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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 要! 目的: 通过展开听力障碍儿童到成人的视觉注意发展研究, 考察听力障碍是否会引起注意机

制的改变。方法: 采用瑞文标准推理测验排除智力障碍, 将受试分成两组: 听力障碍组 ( 10 ~ 12岁儿童 11

名、14~ 16岁青少年 15名、成人 15名 ) 和听力正常组 ( 10~ 12岁儿童 12名、14~ 16岁青少年 16名、成

人 15名 ), 采用 DMDX系统呈现实验材料, 并记录受试完成视觉注意任务的反应时和准确率。结果: 10~

12岁儿童受试的反应时长于 14 ~ 16岁青少年受试和成人受试 [ ( 925� 2 ∀ 277�2 ) vs ( 784�7 ∀ 240� 4),

( 764�2 ∀ 197�2); 均 P < 0�05] ; 组内变量线索的有效性主效应显著, 被试对有效线索提示的反应快于无效

线索的反应 [ ( 762� 8∀ 164�0) vs ( 849�1 ∀ 238�6), P < 0�001]。结论: 听力障碍改变了个体的视觉注意技

能, 但是听力障碍受试和听力正常受试在内源性和外源性注意方面表现一样, 听力障碍并没有影响到个体的

注意机制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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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diffe rence of contro l of v isual attention be tw een the hea ring im paired

and hear ing participants aged from the children to the adults� M ethods: Psychom etr ic inte lligencew as m easured w ith

the Raven P rog ressiv eM atrices before the exper im ent� The partic ipan tsw ere d iv ided into two groups: hear ing im paired

group ( 11 aged 10~ 12 years o ld, 15 aged 14~ 16 years o ld, 15 adults) and hearing norm al group ( 12 aged 10~

12 years o ld, 16 aged 14~ 16yea rs o ld, 15 adu lts) � The tw o g roup participants werem atched in age and inte lligence

quo tient� The exper imenta lm ater ia lw as adopted on the standard spatia l cu ing parad igm, and the stimu li were presen�

ted and the partic ipants 'reaction was recorded through the DMDX system�The reaction tim e of the ch ildren partic ipan ts

was sign ificantly longe r than tha t o f the ado lescence and adult partic ipants [ ( 925�2 ∀ 277�2) vs� ( 784� 7 ∀ 240�4),

( 764�2 ∀ 197� 2); P < 0�05] � Partic ipants reacted m ore qu ickly in the valid cu ing condition than in the inva lid cu�

ing in hear ing im pa ired group and hearing no rm al group [ ( 762�8 ∀ 164� 0) vs� ( 849�1 ∀ 238�6) , P < 0� 01 ]

�Conclusion: The re is a g reat im pact on the v isua l attention skills due to the hea ring im pa irm ent� But, hear ing im�

pa ired partic ipants and hear ing norm a l partic ipan ts bo th have the s im ila rways in the attention contro lling, and hearing

impa irm ent has no t changed the deve lopm ent of the con tro l of v isual atten tion�

 Key words! � v isual attention; spatia l cu ing paradigm; developm ent; hear ing impa irment

� � 对于环境信息的加工, 有自下而上的加工以及自

上而下的加工两个过程, 前者往往是自动化的, 而后

者是有控制的加工。在视觉选择性注意领域, 这一类

问题被归结为注意的控制问题: 注意选择是外源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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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ogenous) 还是内源性的 ( Endogenous)
[ 1]
, 内源

