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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外的阅读心理文献里
,

常常可以见到
“

阅读无能
”

� !∀ #∃ %& ∋( 这样一个术语
,

外国

心理学家来华访问也常间到中国儿童这方面的情况
。

本文想对这个概念作简单介绍
。

美国心理学家 )
∗

+
∗

, &−∀ . /
认为

, “

阅读 无能
”

是指 对阅读技能的掌握落后于年 龄常

模
,

而落后的原因又不是 由于智力落后
、

重大的脑损伤或严重的情绪不稳定
。

要充分了解
“

阅读

无能
”

就是知道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
,

知道在阅读无能儿童的认知和知觉的活动中有哪 些 因

素影响着正常阅读过程
。

国外对儿童阅读能力的鉴别
,

通常是用标准阅读测验进行
∗

一般认为
,

低年级儿童的成绩

如果落后于年级水平一年或一年以上
,

高年级儿童的成绩如果落后于年级水平一年半以上
,

就

属于有严重的阅读间题的儿童
。

在这些有严重阅读问题的儿童中
,

有很多人被认为就是
“

阅

读无能
” 。

据估计
,

在美国小学生中至少有 01 肠 为
“

阅读无能
” 。

造成
“

阅读无能
”

的原因

使用
“

阅读无能
”

一词说明阅读困难现象并不意味着这是一种单一的行为症状 或 由 于 单

一的原因
。

相反
,

应该把它看成一个一般的术语
,

用以说明的是由于不同 原 因 影 响不 同儿

童不同行为方面的状态
。

比如一个人嗓子疼是一种症状
,

造成这种症状的原因却可以是感 冒
、

扁桃腺炎或咽喉炎
。

认为
“

阅读无能
”

是由于单一原因的看法是不正确的
。

比 如有人认为
“

阅

读无能
”

都是由于中枢性损伤
,

就象脑损伤造成的失读症 �∋#
∃ % &∋( 一样

∗

这种看法 不 但 没

有什么根据
,

而且容易造成混乱和误解
。

当然
,

很可能确实有数量极少的儿童 出现阅读困难

是由于
“

轻微脑机能障碍
”

�2 &/ &3 ∋ # 4 5 ∋ &/ 6 ! ∀ 78 / ∃ 9&. / ,

2 4 6 (
,

但大多数
“

阅读无能
”

