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聋大学生在 <:,**H 任务中的语音促进效应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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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文章意在考察聋大学生是否具有语音意识及其特点如何。选取重庆师范大学的 "B 名聋大学生作为实验组，"I
名年龄和智力与之匹配的听力正常大学生作为对照组，考查了聋大学生在颜色判断的 <:,**H 任务中能否获得语音促

进效应。结果显示：在不需要语音编码的参与也能完成实验任务的 <:,**H 效应实验中，当色词的同音词字体颜色与

词的读音不一致时，反应时比一致条件下要长，聋大学生出现了语音混淆现象，聋大学生的语音编码得到了自动激

活，聋大学生具有语音意识，但与听力正常，年龄、智力与之匹配的大学生相比，其语音编码水平显著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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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题的提出

语音意识（M0*’*-*13=&- &N&,8’899）的研究最早

始于 O,+=8（$CDI 年），I# 多年来，西方研究者在该

领域进行了大量研究［$］。不过，其研究对象主要是

针对无特定语言障碍者，而对一些特殊群体（ 如聋

学生）的研究相对较少。聋生的语言通道主要是视

觉的，而且他们的口语发展几乎都严重滞后。国外

研究者考查了聋生押韵意识、音位意识、音节意识及

语音编码等方面的特点，但聋生到底是否有语音意

识，到目前为止，还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

一些研究证实聋生不具有语音意识。如 /&5HG
P8-- Q R,310: 要求聋生将图片和单词按是否押韵进

行分类的任务中发现，聋生没有押韵意识［BGI］。S&,G
,39 Q T*,8’* 在他们的图片拼写任务中发现，聋生音

位错误的百分比比听力正常的年龄匹配组儿童高，

聋生的阅读几乎不依赖语音编码，聋生不具有音位

意识［L］。U,&’9-8,，V8;P&8,:，&’W J*5P8,: 使用单词

抄写任务研究法国聋童的音节意识，结果表明他们

没有音节意识［D］。一些关于小学聋童的研究发现，

他们在 阅 读 和 拼 写 任 务 中 几 乎 或 根 本 无 语 音 编

码［FG)］。另一些研究证实聋生具有语 音 意 识。如

?*WW Q S8,58-3’ 研究发现聋生能够利用韵脚作为

语音 信 息 帮 助 他 们 进 行 同 音 判 断［C］。S&’9*’ Q
X-*N8, 的研究也发现聋大学生能使用语音编码进行

韵脚判断［$#］。438-98’ Q V+8:Y8G<:&0-5&’ 在他们对

一聋生从学前到初中进行的长期追踪研究中，发现

该聋生逐步发展起了押韵意识［$$］。T3--8, 研究发

现，如果正字法不支持语音判断的话，聋童作出音位

判断就更困难，他们的成绩显著低于听力正常的同

龄人，但在机遇水平之上［$"］。@-9*’Q43=Y8,9*’ 以双

音节词为刺激材料考察了聋大学生对音节边界的敏

感度，结果表明聋大学生具有很强的音节意识［$B］。

V8;P&8,: Q K-81,3& 使用 <:,**H 效应发现聋生具有语

音编码能力［$I］。

总结上述研究，可从以下几个方面来探讨得出

不一致结论的原因。

$）聋生的年龄与语言能力。一方面，聋生不具

有语音意识的研究所涉及的对象多为小学聋童。另

一方面，张丽君对聋生语音意识进行的发展性研究

发现，听力障碍学生的语音意识随年级的升高而提

高［$L］。说明随着被试年龄增长和语言能力的提高，

测验材料的字词难度相对降低，聋生逐渐显示出语

音意识。可以预测，聋大学生具有语音意识。

"）聋生所接受的教育。在研究对象的教育背

景上，国外几乎所有关于聋生语音意识的研究都是

在读写指导开始后进行的，聋生所接受的是手语或

口语或二者皆接受的教育，对聋生语音意识发展的

影响还不清楚。

B）实验材料的编制。聋生由于其所接受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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训练和听力障碍而更多地使用视觉编码，他们对书面