性注意主要指受试对目标出现地点的预期导致了注意

的预分布, 这种注意朝向是受意图所控制的, 内源性

线索引导的是自上而下的控制加工; 而外源性注意主

要指外周线索所引发的注意选择, 独立于受试意图控

制, 主要取决于刺激特性, 这种线索引导的是自下而

上的自动化加工。这两种注意在产生机制上和对认知

加工的影响大小上都有着显著的差别
[ 2]
。

听力障碍儿童认知发展的研究表明, 听力障碍儿

童可能在某种认知技能上表现出与听力正常儿童的差

异, 但是在发展模式、认知机制上却没有显著差

异
[ 3]
。张明、陈骐发现听力障碍儿童在对中央执行

能力有高需求的实验条件下的作业水平并不比听力正

常儿童差, 说明他们的中央执行能力并没有受到损

失
[ 4]
; 贺荟中对听力障碍学生的语篇阅读研究结果

也表明聋人与听力正常人阅读的加工模式一样, 只不

过发展迟滞
[ 5 ]
; 袁茵发现听力障碍中小学生汉语阅

读能力发展基本与正常儿童一致, 遵循从低到高的发

展规律, 受到多种内外因素的影响
[ 6]
。这些研究都

表明听力障碍者在某一方面的认知能力可能受到影

响, 但是在机制上听力障碍者和听力正常者并没有显

著差异。Sm ith研究发现: 听力正常儿童和听力障碍

儿童表现出成绩水平绝对值上的差异, 但是却有类似

的发展曲线, 听力障碍者 (年龄 6 ~ 13岁 ) 的视觉

注意稍微迟于听力正常者
[ 7]
。

根据上述研究提出如下假设: 听力障碍只是改变

了听力障碍受试的视觉注意技能成绩, 但是并不会改

变视觉注意机制。但是听力障碍和听力正常受试的内

源性和外源性注意一致吗? 听力障碍受试的注意在多

大程度上源于视觉刺激的特性或源于人本身的目标状

态? 这是否与听力正常受试有差异? 这种差异是否会

在发展的过程中表现出来? 本文采用空间线索提示范

式来考察两组受试的视觉注意机制问题。

1� 对象与方法

1�1对象
听力障碍儿童和听力障碍成人分别来自北京市某

聋校和北京联合大学, 听力正常儿童来自四川广元某

小学和中学, 听力正常成人选择北京市某高校。在进

行正式实验之前, 以班级为单位, 采用瑞文标准推理

测验筛选受试。入组标准: 所有受试视力或者校正视

力正常, 且无色盲; 均无注意障碍; 瑞文标准推理测

验结果为 C、D和 E3个等级。听力障碍和听力正常

受试在智力测验分数上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听力障碍

受试的听力障碍均于 3岁以前 (前言语的 ) 产生,

且无其他障碍。两组的一般人口学情况及瑞文标准推

理测验原始分见表 1。

表 1� 两组的一般人口学情况

分组 年龄 性别
年龄

(岁 )
人数

智力测验

原始分

听力障碍组 10~ 12岁 男 11� 1 ∀ 0� 6 6 36� 8
女 11� 1 ∀ 0� 5 5 37� 5

14~ 16岁 男 15� 0 ∀ 0� 8 9 47� 0
女 14� 8 ∀ 0� 8 6 46� 4

成人 男 22� 1 ∀ 1� 8 10 50� 7
女 21� 9 ∀ 1� 2 5 50� 8

听力正常组 10~ 12岁 男 11� 4 ∀ 0� 8 8 38� 7
女 11� 4 ∀ 0� 5 4 38� 2

14~ 16岁 男 14� 9 ∀ 0� 7 9 47� 8
女 14� 8 ∀ 0� 9 7 48� 2

成人 男 24� 6 ∀ 3� 7 5 51� 7
女 25� 1 ∀ 3� 2 10 51� 2

1�2工具
1�2�1瑞文标准推理测验
瑞文标准推理测验旨在测试人的一般智力水

平
[ 8]
, 尤其可以测量人的解决问题的能力、观察力、

思维能力、发现和利用自己所需的信息及适应社会生

活的能力。其适用年龄范围宽, 测验对象不受文化、

种族、语言的限制, 并且可以用于一些生理缺陷者,

如用于聋哑儿童、文盲。本测验的等级分数为: A:

优秀; B: 优良; C: 中上; D: 中等: E: 中下; F:

偏差; G: 较差。

1�2�2空间提示范式
该范式常用于视觉空间注意的研究, 最早由 Pos�

ner ( 1980) 提出
[ 9 ]
, 又称为盈亏范式 ( Costs p lus

Benefits, CB)。该范式的基本程序为: 先呈现一个简

单刺激作为线索, 提示目标可能出现的位置 (提示

分为有效提示和无效提示 ) , 延迟一定的时间后呈现

目标项目。目标既可能出现在提示位置 (有效提

示 ) , 也可能出现在非提示位置 (无效提示 )。一般

目标出现于提示位置和非提示位置的概率不同, 前者

大后者小, 如分别为 80%和 20%。记录受试对目标

的反应时和正确率。典型的试验结果是, 当线索呈现

到目标呈现之间的 SOA小于 300ms时, 呈现于提示

位置的项目的反应时快于呈现在非提示位置的项目,

且前者的精确性明显高于后者。两者的反应时之差称

为提示效应即增益。空间提示范式中的线索可分为两

种: 一种是边缘线索, 主要用呈现在目标潜在位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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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框或圆点表示; 另一种是中央线索, 主要用呈现于

