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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进行了小学�
�

 岁及! !
�

 儿童对色词材料横竖阅读速度和准确性的探讨
�

结

果表明
,

汉字阅读及颜色读名的速度和准确性不受阅读材料的横竖方向排列的影响
。

!!
�

 岁儿

童对色词材料的横竖方向阅读速度高于 �
�

 岁儿童的阅读速度
。

在阅读方面
,

女性的结果优于

男性
。

对颜色读名的速度较之汉字阅读为慢
,

错误次数也明显较之为多
�

这表明二者的加工

层次有所不同
。

问 题

阅读是一种复杂的技巧
,

是个复杂的信息处理过程
,

它具有精确度和速度两种品质
。

阅

读的速度与背景知识有关
,

同时也与阅读材料的难度有关
。

阅读可分为朗读与默读形式
,

但

朗读速度在很大程度上要受着言语要求的影响
,

而默读则受言语的影响少得多
。

∃ %& ∋ ,

(
�

)
�

,

∀!∗ +,# 早已通过实验证 明
,

默读的速度较快于朗读
,

他让− +名大学生尽快阅读一篇 生 动 小

说
,

这些人一般朗读的速度为每秒钟−
�

− . /
�

0个词
,

而一般默读速度是每秒 钟 −
�

 . ∗
�

, 个

词
。

这表明
,

朗读由干发音器官的参加
,

速度受到了一定影响 ∀ 1 ’。 近年来一些研究者 ∀2 3 &4
,

∃
�

5
�

,

! ∗ ,  #探讨 了不同年龄者的阅读速度问题
,

他们发现老年人的口头朗读速萝明显较之

年轻者为慢
,

男性较之女性在 口头朗读中出现较长的停顿时间 ‘”
。

�

英文读物的文字排列是从左至右的横行排列
,

而中文读物的文字排列飞几千年 来 都 是

竖行排列
,

自上而下 的一个字一个字地阅读
,

只是近二
、

三十年来国内才采用了像英文字的

排列一样
,

采用横排
,

但台湾及香港地区的中文读物仍然是竖排为多
。

即使在国 内
,

也仍然

见到许多竖排式的读物 ∀ 如古装书
、

字画
、

书籍的书脊等 #
。

人们大都 以为横式排列的读物

更适合人的视觉结构特点
,

因为我们的两只眼睛是处于横排的水平线上
。

尽管中英文存在文

字上许多不同点
,

除了排列方 式不同外
,

英文是一种拼音文字
,

而中文是一种表意文字
,

但

沈有乾 ∀ 6 7&
8

�

(
� ,

! ∗ − 0 # 通过实验证明
,

中英文的阅读速度按每秒看进的内容含意为单位

来计算
,

乒不多是一样的 ‘”
。

目前国内读物虽然 已5
‘一

泛采用从左至右的横式排印
,

阅犊方向是 自左至右
,

但实际上
,

门

�
张家英同志参加部分实脸工作

!−



�

正如
9

:二面说到的
,

中文采用竖式排列的也仍然不少
。

究 竟
�

是横式读物汗还是竖式读物好
,

并不

很清楚
。

在本文中我们探讨 了中文初学者 ∀ 小学一年级 # 及已有多年阅读经验的小学五年级

学生
,

采用 朗读方式阅读横
、

竖排列的同样读物
,

比较横
、

竖阅读在速度和准确性上有无差

别
,

也就是说阅读经验及阅读方向是否对阅读速度及准确性发生影响 ; 另外
,

儿章学 习阅读过

程中
,

通常 首先发出词的声音
,

然后才从听觉上确定词义
。

因此
,

通过阅读辨认不同词义
,

也是首先由视觉形象过渡到语音形象 ∀ 形一音转化 # “ ’ 。

不同的视觉刺激形象 ∀ 如文字
、

图

形
、

颜 色 # 是否会存在语音译码的难易 ; 这也是我们要弄 清楚的问题
。

在本文中我们对这个

问题也进行了探讨
。

近年来阅读心理学研究较多的问题是 有关阅读过程中的语音转录问题
。

一些心理学家认

为
,

在 阅读过程中语音转录是一个重要环节
,

只有经过语音 编 码
,

术 能 由 词 形 了 解
‘

词

义 ‘< , =’#
。

另一些心理学家认为
,

语音转录不必是词汇到达的中介环节
,

也就是说
,

阅读活

动不必一定经过语音编码 ∀’# 。

在本研究中我们探讨的问题不是语音转录方面问题
,

由于实

验是采取发声朗读的方法
,

因此语音从头至尾都在起着作用
。

一些研究者发现
,

阅读的速度

往往与阅读材料的内容有关
,

并 日
�

受人的专业知识水平的影响 ‘� ’ ,

为了避免材料内容的影

响
,

我们选用了斯特鲁色词测验材料 ∀ 6 >4? ? ≅ Α ?= ?4
一

Β ?4 Χ Δ & < > # 作 为本实验用的阅读材

料
。

这种材料更少地不受 内容的影响
,

只要认识这 / 种 色名及色词的人都可以进行 这个实验
。

从 ! ∗ Ε  年以来关于色一词干扰的实验研究 已有过许多研究《“
·
‘。

·

“ ’。 在本文中
,

由于我们的

兴趣不是在于色一词的干扰作用 ∀ 例如
,

用绿色印刷的
“

红
”

字这个刺激
,

要求被试说出颜色

名称
’

“

绿
”

的词
,

会由于文字
“

红
”

的干扰
,

而使被试陷入混乱 #
,

因此
,

在本研究中我们只用

了斯特鲁色词测验中的卡片 Φ 和卡片 )
。

在卡片 Φ 上用黑墨写着色名 ∀ 红
、

绿
、

蓝
、

黄 #
,

要求被试尽量快而正确地读出色名
Γ
而 在卡片 ) 上

,

贴着红
、

绿
、

蓝
、

黄颜色的圆形色片
,

要求被试者尽量快而正确地读出各种颜色的名称
。

方法和结果

一
、

汉字橄
、

竖方向的阅读速度与准确性比较

∀ 一 # 方 法和步骤
1

实验材料 在 / 块白色纸板上 ∀ 大小为−  Η 。见方 #
,

随机排列地贴上用 印刷体 写 的

红
、

黄
、

绿
、

蓝 / 个汉字
,

每个字体的大小为!/ Ι Ι 见方
。

每块纸板横读 / 个汉字 为四行
, ’

