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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儿童识字的心理机制及其给教育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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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从儿童识别汉字的心理机制对汉语儿童汉字学习过程的研究进行了总结
。

作者

认为
,

在感知汉字过程初期
,

识别汉字与识别拼音文字的过程基本相似
。

儿童对汉字识别有其独

特的发展过程
,

对其过程的研究有助于对儿童进行科学的识字教育 ∃ 对汉字识别进行的神经心理

学研究主要集中于失读病人的语言缺失和大脑的功能定位研究
,

这种研究从另一方面提供了对科

学教育的思路
。

总之
,

对儿童识字的心理机制的研究启示我们重新思考如何科学地指导对儿童的

教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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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字是世界上唯一仅存的表意象形文字
,

它和拼音文字相 比
,

有着太多的独特性
,

因而

汉字的识别和学习等课题一直激发着很多不同学科研究者的兴趣
。

人们对此展开 了一系列的

教育和心理学研究
。

从仓领造字始
,

对汉字的研究和教学一直伴随着中国文明的发展而持

续
。

尽管汉字的研究和教学有千年历史
,

但真正对汉字进行科学系统的研究
,

还是从本世纪

初开始的
。

纵观几十年的有关科学研究文献
,

我们可以看到
,

对于识别
、

学习汉字的心理机

制
,

认知和神经心理学方面的研究很多
,

而立足于发生发展的角度
,

对儿童识别
、

学习汉字

的心理过程所进行的研究较少
,

而根据已有的研究成果
,

如何科学地进行识字教育研究的就

更少了
。

但这个间题却应该是一个心理学家和教育学家所共同关注的问题
。

儿童的汉字学习过程
,

主要包括汉字识别和汉字习得两个方面
。

归结起来
,

主要是这两

方面的影响
%
一是汉字作为刺激所产生的感知特点

,

另一是儿童学习汉字过程本身的特点
。

本文 旨在总结汉字学习过程中的研究成果
,

希望能重新思考如何根据儿童的认知特点科学地

进行识字教育
。

一
、

汉字识别的认知研究及给教育的启示

世界上有各种各样的文字
,

但总的说来
,

可分为两个种类
%

拼音文字和非拼音文字
。

汉

字属于唯一的非拼音的语素文字 �&∋(∋ ( )出 ∀∀
�

,

它的书写符号是语素
,

汉字 以外的文字都是形

音的结合
,

惟有汉字是形
、

音和义的三结合
。

也就是说
,

每个汉字都有一个完整的字形
,

它

的两维结构及不同的字音
,

并有相应的字义
,

从而使知觉上具有整体性
,

同时汉字的构字规

则简明
,

形声字较多
,

声调变化成四声
。

这些特点导致了人们思考汉字的认知加工与其它文

字的认知加工的异同
。

�一 � 汉字字形识别的研究

收稿日期
%

∀∗关〕一 )∋ 一 +



一般地
,

拼音文字中作为识别特征元素的字母是从左到右线形排列的
,

可以被看作一维

图形
,

而汉字的区别特征元素则在每个汉字的方形框内平面分布
,

具有二维图形特征
。

据研

究�
,

在信息的复杂度上
,

当元素数量相等时
,

平面分布的二维图形的复杂度是线性一维图

形的复杂度的平方倍
,

也就是说
,

汉字的信息特征要比拼音文字和图形复杂多了
。

那么对于

汉字字形的感知判断
,

是否服从图形知觉的一般规律呢 �

