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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阅读中语境信息是帮助读者更快更深入的理解当前文本内容的重要因素之一，预视加工也同样是阅读

中的重要影响因素之一，一个是自上而下的加工方式，一个是自下而上的加工方式，这两个方面是怎样

相互作用进而影响阅读的过程，文中通过介绍已有研究简要解释了这个过程，结合现有研究提出了目前

存在的局限性和未来研究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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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Chinese reading, contextual information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factors to help readers un-
derstand the current text content faster and more deeply. Preview processing is also one of the 
important influencing factors in reading. One is the top-down processing method and the other 
is the bottom-up processing method. How do these two aspects interact to affect the reading 
process, this paper briefly explains this process by introducing the existing research, and puts 
forward the existing limitations and future research direction combined with the existing re-
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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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在读者的阅读过程中，由于认知资源有限，每次注视获得的有效信息也是有限的，但读者的认知资

源也不仅局限于注视点(中央凹注视)的信息，对于注视点左右两侧(副中央凹区域)的信息也是可以获得一

定的加工，由于阅读习惯通常是注视点右侧的信息会得到一定程度的加工，使用从副中央凹中得到的信

息会减少随后被注视词的识别时间，增加眼跳距离，加快阅读速度，这就是副中央凹预视效应(parafoveal 
preview benefit effect) (白学军，刘娟等，2011b)。在探讨预视效应时研究者们主要使用边界范式(boundary 
paradigm)，范式原理为实验中在目标词的左侧设置一个边界，这个边界被试是看不到的。当被试的眼睛

没有越过边界时，呈现预视内容；当眼睛越过边界时，目标词替代预视内容被呈现。由于眼跳的过程会

抑制信息的提取，因此我们把预视内容变成目标词的过程放在被试眼跳的过程中，这样被试就不会意识

到呈现内容的变化(Rayner, 1975)。 
除了预视效应，语境预期性也一直都被认为是影响阅读的重要因素。有研究者(Clifton et al., 2016)以

为预期性是影响词汇认知加工的第三大因素。语境预测性(contextual predictability)主要是指根据所研究的

目标词呈现之前的文本内容推测目标词，对于词汇加工有着促进作用。当一个语境中仅有一个或几个少

数词填在目标词的位置是合情合理符合逻辑的，那么读者预测到目标词的可能性就会很高，这个语境就

是一个限制性高的语境，同时预测性也会高；相反有许多词都可以放在句子中那么读者预测到目标词的

概率就会降低，这就是一个限制性低的语境，预测性也会低。研究语境主要使用的是命名或词汇决策任

务。任务通常会呈现一个句子的部分内容，然后被试通过命名或词汇决策的方式来确定目标词(会立即呈

现)。语境和目标词之间分为一致和不一致两种情况。研究所得出的一般结论为：当被试预测与实际情况

一致即语境预测性高时被试对于目标词的反应时要比预测与实际情况不一致即语境预测性低时的目标词

反应时要更快。在眼动研究中发现：1) 语境是高限制性时的目标词比没有限制性的目标词跳读率更高

(Pollatsek, Rayner, Reichle, Stroud, & Williams, 2006)；但同时也有学者(Abbott & Staub, 2015; 张慢慢，臧

传丽，白学军，&闫国利，2020)提出与词长有关，长词总体上被跳读的概率就会低一些，预测性以及合

理性对于较短词的影响更显著一些；2) 相较于语境没有限制性的词，被试对于有限制性语境的目标词的

回视要少一些；3) 当目标词被注视时，在有限制性语境下的词注视时间短于非限制性语境下的词。上下

文情境的约束会影响阅读过程中的眼球运动行为。与无法预测出来的单词相比，从上下文中预测出的单

词读起来更快(Ashby, Rayner, & Clifton, 2005)。具体的说，与没有情景限制的词相比，情境限制性高的目

标词注视时间更短，被跳过的频率更高，并且句子前后的语境有预测性时从副中央凹处获取的信息比语

境没有预测性所获取的副中央凹信息更多，同时也有学者指出单词的可预测性(或该单词所处语境的上下

文约束量)会影响到对于目标词的注视时间和是否会发生跳读(Rayner & Well, 1996; Abbott, Angele, Ahn, 
& Rayner, 2015; Liu, Wang, Yan, Paterson, & Pagán, 2020)。 

