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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早在 100 多年前 , 注意作为人类行为的中枢

和心理活动的调节机制就已经受到人们的重视 [1]。

作为注意的一种形式 , 视觉注意在视觉知觉和视

觉信息加工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 对听力障碍儿童

尤其重要 [2]。听力正常儿童能够利用视觉注意自

己手边感兴趣的事物 , 同时使用听觉来注意他人

( 如父母 ) 说话 ; 听力障碍儿童在这方面的能力

则较弱 , 他们必须不停地在自己感兴趣的事物和

“倾听”他人的说话之间转换注意。因此 , 他们经

常需要在交流对象和物体之间切换注意来获得有

关物体的视觉交流 ( 手势、姿态或唇读 )[3]。同时 ,

视觉注意发展对听力障碍群体其它方面也具有重

要意义 , 如阅读、概念思维和学习成绩 [4]。

考察听力障碍被试视觉注意的技能、机制等 ,

将在实践方面 ( 如为听力障碍群体制订教学策略、

康复计划 , 以及设置对他们有利的特殊装置 ) 和理

论方面 ( 更好地理解听力障碍群体的发展 , 同时更

好地领悟注意发展的基础过程 )具有深远的意义。

回顾目前已有的听力正常群体视觉注意的研究

及有关听力障碍群体视觉注意的发展研究 , 研究方

法多种多样。下面介绍几种在听力正常被试中已经

运用得很好的视觉注意范式 , 这些范式同样很适合

考察听力障碍群体的视觉注意技能、空间分配和注

意控制。致力于听力障碍群体的研究者可以根据这

些研究范式改编实验任务 , 解决自己的研究问题 ,

达到研究目的。

2 视觉注意研究范式

2.1 划消测验

一般来说 , 为了比较个人工作的某些能力 , 需

要安排一个共同的工作 , 观察每个人在完成该工作

时的精确性和速度 , 以了解个体差异。对于所有被

试来说这个工作的熟悉程度必须一致 , 以确保比较

的公平性。划消测验 (cancellation test) 就是一种可

以防止因被试的职业、文化程度不同而影响测量效

果的测验。它是一种测量一般工作能力的非文字测

验。测验时要求被试在一个随机排列的数字 ( 也可

以是简单的符号、英文字母或几何图形等 ) 表上 ,

在限定时间内划去某一数字。由于要求被试在短时

间内迅速而准确地按一定要求划去某个知觉对象 ,

因此被试必须高度集中注意力 , 迅速而准确地在许

多类似的对象中辨认出特定对象并将其划掉。如果

划消的表单长度较长 , 即测验的时间较长 , 那么还

要求被试有长时间保持紧张状态的能力 , 即需要有

坚强的意志力。

划消测验考察的指标是漏掉的数目和分布、虚

报错误的数目和测验完成的时间。此项测验通过在

限定时间内对特定对象的划消来反映学生的注意质

量 , 其中包括注意的选择性、注意广度等。划消测

验曾被广泛地应用于知觉速度、辨认准确性、注意

力和疲劳程度等的检测 [5]。

2.2 连续作业任务

连 续 作 业 任 务 (continuous performance 

task,CPT) 是使用最为广泛的保持性视觉注意测量

范式 [6]。该任务具有如下一些共性 : ①任务长 , 且

具有连续性 ; ②被试的反应与信号发生的可能性

无关 ; ③信号的清晰度较高 ; ④信号是随机发生

的 , 且概率较低。其标准的视觉范式为 : 呈现一

系列的刺激 ( 数字、字母或符号 ), 要求被试对目

标符号反应并且避免对非目标刺激进行反应。测

量结果为探测到的目标数 (correct hit)、忽略的

目标数 (omissions) 和对非目标刺激的不正确反应

(commissions)。CPT 成绩依赖的任务变量和使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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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见表 1。

