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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语音意识是对各种语音单元进行识别、鉴别和操作的能力。大量的纵向研究和训练研究发现语音意识与阅

读能力获得和发展之间存在双向的因果关系。双语儿童的研究表现出语音意识的跨语言迁移作用 , 即使在不同正字

法结构的语言间 , 一种语言的语音意识也可以预测另一种语言的词汇阅读水平。但在音素意识和头尾韵意识对预测

阅读的相对重要性问题上还存在激烈的争论。阅读发展作为一个多因果系统要求从多领域多变量来加以综合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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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honological awareness refers to the ability to recognize, identify, and manipulate any phonological unit

within a word, be it phoneme, rime, or syllable. A great deal of longitudinal and training researches found that there was a

reciprocal causal relationship between phonological awareness and reading achievement. Researches of bilingual children

revealed cross - language transfer of phonological awareness. Phonological awareness of one language could predict the

reading level of other language. But there was fierce controversy about which was the most important phonological aware-

ness, onset- rhyme awareness or phoneme awareness. Learning to read is related to broader language skills and it needs to

be seen in the context of a multicausal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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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能力是小学 儿 童 必 须 习 得 的 一 种 相 当 重 要 的 基 本

能力。经历阅读失败的儿童往往会伴随有行为、社会、学业和

心理上的困难 [1]。儿童要获得阅读能力就必须掌握他们所处

文化中用于表征言语的那一套视觉编码系统 , 建立文字符号

与特定音素之间的独特联系[2]。影响阅读获得和发展的因素

及他们之间的相互关系是相当复杂的 , 不同的研究者选取不

同的变量进行研究。其中 , 语音意识得到了最为广泛和积极

的关注。

语音意识是一种元 语 言 意 识 [3], 指 对 各 种 语 音 单 元 如 音

素、头尾韵和音节进行识别、鉴别和操作的能力 [2]。根据语音

单元的不同 , 存在不同水平的语音意识 , 如对音节识别、鉴别

与操作的能力便是音节意识 , 同样还有头尾韵意识和音素意

识。汉语是一种音调语言 , 音调意识也成为汉语语音意识的

一种[4]。儿童通常首先掌握词水平的语音技能 , 然后逐渐向更

高水平发展 , 经历音节水平 , 头尾韵水平 , 最后是音素水平[5]。

1 语音意识与阅读能力获得和发展之间关

系的早期研究

语音意识的关注开始于 Bruce 的研究[6]。一些研究者认为

语音意识是儿童天生具有的一种语言获得能力 , 但是随后的

研究并没有对语音意识本身发生太大的兴趣 , 而更多的关注

于语音意识与阅读获得的关系[7]。经历了数十年的大量研究 ,

逐步肯定了语音意识是影响儿童阅 读 能 力 获 得 和 发 展 最 重

要的认知因素 , 语音意识和阅读能力获得与发展之间存在因

果关系 , 至少语音意识可以帮助儿童获得早期的阅读能力 ,

语音意识的好坏一定程度上可以预 测 儿 童 日 后 阅 读 能 力 发

展的状况[8]。

纵向研究中 , Wagner 等人追踪调查了 244 名儿童包括语

音意识在内的多项语音加工技能以及 阅 读 技 能 [9], 时 间 跨 度

从幼儿园到小学二年级。其中语音意识的测量采用了包括音

素删除、语音分类 ( sound categorization) 、首音比较、音素分割

以及语音组合在内的多种任务。结构方程的结果支持语音意

识与阅读能力之间的双向因果联系。对口语的语音构成不敏

感的个体会在后继的阅读技巧上表现出困难 , 而这种困难会

影响到语音意识的完满发展。语音加工能力对单词解码具有

很强的影响 , 而字母命名知识对语音加工能力产生中等程度

的影响。这项研究的后继研究 , 一项为期 5 年的大样本纵向

研究进一步证实语音意识和阅读发展之间的因果关系 [10]。学

前儿童的研究证实这种双向的因果 关 系 早 在 幼 儿 园 时 期 就

已经出现了[11]。

训练研究中 , 控制较为严格的两项研究是由 Lundberg 等

人 [12]和 Schneider 等 人 [13]完 成 的 。Schneider 的 研 究 基 本 上 是

Lundberg 研究的延续。Schneider 以德国儿童为被试 , 选取了

205 名幼儿园儿童作为实验组 , 对其进行语音训练 , 166 名来

自附近地区幼儿园的儿童作为控制组 , 不接受语音训练。在

训练前后对每一位被试都实施包括语音意识、语音记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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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通达中语音编码、言语智力以及早期读写能力在内的各项