语中的正字法规则很敏感，他们在做出语音判断时很

可能依赖于正字法，因此在设计实验材料时就要考虑

正字法对聋生作出语音判断时的干扰作用。

!）实验材料的呈现。由于聋生有听力障碍和

阅读困难，如果采用听觉和视觉呈现文字材料的形

式对他们进行测试，都会让他们处于不利地位，而且

无法确定聋生是基于语音或是正字法作出的判断，

因此采用图片和文字呈现的方式对他们的语音意识

进行测查很可能会得出不同的结论。

"）测试任务的安排。由于研究目的不同而使

得研究者在研究过程中选择语音意识的测试任务也

不同，大多数的语音意识任务在语音意识的组成单

元难度及语言学复杂性上都不一致；而且不同实验

任务可能反映的语音加工的敏感性不同（ 如，阅读

或拼写的规则效应是对语音的较弱测试，而需要语

音编码才能完成的任务是语音的较强直接测试）和

所揭示的语音加工也不同（ 如，#$%&&’ 效应反映的

是语音的自动激活，而有些需要语音编码才能完成

的任务则反映的是语音的强迫激活）。

(）研究程序的控制。比如，)*+’,-.. 和 /%012$
在他们的实验中是否向聋生被试解释清楚韵脚的概

念、被试对此概念理解得如何以及他们未对用于实

验的图片进行前测，结果导致被试在完成实验任务

时未使用正确的图片名称等，都会影响聋生的反应

成绩，导致研究结论的不一致。

3）文字体系的不同。汉语与英语属于不同的

文字体系，它们的书写系统和语音系统都是不一致

的。谭和平、昝飞和刘春玲［4(］以及昝飞，谭和平［43］

的研究都证明聋生具有语音意识。国内外的研究

结论不尽一致，导致这一差异的原因是什么，需要进

一步加以研究。

在进行汉语文字体系下聋生语音意识的研究

中，需要考虑以上各方面因素，以保证研究的可靠

性、本土性与可比性。本研究以聋大学生为研究对

象，以年龄、智力与之匹配的正常大学生为对照组，

使用 567%0+- 实验软件编制程序呈现实验材料，使

用语音自动激活的 #$%&&’ 实验任务，透过语音促进

效应的考查，探讨聋大学生的语音编码能力，以证实

聋大学生是否具有语音意识及其特点如何。

8 研究方法

89 4 被试取样

本研究选取重庆师范大学的大学生，聋生组

8: 名，听力正常的年龄与智力匹配组 8! 名。本实

验中的聋大学生均为语前失聪，听力损失程度在

3; < 4;; =,。通过使用瑞文智力推理测验，发现聋

生组和匹配组间的非言语智力无显著差异。

89 8 研究目的

考察聋大学生在颜色判断的按键任务中能否获

得语音或语义的 #$%&&’ 促进效应，以证明他们是否

存在语音编码，并在与听力正常的年龄与智力匹配

组相对照研究中间接证明他们的语音意识特点。

89 : 实验

当汉字的颜色与汉字的语义一致（ 如红颜色的

“红”）时，被试对汉字颜色的判断反应会显著地加

快；当汉字颜色对应的读音与汉字读音一致（ 如红

颜色的“洪”）时，被试对汉字颜色的判断反应也会

加快。本实验的基本逻辑是，如果聋生在 #$%&&’ 实

验中显示出语音促进效应，说明聋生存在语音编码

的自动激活现象，即可推论聋生具有语音意识。本

实验的基本假设是，聋生在 #$%&&’ 实验中能够显示

出语音的促进效应。所有的控制字都有 ! 种颜色，

这样得到 ! 个颜色与汉字语义一致的字、48 个颜色

与汉字语义不一致的字、! 个颜色对应的读音与汉

字读音一致的字、48 个颜色对应的读音与汉字读音

不一致的字、4( 个中性控制材料，因此正式实验材

料共有 !> 个字，分别重复使用 8 次。

表 4? #$%&&’ 效应实验材料的频率、笔画数

红 洪 贯 蓝 栏 华

频率 @ 笔画数 "A8 @ ( "; @ A 3! @ A 4;( @ 4: :A @ A :( @ (

黄 皇 奖 绿 虑 涂

频率 @ 笔画数 8>4 @ 44 (8 @ A "4 @ A 43> @ 44 >" @ 44 >4 @ 4;

本实验为 8 B " 实验设计，考查聋生组和对照组

在字组类型（" 个水平）上的差异：汉字颜色与汉字

语义一致，如红颜色的“ 红”字；汉字颜色与汉字语

义不一致，如绿颜色的“ 红”字；汉字颜色对应的读

音与汉字读音一致，如红颜色的“ 洪”字；汉字颜色

对应的读音与汉字读音不一致，如绿颜色的“ 洪”

字；两者无关，如红颜色的“贯”字。

使用 567%0+- 实验程序呈现实验材料。每个刺

激都出现在显示器中央，浅灰色底，宋体 :( 号字，采

用随 机 的 顺 序 呈 现 刺 激。每 个 字 的 呈 现 时 间 为

4"; +C，被试必须在刺激出现后8 ;;; +C内做出反

应，否则记为错误反应，开始下一组的刺激呈现。实

验开始前，在屏幕上出现指导语：“ 请注意看电脑屏

幕，在屏幕的中央会出现一个“ D ”号，随之，在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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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号的地方会出现一个汉字，请不要理会汉字，

