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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综述系统回顾汉语语境预测性影响研究结果，探讨语境多样性如何影响汉语阅读加工过程，通过

分析过去10年不同实验范式、被试群体及关键测量指标，深入探讨语境预测性对汉语句子加工的影响机

制，为后续研究构建系统化理论框架并提供方法论指引。方法：综述基于中文数据库和外文数据库共纳

入23篇文献和29项实验，并从多角度进行归纳总结。结果：全部研究均报告了中文阅读中显著的语境预

测性效应，该效应对不同阅读能力被试的影响不同。语境预测性与词频间存在一定的交互作用，且与尾

字频交互作用显著。非汉语母语读者同样受中文语境预测性效应的影响。结论：综述整合了近10年关于

汉语语境预测性的研究，结果表明其对阅读加工具有稳定的促进作用。未来研究应进一步拓宽研究方法

和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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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his review systematically examines the research findings on the contextual predict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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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in Chinese, exploring how contextual diversity influences the Chinese reading processing. By 
analyzing the different experimental paradigms, participant groups, and key measurement indices 
from the past decade, this paper delves into the mechanism of how contextual predictability affects 
sentence processing in Chinese. The aim is to build a systematic theoretical framework for future 
research and provide methodological guidance. Method: This review incorporates 23 articles and 
29 experiments from both Chinese and foreign language databases and synthesizes the findings 
from multiple perspectives. Results: All studies reported significant contextual predictability ef-
fects in Chinese reading. This effect varies across readers with different reading abilities. There is 
an interaction between contextual predictability and word frequency, with a significant interaction 
with the frequency of the final word. Non-native Chinese readers are also affected by the contextual 
predictability effect in Chinese. Conclusion: This review integrates research on Chinese contextual 
predictability from the past decade, demonstrating that it has a stable facilitative effect on reading 
processing. Future studies should further expand research methods and perspecti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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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阅读是个体获取信息的主要手段，在阅读过程中，人们不仅通过输入的信息对文本进行自下而上的

加工，还利用知识经验对文本进行自上而下的预测，Clark 提出，预测是大脑信息加工的基本模式，是我

们感知和理解世界的重要方式[1]。语境(Context)是一种包括了语言语境和非语言语境的综合性概念。具

体来说，语言语境指决定话语形态的语言因素，如，上下文等；非语言语境则是影响话语形态的非语言

因素，如文化差异等。 
语境预测性指读者在阅读过程中根据前文语境预测接下来出现的词汇的概率[2]。当前阅读研究领域

的主流眼动模型，如 E-Z 读者模型和 SWIFT 模型均认为预测性和词频是影响眼跳时间和方向的主要因素

[3] [4]。过去研究发现了稳定的词频效应，但同样也发现了其局限性。过去研究表明，上下文信息对词汇

加工影响显著[5]。拼音文字相关研究发现，语境预测性越高，对目标词注视时间越短，跳读次数越多，

较高预测性的文本可以提高读者的阅读效率。Rayner 和 Well 的研究中通过不同上下文限制的文本对被试

的阅读进行考察，发现高限制上下文的目标词比低限制性的受到了更多跳读[2]。Rayner 等人后来的研究

中，考察了不同年龄组被试阅读中预测性、词频以及字形难度的影响，发现了显著的预测性效应，这种

效应对老年人的影响更大[6]。而 Rayner 等人针对语境预测性和词长对阅读的研究则发现，语境预测性和

词长均对被试阅读的时间和跳读率产生影响，但二者的影响相互独立。以往对语境预测性的研究主要使

用完形填空任务评估句子语境预测性[7]，并借助快速系列视觉呈现范式、句子阅读范式以及边界范式考

察其对阅读加工的影响[8]-[11]。 
尽管拼音文字对语境预测性的研究已经相对成熟，结果也较为一致。然而汉语中该领域研究起步较

晚，在被试多样性和研究指标丰富性上也不足。为解决这些问题，本综述通过分析过去 10 年文献研究结

果，系统探讨了语境预测性对汉语加工的影响机制。本综述旨在构建系统化理论框架，提供方法论指引，

为后续研究拓宽研究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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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方法 