对其产生机制的解释主要有两种理论，即 E-Z 读者模型与 SWIFT 模型。E-Z 读者模型是序列加工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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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的代表，即词汇加工是按照序列逐个进行的，注意资源每次只分配到一个词上。只有对当前注视词 n
完成词汇通达，注意才会转移到词 n + 1 上，这时就开始了预视加工；当 N + 1 词是语境预测性高的词

就会相对容易加工，当注意转移到 N + 1 词前，副中央凹处已经完成了词汇通达的过程，所以就更容易

被跳读。并且因为语境预测性高，与目标词会有更多联系所以预加工 N + 1 词时也会促进对于目标词的

理解和通达过程，同时也会让副中央凹加工的难度变小，这样对于阅读的整体过程都有促进作用，所

以语境预测性和预视效应都会一定程度促进阅读，同时也会相互影响，对于阅读起到相辅相成的作用。

SWIFT 模型是平行加工理论的代表，即副中央凹预视加工与中央凹的注视词汇加工是同时进行。虽然

知觉广度内的词汇会被同时激活，但是每个单词的激活程度是不同的，会受到多种因素影响，例如词 n
的加工难度，或是词 n + 1 的加工难度等，在一定的注意范围内每一个单词都会被加工也都可能会因为

已经识别完成而被跳过，而语境预测性高的词在副中央凹区域的激活程度要慢于预测性低的词，识别

却相对更快，所以眼睛就会选择更多注视预测性低的词而跳过预测性高的词(Schotter, Angele, & Rayner, 
2012)。 

2. 语境预测性以及对于预视加工影响的相关研究 

语境信息对于预视效应是否有影响，有着怎样的影响以及他的影响作用会受到什么因素的限制等等

这些问题现在还在争论。或者说一个是注视点左边的信息对于右边会产生的影响，另一个是注视点右边

收集到的信息对于左边或是注视点本身正在看的内容所产生一定的影响，那么读者在阅读中会受到怎么

的影响以及怎样处理这些信息，学者们还在进一步的研究当中。 

2.1. 有效性验证 

Schotter，Lee，Reiderman，和 Rayner (2015)的研究中控制了预视类型分别为：一致(begin-begin)，
同义词(start-begin)，语义相关(ready-begin)和语义无关(check-begin)，以及语境分别为中性和有限制性两

个条件，结果得出在语境有限制性即高语境条件下，预视词是同义词或语义相关词时有预视效应的存在，

即首先通过实验证实了语境预测性可以促进副中央凹的预视效应的发生。除了 N + 1 的预视范围研究者

进一步控制了 N + 2 的两个变量，语境预测性(高预测性、低预测性)和预视类型(原词、语义相近真词、

假词)，同样读者在跳读了 N + 1 时可以从 N + 2 的范围内获得预视信息。通过分析数据得出：在不同的

预视条件下语境预测性低的一组眼动数据更容易受到预视条件的影响，语境预测性高的一组数据较稳定

并且时间都较短，说明即使无法进行正常预视，被试可以借助语境信息来顺利完成阅读(Radach, Inhoff, 
Glover, & Vorstius, 2013; Angele & Rayner, 2011)。说明只要在预视加工的范围里语境信息就都可以起到促

