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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年来，心理学研究者们越来越聚焦于人类言语的发展，言语产生过程是心理语言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方

向，其中的词汇选择阶段需要抑制控制能力帮助人们选择正确词汇，保证言语产生的流畅性。本文总结

国内外有关研究发现抑制控制能力在其言语产生的不同发展阶段所发挥作用不同，主要受认知资源以及

熟练度的影响。且随着认知功能的发展，抑制控制能力也呈现出先提高再下降的一种趋势，从而影响言

语产生过程。最后，从建议更新范式、采用新的方法、在视听等不同方面研究言语产生过程中的抑制控

制能力的作用等方面进行总结与展望，希望可以为以后的研究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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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psychological researchers have paid more attention to the development of hu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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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eech. The process of speech production is an important research direction of psycholinguistics, 
in which inhibition control is needed in the lexical selection stage to help people choose the right 
words to ensure the fluency of speech production. After summarizing the relevant research at 
home and abroad, the authors find that inhibitory control ability plays a different role in different 
stages of speech production, which is mainly affected by cognitive resources and proficiency.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ognitive function, inhibition and control ability also shows a trend of first 
increasing and then decreasing, thus affecting the process of speech production. Finally, it is 
hoped that by summarizing and prospecting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updating paradigm, adopt-
ing new methods, the role of inhibition and control in speech production and other aspects, this 
paper can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future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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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语言是我们人类区别于其他动物进行沟通的一种特殊手段，也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项技

能。语言产生(Language Production)是表达内心想法的一个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要遵循一定的法则，是需

要通过大脑进行加工，属于人类的认知活动(彭聃龄，舒华，陈烜之，1997；张清芳，杨玉芳，2003)。在

言语产生的组织阶段(词汇通达阶段)，会出现抑制控制行为从而使言语正常组织为发音阶段做准备。近年

来心理学者们对于言语产生这一领域的研究越来越重视，但侧重点各不相同，且研究偏向于对于同一人

群的理论机制研究，很少有对其言语产生能力发展不同阶段的横向研究。抑制控制作为重要的认知功能，

在言语产生的多个层面上都起到了重要的调节作用，但其在言语产生能力发展的不同阶段所发挥的作用

很少有研究者进行讨论。与记忆、思维等认知过程相似，人类的口语产生能力的发展是随着年龄的增长

而发生衰退的。也就表现为老年人与青年人相比，更多地出现提取单词失败的现象(杨群，张清芳，2015)。
而本文主要从言语产生的词汇选择阶段入手，深入探讨此过程中抑制控制能力在言语产生能力的不同发

展阶段是否有所差异，从而揭示言语产生过程中抑制控制能力的主要心理机制。也有研究表明对于高熟

练的双语者来说，双语经验能够促进抑制控制能力(李恒，曹宇，2016)，这有助于深入探索抑制控制能力

在言语产生能力发展的不同阶段的特点，从而引导人类通过训练和干预来保证其更好地进行沟通，保证

言语产生的流畅性与准确性。 

2. 基础概念及范式 

根据目前有关言语产生的研究，言语产生的过程包括了概念化、言语组织和发音(conceptualization, 
formulation and articulation)三个阶段，其中言语组织过程，是言语产生的核心过程(Garrett, 1975; Dell, 
1986; Roelofs, 1992; Harley, 2001)。根据 WEAVER++模型，言语产生是一个激活扩散的过程，在选择词

汇时同时激活许多词条，词条之间存在竞争并对词汇选择过程造成干扰(Roelofs, 1997; Levelt, 2001; 
Roelofs, 2003; Piai, Roelofs, Jensen, Schoffelen, & Bonnefond, 2014)。在汉语的表达过程中，词汇语义以及

语音都会出现竞争这就需要即抑制控制能力发挥作用，控制选择正确的词汇抑制其他激活的语义或者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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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词条，从而产生更加清楚地言语(Barkley, 2012; Goldstein & Naglieri, 2014)。这也就意味着一个人的抑

制控制能力越强，抗干扰的能力就越强，在言语产生过程中也就越能准确、流利地进行言语表达(Roelofs 
& Piai, 2011)。抑制控制能力是执行能力的核心，它通过克服强大的内部倾向或外部诱惑而做出更合适的

选择(Diamond, 2012)。言语产生过程中缺乏抑制控制，沟通过程将会偏离正常的轨迹，正是如此，抑制

控制能力是保证正常言语过程必不可少的条件(Sikora, Roelofs, Hermans, & Knoors, 2015)。 
不同研究对于抑制控制的分类不同，有研究将抑制分为主动抑制和反应抑制，在言语产生过程中的

