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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目的　探索汉语发展性阅读障碍儿童的矫治训练方法。方法 　选择小学 3～5年级汉语发展性阅读障碍

学生 29名 , 由经过培训的训练师对其进行了为期 7周的系统训练。训练内容分为认知 -行为干预、音素操作训练和阅

读技能训练。比较训练前后学生的语文成绩、作文分数和阅读出错率。结果 　矫治训练前后 , 学生的语文成绩、作文

分数和阅读出错率间差别均有统计学意义 ( P < 0101)。结论 　认知 - 行为干预、音素操作训练和阅读技能训练可以

提高汉语发展性阅读障碍儿童的阅读和写作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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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　O bjective　To exp lore the method of treating the developmental dyslexia of Chinese in children. M ethods

　Totally 29 pup ils, from three to five in grade, were enrolled. The pup ils were with systematically trained by trained teachers

for consecutive 7 weeks. The contents included the cognition - behavior intervention, operating treatment of phoneme and treat2
ment of reading ability. The marks of language exam ination, marks of composition and reading error rates before and after treat2
ment were compared. Results　There were remarkable differences in mark of language exam ination, mark of composition and

reading error rate before and after treatment ( P < 0101). Conclusion　The cognition - behavior intervention, operating treat2
ment of phoneme and treatment of reading ability can raise the reading and writing leve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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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前 , 发展性阅读障碍的界定主要包括 3个要素 : ( 1 )

具有正常的智力和教育机会 ; ( 2) 没有明显的神经或器质上

的缺陷 ; ( 3 ) 在标准阅读测验上的成绩低于正常阅读者约 2

个年级 [ 1 ] 。Lyon等 [ 2 ]将发展性阅读障碍作了以下定义 : “一种

可能有神经生物学根源的特殊学习障碍 , 在精确的、流畅的单

词识别上表现出典型的困难 , 也表现出较差的拼读技能和解码

能力 , 这些困难可能来自语音缺陷 , 而这些缺陷往往又与其他

认知能力以及有效的教育密切相关 ”。当前研究报道 , 英语国

家发展性阅读障碍的发病率高达 5% ～10%
[ 3 ]

, 学汉语的儿童

中患有阅读障碍的比例为 3% ～5%。英语发展性阅读障碍的

成因和治疗研究已比较系统 , 而汉语阅读障碍的研究还处在发

展阶段。对于汉语发展性阅读障碍的治疗 , 同样是处于探索阶

段。本研究借鉴了英语发展性阅读障碍的训练方案和其他汉语

发展性阅读障碍研究者的研究成果 , 设计系统的训练方案 , 对

小学生的汉语发展性阅读障碍的治疗进行了探索。

1　资料与方法

111　纳入标准 　 (1) 小学 3～5年级学生 ; ( 2) 班级内语文

成绩落后 (班级后 10名 ) 的学生 , 作文分数比班级平均分低

5分以上 ; (3) 韦氏儿童智力量表 (W SIC - CR ) 测试中 , 智

商总分 ( F IQ ) > 70分 , 言语智商 (V IQ ) 分数低于总智商分

数一个标准差。

112　一般资料 　2006年 7—8月 , 以老师推荐和家长自愿报

名的方式 , 选择山东省菏泽市市区小学 3～5年级符合上述纳

入标准的汉语发展性阅读障碍学生 36名。筛除有视觉障碍者

2名 , 矫治过程中因病退出研究 5名 , 最后余下 29名学生完

成全部矫治过程。其中男 23名 , 女 6名 ; 3年级 11名 , 4年

级 13名 , 5年级 5名 ; 学生平均年龄为 919岁 , 平均 F IQ为

9116分 , 平均 V IQ为 7515分。

113　方法 　训练于暑假进行 , 共训练 7周。每周的周一至周

五 , 上午、下午各训练 3 h; 周六、周日休息。训练内容分为 :

认知 -行为干预、音素操作训练和阅读技能训练。

11311　认知 - 行为干预 　主要针对学生由于长期学习吃力、

成绩落后造成的自信心低下及没有学习兴趣而进行的以心理咨

询为主的认知 -行为干预。一般原则以接纳、理解、支持和鼓

励为主 , 改善学生不良的自我意识 , 增强其自信心和学习动

机 ; 进而根据发展性阅读障碍儿童的认知特点 , 采用针对性的

教育治疗 , 并尽可能取得家长的配合。

11312　音素操作训练　借鉴 B lachman的五步训练法 , 结合汉

语特点 , 设计训练程序。五步训练法是美国锡拉丘兹大学

( Syracuse University) 的心理系教授 B lachman等 [ 4 ]设计的一个

基于语音障碍的训练程序。通过持续的高强度的音素操作练

习 , 训练阅读障碍者的语音意识 (主要是建立音 - 形对应关

系 , 培养音素分析和操作能力 ) , 进而达到流畅阅读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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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字有很多的同音字和形近字 , 发展性阅读障碍儿童在阅读和