表 1  连续作业任务的各项指标定义及解释

Quittner 等采用连续作业任务考察听力障碍儿

童的视觉注意发展 [7], 提出注意的发展依赖于多感

觉通道的信息整合。听力正常儿童在学习选择性地

集中视觉注意于某项任务的时候 , 听觉同时也在监

控他们所处的环境 ; 而对重度听力障碍的儿童而

言 , 他们发展的视觉注意策略可能更加分散 , 因为

他们必须同时用视力来监控周围的环境。Mitchell

和 Quittner 要求听力障碍儿童的父母及老师完成儿

童行为量表 (Child Behavior Checklist)[8], 来评定儿

童行为问题的产生。有一半的听力障碍儿童父母和

三分之一的老师评价这些儿童具有临床水平的行为

问题 , 特别是那些与冲动 (impulsivity) 和缺乏注意

(inattention) 有关的问题。这些结果证实了经验性

的报道 , 即听力障碍儿童被观察到是不成熟的、冲

动的、粗心的和不能有效使用社会和环境线索的。

因此 ,Mitchell 和 Quittner 得出结论 , 他们的研究提

供了听力障碍儿童不能保持注意与他们在家里及学

校表现出的行为问题之间存在关系的证据。

Smith 等人采用连续作业任务考察了听力正常

儿童和听力障碍儿童视觉注意的发展曲线 [9], 结果

表明 , 听力正常的儿童在 7 ～ 8 岁之间成绩获得显

著的提高 ; 而对于两组听力障碍儿童来说 , 成绩获

得显著的提高分别在 8 岁组和 9 岁组。因此 , 与听

力正常的儿童相比 , 听力障碍儿童的注意技能获得

稍有延迟。Smith 等人通过实验结果提出一种注意

发展模型 , 在该模型中包括两个可能成分 : 成分 1

为选择性 (selectivity), 即选择与任务有关的视觉

信息 ( 或抑制无关的视觉信息 ) 的能力 ; 成分 2 为

声音的可得性。在视觉注意任务中要取得成功，需

要满足以上两种成分 , 而听力障碍儿童由于缺少成

分 2 而影响了成绩。但是 ,Tharpe 提出 [10]，假设听

力障碍个体在视觉注意任务上比他们的听力正常伙

伴表现得好是很合理的 , 因为听力障碍个体可能更

广泛地使用视觉通道去唇读或者接收手语输入 ; 当

然 , 由于没有正常的声音输入 , 听力障碍被试可能

不能发展那些需要整合听觉和视觉输入信息的特定

技能。由此看来 , 目前还没有得出一致的结论 , 还

需要通过更严格的实验研究来证明。

2.3 视觉搜索范式

在日常生活中 , 人们无时无刻不在进行视觉

搜索 (visual search), 比如寻找计算机屏幕上的光

标、从书架上取下一本书、在车站接人或者在运

动场上寻找自己喜欢的选手⋯⋯人们在特定的场

景中有效定位视觉上明显项目的能力对于日常生

活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几十年来 , 视觉搜索范

式是研究视觉选择性注意中的知觉和认知因素的

理想范式 [11]。视觉搜索任务具有很高的生态效度,

与人在日常情景中观察事物的方式非常类似。在

典型的搜索任务中 , 要求被试从一系列物理维度

不同的分心物 (distractors, 也有人称之为干扰物 )