抑制主要指的是主动抑制，研究中所使用的范式为信号停止任务，此任务的大致流程是在出现信号时按

指定键，出现停止信号时不需要按键(Kramer et al., 1994)。Harnishfeger (1995)和 Nigg (2000)将抑制根据

不同种类的抑制对象进行分类，分为认知抑制和行为抑制。言语产生过程中的抑制控制属于认知抑制，

认知抑制是个体抑制与目标任务无关的注意，抑制潜在的无关干扰。Nigg 根据是否需要意识的参与，将

抑制分为自动抑制和有意识的抑制，言语产生过程中的抑制控制属于自动抑制，是个体自发的且不易察

觉的抑制。个体一般意识不到正在进行的抑制控制的过程，如语篇加工时，只会意识到正在思考的文章

主旨的意思，意识不到没有思考的内容。抑制控制研究主要应用的范式包括 Stroop 范式，Simon 范式，

Flanker 范式及 Go/No-Go 范式等，其中 Stroop 范式的变式图–词干扰范式应用比较广泛。 
综上所述，在言语产生的过程当中抑制控制能力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抑制控制能力在言语产生能力

发展的不同阶段是怎样发挥作用的，所表现出的差异是否说明了是由于言语产生能力所处发展阶段的不

同所导致的；且抑制控制能力在言语产生能力发展的不同阶段中的提高和下降是否会影响其社会生活和

交流过程；这些问题是值得我们所探讨的。本文聚焦于前人研究，深刻探讨此问题并为以后的研究提供

方向与研究思路。 

3. 言语产生的不同发展阶段中抑制控制的相关研究 

对于讨论言语产生的不同发展阶段，可以将研究对象分为儿童、成人以及老年人。以此可以探讨在

各个发展阶段中，抑制控制具体发挥怎样的作用，以及各个阶段之间有何差异，具体原因是什么。在这

些研究对象中双语者、口吃患者也是值得讨论的。首先，双语者作为被试能更清晰的探讨抑制控制能力

在语言选择时的作用机制，且对于第二语言成熟的儿童以及成人来说可探讨不同发展阶段的差异；其次，

言语产生障碍的口吃患者作为被试，可以探寻言语产生能力在口吃儿童和成年口吃之间抑制控制能力的

差异，也可以探讨正常者与异常者在言语产生的不同发展阶段中抑制控制所发挥的作用是否有差异，考

虑这种差异是否是导致口吃的关键因素。 

3.1. 儿童言语产生过程中抑制控制的相关研究 

对于儿童言语产生的研究可以从双语儿童以及口吃儿童入手，近几年对于双语儿童的研究主要侧重

于在选择适当的语言进行沟通时，怎样正确规避另一种语言，保证言语产生的准确性。对于口吃儿童的

研究主要倾向于探讨抑制控制能力是否是使其产生口吃的原因。 
有研究探讨了抑制控制能力在傣—汉双语小学生词汇选择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结果表明在词汇选

择过程中，被试的傣、汉两种语言系统的词汇均被激活。当傣语为主任务语言时，汉语作为非主任务语

言与傣语在词汇选择过程中产生了竞争，被试需要使用较多的认知资源抑制汉语的干扰，反应时也就随

之增加，来正确选择傣语词汇；当汉语为主任务语言时，傣语系统激活程度小于汉语，抑制和解除傣语

词汇所需要的认知资源相对较少，反应时也随之减少(陶云等，2015)。 
有研究使用出声反应的 Go/Nogo 范式，探讨抑制控制能力在口吃儿童言语产生中发挥的作用。

Go/No-Go 范式主要强调被试在任务中的反应能力，用于研究个体反应抑制能力(Cragg & Nation,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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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实验过程中，Go 任务指被试要根据指示对某些优势刺激作出反应，而 No-Go 任务指小概率事件出现

时进行抑制控制(不做任何反应)的任务，抑制控制能力的评价指标为Go的反应时和No-Go反应的错误率。

Go/No-Go 任务主要测量被试的认知能力，如判断或辨别某种刺激，任务和材料比较简单，所以被试人群

也多为儿童和老年人，也为特殊被试抑制控制能力的研究提供了可行性方向。所以该研究通过使用此范

式可以更为直接地检验口吃儿童与言语产生有关的抑制控制是否存在异常。结果显示，抑制控制能力在

口吃儿童言语产生中并不存在普遍缺陷(赵黎明，刘奕伶，2019)。 
对于言语系统还未成熟的小学生来说控制认知资源能力尚不完善，言语产生能力处于初级阶段，抑

制控制能力相对较弱，在选择语言时的反应时间较长。对于儿童口吃来说由于其言语能力发展并未完善

所以研究结果并不明确，不能确定抑制控制能力是否是其口吃的原因，需要接下来进一步进行探索研究。 

3.2. 成人言语产生过程中抑制控制的相关研究 

对于成人言语产生过程中抑制控制的相关研究也是对双语者以及成人口吃患者进行讨论。对于言语

系统相对来说比较成熟的成人来说，有研究使用 Simon 任务研究英汉双语大学生言语产生过程中抑制控

制的作用。Simon 任务主要是在屏幕的偏左或偏右位置呈现一个箭头，同时被试会听到一个刺激声音“左”

