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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动记录法对阅读研究的贡献 ①

王君明 陈永明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 北京

〔摘要 〕用眼动法来研究阅读具有独特的优越性
,

它在探讨词
、

句子
、

篇章加工过程以及阅读过程中的认

知机制方面做出了很大贡献
。

本文介绍并评价了眼动记录法运用于阅读研究取得的新成果
,

并

指出了眼动法的局限性和未来的发展方向
。

关键词 注视
,

眼一脑时差
,

生态学效度
,

心理表征

心理语言学的一个核心问题是人类阅读过程内部的认知机制
,

这个问题是近几十年来

的研究热点
。

纵观阅读研究的发展过程
,

研究方法的改进是取得重大理论进展的关键所在
。

传统的心理语言学研究方法的共同之处在于阻断了被试在实际情境中阅读的 自然流程
,

不

能准确把握语言理解的即时 一 姗 认知过程 与传统方法相比
,

眼动法最大的优点是
,

它

极大限度地使读者的自然阅读过程顺畅进行而不受干扰
,

从而保证研究结果具有较高的生

态学效度
。

此外
,

眼动数据可以告诉我们眼睛正在看什么
,

并进而推测大脑正在加工什么
。

以

眼动研究为切入点来研究阅读规律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
。

单词
、

句子与篇章加工中的眼动

加工单词时的眼动

词 内变量 词 内变量研究较多的是单词的首位字母
。

和 姗 发现
,

延

迟呈现单词的首位字母比延迟呈现单词的结尾部分对单词识别的干扰更大
。

此外
,

和

还研究了单词开头 个字母的作用
。

实验中所用的单词词频相近
,

不同的是开头 个

字母的使用频率不同
。

结果发现
,

被试对低频字母组合开头的单词注视时间较长图
。

词变量 词变量研究较多的有词频
、

词类等
。

例如
,

词频高低影响对单词的注视时

间
,

即对高频词的注视时间较短
,

对低频词的注视时间较长阁
。

还有证据表明
,

动词的注视

时间长于名词的注视时间困
。

此外
,

歧义词具有一种以上的意义
,

尤其是在这几种意义的使

用频率相近又没有上下文参照时
,

对它们的注视时间更长困 用眼动法来研究歧义词理解是

近几年的焦点
,

它为建构词 义提取模型做出了不少贡献
。

例如
,

等闭和 肋 ” 等

证明歧义词提取的“
穷举 ”模型是正确的

。

词外变量 词外变量主要指语境对单词注视时间的影响
,

包括句法
、

语义
、

语用信

① 本文于 年 月 日收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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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等等 例如
,