的儿

童所出现的阅读困难却是 由于其他原因
。

据认为
,

造成阅读无能既可以由于外部的原因
,

也可以由于内部的原因
。

外部原因有交际

性情绪剥夺和文化或教育剥夺
。

内部原因则包括轻微脑机能障碍和遗传因素对能力施加的限

制
。

以下对这儿方面的原因作简单分析
。

交际性情绪剥夺 交际性情绪剥夺是指在儿童所处的社会环境中缺乏对语言习得的适当

刺激作用
,

因而不允许学到阅读所必须的语言技能
。

比如在母子关系方面由于母 亲 漠不 关

心
、

情绪不振或脾气乖张而缺乏同孩子的言语交谈
,

就往往会阻碍儿童的言语发展
∗

有人研究阅读无能儿童的个案史后发现
,

对母子间正常交谈的早期剥夺
,

会使孩子难以获

得 良好的言语技能
。

如果不经常同孩子交谈
,

或者孩子听到的总是一些斥责的话
,

这个孩子在



语言知识方面多半就会存在缺陷
,

而且他对学习有关语言的作业也会缺乏信心
。

一个语言知

识不 足的孩子学习阅读自然会有困难
。

有一项研究表明
,

在一项记忆作业 中阅读能力强的儿童

比阅读能力差的儿童能更好地利用句法结构
,

这说明至少有某些阅读能力差的孩子在句法知

识上有所不足或不能恰当地运用这些知识
。

文化或教育剥夺 文化教育剥夺是指缺乏某些经验
,

而这些经验对于在学校中的学习又

至关重要
,

因之导致了阅读无能
。

一个特殊的例子是说方言的孩子在学习阅读时会 出现问题
。

一般说来
,

在文化上受剥夺儿童的环境里
,

对于学习阅读缺乏必要的刺激作用
。

比如家里没有

什么书籍
,

孩子从来没有看到什么人读书
,

也从来未有人把书读给他听
。

这类孩子最严重的问

题或许就在于缺乏学习阅读的动机
。

在这类环境中谈话的内容多半也与学校的学习无关
,

这 自

然不利于他在学校的学习
。

这类孩子大多只能进入比较差的学校
,

学校缺乏良好的条件也不

能对他采取补救措施
,

这样他的阅读困难就会更为严重
。

即使他能进入较好的学校
,

这类学

校针对条件良好的学生进行的教学对他也不一定合适
,

结果就只能越来越落在后边
∗

轻微脑机能障碍 2 4 6 是指由于损伤而造成的中枢神经系统功能的细微偏差
。

这种偏

差也可能是由于生化的不规则作用
,

出生时的脑损伤或神经系统发展关键年龄时的疾病
。

这

种功能异常可以表现为知觉
、

概念化作用
、

语言
、

记忆
、

注意等各方面缺点的不同组 合
,

从

而对阅读过程产生影响
。

不过
,

对 2 4 6 的诊断还是个有争议的问题
,

因为并不总是存在一整套可以作出决断的因

素
,

而某一特定因素与 2 4 6 的关联又常常出于推论
。

关于 2 4 6 最常提到的症状有知觉缺

陷
、

动作不协调
、

脑 电异常和反射异常
。

有人 认为
,

在 2 4 6 的症状中
,

成熟的延迟和左侧

化不足乃是出现阅读无能的原因
。

就是说
,

大脑左半球成熟的延迟和由此引起的语言功能特

化的延迟导致了阅读无能 1
∗ 。

: ; ∋5 5 . < 等�0= > ? (曾对阅读无能的儿童和正常儿童单侧化表现

上的差异进行考察
,

他们发现
,

虽然阅读无能的儿童和正常儿童在单侧化的早期发展方面 �手

部动作与视觉 (没有差别
,

但在单侧化后期发展的所有指标上�如单侧觉察和手指的分化 (都有

差别
。

≅
∗

:∋9 Α
等 �王= > 0 ( 考察了在不 同发展年龄上居于支配地位的各种技能

,

他们 发现
,

年幼的阅读无能儿童� Β 一 = 岁 ( 与同龄的正常儿童相比
,

在通常是这一年龄形成的一些技能

上 �如某些视动整合作业 ( 有差别
,

但是在一些后来才会变得熟练的技能上没有差别
。

可是
,

年纪稍大的阅读无能儿童 � 00 一 0Χ 岁 ( 同正常儿童相比
,

在通常是这一年龄形 成的 技 能 上

�如两耳 同时听音 ( 有缺陷
,

而在早期形成的技能上没有差别
。

应该指出的是
,

所发现的阅读

无能和正常儿童在发展速度上的差别并不意味着所有的阅读无能的儿童都表现出成熟上的延

迟
,

即使是由 2 4 6 导致的阅读无能也不见得都表现为成熟的延迟
。

看来在阅读无能的儿童中
,

属于 2 4 6 的人数只 占很小 的 百 分 比
。

Δ∗ Ε
∗

Φ < ∃ /
等

�0 = > 0 ( 发现在他们研究的 Γ ?Η 个阅读无能儿童中
