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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心理卫生 ·

听力障碍与听力正常儿童视觉注意技能比较
3

张兴利①②　施建农①@　黎明③　宋雯④

【摘 　要 】目的 :考察听力障碍和听力正常儿童的视觉注意技能。方法 :采用 Toni智力测验筛选出 16名听

力障碍儿童和 18名听力正常儿童为被试 ,采用 DMDX系统呈现实验材料和记录被试完成视觉搜索任务的反

应时和准确率。结果 :听力障碍儿童的平均反应时长于听力正常儿童 ( 127214 ±6013 /97716 ±5113, P =

01001) ;搜索项目大小与被试听力的交互作用及被试听力、搜索项目大小和搜索特征的交互作用均显著 ( F ( 2,

29) = 51863, P = 01005; F (4, 29) = 3114, P = 01017)。结论 :听力障碍儿童搜索目标的速度慢于听力正常儿童 ;

两组被试有相似的加工方式 ,即对单一的颜色特征的搜索进行了平行加工 ,而对方向和颜色的混合特征进行了

系列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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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 bjective: In this study, using the visual search task to investigate the difference of visual attention

between children with impaired hearing and normal hearing1 M ethods: Psychometric intelligence was measured using

Test of Nonverbal Intelligence ( TON I) before the experiment1 The two group s of participants were matched in age and

IQ1 The experimental material was adop ted on the standard visual search paradigm, and the stimuli were p resented and

the participants’ reaction was recorded through the DMDX system1 Results: The comparison was mainly focusing on the

p rocessing speed and the p rocessing patterns of the participants in the visual attention task1 Hearing impaired children

searched the target significantly slower than that of the normal hearing children ( 127214 ±6013 /97716 ±5113, P =

01001) ; there was significant interaction effect between set size and participants hearing status ( F ( 2, 29) = 51863, P

= 01005) ; there was a three way interaction of hearing status, set size and search feature ( F ( 4, 29 ) = 3114, P =

01017) 1 Conclusion: The speed of the p rocessing of the hearing impaired children is significantly slower than that of

normal hearing children; the two group s search the task in a sim ilar p rocessing pattern: parallel search for the color,

and serial search for the conjunction features1
【Key words】　visual attention; hearing impairment; visual search; control study

　　自 20世纪 50年代认知心理学兴起以来 ,注意就

一直成为实验心理学中的一个关键主题。注意机制的

成熟是自控发生与进一步发展的重要基础 [ 1, 2 ]。视觉

注意技能的发展对听力障碍儿童具有重要作用 ,对听

力障碍儿童的注意研究有更为深刻的实践和理论意义

[ 3 ]。

目前 ,听力障碍对视觉注意影响的研究存在两种

基本假设 :缺陷假设 ( deficiency hypothesis)和补偿假

设 ( compensation hypothesis) [ 4, 5 ]。缺陷假设认为整合

过程对正常发展非常必要。按照这个观点 ,多个感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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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整合对每个感觉通道的完好发展非常重要 ,一个感

