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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动窗口条件下语音
、

字形信息在汉语
阅读中的作用

‘�’

武宁宁 舒 华 周晓林 石东方

�北京师范大学心理系
，

北京 �������

摘 要 采用移动窗 口方法
，

初步探讨了语音
、

字形在汉语阅读中的作用
。

结果发现
�

在错词

后第一
、

二个字上
，

被试的阅读反应时加长�同音错词和形似错词同时引起反应时的增加 � 同

音词引起的反应时增加效应消失得较早
、

较彻底
。

这表明
�

移动窗 口条件下的汉语阅读理解

过程中
，

���对语音和字形的加工是 比较即时的� ���语音和字形在正常阅读的字词识别早期

同样起作用
�
���在发现错误之后

，

语音引导错误恢复的能力强于字形
。

关键词 语音
，

字形
，

移动窗口
，

汉语阅读
。

分类号
�

����

� 前 言

语音
、

字形究竟在阅读加工的什么阶段起作用
、

起怎样的作用
，

一直是研究者所关心

和争论的问题
。

大量的英文研究并没有得出一致的结论
。

对词汇通达前语音的作用存在

两种观点
�

一种观点认为词汇通达必须经过语音
，

语音在 阅读 中扮演早期或首要角

色��一气另一种观点认为词汇通达不一定经过语音
，

语音的作用和影响是在字形的影响之

后
，

这得到 �拍����� 等人眼动 ���� ���������研究的支持 ��
’ ‘�

。

他们将文章中的关键词

�如
“ ����� �用 同音词 �如

“

����� �或形似不同音词 �如
“
����

”

�代替
，

要求被试正常阅读文

章
，

并记录被试的眼动信息
。

结果发现
�

词汇通达过程中
，

语音的激活和影响是在字形的

作 用 之 后
，

它 只 在 词 汇 通 达 后 的错误恢复 ����
� ���������中起 作 用

� 而 且
，

用事后

�����������的校对任务研究阅读中的语音激活过程不够可靠
。

汉语关于语音
、

字形在阅读中的作用的观点也存在分歧
。

有人认为在汉语阅读中
，

词

汇加工必须经过语音编码
，

语音的作用十分大��， �
长 而另一些研究者认为字形编码作用很

大
，

许多词汇可以直接由词形激活词意
，

不用借助语音
。

对语音
、

字形在汉语阅读中作用

的发展变化的研究发现
�

初学阅读者更依赖语音
，

而熟练阅读者更依赖字形��， ’。 〕 。

本研究使用即时��二�����的移动窗 口技术对语音和字形在汉语阅读中的作用进行了

勿步探讨
。

研究思路与英文眼动研究���相近
，

即用破坏正常句子的方法
，

以同音词
、

形似词

�� 本文初稿收到 日期
�
����一�一��

，

修改稿收到 日期
�

����一��一��
。

�
本研究为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项 目的�批准号

�
���������一部分

，

完成于北京师范大学 认知实验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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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移动窗 口条件下语音
、

字形信息在汉语阅读中的作用 ���

和既不同音也不形似的词代替句中正确的关键词
。

由于同音词保持了原词的语音
，

形似

词基本保持了字形
，

音异形异词既破坏了字形又破坏了语音
，

因此可以从不同类型的错词

引起被试阅读反应时的变化上分析语音和字形的作用
。

由于动词在汉语句子中有重要地

位
，

所以本研究选用动词作为关键词
。

考虑到移动窗 口方法的特点以及汉语切分词的困

难
，

所有的关键词都选单字动词
，

且
“

移动窗 口
”