在识别初期
,

汉字是作为一个视觉刺激被加工和处理的
。

这与其它文字或图形一样
,

遵

循视觉加工的一般规律
。

有研究 表明
,

拼音文字的识别
,

首先是进行视觉解码
,

而对汉字

研究表明!
,

由于汉字的结构紧密
,

特征突出
,

所以小学一年级学生识别汉字
,

都必须进行

特征识别
,

别的研究∀# 也同样证明
,

特征分析是成人汉字识别的必经阶段 ∃ 识别不同字的

部件的活动受知觉分解路线的影响
。

从这些研究可 以看到
,

在识别初期
,

汉字的感知主要是

视知觉的操作加工
。

这与拼音文字识别初期的过程是相同的
。

在知觉加工后期
,

按照双表征理论%
,

言语及非言语两种材料的心理表征分属两个系

统
。

那么汉字是如何被表征的呢 � 有人认为
,

汉字首先是做为图形被表征和加工的
,

又有人

认为
,

汉字比图形更丰富
,

它的视觉特征要 比拼音文字重要得多
,

在知觉加工中
,

汉字是作

为言语和非图形材料进行表征和加工的
。

对于这个问题
,

现在尚没有一致的结论
。

但许多研

究者在这方面作了尝试性的研究&
。

他们通过对不 同材料进行的命名和分类加工的比较发

现
,

汉字的象形特征
,

使得字形具有图画和文字的双重特征
,

对它的处理过程既有图形特

征
,

又有拼音文字的特征
。

尽管表征的方式上的差异
,

汉字的视觉加工与拼音文字有着相同规律
。

在拼音文字字母

的辨认中
,

部分线索能起到提示作用 ∋
。

而在汉字的模糊再认( 中发现
,

形状相似的汉字
,

与图形相似
,

彼此间有干扰作用
,

在模糊汉字的再认中
,

也有明显的部分线索效应
。

许多研

究也都说明了
,

汉字加工处理的过程与拼音文字也有很多相同的地方
。

这些研究表明
,

儿童在识别汉字初期
,

其视觉线索的作用是必经的一步
。

在对儿童学习

汉字的过程进行的研究
,

也支持了这种观点
。

曹传泳
、

沈哗) 发现
,

从整个辨认汉字过程来看
,

儿童首先辨认的是字形的大致轮廓
,

然后才是组成部分
。

在合体字的辨认中
,

首先辨认的是字的组成部分
,

然后才是部分与部分

的关系
,

字的细节部分被忽略
。

以后的进一步研究。表明
,

就儿童对汉字字形的精细感知能

力而言
,

表现出随年级增高而递增的趋势 ∃ 汉字字形结构的常见方式作为已有经验是影响感

知
、

辨认字形的重要因素
。

这种影响随年级升高而影响增大
。

杨继本 ) 的研究也证实了前人

的结果
,

但他认为
,

儿童对汉字形轮廓的感知优于细节的特点
,

可能并不是由于 消极被动

的
、

精细感知能力水平发展不够等原因所造成的
,

而是一种积极主动的自觉的特有认知方

式
。

刘鸣∗ 。着重探讨了汉字主要字形形体特征 和心理特征及两者之间的关系
,

结果表明
+

汉字分解组合的视觉表象操作的速度和准确性与汉字字形学习水平具有密切关系
,

高水平者

明显优于低水平者 ∃ 不同汉字字形学习水平者在汉字分解组合的表象操作的错误类型上不尽

相同
,

低水平者以顺序错误为主
,

中上学习水平者以部首替换错误为主
。

这说明儿童识别汉

字是与视觉表象操作为基础的
,

是一个与学习 ,经验 − 有关的过程
。

综合上面的研究
,

认知心理学告诉我们
,

在识字初期
,

最适宜的材料是轮廓区分度大的

材料
。

儿童在学习的初期
,

出现的缺笔
、

漏笔和误笔的现象是正常的认知水平的表现
,

不能

完全归结于不专心和学习不 良
。

在进行儿童及成人的汉字教学的初级阶段中
,

关键在于对汉

字的开头进行分析和归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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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汉字的语音作用的研究

