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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阅读障碍是中小学生最常见的学习障碍之一，它严重影响学龄儿童的学业成绩和人格发展。近年来，国内

研究者已经逐渐发展出汉语阅读障碍的理论模型和干预技术。本文对中小学生汉语阅读障碍的症状表现、

成因和内在机制进行梳理，总结汉语阅读障碍的干预方法，为我国阅读障碍儿童的教育活动提供参考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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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yslexia is one of the most common learning disabilities among adolescents. Dyslexia seriously 
affects the academic performance and personality development in school-age children. In recent 
years, Chinese researchers have gradually developed theoretical models and intervention tech-
niques about Chinese dyslexia.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reviews the causes and clinical symp-
toms of Chinese dyslexia in primary and middle school students, discusses its potential cognitive 
mechanisms, summarizes the intervention methods, and provides some useful stategies and ref-
erences for educational activities of Chinese dyslexia childr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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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阅读障碍是指智力正常的儿童在发育过程中没有明显的神经性或器质性损伤，但阅读能力却显著落

后于其相应智力水平或生理年龄的现象[1]。在学龄儿童最常见的学习障碍中，阅读障碍的发生率明显高

于其他类别的发展性障碍，比如数字障碍、书写障碍等。国外发达国家关于阅读障碍的研究已经有数十

年的历史，但由于汉语与英语在音、形、义等各方面均存在巨大差别，国外的研究结果并不能直接用于

汉语阅读障碍的研究当中。基于其他语种开发出来的干预阅读障碍的方法和技术，也不宜直接使用于我

国的中小学生身上。 
在上世纪 80 年代以前，国内学者曾一度倾向于认为汉语中不存在阅读障碍。但后来的跨语言对比研

究发现，汉语阅读障碍的发生率并不比英语低[2]。针对学龄阶段儿童和青少年的普查结果，英语阅读障

碍的发生率约为 4%~10%，汉语阅读障碍的发生率约为 3.5%~10% [3]。由此可见，阅读障碍的发生率具

有跨文化的普遍性和一致性，差异远比学者们预测的更小。正因如此，国内学者逐渐开始关注汉语阅读

障碍，并着手相关研究。考虑到中国总人口的规模，全国的汉语阅读障碍者的绝对数量比较庞大。加强

汉语阅读障碍的研究，有助于尽早发现学龄期儿童的阅读障碍问题，并进行有效地干预，具有非常重要

的现实意义。 

2. 汉语阅读障碍的类型和特征 

作为表意文字，汉语阅读的认知加工过程具有一定的复杂性。与其他语种相比，汉语是一种音、形、

义相结合的文字，一个字对应于一个音，而且对应于相应的语义。此外，汉语的同音字很多，同形字也

很多。汉语需要汉字之间进行比较复杂的排列组合。这都给汉语阅读障碍的研究带来了一定的困难。不

过，随着国内学者对汉语阅读障碍的日益关注，他们采用多样化、多层级的研究手段和方法，不断地扩

大和加深我们对汉语阅读障碍的理解。 
国内学者对汉语阅读障碍的分类，体现出不同的思考角度。有学者从言语加工能力的角度，将汉语

阅读障碍分为单字识别障碍、词句理解困难和混合型这三类，其中混合型占大多数[4]。其他学者基于汉

语阅读障碍的脑机制，分为 I 型、II 型和 III 型，其中也存在混合型。这说明，有些汉语阅读障碍者表现

为特异性的认知损害，而另一些阅读障碍者则是多方面的发展性缺陷。国内学者通过对比研究，发现汉

语阅读障碍具有一些典型特征，与英语阅读障碍的研究结果不尽相同。 
第一，汉语阅读障碍既可能表现为音、形、义某个方面的加工困难，如不理解字在特定词中的意义，

或者不能有效地进行语音分析，也可能表现为不能将三者之间的关系逐一对应。与英语不同的是，汉语

阅读障碍通常表现在单字水平。 
第二，汉语阅读障碍存在三种主要的亚型，即语音缺陷型、快速命名缺陷型及两者结合的双重缺陷

型[5]。语音缺陷型儿童通常语义错误更多，并且对声旁中的部分语音线索不敏感。快速命名缺陷型儿童

则与语音缺陷型相反，在汉字识别时主要依靠声旁语音线索，表现出阅读发展水平的延迟。相比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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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重缺陷这一亚类型的阅读能力受损最为严重。 
第三，语音意识缺陷具有共同性。有研究表明，很多汉语阅读障碍儿童都存在语音缺陷，语音分析