只将注意力集中在字的颜色上，尽可能快而准确地

作答。”实验过程中，要求被试端坐在计算机前，左

手的食指和中指分别轻放在键盘的 "、# 键上；右手

的食指和中指分别轻放在键盘的 $、% 键上。这 & 个

键上分别贴着红、黄、蓝、绿 & 种颜色，要求被试判断

计算机屏幕上出现的汉字的颜色，并且尽可能又快

又准地按下相应的键。计算机自动记录从汉字开始

出现到被试做出反应之间的时间间隔，记为反应时。

在正式实验前安排了一个共 &’ 次的适应性练习，所

用的汉字均不是正式实验材料，并对被试的判断做

出正误和时间的反馈。当被试确信自己的手指灵活

自如且正确率达到 ()* 以上之后再进入下一个与

正式实验基本相同的小练习，共 +’ 个彩色的字，练

习 +’ 次，然后开始正式实验。

,- & 研究工具

本实验使用 ./01234 实验软件编制程序呈现实

验材料，使用 5055+)- 6 对数据进行统计处理。

7 结果与分析

7- + 对刺激词颜色判断的反应时和正确率

为考查聋生组和对照组之间不同水平刺激词颜

色判断的反应时和正确率差异，设定 , 个自变量：被

试类型（, 个水平）和字组类型（) 个水平）；, 个因

变量：正确率和反应时。采用多因子方差分析，结果

发现：+）被 试 类 型 的 主 效 应 显 著，!（+，&8）9
7)- 7,+，" 9 6- 666。:5" 检验结果表明，在正确率上

聋生 组 显 著 高 于 对 照 组（ 均 值 差 异 6- 67,，" 9
6- 66,），在反应时上聋生组显著短于对照组（ 均值

差异 ; <)- &<<，" 9 6- 666）。,）字组类型的主效应显

著，!（&，&8）9 &- 76<，" 9 6- 666。7）被试类型与字

组类型的交互效应不显著，!（&，&8）9 6- ’++，" 9
6- )(,。

总之，聋生组和对照组相比，其语音编码水平存

在显著差异；字组类型对被试的反应时具有显著影

响；被试类型与字组类型之间不存在显著的交互影

响。

7- , 不同水平刺激词颜色判断的反应时和正确率

剔除分别在 ) 个水平上反应错误率大于等于

,)* 的被试数据和所有反应时小于 ,66 3= 及大于

+ ,66 3=的数据，使用 5055 +)- 6 统计软件，对被试

的反应时和正确率进行单因素重复测量的方差分

析，其结果见表 ,。

表 ,> 聋生组对不同水平刺激词的颜色判断反应时和正确率

颜色词

一致 冲突

同音词

一致 冲突
中性词

反应时 ? 3= &(8- 66 )<,- << ),,- +& )),- <+ ),)- 76

正确率 ? * 6- (< 6- (< 6- (8 6- (& 6- (&

由表 , 可知，一致条件下的反应时短于冲突条

件和中性词的反应时，一致条件下的正确率虽然

基本上高于冲突条件和中性词的正确率，但差异

极小。对正确率数据的方差分析结果发现，) 种水

平刺 激 词 的 正 确 率 差 异 不 显 著，!（&，+ ’,’）9
+- +7&，" 9 6- 77’。因而对反应时数据进行方差分

析，结果发现，) 种水平刺激词的反应时差异极其

显著，!（&，+ ’,’）9 )- 7),，" 9 6- 66+。事后 @A3/
BAC4 检验发现，颜色词一致与颜色词冲突条件下

的反应时（ 均值差异为 ; <)- <)8，" 9 6- 666）具有

显著差异，表现出了显著的语义促进效应。同音

词一致与同音词冲突条件下的反应时（ 均值差异

为 ; 76- &<’，" 9 6- ),+）差异不显著，但前者短于

后者，语音促进效应不显著。

总之，从聋生在 ) 种水平刺激词颜色判断上的

反应时和正确率的方差分析发现，语义促进效应显

著，语音促进效应不显著，但也存在一定程度的语音

促进效应。这说明在不需要语音编码的参与也能完

成实验任务的 5D1EEF 效应实验中，当色词的同音词

的字体颜色与词的读音不一致时，反应时比一致条

件下要长，聋大学生出现了一定的语音混淆现象，聋

生的语音编码得到了自动激活，聋生具有一定的语

音意识。

7- 7 对照组不同水平刺激词颜色判断的反应时和正

确率

剔除分别在 ) 个水平上反应错误率大于等于

,)* 的被试数据和去掉所有反应时小于 ,66 3= 和

大于+ ,66 3=的数据，使用 5055 +)- 6 统计软件，对

被试的反应时和正确率进行单因素重复测量的方差

分析，其结果见表 7。

表 7> 对照组对不同水平刺激词颜色判断的反应时和正确率

颜色词

一致 冲突

同音词

一致 冲突
中性词

反应时 ? 3= )8)- ’6 <,6- ,7 )8)- &’ <+7- ’8 <6+- <<

正确率 ? * 6- () 6- ’( 6- (8 6- (+ 6- (+

由表 7 可知，一致条件下的反应时短于冲突条

件下的反应时，一致条件下的正确率也高于不一致

条件下的正确率。并且与中性词相比，颜色词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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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件和同音词一致条件的反应时都短于中性词，正

