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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语音意识困难儿童的言语知觉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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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以汉语中存在语音意识困难的儿童为被试调查了语音意识缺陷和言语知觉缺陷间的关系。言语知觉测试采用范畴知 

觉任务。结果发现语音意识困难儿童是否表现出言语知觉缺陷依赖刺激的自然度；个体分析表明语音意识困难儿童仅一个子 

组表现出言语知觉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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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语音意识指人们有意识的通达口语中语音单元 

的能力，反映了人们对言语 中语音单元的敏感性 

(Anthony& Francis，2005)。测查语音意识常用的 

任务包括对语音单元进行删除、添加、融合、分离等 

各种操作。研究表明发展性阅读障碍儿童存在语音 

加工能力缺 陷，其 中语音意识缺 陷是核心 问题 

(Morris，et a1．，1998)。研究者认为语音意识缺陷 

可能反映了儿童对口语中声音单元的表征比较粗 

糙，缺乏音段水平的精细表征(Swan& Goswami， 

1997)。然而对语音意识缺陷的本质仍然缺乏深入 

的实证探讨。 

语音意识缺陷的本质是什么?研究者开始关注 

更基本的言语知觉技能在语音意识和阅读障碍中承 

担的角色。采用范畴知觉任务，研究发现阅读障碍 

被试表现出言语知觉缺陷，表现为对范畴连续体的 

识别缺少一致性，范畴界限间 的分辨 峰更 低等 

(Godfrey，Syrdal—Lasky，Millay，& Knox，1981； 

Serniclaes，Sprenger～Charolles，Carr6，& Ddmonet， 

2001)。研究者认为言语知觉缺陷是阅读障碍者语 

音意识缺陷的原因。 

但是并非所有的研究都发现阅读障碍儿童存在 

言语知觉缺陷。Manis等人(1997)发现只有存在语 

音意识缺陷的阅读障碍儿童表现出言语知觉缺陷； 

个体分析表明即使存在语音意识缺陷的儿童也有超 

过一半的儿童有正常的范畴知觉，研究者认为言语 

知觉缺陷和语音意识缺陷间是否存在一致的联系值 

得进一步探讨。 

目前研究将以汉语中存在语音意识困难的儿童 

为被试直接考察语音意识缺陷和言语知觉缺陷间是 

否存在一致的联系。关于语音意识在汉语儿童阅读 

发展和发展性阅读障碍中所承担的角色，研究者得 

出了与拼音文字国家研究相一致的结论，语音意识 

预测了汉语儿童的汉字识别能力 (Ho& Bryant， 

1997)，语音缺陷型阅读障碍是汉语阅读障碍的一个 

明显 的亚类型 (Shu，Meng，Chen，Luan，& Cao， 

2005；刘文理，刘翔平，张婧乔，2006)。然而，汉语 

语音系统有 自己的特色，对汉语儿童语音意识和言 

语知觉间关系的探讨有助于我们了解拼音文字国家 

的研究结论是否有跨语言的一致性。 

2 研究方法 

2．1 被试 

语音意识困难儿童从幼儿园大班选取。控制组 

除与语音意识困难组生理年龄匹配的正常儿童外， 

也包括年龄更小的儿童及成人组，设置后两个控制 

组的目的是提供一个更为宽广的发展模式用以比 

较。首先对北京地区三所幼儿园的 317名幼儿园大 

班儿童和 92名幼儿园中班儿童进行筛选测验。以 

下是各组被试的选择程序。 

语音 意 识 困难 组 (phonological—awareness 

difficulties，PA—D)将三项语音意识测验的原始分 

数转换为标准分并相加得到合成分数。选择合成分 

数低于年级平均分一个标准差的幼儿园大班儿童作 

为语音意识困难组的候选儿童。根据瑞文推理测验 

成绩和教师访谈排除存在智力、注意力和言语问题 

的儿童。最终选择 15名儿童作为语音意识困难组。 

生理年 龄控制组 (chronological age controls， 

CA)选择语音意识合成分数高于平均分 1个标准差 

的幼儿园大班儿童作为候选者。从这部分儿童中选 

择年龄、性别和瑞文测验成绩与困难组儿童相匹配 

的儿童，同时排除存在注意力和言语问题的儿童。 

最后选择 15名儿童作为年龄控制组。 

低年龄控制组(Younger)从 92名中班儿童中选 

择语音意识成绩与语音意识困难组匹配的儿童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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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选者，排除存在注意力和言语问题的儿童后共选 

