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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80 年代以来 ,语用研究范式逐步为教育和发展心理学所采纳 ,并为进一步探索学习不良儿童社会技能的规律提供了

崭新视角。在对语用的概念进行简要介绍后 ,对西方近 20 年有关学习不良儿童语用研究的主要成果从言语行为、语用灵活性、

意图推理、指称交际和干预五个方面进行了概括和分析。最后 ,就语用对学习不良儿童社会技能研究的意义和存在的问题进行

了讨论。

关键词 : 学习不良儿童　社会技能　语用　视角

　　社会技能是指个体在特定社会情境中 ,运用已有的社会

知识 ,有效而适当地与他人进行积极交往以实现互动目标的

行为方式 ,对个体的心理健康和未来生活有重要意义。20 世

纪 80 年代后 ,对学习不良儿童社会技能的研究逐步从社交策

略、同伴关系等外部行为特征的描述深入到编码、解释、生成

等不同信息加工环节对社交行为的影响。与此同时 ,随着西

方语用理论的不断深入 ,语用研究的思路和方法已逐渐被教

育和发展心理学所采纳 ,并为进一步探索学习不良儿童社会

技能的内在规律提供了崭新的视角。

1 　语用的概念与研究对象

　　根据 Charles W. Morris 的定义 ,语用是研究符号与符号

解释者之间的关系 ,研究符号的有生命方面 ,即在符号作用下

出现的所有心理、生理和社会现象。Levinson (1983) 认为 ,语

用主要研究在社会交往过程中听话人和说话人使用语言的方

式[1 ] 。一般意义上的语用 ,区别于语言的内容 (语义) 和形式

(句法) ,是指在特定社会交往情境中对语言的使用或运用。

到目前为止 ,根据不同的研究角度 ,可以大致将语用研究区分

为以交际结果为导向和以交际过程为导向的两种不同范式。

前者强调以交际中的话语为基本研究单元 ,重视社会交往过

程中对话语产生的交际效果进行考察 ,以及对话语所包含的

言外之意进行推理 ;后者则偏重对交际过程的研究 ,将交际规

则作为基本研究单元。

由于学习不良儿童在语言和社会技能两个方面均表现出

明显的滞后 ,因此对于语用与学习不良儿童社会技能之间究

竟存在怎样的关系 ,学习不良儿童是否存在与一般儿童不同

的语用能力和发展特点等一系列问题 ,引起了西方教育和发

展心理学界的关注。为了便于我们对该领域研究有一个较为

系统的轮廓 ,这里拟根据上述两种研究范式 ,从言语行为、语

用灵活性、意图推理等不同角度对所取得的主要成果进行介

绍。

2 　从语用角度对学习不良儿童社会技能的考察

2. 1 　学习不良儿童言语行为研究

言语行为研究旨在通过说话人的言语行为考察其语言的

交际功能。较早的研究主要采用自然观察并结合话语分析的

方法比较学习不良和一般儿童在自然情境下的言语行为。

Bryan 等的研究发现 ,学习不良儿童比一般儿童表达了更多

的攻击性言语[2 ] 。Moore 和 Simpon 的研究发现 ,学习不良、

行为障碍儿童均比一般儿童产生了更多的负面言语 ,如抱怨、

威胁、拒绝、攻击等[3 ] 。Lauer 等对小学 3 - 6 年级学习不良男

生的言语行为与课堂行为的观察研究表明 ,言语行为与课堂

违规行为具有显著相关 [4 ] 。综合上述结果 ,学习不良儿童言

语行为与一般儿童存在显著差异 ,而这种差异与其对学校和

课堂环境的适应能力以及反社会行为存在一定程度的相关。

尽管自然观察具有较高的生态效度 ,却无法根据研究需

要对相关变量进行有效控制 ,导致对言语行为的研究缺乏针

对性。对此 ,一些研究者通过虚拟现实情境对学习不良儿童

不同言语行为的交际功能分别进行了考察。Bryan、Donahue

等对小学 2 到 4 年级学习不良儿童的提问技能进行了测查。

研究者分别让 20 名学习不良和 20 名一般儿童扮演电视访谈

节目主持人 ,要求被试就特定话题提问现场观众。结果发现 ,

学习不良儿童在提问的数量上显著少于一般儿童。此外 ,学

习不良儿童较多提问封闭型问题 ,较少提问开放型问题。研

究还发现 ,学习不良儿童较少根据回答内容的发展变化进行

追问[5 ] 。Hartas 等比较了青春期学习不良和一般儿童表达需

要和提出建议的能力。结果表明 ,在表达需要上两组儿童不

存在显著性差异 ,然而 ,在对建议生成的数量和质量上 ,学习

不良儿童显著低于正常儿童 [6 ] 。

上述结果说明 ,语言知识和技能的滞后可能是导致学习

不良儿童言语交际能力偏低的主要原因 ,而这一滞后可能会

对其同伴交往与人际关系造成不利影响。但另有研究得出了

不同的结论。Pearl 等比较了学习不良和一般儿童在同伴安

慰任务上的言语行为。研究者要求被试向同伴传递一则虚拟

的不幸消息。结果发现 ,学习不良儿童在意图传递的准确性

上与一般儿童并无显著差异 ,但与一般儿童相比 ,学习不良儿

童意图表达的形式更为直接 ,在语言的委婉功能上的得分显

著偏低[7 ] 。Brinton 等的一项研究考察了特殊语言障碍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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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良亚类型儿童的言语协商技能 ,发现学习不良儿童在协商

