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儿童对词义的直接知觉
:

中国儿童发展的st r o o p 效应
’

人们都热悉这种现象
,

当语言的印剧成书写材

料出现在有经脸的阅读者眼前时
,

他会不自觉地
,

自动地去阅读并了解其意义
,

甚至在不想读它的情

况下也是如此
。

例如在地铁等候乘车时
,

会自动地

阅读地铁两旁的广告
,

这说明人们对词和词义的知

觉是 自动的
,

甚至带有强迫性质
。

1 , 35年S tto o p曾以人们对词义强迫性知觉为课

题
,

研究了词与书写词用的不同颇色 (
“
红

’

字用绿

皿水写 ) 之间的千扰作用
。

例如
,

当呈现一个
‘
红

”

词
,

要求人只注意里水的颇色特征而忽略词义时
,

·

由于对词义知觉的自动倾向
,

颇色的特征会对词义

的知觉发生很大的干扰
。

Str。。p 侧 脸 作 为一种方

祛
,
近十儿年来

,

采用了不同方式对词义知觉以及

对词再认的自动性和信息加工过程
,

进行了发展的

研究
。

信息加工理论认为
,

对词 (拼音文字 )的再认

分阶段
,

开始为语音译码阶段
,

在这个阶段中
,

把

词分为声音成分或者至少是某种无声的育语编码
,

这个阶段是在对词义再认之前
。

随着经脸积爪和练

习
,

语音译码阶段逐渐缩短
,

甚至伴有对词义的自

动再认
。

有人曾根据这个理论探讨了儿童对词义再

认的发展过程
,

看看儿童是否在对词义的再认达到

自动和直接的程度之前
,

必须经过较长时间的语音

译码练习
,

以及词义的再认与书写系统性 质 的关

系如何? 对上述两方面问题已有相当 多 的 研 究
。

B ie d e r m an 和T sa o ( 1 , 7 , ) 提出一个假 设
,

认 为

对汉字意义的直接 自动知觉是由于汉字的书写结构

形式的特征导致的
。

因为汉语没有内隐发音的相应

规律
,

它属于意符系统
,

每个字符总代表一个词素
,

因此可 以说
,

汉语的阅读过程可能没涉及到语音的

译码阶段
,

而是直接转换为意义
。

而对拼音文字的

知觉
,
不可道免地偏要应用抽象规律系统

。

这个很

设意味着儿童是慢慢知觉词义的
,

因为掌握抽象规

律系统对他们来说是困难的
。

或许他们首先对词义

进行某些直接的译码
,

然后逐渐拿握这个系统
。

使

用Str oo p侧脸对美国儿童研究的结果发现
.

他们对

词义知觉达到自动和直接的过程与他们完全韶阅读

是相随而行的
,

并发现影响对词义直接知觉的因素

与年龄有关
。

这一结果与学习汉语的儿童相比较怎

样? 这正是我们感兴趣
,

而至今尚未研究的间题
。

实 验 一

为了评价对汉字意义知觉的自动化程度
,

使用

颜色一汉字干扰任务
。

当颜色与汉字不相匹配时
,

要求被试命名颜色
。

如果自动地选出千扰项目的意

义
,

那么当书写的颇色与颜色名称的意 义 不 一 致

时
,

被试执行这种任务时
,

就要化费较长的时间
。

一
、

实脸方法

1
。

被试
:

共有三组
,

第一组是24 名二年级学

生 (平均年龄7
。

5岁)
。

第二组被试为24 名五年级的

学生 (平均年龄 n
.

5岁 )
。

第三组为 24 名成人大学

生
。

所有儿童的阅读能力在同龄儿童平均分或平均

分以上
。

2
.