屏幕中央的箭头表示, 箭头指向目标可能出现的位

置。两种线索导致的选择性注意有所不同, 前者属于

外源性注意, 后者属于内源性注意。每次试验包括 5

个系列的刺激, 具体情况见图 1。

图 1� 中央提示线索的实验材料和程序示例

1�3实验程序

� � 本实验采用 DMDX系统控制材料的呈现和记录

受试反应。刺激材料在 17英寸 CRT显示器上呈现,

分辨率为 1024 # 768像素, 刷新频率 75H z。在安静

的房间里个别施测, 受试离屏幕距离为 57 ~ 60 cm,

显示器上 1 cm的距离相应的视角就为 1∃。一名熟悉
手语的老师对听力障碍儿童进行测验, 并同时在计算

机屏幕上给出指导语。整个过程都要求受试注视屏幕

的中心, 也就是要注视每一个 trial的注视点。

1�4统计方法
采用 2 (线索的有效性: 有效、无效 ) # 2 (线

索位置: 中央、边缘 ) # 2 (听力状态: 听力障碍、

听力正常 ) # 3 (年龄组: 10~ 12岁、 14~ 16岁和

成人 ) 的混合设计。进行重复测量方差分析。

2� 结 � 果

收集反应时和准确率数据, 错误反应和反应时异

常的数据不作分析 (反应时长于 2000 m s和短于 200

ms)。听力障碍和听力正常受试在视觉注意任务中的

平均反应时和准确率见表 2。

表 2� 听力障碍和听力正常受试在各条件下的平均反应时 ( m s) 和准确率

年龄 听觉状态
中央线索

有效 无效

边缘线索

有效 无效

10~ 12岁 听力障碍
795� 5 ∀ 212� 2
( 0� 61 ∀ 0�10)

869�4 ∀ 368�3
( 0� 55 ∀ 0�23)

783�6 ∀ 230�6
( 0�64 ∀ 0� 15)

919� 2 ∀ 396� 0
( 0�63 ∀ 0� 25)

听力正常
922� 71 ∀ 217� 66
( 0� 58 ∀ 0�05)

974�2 ∀ 261�9
( 0� 64 ∀ 0�14)

1021� 0 ∀ 156� 8
( 0�67 ∀ 0� 13)

1060� 8 ∀ 316� 6
( 0�61 ∀ 0� 28)

14~ 16岁 听力障碍
681� 2 ∀ 164� 6
( 0� 66 ∀ 0�17)

720�9 ∀ 218�8
( 0� 53 ∀ 0�15)

730�8 ∀ 170�1
( 0�75 ∀ 0� 15)

944� 2 ∀ 523� 8
( 0�56 ∀ 0� 24)

听力正常
769� 8 ∀ 141� 9
( 0� 68 ∀ 0�14)

827�9 ∀ 274�5
( 0� 70 ∀ 0�12)

705�8 ∀ 117�1
( 0�83 ∀ 0� 12)

889� 9 ∀ 278� 0
( 0�71 ∀ 0� 24)

成人 听力障碍
718� 8 ∀ 164� 4
( 0� 74 ∀ 0�15)

777�2 ∀ 180�8
( 0� 61 ∀ 0�21)

732�3 ∀ 208�8
( 0�78 ∀ 0� 12)

845� 0 ∀ 261� 4
( 0�63 ∀ 0� 24)

听力正常
713� 8 ∀ 131� 1
( 0� 66 ∀ 0�07)

809�7 ∀ 182�5
( 0� 64 ∀ 0�19)

720�4 ∀ 155�8
( 0�80 ∀ 0� 10)

797� 0 ∀ 312� 6
( 0�71 ∀ 0� 21)

注: 括号中为准确率数据。

� � 反应时数据经重复测量方差分析, 结果表明: 组

内变量线索的有效性的主效应显著 (F = 20�04, P <

0�001), 被试对有效线索提示的反应显著快于无效
线索的反应 ( 762�8 ∀ 164�0) vs ( 849�1 ∀ 238�6 );
线索出现位置的主效应显著 ( F = 4�301, P =

0�041), 中央线索快于边缘线索 [ ( 790�4 ∀ 216�2)
vs� ( 838�7 ∀ 255�3) ]; 组间变量年龄的主效应显著
(F = 4�954, P = 0�009) , 事后配对比较发现: 10~

12岁儿童受试的反应时长于 14~ 16岁青少年受试和

成人受试 [ ( 925�2 ∀ 277�2) vs ( 784�7 ∀ 240�4 ),
( 764�2 ∀ 197�2) ; P = 0�011, 0�004]; 听力状态的
主效应不显著 (F = 1�981, P = 0�163); 没有发现任
何变量间的交互作用。

准确率数据经重复测量方差分析,结果表明:准确

率数据和反应时结果相似, 没有发现任何变量间的交

互作用。组内变量线索出现位置的主效应显著 (F =

15�16, P< 0�01 ), 中央线索高于边缘线索 [ ( 0�70 ∀
0�01) vs� ( 0�63 ∀ 0�02) ] ;组间变量年龄的主效应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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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 F= 4�092, P = 0�020, 事后配对比较发现: 10~ 12