测量。结果发现了语音意识训练的短期效应和长期效应。训

练前后儿童的语音意识有了明显的提高 , 并且训练效应是特

异的 , 即训练并没有影响其他认知因素 , 包括 与 语 音 意 识 同

属于语音加工技能的语音记忆和词汇通达中的语音编码。训

练的长期效应表现在实验组小学二年 级 的 阅 读 与 拼 写 成 绩

明显好于控制组。从而支持了语音意识和阅读与拼写能力间

因果关系的存在。

相关的临床证据来自发展性阅读障碍的研究。发展性阅

读障碍的儿童智力正常 , 拥有适当教育机会 , 但 在 阅 读 技 能

方面有明显缺陷 , 对书面语言的阅读理解困难 , 而 在 其 它 学

业领域可能正常 , 且这些缺陷不能用学习动机 、情 绪 和 行 为

问题来解释[14]。无论来自学龄儿童还是青少年的证据均显示

语音系统的缺陷与阅读困难有着最明确有力的 , 最特异的相

关[15]。语音缺陷是阅读障碍儿童的主要缺陷[16]。

2 语音意识与阅读获得与发展关系新进展

近几年该领域主要沿以下两个方向开展研究 , 这两个方

向分别代表了语音意识研究在广度和 深 度 上 的 进 展 。 一 方

面 , 更加关注双语儿童语音意识与阅读能力的 关 系 , 涉 及 语

音意识的跨语言迁移问题 , 以英语为第二语言(English as sec-

ond language, ESL)的研究最多。另一方面 , 部分心理学家围绕

着 “哪种语音意识对儿童何种阅读能力有最显著的影响”这

个问题开展了激烈的讨论 , 形成了两派观点。

2.1 双语儿童语音意识的跨语言迁移

在拼音文字体系内 , 双语研究发现两种不同拼音文字的

语音意识之间存在紧密的相关 , 并且一种语言的语音意识可

以显著地预测另一种语言的词汇阅读能力 [17], 语音意识在两

种语言之间表现出了跨语言的预测作用。以一年级西班牙语

的 ESL 儿童为对象 , 研究者发现他们在英语真假词阅读上的

表现可以用西班牙语的语音意识和词汇阅读水平来预测 [18]。

Comeau 等人为期一年的纵向研究也发现法语和英语之间语

音意识的跨语言迁移现象[19]。另外还有意大利语的 ESL 研究

等都得出了很相似的结论[20]。由此可见 , 语音意识在拼音文字

之间表现出了很强的迁移性 , 这提示双语阅读很可能基于一

个共同的语音加工过程。

但上述研究并不能充分论证“语音意识是影响阅读发展

的普遍的(非语言特异性的)认知机制”, 表意文字的 ESL 研究

(如汉语等)却可以为解决这一问题提供帮助。从目前的研究

进展看 , 越来越多的证据倾向于支持语音意识作为一种普遍

的认知机制 , 但汉语的 ESL 研究在具体的细节上还存在很多

不一致。这种不一致表现在哪种汉语语音意识的具体任务可

以最好地用来预测英语阅读并没有统一的结论。对在加拿大

以汉语为母语的 ESL 儿童实施包含语音、句法和正字法加工

在内的平行测量(parallel measure), 结果发现以汉语为母语的

这些 ESL 儿童 , 同许多本土的儿童一样 , 英语音素删除任务

上的表现与其他所有的英语阅读任务上的表现相关 , 并且汉

语的押韵觉察任务与在英语阅读技能 和 英 语 语 音 相 关 任 务

上的表现有密切的联系[21]。不同的结果来自国内的研究[22], 以

北京市“早期半浸入式”双语幼儿园大班的儿童为研究对象 ,

研究者发现汉语的音节辨认和英语 的 音 素 识 别 对 英 语 和 汉

语的词汇认读成绩有显著地预测作用。而在 Wang 等人以美

国的中国移民儿童为被试的研究 [17]中 , 却显示在控制了英语

的音素删除能力以后 , 只有汉语的音调加工技能可以显著地

