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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使用 5 点量表 ,本研究在北京地区调查了 2187 名小学一、三、五年级儿童的中文读写能力及其相关

因素。因素分析抽取了 8 个因素 :书面语意义理解、基本知觉能力、书写技能、家庭阅读背景、动作技能、口语

能力、朗读和听写、书面表达。对上述因素进行多元逐步回归分析发现 ,各种读写能力内部相关显著。基本知

觉能力、口语能力、家庭阅读背景和动作技能分别对中文读写能力的不同成分有显著解释作用。这个结果对

于理解阅读能力发展及其与家庭阅读背景、口语、基本知觉 - 动作能力之间的关系 ,以及阅读障碍的内在机制

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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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阅读作为一种高级的认知过程 ,受基本知觉加

工过程的制约。近期有些研究表明 ,词汇识别中的

语音和正字法加工技能受基本听觉和视知觉能力的

制约。Talcott 等人[1 ]研究发现 ,儿童对动态听觉和

视觉刺激的敏感性与他们的文字技能有关。而且 ,

当控制了智力和一般阅读能力 ,运动视觉敏度能够

独立解释字形技能上的差异 ,不能解释语音技能上

的差异 ;听觉调频敏度与语音能力共变 ,而不与字形

技能共变。这些结果说明 :觉察动态刺激的敏感度

影响儿童的阅读技能 ,视觉与听觉可能单独影响阅

读过程中提取字形和语音信息的能力。



然法 (Maximum likelihood)抽取 8 因素 ,用斜交旋转

方法 (Oblimin with Kaiser Normalization) 加以旋转。

这 8 个因素所包含的项目、因素负荷及因素名称见

表 1。
表 1 　汉语儿童中文读写能力及其相关因素分析

因素负荷

1 2 3 4



因素负荷

1 2 3 4 5 6 7 8

因素 8 　书面表达 　(特征值 = 0. 96 ,解释方差的 2. 09 %)

