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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探讨阅读障碍儿童的认知功能缺陷。方法：选取符合儿童汉语阅读障碍量表(Dyslexia Checklist for 
Chinese Children, DCCC)诊断标准的阅读障碍儿童(developmental dyslexia，DD组)53例，正常儿童

(typically developing children，TD组) 52例，采用自编测评测试知觉注意、工作记忆以及执行功能。

结果：阅读障碍组儿童在各项任务的正确率均显著低于正常发展组(p < 0.05)。结论：阅读障碍儿童在知

觉注意、工作记忆以及执行功能方面均存在不同程度的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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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cognitive function defects of children with dyslexia. Methods: A total of 
53 children with developmental dyslexia (DD group) who met the diagnostic criteria of the Dys-
lexia Checklist for Chinese Children (DCCC) and 52 typically developing children (TD group) were 
selected. Self-designed assessment tests were used to evaluate perceptual attention, working mem-
ory, and executive function. Results: The accuracy of children with dyslexia in various tasks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at of the typically developing group (p < 0.05). Conclusion: Children with 
dyslexia have varying degrees of defects in perceptual attention, working memory, and executive 
fun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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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发展性阅读障碍(developmental dyslexia, DD)，以下简称阅读障碍，是一种常见的学习障碍，主要表现

为字词识别准确性差、流畅度不足、拼写困难以及解码能力低下，且不伴有明显的脑损伤、神经或器质

性损伤[1]。发展性阅读障碍作为学习困难的主要亚类，在患者群体中占有显著比例，有研究显示，高达

80%的学习困难儿童均表现出不同程度的阅读障碍[2]。据统计，学龄儿童中发展性阅读障碍的发生率为

5%~10% [3]。阅读障碍不仅严重损害儿童整体的学业表现，限制其发展机会，同时，还会引发自卑、焦

虑、厌学等一系列心理问题[4]，进而对儿童的整体成长产生负面影响，间接阻碍人口素质的全面提升[5]。 
在教学实践中，我们也观察到 DD 儿童在多个方面存在问题。首先，DD 儿童在正确识别和存储汉字

的视觉细节方面存在困难，这影响了他们高效准确地检索信息的能力；当信息通过听觉通道连续呈现时，

DD 儿童的反应往往较慢，表现出听写困难的情况。其次，DD 儿童在朗读时的声调可能过高或过低，发

音不清晰[6]；在写字时可能会添加或减少笔划、颠倒偏旁部首或产生左右镜像倒转[7]；在阅读时难以理

解字在词或句子中的具体含义，也难以把握文章或段落的重点[8]。此外，他们还可能在学习汉语过程中

表现出学得慢、忘得快的特点；在朗读或阅读时，DD 儿童的速度较慢且不流畅；有时还会混淆字形相近

的字词或双字词中的两个语素[5]。因此，在教育教学中，深入探测小学生发展性阅读障碍的认知功能缺

陷，并根据其认知功能的缺陷类型进行有针对性的教学策略和方法制定，以提升阅读障碍儿童的阅读能

力和整体认知能力显得尤为重要。 
目前，对于阅读障碍的病因尚未形成一致结论。在汉语发展性阅读障碍领域，对病因的研究多集中

在语言技能缺陷层面，从表层语言技能缺陷来看，阅读障碍包括正字法意识(orthographic awareness, OA)
缺陷、语音意识(phonological awareness, PA)缺陷、语素意识(morphological awareness, MA)缺陷、快速命