在靶子词可以从上下文推测出来阂 〕或者靶子词与上下文出现的单词存在

语义联系 〕时
,

对靶子词的注视时间明显缩短
。

·

句法加工中的眼动

这里主要介绍 功 〕提出的“花园路径理论气 ,
。

认为
,

读者是按照句法知识 如短语结构规则 来分析句子结构
,

并进而建立相应的心理表

征
。

这个理论的主要观点是
,

课文经常在时序上存在句法歧义
,

读者根据不断输入的信息建

构的句法结构可能与后来输入的信息相矛盾
,

从而必须对先前建立的心理表征进行修改
。

“
花园路径理论

”
有两个基本原则 最小粘附 加加翅 加 和后期完型 以 卜

。

最小粘附原则是指
,

在建构句法树时
,

每次只加上最少的新结点
,

通常只是一个新词

项 后期完型原则是指
,

在语法允许的条件下
,

把新输入的词项插入正在加工的短语中
。

这

两个原则认为
,

要把单词整合到不断展开的句子结构中去
,

就必须知道这个单词的语法特

征
。

根据单词的词类及其有关的短语结构规则
,

就可以把单词整合到句子结构中去
。

这个理

论的最大优点是可以准确预测句子加工何时会受到干扰和阻断
。

例如
,

句 和句 都是

丫

以 开头
。

根据最小粘附原则
,

读者最初遇到名词 时把它作为动词

的宾语
。

这种处理与句 中 后的 相符
,

而与句 中 后的 不符
,

因为在句

中 是补语从句的主语
,

而不是主动词 的宾语 花园路径理论预测
,

在读到

时
,

读者必须对先前做出的句法分析做出修改
,

从而在加工时间上付出代价 这种预测得到

了实验的支持
。

和 〕发现
,

虽然 和 的长度和词频相同
。

但是
,

对 的

注视时间明显长于对 的注视时间
。

语篇加工中的眼动

句子和子句的包装 明即一

有人发现
,

当靶子词在句子末尾
’习或在子句末尾 〕时

,

对它的注视时间比它不在句尾

长
。

等 还比较了靶子词在整句末尾和子句末尾时的凝视时间
,

结果发现前者

大于后者。幻 。

以上结果说明
,

读者试图把句子或子句中的成份整合起来
。

由于不仅要提取句

末单词的意义
,

而且还要整合句子中的所有信息
,

所以
,

句末词的凝视时间加长了
。

·

前项搜索

前项搜索 仙 以幻 指把某个词与在课文前面出现的某个词联系起来
,

如代词

指代
、

名词 一 一 名词指代等
。

一般而言
,

这种搜索过程很容易
,

如遇到代词 时
,

读者很容

易就从课文前面找到在性别和人称方面与 比 对应的前项 公
,

眼动记录没有表现出任何

阻断现象 〕。

但是
,

如果前项不是其所在句子的主语
,

那么
,

搜索过程变得很困难 〕。

和 在实验中控制了代词与其前项之间的距离 如远
、

近
。

在远距

离条件下
,

前项与代词之间又引入一个新的主语 结果发现
,

远距离和引入新主语条件下靶

子词注视时间较长
,

这说明读者要经过一个较长的搜索过程
。

而且
,

对紧跟在代词后的那个

单词的注视时间仍较长
,

说明搜索过程还未结束 〕
。

精细推理

对课文中未明确表示的信息的推理称为精细推理 妞
。

近来的眼动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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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结果表明
,