性话语的数量和句法上与一般对照组儿童不存在显著差异 ,

但在协商效果上却显著低于一般儿童 [8 ] 。这些结果说明 ,学

习不良儿童在人际交往中对语言使用的准确性和有效性上并

不落后于一般儿童 ,但在语用的得体程度上却存在障碍 ,而且

这一障碍无法通过单一语言技能加以解释。

2. 2 　学习不良儿童语用灵活性研究

在言语行为研究基础上 ,也有学者从语用角度考察了学

习不良儿童的社会适应能力。这一领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学

习不良儿童语用灵活性的发展水平上 ,即个体能否根据不断

变化的社交情境灵活调节语言表达形式以获得良好社交效果

的能力。然而 ,对于学习不良与一般儿童语用灵活性是否存

在差异 ,研究结果并不一致。Bryan 和 Pflaum 比较了小学 4

- 5 年级学习不良和一般儿童依据交际对象的年龄调节语言

形式的能力[9 ] 。研究者首先教给所有被试保龄球游戏的规

则 ,接着分别让两组儿童将已经学会的规则以口头形式教给

同年龄和年纪较小的儿童。结果表明 ,与正常儿童相比 ,学习

不良男生存在较低的语言调节能力 ,在教比自己年龄小的儿

童时使用的语言比教同年龄同伴时的语言更为复杂。Olsen、

Wong 和 Marx 采用同样的方法试图对上述结论加以验证 ,然

而并没有发现显著的组别差异 [10 ] 。

Koch 等比较了 40 名 8 至 12 岁之间学习不良男生和同

年龄段一般儿童的语用灵活性 [11 ] 。研究者设计了一个虚拟

的冲突情境 ,包括一个被打碎的窗户和一张放着球的桌子 ,被

试被认定用球打碎了玻璃 ,并想通过请求言语行为要回自己

的球。在四张虚拟情境图片内 ,桌子被分别放在四个具有不

同社会影响力交际对象的附近 (例如 ,校长、教师、同年龄伙伴

和年龄较小的儿童) 。接着 ,呈现给被试具有不同礼貌等级的

请求语句 ,并要求被试根据不同对象进行选择。结果表明 ,学

习不良儿童对于不同社会影响力交际对象调节请求言语礼貌

的程度显著小于一般儿童。此外 ,研究还发现对社会技能和

语言能力的单一测量并没有成为儿童言语调节行为的预测指

标。Ekstein 采用类似的方法比较了 38 名患有语音意识缺损

阅读困难亚类型儿童和正常儿童语用灵活性的差异 [12 ] 。实

验以非冲突情境取代了冲突情境 ,以不同社会距离交际对象

(如 ,好友、一般朋友、同学、敌人) 取代了社会影响力、年龄等

人际变量。研究报告出类似的结果 ,学习不良儿童依不同亲

密程度交际对象灵活调节意图表达形式的能力显著低于一般

儿童。然而 ,研究并没有发现显著的年龄差异。

2. 3 　学习不良儿童意图推理研究

个体在社会交往过程中 ,为了维护双方的尊严、脸面 ,往

往通过对间接言语的使用获得特定社交习俗预期的效果 ,因

此 ,对间接言语意图的推理往往能够反应出个体的语用认知

能力。Bishop 等比较了 61 名特殊语言障碍学习不良亚类型

儿童与一般儿童对字面意义和话语意图的推理能力。研究发

现 ,学习不良儿童在两项任务上的成绩均显著低于一般儿童 ,

而且在意图推理任务上的得分低于对字面意义的理解 [13 ] 。

Leinonen 等采用类似的方法考察了特殊语言障碍儿童和一般

儿童对不同等级间接言语意图的推理。结果表明 ,学习不良

儿童在低间接等级、高语境关联程度的指称意图判断任务上

与一般儿童不存在显著差异 ,但对高间接等级、低语境关联程

度的特殊会话含义的理解水平却显著低于一般儿童 [14 ] 。

2. 4 　学习不良儿童指称交际研究

由于言语交际是涉及两人以上的复杂认知活动 ,因此 ,成