,

只有 Η 个人可以确诊是属于神经上的缺

陷
。

鉴于对 2 4 6 症状所存在的争议
,

因此很难确定在阅读无能的儿童中到底有多少人是属

于 2 4 6
。

在把一个儿童归入 2 4 6 时必须持谨慎的态度
。

遗传因素 遗传因素可以是 一个人不能学会很好阅读的原因
∗

遗传因素造成阅读无能 既

可以是因为它决定了某些技能发展的迟缓
,

也可以是因为它规定着某些技能所能 达 到 的 限

度
。

前边讲到成熟的延迟常被用作鉴别 2 4 6 的症状
。

然而应该说明
,

在各种技能 发 展 的 速

度上是存在正常差别的
。

这种差别是 由遗传系统决定的
,

它并不一定就是 2 4 6 的迹象
。

学

习阅读所需要的技能任何发展上的延迟都会推迟儿童对阅读的掌握
。

一个儿童的能力可能受



遗传的限制
,

在知觉和语言技能的常态分布中处于较低的一端
,

因而不能学会很好阅读
。

遗传学家已经发现存在着调节基因
,

它起着控制发展速度的作用
。

有人证明某些语言技

能的发展要靠存在于基因型中的潜能
。

人们曾对一家人
、

兄弟姐妹和双生子中的阅读无能以

及与语言有关的异常情况进行考察
。

Ι
∗

Ε ∋# ϑ ∃ 5
等 � 0 = Κ 1 ( 发现

,

拼写困 难出现在一 家人

中 间 的情况超过机遇 达
∗

? ?1 的显著水平
。

Λ
,

4 ∋ ϑ < &/ �0= > Γ ( 对 ΓΓ Β 对双生子 进 行 研

究后发现
,

在阅读困难的类似程度方面同卵双生子为 ΒΗ 物
,

异卵双生子 为 Χ= 肠
∗

Δ
∗

Ε ∗Φ < ∃ /

等 � 0= > 0 ( 发现
,

在韦克斯勒儿童智力量表上成绩很不一致的阅读无能儿童的 兄 弟 姐 妹
,

在阅读困难方面却表现出很多类似点
。

而这些孩子的母 亲的阅读能力也往往很差
。

有人检查

有关语言能力的遗传 因素 的研 究 文献后发现
,

许多言语障碍和阅读无能往往出现在一家人

当中
,

这表明遗传传递同语言能力是有关系的
。

也有人认为导致阅读无能的遗传因素与性别有关
,

因为美国阅读无能的出现率男孩比女

孩高得多
。

但其他国家的情况并不完全是这样
,

甚至与此相反
。

比如德国阅读困难的儿童女孩

就多于男孩
。

所以很可能这不是由于遗传因素而是由于其他原因
。

比如美国小学女教师较多而

德国则男教师所占比例较大
。

孩子模仿对象性别上的这种差别就可能是其中的一个因素
。

阅读无能儿童的具体表现

每一个阅读无能的儿童之所以出现阅读困难可能各自有不 同的原因
,

即使出于 同一原因

也可能有不同的表现
。

因此对每一个阅读有困难的儿童的问题都应该作具体分析
。

除了一般

语言能力和动机 因素造成的困难外
,

一般认为阅读无能的儿童在 以下几种认知和知觉技能上

存在缺陷
。

知觉动作协调不良 现在还不知道知觉动作协调不 良究竟是如何影响了阅读过程
。

有人

曾 对一组 Χ? 名 =一 0? 岁 的 阅 读无能儿童与一组在年龄
、

ΜΝ
、

社会经济背景等条件上与之 匹

配的正常儿童进行对照研究�Ο &∃ #∀ ∃ / 等
,

0 = Κ = (
。

结果在所用的三种测验上只有一种测验�4
∃ / Π

 ∃ 5 , ∃ ∀ 9∋ #9 测验 (出 现 两 组间的显著差别
。

这项测验是要求被试把九个图样照画下来
,

两组

的主要差别是前者画出的图样中有更多的拐弯
。

这项研究的负责人认为
,

知觉运动功能的障碍

不一定是阅读无能的一种重要的相关因素
。

运动发展方面的不成熟和2 4 6 是有关联的
,

而 2 4 6 又是导致阅读无能的一种可能的

原因
。

凡是使用了神经临床样本的阅读无能儿童进行的研究多半都会发现这些儿童知觉动作

协调不 良
。

但这并不说明这种协调 不 良本身是阅 读无能的原因
。

知觉动作协调不 良可 以 是

2 4 6 的一种迹象
,

或者是一般发展延迟的迹象
,

很可能是一般技能发展上的延迟导致了学 习

阅读的困难
。

通道间整合的缺陷 初学阅读的人必须 同时处理视觉符号 �书面词 (和听觉言语 �口语词 (

的模式信息并且把它们整合在一起
。

有人用图形与 口语词相 匹配的办法对四
、

五
、

六年级阅读

能力强和阅读能力差的儿童进行测验以考察他们整合两种信息的情况 �Θ
∃ ##. 9&/ .