确率也都高于中性词。

对反应时的方差分析结果发现，! 种水平刺激

词的反应时差异不显著，!（"，# !$%）& #’ ()!，" &
*’ ##+。一致和冲突的两两比较以及与中性控制条

件下的反应时比较，都未达显著差异，但前者的反应

时短于后者，基本说明一致条件具有一定的促进效

应。

对正确率的方差分析结果发现，! 种水平刺激

词的反应正确率总的差异不显著，!（"，# !$%）&
%’ )!"，" & *’ *(%。颜色词一致与冲突、颜色词一致

与中性词的比较都未达到显著水平，语义促进效应

不显著，但前者高于后者。同音词一致与同音词冲

突的均值差异为 *’ *,)，" & *’ *%,，同音词一致与中

性词的均值差异为 *’ *,"，" & *’ *##。同音词一致

与冲突、同音词一致与中性词的比较都达到了显著

水平，前者高于后者，语音促进效应显著。

总之，从对照组对不同水平刺激词颜色判断的

反应时和正确率的方差分析发现，从反应时的角度，

语音和语义具有一定的促进效应，但未达到显著水

平；从正确率的角度，语义促进效应不显著，语音的

促进效应非常显著。

" 讨论

在本实验任务中，只要求被试注意刺激词的颜

色，而不管刺激词的读音和语义等其它信息。如果

被试在判断汉字的颜色与汉字的语义一致的刺激词

时，或在判断汉字颜色对应的读音与汉字读音一致

的刺激词时，被试对汉字颜色的判断反应会显著地

加快，说明被试的语义或语音信息得到了自动激活。

从对聋生组和对照组之间对刺激词颜色判断的

反应时和正确率进行的方差分析发现，聋生组和对

照组相比，其语音编码水平存在显著差异；字组类型

对被试的反应时具有显著影响；被试类型与字组类

型之间不存在显著的交互影响。这从对比的角度揭

示了聋生语音意识的特点。

单独从聋生组来看。从反应时的角度，聋生组

的语义促进效应较为显著，语音促进效应不显著。

前者说明语义对聋生进行刺激词颜色判断起到了促

进作用，在该实验任务中，聋生的语义激活较为突

出；后者虽然表明语音的自动激活不显著，但语音一

致与语音冲突和中性刺激条件相比，其反应时都较

短，仍然说明语音信息得到了激活，聋生在一定程度

上存在语音编码现象。这也可以说明聋生的语义水

平相比语音水平要高得多，刺激词的语义容易被激

活，而语音激活效应不明显。这与 -./01.23 4 56.7
8291 使用 :32;;< 效应发现聋生具有语音编码能力得

到的结论是一致的，也支持 =1>?;> 4 @6;A.2 发现聋

大学生能使用语音编码进行韵脚判断的研究结论。

由此可见，使用 :32;;< 效应对大学生进行语音意识

研究，即使研究者、时间、地点、材料、语言等不一样，

都得到同样的结论，即聋大学生具有语音意识，证实

了实验研究前的预设。

单独从对照组来看，对照组不同水平刺激词颜

色判断的反应时和正确率统计结果表明，从正确率

的角度，语义促进效应不显著，语音的促进效应非常

显著，说明语音对被试进行刺激词颜色判断起到了

促进作用。在该实验任务中，对照组的语音激活效

应较为显著，但语义激活程度不够。这也可以说明

对于正常大学生而言，在此实验任务中，语音的自动

激活阈限较低，激活水平较高，而语义的自动激活阈

限较高，激活水平较低。这跟陈曦、张积家的研究结

果基本一致［#(］。他们的研究发现，在反应时上，语

义一致和语义冲突都表现出明显的色词干扰效应；

语音一致有显著的促进效应，但语音冲突不存在显

著的促进效应。这与郭桃梅等的研究结果也是一致

的［#+］。在没区分一致和冲突的条件下，她们的研究

发现，与控制组相比，语义和语音促进效应都显著。

! 结论

在不需要语音编码的参与也能完成实验任务的

:32;;< 效应实验中，当色词的同音词的字体颜色与

词的读音不一致时，反应时比一致条件下要长，聋大

学生出现了语音混淆现象，聋大学生的语音编码得

到了自动激活，聋大学生具有语音意识，但与听力正

常，年龄、智力与之匹配的大学生相比，其语音编码

水平显著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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