岁儿童受试的准确率低于 14~ 16岁青少年受试和成

人受试 [ ( 0�62 ∀ 0�02 ) vs� ( 0�68 ∀ 0�02 ), ( 0�70 ∀

0�02) ; P = 0�044, 0�006]。听力状态的主效应显著
(F = 4�083, P = 0�047), 听力障碍受试的准确率低于
听力正常受试 [ ( 0�64 ∀ 0�02) vs� ( 0�69 ∀ 0�02) ]。

3� 讨 � 论

本实验的研究目的是考察听力障碍受试的视觉注

意机制是否和相对应的听力正常受试有差异, 结果发

现, 不管是听力障碍受试还是听力正常受试都表现出

对有效提示线索的反应快于无效线索, 反映了注意错

误时的代价 (无效提示 ) 和注意正确时的效益 (有

效提示 ) 的差值有统计学意义。这就是 Mangun

( 1995) 提出的知觉易化机制 ( perceptual fac ilitation

mechanism )
[ 10]

: 对于提示范围内的观察目标, 通过

减少分辨其特征的时间或 /和减少获取、汇总足够相

关信息的时间, 可以得到改进的表征, 进而更快地在

脑中加工并进行反应。在本研究中两组受试都对目标

出现地点的预期导致了注意的预分布, 从而导致对有

效线索提示区域的反应增快。从发展角度来考察听力

障碍受试和听力正常受试的视觉注意机制, 发展数据

和 Sm ith等人 ( 1998) 研究结果相似
[ 7]
, 两组受试表

现出相似的发展模式: 10 ~ 12岁组儿童受试的反应

时显著长于 14~ 16岁组和大学生组受试, 而准确率

显著低于青少年和成人受试, 对于 10 ~ 12岁儿童并

没有表现出这种由于中央或边缘的提示刺激而改变注

意速度, 但是对于青少年和成人 14 ~ 16岁组和大学

生组受试则发现了这种易化机制。这和很多注意控制

的研究结果一致, Sarter等人
[ 11]
、K ara tek in

[ 12]
的研

究都表明儿童的注意控制在童年中期并没有成熟, 在

后来的发展中继续提高。同样, K ramer等人
[ 13]
采用

前眼跳和反眼跳任务业发现眼跳潜伏期从童年中期到

青少年期下降。张兴利等
[ 14]
研究也表明, 从幼儿期

到儿童期的视觉选择性注意技能随着年龄的增长而逐

渐提高, 直到 13岁 (童年晚期 ) 才逐渐成熟。这也

与听力正常儿童的视觉注意的神经生理学研究结果好

是一致的, 注意技能的提高被认为是由于神经的成

熟, 与成人相比, 儿童组的扣带前回和丘脑激活较

强, 在儿童时期就有易化效应, 但是这种易化在十岁

之后继续发展
[ 15�18]

。

另外, 本研究结果除了准确率之外, 并没有发现

任何的听力状态的主效应或者听力状态和其他变量的

交互作用, 而准确率恰好是一种注意成绩的表现, 这

就表明了听力障碍并没有影响到个体的注意机制的发

展, 听力障碍受试和听力正常受试在注意机制方面表

现一样。这种在某种认知技能上表现出差异, 而在发

展模式、认知机制上却没有差异对于特殊教育具有指

导意义, 受试可以通过更多练习和训练来提高自己的

认知技能。

当然, 目前的研究只是从行为水平考察了听力障

碍儿童的视觉注意机制, 发现他们与听力正常受试并

没有差异, 今后还需要进一步展开更深入的研究才能

更好地揭示视觉注意机制。随着研究技术和研究手段

的不断进步, 如眼动技术具有独特的实时记录优势,

能很好地解决两组受试的注意策略问题, 并能很好地

描述注意模式; 同时, 借助 ERP认知神经科学的技

术方法, 可以考察行为数据之后隐藏两组受试视觉注

意的神经机制差异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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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心理卫生协会老年心理卫生专业委员会

第九届学术年会征文通知

第九届全国老年心理卫生学术研讨会将于 2009年 10月中下旬在云南昆明召开, 会议主题为 %老年心理卫生与积极老龄

化&。欢迎广大老年心理卫生工作者积极投稿, 踊跃参加会议。

会议征文内容及要求: 有关老年心理卫生和心理障碍或疾病的预防、治疗与康复等问题, 涉及生物、心理和社会方面的内

容均可投稿。征文一律附 800字左右的结构式中文摘要 (包括目的、方法、结果、结论 )。稿件务必注明作者邮编、地址、姓名

和联系电话。截稿时间为 2009年 8月 20日 , 投稿一律提交电子版W ord文档, 邮箱: m ax inliang@ sina� com。

会议将授予国家级医学继续教育学分, 会议时间、地点另发通知。

会议联系人: 马欣良 010- 62389483, 010- 58303258

地址: 北京西城德外安康胡同 5号 � 邮编: 100088

中国心理卫生协会老年心理卫生专委会

2009年 2月 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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