或“右”，刺激声音可能与屏幕上显示的箭头方向相同也可能不相同，被试需要忽略箭头的位置选择听

到方向反应键进行反应(Blumenfeld & Marian, 2013)。Simon 任务主要体现的是按键方向与屏幕呈现箭头

方向的冲突，该任务中抑制控制能力评价的指标为被试的反应时和错误率。结果表明，抑制控制能力在

言语转换阶段大于言语产生阶段；英汉双语者在单任务和双任务条件下的抑制控制机制有差异，并且，

低熟练双语者与高熟练双语者差异较大；第二语言熟练程度和抑制控制能力都会影响英汉双语者言语产

生中的抑制控制机制，且抑制控制能力对低熟练双语者的影响更大，反应时更长(石凯会，2019)。 
对于成年口吃患者的研究来说，有研究使用了两个版本的停止信号反应时间任务来进行实验。结果

发现，口吃成人样本的停止信号反应时间有所增加。在不明显的语音产生的任务中，口吃者在抑制控制

方面存在缺陷，不能用执行控制或加速运动执行方面的一般缺陷来解释(Markett et al., 2016)。这一实验存

在的缺陷是对于口吃者的研究并没有使用语言产生任务，这是否就是探讨口吃者与常人的差异所在的关

键，值得关注。 
对于双语成年人来说，言语系统完善，抑制控制能力相对较强但受熟练程度影响较大。对于口吃者

这种特殊人群的研究来说，目前对于成人口吃者的研究结果较为明确，发现成年口吃者较弱的抑制控制

能力可能是其产生口吃的原因(Markett et al., 2016)。 

3.3. 老年人言语产生过程中抑制控制的相关研究 

老年人的言语产生能力与认知过程类似，都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发生衰退(Burke & Shafto, 2008)，在对

老年人言语产生以及抑制控制能力的研究中，有研究者测试了双语对认知能力下降的终身双语老年人的

影响是否比普通单语老年人好。该研究采用经典 Stroop 范式，此范式主要用于评定与言语有关的抑制控

制能力，实验刺激包括色词一致、中性、和不一致三类刺激，要求被试排除词的干扰颜色正确命名(MacLeod, 
1991)，Stroop 范式属于刺激维度冲突，需要被试准确规避与任务要求无关的维度，对与任务要求有关的

维度做出反应。该研究比较了双语者和单语者在语言和数字 Stroop 任务上的差异，发现在抑制能力上无

差异。其次，在对 70 名老年双语者(第二语言掌握程度从低到高)的测试中，发现熟练的第二语言不会导

致执行控制功能的过多调节(Antón et al., 2016)。但 Bialystok, Craik 和 Luk (2008)采用 Simon 任务、Stroop
命名任务进行研究，发现双语老年人执行功能成绩明显好于单语老年人。也有研究证实双语经验延缓了

双语老年人执行功能中抑制控制能力的老化(焦江丽，刘毅，闻素霞，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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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实验表明老年人在言语产生过程中存在抑制缺陷，并阐释抑制能力对言语产生老化的影响。该研

究探讨高激活水平和低激活水平的竞争抑制条件下，言语产生老化中的抑制不足现象，比较年轻人和老

年人的言语产生反应差异。结果发现，相较于年轻人，老年人在面对激活水平高的语义竞争时抑制能力

更弱；老年人抑制能力在激活水平低的语义竞争条件下与年轻人无差异；老年人抑制图片角色冲突能力

较差；且相较于年轻人，老年人在语序和图片呈现顺序不一致时造句成绩更差(朱云霞，陈栩茜，张积家，

2014)。 
相较于成年人，老年人由于认知能力衰退，非选择性抑制能力减弱。有研究采用图−词干扰范式比较

成年人和老年人非选择性抑制能力在言语产生过程中，对词频效应和图画命名潜伏期的影响。结果发现，

老年人较成年人而言，未出现干扰词频效应，在图画命名过程没有受到无关干扰词的词频影响。支持了

口语产生认知老化传输不足假设，老年人认知功能衰退导致其不能利用干扰词的词频信息。且老年人由

于非选择性抑制能力减弱与成年人相比图–词干扰范式中图画命名时间延长(杨群，张清芳，2019)。 
综上所述，目前对于老年人在言语产生过程当中抑制控制能力的研究表明，确实由于功能的衰退导