2.1. 搜索策略 

在中文数据库(中国知网(CNKI)、万方、维普)以“语境预测性”、“语境限制性”、“预测性”、和

“语境”为主题词进行搜索，在外文数据库(PubMed、Google Scholar、Web of Science)中则以“Contextual 
Predictability”、“Context”、“Contextual Constraint”和“Predictability”进行搜索，外文数据库搜索时

在主题词后增加限定词“Chinese Reading”。由于汉语语境预测性系统研究起步较晚，因而本综述仅纳入

近 10 年文献。 
 

 
Figure 1. Flow diagram 
图 1. 文献筛查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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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纳入标准 

本综述采取以下纳入标准：(1) 发表于 2015~2024 年间；(2) 全文可获取；(3) 发表在同行评议期刊；

(4) 实证研究，标注样本量和实验效应量。(5) 研究内容为中文阅读语境预测性效应。本综述未限制被试

年龄、性别或其他人口学特征。本研究排除了非心理学研究。 

2.3. 文献筛查 

图 1 使用 PRISMA 流程图概述了研究的文献筛选过程。最初，由一位评审人根据预定的纳入和排除

标准对标题和摘要进行评估，如果标题和摘要表述不够清晰，则进一步仔细审查全文内容并决定是否纳

入。对符合纳入条件的文章均将进行全文审查(N = 35)。没有其他评审人参与文献筛查过程。 

2.4. 文献纳入 

经过筛选，有 23 篇研究共 29 项实验纳入本综述，样本总规模为 3043 名被试[12]-[34]。基于这 23 篇

研究，本综述对汉语语境预测性效应的研究范式、影响因素、语境预测性与词频和字频间关系，以及跨

文化研究视角进行讨论，并基于这些讨论分析过去研究中不足。 

3. 纳入文献分析 

3.1. 研究发展趋势 

图 2 所示为过去 10 年汉语语境预测性研究发文发展趋势图。由图 2 可知，2020 和 2021 年发文量较

多，共发表 11 篇文章。2018 年前整体发文量较少，汉语语境预测性研究起步较晚。总体发文量仅为 23
篇，汉语语境预测性研究在未来仍有较大研究价值和创新空间。 

 

 
Figure 2. Overall trend of contextual predictability in Chinese reading research publications in China 
图 2. 国内汉语语境预测性研究发文总体趋势图 

3.2. 被试类型 

图 3 对本文纳入的 23 篇文献中 29 项研究的被试类型进行总结，并按所占比重绘制成图，其中涉及

老年以及聋生被试的研究均与大学生被试进行对照研究，结果发现，仅关注成年健听大学生被试的文献

约占总数的 62.1%，关注不同年龄被试的文献约占 27.6%，而关注特殊群体(2 篇)和非汉语母语者(1 篇)的
研究均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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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3. Participant type of contextual predictability in Chinese reading, 2015~2024 
图 3. 2015~2014 汉语语境预测性研究被试类型 

4. 主要研究范式 

4.1. 句子阅读范式 

句子阅读范式通过在屏幕中呈现完整句子考察语境预测性对阅读加工的影响，研究者通过将该范式

与眼动追踪技术结合，记录被试在阅读过程中的注视时间、回视和跳读率等指标，揭示语境预测性对阅

读过程的影响。通过控制目标词的语境预测性和词频等因素，研究者还可以分析语境预测性如何调节词

汇加工的时间进程及其与其他影响因素的交互作用。该范式具有较高的生态效度，使研究者可以在更自

然的状态下考察语境预测性的影响。 
本综述纳入的 29 项实验中，有 20 项实验采用了句子阅读范式[13] [14] [16] [17] [19]-[24] [28]-[31] 

[33]。 

4.2. 边界范式 

边界范式(boundary paradigm)是 Rayner 为研究副中央凹视觉线索对阅读的影响而设计的[9]。该范式

可以精确地考察阅读过程中读者从注视点右侧获取信息的范围、类型及副中央凹信息加工，使研究者可

以精确测量被试在阅读过程中对语境信息的利用程度。该范式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减少眼动因素和视觉干