择 14名儿童。 

成人控制组 选自北京地区的大学生，普通话标 

准，无器质性损伤或精神障碍。共 l5名被试，平均 

年龄 2l岁 2个月。 

儿童组被试在筛选测验上的平均成绩和差异检 

验见表 1。方差分析表明语音意识困难组儿童的音 

节、韵母和声母意识成绩都显著低于年龄控制组，与 

低年龄控制组没有差异。 

表 1 语音意识困难组和儿童控制组筛选测验平均成绩(标准差) 

注：***声<0．001。中班儿童年龄太小没有参加瑞文推理测验。 

2．2 测试与程序 

被试筛选测验包括语音意识测验和瑞文推理测 

验。语音意识测验个别施测，瑞文推理测验集体施 

测。之后对选择出的各组被试进行言语知觉测试。 

2．2．1 语音意识测验 

音节意识 每个项 目包括一对双字词，如“高兴 
一 高级”，要求儿童判断两个双字词是否包含相同的 

音节。正式测验前先进行练习。正式测验共 24个 

项 目，一半的项 目包含相同音节，一半的项目没有相 

同音节。 

韵母意识 每个项 目是一对音节 ，如“沙 一搭”， 

要求儿童判断两个音节结尾部分(韵母)是否相同。 

正式测验共 16个项 目，韵母相同和韵母不同的项目 

各占一半。 

声母意识 每个项 目由两个音节组成，如“风一 

发”，要求儿童判断两个音节开始部分(声母)是否相 

同。测试共 16个项 目，声母相同和声母不同的项目 

各占一半。 

2．2．2 言语知觉测试 

／ba／一／da／_连续体的识别和分辨 刺激由 Klatt 

口头报告所呈现的刺激是／1)a／还是／da／，测试之前 

先进行练习，每个刺激呈现 8次组成正式测试项目。 

分辨任务采用 AX范式，即要求被试报告先后呈现 

的两个刺激是相同还是不同。测试项 目是连续体上 

相隔两个步长的刺激组成的刺激对 ，共 6对，每对刺 

激呈现 8次，加上填充项目共 64个项 目。刺激用笔 

记本电脑呈现，儿童通过耳机接听。主试负责记录 

儿童反应并控制刺激呈现。 

／ga／-／ka／i~续体的识别和分辨 ／ga／一／ka／~ 

续体由自然刺激拼接而成，共 8个刺激。测试包括 

识别和分辨，程序同上。 

3 结果与分析 

3．1 ／ha—da／i~续体 

对各组被试的识别数据进行了 probit回归分 

析，计算出各组被试的识别函数斜率(slope，识别一 

致性的指标)和音位界限(识别 函数 50％的交叉 

点)，结果见表 2。方差分析表明识别函数斜率组间 

差异显著，F(3，55)=5．23，P< 0．05，多重比较 

表明语音意识困难组斜率显著低于年龄控制组和成 

言语合成器合成，共 8个刺激。识别任务要求被试 人组( s< 0．05)。音位界限组间差异不显著。 

表 2 各组被试识别函数斜率和音位界限平均值(标准差) 

注：PA—D：语音意识困难组；CA：生理年龄控制组；Younger：低年龄控制组 ；Adult：成人控制组(下同)。 

语音意识困难组及控制组的分辨曲线见图 1。 

以反应比率为因变量进行了方差分析。刺激对主效 

应显著，F(5，275)=106．4，P< 0．001；组 ×刺激 

对交互作用显著，F(15，275)=2．83， < 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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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单效应分析表明 2—4和 6—8对组间差异显著 