官的剥夺必然导致其他感官的缺陷。相反 ,补偿理论

认为一个感官的缺失可能更加需要依赖剩下的感官 ,

因此剩下的感官也就得到补偿 [ 6 ]。支持缺陷假设的

研究表明注意的发展依赖于多感觉通道的信息整合 ,

听力障碍儿童的视觉注意技能差于听力正常儿童。如

Quittner等人、M itchell和 Quittner研究发现听力障碍

儿童发展的视觉注意策略可能更加分散 [ 5, 6 ]
,其研究

提供了听力障碍儿童不能保持注意与他们在家及在学

校表现出的行为问题之间存在关系的证据 ; R ietveld等

人的研究发现听力障碍者在觉察视觉信息的时候不比

听力正常组好 ,相反可能要更差一些 [ 7 ]。相反 ,支持

补偿假设的研究表明听力障碍被试在视觉注意任务中

的成绩好于听力正常被试 ,如 Stivalet等人研究发现 ,

听力重度受损的成人在分心刺激中辨认目标刺激的速

度快于听力正常的成人 [ 8 ]
;还有研究发现听力障碍被

试的边缘视觉注意得到提高 [ 9 - 13 ]。出现这些矛盾结

果的原因可能与各研究者考察的视觉注意内容不同有

关 ,支持缺陷假设的研究都集中在保持性视觉注意技

能上 ,其被试大多数为儿童 ;而支持补偿假设的研究集

中在视觉注意的空间分配上 ,其被试大多数为成人。

保持性注意任务主要考察的是注意的集中性 ,而指向

性是由脑对信息的选择或过滤功能实现的。但目前针

对注意的指向性研究少见 ,并且缺少对智力因素的控

制。本文选取智力正常儿童为被试 ,比较听力障碍儿

童和听力正常儿童的选择性注意技能 ,对已存在的两

种假设提供实证证据 ,并提出假设 :听力障碍儿童和听

力正常儿童的视觉搜索速度没有差异 ,听力障碍儿童

在混合特征搜索中表现出平行搜索 ,而听力正常儿童

表现出系列搜索。

1　对象与方法

111对象 　听力障碍儿童选自北京市某聋校的

五、六年级学生 ,听力正常儿童选自北京市某普通小学

六年级学生。用托尼非语文智力测验 - 2评定儿童的

智力 [ 14 ]。从 30名听力障碍儿童中筛选出智力商数在

100 ±15之内者 16名 ,平均年龄 1118 ±018岁 ,男生 9

名 ,女生 7名。16名听力障碍儿童的听力障碍都在 3

岁前产生 ,其中 12人为药物或者发烧致聋、3人为先

天性聋、1人原因不明 ;同样 ,从 30名听力正常儿童中

筛选出智力商数在 100 ±15之内者 18名 ,平均年龄

1114 ±012岁 ,男生 10名 ,女生 8名。两组被试的视

力或矫正视力正常 ,无色盲或色弱。在最后的结果分

析中 ,删除反应错误率大于 10%者 ,平均反应时在三

个标准差之外的数据。最后有效被试分别为 :听力正

常儿童 18名、听力障碍儿童 13名 (男 7名 ,女 6名 )。

112方法

11211工具 　托尼非语文智力测验 - 2 ( Test of

Nonverbal Intelligence, TON I) [ 14 ]是以非文字的方式评

价被试者的问题解决能力和智力水平的一个智力测

验。测验内容偏重问题解决和图形推理 ,可以按照中

国常模直接评分。该测验具有较高的信度 (内部一致

性系数为 0189)和效度 (与瑞文标准推理测验的相关

为 0165) ,符合心理测量学的标准。同时 ,有人指出该

测验在评价特殊儿童能力方面具有独特价值 [ 14 ]。

11212实验材料 　视觉搜索是注意研究中的一个

基本范式 ,它是了解视觉注意机制的一种途径 ,也是研

究视觉选择性注意中的知觉和认知因素的理想范

式 [ 15 - 18 ]。为了使听力障碍儿童和听力正常儿童对材

料的认识有公平性 ,实验材料根据经典的视觉搜索范

式改编 ,采用小的蓝色、绿色或粉色的长方形条作为刺

激材料 (每个长方形条所占空间为 515mm ×2mm ,竖

直和水平视角分别为 016°、012°) ,填充在黑色计算机

背景上呈现的边长为 5cm的白色方形视窗中 ,一个竖

直的蓝色小方条作为目标刺激。每个系列都包括相等

数目的两种分心物。在颜色特征搜索中 ,分心物是垂

直的绿色和粉色条 ;而在方向特征搜索中 ,分心物是转

向左边或右边 60度的蓝色条。四种分心物混合就是

混合搜索。在有目标的试验中 ,目标在系列中的位置

是随机的 ,目标和分心物的安排也是通过计算机在电

脑上随机产生。一半有目标 ,一半没有目标。在各条

件中的试验数目为 24个 ,所以总的试验数目为 216

个。

11213实验程序 　采用 DMDX系统控制材料的呈

现和记录被试反应。刺激材料在 17英寸 CRT显示器

上呈现 ,分辨率为 1024 ×768,刷新频率为 75Hz。在安

静的房间里由一名熟悉手语的老师对听力障碍儿童进

行个别施测 ,并同时在计算机屏幕上给出指导语。指

导语要求被试判断目标是否在系列中呈现 ,要求反应

既快又准确 ,被试进行按键反应。每个试验一直呈现

在屏幕中央 ,被试作出反应之后就开始下一个试验 ,或

者超过 5 s被试还没有反应也进入下一个试验。正式

实验开始之前有 20个练习试验使被试熟悉任务 ,保证

被试理解指导语。正式实验按照系列大小分为 3组 ,

三组呈现的先后顺序由程序随机控制 ,并且组内的各

试验随机出现 ,被试每完成一组休息一次 ,整个试验过

程持续时间大约为 7 - 15分钟。

113统计方法 　采用 3 (分心物特征 :颜色、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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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色和方向混合 ) ×3 (系列大小 : 9、16、36) ×2 (被试

听力状态 :听力障碍、听力正常 )重复测量的方差分

析 ,分心物特征和系列大小为被试内因素 ,听力状态为

被试间变量。

2 结 果

听力障碍儿童和听力正常儿童在视觉搜索任务中

的平均反应时见表 1。

表 1　听力障碍儿童和听力正常儿童在各个项目上的平均反应时 (m s)

比较 ( x ±s)

项目大小 搜索特征
听力障碍儿童

(N = 13)
听力正常儿童

(N = 18)