将逐字呈现阅读材料
。

我们预期
，

如果语

音或字形的加工是即时的
，

则对错误词的觉察或错词引起的加工困难应该使我们在关键

词上观察到被试阅读反应时的增加
�
如果语音或字形在阅读中的作用大小不同或起作用

的先后不同
，

应该观察到形似错词或同音错词引起反应时的增加幅度不同
、

位置不同�如

果语音或字形能引导词汇通达后期的错误恢复
，

应该在关键词后面的字上观察到反应时

恢复正常
。

� 方 法

��� 实验设计 采用单因素重复测量实验设计
，

自变量为关键词类型
，

它有 四个水平
�

原词
、

同音词
、

形似词
、

音异形异词
。

��� 被 试 北京师范大学本科生 �� 名
。

所有被试裸视或矫正视力正常
，

母语均为汉

语
，

且无阅读障碍
。

实验后获得少量报酬
。

��� 实验材料 关键词为 �� 个单字动词
，

如
� “

烧
” ，

及其三种类型的替代词
�

���同音动

词
，

如
� “

捎
” � ���形似动词

，

如
� “

绕
” � ���既不 同音也不形似的动词

，

如
� “

唱
” 。

替代词

与原词在频率
、

笔画数等方面尽量匹配
，

且无语义联系
。

这样
，

关键词共有 �类
。

正式实验

前对所有关键词都进行了预测
，

确认在正常句中原词的可接受程度最高
，

同音词和形似词

可被中等程度接受
，

而音异形异词的可接受程度最低
，

即同音词和形似词与原词中等程度

相关
，

音异形异词与原词的相关最低
。

选择 �� 篇小短文作为实验短文
，

分别包含 �� 个正确形式的关键词
。

每篇短文的字数

控制在 ��一 ��之间
。

例如
�

我刚从国外回到家的时候
，

家里的燃料是木炭
，

后来烧的是煤粉捏的大煤球
，

不但灰大烟大
，

而且碎纸
、

劈柴
、

洋火
，

样样不能离
。

�关健词
�

烧
，

梢
，

绕
，

唱�

�� 篇实验短文和 �个类型的关键词以拉丁方设计搭配为 �组
，

分别加人 �� 篇填充短

文形成 �组实验材料
，

每组的 ��篇短文以随机顺序排列
。

��� 实验程序 被试的主要任务是阅读呈现在计算机屏幕上的短文
。

短文以移动窗 口方

法呈现
。

窗 口 以字为单位
。

屏幕底色为蓝色
，

被试连续按动鼠标左键
，

白色文字将逐字呈

现在绿色下划线上
�

每次按键
，

出现一个字
，

同时前一个字消失
，

直至短文结束
。

计算机

自动记录相邻两次按键动作的时间差 �每个字的呈现时间�
，

这段时间作为对每个字的反

应时
，

应用于数据分析
。

为避免被试未理解短文就急于按键
，

要求被试在保持适 当阅读速度的情况下尽量读
�

懂短文
。

每读完 �篇短文
，

呈现 �个与短文顺序对应的有关阅读理解的判断题
，

被试做
“

是

否
”

回答
。

只有回答问题的正确率达到 ��� 以上
，

阅读反应时才作为有效数据被收集
。

正式实验前
，

被试认真读指导语
，

并阅读 �篇练习短文
，

回答 �个是非判断题
。

正式实

验中
，

每个被试阅读 �组实验材料
。

完成实验需 �� 分钟左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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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据分析 对每篇实验短文选取包括关键词在内的 �个字的反应时进行分析
。