组成的视觉场景中找到一个事先规定的目标项目

(targets, 也有人称为靶子 )。许多这样的研究分

析的因变量为反应时和错误率。如果搜索是有效

的 , 反应时和准确率在很大程度上不会受到物体

数目的影响 ; 如果搜索是无效的 , 反应时和准确

率就会受到呈现的物体数目的强烈影响。

许多研究都提出听力障碍被试 ( 与听力正常被

试相比 ) 在视觉搜索和视觉探测任务中具有较好的

成绩 , 从而支持了补偿假设 [12]。Stivalet 及其同事

考察了先天性聋人和正常听力的成人在视觉搜索任

务上的差异 [12], 提出听力重度受损的成人在分心刺

激中辨认目标刺激的速度快于听力正常的成人，从

而支持了先天性聋儿的视觉加工比听力正常人更加

有效的结论。而 Bosworth 和 Dobkins[13] 的研究没有

发现系列大小和听力状态的交互作用 , 表明听力障

碍被试和听力正常被试在从分心物中有效搜索目标

上是没有差异的。总之 , 目前的研究并不能表明早

期听力障碍会导致更好的视觉搜索 , 这还需要进一

步更细致的研究。

2.4 反应竞争范式

反应竞争范式 (response competition) 是注意

研究领域的一个主要范式 , 它经常被称为侧抑干

扰 (flanker) 范式 [14]。在反应竞争范式中 , 目标刺

激与几个无关刺激呈现在中央 , 横向排列或排列在

以中央注视点为圆心的圆周上 , 干扰刺激出现在中

央刺激的上或下、左或右。通过控制中央无关刺激

的多少来操纵知觉负载的高低 , 使得在高知觉负载

下可以看到干扰效应显著降低。被试的任务是对分

心物中的目标做出快速的选择反应 , 并且忽略分心

物。但是由于分心物和目标反应有相容或不相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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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 , 且相容和不相容的分心物在试验中导致反应

时的显著差异 , 这表明了被试觉察分心物身份的程

度。这个方法说明只要在有关任务知觉负荷很低的

情况下 , 边缘的无关分心物就能产生很强的干扰效

应 [15]。相反 , 当相关任务包含一个很高的知觉负

荷也就是说耗尽了注意容量的时候 , 那么来自边缘

分心物的干扰就显著降低。

那么 , 这种中央和边缘注意的差异是否会因为

听力障碍而重组呢 ? Neville 和 Lanson 的 3 项研究

发现 , 听力障碍被试对边缘的诱发电位要比听力正

常被试大几倍 , 但中央却没有显著差异 [16]。新近

一项研究表明 , 听力障碍被试和听力正常被试对边

缘和中央分心物具有相反效应 [17]。边缘分心物使

听力障碍被试更加分心 , 但是中心分心物对听力正

常被试更加分心。整个结果模式支持了听力障碍被

试的注意资源从中央向边缘转换的假设。这个发现

与听力障碍被试的边缘视觉提高的研究报告一致 ;