9 颜色 80111 ±20114 68417 ±8017

方向 98513 ±24018 78112 ±10815

混合 110517 ±20214 91413 ±11119

16 颜色 89611 ±37113 70611 ±6616

方向 119617 ±34817 87510 ±14419

混合 155019 ±45813 116317 ±23011

36 颜色 88412 ±19910 71314 ±9013

方向 191510 ±60813 125417 ±39114

混合 211612 ±50017 170516 ±43019

图 1　听力障碍儿童在不同系列大小中的平均反应时

两组儿童听力状态主效应显著 ( F ( 1, 29 ) =

131869, P = 01001) ,听力障碍儿童的平均反应时长于

听力正常儿童 ( 127214 ±6013 /97716 ±5113, P =

01001)。搜索特征和被试听力状态的交互作用显著

( F (2, 29) = 51617, P = 01006) , 对于听力障碍儿童在

各特征上的搜索时间的两两比较显示 :搜索混合特征

的反应时长于方向特征 ,方向特征的反应时长于颜色

特征 (159019 /136510 /86014) ;听力正常儿童在各特征

上的搜索时间表现出与听力障碍儿童相似的趋势

( 126112 /97013 /70114 )。项目大小与被试听力状态

的交互作用显著 ( F ( 2, 29 ) = 51863, P = 01005 ) ,显示

系列 36的搜索时间显著长于系列 16,系列 16的搜索

时间长于系列 9 ( 143115 /106418 /87817 ) ;被试听力状

图 2　听力正常儿童在不同系列大小中的平均反应时

态、搜索项目大小和搜索特征的交互作用显著 ( F ( 4,

29) = 3114, P = 01017 )。图 1显示有听力障碍的被

试 ,在搜索特征为颜色时 ,项目大小的主效应不显著 ,

系列 36、16和 9的搜索时间没有显著差异 ( 88412 /

89611 /80111)。图 2显示听力正常的被试表现出类似

的模式 ( F (2, 17) = 11482, P = 01241 ) ,三个系列大小

的搜索时间没有显著差异 ( 71314 /70611 /68417 ) ;当

搜索特征为方向时 ,对于听力障碍儿童来说 ,项目大小

的主效应显著 ( F ( 2, 12 ) = 34167, P = 01000 ) ,表现出

随着项目数目的增加 , 反应时明显变长 ( 98513 /

119617 /191510) ;听力正常儿童也表现出相似的模式

( 78112 /87419 /125417, F ( 2, 17 ) = 381908, P =

01000) ;听力障碍儿童和听力正常儿童一样在颜色和

方向的混合特征上表现出相同的加工模式即系列加

工。

3 讨 论

本研究结果显示听力障碍儿童在视觉搜索任务中

的反应时长于听力正常儿童 ,表明前者的视觉注意技

能差于后者 ,这给缺陷假设提供了部分证据。但是从

图 1可以看出 ,在搜索特征为颜色时 ,所得结果与视觉

搜索的特征整理理论提出的预期一致 ,听力障碍儿童

和听力正常儿童的反应时曲线都较平缓 ,表明两组儿

童的搜索时间都不随搜索项目的多少而改变。但当分

心物的特征为方向或者方向与颜色的混合特征时 ,两

组被试的搜索时间都表现出随项目数目的增加而变长

的趋势 ,表明听力障碍儿童和听力正常儿童对混合特

征表现出注意加工 (系列加工 )。提示尽管听力障碍

儿童的搜索速度慢于听力正常儿童 ,但是听力障碍并

没有影响他们的加工方式。

从图 1和图 2可以看出 ,听力障碍被试的搜索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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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慢于听力正常儿童 ,而对各种特征的搜索方式与听

