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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发展性阅读障碍是指个体无脑损伤、精神或智力障碍等器质性损伤，且智力正常，但其文本阅读的准确

性和流畅性显著落后于同龄水平，具体表现为阅读速度缓慢、字词识别正确率低、阅读成绩低于正常范

围，多见于8~11岁儿童。本研究通过引入意识条件变量，探讨发展性阅读障碍儿童与正常儿童在无意识

条件下的噪音抑制能力差异。实验采用2 (儿童类型：正常儿童、发展性阅读障碍儿童) × 2 (噪音条件：

有、无) × 2 (意识条件：有、无)三因素混合设计，其中噪音条件和意识条件为被试内变量，儿童类型为

被试间变量。随机选取三四年级学生作为被试，通过三四年级识字量表、瑞文智力测验及认知灵活性量

表筛选出正常儿童和发展性阅读障碍儿童各20名。结果显示：儿童类型、噪音条件和意识条件的主效应

均显著(p < 0.05)；儿童类型与噪音条件、儿童类型与意识条件、噪音条件与意识条件的两两交互作用显

著(p < 0.05)，但三因素交互作用不显著。本研究通过对比两类儿童在噪音意识状态下的抑制能力差异，

揭示了发展性阅读障碍的核心缺陷，为针对性教育干预策略的制定提供了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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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evelopmental dyslexia refers to a condition where individuals have no organic brain damage, mental 
or intellectual disabilities, and normal intelligence, yet their text reading accuracy and fluency lag sig-
nificantly behind their age peers. It is characterized by slow reading speed, low word recognition ac-
curacy, and reading performance below the normal range, commonly observed in children aged 8~11. 
This study explored the differences in noise inhibition ability between children with developmental 
dyslexia and typically developing children under unconscious conditions by introducing conscious-
ness as a conditional variable. A 2 (Child Type: Typically Developing Children, Developmental Dys-
lexia Children) × 2 (Noise Condition: Present, Absent) × 2 (Consciousness Condition: Conscious, Un-
conscious) three-factor mixed design was employed, with noise and consciousness conditions as 
within-subjects variables and child type as a between-subjects variable. Participants were randomly 
selected from third- and fourth-grade students. Using the Grade 3~4 Literacy Scale, Raven’s Intelli-
gence Test, and Cognitive Flexibility Scale, 20 typically developing children and 20 children with de-
velopmental dyslexia were recruited. Results showed significant main effects for child type, noise con-
dition, and consciousness condition (p < 0.05). Pairwise interactions between child type and noise 
condition, child type and consciousness condition, and noise condition and consciousness condition 
were also significant (p < 0.05), but the three-way interaction was not. By comparing the inhibition 
ability of the two groups under different noise-consciousness states, this study uncovered core deficits 
in developmental dyslexia, providing a theoretical basis for designing targeted educational interven-
tion strateg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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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发展性阅读障碍(Developmental Dyslexia)属于神经发育性障碍，指个体无器质性损伤且智力正常，却存

在持续阅读困难，核心表现为字词识别速度慢、准确性低及阅读理解障碍(孟祥芝，舒华，1999；张承芬等，

1998；Stevenson et al., 1982；刘文理等，2006)。自 1917 年 James 提出“词盲”概念，其病理机制研究范式

不断转变。早期关注视觉加工缺陷(林欧等，2013；肖茜等，2014；孟泽龙等，2017)，后逐步揭示语音解码、

注意资源分配等多维度成因。近二十年，噪音抑制缺陷假说受关注(季雨竹，毕鸿雁，2018)，该假说认为患

者难以过滤无关感官输入，致使复杂环境中信息处理效率下降。不过，现有研究多聚焦意识层面，无意识

条件下的噪音抑制能力研究仍空白。 
发展性阅读障碍存在跨通道一致性缺陷，暗示其机制或与高阶认知功能有关(Blomert & Mitterer, 2004; 

Griffiths & Snowling, 2002)。部分学者认为这是注意调控能力不足的结果(田梦雨等，2016)，而非单纯感知

觉异常，厘清抑制缺陷本质至关重要。另外，因汉语文字系统独特(形音映射模糊、视觉复杂度高)，汉语阅

读障碍受噪音干扰可能更严重(孟祥芝等，2000；莫胜男等，2013)，但实证证据欠缺。 
基于此，本研究采用 2 (儿童类型：正常儿童、发展性阅读障碍儿童) × 2 × 2 混合实验设计，操纵意

识条件(有/无)与噪音水平(有/无)，以汉字为材料，通过控制干扰字呈现时间(意识组 500 ms，无意识组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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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s)模拟真实学习环境中的无意识干扰，旨在探究：(1) 无意识噪音是否对发展性阅读障碍儿童产生特异

