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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使用视觉阈限测验、图片命名、字形相似性判断实验和语音意识等测验 ,考察了小学五年级儿童视觉加工

技能与汉字阅读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 :动态视觉加工与图片命名错误率、字形判断反应时和错误率、语音意识均

有显著相关 ,静态视觉加工只与图片命名错误率相关显著 ;控制识字量后的偏相关分析显示 ,动态视觉加工与其他

变量的相关关系不变 ,静态视觉加工与图片命名错误率的相关不再显著 ;回归分析发现动态视觉加工在识字量和

语音意识的影响控制后 ,能够分别解释阅读流畅性、字形判断反应时和图片命名错误率 7 %、25 %和 56 %的变化 ;

语音意识能够解释识字量和阅读流畅性 9 %和 10 %的变化 ;对差读者的动态视觉加工和语音意识分析发现 ,儿童

在这两种测验上的个体差异很大。上述结果表明 ,阅读过程受基本知觉技能影响 ,动态视觉加工作用于汉字阅读

的特定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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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 　言

研究表明 ,阅读过程至少包括基本的视觉分析

过程、字形加工、语音加工和语义通达过程。在最近

10 多年中 ,大量的研究从语言学层次对阅读和字词

识别进行了充分的研究。近年来 ,阅读研究中出现

了一个不可忽视的发展趋势 ,即重视基本认知过程

和神经机制的研究 ,这反映了神经科学日益发展所

带来的影响 ,也反映了认知加工模块化理论的影响

渐渐减弱。语言和阅读加工不再被看作是与其它认

知过程 (如基本视觉和听觉加工等信息加工过程)相

互独立的模块。研究者对基本知觉过程 ,如视觉和

听觉与阅读加工过程的关系展开系统的研究。近期

有些研究表明 ,词汇识别中的语音和正字法加工技

能受基本听觉和视知觉能力的制约。Talcott 等

人[1 ]研究发现 ,儿童语音和阅读技能上 40 %的差异

可以由儿童对 2 赫兹调频声音的敏感度做出解释。

他们在另一个研究[2 ]中发现儿童对动态听觉和视

觉刺激的敏感性与他们的文字技能有关。而且 ,当

控制了智力和一般阅读能力 ,视觉运动敏度能够独

立解释字形技能上的差异 ,不能解释语音技能上的

差异 ;听觉调频敏度与语音能力共变 ,而不与字形技

能共变。这些结果支持了这样的假设 :觉察动态刺

激的敏感度影响儿童的阅读技能 ,视觉与听觉可能

单独影响阅读过程中提取字形和语音信息的能力。

阅读加工过程受基本知觉过程约束的理论观点

和研究在发展性阅读障碍领域得到充分展开 ,并形

成了与阅读障碍的“语言障碍”理论迥然不同的理论

观点。阅读障碍的“语言障碍”理论认为 ,阅读障碍

来源于语言学层次的加工缺陷 ,阅读障碍者言语信

息的表征和加工存在障碍。强调基本认知过程的理

论则认为 ,阅读障碍由更基本的视觉与听觉障碍造

成 ,其根本原因在于非语言听觉和视觉能力受损或

发展不完善。这类理论的核心是阅读障碍没有语言

特异性。尽管强调基本认知过程的理论假设还存在

争论 ,很多行为实验和神经生理学研究[3 ,4 ]发现阅

读障碍者视觉与听觉加工过程及其大脑激活模式与

正常读者存在显著差异。

汉语认知研究表明 ,汉字识别过程涉及语音和

字形加工。研究者从阅读获得和发展的角度关心影

响阅读的基本认知过程。曾志朗等人 3 研究了阅读

障碍儿童的视觉及语音技能 ,发现阅读障碍儿童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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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正常儿童来说语音分析技能较弱 ,但该研究没有