除开汉字的视觉加工外
,

由于汉字是音
、

形和义的结合
,

因而
,

在汉字识别的一大部分

是语音分析的作用
。

与国外英语儿童的研究相对比
,

汉语儿童的研究是较少的
。

对英语儿童

阅读研究发现
,

儿童对语音的意识是预测儿童未来阅读能力发展的最好指标
,

同样的结果也

发生在别的拼音文字的儿童的发展过程中
,

那么
,

对汉语儿童的识字来说
,

究竟语音起着什

么样的作用 , 它对预测儿童的阅读能力的作用有多大呢 ,

在这个问题上
,

研究者们还存在分歧
。

一些研究者认为
,

由于汉字的特殊性
,

儿童对汉

字的视觉分析能力在发展儿童阅读能力上 的作用更大
,

而另外的研究者认为
,

汉语儿童应该

和英语儿童相类似
,

语音能力对发展儿童阅读的作用非常重要
。

− . /0 ( �∀∗ ∗1 �) 探讨了语音

意识和视觉技巧对具有不同文字经验的儿童学习阅读的影响
。

他们对香港
、

台湾和英国儿童

进行语音意识
、

视觉技巧和阅读能力的测试
。

结果发现
,

英国儿童的语音意识和阅读能力显

著相关
,

而香港和 台湾的儿童
,

视觉技巧 比语音意识与阅读能力有更重要的相关
,

也即语音

意识对汉语儿童的阅读发展的作用可能与英语儿童不同
。

而另一个研究
,

01 2 34 , 56 6 7 − ) 对 8

至 59 岁英语 一
广东话双语儿童的测试中

,

结果发现尽管中英文在结构上有很大的不同
,

但

语音技巧对学习两种语言都是重要的
。

在单纯对汉语儿童的研究中
,

舒华等 ) 对小学儿童的语音意识进行了研究
,

结果发现
+

拼音学习对小学低年级的儿童学习生词虽然有积极作用
,

但作用有限
,

主要是帮助儿童学习

口语中熟悉的生词
。

因而
,

从上面的研究中可以知道
,

儿童在识字初期
,

感知觉的作用都是

非常重要 的
,

但在进一步预测未来阅读发展的研究 ) 中结果提示
+
视觉分析对预测小学任何

年级儿童的阅读能力的发展没有重要作用
,

语音能力在儿童三年级前预测其阅读能力的发展

有重要作用
,

语义分析对儿童早期阅读能力没有预测作用
,

但二年级后发生变化
,

句法知识

对儿童阅读能力的发展有重要作用
。

有关语音意识和教学的研究提示
,

对儿童的汉语教育
,

拼音的辅助教学作用是在变化发

展中的
,

对汉字的教育
,

应该尽早地进入语境中进行分析
,

这样能更符合儿童的识字发展的

规律
。

,三 − 汉字的组合规则的研究

由于汉字是由复杂的笔画
、

部件组成
,

其组成是非常有规则的
,

因而
,

学习汉字的另一

个重要方面就是儿童对汉字组合规则的意识和发展
,

而不仅仅是一般的视觉分辨和语音的发

展
。

许多研究都表明
,

汉字组合规则的获得和发展
,

形旁和音旁的表义作用对儿童发展阅读

能力有很大的作用
。

:2 ;
尹 , 566 7− 对组字规则信息对成人和儿童汉字识别中的作用进行了探讨

,

实验材料

为左右结构的假字和非字
,

共四种
。

4
,

左右部件位置符合组字规则的 ∃ /
,

左部件符合组字

规则
,

右部件不符合组字规则 ∃ < ,

左部件不符合组字规则
,

右部件符合组字规则 ∃ 9 ,

左右

均不符合组字规则
。

此外
,

还有相等数量的高中低频真字作控制线
。

被试是作真
,

假字判

断
。

结果表明
,

三年级儿童已经初步了解汉字组字规则
,

并能在词汇判断作业中使用组字规

则
。

更多研究均发现
,

三年级儿童已经意识到形旁与词义的关系
,

并能利用形旁学习和推理

生字 ∃ 六年级儿童获得汉字形旁知识
。

舒华等∀。对小学儿童的形旁意识也进行了研究
,

结

果发现
+
小学儿童的汉字形旁意识随年级而发展

