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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字体强调是一种常见的语言标记方式，如，加粗、下划线和斜体等。诸多研究表明，字体强调促进词汇

理解、句子理解和语篇理解。就影响机制而言，注意假设认为字体强调通过影响读者的注意力来提高对

词汇、句子和语篇的理解。而认知负荷理论认为字体强调减少读者的外部认知负荷，提高相关认知负荷，

因而信息得到更多的加工，从而提高语言理解。未来应从认知神经科学的层面对其进行更深层的研究，

并探讨其在阅读障碍患者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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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ont emphasis is a common way of language marking, such as bold, underline, and italic. Many 
studies have shown that font emphasis promotes vocabulary, sentence, and text comprehension. 
As far as the influence mechanism is concerned, the attention hypothesis holds that the font em-
phasis improves the understanding of vocabulary, sentences, and text by affecting the reader’s at-
tention. The cognitive load theory believes that font emphasis reduces the external cognitive load 
of readers and increases the relevant cognitive load, so that information is processed more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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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nguage understanding is improved. In the future, it should be further studied from the perspec-
tive of cognitive neuroscience, and its role in patients with dyslexia should be explor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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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阅读是人类重要的学习渠道，通过阅读，人们可以学到更多的知识和文化。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里，

如何快速地吸取重要信息成了人们关注的问题。在阅读中有一种常见的标记手段，称为字体强调，它能

够提高被强调信息的突显性，使其在视觉上显现出来，区别于其它背景信息。常见的字体强调方式包括

斜体、大写、下划线、加粗、改变字体颜色等(Sanford et al., 2006)。表面上看，字体强调只是提高了被强

调信息与背景之间的视觉对比度，使被强调信息更容易从背景信息中凸显出来。但是，它在长期的使用

中，已经被赋予了语言学的意义，并且证明了是影响语言理解的重要因素。 
语言学研究表明，字体强调是作者向读者传递写作目的的一种副语言标记(Lemarié et al., 2008)。作者

经常在写作过程中运用字体强调，而读者似乎也能觉察出作者的意图，并意识到被强调信息具有超越它

语义本身的额外含义。例如，斜体强调了信息的重要性(Sanford et al., 2006)。 
本文基于已有研究成果，梳理字体强调对语言理解的影响的相关研究，分别从语言理解中的词汇理

解、句子理解，以及语篇理解进行综述，并尝试探讨其中的影响机制。 

2. 字体强调对语言理解的影响 

大量研究表明，字体强调对语言理解会产生影响，语言理解是指人们借助语言材料，在头脑中主动、

积极地建构意义的过程，分为三个水平，分别是词汇理解、句子理解和语篇理解。下面我们将从这三个

方面系统阐述字体强调对语言理解的影响。 

2.1. 字体强调影响词汇理解 

研究表明，字体强调影响词汇理解。大部分的研究都肯定了字体强调对词汇理解的积极作用。其中，

Macaya 和 Perea (2014)在实验中让被试阅读双音节西班牙语单词，这些单词有一半是加粗的，有一半是

没有加粗的，结果发现被试对加粗的单词反应更快，说明粗体强调促进了视觉词汇的识别过程，而且这

种促进效应不受到字体的限制。Rayner 和 Schotter (2014)通过眼动追踪技术探讨在英语阅读中首字母大写

对语义预视的影响，结果发现，被试对首字母大写的单词的注视时间比首字母不大写的单词的注视时间

要短，说明了被试对首字母大写的单词进行了更好的加工。 
此外，在二语学习中也发现了字体强调的积极作用。Pam 和 Karimi (2016)采用前后测对照组设计，

探讨字体强调(颜色编码、粗体和斜体)对伊朗中级学生习语附带习得的影响，结果发现字体强调组在习语

知识量表测试中得分高于控制组。同样的，陈卓(2018)考察三种不同字体强调(粗体、斜体和下划线)对词

汇形式、语法功能和词汇意义的习得的影响，结果发现，三种字体强调方式在即时和延时的词形测试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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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即时的词义测试中都有积极的作用。有研究者探讨字体强调(黑体字)对高中英语阅读中词块附带习得的