　　5 　不会写作文。 0. 72

　　7 　书面表达自己的意思非常困难。 0. 66

　　38 　不会使用书面词汇 ,如不会读、不会在作文中使用。 0. 34 0. 46

3. 2 　量表的信度

　　为了判断该因素结构的信度 ,对每个因素进行

了分量表2总分相关、克伦巴赫α系数的计算 ,结果

见表 2。总量表的α系数为 0. 96 ,说明量表具有较

高的内部一致性信度。
表 2 　分量表 - 总分相关及α系数

分量表 分量表 - 总分相关 α系数

意义理解 0. 84 3 3 0. 89

基本知觉能力 0. 86 3 3 0. 86

书写技能 0. 79 3 3 0. 82

家庭阅读背景 0. 76 3 3 0. 72

动作技能 0. 57 3 3 0. 54

口语能力 0. 89 3 3 0. 87

朗读与听写 0. 85 3 3 0. 86

书面表达 0. 74 3 3 0. 80

3. 3 　读写能力及其相关因素的回归分析

　　分别以读写能力 (因素 1、3、7、8) 作为因变量 ,

对上述因素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多元逐步回归分析。

结果分别见表 3 ,表 4 ,表 5 ,表 6。综合回归分析结

果 ,口语能力对意义理解、书写技能、朗读和听写有

显著的解释作用。家庭阅读背景对意义理解和书面

表达有显著的解释作用。基本知觉能力对意义理

解、书写技能和朗读与听写有显著的解释作用。动

作技能只对书写技能有显著的解释作用。这些结果

说明口语能力、家庭阅读背景、基本知觉能力和动作

技能分别作用于中文读写能力的某些亚成分 ,对读

写能力的获得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为了更直观地看到中文读写能力与其影响因素

之间的关系 , 我们以朗读与听写及其与基本知觉能

力 , 意义理解与口语能力为例子绘制了散点图 (见

图 1、图 2) , 从图中可以看出朗读和听写与基本知

觉加工能力 , 意义理解与口语能力具有较高的共变

性。
表 3 　以意义理解为因变量的回归分析

因变量 解释变量 B β t p

意义理解 朗读与听写 0. 19 0. 26 11. 94 0. 00

口语能力 0. 14 0. 24 9. 93 0. 00

书面表达 0. 33 0. 27 14. 31 0. 00

家庭阅读背景 0. 15 0. 17 9. 17 0. 00

基本知觉能力 0. 03 0. 05 2. 23 0. 03

表 4 　以书写技能为因变量的回归分析

因变量 解释变量 B β t p

书写技能 朗读与听写 0. 25 0. 29 10. 45 0. 00

口语能力 0. 10 0. 15 4. 75 0. 00

书面表达 0. 28 0. 19 7. 86 0. 00

基本知觉能力 0. 10 0. 13 4. 62 0. 00

动作技能 0. 10 0. 06 2. 89 0. 00

意义理解 0. 08 0. 07 2. 26 0. 02

表 5 　以朗读与听写为因变量的回归分析

因变量 解释变量 B β t p

朗读与听写 意义理解 0. 38 0. 27 11. 14 0. 00

书写技能 0. 24 0. 21 10. 38 0. 00

基本知觉能力 0. 17 0. 20 8. 25 0. 00

书面表达 0. 24 0. 15 6. 88 0. 00

口语能力 0. 10 0. 13 4. 89 0. 00

表 6 　以书面表达为因变量的回归分析

因变量 解释变量 B β t p

书面表达 意义理解 0. 32 0. 39 14. 68 0. 00

书写技能 0. 12 0. 18 7. 86 0. 00

朗读与听写 0. 11 0. 19 7. 21 0. 00

家庭阅读背景 0. 07 0. 10 4. 68 0. 00

4 　讨论

4. 1 　读写能力及其影响因素的结构及因素涵义

　　本研究通过问卷调查和因素分析获得了八个因

素。在这八个因素中 ,书面语意义理解、书写技能、

朗读和听写、书面表达四个因素是中文读写能力的

亚成分 ,基本知觉能力、家庭阅读背景、动作技能和

口语能力是中文读写能力的影响因素。信度分析表

明 ,该因素结构的项目之间具有较高的内部一致性。

八种因素主要含义的分析与描述如下 :书面语

意义理解主要指对文字意义的理解 ,包括字、词、段

落、篇章等不同层次意义的获得与加工能力。书写

技能指书写流畅性、可辨认性 ,即书写行为的速度和

质量。书写技能的高低反映了儿童书面表达的流畅

性、注意力的专注水平以及书写动作的灵活程度。

朗读与听写主要指文字的识别和产生 ,朗读和听写

水平的高低反映了儿童对汉字形、音、义的加工水

平 ,是中文读写能力的基本成分。阅读障碍研究[11 ]

表明 ,汉语儿童的阅读障碍主要表现为汉字水平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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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义加工效能低。书面表达主要指书面语使用和输