在视觉技能上发现差异。谢文铃和黄秀霜[5 ]考察

了汉语阅读障碍儿童与正常儿童在视觉辨认与语音

意识上的差异。结果发现 ,阅读障碍儿童的视觉辨

认和语音意识均与正常儿童有显著差异 ,而且视觉

辨认和语音意识皆对阅读障碍儿童的阅读成就具有

预测力。Hu 等人[6 ]研究发现 ,语音测验与汉字阅

读相关显著 ,视觉记忆与阅读没有相关。作者认为 ,

尽管语音加工技能与阅读成绩有很高的相关 ,但仍

然有很大一部分阅读差异不能由语音加工技能差异

来解释 ,一定有与汉语阅读有关的其他因素。作者

认为 ,两个潜在的可能因素是汉字视觉型式加工和

阅读经验。

由于上述结果存在很大差异 ,视觉因素在汉字

阅读中的作用至今仍无定论。但这些研究存在某些

缺陷。其中最重要的是 ,已有汉语阅读研究中的视

觉加工都采用静态视觉加工和记忆测验 ,测验的局

限性可能是未能发现差异的一个原因 ,因为实际的

阅读过程是一个相对动态过程 ,可能更受运动知觉

及其生理机制的制约。另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是这

些研究大都以整体阅读成绩作为阅读指标 ,从前述

英文研究可见 ,视觉加工与听觉加工可能作用于词

汇识别的特定过程 ,这可能是没有发现视觉加工技

能在阅读中作用的一个原因。

在过去几年中 ,我们在语言学层次上对汉语发

展性阅读障碍儿童的词汇表征与加工过程进行了大

量的研究 ,发现阅读障碍儿童在汉字识别、语音通达

以及字形表征上都与同年龄的正常读者存在极大的

差异。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是什么 ? 是否与更为基

本的视觉和听觉加工能力有关呢 ? 这是我们即将探

讨的问题。本研究就是这种思路的初步尝试。

本研究使用包括动态视觉加工和静态视觉加工

的视觉阈限测验 ,探索它们与其它语言和认知测验

的相关 ,具体考察汉语阅读过程与基本视觉加工过

程的关系。

2 　研究方法

211 　被试 　48 名 5 年级小学生参加了本研究 ,所

有被试的非言语智商均为 50 %以上 (以瑞文标准推

理测验为测验工具) 。被试的生理年龄为 10～1115

岁。

212 　实验任务　本研究的实验任务包括 :识字量测

验、阅读流畅性测验、图片命名、字形相似性判断、语

音意识测验和视觉阈限测验。我们对上述任务逐一

进行描述。

汉字识字量测验是标准化的汉字识字测验[7 ] 。

任务是给每个字组成一个词组 ,共有 10 组 ,210 个

字 ,每组难度不同。总分是把各组做对的个数按照

难度等级乘以不同的系数后相加 ,查表得到被试的

识字数量及其对应的百分等级。这个测验能够从总

体上反映儿童汉字识别情况。该测验的复本信度和

效标关联效度都是 0198 ,本研究中识字量与教师对

学生的语文能力评定等级之间的相关也高达 0176

( p < 0101) 。

阅读流畅性测验的主要目的是考察儿童快速汉

字识别、语音译码和理解能力。共 90 道题目。每个

题目由一小段文字和五个图片组成。被试的任务是

选出与文字叙述意义相匹配的图片。施测时为了使

本套测验对五年级儿童不至于太容易 ,采取固定时

间的方法 ,限定 10 分钟 ,计算每个被试在 10 分钟内

做对的总数作为阅读流畅性的指标。该测验与儿童

语文能力评定等级之间的相关是 0150 ( p < 0101) ,

分半信度是 0198 ( p < 0101) 。

图片命名实验我们采取了实时的计算机实验方

法。实验包括 100 幅单字名称的图片 ,如“花”。根

据图片名称的频率分为高频和低频各 50 幅。使用

DMDX实验系统将图片随机呈现在计算机屏幕上 ,

每幅图片的呈现时间为 500 毫秒。被试的任务是快

速、准确地对每幅图片进行命名。记录被试的反应

时和错误率。图片命名过程至少包括物体模式识

别、语义通达和语音提取过程。

字形相似性判断实验也是通过 DMDX 系统呈