实验材料
:

把3 0c m x 20c m 的纸卡
,

分为 2 0个小块
。

第一种是颜色纸卡
,

上面每个小块

具有红
、

绿
、

兰
、

黄四种颜色的一种
。

第二种是颜

色
—

汉字卡
,

上面每个小块用颜色名称不匹配的

墨水颜色
,

写上一个汉字 (例如
,

汉字
“

红” 不用

红墨水写
,

而用其他三种颜色墨水写 )
。

共有两种实

脸条件
: ( 1 )要求被试命某一小块的颜色

。

( 2 )忽

略汉字的意义
,

命名某一小块上不匹配汉字的颜色

( 例如
:

用蓝墨水写汉字
“

红
” ,

让被试 忽 略 汉 字
“

红
”

的意义
,

而说出墨水的颜色 )
。

3
。

程序
:

分别

测验每个被试
,

被试接受以平衡次序呈现的两种实

脸条件
。

要求被试尽快命名颜色片或命名汉字的颜

色
。

用精确到O
。

01 秒的小钟记录被试的潜伏期
。

二
、

实脸结 .

每种实脸条件的潜伏期数据是年级的函数 ( 见

.

本实魏摇到E
.

J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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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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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 ,

年龄的作用是显著的(F 二 18
。

18
,

P < 。
。

。l )
。

这是由于二年级的儿童
,

在颜色与汉字不匹配条件

下
,

所化费的时间比五年级和成人的多
。

实脸条件

的作用对三组被试都是显著的 (F · 34 5
.

84
, P <

心
.

01 ) ,

这说明命名不匹配汉字意义的颜色比命名颜

色片的颇色化费更长的时间
。

另外
,

年龄和条件之

伺的交互作用是显著的 ( F 二 9
。

68
,

P < 0
.

01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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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名机色 片

二年级 王年拼 天学生

图 1 不同年级平均颜 色命名潜伏期

实 验 二

实脸二使用图画一汉字千扰任务
。

要求被试当

圈与写在它上面的汉字不匹配时
,

命名图的名称
。

一
、

实验方法

1
.

被试
:

使用实验一相同的被试
。

2
.

实验

材料
:

刺激纸卡为3 0c m x 20 cm
,

把它分为20 小块
。

在图画的纸卡上
,

每个小块画有一个常见的动物或
·

物体的轮廓
。

在图一汉字纸卡上
,

每个小块有一个

与汉字不相匹配的动物或物体的轮廓画
。

3
.

实验

程序
:

与实验一相同
。

二
、

实脸结果

每种实脸条件下的潜伏期数据都是年龄的函数
〕

( 见图 2 ) ,

年龄的作用是显著的 (F 二 24
.

75
,

P <
、

。
.

01 )
。

年龄小的被试比年龄大的被试
,

需要较多的

时间
。

实验条件的作用也是显著的 ( F = 53
.

9 9 , P

< O
。

01 ) ,

这表明所有年龄组的被试都是对汉字与动
二
物或物体名称不相匹配的反应潜伏期长于对物体或

动物轮廓的命名
。

条件和年龄之间交互 作 用 不 显

著
。

讨 论

用Str 。。p方法测脸学习汉语的儿童所受到的干

扰与学习英语儿童是同样的
:

当书写所用的里水颜

色与词义不相匹配时
,

年龄小的二年级儿童受到干

扰最大
。

尽管在图画一汉字干扰任务中没达到显著

水平
。

实际上这结果表明
,

二年级的儿童对词义的再

认比五年级和成人再认词义更 自动和直接
。

二年级

儿童在颜色一S tro o p任务中
,

表现更显 著 干 扰 作

用
。

这种差别说明年龄小的儿童难于根据任务的要

求
,

将词义与书写所用的墨水颜色分离开
,

从而分化

出抽象的维度
。

无论低年龄或成人阅读者
,

他们通

常寻求的是词义的基本信息
,

所以从印刷的语言材

料中首先提取意义的信息
,

实验二图画一汉字干扰

任务同样说明了这点
。

二年级的儿童由于他们难于

清楚地分化和忽略语言材料中词的形状特征
,

所以

受到较大的干扰
。

这表明对词的维度 ( 语音
、

形状
、

译义 ) 的分化
,

具有一个发展过程
,

并且是随年龄

而提高的
。

这个解释无论对阅读英语或者汉语的儿

童都是适用的
。

也就是说无论是学汉语或英语的儿

童
,

他们对词义的再认
,

看来都是直接和 自动的
,

与两种书写系统的性质无关
,

从而表明儿童对词义

知觉的发展过程是遵循 了 J
.

J
.

G ibso n 的 知觉分化

理论的基本规律
。

( 中科院心理研究所 焦书兰 纪桂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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