解释英语的假词阅读成绩。而且对英语的真词阅读 , 语音的

跨语言迁移现象并不存在。对汉字 阅 读 成 绩 进 行 预 测 的 时

候 , 如果考虑汉语的正字法水平和非言语技 能 以 后 , 英 语 语

音任务上的表现并不能提供更多的 信 息 来 预 测 汉 语 阅 读 成

绩。Chow 等人[23]以香港 227 名幼儿园儿童为研究对象发现在

控制了其他认知因素以后汉语的语 音 意 识 仍 然 可 以 预 测 当

时儿童的英语阅读表现 , 而且可以对儿童 9 个月后的英语阅

读发展做出预测。

总之 , 语音意识的迁移并不限制在具有相似结构的语言

之间 , 在不同正字法结构的语言中 , 它都是 儿 童 获 得 阅 读 技

能所必不可少的认知因素。语音意识是影响阅读发展普遍的

认知因素。但是语音意识的跨语言迁移现象应该如何给出合

理的解释? 不同语言之间究竟是什么共同的语音成分在迁移

作用中扮演重要角色? 语音意识的跨语言预测效果如何受到

双语者对两种语言不同的熟练程度的影响? 两种语言不同的

教学方式和教学环境又发挥怎么样的作用? 这个领域还存在

许多悬而未决的问题。

2.2 影响阅读能力获得与发展的主要语音意识能

力

在哪种语音意 识 可 以 最 好 的 预 测 阅 读 能 力 发 展 的 问 题

上 , 形成了两派截然不同的观点 , 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一批研

究者认为音素意识只能间接预测阅读能力的发展 , 因为音素

意识出现的很晚 , 有些研究者甚至认为它可能是文本学习的

结果。头尾韵意识才与阅读发展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因为在

英语中字形与读音之间对应在头尾韵水平是最为一致的 , 而

头尾韵意识可以帮助儿童建立这种字形与读音的联系 , 在日

后的阅读学习中更好的通过推断和类比掌握新词 [8]。Bradley

和 Bryant 将纵向研究和训练研究的方法结合起来 , 发现头尾

韵意识与儿童阅读拼写能力有着很强的因果联系 [24]。他们测

量了 403 名不会阅读的幼儿园儿童的头尾韵意识 , 并在随后

的四年里考察儿童阅读能力和拼写能力的发展状况 , 同时选

出 65 名儿童 , 分成四组 , 接受不同的训练或 者 不 接 受 训 练 。

结果发现头尾韵意识和阅读、拼写能力存在高度的相关 , 这

种相关即使在控制了智力和记忆等因素后也依然显著。训练

程序也有明显的促进效应。随后在一项两年的纵向研究中 ,

研究者直接比较了音素意识和头尾 韵 意 识 对 阅 读 和 拼 写 发

展的影响。他们发现音素意识和头尾韵意识对阅读与拼写的

影响模式是不同的。头尾韵意识通过两条通路影响儿童阅读

和拼写能力的发展 , 一方面通过音素意识的中介间接地产生

影响 , 另一方面头尾韵意识本身与阅读和拼写能力之间也有

直接的因果联系[25]。

另一批研究者 则 坚 持 只 有 音 素 意 识 才 是 最 有 力 的 预 测

变量。他们认为儿童要掌握拼写和阅读能力就必须理解字素

或者说字母对最小的语音单元音素的表征意义。惟有如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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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才能在此基础上拼读出新词 , 并最终获得词汇知识[8]。音