扰对阅读的影响，通过与眼动追踪技术结合，为揭示语境预测性如何影响个体对目标词的加工和对整个

句子的理解提供更为真实可靠的实验条件。 
本综述纳入的 29 项实验中，有 4 项实验采用边界范式[12] [14] [15] [18]。 

4.3. 增量文本呈现范式 

增量呈现文本范式(incremental revealing text paradigm)是随注视移动窗口范式的一种变式，主要用于

预视效应研究[10]。该范式中被试自左向右阅读，被注视过的词正常呈现，注视点右侧词非正常呈现。随

着注视移动，注视点右侧的词逐渐落入直接注视范围并正常呈现。通过这种方式，研究者可以设置无预

视实验条件，排除不同预视的干扰。通过增量呈现文本范式，实验者可以控制读者预视加工阶段所获信

息，考察预视对语境预测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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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综述纳入的 29 项实验中，有 2 项实验采用增量呈现文本范式[32]。 

4.4. 其他研究范式 

除了上述 3 种主要研究范式外，各有 1 项实验采用重复学习范式、语义违背范式以及主题浏览和阅

读理解任务考察语境预测性[25] [27] [34]。 
在过去拼音文字的研究中，为了考察在阅读过程中，语境预测性究竟是由于目标词本身迫使读者将

单词整合到句子表征之中，还是因为读者利用语境预测性混淆了预测效应和整合效应？一些研究者采用

前目标错搭配范(pre-target mismatch paradigm)探究了该问题[11]。该范式中采用某些语言系统中独特的词

汇搭配规则，通过对目标名词前搭配词(如冠词)上的指标进行语境预测性分析，明确读者是否真正预测了

尚未出现的内容。该范式在中文语境预测性研究中尚未涉及。 

5. 讨论 

本综述旨在对中文阅读中语境预测性的影响进行综述。针对该领域研究起步较晚、总结不足的现状，

本综述通过纳入近 10 年共 23 篇实证研究，发现语境预测性的主要影响机制包括被试类型、被试阅读能

力以及阅读方式 3 项因素。此外，过去 10 年研究中考察了词频和字频与语境预测性间的关系，另有 1 篇

文献考察了非汉语母语者阅读的语境预测性效应。 

5.1. 被试类型对语境预测性效应影响 

全部 29 项实验均报告了语境预测性效应对中文阅读的显著影响，读者在高语境预测性文本中阅读更

快，跳读更多[12]-[34]。该效应在不同被试群体中具有一致性。5 项关于老年被试和青年被试的对比研究

发现，老年人同样能够利用语境信息促进阅读[16] [17] [22] [23] [28]。然而受视觉功能衰退和认知老化影

响，相较于年轻人他们采用更为保守的阅读策略来执行眼跳活动，因而表现出更强的语境预测性效应。3
项针对 5 年级儿童的研究显示，儿童掌握了利用上下文信息的基本阅读技巧，对高预测性的句子跳读率

更高，注视时间更短[15] [19] [24]。此外，针对非汉语母语者的实验同样发现了语境预测性的促进作用，

1 项针对留学生的研究采用重复学习范式，发现语境预测性是学习者理解新词含义的重要环节，高语境

预测性条件下学习者的学习时间更短，词义猜测的准确性更高[25]。 

5.2. 阅读能力对语境预测性效应影响 

针对不同阅读能力被试的研究表明，语境预测性效应存在跨阅读能力的不一致性。高阅读能力者因

其较强的信息加工能力在词汇加工早期就可以对预测信息加以利用，在多次阅读中利用水平增长也较快，

而低阅读能力者在词汇加工晚期才能有效利用这些信息。仝文等人根据阅读速度将被试划分为快速读者

和慢速读者。发现相较于慢速读者，快速读者在自然阅读情境中可以更早地利用预测性信息[29]。读者对

预测信息的利用受任务要求和加工深度调节，在前文加工较浅的任务中两种阅读能力读者均无法有效利

用预测信息。张慢慢等人发现了类似的结果，低预测条件下慢速读者词汇加工和语义整合更困难[31]。刘

妮娜等人的研究中将 5 年级儿童分为高–低阅读技能组，两组儿童中都产生了显著的预测性效应，并且

预测性效应对高阅读技能组儿童早期加工的跳读率指标具有更大影响，对低阅读技能组儿童晚期加工的

再阅读时间影响更大[15] [19]。陈朝阳等人针对聋生研究发现，聋生在语境预测性信息利用水平上与能力

匹配的健听读者存在差异，高阅读技能聋生能够更为有效地利用语境预测性信息[13]。而易佳琦等人针对

聋生的研究报告了与其他研究不同的结果模式[26]。该研究比较了高–低阅读水平聋生、能力匹配组学生

和年龄匹配组学生在阅读任务中的表现，发现聋生与健听学生在利用语境预测性的能力上没有显著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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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境预测性效应不随聋生组阅读技能高低而改变。 