力正常儿童相似。这与已有研究结果不一致 ,如 , Sti2
valet等人也从加工模式的角度出发来研究听力障碍

成人的视觉注意 ,结果表明听力障碍和听力正常成人

表现出不对称的搜索模式 ,并得出结论 :先天性听力障

碍成人的视觉注意加工比听力正常成人更加有效 [ 8 ]。

产生不一致的原因可能和被试的选择有关 ,因为 Stiva2
let等人的被试为成人 ,也许随着年龄的增长 ,听力障

碍儿童的视觉注意技能会得到提高 ,可能在两种条件

中都会表现出平行加工 ,从而表现出视觉技能的提高 ,

但还需要进一步研究来证实。

Quittner等人、M itchell & Quittner研究发现听力障

碍儿童注意的发展依赖于多感觉通道的信息整

合 [ 5, 6 ]。在本研究中 ,听力障碍儿童表现出的反应时

延长 ,可能就是由于听觉刺激输入的缺少 ,导致他们必

须用视觉来监控环境 ,从而影响了视觉注意速度。从

表 1可以看出 ,听力障碍儿童的标准差大于听力正常

儿童 ,表明他们反应中的变异性非常大 ,这可能就是先

前有关研究中所指的听力障碍儿童的保持性注意技能

受到限制 ,他们在注意当前的任务时还需要来监控周

围的环境。但是 ,需要指出的是 ,本研究中采用视觉搜

索范式 ,除了能从加工速度方面来考察 ,还能从加工方

式来考察 ,结果表明听力障碍儿童对视觉注意任务的

加工方式与听力正常儿童一样。

Rettenbach等人的研究结果表明听力障碍儿童和

青少年视觉加工能力要差于听力正常儿童 ,但是到成

人的时候获得部分补偿 [ 19 ]
; Proksch和 Bavelier的 fM2

R I电生理研究表明 [ 11 ]
,与听力正常成人相比 ,听力障

碍成人对边缘视觉刺激的加工提高 ,并且在更广的视

觉范围分配视觉注意资源 ,也就是说 ,听力障碍被试的

视觉注意更多的向边缘分配 ,从而减少了中心视野的

注意资源。如果根据 M itchell和 Quittner提出的听力

障碍儿童可能发展一个更为分散的视觉注意 [ 6 ]
,那么

这种分散的注意策略是否就是注意向边缘分配 ,还是

平等地在整个视野进行分配 ,并且这种分散的策略是

否会随着年龄的增加而改变呢 ? 本研究中没有专门考

察视觉资源的分配问题 ,听力障碍儿童是否真的将注

意向边缘分配从而使得边缘视觉注意技能提高 ,还需

要进一步研究。

总之 ,目前的研究结果表明听觉障碍对视觉注意

技能的发展会产生一定的不良影响 ,以儿童为被试的

结果部分支持了缺陷假设 ,但是结果并没有支持本研

究提出的听力障碍儿童在混合特征搜索中也表现出平

行加工的假设 ,相反听力障碍和听力正常儿童具有相

似的加工方式。那么这种在反应速度上的慢是永久的

慢还只是发展上的一个延迟 ,这需要进一步考察。因

为在选择被试的过程中发现 ,与同龄的听力正常儿童

相比 ,听力障碍儿童的年级都要延迟 2～3年 ,在心理

理论方面的研究也表明 ,听力障碍儿童在心理理论这

种重要的认知发展方面延迟了约 3年 [ 20 ]。另外 ,本研

究只涉及一个年龄段 ,而且被试样本较小 ,因此 ,对于

听力障碍儿童的视觉注意技能的发展还需要进一步研

究。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 ,今后的研究需要集中在

以下几个方面 :听力障碍儿童的视觉注意技能的发展、

视觉注意资源的空间分配 ,以及注意资源空间分配的