现在计算机屏幕上 ,被试的任务是判断连续出现在

屏幕上的两个汉字是否字形相似。字形相似包括形

似和含有共同部件 (如 ,徒和陡) ,我们通过举例的方

法让被试明白什么是字形相似。两个字之间的语音

和频率关系进行了匹配。两个汉字呈现之间的间隔

为 100 毫秒 ,第二个汉字的呈现时间也是 100 毫秒。

由于“否”反应的反应时比较长 ,反应过程可能不反

映正常加工过程 ,因此 ,我们在统计时只使用“是”反

应的反应时和错误率作为字形相似性判断的指标。

该实验主要考察被试汉字字形识别和加工技能 ,同

时也考察语音的自动激活对字形判断的影响。

语音意识测验采取了传统的怪球 (oddball) 范

式[8 ] 。这种任务要求被试挑出一系列音中与众不

同的一个。我们的实验包括挑出声母不同、韵母不

同和声调不同 3 个部分 ,每部分 12 个项目 ,共 36 个

项目。每个项目有 4 个音 ,其中 3 个在实验要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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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音上相同 ,只有一个不同 ,由主试以听觉形式呈

现给被试 ,被试在事先准备好的卷子上圈出所选音

的题号。被试的语音意识成绩是 3 个部分得分总

和。本实验范式在许多研究中证明具有很高的信度

和效度。该测验主要考察儿童对语言学层次上抽象

语音的识别、保持、比较和判断过程。

视觉阈限测验是一种心理物理学方法 ,测验所

得的结果是被试的视知觉阈限。这个实验包括动态

视觉和静态视觉两部分。前者是在计算机屏幕上呈

现两组随机运动的点 (这些点类似于没调好的电视

机屏幕上的“雪花”) ,被试的任务是判断哪一幅图中

的点是左右运动的。逐渐降低其中一组运动方向一

致的点的比率 ,如从 75 %的点有规律地左右运动渐

渐减低到被试判断不出来哪一幅图是左右运动的 ,

再提高一致运动的点的比率。后者的呈现方式与前

者相同 ,不同的是这部分实验测验的是静态视知觉

能力 ,屏幕上的点并不运动。因此被试的任务不是

判断点图运动的方向 ,而是判断哪一幅图中有一个

由点组成的圆。能否知觉到圆也是由点的比率决定

的。这种实验范式目前在英文研究中使用比较普

遍[9 ] ,主要用来探测大脑皮层 (外侧膝状体) 巨细胞

在视觉运动过程中的作用。静态视觉阈限和动态视

觉阈限的重测信度分别是 0143 ( p < 0101) 和

0172 ( p < 01001) 。

我们希望籍助上述实验 ,通过各种测验成绩之

间的相关 ,考察视知觉和不同层次汉语阅读加工之

间的关系。在上述实验中识字量测验、阅读流畅性

测验、语音意识测验集体实施 ,图片命名、字形相似

性判断和视觉阈限实验均个别进行。所有任务施测

顺序随机排列。

3 　结 　果

311 　各种实验变量的成绩及其关系

表 1 列出了各种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其中

识字量单位是“个”,阅读流畅性为 10 分钟内正确完

成项目数 ,知觉阈限为一致性随机点的百分率 ,反应

时单位为毫秒 ,语音意识为 36 道题目中做对的题目

数。

　　在上述实验中 ,图片命名反应时存在显著的频

率效应 ,高频名称的图片比低频名称的图片命名速

度快。在字形相似性判断中存在语音的自动激活 ,

表现为同音不同形的字对在否定判断中出现干扰效

应 ( p < 0105) 。在语音意识测验中 ,语音意识的总

和与挑声母、挑韵母和挑声调成绩之间的相关系数

分别为 0187 ,0180 ,0180 ,因此 ,可以用三部分的和

代表语音意识成绩。
表 1 　各种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任务　　　 M SD 范围