这 �

个字分别为
�

关键词 �
。�

、

关键词的前一个字 ��一��
、

关键词后面连续 �个字 �� � �
、
� � �

、

� � �
、
� � �

、 。 � ��
、

句尾字 �����
。

使用 �����软件
，

在 �种不同字的位置上
，

分别对含 �

类关键词的短文进行方差分析和多重 比较
�

� 结果与解释

表 �列出了移动窗 口条件下 �� 名被试在阅读包含不同类型关键词的短文时
，

对于关

键词前后 �个字的平均反应时
。

表� 阅读四类短文的平均反应时和标准差 �毫秒�

�� � ��� �十�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根据表 �的数据
，

用同音词
、

形似词
、

音异形异词分别与原词数据相减
，

得出的差值即

为替代词引起的反应时增加效应
，

这种效应呈现在图 �上
。

���勺一 ��
一
����

����一 ��
一

����
一一盛���

一

����

从图表中可 以看 出
，

当关键词为

非正确词时
，

被试的阅读反应时会增

加
，

但这种增加效应在关键词位置上

表现不 明显
，

而在紧接关键词 的字上

表现明显
。

在句尾
，

形似词和音异形异

词引起的效应较大
，

而 同音词引起 的

效应已减到很小
。

从总体上看
，

同音词

引起的效应最小
，

音异形异词引起 的

效应最大
，

而且 同音词引起的效应 比

另两种情况减小得早
。

为了考察非正确词引起的反应时

厂卜卜卜
�

�卜�
��
�’’�������仁������������加�����︵朴椒︶侧权口只勿岔倒侧

�
一

� � ��� ��� ��� ��� ���

字的位皿

图� 三种替代词引起的反应时增加效应

增加效应的大小
，

还需要进一步进行统计分析
�

在不同字的位置上
，

对含四类关键词的文

章的阅读时间进行方差分析和多重比较
。

结果表明
�

在关键词前一个字的位置 ��一��上
，
四种类型的短文的阅读反应时在被试分析上的差

异刚刚达到显著水平
，

�� ��
，
���� � �����

，

��� 二 ����
，
� 二 �����

，

但在项 目分析上差

异不显著
，

����
，
���� �

�

���
，

��� � ����
，
� � �

�

���
。

说明在看到关键词之前
，

��种条件

下的阅读时间并不存在非常稳定的差异
。

在关键词位置 ���上
，

四种类型无显著差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说明在刚刚看到关键词时
，

三种类型

的错词没有引起阅读反应时的明显增加
。

� ��� 含原词的短文
，

几
�

含同音词的短文
，
���含形似词的短文

，

��
�

含音异形异词的短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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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移动窗 口条件下语音
、