怪

读 / 个汉字也为四行
。

无论是横向或是竖向
,

红
、

黄
、

绿
、

蓝这 / 个汉字在协一 行中各只能

出现一次
,

不能在 同一行列中出现两次
,

这样
,

每块纸 板上的同一个字各出 现 / 次
。

/ 个

字 1 即 / ϑ / 为!� 字次
。

/ 块 白色纸 板
,

有两块用于自左至右
, 一行 一行地横向阅读

Γ 两块

用 于自上至下一行 一行地竖 向阅读
。

被试 /� 名小学生参加此项实验
,

其中 �
�

 岁的小学一年级学生Ε− 人
,

男女 各 半
,

! !
�

 岁的小学五年级学生Ε− 人
Γ 也是男女各半

。

这些被试经过识字检查
,

都能对用于实验的

/ 个印刷体汉字认识并正确读音
。

实验程序 两个年龄组的被试有一半是先进行横式阅读
,

然后进行竖读
Γ 另一半被试

则是先进行竖读
,

然后进行横读
。

无论是横读或是竖读均各连续进行两次
。

但每 次读毕
,

记

示结果后再进行第二次
。 要求被试面对纸板上的字

,

尽快而且准确地逐一读出
。

在读的过程

毒Ε

4Κ
�



中如果错了
,

可以立即改正
,

改正时不必从头读
,

只需从改正处开始即可
。

读时不 能用手指

指着读
。

每个被 试
=

邻有一次练习的机会 ∀ 用另外准备的一块
一

俐 Λ试验 #
。

被试明白实验要求

和做法后
,

即开始正式实验
。

实验是个别地在 一安静室 内迸行
。

主试记下每个被试对每块板

上的全部汉字的朗读时间
,

并记下其朗读字的错误数
、

改正数
、

重复数
、

及遗漏数
。

错误指

读错字而未改正
Γ 改正指读错字后能立即更正

Γ 重复是指对同一个字连续读音
, 遗漏指应读

的字而没有读
。

丈二 # 结果和分析

结果见表 !
、

−
。

表 ! �
�

 岁儿童 汉字横
、

竖方 向阅读结 果比较

⋯
平均阅读时间 ∀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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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 ! 可见

,
�

�

 岁儿童在横
、

竖 方 向上 阅读汉字
,

从其阅读平均时 间 ∀ 速 度 # 来

看
,

没有明显差别
,

横读方向的平均时间为!+
�

!Ε 秒
,

竖读 方 向 为∗
�

∗ 秒 ∀ 差数为+
�

!, 秒
,

Υς
�

+  #
,

从 其阅读误差次数分析来看
,

横
、

竖方 向的结果差别也甚小 ∀ 无统计学意义 #
。

男
、

女性别的结果 比较
,

在阅读速度方面
,

女性略优于男性
。

表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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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岁儿童汉字横竖方向阅读结 果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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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 − 可 以见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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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岁儿童汉字在横
、

竖方向的阅读
,

从其阅读平均时间来看
,

也没

有明显差别
,

横读方向为  
�

∗ �秒 、 竖读为 
�

0 �秒
,

差数为+
�

−秒 ∀ Υ ς
�

+ #
。

从阅读误差次

数的分析来看
,

横竖方 向的结果差别很小
,

无统计学差别意义
。

在阅读速度方面
,

女性略优

于男性
,

在阅读误差次数方面
,

男性的也明显多于女性的
,

表明女性在 阅读准确性方面也较

之男性为优
。

从表 ! 和表−可见
,

�
�

 岁儿童与 ! !
�

 岁儿童的横
、

竖方向阅读速度 比较
,

无论是横读还

是竖读
,

8
�

 岁儿童均明显较之 �
�

 岁儿童为优 ∀ Υ Ζ
,

+! # ; 但在 阅读误差次数土
,

两者的

辜唯



广

差别不大
,

表 明在 阅读精确性方面无 明显差 8=5
。

二、 颜色横
、

竖方向读色速度与准确性 比较

∀ 一 # 方法和步骤

实验材料 在同上述实验用的 / 块白色纸板上
,

随机依次地贴上红
、

黄
、

绿
、

蓝 / 种

圆形色片 ∀ 色片直径为!, Ι Ι #
,

其排列要求同汉字实验
,

即每块色片在同一行中 ∀ 竖行或横

行 # 只能出现 ! 次
,

由于在一块纸板上的色片为四行式排列
,

因此
,

同一种颜色的色片共出

现 / 次
。

/ 块纸板中
,

有两块用于横读实验
, 两块用于竖读实验

。

被试 � /名小学生参加实验
,
�

�

 岁的小学一年级学生Ε− 人
,

男女各半Γ ! !
�

 岁的小学

五年级学生 Ε− 人
,

男女各半
。

这些被试都参加过实验一的实验
。

实验前对他们进行 色 觉 检

杳
,

色觉均正常
,

对实验用的 / 种色片都会正确读出颜色的名称
。

实验程序 各个年级有一半被试先进行横 向颜色读名实验
,

然后进行竖向实验
, 一半

则先进行竖向颜色读名实验然后进行横向实验
。

实验要求被试依次说出色片的色名
,

如见到

红色片说
“

红
“ Γ
绿色片说

“

绿
” 。

与汉字实骑 一样
,

见到
“

红
”

字说
“

红
”

都是一个音的

节
。

对被试的要求及条件控制同实验一
。

∀二 # 结果和分析

结果见表 Ε
、

/
。

�
�

 岁儿童横竖方向颜 色读名结果比较

平均读名时间∀秒#

Ν 横

男性 Λ =4
�

, Ε

表 Ε

性另」

⋯
男性 Λ

横 竖

!−
�

− −

阅 读 误 差 分 析 Λ , 炜 Λ
.