发展变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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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立违抗性障碍中学生的情绪特征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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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立违抗性障碍 (Oppositional defi2
ant disorder, ODD )是一类以持久的违

抗、敌意、对立、挑衅和破坏行为为基本

特征的行为障碍。本研究对 ODD 的情

绪特征进行初步探讨。

1　对象与方法

111对象

2004年 11～12月在长沙市某中学

筛查初一至高二年级 2418名学生 ,依据

DSM - Ⅳ中的 ODD 诊断标准为筛查标

准制成筛查调查表 ,由其父母和班主任

老师分别填写筛查表 ,以了解学生在不

同场合的行为表现。教师卷全部收回 ,

家长卷收到有效问卷 2247份 ,回收率

9219%。凡符合 ODD 8条症状学诊断标

准中至少 4条 ,且症状持续 6个月及以

上者 ,为筛查阳性 (共计 228人 ,筛查阳

性率为 914% ,以家长填写的为主 ,老师

填写的为辅 ) ,再由 2名儿童精神科副主

任医师对筛查阳性的儿童进行访谈。经

2名精神科医师共同确诊 ODD并排除儿

童广泛性发育障碍 ,精神发育迟滞 ,注意

缺陷多动障碍 ,品行障碍 ,儿童情绪障碍

及情感障碍等 ,最终确定 115例 (检出率

511% )为单纯 ODD 患者 ,年龄 12 - 17

岁 ,男 73名 ,女 42名 ,男女之比为 1174

∶1, 平均年龄 1316 ±112岁。在筛查阴

性的学生中选取 ODD患者的下一学号

的学生 115名 (其班级、年龄、性别均与

ODD患者匹配 ) ,经 2名精神科副主任医

师共同排除儿童精神障碍者。

112方法

11211工具

1121111美国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

手册 (DSM - IV ) 关于 ODD的症状学条

目及持续时间要求。

1121112 儿童抑郁障碍自评量表

(Dep ression Self - Rating Scale for Chil2
dren , DSRSC) [ 1 ]。该量表于 2002年已

修订全国城市常模 ,其信度和效度较

好 [ 2 ]。

1121113儿童焦虑性情绪障碍筛查

表 ( The screen for child anxiety related e2
motional disorders , SCARED ) [ 3 ]。该量

表于 2002年已修订全国常模 ,经检验其

信度与效度较好 [ 4 ]。

11212调查方法 　在课堂上学生填

DSRSC及 SCARED并当场收回。筛查表

由学生带回家 ,家长填好后次日交回 ;教

师填写的筛查表由班主任老师填好隔日

收回。

113统计方法 　进行 t检验。

2 结 果

211 ODD组中学生与对照组中学生

DSRSC及 SCARED评分比较

表 1显示 ODD组中学生抑郁、焦虑

总分均高于对照组 ,且焦虑量表中的广

泛性焦虑及学校恐怖两个因子分也高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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