字形信息在汉语阅读中的作用 ���

在关键词后面第一个字的位置 �� � ��上
，

四种短文的阅读反应时在被试分析上有显

著 差 异
，
����

，
����� �

�

��
，

��� � 犯��
，
� � �

�

���
，

项 目分 析 接 近 显 著
，

凡��
，
����

�
�

���
，

��� � ����
，
� � �

�

���
。

死���
���众��

�多重 比较结果表明
，

含音异形异词的短文

比其它三种短文的时间长 ���� 科
，
� � �

�

��� �� � ��
，
� � �

�

��� ���
科

，
� � �

�

��
，

说明音异形异词引起的加工困难已经表现出来 � 含同音词的短文与含正确词的短文没有

显著差异
，

含形似词的短文与正确短文的差异接近显著 ��� � ��
，
� � �

�

��
，

说明同音词

尚未表现出加工困难
，

而形似词引起的加工困难有表现出来的趋势
。

在关键词后面第二个字的位置 �� � ��上
，
四种短文差异显著

，

�� ��
，
����� ��

�

���，

��� � ����
，
� � �

�

���
，

凡��
，
���� �

�

���
，

��� � ����
，
� � �

�

���
。

进一步进行多重 �匕

较
，

结果发现
�

三种类型的错词都引起了加工 困难 ���� ��
，
� � ����� �� � ��

，
� �

������� � ��
，
� � �����

，

而且由音异形异词引起的反应时增加幅度最大 ��� � ��
，
� �

�������� ��
，
� � �����

，

由同音词和形似词引起的反应时增加幅度之间没有显著差异
，

即
，

字形和语音都被破坏时引起的加工困难大于只破坏字形或只破坏语音引起的加工困

难
，

后两者之间没有差异
。

在关键词后面第三个字的位置 �� � ��上
，

四种短文差异显著
，

����
，

���� � 巧
�

���
，

��� � ����
，
� � �

�

���
，

凡��
，
���� �

�

���
，

��� � ����
，
� � �

�

���
。

进一步检验发现
，

形

似词和音异形异词引起的反应时增加效应仍然保持 ���� ��
，
� � ����� �� � ��

，
� �

������� � ��
，
� � �����

，

而 同音词引起的增加效应 已经消失
，

反应时恢复正常 ��� �

��
，
� � �

�

������ ��
，
� � �

�

���
。

在关键词后面第四个字的位置 �� � ��上
，

四种短文差异显著
，

�� ��
，
���� � ��

�

���，
��� � ����

，
� � �

�

���
，

凡��
，
���� �

�

���
，

��� � ����
，
� � �

�

���
。

多重 比较结果表明
�

音异形异词引起的反应时增加效应继续保持��� � ��
，
� � ���� � �� � ��

，
� � ���� �

��� ��
，
� � �����

，

而形似词引起的增加效应有减小的趋势 ���� ��
，
� � �����

。

在关键词后面第五个字的位置 �� � ��上
，
四种短文差异显著

，

����
，
����� ��

�

���
，

��� � ����
，
� � �

�

���
，

凡��
，
���� �

�

���
，

��� � ����
，
� � �

�

���
。

但从进一步检验的

结果上看
，

形似词引起的增加效应已经消失
，

只有音异形异词引起的增加效应仍然存在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在 句 尾 �����
，
四 种 短 文 差 异 显 著

，
����

，
����� �

�

��
，

��� � ����
，
� � �

�

����
，

����，���二 �
�

���
，

��� 二 ����
，
� � ���� �

。

主效应的显著是形似词和音异形异词 的作

用
�

形似词再次引起反应时的增加 ��� � ��
，
� � ����� �� � ��

，
� � �����

，

并且增加幅

度与音异形异词引起的增加幅度没有显著差异 ���� ��
，
� � ���� � �� � ��

，
� � �����

，

而同音词没有再产生增加效应
。

� 讨 论

�
�

� 语音
、

字形加工的即时性

反应时结果表明
，

在阅读过程中
，

非正确词引起的加工困难并不是在关键词上立即反

映出来
，

而是发生在关键词之后
�

这种反应时延后增加的现象与以前的汉语研究结果基

本一致�”
， ’�〕 。

陈恒之的研究发现
，

在词汇破坏
、

语义破坏
、

句法加语义破坏三种情况下
，

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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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时的增加是在关键词后第二个字之后 ��’〕 。

汉语阅读 中的这种现象与英文阅读非常不

同
，

英文研究发现
，

当正确词被破坏时
，

反应时会在关键词位置立即增加��� �〕 。

造成中英文

这种阅读差异的原因
，

有人认为是 由于在汉语阅读中读者较多地采用
“

分散策略
” ，

即更依

赖语境
，

而不是个别词 � 英文读者往往使用
“

集中策略
” ，

从个别词获得较多的句法
、

语义

信息
，

因此汉语阅读中非正确词引起的反应时增加现象出现得 比英文阅读晚��’�
。

然而
，

本

研究 中发现
，

虽然读者对错误的反应表现在错词之后
，

但并不延后很多
，

在关键词后第一

个字上
，

音异形异词引起的加工困难就已经表现出来
，

在关键词后第二个字上又增加了由

同音词和形似词引起的加工困难
。

所以造成
“

延后
”