效果，结果发现了字体强调对阅读中词块附带即时习得具有积极的作用(张晨莹，2019)。 
然而，有一些研究却否定了字体强调对词汇理解的积极作用。王哲希和王同顺(2009)对中国英语学习

者进行了对比实验，发现字体强调对词汇习得没有显著作用。 

2.2. 字体强调影响句子理解 

研究表明，字体强调对句子理解有着积极的作用。其中，黄莺(2009)结合文章难度考察字体强调对注

意、记忆和理解的影响，结果发现，被试对有字体强调句子中的声音刺激的反应时长于无字体强调句子

中的声音刺激的反应时，此外，还发现了字体强调促进了被强调句子信息的保持。同样的，在 Rayner 和
Schotter (2014)的研究中发现了，当关键词首字母大写时，促进了语义预视。此外，有研究者通过颜色编

码，采用眼动追踪技术探讨视觉强调对语句加工的影响，结果发现，在早期词汇加工阶段，强调信息的

首次注视时间以及凝视时间都显著短于非强调信息(李钊颖，2018)。同样的，在二语学习者中，也发现了

字体强调对句子理解的积极作用。王萌(2018)以泰国初中级汉语学习者为被试，探讨信号词凸显对阅读理

解的影响，信号词通过下划线进行凸显，结果发现信号词凸显对阅读理解有促进作用。 

2.3. 字体强调影响语篇理解 

研究表明，字体强调影响语篇理解。大多数的研究结果都倾向于字体强调对语篇理解的积极作用。

Lorch 等人(1995)通过让被试阅读一篇文章，探讨字体强调对语篇记忆的影响，字体通过下划线和大写进

行强调，结果发现，阅读适量字体强调语篇的被试对强调句子的记忆显著好于阅读无字体强调和过量字

体强调语篇的读者，这重复了前人(Nist & Hogrebe, 1987)关于字体强调导致更好记忆的结果。在另一项研

究中，Fraundorf 等(2013)要求被试阅读一些有替代物的命题语篇(例如，“英国科学家发现了濒危的猴子”，

而话语中也提到了“法国科学家”)，并在阅读后完成记忆测试。他们发现字体强调帮助读者拒绝错误的

替代物的陈述(例如，“法国科学家发现了濒危猴子”) (Fraundorf et al., 2013)，表明字体强调帮助读者在

强调信息与其相关内容之间建立了更复杂的联系。此外，宋广文，邢洪军和马玉花(2011)探讨字体强调对

语篇理解的影响，所有的字体强调都用加粗黑体字呈现，文章其他内容用小四宋体字呈现，结果发现，

不管是在文章主题回忆量上，还是文章总回忆量上，阅读有字体强调文章的读者都显著高于阅读无字体

强调文章的读者，另外，宋广文等人(2011)还发现了字体强调促进了文章问题的解决，即促进了被试对语

篇的理解。而且，字体强调对语篇理解的促进作用不仅体现在青年人上，在老年人上也发现了类似的效

应(王阔，2019)。 
此外，字体强调对二语学习也起到了积极的作用。王铁凝(2013)以高中英语学习者为被试，设置了强

调组和控制组，对文本中的条件状语从句进行了加粗强化，结果表明，字体强调有利于学习者对目标语

形式的直接习得。葛鸽(2014)探讨不同字体强调方式对中国英语学习者习得被动语态及阅读理解的影响，

结果发现，相对于无字体强调，不管是多种字体强调(加粗、下划线以及大写)，还是单一的字体强调(加
粗)，都促进了被试对被动语态的习得。类似的，曾永红和张慕媛(2017)以中国二语(英语)学习者为被试，