水平差和语音记忆能力差是阅读障碍的主要原因[6]。与之类似，北师大学者的个案研究也表明，阅读障

碍儿童能够分析和记忆整体性语音单元，但对分散的语音单元的细致分析与加工水平则较差[5]。此外，

实验研究表明，汉语阅读障碍儿童的汉字认知过程与表音文字存在诸多相似之处，而语音缺陷仍是其主

要表现。不过，也有研究者得出了不同的结论，他们推测阅读障碍可能与字形识别有关，因为对于字形

相似的材料，阅读障碍儿童不会表现出语音障碍[7]。 
总体而言，关于汉语和英语的阅读障碍研究结论具有一定程度的共通之处，语音障碍是阅读障碍者

的跨语言一致性表现。 

3. 汉语阅读障碍的早期筛查与诊断 

尽早对儿童开展汉语阅读障碍筛查，无疑具有极高的实用价值。阅读障碍儿童可能在语音意识、语

音短时记忆、快速命名等方面存在困难，他们在学习阅读能力的初期，就已经展示出一些端倪。尽早筛

查出阅读障碍，就可以及时开展具有针对性的干预措施。这不仅可以收到更好的干预和治疗效果，还能

够为家庭和社会节约更多的资源[8]。 
早期筛查可以在幼儿园和小学低年级开展。针对小学生的筛查，可以采用比较规范的方法和工具，

比如语音技能测验、快速命名能力测验和正字法意识测验。语音技能测验用于评估儿童的语音意识，通

常分为短时语音记忆和目标语音识别等任务。快速命名能力测验通常让儿童不假思索地读出一连串的数

字、字母、颜色词或者图片材料，考察儿童符号命名和提取语义的能力。正字法测验是通过真假汉字来

评估儿童的字形加工和判断能力。上述测验都有详细的计分规则，用于统计最终的诊断分数。 
针对幼儿的筛查稍微困难一些，原因在于幼儿园儿童的年龄偏低，言语能力尚不发达，实施测验时

不太方便，准确性也容易受到影响。此外，用于实施测验的工具和材料，也不能直接沿用成人、青少年

或小学生的版本，而需要开发适合于幼儿的工具。国内研究者通常从词汇、语素、假词、语法、读图等

方式来考察幼儿的汉语阅读能力。比如，看图说话、词汇跟读、句法纠错等等。必须注意，看待幼儿阅

读能力的筛查结果，应该非常谨慎，不宜轻易下结论。 

4. 汉语阅读障碍的成因和机制 

到目前为止，国内关于汉语阅读障碍的解释主要集中在生物机制和言语加工机制这两个层面。前者

涉及阅读障碍的脑机制和遗传机制，比如脑激活模式、染色体异常等，而后者则包括言语加工的各个认

知过程，比如对音、形、义的编码和操作。 

4.1. 阅读障碍的生物机制 

神经科学研究表明，普通人在阅读时的脑活动以左颞叶与后脑区为主，而阅读障碍者则表现出较高

的后脑对称性或者非对称性。分半视野实验显示，正常人的语音加工主要依靠左脑，而阅读障碍者则多

依靠右脑[9]。如前所述，语音加工障碍是汉语阅读障碍的典型表现之一，而颞叶与人的语音加工密切相

关。这一观点在 fMRI 实验中得到了验证。脑成像结果显示，与普通人相比，阅读障碍者在单字阅读和

语音加工任务中，颞叶和顶叶下区局部的激活程度明显更低。同时，对局部脑血流的分析表明，左角回

功能区探测性最高[10]。这说明，阅读障碍者该区域存在功能性损伤，促使该区域过分激活，这反而降低

了他们的阅读能力。此外，有研究发现，阅读障碍者存在不同程度的视觉加工障碍，他们在视知觉阈限、

视觉暂留功能和对比敏感度等方面均有所损伤[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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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因研究也试图揭示阅读障碍的机制。双生子研究显示，同卵双生子均为阅读障碍者的概率远远高