—
一一了

一

一
一, 广一一

一
一

一

布

—
一: 万

“ ,

Ρ

燮壑到卫塑魁到丝竺=竺丝
、

Λ一一Λ盼
�

1二 Λ �
,、 Λ �

,
二 Λ ‘

1
二 Λ 横 竖 =

一
竺二斗二/ 牛竺兰牟竺二斗二一一仁卜
“ ‘Δ Λ − , ‘0拒Λ − Ε ‘ Λ ” ’

Ν
“Δ ”) Γ , Ε

表 / ! !
�

 岁儿童横竖方向颜 色读名结果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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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 Ε 可以见到
,
�

�

 岁儿童横
、

竖方向颜色读名的结果
,

总的来看
,

在速度上像阅读汉

字的结果一样
,

两者无明显差别
,

横读方向的平均时间为! !
�

+  秒
,

竖读方 向为! !
�

盯秒
,

差

值为+
,

/− ∀ Υς ,
郎 # ; 从 阅读误差的次数分析来看

,

也未发现横竖方向有规律性的差异
。

基吞



从总的次数来看
,

一 为0 �
,

一为�Ε
。

其中重复次数
,

横读明显多于竖读
,

但错溪次数则横读

少于竖读
。

男女结 果比较
,

无论从阅读速度火是准确性方面均优于男性的结果
。

从表 / 可见
,

8
�

 岁儿童横竖方向颜色读色的结果
,

总的来看
,

在速度上无明显差别
,

差值为+
�

Ε− ∀ Υ ς
�

+  #
,

从阅读误差的次数分析来看
,

横读较之竖读的误差次数为多
。

男

女结果比较
,

从阅读速度来看
,

女性略优于男性
,

从 阅读的准确性来看
,

总次数差别不大
,

规律性不明显
。

但在以土的表中
,

阅读误差分析中的更正次数及重复次数对阅读准确性的估

量来说不是根本的 因素
,

其中最本质的是错误次数及遗漏次数
,

这两者是衡量阅读准确性最

根本的指标
。

从这一点来说
,

则在 ! !
�

 岁儿童中
,

男性的结果在准确性方面优于女性
,

无论

横
、

竖阅读都是如此
。

表中的更正次数及重复次数
,

更正一次或重复一次必然都增加了读色

或读字的时间
,

而此方面的误差 ∀ 时间的延长 # 已累加在整体的阅读时间 ∀ 即阅读速度 # 巾

了
。

由于事实上 已进行了处理
,

对这两者在误差分析时是不应与错误 次数和遗漏次数等同对

待的
。

从表
Λ

Ε和表 /的结果来看
,

=’=
�

 岁的儿童平均读色时间明显较之 �
�

 岁儿童组为短
,

即阅读

速度较之 �
�

 选儿童为快
,

无论横读或是竖读均是如此 ∀ 统计处理均 Υ Ζ +
�

+ ! #
。

但在阅读准

确性方面 ! !
�

 岁儿童较之 �
�

 岁儿童为差
。

从上述诸表综合起来可 以明显地见到
1 无论是哪一个年龄组

,

也无论是横读或是竖读
,

对颜色读名的时间要比读汉字的时间远较为长
。

∀ 经 > 考验
,

均 Υ Ζ +
�

+! #
。

表明这种差异

是很显著的
。

从误差次数的分析来看
,

也同样表明
,

颜色读名要比读汉字的错误多得多
,

总

的次数
,

汉字为 ! ! −次 Γ
颜色为/+  次

,

这表明不同的视觉形象刺激物
,

虽然都是要求发出同

样一个音节
,

但 由于译码上的难易不同
,

也会产生阅读速度及准确性上的差异
。

结果讨论

本研究得到的结果表明
,
�

�

 岁儿童与! !
�

 岁儿童阅读汉字及颜色读名不受汉字 及 颜 色

横
、

竖排列方 向的影响
。

在阅读数量相同的条件下
,

横读或竖读的时间 ∀ 速度 # 没有明显的

差别
。

对错漏的次数分析来看
,

总的来说也无很大差别
。

这种情 况表明
,

阅 读速度在视野范

围并不受阅读方向的影响
。

我们知道
,

英文的阅读方 向与过去 + 年代以前的中 丈阅 Ρ卖
一

方向组

然是很不相同
,

前者的文字是从左至右横排
,

而后者的文字是自上而下竖排
。

但 已有研究者

∀ 6 7& 8
�

(
’ ,

! ∗ − 0 # 发现中英文的阅读速度按每秒看进的内容含义为单位计算
,

差不多是一

样的
。

我们这个实验结果似乎进
一 步支持 了沈有乾的这 一观点

。

我们 即 使 不 采 取 , Λ‘
、

黄

文阅读比较
,

而是通过中文横
、 ’

怪阅读 方式比较以及颜色读名的方式 比 较
,

也 进
·

9

步 确

证 了 横
、

竖 阅读方式对阅读速度没有明显影响
。

 + 年代后
,

虽然我国许多 传刊 Ρ卖物均采用

横排方式
,

人们虽然有较多的机会进行 自左至右的横式阅读
,

但人们仍然有许多机会接触到

自上而下时竖排式的读物和材料 ∀ 如在书店寻找书籍时
,

眼晴也总是自土而下浏览竖排的书

目名称 #
。

因此这种情况不可能造成由于人们对横
、

竖阅读方式的不同会产生 阅读速度上明

显 的差异
。

人们在阅读材料时
,

眼睛要对阅读的字体或目标进行逐一地扫描
,

主要靠眼球的转动
。

眼珠的运动由三对眼肌控制作上
、

下
、

左
、

右五同方向的转动
,

从而保证对外界刺激物落在

视线清晰的范围
。

看来由眼肌控制眼球 自上而下
,

或自左至右的运动并不引起对阅读速 度上

! �



的差异
。

从我们 的实验结果来看
,

无论是�
�

 岁儿童
,

还是 ! !
�

 岁儿童
,

也无论是采用词作为刺激

还是采用颜 色作为刺激
,

在阅读 ∀ 朗阅 #速度上
,

女性均较之男性为优
。

在2 ∋& 1 等 ∀ ! ∗ ,  #

的一项阅读速度实验中发现
,

男性在朗读中较之女性有较长的停顿
。

这是否意味着女性 在言

语能力方面更有优势
,

这是值得进一步探讨的问题
。

无论是 阅读汉字或是颜色读名
,

在阅读速度上
, ! !

�

 岁儿童均 优于 �
�

 岁儿童
。

这可能是 由

于阅读经验的作用
。

加强练习无疑可 以提高阅读速度
。

�
�

 岁儿童是刚进 入小学一年级的学生
,

他们 刚刚开始学习
。

小学阶段的儿童在学习期间
,

对语文课本 人都采用发出声音对课本中的

汉字逐一进行 阅读及背诵
。

有时也跟着教师逐字逐句地进行朗 读
,

从而对字体进行学 习和识

记
。

! !
�

 岁儿童 已经是小学  年级的学生
,

对阅读训练较多
,

因此
,

在阅读 言语表达的速少

上较之 �
�

 岁的一年级学生为优是可 以理解的
。

实验结果表明
,

对汉字
“

红
” “

绿
” “

蓝
” “

黄
”
四个字进行阅读

,

以 及 对 颜 色
“

红
”

“

绿
” “

蓝
” “

黄
”

进行读名
,

虽然都是分别要求读出
’

“
7? 8 3

’, “
=% ” “

=Π 8 ’, “
7% Π 8 3 ”

。

但

后者要比前者的阅读速度为慢
、

错漏也多些
。

阅读过程从知觉刺激到大脑作出反应
,

糙一个

信息加工过程
。

加工的层次越深
,

所需的时间也越长
。

我们见到
一

种颜 色
,

如红色
,

要说出
“

红
”