识字量 2514 503 1708～3436

阅读流畅性 42 9 21～65

动态视知觉阈限 10 5 4～34

静态视知觉阈限 29 415 21～43

图片命名反应时 901 131 669～1123

图片命名错误率 0107 0104 0101～0121

字形相似性判断反应时 784 178 551～1453

字形相似性判断错误率 0111 0106 0～0128

语音意识 24 8 8～35

　　上述相关矩阵显示 ,两种阅读测验 - 识字量和

阅读流畅性相关显著 ,而且这两种测验都与语音意

识相关显著 ,表明汉字识别与阅读过程中有语音加

工成分 ,这与他人研究结果一致。图片命名的错误

率与字形相似性判断的反应时和错误率皆呈显著相

关 ,说明这两种加工过程有共变的成分。本研究关

心的动态视觉阈限与图片命名错误率、字形判断反

应时和错误率、语音意识均呈显著相关。静态视觉

阈限只与图片命名错误率相关显著。由于识字量反

映的是总体汉字识别情况 ,我们计算了控制识字量

后的偏相关系数 ,也就是去除识字多少的影响后 ,各

种变量之间的关系 (见表 3) 。

　　从表 3 可以看到 ,当控制识字量的影响后 ,动态

视觉阈限与图片命名错误率、字形判断反应时和错

误率、语音意识之间的显著相关依然保持并有增强

趋势。静态视觉阈限与其他变量的相关不再显著。

图片命名错误率与字形判断反应时和错误率的相关

依然显著。但语音意识与阅读流畅性和字形判断的

相关则不再显著。图片命名错误率与字形判断反应

时和错误率存在稳定的共变关系 ,可能表明二者加

工有共同的视知觉基础 ,当控制了动态视觉阈限后

发现 ,字形相似性判断与图片命名相关不再显著 ,控

制静态视觉阈限对二者的相关没有显著影响。由此

可见图片识别与字形判断共变的基础是动态视觉模

式识别。

312 　视知觉阈限与阅读成绩之间的回归分析

为了进一步探讨视知觉技能与汉字阅读之间的

关系 ,我们分别以识字量、阅读流畅性、图片命名错

误率和字形判断反应时和错误率为因变量 ,以视知

觉阈限、语音意识等为自变量进行了多元回归分析。

以识字量为因变量 ,以阅读流畅性、语音意识、

字形相似性判断反应时、静态和动态视觉阈限为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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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量的回归分析发现 ,阅读流畅性和语音意识分别