(ps< 0．05)。多重比较表明2—4对和 6～8对语 

音困难组“不同”反应比率均显著高于年龄控制组和 

成人组(ps< 0．05)。 

3．2 ／ga／一／ka／~续体 

各被试组的识别函数斜率和音位界限见表 2。 

方差分析表明识别斜率组问差异显著，F (3，55)= 

5．27，P< 0．0l；多重比较表明仅语音困难组与成 

人组差异显著(P< 0．01)。音位界限组问差异不 

显著。 

1 Z一 ■ ， O 

剌搬对 

图 1 各组被试／ba—da／连续体的分辨曲线 

各被试组的分辨函数见图2。方差分析表明被 

试组主效应显著，F(3，55)=4．01，P<0．05；刺激 

对主效应显著，F(5，275)=23．93，P< 0．001；组 

×刺激对交互作用显著，F (15，275)=2．08，P< 

0．05。多重比较表明 1—3对和2—4对语音困难组 

与成人组差异显著( < 0．01)。 

1、’ z一4 一3 4 5一， 6 

刺 激对 

图2 各组被试在／ga—ka／连续体上的分辨函数 

3．3 个体分析 

对各组被试识N&a—da／：~1]／ga—ka／'-~~-续体的 

斜率进行了个体分析。分析发现仅 5名语音意识困 

难儿童／ha—da／~_续体的识别斜率低于 0．5(严重的 

范畴化缺陷)，排除这 5名儿童后的方差分析表明组 

间差异不显著。 ga—ka／文笙续体的识别也有 5名语 

音意识困难儿童的斜率低于 0．5(其中 4名在／ba／ 
一 ／da／~续体上的斜率也低于 0．5)，排除这些儿童 

后的方差分析表明组间差异不显著。这表明语音意 

识困难儿童中仅～个子组存在严重的范畴化缺陷。 

4 讨 论 

目前研究以汉语儿童为被试探讨了语音意识困 

难和言语知觉缺陷问的关系。结果发现语音意识困 

难儿童是否存在言语知觉缺陷依赖刺激的自然度： 

当刺激是合成音节时，语音意识困难组儿童刺激识 

别的一致性和范畴内刺激对的分辨成绩与年龄控制 

组存在显著差异；当采用更加自然的刺激时(／ga— 

ka／i~_续体)，语音意识困难组和年龄控制组的差异 

不再显著。这表明刺激的自然度是影响结果的一个 

重要因素。个体分析表明语音意识困难儿童仅一个 

子组存在严重的范畴知觉缺陷，一半以上的语音意 

识困难儿童表现出相对正常的范畴知觉。 

研究结果并没有肯定的支持研究者的一般假设 
— —

儿童语音意识缺陷起源于基本的言语知觉缺 

陷。而是发现语音意识困难组儿童中仅一个子组表 

现出言语知觉缺陷，这组儿童的范畴知觉模式表现 

出异常，可能成为他们语音意识缺陷的原因。另有 
一 半以上的语音意识困难儿童表现出相对正常的言 

语知觉技能，表明语音意识缺陷和言语知觉缺陷之 

间并非是简单的因果关系。 
一 种可能的解释是语音意识缺陷有除言语知觉 

缺陷外的其他原因。McBride—Chang(1995)认为语 

音意识起码由IQ、言语短u,liB忆和言语知觉三部分 

组成，因此仅有正常的言语知觉能力对于语音意识 

的执行是不够的。Morais和 Kolinsky(1994)认为音 

位的知觉和意识虽然有密切联系，却是功能上相区 

分的两种心理加工，音位知觉主要激活外侧裂后颞 

顶区，有意识的通达音位会激活前部与产生相关的 

脑区。目前研究中的语音意识任务要求有意识的分 

离语音单元，可以预期后部和前部脑区都会得以激 

活，如果被试后部知觉脑区激活正常，但前部脑区功 

能异常，同样会导致语音意识困难。总之，语音的知 

觉和意识加工存在一定的分离性，语音意识缺陷可 

能有除言语知觉缺陷外的其他原因。 

5 结论 

(1)刺激的自然度影响到语音意识困难儿童的 

言语知觉缺陷程度。 

(2)语音意识困难儿童存在个体变异性，仅一个 

子组表现出严重的言语知觉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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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relation between phonological awareness deficits and speech perception deficits was explored in Chinese children with 

phonological awareness difficulties．Categorical perception tasks were adopted as speech perception tests．The results showed that 

whether children with phonological awareness deficits had speech perception defidts depended on the naturalness of stimuli，and only a 

subgroup of children with phonological awareness deficits exhibited severe speech perception defici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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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Eye Movement Study of the Effect of Plausibility on Chin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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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n eye tracking technique was employed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 of plausibility on Chinese sentence reading in this 

experiment．30 experimental items were constructed，each wi th a plausible form，an implausible form and an anomalous form ．24 

undergraduate students participated in this experiment．The eye movement data were analyzed for the three conditions．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target word in the anomalous condition provided evidence of inm3ediate disruption，whereas there was no reliable 

disruption in the implausible condition．The result indicated that when a word WEKS anomalous，it had an immediate effect on the eye 

movement in the early stage of processing，but the effect was not found in the implausible cond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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