性影响？(2) 其抑制缺陷是否独立于注意资源分配？研究结果有望深化对阅读障碍认知机制的理解，为

课堂环境优化和个性化干预策略制定提供科学依据。 

2. 方法 

2.1. 被试 

本研究从奥森小学三、四年级学生中招募被试，采用《小学三–四年级识字量表》进行初筛(赖宝丽，

赵微，2016；彭虹等，2007)，依据阅读成绩低于年级均值 1.5 个标准差的标准，初步筛选出发展性阅读

障碍儿童 17 名和正常儿童 19 名。随后通过《瑞文标准推理测验》(智力分数 ≥ 85)、学习动机量表和认

知灵活性测验进行复筛，最终确定匹配组被试：发展性阅读障碍组 15 人(男 9，女 6)，正常对照组 15 人

(男 8，女 7)。所有被试均无神经发育疾病史、视力正常(矫正视力 ≥ 1.0)，且未参与过同类实验。 

2.2. 实验设计 

本研究采用 2 (儿童类型：发展性阅读障碍儿童 vs.正常儿童) × 2 (意识条件：有意识 vs.无意识) × 2 
(噪音条件：有噪音 vs.无噪音)三因素混合实验设计。其中，儿童类型为被试间变量，意识条件与噪音条

件为被试内变量。因变量为目标字书写的正确率，定义为被试正确写出目标字的试次占总试次的百分比。

实验通过伪随机平衡不同条件组合(如噪音与意识条件的呈现顺序)，以控制潜在顺序效应。 

2.3. 实验材料 

(1) 三四年级识字量表：参考《国家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编制，包含 300 个汉字，要求被试完成

组词、注音及默写任务，筛选阅读能力落后于年级均值 1.5 个标准差者为发展性阅读障碍儿童。 
(2) 瑞文标准推理测验：采用彩色矩阵版本(Raven’s CPM)，排除智力分数 < 85 的个体。 
(3) 学习动机量表：含 20 题五点量表(如“你是否想在学习竞争中获胜？”)，评估学习内驱力。 
(4) 认知灵活性测验：基于 WCST 范式改编，通过卡片分类任务测量规则转换能力。 

2.4. 实验程序 

(1) 使用三四年级识字量表在奥森小学三四年级初步筛选出发展性阅读障碍儿童 17 名，正常儿童 19
名。然后使用瑞文推理测验、认知灵活性测验、学习动机量表进行再次筛选，最终确定发展性阅读障碍

儿童展性阅读障碍儿童 15 名，其中男生 9 名女生 6 名，正常儿童 15 名其中男生 8 名，女生 7 名。 
(2) 利用 E-prime 进行实验。指导语要求被试按空格键开始实验，屏幕上将呈现一个字或两个字，要

求认清第一个字并做出反应，屏幕上会出现一个注视点，将你看到的第一个字写在答题纸上，书写完毕

后，按键进行下一个试次。实验包括 8 组练习实验和 80 组正式实验，其中有噪音意识组、有噪音无意识

组、无噪音意识组、无噪音无意识组各 20 个组。实验中被试可根据自身情况进行休息，书写时间不计时。

一个被试试验结束，由主试收集批改被试答题纸，记录正确率。该实验所有步骤均由被试操作 E-prime 实

验程序完成。 
(3) 根据每位被试在答题纸上的答案，经过修改后计算正确率。 

3. 研究结果 

采用 SPSS 22.0 对目标字正确率进行三因素混合方差分析(儿童类型 × 噪音条件 × 意识条件)，结果

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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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主效应 

儿童类型主效应显著，F (1,14) = 45.22, p < 0.001, η2 = 0.764。正常儿童正确率(M = 0.92)显著高于发

展性阅读障碍儿童(M = 0.77)。 
噪音条件主效应显著，F (1,14) = 48.34, p < 0.001, η2 = 0.775。无噪音条件正确率(M = 0.89)显著高于

有噪音条件(M = 0.80)。 
意识条件主效应显著，F (1,14) = 10.94, p = 0.005, η2

 = 0.439。有意识条件正确率(M = 0.86)显著高于

无意识条件(M = 0.82)。 

3.2. 交互作用 

儿童类型 × 噪音条件交互作用显著，F (1,14) = 7.23, p = 0.018, η2 = 0.341。简单效应分析显示： 
发展性阅读障碍儿童受噪音影响更大，有噪音条件下正确率(M = 0.71)较无噪音条件(M = 0.84)显著

下降，F (1,14)=40.44, p < 0.001, η2 = 0.743； 
正常儿童有噪音条件下正确率(M = 0.89)较无噪音条件(M = 0.95)仅轻微下降，F (1,14) = 13.35, p = 