出 ,书面表达能力的高低是儿童意义加工、书面词汇

量和书写技能的综合表现。

图 1 　朗读与听写及其与基本知觉加工能力散点图

图 2 　意义理解与口语能力散点图

　　基本知觉能力包括儿童视听知觉加工能力和早

期大脑发育、动作协调情况。从因素抽取情况看 ,

“儿童有严重的阅读问题”和“儿童有严重的书写问

题”也归入了这个因素中 ,这或许反映了严重的阅读

和书写问题与知觉加工和早期发育状况有某种内在

的联系。这还需要进一步讨论和探讨。家庭阅读背

景包括父母的阅读习惯及家庭成员的阅读水平。拼

音文字发展性阅读障碍研究[2 ]显示 ,阅读障碍有一

定的遗传机制。本研究发现家庭阅读背景对书面语

意义理解和书面表达有显著解释作用。但本研究的

家庭阅读背景包括环境和家族阅读能力两重因素 ,

没有具体区分环境和遗传的独立作用。动作技能指

基本动作能力 ,在本研究中只包括了粗大动作能力。

尽管动作技能在该量表中的α系数最低 ,回归分析

依然发现它与书写技能有关。如果项目中包含精细

动作技能 ,动作技能对书写技能的解释作用可能会

更大。口语能力包括口语理解和口语表达。研

究[10 ]发现 ,口语为儿童正确理解书面词汇提供了意

义基础。本研究也发现口语能力与中文读写能力显

著相关。

4. 2 　中文读写能力及其影响因素之间的关系

　　本研究通过因素分析得到的四种中文读写能力

之间存在显著相关 ,说明书面语意义理解、书写技

能、朗读和听写、书面表达有共变的成分。这些过程

都涉及中文书面字词形状的辨认与产生、语音的译

码和意义通达及整合 ,是对书面文字形、音、义的识

别和产生过程 ,而字词形音义的加工是相互依存的。

从这四种能力所包含的主要加工过程和它们与影响

因素之间的关系看 ,这四者之间又具有相对独立性。

书面语意义理解侧重于字、词、句、篇章意义的通达

及整合。书写技能主要指书写输出的质量和速度 ,

侧重于书写动作过程。朗读和听写涉及汉字形音义

的加工过程 ,朗读主要侧重从字形识别到语音译码 ,

听写过程则是从音义加工激活字形表征的过程。书

面表达主要指书面产品的产生 ,主要是从意义加工

到书面输出的过程。正因为这四种能力既相互关联

又相对独立 ,它们与影响因素之间也构成了不同的

关系模式。

本研究中的四种影响因素分别作用于读写能力

的不同侧面。口语能力和基本知觉加工能力对书面

语意义理解、朗读和听写 ,书写技能有显著解释作

用。一方面说明正常口语能力和知觉加工能力是上

述几种能力发展的必备基础 ,另一方面也说明口语

能力和知觉加工能力可能存在某种内在联系 ,当控

制二者中的任何一个进行偏相关分析时 ,另一个变

量与上述四种能力的相关都会减弱。家庭阅读背景

主要影响意义理解和书面表达 ,这可能与家庭提供

的阅读氛围和创造的阅读机会有关[11 ] 。动作技能

对书写技能有显著影响 ,说明书写技能中包含基本

的动作加工。研究[12 ,13 ]发现发展性动作协调障碍

与儿童的书写障碍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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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的突变期平均斜率相对于其振荡渐进期平均斜率

的倍数有递次增加的趋势 ,即其突变期的跨度随概

念的抽象程度提高而越来越大 ;而成人没有明显递

次增加的趋势。

41213 　原因分析

为什么成人与中学生在振荡渐进期的绝大多数

阶段都表现出显著的或极显著的差异呢 ? 成人在学

习科学概念之前已经或多或少具有一些相关背景信

息 ,他们学习时并不完全是毫无目的地“试误”,因

此 ,总体来说 ,其振荡渐进期多表现为持续上攻 ,且

高原期出现较晚。中学生在学习陌生科学概念时 ,

由于知识范围、相关背景信息和认知策略水平的局

限性 ,科学概念学习困难较大 ,经过漫长而缓慢“试

误”、知识积累和方法探索过程后才可能逐步形成科

学概念 ,因此 ,振荡渐进期往往开始下行然后上攻 ,

振荡特征比较明显 ,且高原期出现较早。

由于科学概念本身的复杂性和抽象性 ,加之成

人的各种经验、思维定势和“功能固着”习惯的影响 ,

科学概念形成到一定程度后会出现较长的停滞不前

的情况 ———高原期。虽然这一高原期出现较晚 ,但

持续较长。中学生经过漫长而缓慢“试误”、知识积

累和方法探索 ,虽然能对科学概念有一定了解和认

识 ,但仍然会出现高原期。由于中学生较少思维定

势和“功能固着”的习惯 ,使得高原期持续较短。这

说明中学生更适合学习科学概念。

因为科学概念的最终形成是学习者自己完成

的 ,因此 ,成人与中学生科学概念学习过程对应曲线

都有一段以较快的速度急剧上升呈突变式的过程。

这说明科学概念学习是一个自组织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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