名(naming speed，又称 RAN)缺陷等[9] [10]。而有研究表明，阅读障碍儿童在正字法意识、语音意识、语

素意识、快速命名等方面缺陷可能并不是发展性阅读障碍的核心病因，而只是其外在表现形式[11]，阅读

障碍的核心原因是与阅读相关的深层次认知能力存在缺陷。同时，J.P. Das 提出的 PASS 理论也为阅读障

碍的病因提供了相关证据，该理论通过对注意–唤醒系统、编码–加工系统和计划系统三个系统进行探

讨[12]。 
相关研究表明，汉语阅读障碍并非仅仅源于某一特定机能的缺陷，而是整个认知过程系统存在问题，

汉语阅读障碍儿童的注意系统、计划系统和信息加工系统都存在不同程度的损害[13] [14]。视觉空间注意

[15]是指个体对视觉空间位置上刺激的注意，是个体抑制其他位置刺激，将注意聚焦于某一特定位置的能

力。有研究指出，导致阅读障碍的核心原因可能是视觉加工中最基础和关键的视觉空间注意能力存在缺

陷[16]-[18]。也有研究者认为，阅读障碍的语音技能缺陷可能源于基础的听觉时间加工缺陷[19]，听觉通

道对连续呈现序列中刺激的感觉和加工的时间延迟影响了语音加工能力的发展[20]。同时，Baddeley 和

Hitch 提出的工作记忆[21] (working memory)是一种暂时加工和贮存外界输入信息的容量有限的记忆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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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研究表明，这一信息加工系统各个子功能的缺陷也是导致阅读障碍的可能原因[22] [23]。此外，执行功

能(executive function, EF)是一种控制所有其他认知活动的元认知能力。有研究认为，整个阅读过程都受

到执行功能的调节与控制，包括将注意力集中到文本的特定方面，抑制分散信息，解码字词的同时不断

纳入新的信息、构建文本意义，并根据不同的阅读目标灵活地转换策略等[24]。由于当前对阅读障碍认知

功能缺陷的研究缺乏系统性，故探究阅读障碍儿童和正常发展儿童的认知功能差异有助于进一步理解阅

读障碍的系统认知机制的缺陷，促进汉语阅读障碍儿童的准确评估与科学筛查，同时为对阅读障碍的教

学干预奠定坚实基础。 
据此，本研究以 J.P. Das 的 PASS 理论为基础，以阅读技能为测评载体，采用自编测验对 DD 组和

TD 组儿童的知觉注意、工作记忆以及执行功能进行比较，从而更准确的探测汉语阅读模式下的阅读障碍

个体的深层认知缺陷，为教学干预，改善阅读障碍儿童的社会功能和提高学业成绩提供参考。 

2. 对象与方法 

2.1. 对象 

使用 G*Power 3.1 计算研究所需样本量。以独立样本 t 检验分析为统计方式，设参数为：效应量 f = 0.5，
α = 0.05，1 − β = 0.8，计算得到所需总样本量为 102 人。本研究的被试均为福州市某小学二年级学生。 

DD 儿童的入组标准：(1) 由教师根据《儿童汉语阅读障碍量表》(Dyslexia Checklist for Chinese 
Children, DCCC) [25]对学生进行评估，选出符合 DCCC 诊断标准的学生，再基于学生上学期期末考试的

数学与语文成绩，筛选出语文成绩处于末位 20%的学生，被试由两部分学生共同组成；(2) 排除患视觉

和听觉障碍、广泛性发育障碍、社会适应障碍、脑器质性病变以及其他生理疾病或心理障碍的学生。 
TD 儿童的入组标准：(1) 不符合《儿童汉语阅读障碍量表》关于 DD 的诊断标准，并且上学期期末

考试语文成绩和数学成绩均在前 80%；(2) 排除患视觉和听觉障碍、广泛性发育障碍、社会适应障碍、

脑器质性病变以及其他生理疾病或心理障碍的学生；(3) 在年龄和受教育程度上与 DD 儿童相匹配。 
经过筛选，剔除未能完成完整测评的被试以及无效数据后，共有 105 名(年龄 8~9 岁)被试纳入研究，