素意识任务本质上成为一种语音表征质量或完备性的反映 ,

而 学 习 阅 读 的 能 力 ( ability to learn to read) 正 是 在 这 种 表 征

基础上建立起来的[26]。他们反对头尾韵意识说提出的两条通

路模型 , Muter 和 Hulme 等人 1998 年 和 2002 年 发 表 了 两 篇

研究文献明确提出音素意识 , 而不是头尾韵意 识 , 可 以 最 好

地预测儿童早期阅读能力的获得。在控制了音素意识以后 ,

头尾韵意识并不能很好地预测阅读成绩 [27, 28]。但是他们的研

究并没有获得另一阵营的认同。支持头尾韵意识的心理学家

认为在他们的研究中被试数目太少 , 年龄太大 , 并 且 语 音 意

识的测量也并不可靠。为了应对这些批评 , Muter 和 Hulme 等

人又开展了一项两年的纵向研究 [26], 测量 90 名儿童的音素意

识和头尾韵意识 , 儿童平均年龄为 4 岁 9 个月 , 均 刚 刚 开 始

接受正式的阅读指导。每种语音意识的测量均采用三种不同

的任务。并且研究者还考察了与阅读相关的词汇知识、语法

意识和字母知识等因素。结果发现 , 对词汇阅读来说 , 只有音

素意识和字母知识可以对其做出很好的预测 , 头尾韵意识、

词汇知识和语法技能并不重要。但问题并不那么简单 , 考虑

到语音意识的发展要经历由初级的音节意识、头尾韵意识到

高水平的音素意识 , 以及在学前期 ( 4- 5 岁 ) 便出现的语音意

识与阅读能力的相互影响。头尾韵意识、音素意识和阅读三

者便在时间轴上构成了一种复杂的变化关系 , 使得争论仍在

继续。

3 回顾与展望

语音意识与阅读 获 得 之 间 存 在 因 果 关 系 的 观 点 得 到 了

大多数心理学家的认可 , 被看作是语言心理学研究中的重要

发现 , 极大地改变了西方英语教学的模式和方法。良好的语

音意识帮助儿童在日后较好较快地掌握阅读能力 , 同时阅读

能力反过来促进语音意识的完满发展。并且语音意识表现出

明显的跨语言迁移作用 , 使得语音意识被看作是影响阅读发

展的普遍认知因素。在临床实践中 , 语音缺陷被认为是阅读

障碍的核心缺陷。针对语音意识 , 特别是音素意识的训练可

以有效地改善阅读障碍儿童的阅读表现。

但是 , 一方面 , 语音意识 与 阅 读 能 力 获 得 和 发 展 之 间 的

相互影响机制还不清楚 , 这将成为未 来 研 究 的 一 个 重 要 内

容。另一方面 , Humle 等人撰文指出应该把阅读发展过程看

作是一个多因果系统[29], 语音意识不是唯一的影响因素。最近

几年 , 汉语阅读发展的研究者开始更 多 地 关 注 构 词 法 意 识

( morphological awareness) 在汉语阅读学习中的作用 , 提 出 构

词法意识可能在汉语阅读获得和发展中也扮演重要的角色 ,

正常儿童阅读发展研究[30]、跨语言比较研究[31]、阅读障碍研究 [32]

和双语言研究[33]均倾向于支持这个主张。但构词法意识的研

究才刚刚起步 , 它和语音意识的关系、构词法 意 识 和 语 音 意

识在阅读发展不同阶段所起作用是否不同、是否还存在其它

因素对汉语阅读发展起作用等 , 这些问题都有待于进一步的

研究。因此综合考虑各方面的因素 , 系统地研究阅读能力的

获得和发展也成为未来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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