功而有效的交际不仅要求双方具备语言表达与理解能力 ,而

且需要双方遵守合作原则。指称交际任务旨在考察交际双方

能否遵循交际中的“合作原则”,即说话人的话语是否为听话

人提供了准确、足够的相关信息 ,以便使听话人能够辨别出说

话人的言语所指。

Pearl、Donahue 等采用指称性交际任务考察了小学 1 - 6

年级学习不良和一般儿童对交际规则的认知 [15 ] 。研究者首

先要求被试向听话人 (主试)描述手中的一组包含不同指称信

息的图片 ,以考察被试能否提供准确的信息 ,从而帮助听话人

找出同样的图片。对于被试的言语描述 ,主试又分别做出以

下四种反映 : (1) 选择正确的图片 , (2) 明确提出对线索的确

认 , (3)模糊表达对线索的要求 ,如“我不太明白”(4)做出迷惑

不解的面部表情 ,目的是考察被试作为听话人的信息澄清能

力。结果发现 ,与一般儿童相比 ,学习不良女生更少对面部表

情做出反应。然而 ,学习不良男生比非学习不良对照组儿童

更多对面部表情做出回答 ,在其它维度上均未发现显著性的

组间差异和年级差异。

Donahue 等采用同样的任务考察了小学 1 年级至初中 2

年级学习不良儿童对交际中断的修补能力 [16 ] 。实验时 ,主试

首先向被式发出摸棱两可的指称信息 ,要求被试寻找指称所

代表的图片 ,以期待被试提出信息澄清的请求。结果发现 ,学

习不良儿童较一般儿童对不充分的指称信息较少提出澄清的

请求 ,因而在指称图片的选择任务上错误较一般儿童多 ,而语

言能力并不能完全解释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此后 ,Donahue

试图通过提问技能的干预训练来说明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 ,

然而干预并没有产生预期的效果。进一步分析发现 ,造成这

一现象的原因可能是由于学习不良儿童过度依赖格莱斯合作

原则所产生的刻板观念 ,认为教师提供的信息应当是充分

的[17 ] 。

Poikkeus等考察了交际规则对 16 名语言学习不良与一

般学习不良儿童与母亲沟通行为的影响 [18 ] 。研究者提供给

被试和其家长同样一组拼图 ,要求家长根据自己手中的已经

排列好的拼图形状指导自己的孩子完成同样的任务。实验分

两种不同条件进行 :第一种是独白条件 ,即儿童在完成拼图任

务中只能听到来自母亲的指令 ,但不能与母亲进行交流 ;第二

种是对话条件 ,即在拼图过程中儿童可以与母亲进行言语交

流。结果表明 ,两组儿童在对话条件下的拼图成绩显著高于

独白条件 ,说明合作原则对交际效果具有显著影响。然而 ,语

言学习不良儿童在独白条件下的拼图成绩显著低于在两种条

件下一般学习不良儿童的拼图成绩 ,说明语言学习不良儿童

对交际规则的依赖程度显著高于一般学习不良儿童。

2. 5 　对学习不良儿童语用技能的干预

近几年 ,西方对学习不良儿童语用能力的研究开始注重

干预。Richardson 等通过主题对话训练、语言接收和表达技

能训练、对物体质、量特点的描述训练等方法对 20 名 6～9 岁

学习不良儿童语用技能进行了干预 [19 ] ,收到了显著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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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yter 和 Yvette 等对 8～12 岁语言和情绪 - 行为障碍儿童的