其中 DD 儿童 53 名，TD 儿童 52 名。本研究已获得福州大学应用心理系伦理委员会批准，所有参与本研

究的被试及其法定监护人，均已了解本研究的内容，并自愿签署知情同意书。 

2.2. 方法 

2.2.1. 测评工具 
采用自编阅读障碍认知测评，包含三大认知维度，八项认知子能力，具体维度及测评项目如图 1 所示。 
知觉注意：采用划消测验[26]测量视觉注意，在划消测验中，预先设定某个汉字作为目标，然后向被

试呈现任务表，要求被试迅速、准确地辨识并划去这一汉字符号，可作为阅读障碍的快速筛查测验[27]。
基于 J.P. Das 提出的 PASS 理论，采用词语系列[14] (Word Series)测量听觉时间加工能力。 

工作记忆：采用视觉矩阵任务[28]测量视觉空间模板。基于 J.P. Das 提出的 PASS 理论，采用汉字倒

背任务测量语音环路，采用言语空间关系(Verbal Spatial Relations)测验对视听整合能力进行测量，考察儿

童从逻辑–语法角度理解空间关系的能力[14]。 
执行功能：采用 Stroop 任务[29]测量抑制控制能力，采用 N-back 任务[30]测量记忆刷新能力，采用

威斯康星卡片分类任务[31]测量认知灵活性。 

2.2.2. 测评流程 
本研究在正式开始前，先按阅读水平低、中、高三类水平选取了二年级学生 9 名进行预测评。测评

过程中，记录被试在各项测评中的正确率；在完成测评后，询问被试是否完全理解测评任务。结果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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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Dimension of self compiled evaluation materials 
图 1. 自编测评材料维度 

 
小学二年级学生在理解测评指导语和题目材料时，未出现偏差或误解，且正确率均处于合理的区间内(高
阅读水平学生总测评正确率为 0.83 ± 0.08，中阅读水平学生总测评正确率为 0.66 ± 0.01，低阅读水平学生

总测评正确率为 0.57 ± 0.05)，无天花板效应和地板效应。 
本研究所建构的认知测评在正式阶段包含集体测评和一对一测评两个阶段。集体测评在教室内进行，

所有被试均按照统一指导语接受施测，集体测试时间约 40 分钟，为减少疲劳效应，每个任务完成后可以

稍作休息。一对一测评由 20 名应用心理学专业本科生进行，测评时间约 10 分钟，为减少主试效应，参

与测评的专业人员在正式测评前均接受过统一的培训。 

2.3. 统计方法 

采用 SPSS 25.0 进行信度分析：采用克隆巴赫 α系数测量内部信度，其参考值为≥0.60；并将测评

题目按奇偶数分半，检验本测评的分半信度，其参考值为≥0.60。组间比较采用独立样本 t 检验，对 DD
组和 TD 组儿童在各项认知维度的正确率进行对比，并对两组儿童在各项认知维度的正确率进行相关

分析。 

3. 结果 

3.1. 信度 

本研究各分测验按难度排列，因此采用分半系数(按照奇偶分半)和克隆巴赫 α系数分析条目内容的一

致性程度。结果如表 1 所示，其中各分测验的分半信度为 0.972~0.684，总测验分半信度为 0.924；各测

验的克隆巴赫 α系数为 0.979~0.648，总测验的 α系数为 0.91，表示本测验的分测验和总体的内部一致性

信度良好。 

3.2. 阅读障碍儿童与正常儿童测验正确率比较 

对两组儿童在各项维度测评上的正确率进行独立样本 t 检验，如表 2 所示，结果表明，两组儿童在

划消测验、听觉定向任务、视觉矩阵任务、汉字倒背任务、言语空间关系测验、Stroop 任务、N-back 任

务、威斯康星卡片分类任务八项分测验上均存在显著性差异，阅读障碍组儿童的正确率显著低于正常发

展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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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Reliability analysis of cognitive assessment 
表 1. 认知测评信度分析 