设置了实验组和控制组，实验组阅读的文章中有一些回指词和先行词进行了加粗或增大字体两种形式的

强调，结果发现，字体强调提升了学习者回指释义和阅读理解的成绩。 
然而，有一些研究则否定了字体强调对语篇理解的积极作用。田学红和张亚飞(2003)让被试阅读一篇

文章，阅读完后进行自由回忆测试，结果发现有无字体强调对被试的回忆成绩影响不大。同样的，郭林

强(2011)选取了 37 名中国高中英语学习者，探讨字体强调对阅读理解的影响，结果发现，通过人为地强

调文本中的信息，对阅读理解并无显著影响。有一些研究还质疑字体强调的作用，认为字体强调会干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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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试的阅读，并对阅读理解造成负面影响。任丽杰(2016)探讨字体强调对初中生英语定语从句结构的习得

和阅读理解的影响，结果发现，字体强调阻碍了被试对文章的整体理解。 

3. 字体强调影响语言理解的机制 

上述大量研究证实了字体强调对语言理解产生了影响，前人的研究中提出了两个理论假设来解释这

种影响背后的作用机制，分别是注意假设和认知负荷理论。 

3.1. 注意假设 

注意假设认为字体强调本身就是用来吸引注意的标记手段。因此会在加工过程中吸引读者的注意力，

从而提高词汇的激活水平，促进词汇和句子的加工，增进语篇的理解，加强记忆表征(Lorch et al., 1995; 
Rayner & Schotter, 2014; Sanford et al., 2006; Schneider et al., 2018)。 

在词汇加工中，Sanford 等人(2006)认为字体强调能够吸引读者和听者的注意力，从而引发更深层次

的加工。对于首次加工的词汇，注意将会有利于生词的输入、编码，以及记忆。当词汇进入到感觉记忆

后，通过注意，就能进入到工作记忆，从而得到进一步的加工。而对于已经加工过的词汇，注意有利于

词汇的再次提取和二次加工(王萌，2018)。 
相比于语篇，句子是较小的阅读单位，阅读的字数更少，信息量也较小，被强调的信息在句子中得

到更多的注意与关注，读者对信息的提取和整合也更为简单和快速。在语篇加工中，通过字体强调的信

息将会成为语篇的焦点，能够吸引读者的视觉注意，影响读者注意力资源的分配。被强调的信息被读者

提取后，进入读者的认知系统中进行再次加工，有利于语篇局部信息的加工和构建(王萌，2018)。多个焦

点信息的意义提取和综合联想，有利于读者对语篇的整体信息的整合与构建，在阅读过程中有助于读者

定位关键信息、理解整体文意，从而提高阅读理解。 

3.2. 认知负荷理论 

认知负荷理论(Cognitive Load Theory)是近来提出的另一种解释，是由澳大利亚心理学家 Sweller 
(1988)提出来的，该理论认为人的认知资源是有限的，如果同时进行不同的任务，认知资源在这些任务中

按照此多彼少的原则进行分配(龚德英，2009)。任何的学习和任务的完成都需要认知资源，从而造成认知

负荷。认知负荷理论研究的主要目的就是在学习任务中，尽可能地减少阻碍学习的认知负荷，增多促进

学习的认知负荷，从而达到学习的最佳效果。 
Sweller (2010)将认知负荷分为三类，分别是内在认知负荷(Intrinsic Cognitive Load)、外在认知负荷

(Extraneous Cognitive Load)和相关认知负荷(Germane Cognitive Load)。内在认知负荷与学习材料元素交互

性有关(Sweller & Chandler, 1994)，在给定的任务和给定的学习者知识水平时，内在认知负荷是固定的，

只能通过改变任务和学习者的知识水平来改变(Sweller, 2010)。 
外在认知负荷主要由与学习无关的活动引起，因此又称为无效认知负荷(Ineffective Cognitive Load)。