,

三
,

五年级学生 已能自觉利用形旁信息帮

助学习和推理生词 ∃ 并且言语能力高的儿童的汉字的形旁意识优于言语能力低的儿童 ∃ 形旁

意义的熟悉程度
,

生字概念的熟悉性等影响儿童对汉字形旁信息的利用
。

. <



儿童汉字识别中形
、

音和义的相互干扰
,

也是影响儿童学习和识别汉字的重要方面
。

彭

聘龄研究了大学生和 2 年级的小学生在三种干扰条件下
,

完成形似
、

音近和义同三种同一判

断∀
。

结果发现
,

形对小学生的音近判断的干扰作用显著
,

而对大学生的义同判断干扰作用

明显
。

由此认为低年级儿童在从字形提取意义时
,

可能要经过形一音转换 ∃ 到成年后
,

人们

直接能从字形提取意义
。

因而汉字的心理词典是双通路加工过程
。

曹传泳
、

沈哗。以小学儿童分析
、

概括汉字字形能力的发展作了分析
,

用人工概念实验

法进行了考察
,

所得出的结论是
+

小学儿童分析
、

概括汉字字形 能力的发展具有两个转折

点
+
第一个转折点特点是对汉字字形大致的分析

,

概括力有了发展 ∃ 第二个转折点特点是学

会习得汉字的方法 ,如对比
、

归类等 − ∃ 汉字字形 的分析概括能力的发展与图形的认知不尽

相同
,

后者的分析概括能力的发展是渐进的 ∃ 汉字字形的分析
、

概括能力与辨别能力相关 ∃

汉字字形分析概括能力可能有两个水平
,

一种是大致
,

泛化的分析概括
,

另一种是精细
,

比

较高度分化的分析概括
。

潘寂∋
、

朱作仁∋等也都共同认为
,

儿童的识字学习
,

关键问题是

儿童分析
、

概括汉字字形和结构方式的能力
。

如果儿童能学会分析字形
,

掌握字形结构的方

式
,

能自觉将生字与熟字作比较
,

儿童掌握汉字是不 困难的
。

研究提示
,

在进行识字教育中
,

有意识地教育儿童有关汉字组合规则的知识
,

有助于儿

童尽早地利用组合规则进行学习
。

二
、

神经心理学的研究

关于汉字认知的神经心理学研究概括起来
,

集中在这样两方面
+ , 4− 探讨失读病人的语

言缺失特点 ∃ , /− 探讨汉字辨认的大脑左右半球的功能特点
。

对汉字的神经心理学的研究
,

从缺陷病人的汉字识别方面反证正常人学习汉字的特点
,

更进一步了解汉字认知
、

习得和阅

读发展的关系
,

可为特殊教育和治疗性教育提供帮助
。

,一 − 失读病人语言缺失的特点

来 自失读病人语句
、

篇章阅读中汉语形
、

音
、

义三者关系的研究冬结果表明
,

失读病人

,大学文化程度 − 的临床表现出字词朗读差而理解好的音义分离现象
。

这表明字词 的形和 义

的结合牢固有力
,

形和音的结合脆弱
。

阅读中的音义分离也表明
,

在字词级认读中存在一条
、

从字形直达字义的加工途径
,

而不一定要经过语音的转换
。

对数百例失读患者的研究也同样

表明形义之间的联系强于形音的联系的观点
。

据此人们认为
,

汉字中形音的结合可看作是一

个随意性很强的点对点的联系
,

从字形唤起字音基本上属于一种机械的非逻辑记忆
,

而形义

的结合则可看作是一种点对面的联系
。

从字形唤起字义
,

实际上是唤起现实景象
,

具有广阔

的心理基础
,

所以它比点对点的形音联系要牢固得多
。

由于拼音文字的特点
,

拼音文字中词

的认知都是通过语音作为中介的
,

必须经过语音转录
。

而汉字的认知则可能是两个不同层次

的信息处理过程
,

字词层级的认读 ,掌握字词 的形
、

音
、

义及其联系 − 和语句层级上的分析

和理解 ,进行语句的语法分析
,

掌握语句的意义 −
。

这 两个层级的加工过程是相互交织
,

相

互推动的
。

而字词层级的加工以字形感知为起点