并且进一步详细说明了注意水平资源的提高。听力

障碍被试在边缘视野的成绩提高 , 可能是由以下的

一个或两个因素造成 , 第一，由于缺乏声音线索使

听力障碍被试注意边缘刺激 , 他们就比听力正常被

试必须更多地依赖边缘视觉 ; 第二，边缘视觉提高

可能是由于手语经历引起。

2.5 空间提示范式

空间提示范式 (spatial cueing) 常用于视觉空间

注意的研究 , 最早由 Posner 提出 [18]。Posner 是从认

知检测的角度来理解注意的 : 当客体被提示将出现

于某一相关位置时 , 认知和检测作业的成绩高 , 即

注意时的效益 (benefit)；反之 , 则成绩低 , 即缺乏

注意时的代价 (cost)。

空间提示范式的基本程序为先呈现一个简单刺

激作为线索 , 提示目标可能出现的位置 , 但提示分

为有效提示和无效提示 , 延迟一定的时间后呈现目

标项目。目标既可能出现在提示位置 (有效提示 ),

也可能出现在非提示位置 ( 无效提示 )。一般目标

出现于提示位置和非提示位置的概率不同 , 前者

大后者小 , 如分别为 80% 和 20%。记录被试对目

标的反应时和正确率。典型的实验结果是 , 当线

索呈现和目标呈现之间的间隔时间 (stimulus onset 

asynchrony,SOA) 小于 300 ms 时 , 呈现于提示位置

项目的反应时显著快于呈现在非提示位置的项目 ,

且前者的精确性明显高于后者。两者的反应时之差

称为提示效应。这种效应反映了空间注意焦点受

外在线索指引 , 处于注意焦点的刺激加工能得到促

进 , 反应时加快或正确率提高 , 对注意焦点以外刺

激的加工减弱 , 反应慢且精确性低。因此 , 这种范

式可作为对注意及非注意刺激进行知觉加工的直接

测量指标。

很多研究显示 , 听力障碍只是改变了听力障碍

儿童的视觉注意技能 , 但是并不会改变视觉注意机

制。因此 , 我们提出如下问题 : 听力障碍被试和听

力正常被试的视觉注意控制一致吗 ? 听力障碍被试

的注意在多大程度上源于视觉刺激的特性或人本身

的目标状态？这是否和听力正常被试有差异呢 ? 而

且这种差异是否会在发展的过程中表现出来？我们

就可以采用空间线索提示范式来考察两组被试的视

觉注意控制问题。

3 讨论和展望

综观以上 5 个研究范式及其程序 , 可以看出这

几种范式有如下几个特点 : 刺激材料视觉呈现 , 适

用年龄范围宽 , 测验对象不受文化、教育水平、种

族、语言的限制 , 有的研究范式既可以个别进行 ,

也可以团体实施 , 结果解释直观简单 , 测验具有较

高的信度和效度 , 既可以考察视觉注意技能又可以

考察视觉注意机制 , 研究者可以根据研究目的进行

恰当的改编，甚至可以用来考察听力障碍儿童在完

成这些任务过程中的眼动模式和脑机制。

在使用上述研究范式的过程中 , 研究者需要

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 首先 , 要保证被试对测验指导

语的理解 , 一般来讲 , 指导语最好是多种方式结合

呈现 , 比如文字材料、口语和手语结合起来 , 并且

在正式实验之前有简单的练习程序 , 在确保被试理

解指导语之后再进行正式实验。其次 , 除了用于考

察被试的注意维持情况的划消测验和连续作业任务

外 , 在其它几个研究范式的任务过程中 , 都要设置

休息时间 , 防止因被试疲劳、烦躁而导致测验结果

没有信度和效度。

回顾目前有关听力障碍群体视觉注意的研究 ,

其热点和重点都集中在特殊教育领域长期存在的两

种假设 :缺陷假设 (deficiency hypothesis) 和补偿假

设 (compensation hypothesis)[19，20]。研究者根据上

述范式改编实验任务进行系统研究 ,就可以为支持

某种理论假设或者提出新的理论假设提供证据。另

外 ,回顾这些研究 ,发现该领域还有很多问题 ,比

如 :①目前单独或分别对听力障碍儿童及成人的视

觉注意研究较多 ,但是缺少系统的发展研究 ;②很

多研究都是笼统地考察听力障碍被试的视觉注意 ,

而很少将注意的不同方面分离开来进行研究 ;③对

视觉注意的过程研究比较深入 ,但是很少涉及视觉

注意的机制问题 ;④大多数研究都是单纯比较听力

障碍和听力正常被试的视觉注意，而很少对已有的

视觉注意理论或模型展开讨论 ;⑤注意研究中很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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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对被试的智力进行控制 ,因此很可能会产生自

变量的混淆等等。由此可见 ,对中国听力障碍群体

视觉注意的发展展开系统深入的研究是非常必要的。

同样,这几个范式也可以用于应用研究,比如，

在听力障碍儿童教育实验中 , 像连续作业任务和视

觉搜索这样的范式可以用于前测和后测 , 以确定被

试的进步程度 ; 虽然这几个范式考察的是视觉注

意，但是测量指标之一是反应时 , 考察了被试的加

工速度 , 而加工速度和智力有很大的关系 , 因此也

可以作为听力障碍被试智力鉴定的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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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    述

    本刊讯  应广大听障儿童家长和基层听力语言康复工作者的需求，《中国听力语言康复科学杂志》于

今年 9月出版发行了 2008 年增刊（辅具·家长版）。这是继 2007 年增刊后推出的第二本增刊。

    2008 年增刊仍以服务广大听障儿童家长和基层听力语言康复工作者为宗旨，邀请听觉言语康复领域

的权威专家、资深教师、有康复心得的家长等就许多重要的、大家关心的问题进行了专题论述。增刊通过

专家笔谈、政策解读、康复新概念、教子有方、家长学校、家长心理、技术前沿等栏目，从听力语言康复

所需的各类辅具、助听器验配、人工耳蜗植入效果到听觉训练、语言学习、听障儿童随班就读的心理准备

等方面一一进行了探讨。我们相信丰富而实用的信息会对广大听障儿童及其家长、基层康复工作者有所帮

助。（王丽燕）

 《中国听力语言康复科学杂志》

2008 年增刊（辅具·家长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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