读者确实在理解课文的同时
,

根据已有的世界知识与课文中的外显信息
,

对内

隐信息进行即时推理 一血
。

址 等 阂在一项研究中向被试呈现的课文中

有一个句子

址 七吐
,

实验的因变量是对靶子词 的注视时间
。

实验条件分为三种 一种是课文前面明确

提到靶子词
,

如短语 扭 比 比 比让 一种是强烈暗示
,

如短语 既

第三种情况是没有暗示
,

如短语 翻岛以目
。

结果发现
,

在前两种条

件下
,

对 迁 的注视时间没有显著差异
,

说明读者从前面的语境中推测 出了 址吐 这个词
。

而在第三种条件下
,

对靶子词的注视时间明显增加
,

说明搜索 匆叮 这个词的前项需要较长

的时间
。

眼动与认知加工过程之间的关系

眼动与认知加工之间并非无时无刻地同步进行
。

不同的研究者就
“ 眼一脑时差 ” 盯 一

详山 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
。

目前
,

关于眼一脑关系的不同观点可以分为针锋相对的

两类 一类可称为“
继时加工说

” ,

一类可称为
“ 同时加工说

” 。“
继时加工说

”
认为

,

眼动与认知

加工之间存在时间差
。 “

同时加工说
”
认为

,

眼动与认知加工之间是同步进行的
“
继时加工说

”又可分为“
脑先行说

”和 “ 眼先行说
”。 “

脑先行说
”以 比公幻 〕提出的“ 眼

动控制模型 ,’ 为代表 主要是以词义提取和注意转移

作为眼动控制的机制
。

这个模型的主要观点是
,

正被注视的单词 第 个单词 的词义提取成

功后
,

注意力便转移到下一个单词 第 个单词
,

随着注意力的转移
,

眼睛按预定的运动

程序移动
。

但是
,

在眼动程序与眼动启动之间存在时间差
。

正是由于眼动启动在时间上落后

于眼动程序的运行
,

所以在眼睛实际移动之前
,

可能 已经提取了第 个单词的意义
。

如果

在指向第 个单词的眼跳之前已经成功地提取了它的意义
,

那么
,

这次眼动可能重新编

程
,

结果表现为跳词不读 或者指向第 个单词的眼动程序 已经编好而来不及取消
,

那

么
,

指向第 个单词的眼动也同时编程
,

结果可能出现两种情况 或者对第 个单词

注视很短
,

然后注视第 个单词 或者在两个注视 目标 第 个单词和第 个单

词 之间的某个位置有一次正常时间的注视
。

这个模型能很好地解释眼动中的许多现象
,

如

跳词不读
、

注视时间极短 毫秒 和非最佳注视点等
。

“ 眼先行说
”

的主要观点是
,

语义加工滞后于词形辨认
,

眼睛不等认知加工结束便先行移

动
,

即眼先行于脑〔阂 这种理论的主要假设是
“

储存槽气 讲
,

这些 哪
棺

”
把从眼睛输

入的信息储存起来
,

以供后来的加工所用
。

不过
,

槽内的信息总是在不断更新
,

原来的信息不

断被新的信息冲掉
。

所以
,

这种观点又可称为
“
视觉缓冲模型 ” 。 “ 眼先行说

”最有力的依据是
“

滋后效应 ” 印川
。

例如句 和句
。司 , 甘

目 ‘扣 口止 皿

它们的差异仅在于第一个名词
。

翻心 和 的长度和音节数都相同
,

只是使用濒

率不同
。 歇 是低频词

,

是高颇词 结果
,

对低颇词的注视时间比高频词长 一

毫秒 闭
。

更有趣的结果是 月时 这个词在句 的中的注视时间比在句 中长 一 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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秒 这说明被试加工 成 楠盯 的困难已经后滋到跟在它后面的词加工过程中
。