,

分别与字音和字义建立单独的联系
。

从这可以知道
,

在儿童有一定的汉字基础后
,

对汉字进行语义分析和句法分析是提高儿

童阅读能力
,

进行汉字教育的最重要的手段
。

,二 − 大脑两半球功能特点的研究

在探讨汉字辨认时大脑两半球功能特点的研究中
,

许世彤等∋认为
,

拼音文字的辨认是

大脑左半球占优势
,

而汉字出现了两半球均势的现象
。

他们解释认为
,

拼音文字是音与义直

. 9



接相关而缺乏形义的直接联系
,

而汉字则是形
、

音
、

义的统一体
,

且形义之间的联系远强于

音义之间的联系
,

从而信息处理方式也可能有自己的特点
。

虽有语音转录
,

但对形的依赖却

很大
,

因而对汉字信息的处理不仅依赖于左半球
,

而且还需右半球的共同参与完成
。

有研

究3 也证实了汉字词义认知功能与大脑左
、

右两半球均有关系的观点
。

汉字辨认的大脑功能特点在正常人和聋人中也得出同样的结果
。

研究∀结果表明
,

有听

力的被试和聋人被试的右侧大脑半球对汉字的识别具有相同水平的能力
,

但聋人被试左侧大

脑半球的功能较差
。

左半球在进行言语加工时被认为是以语音为中介进行的
。

也就是说
,

对

于聋人被试
,

语音知觉的缺失
,

使得以语音为中介的左脑半球言语加工能力受到严重障碍
。

但右脑半球的功能仍然保持着
,

他们可 以在视觉加工基础上对汉字直接进行语义加工
,

而

且
,

其加工能力与听力正常被试相当
。

因而在神经心理学上的研究
,

支持着儿童汉字获得的

认知心理学研究的结果
。

对儿童语言发展机制的神经心理学研究� 表明
,

.一 5∗ 岁汉族儿童对汉字 , 以及对拼音

文字 − 的辨认表现出左半球优势
,

这与少年
、

成年以及老年被试不一样
,

而与使用拼音文字

的被试相同
。

因为对儿童来说
,

首先掌握的语言是 口头 言语 ,音义联系 −
。

这与拼音文字相

同
。

随着学习书面言语的进行
,

逐渐开始以形辨义
,

并建立新的形音义联系
。

同时
,

因为汉

字同音异形字较多
,

教师又往往有意强调形义 的联系
,

致使大脑右半球有更多的机会参与
,

因而
,

在汉族儿童掌握书面语言的过程中
,

对汉字 的辨认由左半球优势转变为两半球均势
。

这说明了儿童随着识字经验的增加
,

其大脑也发生着生理变化
。

当然
,

这些研究的观点还不

足以解释儿童语言发生
、

发展 的全过程
,

尚需更多的实验进行研究
。

这些研究结果一旦等到

证实
,

将对科学地进行教育提供非常重要的证据
。

三
、

评 价

综合以上的研究
,

可 以知道儿童学习过程的研究已取得了很多的研究成果
,

对儿童的汉

字认知加工的特点和发展的一般规律也有了初步的认识
。

在认知研究的发展过程中
,

还存在

着许多问题
。

第一
,

以识字的心理机制仍缺乏深层次的研究
,

有关字词识别的研究多局限于

实验室研究
,

并多采用成人被试
,

以儿童为被试
,

特别是以小年龄儿童为被试的研究较少
,

这与教学实践存在相当大的差异 ∃ 第二
,

研究儿童识别汉字和学习汉字必须与教育的实践过

程相联系
。

在现有的汉字教学中
,

对识字教学的心理实质认识不一致
,

这不利于教学实践的

开展
,

因此我们有必要在现在的研究成果基础上
,

从发生发展的角度加强对儿童汉字识别和

学习的实验研究
。

同时
,

进一步思考如何根据已有 的研究成果
,

更好地进行科学教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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