进作用。在苏衡等人(2016)的研究中通过剥夺预视结果得出剥夺读者的正常，预视会一定程度上的消除词

汇的预测性效应。 
刘妮娜等人(2019)用有关测验将五年级的学生分为高阅读技能和低阅读技能组，通过控制阅读目标词

的语境预测性和预视类型，来探讨语境预测性效应对于阅读中预视加工的影响以及不同阅读技能被试间

的差异。研究结果显示，小学五年级的儿童利用语境信息的能力接近于成人读者，可以利用语境预测信

息促进目标词的识别；同时还能够利用副中央凹视觉信息对下一个词汇进行预视加工，从阅读技能差异

方面看高阅读技能儿童的预视加工程度会受到语境预测性高低的影响，并且在副中央凹加工开始时就会

利用语境信息帮助预视信息的获取，而低阅读技能儿童在本次研究中没有看到相互的影响存在。赵赛男

(2019) 在他的研究中用了青年人和老年人，控制了语境预测性这一变量，同样发现了所有被试都有语境

预测性效应，相比于青年人，老年人存在更大的语境预测性效应即更加的依赖自上而下的语境信息。这

些研究也证明从认知发展阶段到认知退化阶段语境预测性和预视加工都是会相互影响进而影响整体的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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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加工过程。 
相较于英语，中文没有明确的词边界进行切分，所以在研究阅读中边界切分时研究者针对中文提出

了词边界和字边界，关宜韫(2019)、王珏(2018)和赵惠中(2017)的研究也区分出了整体预期性和局部预期

性，其中探讨预期性对于预视加工影响的研究中，选择了单字词和双字词，前者只受到整体预期性的影

响，后者会受到整体预期性和局部预期性二者的影响，结果发现只有整体预期性效应时，且效应较弱时

无法引起预期性与预视类型的交互作用，当两种预期性都高时，不仅会出现 N + 1 的预视效应还会有 N + 
2 的预视效应和副中央凹—中央凹效应，而两种预期都低时以上两种效应都不会出现。 