测评维度 测评任务 克隆巴赫 α系数 分半系数 项目 

知觉注意 
划消测验 0.979 0.979 2 

听觉定向任务 0.620 0.687 12 

工作记忆 

汉字倒背任务 0.849 0.868 20 

视觉矩阵任务 0.743 0.752 16 

言语空间关系测验 0.662 0.684 20 

执行功能 

N-back 任务 0.876 0.919 16 

威斯康星卡片分类任务 0.868 0.886 12 

Stroop 颜色任务 0.759 0.755 40 

Stroop 数字任务 0.648 0.707 40 

总测验 0.910 0.924 178 

 
Table 2. Independent sample t-test analysis on the accuracy of various assessments for children with developmental dyslexia 
and typically developing children (M ± SD) 
表 2. 阅读障碍儿童与正常发展儿童各项测评正确率独立样本 t 检验分析(M ± SD) 

检验变量 正常发展组(n = 52) 阅读障碍组(n = 53) t 值 p 值 效应值 d 

划消测验 0.768 ± 0.181 0.601 ± 0.240 4.01 <0.001 0.784 

听觉定向任务 0.857 ± 0.126 0.679 ± 0.235 4.80 <0.001 0.946 

视觉矩阵任务 0.745 ± 0.136 0.617 ± 0.179 4.13 <0.001 0.807 

汉字倒背任务 0.426 ± 0.206 0.241 ± 0.159 5.23 <0.001 1.010 

言语空间关系测验 0.886 ± 0.097 0.768 ± 0.136 5.09 <0.001 0.996 

Stroop 任务 0.989 ± 0.018 0.970 ± 0.038 3.23 0.002 0.628 

N-back 任务 0.835 ± 0.222 0.612 ± 0.256 4.77 <0.001 0.932 

威斯康星卡片分类任务 0.389 ± 0.293 0.146 ± 0.183 5.11 <0.001 0.996 

3.3. 各认知维度间的关系 

对两组儿童在各项维度测评上的正确率进行相关分析，结果表明，儿童的知觉注意、工作记忆以及

执行功能之间均存在显著的相关性(p < 0.05)，如图 2 所示。 
 

 
注：*p < 0.05，**p < 0.01。 

Figure 2. Correlation coefficients of various cognitive dimensions 
图 2. 各认知维度相关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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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总讨论 

4.1. 讨论 

4.1.1. 阅读障碍儿童存在知觉注意缺陷 
本研究发现，DD 儿童与 TD 儿童在划消测验上的正确率存在显著差异，表明 DD 儿童的视觉注意存

在缺陷，这与先前大量的研究结论相吻合[16]-[18]。视觉空间注意在处理视觉呈现的刺激时发挥着不可或

缺的作用，在阅读过程中，读者需要将注意力聚焦于当前的阅读位置，避免注意力的分散，同时还要抑

制周围文字信息的干扰[17]。因此，DD 儿童在阅读时可能因为视觉空间注意的缺陷而面临的准确性和流

畅性的困难。 
此外，两组儿童在听觉定向任务上的正确率也存在显著差异，提示 DD 儿童的听觉注意也存在缺陷。

听觉注意陷不仅会使语音加工过程受到干扰，形—音对应关系的操控变得困难[32]，进而对阅读产生不良

影响；同时还会使注意的分配和动态转换过程受到阻碍，导致关键的语音信息难以被注意及时察觉，从

而降低阅读效率[33]。据此推断，听觉注意缺陷同样可能是造成发展性阅读障碍的重要因素之一。 
同时，这两项任务的结果还可以用国外研究者提出的时间处理加工缺陷理论来解释。时间处理加工