书写时经常在这些方面出错 , 故本研究根据偏旁部首设计了识

别同音字的训练和卡片拼词游戏辨别形近字的训练。在前两个

训练逐渐熟悉的情况下 , 加入同步阅读和组词造句的训练 , 以

此增强阅读的流畅性。

11313　阅读技能训练 　主要训练项目有注意力集中训练、记

忆能力训练、临摹训练、拼图训练、手眼协调训练、听理解训

练、文章缩写训练和故事续写训练 , 以此来提高阅读理解能

力。

以上 3个方面的训练都由受过培训的训练师对每个学生进

行训练。采取个体化、级别化的训练原则 , 循序渐进 , 2次 /

d, 90～120 m in /次。1周做一次阶段评价 , 评定级别 , 确定下

周训练计划。

114　效果评定 　对训练效果的评定是利用学生的语文考试成

绩、作文分数和阅读测试成绩进行评定 , 训练前后各进行 3次

评定。

11411　语文考试成绩和作文分数评定 　训练前收集学生前一

学期 3次重要考试的成绩 , 分别是期中考试、期末考试和开学

初的第一次单元考试。训练后追踪收集学生后一学期的考试成

绩 , 收集方法同前 , 并同时收集这 6次考试中的作文分数。

11412　阅读测试评定 　针对汉语发展性阅读障碍儿童在阅读

中常犯的错误 , 本研究设计了一个以统计出错数量为主要测试

指标的阅读测试。主要测试项目有 : 漏字、添字、错读等 , 不

认识的字不计为错误。所选文章为 《格林童话 》中的 《狼和

七只小羊》, 训练前测试用的是该文章的前 3段 , 共计 972字 ,

训练后测试用的是文章余下的部分 , 共计 767字。计算阅读时

的出错率。

115　统计学方法 　采用 SPSS 1010统计软件进行统计分析。

计量资料用 ( x ±s) 表示 , 采用 t检验。以 P < 0105为差别

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9名学生矫治训练前后的语文成绩、作文分数和阅读出

错率间差别均有统计学意义 ( P < 0101, 见表 1)。

表 1　学生矫治训练前后语文成绩和作文分数及阅读出错率比较 ( x

±s)

Table 1　The comparison of the Chinese achievement, writing scores and

error rate of reading before and after the training

例数 语文成绩
(分 )

作文分数
(分 )

阅读出错率
( % )

训练前 29 6713 ±416 2319 ±118 216 ±013

训练后 29 7719 ±515 2816 ±217 115 ±013

t值 201915 151482 - 121613

P值 < 0101 < 0101 < 0101

3　讨论

在西方 , 发展性阅读障碍一直是心理学家关注的重要领

域。在语音障碍研究不断深入的同时 , 出现了正字法障碍和命

名速度障碍的研究 , 拓展了阅读障碍的研究领域 [ 5 ] 。英语发

展性阅读障碍的成因和治疗研究已比较系统 , 而汉语阅读障碍

的研究还处在发展阶段。国内对汉语发展性阅读障碍进行了大

量的理论研究 , 如刘文理等 [ 6 ]的研究表明 , 汉语发展性阅读

障碍存在不同的亚型 , 以语音缺陷型、快速命名缺陷型及两者

结合的双重缺陷型为主 , 与英语国家研究中的双重缺陷假设一

致。李秀红等 [ 7 ]的研究表明 , 汉语发展性阅读障碍儿童的核

心问题是在言语理解方面存在缺陷 , 其阅读各个环节均受损 ,

主要是朗读、听写能力受损。

对汉语发展性阅读障碍行为表现特点和产生机制进行研究

的目的是研制改善阅读障碍儿童阅读状况、提高其阅读技能的

训练方案。这些训练方案在实际应用过程中是否有效也将反过

来验证关于阅读障碍产生机制的研究结果。研制汉语阅读障碍

训练程序 , 要结合汉语的特点和汉语儿童阅读障碍的特点 , 同

时借鉴西方已有成果的可取之处 [ 8 ] 。本研究正是在国内关于

汉语阅读发展性障碍的理论研究基础上 , 借鉴了西方关于发展

性阅读障碍的成熟的训练方案 , 结合研究者本身的经验 , 创造

出了一套汉语发展性阅读障碍的训练程序。本研究发现 , 发展

性阅读障碍者会有以下表现 : 朗读或阅读时添加字词、遗漏字

词甚至整句、重复字词、有规则或无规则地替换字词等 ; 阅读

或朗读时 , 经常不知道读到何处 , 朗读声音过高或过低、音色

单调、声调过高或过低、不能清晰地发音等 ; 心理上普遍存在

自信心低、无学习兴趣、亲子关系紧张等问题。经过认知 -行

为干预、音素操作训练和阅读技能训练后 , 汉语发展性阅读障

碍学生的语文成绩和作文分数显著高于训练前 , 阅读出错率显

著低于训练前。可见 , 矫治训练有效改善了汉语发展性阅读障

碍儿童的不良表现 , 提高其阅读和写作水平。

本研究选取的是 3～5年级的学生 , 由于样本量小 , 故未

把各年级学生之间的评定结果进行分析比较 , 而且也可能影响

结果的准确性 , 这给我们以后的研究提出了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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