等
,

0 = > Γ (
∗

所用的材料如下表中的样例
Ρ

习00 练 移 材 料

视觉刺激

材 料

词语反应

Σ Φ Ο +) Τ

迁

视觉刺激 词语反应

ΤΜ4 +)Τ

Θ Υ 6 Τ Μ4 ΣΦ Ο Θ 人6

雳月自重器重叼吕



实验分训练和迁移 两步程序
。

在训练期间告诉被试每个图形都同人造词语相应位置上的

音节对应
。

然后进行迁移实验
,

这时每个音节仍同图形对应
,

但位置有了改变
,

因之组成了新

的人造词
。

结果表明
,

阅读能力强的儿童比阅读能力差的儿童成绩显著好些
,

即使在方差分

析中对词语 ΜΝ 作出控制
,

差异也达到显著水平
。

这说明同时处理 两种信息 �视觉与 口 语 (

的能力对于学习阅读是很重要的
。

对字母或词的颠倒 人们常常提出
,

阅读能力差的人读得不好是因为往往把字母或词弄

颠倒了
。

有人认为这种对字母或词的错误组合是因为没有形成大脑半球优势
。

但实验研究表

明
,

并不单是阅读能力差的人才会把字母颠倒
,

实际上所有幼儿园儿童约有半数都会出现这

种情况
,

而且可 以一直持续到 Β一 =岁
。

至于词的颠倒
,

发现幼儿园儿童这种情况并不很多
,

更多的是字母位置的错乱
。

有人发现这种字母排列上的错误
,

阅读能力差的儿童可以持续到

三年级
,

其原因可能是把一些项目按顺序排列起来的能力方面存在着缺陷
。

顺序排列和图形分辩的缺陷 顺序排列作业的共同特征是都要求对有顺序的组成部分作

出反应
,

而序列中的每个成分都与其他成分有某种确定的关系
。

ς
∗

:
∗

Ι ∋ ∀Ω# ∃ ! 曾在 0= 10 年 的

一篇论文中指出
,

象书写
、

谈话
、

打字
、

阅读这类语言技能都是按顺序组织起来的
。

有人发现

很多阅读无能的儿童在韦克斯勒儿童智力量表的数学广度测验上得分较低
。

还有人发现 Β 一
0 0岁阅读无能的主要缺点是难以完成上述量表中的一些有顺序排列的项 目

,

如数字广度
、

图

画排列
、

作算术题等
。

为了检验阅读困难是不是由于不能按顺序排列各个项目
,

Τ .5 ϑ &/ 对 Κ 一 00 岁 阅读无能

的儿童和正常儿童作了比较研究
,

使用的是非词语的视觉和听觉作业
,

要求儿童记住主试排列

出的方块和说出来的数字的正确位置顺序
。

结果发现两组间有显著差异
。

这说明排列顺序的问

题确实是影响阅读的一个因素
。

如果儿童在阅读时常把词 中的字母顺序或句子 中词 的顺序搞

错
,

自然会影响他对文意的理解
,

而且在这种情况下他也就很难掌握更高级别的结构
。

与排列顺序的困难有关的是阅读无能儿童有许多人往往对图形的分辨较慢
∗

: 9。/# ∃! 等

�0 = > Γ ( 用掩蔽实验证明
,

一组阅读无能儿童 �没有任何明显的机能障碍 ( 在识别图形的阂

限上 比一组同年龄阅读能力一般或较高的儿童显著地长一些
。

比如在一次实验中
,

要求识别

的是单个字母
,

呈现字母 以后接着呈现一个由点阵构成的掩蔽视野
,

字母和点阵呈现的间隔

为 Χ? 毫秒
,

并 以 Χ? 毫秒的步幅逐步增加直到儿童能正确认出字母
。

结果阅读无能儿童认 出

字母需要的间隔时间比正常儿童显著地要长一些
。

语音分解的能力不足 要理解语言就得把连续的音流分解为一定的单位
,

如 句 子
、

词

组
、

词
、

音节
、

音素等
。

有人认为阅读无能的儿童学习阅读困难可能是不能很好地分辨这些言

语片段的特征
,

特别是不能分辨出音素
∗

在拼音文字的正字法 中这些音素是由单个字母或字

母组合按一定规则表示的
。

如果不能分辨出言语中的音素
,

自然也就不容易学会阅读
,

因为

在这种情况下就难 以看出音素系统和正字法系统之间的对应关系
。

然而也有人指出 �Ι &− ∃ 5 3 ∋ / ,

0 = > 0 (
,

阅读无能的儿童有很多人都有很好的 口语能力
,

因此显然不能把他们分析和综合音素的困难归因于听觉分辨问题
。

这些孩子的困难也许在于

只感知到语言的物理特征而不能感知它的语义特征和交际方面的特点
。

Ξ#++ΞΞ口沮

阅读无能与文字体系的关系

曾经有人认为
,

英语的字母与发音缺乏严格的对应关系
,

可能是
“

阅读无能
”