解释识字量 23 %和 9 %的变异 ,其他变量的作用均

不显著。以阅读流畅性为因变量的回归分析结果如

表 4 所示。

表 2 　各项任务之间的皮尔逊积差相关系数

任务 1 2 3 4 5 6 7 8

11 阅读流畅性

21 识字量 0151 3 3

31 动态视知觉 - 0102 - 0120

41 静态视知觉 - 0104 0105 0122

51 图片命名 (RT) - 0153 3 3 - 0150 3 - 0101 0133

61 图片命名 ( ER) - 0109 - 0112 0182 3 3 0148 3 0119

71 字形判断 (RT) - 0133 3 - 0114 0153 3 3 0118 0129 0159 3 3

81 字形判断 ( ER) - 0130 - 0115 0132 3 0106 0101 0162 3 3 0136 3

91 语音意识 0153 3 3 0155 3 3 - 0134 3 - 0102 - 0134 - 0134 - 0124 - 0135 3

　　注 : 3 表示 p < 0105 , 3 3 表示 p < 0101。下同。

表 3 　控制识字量后的偏相关系数

任务 1 2 3 4 5 6 7

11 阅读流畅性

21 动态视知觉 - 0103

31 静态视知觉 - 0105 0131

41 图片命名 (RT) - 0126 - 0112 0139

51 图片命名 ( ER) - 0107 0182 3 3 0141 0113

61 字形判断 (RT) - 0138 0156 3 3 0120 0131 0156 3 3

71 字形判断 ( ER) - 0142 0150 3 0108 - 0109 0159 3 3 0132

81 语音意识 0140 - 0145 3 0101 0112 - 0128 - 0121 - 0125

表 4 　控制识字量影响后 ,语音意识、静态视知觉

和动态视知觉对阅读流畅性的回归分析

因变量 预测变量 r 2 r 2 变化

阅读流畅性 11 识字量 0123 0123 3 3

21 语音意识 0132 0110 3

31 字形相似性
判断反应时 0139 0106 ( p = 0108)

41 静态视知觉 0138 0100

51 动态视知觉 0145 0107 3

　　从表 4 可见 ,识字量能够解释阅读流畅性成绩变

化的 23 % ,在识字量被控制后 ,语音意识和动态视觉

阈限分别解释阅读流畅性成绩 10 %和 7 %的变异。

以图片命名错误率为因变量计算动态视知觉的

作用 ,发现动态视知觉可以解释图片命名错误率

56 %的变化。以字形判断反应时为因变量的回归分

析结果见表 5。

　　从表 5 可见 ,阅读流畅性和动态视知觉对字形

相似性判断反应时的解释显著 ,分别能够解释字形

相似性判断反应时 11 %和 25 %的变化。

回归分析结果说明语音意识对识字量和阅读流

畅性均有显著解释作用 ,动态视觉加工对阅读流畅

性、图片识别和字形判断有显著的解释作用 ,本研究

没有发现静态视觉加工对上述变量的显著解释作

用。这种结果表明语音意识和动态视觉加工作用于

汉字阅读的不同过程。
表 5 　识字量、阅读流畅性、动态视知觉和静态视知觉

对字形相似性判断反应时的回归分析

因变量 预测变量 r 2 r 2 变化

字形相似性 11 识字量 01004 01004

判断反应时 21 阅读流畅性 0111 0111 3

31 语音意识 0112 01004

41 静态视知觉 0114 0102

51 动态视知觉 0139 0125 3 3

313 　个体差异分析

我们在全部被试中选出识字量成绩和阅读流畅

性成绩都低于平均值的 15 被试 ,作为阅读水平低的

被试。我们对这组被试的动态视知觉能力与语音意

识进行了进一步分析。以动态视觉加工和语音意识

的平均值对被试进行分类 ,好于平均值的记录为

“+ ”,差于平均值的记录为“ - ”。通过这种分类 ,15

名差读者在动态视知觉与语音意识上的分布情况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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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所示。
表 6 　差读者中动态视知觉与语音意识成绩

分布情况 ( N = 15)