5.3. 语境预测性效应与词频和字频 

在本综述纳入的文献中，有 6 项实验考察了语境预测性和词频间的关系。其中 3 项实验发现二者之

间显著的交互作用。刘妮娜的研究显示，语境预测性与词频交互影响儿童的跳读率和注视时间，二者共

同影响儿童的阅读表现[19] [24]。刘志方等人针对老年读者和年轻读者的研究发现，二者的交互影响主要

发生在老年读者上[22]。其余 3 项实验则未发现交互作用[20] [23] [26]。这种差异可能源于被试群体的多

样性。在报告了交互作用的实验中，研究对象涵盖老年人、大学生、聋生以及小学生等群体，这些群体

在语言加工、认知发展和阅读经验等方面差异显著，因此可能导致两个因素交互作用的表现不同。此外，

不同的实验设计可能影响读者阅读时的偏向，从而影响语境预测性和词频效应的交互作用。此外，实验

范式的不同对被试的认知负荷和注意分配在不同程度上产生影响，被试可能采取不同的文本加工策略，

从而使二者的交互作用表现出跨研究的不一致。 
在语境预测性与词频关系的基础上，2 篇文献进一步考察了语境预测性与目标词首字频和尾字频之

间的关系[20] [21]。结果发现，语境预测性与首字字频交互不显著，二者对中文词汇识别的影响相对独立；

语境预测性与尾字频交互作用显著，高语境预测性条件下尾字字频效应不显著，低语境预测性条件下尾

字字频对词汇识别具有促进作用。尾字加工属于词汇加工的早期阶段，语境预测性与字频的交互效应模

式表明，高语境预测性会减弱尾字字频对词汇识别的影响，语境预测性通过激活与单词内尾字相关的表

征弥补汉字加工效率，二者可能对词汇加工早期过程存在相似的促进作用，语境预测性可以在识别词汇

之前激活目标词从而促进目标词加工。这表明语境预测性对词汇加工的促进作用主要集中在识别阶段，

而在词汇的进一步访问或理解过程中作用较为有限。 

5.4. 跨文化研究 

本综述还纳入了一项针对非汉语母语者的研究。罗雨娇等人采用重复学习范式考察了语境预测性对

留学生新词学习的影响[25]。结果表明，与汉语母语读者类似，语境预测性对留学生被试词汇加工同样起

到促进作用，采用词间空格辅助留学生的词切分后，留学生可以更为有效地利用语境中的上下文线索学

习新词。 

5.5. 局限性 

首先，本综述所纳入研究均采用眼动追踪技术考察语境预测性效应，而拼音文字研究中除眼动技术

外还使用 ERPs 等技术对被试阅读行为进行考察，后续研究中实验中应当采用多种仪器和实验指标综合

考察语境预测性效应。其次，本研究所纳入范式种类较多，被试类型较为复杂，结果间直接比较可能存

在偏倚。第三，本综述中被试大多为汉语母语被试，未来研究中研究者应当更多涉及非汉语母语被试阅

读表现的跨文化研究。 

6. 结论 

本综述共纳入 23 篇研究共 29 项实验，均报告了语境预测性对中文阅读的显著影响。然而，不同阅

读能力被试受语境预测性影响存在差异，未来研究可以进一步探讨这种差异的影响机制。此外，这些研

究主要依赖眼动技术，缺乏神经科学指标，未来研究可以利用多模态技术对该效应进行进一步考察。在

拼音文字相关研究中，使用了前目标错搭配范等范式进一步限制了额外变量。汉语作为表意文字有其独

特语法规则，未来研究可以借鉴该范式考察汉语境预测性效应的作用机制。最后，跨文化研究可以为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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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语境预测性提供新的视角和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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