缺陷理论[34] (the temporal deficit hypothesis)认为，阅读障碍者的主要问题在于，他们在处理多通道连续

呈现的刺激时存在明显的滞后。具体而言，字形表征能力的发展会受到视觉通道刺激加工滞后的阻碍，

而语音加工能力的发展会受到听觉通道刺激加工滞后的阻碍。这种多通道加工能力的缺损，最终导致了

阅读障碍者在词汇和阅读加工方面表现出明显的不足。 

4.1.2. 阅读障碍儿童存在工作记忆缺陷 
本研究发现，DD 儿童在视觉矩阵任务上的正确率与 TD 儿童存在显著差异，提示 DD 儿童的视觉工

作记忆存在缺陷，这一结果与刘爱书[35]等人的研究结果一致。Berninger [36]等人基于 Baddeley 的工作

记忆模型，提出了对阅读障碍病因的分析和解释，他们指出视觉空间模板受损可能会干扰 DD 儿童对视

觉信息的处理过程，引发正字法加工方面的缺陷，从而对字词的解码、拼写以及整体阅读能力产生不良

影响。同时，由于中文是表意文字，视空间模板能力在汉字识别过程中可能扮演着比在识别拼音文字时

更为关键的角色[37]。 
在汉字倒背任务中，两组儿童的正确率存在显著差异，说明 DD 儿童的语音工作记忆存在缺陷。语

音环路是工作记忆中负责语言信息处理的子组件，其受损可能会影响 DD 儿童储存和加工语音和文字信

息的能力[36]。同时，无论是对拼音文字的研究，还是对汉字的研究，都发现语音环路的缺陷是造成阅读

障碍的重要原因之一。 
本研究采用言语空间关系任务，考察情景缓冲器从长时记忆中提取信息的能力以及将不同通道信息

进行整合的能力，结果显示，当任务难度较低时两组儿童的正确率无显著差异，随着任务难度的增大，

DD 儿童的正确率表现出显著低于 TD 儿童，这一结果表明 DD 儿童的情境缓冲器存在缺陷。而情景缓冲

器的受损可能阻碍了儿童在工作记忆和长时记忆之间建立有效联系的过程，这一缺陷可能是导致 DD 儿

童出现阅读理解困难的关键因素[36]。 

4.1.3. 阅读障碍儿童存在执行功能缺陷 
本研究发现，DD 儿童在 Stroop 颜色和 Stroop 数字两项任务上的正确率均与 TD 儿童存在显著差异，

这一结果揭示了 DD 儿童存在抑制控制能力的缺陷，与赵丽波[29]等人的研究结果相同。汉语言的独特性

决定了汉语阅读对抑制控制能力具有很高的要求[29]，在阅读时，DD 儿童无法抑制读音相同的汉字以及

字形相似的汉字，并过滤阅读过程中的无关信息，可能是造成阅读困难的原因。同时，在对拼音文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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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中，同样发现了阅读障碍者存在抑制控制功能的缺陷[38] [39]，这些来自不同语言的研究结果相统一，

进一步提示了阅读障碍者在抑制控制能力方面的缺陷具有跨语言的一致性。 
本研究对记忆刷新的测量采用的是图形 N-back 任务，该任务只考察记忆刷新容量，不含有对于语言

方面内容的考察，两组儿童在 1-back 任务和 2-back 任务上的正确率均存在显著差异，进一步证明了 DD
儿童的记忆刷新是由于一般性记忆刷新能力不足导致的，这一结果与祝可[40]等人的研究结果相一致。