认知负荷理论认为，当教学设计不当时，如呈现学习材料的方式或学习材料的设计不当时，就会引起外

部认知负荷，从而阻碍了学生的有效学习(庞维国，2011)。同样的学习材料，当采用不同的方式呈现时，

学生的学习效果也会不一样(Folker et al., 2005; Plass et al., 2014)。如，当介绍积雨云的形成时，如果使用

的学习材料是大篇幅的文字，那么，过多的文字叙述将会加重学生的外部认知负荷；如果配合图片呈现，

那么学生的外部认知负荷将会降低，从而促进学习。也就是说，外在的认知负荷是可以通过改变学习材

料的呈现方式来改变的。字体强调通过粗体、下划线、斜体等方式来突出文章的重点信息，从而减少学

习者的外在认知负荷(Schneider et al., 2018)，进而促进学习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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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认知负荷与内在认知负荷和外在认知负荷不同，它并不是认知负荷的独立来源，它是指学习者

致力于处理与信息相关的内在认知负荷的工作记忆资源(Sweller, 2010)，如果将教学组织成让工作记忆资

源主要处理那些造成内在认知负荷的因素，那么相关认知负荷就会最大化，这样的学习也会最大化；如

果教学选择要求学习者将工作记忆资源用来处理外在认知负荷所施加的因素，那么教学效果则会受到影

响。用于处理外部认知负荷的工作记忆资源越多，用于处理内在认知负荷的工作记忆资源越少，则用于

处理相关认知负荷的工作记忆资源就会越少。相关认知负荷的降低，意味着更多的认知资源投入到与外

部认知负荷相关的要素活动中，而投入到与内在认知负荷相关的要素中就更少。当认知资源从外部无关

的要素转移到与内在认知负荷相关的要素中时，外部认知负荷就会减少，而相关认知负荷则会增加。通

过字体强调来突出重点信息，可以减少学习者的外部认知负荷，增加相关认知负荷(Schneider et al., 2018)，
从而使得强调的信息得到更多加工，进而提高语言理解。 

4. 小结与展望 

总的来说，大多数的研究都表明了字体强调会促进词汇理解、句子理解和语篇理解。对此，可以用

注意假设和认知负荷理论进行解释。通过字体强调，可以增加被强调信息的突显性，从而吸引读者的注

意，进而提高词汇的激活水平，促进词汇和句子加工，加强记忆表征。同时，字体强调也会减少读者的

外部认知负荷，增加相关认知负荷，因而使得信息得到更多的加工，进而提高读者的语言理解。 
虽然关于字体强调对语言理解影响的研究得到了一定的探讨，但是目前的研究结论仍存在矛盾和冲

突，许多关键性问题还没得到解决。本文结合以往的研究提出以下几点展望： 
第一，从认知神经科学层面研究字体强调对语言理解的影响。以往的研究大多都是行为研究(任丽杰，

2016；何先友，2004；宋广文，邢洪军，马玉花，2011；李钊颖，2018；杨双，刘翔平，2004；柳恒爽，

谢秋葵，王文静，2020；田学红，张亚飞，2003；葛鸽，2014；郭林强，2011；陈睿，程松涛，杨景，

陶云，2015)，以反应时、回忆量和阅读解决的得分作为指标，这些指标都是被试对信息加工完后总的反

应，缺乏了对被试阅读时反应的研究。尽管眼动技术能够对被试阅读时的反应进行研究，但是它还是无

法探讨读者在阅读时的脑机制。因此，未来的研究可以采用事件相关电位或近红外等技术来研究字体强

调对语言理解的影响，从而探讨其中的脑机制。 
第二，探讨字体强调对阅读障碍患者语言理解的影响。以往的研究(李倩，2019；沙林婷，2018；田

学红，张亚飞，2003；郭林强，2011)大多都是以中学生、大学生等正常学生作为被试，而阅读障碍患者

在阅读中存在很大的障碍，如阅读速度慢(Li & Wu, 2015)等。那么字体强调对阅读障碍患者的语言理解

是否会产生影响呢？这有待进一步的探讨。 
最后，还可探讨字体强调对各年龄段语言理解的影响。不同年龄段的人，大脑的发育、词汇量、阅

读理解的能力等都有所区别，如，老年人会存在老化的问题(李德明，陈天勇，2006)。那么字体强调是否

对处于不同阶段的人的语言理解都有着同样的影响呢？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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