综合以上研究可以看出语境预测性的大小会影响到预视加工的有效性，并且是相互影响。那么在眼

动研究中究竟会影响到哪些指标呢，接下来进行简单介绍。 

2.2. 对于眼动指标的影响 

语境预测性效应在阅读的哪个加工阶段发挥作用学者间有着不一样的观点，现在还在研究阶段。我

国学者中有研究者(李亚，2016)发现，通过操控语境预测性这一条件，被试对目标词的跳读率这一指标上

有显著差异，语境预测性高时跳读率更大，语境预测性低相应跳读率也小，与拼音文字阅读中语境可预

测性对词跳读的影响的阅读眼动研究结果一致。同时注视次数和总注视时间都发现了语境效应可是首次

注视时间上并没有明显差异，这说明在词汇识别的早期被试并没有充分利用语境信息，到了后期为了更

深入的理解目标词以及放在句中的含义时需要语境信息来帮助理解，与白学军等人(2011a)的研究结果一

致，实验控制了语境预测性和空格这两个变量，同样在首次注视时间反映早期加工的指标上不显著，在

凝视时间和总注视时间反映相对晚期加工的指标上差异显著，研究者认为语境信息在词汇识别之后进一

步加工以及对于句子整合这些方面会有更大的影响，白学军和周源源(2005)的研究中也得到了类似的结

果。但是在王霞(2017)的研究中以儿童作为研究的主体，得出在首次注视时间、单一注视时间和凝视时间

上都存在预测性效应，从早期开始影响儿童阅读过程中的眼动行为，这个结果与 Johnson 等人(2018)的研

究结果类似。这样结果的出现是否是被试阅读水平的差异呢？在王丽红等人(2012)的研究中选择青年人和

老年人两种被试通过控制词频和预测性同样得出两组被试，同样发现在首次注视时间、单一注视时间、

凝视时间和总注视时间上都存在语境预测性效应，即相较于低预测性条件，高预测性条件下被试对于目

标词的加工更容易一些，表现在更高的跳读率和各项注视时间指标都更小上。不管是语境预测性高的情

况还是语境预测性低的情况老年人对于目标词的跳读都是更多的，这与研究者 Rayner，Castelhano，和 
Yang (2009)的结果一致。 

由于对于老年读者的研究增多，众多研究都发现操控语境预测性这一变量时，结果得出与青年人相

比老年人在眼动指标方面呈现出眼跳幅度较大，跳读率较高的特点，研究者认为这是一种补偿性的阅读

策略，通过经验和语境猜测下一个词以补偿对当前信息提取的不足和由于多种原因导致的阅读速度低。

所以通过句子语境的信息可以帮助读者更好的完成自下而上的加工。 
当语境预测性效应和预视效应放到一起讨论时，不同学者也同样有着不同的观点，目前主要存在两

种观点。一类观点认为阅读水平低的读者对于词汇表征能力较差，这就导致更加依赖语境信息来促进词

汇的加工，语境信息会发挥更大的作用但是更多的作用于注视词 N 时，由于阅读能力相对较差对于词 N + 
1 的预视加工能力也会减少，那么从副中央凹信息中提取到的语境信息也相对较少(Hersch & Andrews, 
2012)。相反另一类观点认为，由于阅读技能的提升大脑对于自上而下的信息和自下而上信息的利用以及

相互整合的能力更强，这样为了更快更准确的理解所阅读内容，读者会对于先前语境信息所提取到的再

结合自己已有经验和提取到的副中央凹信息对于接下来内容有一个预测，当语境预测性高并且预视内容

提取快会增加跳读率、减少注视时间进而促进阅读速度和精准度，反之需要被试更多的回视以及对于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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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注视词的识别，所以阅读技能高也就意味着语境信息使用能力更强(Hawelka, Schuster, Gagl, & Hutzler, 
2015)。 

Staub 和 Goddard 在其研究(2018)中的其中一个实验来探讨语境的高预测性和低预测性情况下预视有

效性在眼动中的作用，结果发现当被试没有获取有效的副中央凹预视时，可预测性对早期阅读时间没有

明显影响，但在有效预视条件下可预测性效果显著。Ashby，Rayner，和 Clifton，(2005)将被试分为高阅

读效率和低阅读效率两类探讨有关于预视效应，结果得出相比于低阅读效率读者，高阅读效率读者的预

视范围更大，在同样时间内所提取的预视信息更多，而且高阅读效率读者对词汇表征的存储更精确，从

副中央凹信息中提取信息也更迅速。高阅读效率读者对中央凹词汇加工的效率更高，所以可以获得的预

视更多，并且在阅读中阅读效率更低的读者对于单词的加工更多的依赖于上下文所限制的信息中，而不

是单词频率信息。从结果的时间指标上来看，他们发现阅读效率更高的读者，他们的注视时间反映出频

率和单词可预测性的效应，而阅读效率较低的读者，他们的注视时间反映出单词可预测性对目标单词的

更多影响。Liu 等人(2020)的实验中被试选取儿童进行研究，结果得出阅读能力较低的读者会更多的使用

语境信息尤其是对于汉语这种没有明确字词界限的语言，当预测性低时会更多的提取副中央凹信息来帮

助词汇的识别和加工。 
虽然上述研究得出的结果有一些差别但总体结论是相似的。即语境预测性在目标词的跳读率和各项

时间指标上的促进作用取决于读者在副中央凹预视加工中所获得的有效信息(张慢慢，臧传丽，&白学军，

2020)，也就是说自上而下的语境预测性信息受到自下而上预视加工获得的信息的影响。 

3. 研究启示及未来展望 

人们通过自上而下的加工和自下而上的认知加工方式来完成生活中的各项认知活动，在阅读中也是

如此，两种方式并非相互独立加工，而是相互配合来帮助人们更深入的理解所阅读的内容。但是由于中

文较特殊的书写方式，以汉字而不是字母为单元进行书写，并且每个字的大小都是一样的，呈现在一个

类似方框的区域内(Li & Pollatsek, 2020)，所以不存在词长短的问题每个词的大小都一样时是否会促进语

境预测性效应的发生，汉字的复杂程度是通过笔画来衡量的，现在已经有学者开始研究不同复杂性对于

认知的影响以及眼动的差异，但是在预视和语境预测性这两个方面的研究相对较少，而且有学者(常敏，

2021)提出之前对于预测加工的实验性研究基本都是设置一个强限制性或是弱限制性的语境，考察被试对

于目标词的加工，这样的实验方法生态效度较低，那么在日常的阅读中，词汇的预测性是否影响阅读还

是一个未知的问题，那么接下来的研究中怎样更好的提高生态效度，符合日常中的情景来进行语境预测

性和预视效应的相关研究还值得我们进一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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