动态视知觉 语音意识 人数 占差读者的百分比

- - 6 4010 %

- + 2 1313 %

+ - 5 3313 %

+ + 2 1313 %

　　从上表可见 ,在差读者中 ,同时在动态视知觉和

语音意识上都低于各自平均成绩的人数比例为

40 % ,动态视知觉成绩差的人数比例为 1313 % ,语

音意识成绩差的人数比例为 3313 % ,另有 1313 %的

被试在动态视知觉和语音意识上的成绩均高于平均

值。χ2 检验发现类型之间差异不显著 (χ2 = 0118 ,

p > 0105) 。我们进行这种分类并不是比较视觉加

工与语音加工在汉语阅读中的相对作用 ,因为这两

者是不同层次的加工过程 ,前者是非语言学层次上

的视觉加工过程 ,后者是语言学层次上的语音加工

过程 ,任务难度不同 ,不具有直接的可比性 ,而且样

本偏小。我们在这里进行这样的分类意在说明 ,阅

读水平差的儿童并不是一个同质群体 ,可能在阅读

加工涉及的视觉分析和语音分析等亚成分上各有侧

重 ,进而形成不同的亚类型。

4 　讨 　论

本研究的目的在于考察非语言动态视觉加工技

能是否与儿童汉语阅读过程有关。研究结果表明 ,

在识字量的影响控制后 ,动态视觉加工技能能够显

著解释阅读流畅性、字形相似性判断反应时和图片

命名错误率的变化 ,语音意识对识字量和阅读流畅

性有显著解释作用。本研究没有发现静态视觉加工

对其他变量的显著作用。本研究同时发现 ,儿童在

视觉加工和语音加工上存在很大的个体差异。

那么 ,动态视觉加工技能与汉语阅读的哪个具

体过程有关呢 ? 回归分析结果表明动态视觉加工对

字形相似性判断和阅读流畅性有显著解释作用。如

前所述 ,字形相似性判断主要考察即时条件下字形

的快速分析与识别 ,动态视觉加工对相继呈现字对

的字形异同比较判断高达 25 %的解释作用 ,说明动

态视觉加工主要作用于汉字阅读中基本视觉特征分

析和字形模式识别过程。这种推测也可以从字形判

断与图片命名之间的关系 (控制动态视觉阈限后 ,二

者相关不再显著) ,以及动态视觉加工对图片识别的

巨大作用上得到佐证。

阅读流畅性任务则是类似快速阅读的理解任

务。在这个任务中 ,字词的难度非常小 ,快速准确地

完成该任务需要被试能够自动进行语音译码 ,并将

其联成有意义的段落。这必然包括动态阅读过程中

汉字的快速视觉分析和语音的自动激活 ,以及语音

信息的保持 ,因此表现出动态视觉加工对阅读流畅

性的显著作用。这个结果与英语的有关研究[2 ,10 ]

所得结果一致 , Talcott [2 ]研究发现视觉可能单独影

响阅读过程中提取字形信息的能力。Cornelissen[10 ]

研究发现动态视知觉加工与英文阅读过程中字母的

位置分析有关 ,动态视知觉阈限高的被试更易于产

生与字形不一致的非词错误。本研究发现动态视觉

加工同样作用于汉字阅读中汉字字形的快速分析与

提取过程 ,由此可见儿童阅读能力的获得与发展受

动态视知觉加工水平的制约。

本研究发现动态视觉加工与汉字字形加工过程

存在一定的联系 ,也发现语音意识在汉语阅读过程

中存在稳定的作用。语音意识在阅读中的作用得到

许多研究者的一致赞同[11 ] 。如前所述 ,本研究所采

用的语音意识测验主要考察儿童对语言学层次上抽

象语音的识别、保持、比较和判断能力 ,而快速阅读

过程包括汉字的快速系列译码过程 ,语音的获得和

在工作记忆中的保持是将文字联成有意义段落的基

础。本研究还发现语音意识对儿童识字量的差异有

一定的解释作用。可见 ,语音意识水平的高低对整

体阅读获得与发展水平有显著的影响。

本研究相关分析显示动态视觉加工与语音意识

存在显著相关 ,这是否意味着如有些研究者所设想

的动态视觉和语音加工有共同的内在机制和神经基

础 ? 这将是进一步探讨的问题。

本研究还发现儿童的具体阅读过程存在很大的

个体差异。当我们以识字量和阅读流畅性成绩为标

准挑选出差读者后 ,对他们各自的语音意识和动态

视觉加工能力进行分析发现 ,只有 40 %的差读者在

视觉加工和语音意识上都低于平均水平 , 另外

4616 %的被试在视觉和语音意识上发展不平衡。这

个结果提示我们 ,在研究阅读水平低的儿童或者阅

读障碍儿童时 ,运用适当的测量方法、选择同质被试

非常重要。因为有些障碍可能只出现在某种类型的

被试群体中 ,如 Borsting 等[12 ]发现成年阅读障碍者

中 ,在对比敏感度上的差异只出现在同时有语音和

字形障碍的被试中 ; Cestnick 和 Coltheart [13 ]发现视

觉暂留测验成绩只与语音阅读障碍相关 ,与表层阅

读障碍无关。这种结果启示我们考察清楚某种类型

被试的具体阅读过程如何更有理论意义和实践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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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