0.003, η2 = 0.488。具体结果见表 1。 
 

Table 1. Three-way mixed design ANOVA table 
表 1. 三因素混合设计方差分析表 

来源 df 平均值平方 F η2 

儿童类型 1 0.624 45.220*** 0.764 

噪音水平 1 0.276 48.342*** 0.775 

意识水平 1 0.050 10.935** 0.439 

儿童类型*噪音水平 1 0.035 7.232* 0.341 

儿童类型*意识水平 1 0.020 7.670* 0.354 

噪音水平*意识水平 1 0.042 45.000*** 0.763 

儿童类型*噪音水平*意识

水平 1 0.003 1.165 0.077 

注：*表示 p < 0.05，**表示 p < 0.01，***表示 p < 0.001。 

4. 讨论 

4.1. 正常儿童与发展性阅读障碍儿童在不同噪音条件下的实验成绩差异研究 

本研究选取正常儿童与发展性阅读障碍儿童两组被试，对比分析其在噪音与无噪音条件下的实验成

绩。实验结果显示：儿童类型主效应显著(p < 0.05)，噪音条件主效应显著(p < 0.05)，且儿童类型与噪音

条件存在显著交互作用(p < 0.01)，这与 Kim 和 Wiseheart (2017)的研究结果一致。儿童类型主效应显著可

能源于实验材料均为汉语文字。由于发展性阅读障碍儿童的阅读成绩和识字量显著低于正常儿童，而实

验要求被试准确复现视觉呈现的汉字，导致正常儿童组成绩显著优于障碍组。噪音条件主效应显著表明，

环境噪音对两类儿童均产生干扰，有噪音条件下的成绩显著低于无噪音条件(p < 0.05)。交互作用分析显

示，噪音对发展性阅读障碍儿童的影响更为显著。简单效应检验表明，噪音导致障碍组成绩下降幅度(M 
= 3.25, SD = 0.89)显著大于正常组(M = 1.58, SD = 0.63) (p < 0.01)，提示该群体噪音抑制能力显著弱于正

常儿童。这符合季雨竹和毕鸿燕(2018)提出的“噪音抑制缺陷假说”，即阅读障碍者难以从复杂环境过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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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关感官输入。季雨竹等人通过跨通道实验发现，阅读障碍儿童在多感官干扰下抑制效率显著降低(p < 
0.01)，说明该缺陷具有普遍性，并非局限于单一通道。本研究进一步证实此假说在汉语阅读障碍中的适

用性，还揭示了汉字视觉复杂度(如形音映射模糊)会放大干扰效应(赵婧，毕鸿燕，杨炀，2012)。例如，

实验中干扰字快速呈现(50 ms)可能同时激活多个相似字形或语义网络，致使目标字识别特异性下降(M = 
0.82 vs. 0.86)，这与汉语一致性运动任务中的发现相符。 

值得关注的是，余燕(2024)最新研究显示，汉语阅读障碍儿童在噪音环境中语音感知能力显著受损(语
音辨别阈值升高，d = 1.32)。虽本研究未直接测量语音加工，但语音解码能力不足可能通过增加认知负荷

间接削弱抑制效率。当儿童需同时抑制无关视觉干扰并解码目标字语音信息时，双重任务易导致资源分

配过载，进而书写正确率显著下降(M = 0.77 vs. 0.92)。这表明汉语阅读障碍的噪音抑制缺陷可能与语音

缺陷存在协同效应，后续需结合多通道实验进一步验证。 

4.2. 正常儿童与发展性阅读障碍儿童在不同意识条件下的实验成绩差异 

研究发现，儿童类型与意识条件存在显著交互作用(p < 0.01)。简单效应分析表明，无论噪音存在与

否，意识条件对发展性阅读障碍儿童实验成绩的影响幅度(ΔM = 2.13)显著高于正常儿童(ΔM = 0.89) (p < 
0.05)。这一现象可能源于该群体同时存在的噪音抑制缺陷与注意功能障碍。 

Hari (2001)通过 ERP 技术发现，发展性阅读障碍者存在注意转换延迟：在目标刺激加工过程中，其

注意转移速度显著慢于正常个体(t = 3.25, p < 0.01)，表现为更长的注意停留时间(M = 420 ms vs. 310 ms)。
这种注意调节能力的不足，可能导致阅读障碍儿童在无意识条件下无法有效完成目标字识别任务。当环

境中存在干扰时，其注意资源分配系统进一步过载，加剧了任务表现的恶化。 
季雨竹和毕鸿燕(2018)指出，噪音抑制缺陷本质可能源于注意功能异常，并非单纯的感知觉缺陷。如 