致了其抑制控制能力与青年人相比减弱。但在双语老年人认知能力的实验中，双语老年人成绩明显更好，

双语经验延缓了双语老年人执行功能中抑制控制能力的老化，所以在老年人防止认知能力减退以及言语

产生能力减退的过程中，是否可以通过增加其兴趣，鼓励在老年大学等多进行双语学习来保持执行控制

能力。但是，对于老年人的研究仅仅是对于抑制控制能力理论模型以及各方面的证据研究，对于其内部

机制的研究比较浅显，对我们减缓老年人认知能力衰退的建议提供的支持不足。 

4. 结论 

综上所述，抑制控制能力在言语产生的不同发展阶段的作用不同。在儿童时期，由于言语产生能力

发展不完全、认知资源较少，所以较成人来说其抑制控制能力较弱；且对于口吃儿童而言抑制控制能力

是否是其产生口吃的原因还不确定。在成人时期，言语产生能力发展完全，对于正常双语者来说抑制控

制能力较强，但受熟练度影响较大；对于成人口吃患者来说抑制控制能力弱是其产生口吃的主要原因。

在老年时期，由于认知功能的衰退，其言语产生能力也呈下降趋势，导致了其抑制控制能力与青年人相

比减弱，双语老年人比单语老年人的抑制控制能力强。 
对于正常双语者来说，根据双语儿童与成人的对比可以看出，言语产生能力发展的完全与否是由认

知资源的多少影响的，言语产生能力发展不完全的儿童与言语产生能力发展完全的成人相比抑制控制能

力相对较弱，反应时较长；第二语言熟练程度会影响双语者言语产生中的抑制控制能力，且对低熟练双

语者的影响更大，反应时间增加。对于口吃患者来说，较弱的抑制控制能力可能是其产生口吃的原因，

这也说明抑制控制对于言语正常产出的重要性。比较口吃儿童与成人口吃患者发现，抑制控制能力在儿

童时期由于言语产生能力发展不完全所以影响并不明显，而成人处于发展完全阶段，抑制控制能力所发

挥的作用就显现出来，也就印证了前面研究的结果。 
总的来说，抑制控制能力受认知资源以及熟练度的影响，且随着认知能力的发展，抑制控制能力也

是呈现出先提高再下降的一种趋势。通过增加认知资源以及保持双语训练，增加语言的熟练度，可以增

强抑制控制能力，保证言语的流畅性。 

5. 研究展望 

抑制控制能力主要起到的作用是帮助我们在言语产生的过程当中准确且快速地抑制竞争与干扰，促

进言语的流畅性。本文通过各种研究的讨论，了解了不同人群的抑制控制能力在言语产生能力不同发展

阶段中所发挥的作用。且在口吃者与功能退化的老年人中，抑制控制能力的减弱或者衰退确实也是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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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言语产生困难的可能原因。通过对前人研究的梳理我们发现主要研究是单一且横向的，仅仅研究其

现状而未对其发展过程进行深入的探讨。那么在以后的研究中提出如下展望： 
1) 希望以后的研究可以从纵向出发，研究某一固定群体言语产生发展的过程中的抑制控制能力的发

展特点，尤其是在特殊被试群体中，是否可以通过研究更好地探讨其在言语发展过程中的问题所在。也

可以尝试使用不同的研究方法，有研究者对言语产生中抑制控制能力的神经基础非常感兴趣，尝试采用

ERP 和 fMRI 技术来进行研究，但仍存在争议。比如 Abel 等(2009)采用自然发音的 PWI 任务，发现语义

类别相关引发了语义抑制，语义抑制激活了左侧额下回眶部与颞极上部，与其他研究结果不一致(Hocking, 
McMahon, & de Zubicaray, 2010; Price, 2010)，所以对于此类研究仍可进一步探讨。 

2) 在接下来对于老年人言语产生过程中抑制控制能力机制方面的研究，可以研究其在视觉干扰以及

听觉干扰两方面抑制控制所发挥的作用是否不同，哪一种的抑制控制能力较强，也就是哪种功能衰退较

快会更多影响老年人的生活。也可以把干扰刺激分为语音干扰以及语义干扰进行对比研究，探讨哪种干

扰会更多地影响老年人言语产生过程，这样我们可以从其基础机制出发，探讨老年人怎样训练和保持才

能减缓认知能力的衰退，更好地适应老年生活，拥有更幸福的人生。 
3) 正常人和口吃患者的抑制控制机制的区别也需要更加明确地阐述分析。本文综合探讨了言语产生

不同阶段抑制控制能力的特点，下一步的研究可以考察不同的抑制控制能力(选择性和非选择性抑制能力)
对各个年龄段(18~80 岁)言语产生过程的影响。最后，研究抑制控制的研究范式有待更新，来消除研究者

对已有的研究范式存在的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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