语用技能进行了干预。结果发现 ,在课堂教学模式下对观点

陈述、协商等技能的训练对儿童语用水平的提高作用显

著[20 ] 。Donahue 指出 ,学习不良儿童较低的语用技能 ,并非

是由于单一语言知识不足造成的 ,因此相关的干预应当考虑

语言、认知和社会技能多重因素 [21 ] 。

3 　从语用视角对学习不良儿童社会技能研究的思

考与启示

3. 1 　语用与社会技能的关系

上述研究表明 ,语用受到语言、社会习俗知识、认知能力

等因素的共同影响。拥有足够的语音、词汇和句法知识是准

确表达与理解意图的前提基础 ,但对语言的正确使用还需要

了解社会交往的规则 ,以及何时、何地如何使用这些规则 ,以

便在不断变化发展的语境中随时调节意图表达的形式与风

格 ,获得良好的交际效果。因此 ,语用是语言准确性、有效性

与得体性的统一 ,其本质就是语言在社会技能上的综合体现 ,

是个体在社会交往过程中逐步获得的 ,用以指导在特定情境

下如何使用语言表达和理解符合特定社会规范预期意图的一

种规律性认识 ,以及体现这种认识的言语表达能力。但另一

方面 ,语用并不等同于一般意义上的社会技能 ,原因在于语用

突出强调了语言在社会技能发展中的作用 ,语用研究的焦点

在于探索符号使用的规律对社交效果和人际关系的影响。

3. 2 　语用对学习不良儿童社会技能研究的意义

语用研究的这一特殊性为进一步探索学习不良儿童社会

技能缺失的原因提供了新的切入点。目前 ,对于造成学习不

良儿童社会技能缺失的原因 ,存在因果假说、相关假说的不同

观点[22 ] 。对于这些矛盾的结论 ,需要我们深入到不同学习不

良亚类型当中对存在的缺陷进行有针对性的分析。对学习不

良儿童语用技能的研究表明 ,学习不良儿童可能在语言使用

的准确性、有效性和得体性等一个或多个层次上与一般儿童

存在不同的发展规律 ,但同时又表现出极大的内部差异。因

此 ,语用研究使我们能够超越单一符号学层面 ,从语言使用的

不同角度探索基本学习技能与社会技能之间的关系。语用研

究也为进一步探索学习不良儿童社会技能的规律提供了新的

平台。大量研究表明 ,学习不良儿童在语言和社会技能方面

均落后于一般儿童 ,而且很有可能在两个方面存在发展上的

不平衡。然而 ,对于语言究竟在学习不良儿童社会技能发展

中起什么作用 ,如何起作用 ,相关的研究成果却相对缺乏 ,导

致对社会技能和语言能力的单一测量并没有成为儿童语用行

为的预测指标。社会信息加工模型的提出 ,在解释儿童的社

会交往能力的内在根源方面有了很大的突破。然而 ,该模型

却没有充分注意到儿童对语言使用规则的认知 ,也没有针对

意图表达的间接特点和语用调节的内部规律做出解释。而以

往对学习不良儿童语言能力的考察 ,在强调语音、句法等语言

编码准确性的同时 ,却忽视了体现语言社会功能的有效性和

得体性。显然 ,从一定程度上讲 ,在学习不良儿童语言能力和

社会性发展研究之间存在彼此割裂的现象 ,而语用则为语言

与社会认知研究的整合提供了最佳切入点。

3. 1 　对未来研究的几点思考

尽管西方学习不良儿童语用研究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

果 ,但也存在突出的问题。首先 ,针对学习不良儿童语用技能

滞后的机制研究相对缺乏 ,而且结果存在分歧。Bryan 等认

为 ,学习不良儿童语用能力显著低于同年龄段正常儿童 ,造成

语用障碍的因素包括语言能力、社会知识和技能及其交互作

用。然而 ,Dudley - Marling 对这一假设提出了质疑 ,认为许

多研究存在方法上的缺陷 [23 ] 。此后 ,Lapadat 对以往研究进

行了元分析 ,发现在不同年龄段、社交情境、交际对象和语用

技能上 ,学习不良儿童的得分均显著低于一般儿童 ,而语言因

素对语用能力的影响大于社会因素 [24 ] 。因此 ,对于学习不良

儿童语用能力是否显著低于一般正常儿童 ,造成语用能力滞

后的原因究竟是语言、认知、社会性因素还是三者的交互作

用 ,仍有待更深入的研究以解释。其次 ,对于语用与学习不良

儿童社会技能关系的探讨还需加强。尽管研究表明语用技能

与社会技能存在密切相关 ,但受传统社会技能研究方法与工

具的制约 ,语用研究的成果还远没有在学习不良儿童社会技

能领域内得到充分的利用。对于语用技能是否与社会技能存

在共同的心理和生理机制 ,还没有研究能够做出令人信服的

回答。此外 ,目前针对学习不良儿童社会技能的训练 ,缺乏对

包含意图理解 ,言语形式调节等语用知识和规则的干预 ,而这

对于同时存在语言和社会技能障碍 ,特别是二者间发展不平

衡的学习不良儿童来说 ,意义尤其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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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ragmatic Competence of Learning Disabled Children :
A Ne w Perspective for Social Skill Stud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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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Research Institute of Social Psychology ,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 Beijing , 100872)

Abstract 　As a new perspective for the study of social skills , the pragmatic paradigm has been widely applied in the field of learning

disability research. After introducing the concept and study unit of pragmatics , the paper presents the research findings of learning dis2
abled children’s pragmatic competence in 5 aspects : speech act , pragmatic flexibility , pragmatic comprehension , referential communi2
cation and pragmatic intervention. Finally , the contributions made by pragmatic studies to social skill research and the existing prob2
lems are discussed.

Key words : learning disabled children , social skills , pragmatics , perspec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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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Revie w on Children’s Counterfactual Thinking
Zhang Kun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 East China University of Politics and Law , Shanghai , 201620)

L i Qiwei
(Department of Psychology ,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 Shanghai , 200062)

Abstract 　Counterfactual thinking , an important characteristic of human consciousness , has been a topic of great interest to researchers

in adult cognition. Recently many researchers have focused on its development in children. The research first explored the earliest sign

of what comes close to children’s counterfactual thinking , its age changing , realist error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ounterfactual

thinking with theory of mind , pretence and casual reasoning. Finally , the research pointed out the study tendencies of counterfactual

thin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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