总的来说
,

这种

观点结合了工作记忆模型提出的
“
操作台

”概念
,

得到了不少实验结果的验证
,

具有相当的魅

力
。

同时加工说
”以 和 。盯沐。 幻提出的

“ 即时假说 奴 翻巨灯 为代

表
。

这种观点认为
,

读者在遇到一个单词时试图立即解释它
,

在对它的加工完成之前
,

眼睛不

会移动到下一个注视点 也就是说
,

眼跳开始启动表明当前注视点的加工已经完成
,

不存在

什么缓冲区 例如在句 中

拟山山 柱 址 卜为 , 幼 汕 讲 块顽

读者在遇到 时把它解释为
“

分钟 ” 但在读到 招目 奴通 时
,

这种解释

发生矛盾
,

眼动记录表现为注视停顿 于是
,

的另一个意义“
微小的

”
被提取出来 这种

现象一方面证明了语境的作用
,

同时又说明读者是在遇到 这个词时就对它进行了加

工
,

而不是暂存在缓冲区内留待后来加工
。

笔者认为
,

不同观点之间差异的根本所在是认知加工的层次间题
。

不同研究者因其关注

的加工层次不同而得出不同的结论
。

众所周知
,

关于某个词的认知加工分为不同的层次
,

如

词形解码
、

词义提取
、

句法功能分析
、

语用分析
、

语境整合等
。

不同层次的加工过程都可能反

映在单词注视时间这个指标上
。

血沈。 模型主要涉及词义提取层次
,

视觉缓冲模型似乎更

强调高层次的认知加工
,

等也主要关注词义提取这个层次 目前
,

人们普遍接受的一种

观点是
,

眼动是在完成某种程度和数量的加工之后开始启动的
,

既不是在完成全部加工以

后
,

也不是先储存起来留待以后加工
。

阅读中的认知加工涉及很多因素
,

实际情况很复杂
,

不

易把握其全貌
。

所以
,

未来的研究方向似乎应该是
,

揭示具体在什么条件下眼动与脑加工之

间是同步的
,

在什么条件下是不同步的
,

并探明影响眼一脑关系的因素及其作用机制
。

在此

基础上
,

我们才可能建构一个阅读认知过程的整合模型
。

问题与展望

与传统方法结合的必要性
。

虽然眼动资料为阅读中的认知加工过程提供了丰富的

信息
,

但是
,

对眼动指标不能信赖到迷信的程度
。

因为眼一脑关系这个间题还远未得到圆满

的解决
,

眼动记录并不是阅读心理唯一的
、

最完美的反映
。

眼动法的局限性正是传统研究方

法 如反应时法 的优势所在
。

如果能吸收传统方法在实验设计和因果推导方面的严密逻辑

性
,

眼动法必将做出更大的贡献
。

眼动实验的效度间题
。

在实脸室实验中
,

被试的情绪
、

动机
、

心境等非认知因素可能

污染眼动指标
,

降低其生态学效度和外推效度
,

这一点是不容忽视的
。

无论采用什么方法来

研究阅读
,

被试投入实验的程度都会对实验结果产生很大影响
,

这是实验室实验的一个共同

弊病 但是
,

相对其它方法而言
,

眼动记录对被试的认知过程反映更灵敏
,

一旦被试的投入程

度很低
,

眼动结果受到的损害更大
,

也更可能把数据分析导入歧途
,

乃至得出错误的结论
。

这

个问题是在进行眼动实验时必须慎重考虑的
。

理论与实践的辨证发展
。

有关阅读的理论探讨与实际应用之间存在着互相依存
、

共

同发展的辨证关系一方面
,

通过实验研究发现读者在阅读过程中的眼动规律及认知加工过

程
,

将有助于提出有益的建议
,

指导读者迅速准确地从书面语言中获取大量的信息 例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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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速阅读法
”