儿童所占比

Γ Κ
·



例较大的原因
。

因为这种文字体系要求儿童在技能上有更多的准备
,

所以发展延迟的儿童就

会在学习阅读时出现困难
。

但后来有人经过研究后发现
,

即使字母与发音较为对应的文字
,

在儿童学习阅读的过程中也不是没有问题
。

比如西班牙文字母与发音有较好的对应关系
,

但

阿根廷儿童学这种文字时有些人也发生 困难
,

比如他们往往弄不清楚一个音节的边界
,

不知

道一个字母应该联上拼还是联下拼�
。

一
1 ?
或 .∀ 一.(

。

另外各种不 同的方言也使拼写与 发 音

的对应关系受到破坏
,

从而为儿童的学习带来困难
。

也有人认为
,

学习拼音文字的儿童在学习阅读时碰到的一个很大的困难是不能把 口语词

的发音分解为与字母相对应的小单位
,

如果这种小单位 �音素( 同实际拼法有复杂 的对应关

系
,

比如象英文那样一个音有不 同的拼法
,

一个字母可以有不同的发音
,

自然就 会 更 加 困

难
∗

Ψ . Α &/ 等�0 = > 0 (曾教一组阅读英文有困难的儿童学习与这些英语词相对应的汉 字
,

发

现用 同样的时间儿童能学会汉字并且连读成句子
,

但却学不会英语的词句
。

不过他们的这项

实验也受到人们的批评
,

认为取得的结果是 由于作业的新异性引起了儿童的兴趣
,

而不是由

于汉字的表意功能
。

有材料说
,

日本儿童阅读无能的人只 占千分之一
。

人们认为这和他们所学的 日文是有关系

的
。

日文的两种假名合计不到 0?? 个字母
。

大部分儿童在幼儿园就学会 了平假名
,

进入学校

后开始学习片假名
,

到二年级也就学完了
。

汉字是逐渐引入的
,

而且数量有一定的限制
,

不会

造成很大的 困难
,

特别是在学会汉字 以前 己能利用假名进行 阅读
,

这就提高了他们对阅读的

兴趣并逐渐形成了某些阅读的技能
。

音节文字比音素文字容易学习
,

是因为把一个词的发音分解为音节比分解为音素容易得

多
。

人们从语流中听到的实际上是一个一个的音节而不是组成这些音节的音素
。

音节文字既

有用较少符号就表示出一种语言的拼音文字的优点
,

又避免了分解为音素给学习 带 来 的 困

难
。

美国也有人以音节为单位教幼儿园的孩子学习一些单音节词
,

据说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

不过 日文用音节字母 �假名 ( 是因为 日语的音节较少
,

英语的音节要多得多 �约有 Η ? ? ? 个

不同音节 (
,

用这种办法最终是行不通的
。

如上所述
,

儿童阅读的好坏同许多因素有关
,

文字体系的不同到底对儿童的学习有多大

影响
,

迄今尚无一致的看法
。

Ψ
∗

Ι
∗

Ζ Ω.5 /  &ϑ ∃
�0= > Γ (曾用统一的标准材料对 0Κ 个国家 和 地

区的 0?
、

0Η 和 0Β 岁儿童与青少年的阅读理解情况做过一次较大规模的测查
。

这些国家 与地

区使用的都是拼音文字
,

但字母与发音对应的程度却不尽相同
。

测查的结果是
,

一些发展中

国家
,

如印度
、

伊朗
、

智利等的受测者得分较低
。

而一些发达国家或地区
,

如新西兰
、

苏格

兰
、

英格兰等的受测者则得分较高
。

这种差异越到高年龄组越明显
。

这一结果所反映出来的

显然是社会经济和文化条件的差异
,

而不是文字体系的不同
。

其它象 比利时
、

芬 兰
、

匈 牙

利
、

以色列
、

意大利
、

瑞典和美国等虽然所用文字各不相同
,

受测者的成绩却大体上是相当

的
。

00卜,
卜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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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语

以上我们简单介绍了国外关于
“

阅读无能
”

间题的一些看法
,

谈到了这一概念的含义
,

出

现这种现象的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
,

以及
“

阅读无能
”

儿童的具体表现
。

此外
,

还附带谈到了

文字体系的不同与阅读难易的关系
。

我国儿童是否也存在类似现象
,

是个尚待研究的间题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