于异卵双生子。在阅读能力方面，前者的相关性也同样高于后者。这表明，阅读障碍具有一定程度的遗

传相关性。采用分子连锁分析技术，结合不同的阅读成分，研究结果发现，语音意识与 6 号染色体有关，

而单字阅读则与 15 号染色体有关[12]。 

4.2. 阅读障碍的言语加工机制 

已有研究表明，阅读障碍者在语音意识、解码过程、语义加工和字形加工等方面存在不同程度的障

碍。如前所述，很多阅读障碍者都表现出语音意识障碍。语音意识障碍是指将字词解析为音素的过程，

或者将音素组合成语音的过程。在中小学生当中，阅读障碍者通常在将音素加工成语音的过程中存在困

难[5]。此外，研究发现，有些阅读障碍者在解码过程中出现了异常。研究者向学生呈现文本或错词，要

求学生将其大声朗读出来，而解码障碍者通常会出现朗读困难，甚至辨认困难[7]。研究者基于能量分配

理论，认为解码障碍的学生可能在注意资源的分配上不尽合理，比如将过多的注意资源分配给低水平加

工过程，而用于建构词义的注意资源却远远不足，最终造成整体阅读能力偏低。 
还有些阅读障碍者的表现是语义搜索困难不足。当中小学生看到一个一个的字词时，他们从心理词

典中匹配这些字词的语义，将它们激活，使之达到可辨认的水平。由于存在语义加工障碍，再加上语义

数量本来也不够丰富，阅读障碍儿童无法快速在自己的心理词典中搜索到字词的语义，从而妨碍了儿童

的阅读速度和理解准确性。最后，一部分阅读障碍儿童存在字形加工困难。这些中小学生出现阅读障碍

的主要原因是视觉加工缺陷，这使他们在辨认字形时非常缓慢，而且正确率偏低。近期研究表明，阅读

障碍儿童的空间对比度比普通儿童更低，而且他们的空间频率的最低阈值是普通儿童的两倍，对细节信

息的识别也更慢[8]。 

5. 汉语阅读障碍的干预方法和教育启示 

到目前为止，针对汉语阅读障碍儿童的干预措施已经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仍然存在一些问题。首

先，由于起步较晚，国内教育界对于汉语阅读障碍的重视程度还远远不够。再加上家长不愿意承认和面

对子女的发展性缺陷，导致汉语阅读障碍者的早期筛查工作未能顺利地广泛开展。如前所述，尽早对阅

读障碍儿童采取合理的干预措施，能够收到较好的康复效果。如果错过了言语能力发育的重要时期，对

阅读障碍者本人、家庭和社会而言都是严重的损失。建议教育部门和媒体增加对阅读障碍的科普工作，

让社会大众对它有更深入的理解，尽可能降低学校和家长的污名倾向。同时，应将筛查年龄降至幼儿园

大班和小学一二年级，这是干预汉语阅读障碍的关键期。其次，目前国内对于汉语阅读障碍的诊断标准

还没有完全达成一致。虽然国内学者开发了一些测试工具，但这些工具的规范性和通用性还未得到证实。

有些测试工具模糊了智力和阅读能力之间的分界线，引发了误导性的结果。最后，尽管国内学者已经开

发了一些针对汉语阅读障碍的干预方法，但干预效果尚不十分明确。目前，国内学者主要从生理层面和

认知层面进行干预。 
采取生理干预方法的研究者倾向于将阅读障碍当作一种认知疾病来对待，故而使用规范化的医疗措

施。比如，阅读障碍儿童存在语音加工异常，或者视觉皮层发育异常，它们在生理上对应于颞叶激活异

常和巨细胞通路受损[13]。对于后者，研究者提出可以改变视觉传导通道，直接将外部传来的视觉刺激转

换为脑电，避开巨细胞通路，直达视觉中枢。借助这个方法，可以解决阅读障碍儿童的视觉加工异常所

引发的字形障碍等。 
在认知层面，国外发达国家已经探索了多种干预方法。总体思路是，根据不同年龄段的阅读特征进

行有针对性的指导和训练，逐步提高阅读水平。国外专家的经验表明，最好在小学低年级就开始进行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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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的阅读障碍筛查，然后根据每个儿童的阅读模式，制定个性化的干预和训练方法，争取在青春期或之

前就获得一定的干预效果。到目前为止，汉语阅读障碍的康复方法主要聚焦于语音意识训练和感知觉能

力训练这两大类。感知觉能力训练有助于儿童提高听语能力和视觉加工能力，再加上语音训练和识字策

略训练，从而提高儿童的语言加工速度和准确性，最终改善儿童的阅读能力[8]。此外，国内学者对阅读

障碍儿童进行阅读监测训练，显著改善了儿童的汉语阅读能力。而教育实验结果也表明，阅读障碍青少

年在接受音节拼写分析法的训练之后，解码生词的能力明显提高。未来的干预方法可能是整合模式，将

生理层面和认知层面的技术结合起来，期望达到更好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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