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教读者如何进行正确的眼动
,

这就是根据在实验室中

记录和分析高效读者的眼动规律提出的
。

另一方面
,

在实践过程中发现新问题
,

为实验研究

提出重要的课题
,

尤其是验证实验室实验结果的效度
,

提供有效的反馈
,

会使理论研究走向

一片新天地
。

开展汉语阅读眼动研究的迫切性
。

目前
,

阅读眼动实验研究文献中绝大多数是以英

语为母语的被试为研究对象
,

探讨英语阅读中的眼动规律
。

国内在这方面发表的研究报告很

少〔幻 。

汉语与英语在很多方面存在差异 例如
,

汉字是象形表意文字
,

单位面积内容纳的信

息量较大
,

以汉语为母语的读者在阅读汉语课文时的眼动轨迹
、

知觉广度等都与英语有很大

差异
。

汉语的句法
、

语法等也不等同于英语
。

此外
,

汉语中一些独特的现象 如四字格成语

也使汉语篇章加工中的整合和心理表征建构不同于英语
,

这些在眼动资料中都应有所表现
。

在汉语阅读眼动方面进行一些基础研究
,

不仅有助于建构汉语认知加工模型
,

而且会对国际

上的阅读认知机制研究攻关做出自己的贡献

参考文献

【 」‘吐坦 , 场。吧 人 坛匆泌时

一血 优口内 丈七 旧目 匕叭 】才世‘ 。 幻 改回 坦丫沁 , ,

一

〔〕 , 山。丘 目‘ ,

一
山初 丘 。口 ” 传倒肋。 丘鱿扭 , 切 一血幼闷 贻伪比 咧

已。 切 目 毖
声比份 过 州以例岁 比口 , , 叫加 川 卜甘翻 口切 , ,

一

【 〕场 心 人 ,

助扣倪 朴甘吐口肥公 口心 沐“口 阅 坦加。 致 场口 加 目如。 “ , 陀睑 丘阅谈“孚 饵加 冻

伪外么叩 邓哈
, ,

一

〔如
, 吐“ 乙困幽吐 灿翻心 助 丘 。口、如 加 迸阅 吐“ 。 口月 如叫哟卿

,

植 户城钾 , ‘ ‘‘ ,

以 吻城间 拟 “ 。匆团迈 , ,

一

〔孙
亡定 妇幽目 时 叫。 山佣 身 四吧吐此。 悦沮喊 甲祖呢 声公锹‘ 。 , 乙 。月‘ 国

, ,

一

〔〕画
, 旧 ‘国 ” 口公 口俩脚口 。晌州‘。 助

。 别 , 日 , ” 川 , 双 。址幻。山 悦挤幻旧 。切二
川址 加七 口 , 朋 劫叹哪沪 , ,

一

【 〕。冲 加
, 。 , , 七幻岭目 幽碗啤 妙 丘口‘国 ” 戊 以 。洲山 曰址妇 ‘ 公

以口五 找 , 田书目 翻阮 口甲 川 均乎场子 , ,

一

【少加抑
, 创么 陇 吐“翻 碑 。洲口奴汀 即 侈曲目 ‘戮 ” 恤 伽 , 劝“ 吻‘ 址幻口山 二悦挤泊 山 “

配 , 丘。口 丘 肠国坦 口厄 , 目 妇功乎 , 笋 , ,

一

【幻阳电
, 劝 劝 ” ,

助抑。 二 岭 加 忱 “时 以幻滋 加 旧 , 献叫因 们团曰。口 伪蒯。

洲出过优口 , ,

一

【 钊 翻 , , 以冶”如 州吻 苹 丘口拉口 ”加 伽 。目访 声 ‘ 侧 ‘ 叨 以
比 , ,

一

【 欠 必
,

黝 加‘比 劝旧甘的旧 二 州团助血 洲面闪 血叩 人 丘口 汹 咖
。助‘ ”‘ 团回 乙 。叩时往川 , ,

一

【 〕“厅妇 凡 ‘因 即 ” 子 一 肠说 扭幻。 二以
周改汉怨 致 。勿 , , 加 山哈 切肚 中州山。因

巧 曲以气口 口 卫 , 拟址 口丁 目 甲迈团
, ,

一

【 〕 ‘ 派 少 口 , 目口 。兹 目 玩 阮 也 时 , 人讹 。加 助 声过 了 。 声州以例岁 。

滋 山习 正目目 , 刃 】习如互山匕七山 公 比
, ,

一

【 〕
,

孙 ” 彻区‘ 二 “劝叩 也如。即 。比 伪 沐 卜沈‘沁 身 目比
‘ ‘ ”巧 , 汀 切 卜

乎幻留 即 让泊 留 月 侧岁 , ,

一

【 夕以
,

。叮” , 人 倪心加 丘“ 们‘ , 既‘国 哈因
, ,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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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卿
, 叮湘