上述结果对发展性阅读障碍研究有一定的启示

作用。在汉语发展性阅读障碍研究过程中 ,就视觉

与语音加工的作用一直未能达成一致意见。本研究

没有直接比较视觉加工和语音加工在汉语阅读中的

作用 ,也没有直接考察汉语阅读障碍儿童的视觉加

工和语音加工。本研究发现动态视知觉在汉语阅读

过程中有显著作用 ,它可能作用于汉语阅读的动态

字形分析和系列加工过程。这就是为什么许多研究

没有发现汉语阅读中视觉加工因素作用的原因 ,实

际的阅读过程是动态的系列译码过程 ,运用笼统的

汉字阅读任务或者静态视觉任务可能都不能发现二

者之间的内在关系。最近英语中许多研究发现 ,阅

读障碍者有视觉巨细胞障碍。这些证据来自心理物

理学技术 ,视觉诱发电位 ,生理学和解剖学以及功能

成像技术。Stein 等人[14 ]发现有阅读障碍的儿童表

现出对一致性整体运动不敏感。Eden 等人[3 ]使用

脑成像技术发现阅读障碍者觉察运动的视皮层脑活

动明显少于正常情况。另有许多研究发现阅读障碍

者的非言语听觉加工技能存在障碍。这些研究提示

阅读障碍者的困难不仅仅局限于语言学层次 ,也表

现在非语言的视觉、听觉和运动知觉过程 ,阅读过程

作为一种高级的信息加工过程 ,受低水平基本感知

过程影响。本研究虽然发现了动态视觉加工技能在

汉语阅读中的作用 ,但这只是初步的尝试 ,进一步探

讨汉语阅读障碍儿童的语言加工过程与非语言加工

过程对于澄清阅读障碍的语言特异性以及语言加工

过程的模块化理论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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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SUAL PERCEPTUAL SKILLS AND READING ABILITIES

IN CHINESE2SPEAKING CHILDREN

Meng Xiangzhi ,Zhou Xiaolin ,Zeng Biao , Kong Ruifen ,Zhuang Jie
( L aboratory of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 Department of Psychology , Peking U niversity , Beijing 100871)

Abstract

Many studies have shown that developmental dyslexia in alphabetic languages is related to (visual and

auditory) perceptual processes1 Reading impairment originates from deficits in representation and processing

both at the linguistic level and at the more basic perceptual level1 To investigate the relations between Chi2
nese school children′s visual perception and their abilities in reading Chinese characters , the present study

used tasks that measure the coherent motion detection threshold , the number of Chinese characters known ,

reading fluency , phonological awareness , and other tasks including picture naming , and orthographic simi2
larity judgement1 The correlation analyses found that the dynamic motion detection threshold correlated with

error rate in picture naming , the reaction time and error rate in orthographic similarity judgement , static

motion detection threshold correlated only with error rate in picture naming1 When the amount of characters

known to children was controlled , correlations between the dynamic motion detection threshold and other

variables were stable , but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static motion detection threshold and error rate in pic2
ture naming disappeared1 Regression analyses found that the dynamic motion detection threshold accounted

for 7 % , 25 % and 56 % for reading fluency , orthographic similarity judgement and error rate in picture nam2
ing respectively , after the number of characters known to children and phonological awareness were con2
t rolled1 Phonological awareness accounted for 9 % and 10 % of character known to children and reading flu2
ency respectively1 The static motion detection threshold could not account for any variables significantly1
Further analyses of the performance of poor readers found large individual differences in visual perceptual

skills and phonological awareness1 It was concluded that the development of reading skills is affected by the

development of visual perceptual skills and the effects can be localized to specific processes in reading Chinese

characters1
Key words 　dynamic visual processing , character reading , reading fluency , phonological awareness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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