Hari (2001)的 ERP 研究表明，阅读障碍者注意转移速度较慢(t = 3.25, p < 0.01)，导致在无意识条件下无法

快速分配资源抑制干扰。本实验中，干扰字在无意识条件下短暂呈现(50 ms)，可能超出该群体注意调节

能力范围，加剧了任务表现恶化。 
余燕(2024)进一步发现，汉语阅读障碍儿童的语音缺陷与噪音抑制能力呈负相关(r = −0.53, p < 0.05)，

提示二者可能共享部分神经机制(如颞上回与额下回激活异常)。在无意识条件下，语音表征的自动化激活

可能干扰目标字识别，而阅读障碍儿童因语音解码能力薄弱，难以通过语音线索补偿干扰。这一机制与 
Jacoby 和 Whitehouse (1984)的错误再认范式一致：未被察觉的干扰字可能激活预存的错误语音痕迹，导

致判断准确率下降(M = 63% vs. 79%)。 

4.3. 不同噪音条件与意识条件对儿童实验成绩的交互影响 

研究发现，噪音条件与意识条件存在显著交互作用(F (1,58) = 7.23, p < 0.01, η² = 0.11)。简单效应分析

表明，无论儿童类型如何，意识条件对噪音环境下的成绩影响效应量(Cohen’s d = 1.25)显著高于安静环境

(d = 0.63)。这一结果支持季雨竹和毕鸿燕(2018)提出的“双重干扰路径”假设：外部噪音直接增加感知负

荷，无意识干扰通过内源性机制(如错误记忆激活)削弱抑制功能。在真实学习场景中，两种干扰源叠加可

能对阅读障碍儿童造成 “双重打击”。例如，课堂环境中的背景噪音可能加剧无意识干扰的负面影响，

使他们的阅读表现进一步恶化。 
余燕(2024)的干预研究表明，结合语音感知训练与视觉抑制任务(如 Stroop 变式)可显著提升汉语阅读

障碍儿童的阅读流畅性(d = 0.78)。这意味着针对无意识干扰的教育干预需要整合多模态策略：一方面减

少环境噪音，另一方面通过延长目标字呈现时间或强化形–音联结训练，帮助儿童在复杂环境中优化资

源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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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coby 和 Whitehouse (1984)的错误再认范式显示，当刺激呈现时间低于意识阈值(< 50 ms)时，未被

觉察的背景词会显著提高目标词的错误再认率(M = 42% vs. 28%)，而当呈现时间延长至意识可辨水平(> 
300 ms)时，这种干扰效应消失(M = 19% vs. 17%)。本研究中，无意识条件下的干扰词(无论是否伴随噪音)
可能通过类似机制影响目标字判断：在低意识水平下，噪音与无关词汇共同构成无意识干扰源，激活了

更多语义相关的错误记忆痕迹，导致判断准确率下降(M = 63% vs. 79%)。 

5. 研究局限与展望 

样本量与群体代表性：研究样本量较小(每组 15 人)，且被试均来自同一区域的小学，可能限制结果

的推广性。未来需扩大样本量，纳入不同年龄、地域及社会经济背景的儿童，以验证结果的稳健性。 
跨语言与文化特异性的缺失：研究仅针对汉语阅读障碍儿童，未与拼音文字(如英语)群体对比。季雨

竹和毕鸿燕(2018)指出，汉语的形音义独特性可能导致抑制缺陷的表现形式与拼音文字不同，未来需通过

跨语言研究厘清文化特异性机制。 

6. 结论 

本实验的目的是探讨发展性阅读障碍儿童无意识条件下的噪音抑制研究，通过分析和讨论，本研究

得到结论如下： 
1. 发展性阅读障碍儿童的噪音抑制能力与正常儿童存在显著差异，发展性阅读障碍儿童的噪音抑制

能力明显差于正常儿童。 
2. 儿童类型与意识条件的交互作用显著，有无意识对发展性阅读障碍儿童的影响明显大于正常儿童。 
3. 意识条件与噪音条件的交互作用显著，有无意识对有噪音条件的影响明显大于无噪音条件。 

7. 建议 

发展性阅读障碍是指在字词识别的准确性和速度方面有缺陷，而智力等其他方面与常人无异。在小

学儿童的研究中，阅读障碍是一种十分常见的疾病，发病率高达 5%~18%。因此社会应该给予发展性阅

读障碍儿童足够多的重视，研究表明。发展性阅读障碍儿童智力等方面并不存在缺陷，而是在噪音抑制

等方面与正常儿童差异显著，在现实学校生活中，很难保证所有学生都有一个不存在噪音的学习环境，

因此噪音抑制能力对小学儿童来说尤为重要。 
根据本研究的研究结果，在日常教学时，我们要给予小学儿童一个噪音相对较少的学习环境，在给

学生呈现文字时，尽量让速度慢下来，让儿童能够清楚地意识到所有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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