∀ 7 ? 8 3 # 这个词
,

要比见到
“

红
”

字
,

说出
“

红
”

∀ 7 ? 8 3 # 这个词用的时间要 长
,

这

种情况意味着
,

虽然这两者都是要求说出同样的语音
,

9

但加工 的层次是有所不同的
,

见到颜

色到说出
�

颜色的名称
,

如
“

红
” 、 “

绿
”

等需要进行词的再编码
。

而从
“

红
”

字
,

到 Ρ兑出
“

红
”

字的音
,

则不需要进行再编码
,

这可能是色
、

词材料的阅读速度明显 不同的原 因
。

结 论

!
、

汉字阅读及颜 色读名的速度和准确性不受阅读材料的横
、

竖方向的影响
。

−
、

8
�

 岁儿童对色
、

词材料的横
、

竖方向阅读速度均高于 �
�

 岁儿童阅读的速度
。

Ε
、

对色
、

词材料的阅读速度
,

存在性别上的差异
,

无论是 �
�

 岁儿童组或是 8
�

 岁儿童

组
,

女性优于男性的结果
。

/
、

色
、

词材料的阅读速度存在明显差异
。

对颜色读名的速 度要较汉字阅读为慢
,

错漏

次数也较之为 多
,

这表明二者 的加工层次有所不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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黛生动 的表 演代 替 你 的讲 授

一向你推称一部上海高教系统获奖的教学录象片《教学方法 》

为配合高师和中师教育学课 有关章节的教学
,

华东师大公共教育学科教研室和电教中心

牛仁同编制了一部教学录象片 《教学方法 》
。

本片
‘

选取典型的教学实例
,

经过精心排演录制而

成
。

它 以 电垅的表现手法
,

生动
、

形象地展示了各种教学方法的实际运用
,

并对示范表演作 厂

简明扼要的理论概括和解说
。

‘

本片用大 !Ξ − ( 一琦2进口原装录象带录制
,

共分三集
1 第 一集

,

片长Ε。分钟
,

介绍讲授

法和谈话法 Γ 第二集
,

片长−+ 分钟
,

介绍读书指导法
、

演 示沙角
一

:参观法
Γ

第三集
,

片 长!∗ 分

钟
,

介绍实验法
、

实习作业法
、

模仿法
、

练习法和记诵法
。

每部定价 !, 。元 ∀ 免收邮寄费 #
,

收款方式
1 银行托收或现款购买

。

地址
1 上海中山北路

Ε �� Ε 号华东 师大出版社音象部
,

邮政编码− + ++ �−
。

帐号 1 上海普办师大所− / 0 一+ / �Ε !Ε − /
。

华东师大出版社音像部

翔叭翔认翻阅、别瓜钊瓜抽叭翻叭月叭翻叭匆叭娜叭翻叭翻阅心拍叭翻叭翻叭洲叭翻曦洲劝陈翻曦翔叭翻叭翻瓜别瓜艺叭别瓜别陈别陈别瓜洲陈别瓜别陈别片召瓜翻陈翻瓜翻陈别月山瓜

书 讯

《教育学心理学复习指导 ς
,

陆亚松主编
,

学林出版社 出版
,

定价−
�

 +兀 ∀ 另加邮挂费

!− 拓 #
,

本书主要供参加 《专业合格证书 》考试的中学教师复习用
。

发行单位
1 上海 �仃南方

高校内部教材讲义交流站 ∀上海市河 南中路−−! 号 邮政编码
1

− +。。+−#
,

开户行 1 =0� 海市黄浦

区办南京东路分理处
,

帐号− Ε 一 +� 0 !, + , ∗+

翔叭翻月、翻叭翻备翻曦翻曦匆叭目叭洲陈洲月
、匆叭加陈翻峪召丙

、翻� 、加叭别瓜公叭翻玲
、划峪别瓜划� 、洲� 山民、别月 公叭别月山瓜别峪召阅、别阅、翻瓜习月 翔哈别两倒瓜加瓜匆阅、别瓜别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