理解的促进作用能够即时地表现出来。

一致性重读提高了新信息在语篇表征中的激活水平 ,使其在听者的工作记忆中处于特殊的地位 ,不

仅表明听者对至今为止的语篇信息进行了更好的加工 ,同时也可能进一步促进随后信息的加工。因为

在语篇理解加工过程中 ,一方面需加工当前的言语信息 ,另一方面要以当前言语信息为基础、把随后的

信息整合到语篇表征当中。由于一致性重读促进了重要的新信息的激活和保持 ,因此在一致性重读条

件下 ,随后语篇信息的加工和整合也会更加容易。

5 结论

本研究两个实验探索了一致性重读在口语语篇理解加工中的作用。结论如下 :1) 与无重读的控制

条件和不一致性重读相比 ,一致重读加速了口语语篇的临场加工 ; 2) 在口语语篇的临场加工过程中 ,一

致性重读提高了相对重要的新信息的激活水平 ,产生了更好的加工效果 ; 3) 一致性重读的促进效应在词

汇重读后的 1000 ms 就早已表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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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ole of Consistent Accentuation in
On2Line Spoken Discourse Processing

Li Xiaoqing 　Yang Yufang

I nst i t ute of Psycholog y , t he Chi nese A cadem y of S ciences , B ei j i ng , Chi na 　100101

Abstract 　Two experiment s are carried out to investigate t he role consistent accent uation plays in

spoken discourse comprehension. The first experiment examines how consistent accentuation influ2
ences online p rocessing speed during discourse comprehension , using sentence2by2sentence auditory

moving window technique. The second experiment explores t he effect of consistent accent uation on

immediate result of discourse p rocessing , using cross2model word recognition task. The result s

showes t hat : consistent accent uation speeds up discourse p rocessing ; consistent accentuation enhances

new information’s activation in discourse rep resentation , hence bringing fort h a bet ter result of dis2
course p rocessing ; t he facilitating effect of consistent accentuation has already taken place shortly af2
ter t he off set of accented new words and has lasted a relatively long time. Therefore , consistent accen2
t uation indeed accelerates discourse comprehension.

Keywords 　consistent accent uation 　spoken discourse 　information st ruct ure 　facilitating eff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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