的原因可能与汉语词汇中双字词居多

的特点有关
。

由于读者在连续的单字词阅读中不能立即确定所看到的关键词 �单字动词�

是否是一个完整的词
，

因而不会在关键词上立即做出反应
，

而只有读到后面一
、

两个字时
，

才能确定前面的字是一个词
，

这时前面关键词的效应才会表现出来
。

由于音异形异词与

原词相关最低
，

也就最容易判断出它与上下文的不一致
，

所以对这种词的反应稍早于对同

音词和形似词的反应
，

这种现象与本研究选择实验材料时做预测的结果是相符的
。

因此
，

本研究的结果仍能够反映出
，

汉语阅读中对语音和字形的加工是 比较即时的
，

这与英文阅

读的加工特点相似
。

��� 语音
、

字形在阅读中的作用

从图表中还可 以看到
，

同音错词和形似错词同时引起反应时的增加 �都是在关键词后

第二个字�
，

而且二者之间没有显著差异
，

说明在字形被破坏和语音被破坏的条件下
，

正常

阅读都受到同样的影响
，

所 以语音和字形都在汉语正常阅读的字词识别早期起作用
�

虽

然在关键词后第一个字上
，

形似错词导致的加工困难有表现出来的趋势
，

反映出语音被破

坏时产生的影响较早
，

但本研究还不能提供足够的证据说明语音的作用大于字形的作用

或语音 比字形起作用早
。

另一方面
，

三类错词引起的反应时增加和恢复的过程可以看作错误恢复过程
，

即根据

错词仍然保留的音
、

形信息找到正确词表征的过程
，

或者是错词引起的语义冲突的消解过

程
。

句尾的反应时则反映了对句子意义的整合过程
。

从图中可见
，

同音词
、

形似词
、

音异形异词引起的反应时增加趋势是不同的
。

音异形

异词引起的反应时增加幅度最大
、

开始时间最早
，

而且到句尾位置仍与正常短文有显著差

异
。

这说明由于音异形异词与原词差异最大
，

它引起的反应时增加效应也最大
，

而且因为

在语音和字形上都受到破坏
，

没有保留与原正确词有关的信息
，

因此错词引起的语义冲突

不易消解
，

错误恢复很困难 � 直到句尾仍有反应时增加效应
，

说明句子整合上存在困难
，

读者很难理解整句的意义
。

形似词引起的反应时增加程度居中
，

从关键词后第二个字到

第四个字与正常短文差异显著
，

第五个字位置上无显著差异
，

而句尾位置反应时又有显著

增加
。

形似词引起的效应能够消失
，

说明字形信息能够引导错误恢复
，

但效应消失得晚且

在句尾处再次出现
，

表明字形引导错误恢复的能力较弱
，

而且并未真正使问题得到解决
，

在句子整合时仍会对理解造成一定困难
。

同音词引起的反应时增加最少
，

并且只在关键

词后第二个字与正常短文差异显著
，

从第三个字上就没有反应时增加效应了
，

在句尾也没

有增加效应出现
，

说明语音能较好
、

较彻底地引导错误恢复
，

使读者能较好地理解句子
。

因此
，

在正常的汉语阅读过程中
，

语音和字形在字词识别早期同样起作用 �而 当发现



�期 武宁宁等
�

移动窗 口条件下语音
、

字形信息在汉语阅读中的作用 巧�

错误时
，

语音可 以 比字形更好地促进错误恢复过程
。

这与一些英文研究的结论是相 同

的�，
， “�

。

��� 与其它汉语研究的比较

对比其它汉语阅读研究
，

本研究结果支持曾志朗���和张居美等人的观点
，

认为语音在

汉语阅读中的作用是不能忽视的
，

它和字形同样作用于正常阅读
。

但这与近期的研究结

果不尽相同
。

宋华
、

张厚架和舒华采用校对任务研究了语音
、

字形在汉语阅读中作用的发

展转换���
，

发现初学阅读者对形似错字容易觉察
、

对同音错字不易觉察
，

成人熟练阅读者

的情况则恰恰相反
，

由此得出结论
�

初学阅读者主要依靠语音
，

熟练阅读者主要依靠字

形
。

而从本研究的结果可以看出
，

成人读者对于同音错词和形似错词能够同样觉察
，

而且

同音词还有利于错误的恢复
。

实验结果存在这样大的差异
，

原因可能有两方面
。

一方面
，

可能与两个实验采用的不同方法有关
。

宋华等人采用的校对任务是事后的方法
，

考察的

并非即时加工的问题
，

而使用移动窗 口方法是进行即时性研究
，

其结果反映的是即时状态

下的加工
，

所以两个实验由于方法的不同而研究了不同的加工
，

因此在结果上有差异
，

但

这种差异并不能说明两个研究的结论是完全矛盾的
。

另一方面
，

可能与本研究使用的方

法有关
。

本研究使用的移动窗 口方法与正常阅读方法存在着差距
，

必须逐字阅读
，

而且眼

睛不能回扫
，

这些特点可能会迫使读者较多地使用语音信息
，

从而扩大了语音的作用
。

所

以
，

本研究的结论还有一定局限性
，

不能完全揭示语音
、

字形在汉语阅读中的作用
，

这一问

题还需要在研究方法和理论上进行更深人的探讨
。

� 结 论

在移动窗 口条件下的汉语阅读理解过程中
，

��� 对语音和字形的加工是 比较即时的�

��� 语音和字形在正常阅读的字词识别早期同样起作用 �

��� 在发现错误之后
，

语音引导错误恢复的能力强于字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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