DD 儿童由于刷新功能存在缺陷，使得其工作记忆的容量较小，无法快速且高效地处理工作记忆中的信息

[37]。而在涉及阅读理解的学习过程中，学生需要对信息进行快速反应、编码和加工，并将新的文本信息

不断纳入工作记忆的加工过程，刷新功能的缺陷会降低他们在解决阅读理解问题时的效率，这可能是 DD
儿童面临阅读困难的主要原因之一。 

两组儿童在不同难度的威斯康星卡片分类任务上均存在显著差异，表明 DD 儿童的认知灵活性存在

缺陷，在认知活动中，DD 儿童较难快速且流畅地在两项或多项不同的认知任务间进行转换。这一结果可

以用注意转换延迟理论[41] (sluggish attention shifting)来解释，该理论认为，阅读障碍者存在注意转换的

延迟，即阅读障碍者难以迅速地将注意从一个信息组块转移到另一个信息组块，导致在加工过程中表现

出较长时间的注意滞留。在阅读过程中，高效且快速的阅读依赖于读者能迅速地根据阅读目标在不同信

息组块间有效地进行注意转换[42]，而 DD 儿童的认知灵活性的缺陷导致其无法在不同阅读任务之间精确

而快速地转换注意，从而影响其阅读的速度与质量。 

4.2. 研究的亮点 

首先，我国目前对于阅读障碍的评估标准不够明确，包含范围不够全面，现有阅读障碍测评方式以

自评或他评问卷为主[5]，很大程度上限制了阅读障碍探测的准确性与全面性。本研究通过对知觉注意、

工作记忆以及执行功能的测评，能够更加准确和全面地覆盖阅读认知障碍缺陷。 
其次，已有的测评方式大多仅涉及表层阅读技能，不能从认知层面具体的指出阅读障碍儿童的阅读

缺陷。本研究以阅读过程为测评载体，能够真实地诱发阅读的底层认知能力，以实现对阅读困难具体表

现形式的底层能力进行准确的探测。 
再次，国内已有的阅读障碍评估方式大多直接借鉴国外研究，采用字母为测评载体，没有考虑汉语

特殊性。汉字作为独特的表意文字，其字形结构、表音表意方式均展现出别具一格的特性，相较于拼音

文字的阅读障碍，汉语阅读障碍在认知表现和生物基础上均存在不同之处[5]，本研究以汉字为呈现方式，

可以更准确的评估汉语阅读模式下的阅读障碍的底层认知缺陷。 

4.3. 不足与展望 

首先，本研究所面向的群体是小学二年级学生，仅进行了横断测评。未来研究可以对不同年龄段的

阅读障碍者的认知功能进行探测，同时还可以对其认知功能的发展情况进行跟踪监测，进而从横向与纵

向两个维度全面探测阅读障碍个体认知功能的发展趋势。 
其次，汉语发展性阅读障碍患者不仅受认知缺陷的影响，还有可能受到脑神经、环境、遗传等因素

的影响。未来研究可以充分考虑并控制各种因素，进行更加深入的研究。 

5. 结论 

本研究结果显示，阅读障碍儿童在知觉注意、工作记忆以及执行功能方面的能力均显著低于正常发

展儿童，这也提示我们根据这些认知维度对阅读障碍儿童进行个性化的教学干预，能够更好地减少阅读

障碍的影响，提升儿童的阅读能力和整体认知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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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阅读障碍儿童在知觉注意方面的认知缺陷问题，在未来的教学中可以更多使用图表、色彩标记

和视觉组织工具来辅助阅读，帮助学生更好地聚焦于文本的关键信息，提高视觉空间注意。同时，还可

以通过有声读物、音频讲解等多媒体资源，提高学生对语言的听觉注意，帮助他们更好地理解阅读材料。 
面对阅读障碍儿童工作记忆方面的认知缺陷问题，在未来的教学中可以通过将文本分解成小段，逐

步引导学生理解和记忆，减轻视觉工作记忆的负担。同时，还可以鼓励学生大声朗读，使用节奏和韵律

帮助学生记忆语音信息，通过听写活动来锻炼学生的语音工作记忆。此外，将阅读材料通过角色扮演和

情境模拟的方式，也可以让学生在实践中联系视听信息的整合和应用。 
面对阅读障碍儿童执行功能方面的认知缺陷问题，在未来的教学中可以使用提问引导和特别提示的

方式来帮助学生排除干扰信息，增强抑制控制的能力。同时，还可以鼓励学生使用思维导图或联想记忆

的记忆技巧来回顾阅读材料，提升记忆刷新能力。此外，通过变化教学方法和阅读材料，鼓励学生从不

同角度思考问题，可以提升他们的认知灵活性，适应不同阅读情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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