, 拟匕 妇 , 比口场因匕 , 鱿刊吧 甘幻扭 助 二一垃 加卿 宇 伪州 , 如浏如 沐 戈 , 蛇‘

功州扣圈笋 肋 闻越 代 以留洲 , , ,

一

〔 画改以旧 怡们 沐 吻 州吻 致口。口” 赶 。 成 妞 如” 血吐 团 七心 正 位习 血 成 巧卜

坛勿。 笼祖 , ,

一

【 欠比
, 七 创 ”川 此 劝七‘ 双 ‘ 如眯‘ 劝比 却份面朋回 玩 陇 创时 助

·

幼。 团 两
吏团朋 份 刀 丁 脚 例岁 。幼山〕 口 已 , 丘 比切 , ,

一
·

【 」比垃组 ,

助扣 , 闭 晌扒 川 拙幽刀血 加诵脚山闭 勿 ‘以山。 助

一
姗 助 以油对

创 笼曰皿佣 毋 目 公 溉 初 匕公 刀比加访戊 , ,

一

【 孙飞时即
, 山 , 州份娜

,

血加口“代 吐迁 比幻二 幻 份 访习 功 坦 一如 卫 , 叨 加协

叹阮 闻川如
, ,

一

【 〕 厅‘习 印山垃川 如比 。侧抢 山臼 找汤曲怕 帕山 二 抽 , ”心 , , 履 功 以之山沼
·

血口刀

两国 幻 时。 ”四 一

〕致川比以 ,

山 训 凡 伪 脉二加 侧洲义 。留 还 遨佣 加沁 ‘川出 , , 一 ‘

〔 〕白学军
,

阎国利 不同年级学生读课文时眼睛注视方式的研究 心理科学
, ,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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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口 功‘功 。以 创公 以 妇胡 山目 伽 二“拼 加翻翔即 玩 心 乙 口姆 龙 山 二 助

闰加如 。目加伊 犷 祖一。过 声 山过侧扔
尸

习山 日山” , ,

一

【 〕份叮
, 山险 比 山力场宇 翻 , 山山 功 叙沈 ”比

, 鲜户 山
, , 旧改沁目 山伊 二

山川 。 甲昭 乒众力 代 己 台 知 山笋 切吐讥阴斑 ,

一

【 〕为
,

伽
, 。”比

,

加印
·

胜垃目 川斌盯 过 】 臼月 即 州力幻卫牙 压‘ 致为
· ·

【 。均叩 了 曰 拼 , 盯 、 。 址 以 ” 加创眺脚。 代别 , 双么 玩 圈 加翎 , 内加即二
声 由 例岁 叹 幻 闷玩即仪 ,

一

【少 川。留 口汀 训加 , 巴民比 卜贾 坦山目 曰加 成 以口 曰 , 幼 即 玩 口 ,

。倒汪 治 ,

址 比 沐 巴 粗 厅比 叮姆 ,

一

〔 倒此
,

加”从叹 一 山 , 连 姗 声周 , 比栩 你 山 , 曲 , 即 成 加回姚卿耽 加 目过切“目 别心 “时

一拼 改

咖倪讲句 艾目 如改 冈如曲心加 就止 以即拼目 位犯 目扭 , , 无比 幽 , 吐 一 声 山
,

代 卿 翻 比以协。 即甲 山池心 到 , ‘ , 一

加吻 协幻创五 因 气亦目 诉斌洲比 成因叭佣 回城脚 团 即 扔详洲组 , ,

一
·

【 〕址 一 。 , 州笋 让目 以 ,
, ‘ 份自 巨 卯 ,

【 多 声 陇 助 囚 出吻 , 甘旧加 山 , 州 、 过 闪币口山 汀迁曲 声仪”
·

众 口的 回 。咙‘的“ ‘

山 例岁 , ,

一

〔 扮甲比 访 。 声川比仍回 减山 一 。目权叮目 的因 , 曰爪 军 以厄朋 刀 劝 巧 幻协留 ,

,

一

【 」 比 。 比。川 细 地价均呼访 场让公“加目 七让泊往目 加 伽 。泊曰 伴 ” , 山 目 。 ”

内”

,,
,

〔 亚 洲欧 加 ‘脱 知 血娜
, ‘ , 们 川 忱傲 , 吕 乙

【叼 。忆如 曰助吐叱 坦 让匕 , 加。, 、吧 ‘田 , , 甲曰 如 卯‘代 该创姐栩山 目旧血扣 , 动沁曰‘它

【 〕
,

二 时 卯认”回 台到目卯口翻 玩娜口。国 妙毗 栩比泊 业 创廿

比印
,

公出已 圈叨叮 肠山 , 叹叨山 加让川子 , 添明州咖。 抽 山国 幻 吸皿亡 址。‘ 侧以川 , 人悦“
,

一

【 加如恤 儿 皿。 川 丁、 时 山赎牌 记山讲 比 吐 致‘ 致为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