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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aimed to investigate whether the cognitive intervention training program through the 
adapted PASS Reading Promotion Program (PREP) can improve the phonological awareness, 
morphological awareness, orthographic awareness and reading comprehension ability of Chinese 
children with developmental dyslexia. Fourteen Chinese children with developmental dyslexia 
were screened and randomly divided into experimental and controlling groups. Both groups of 
students received the measures of vocal awareness (consonant, final, tone, phoneme deletion), 
morpheme awareness (morpheme production, morpheme judgment), orthography, and reading 
comprehension test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the ex-
perimental group and the controlling group in pre-test. In the post-test, the scores of the experi-
mental group were higher than the control group except the tone test score. Conclusion: The 
adaptation of PREP cognitive intervention training programs in present study can improve the 
reading ability of children with developmental dyslexia in Chin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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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对汉语发展性阅读障碍儿童进行认知干预研究，探讨有效的干预途径和措施。采用实验法对14名(实验

组和控制组各7名)汉语发展性阅读障碍儿童进行为期14周的干预训练。研究结果表明，实验组与控制组

的前测成绩均无显著差异；干预训练结束后，除声调意识外，实验组在其它认知测验上的成绩都得到了

明显提升。因此，通过改编的PREP认知干预训练方案能够提高汉语发展性阅读障碍儿童的部分言语认知

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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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由于阅读障碍多样化的表现形式、复杂的机制及成因，以及研究者不同的理论背景，致使目前仍没

有形成关于阅读障碍较为统一的定义。当前几种比较有代表性的定义包括一般性定义、排除式定义、涵

盖式定义等(邹艳春，2003)。对于阅读障碍的一般性定义为：包括了阅读中发生的任何困难，而不论其困

难的强度和成因如何(季军，1994)。排除式定义界定的阅读障碍儿童为：至少具有正常或以上的非言语智

力，并且在教育机会、社会环境、经济条件、学习动机或情绪方面与其他儿童并无明显差异，但阅读成

绩与其智力所应达到的水平相比处在明显落后的状态(Patterson et al., 1985)。涵盖式定义指出：阅读障碍

儿童具有正常智力，但却存在普遍性语言缺陷。以上定义中排除式定义因其可操作性强，而受到研究者

的广泛重视。阅读障碍一般分为两大类：获得性阅读障碍 (acquired dyslexia)和发展性阅读障碍

(developmental dyslexia) (孟祥芝，舒华，1999；黄晨，赵婧，2018)。前者是指由于后天脑损伤或疾病引

起的阅读困难；而发展性阅读障碍是指个体在一般智力、动机、生活环境和教育条件等方面与其他个体

没有差异，也没有明显的视力、听力、神经系统障碍，但他们的阅读成绩明显低于相应年龄的应有水平，

处于阅读困难的状态中。发展性阅读障碍是学习障碍的一种主要缺陷类型，受到遗传和环境因素的影响，

有明显的家族聚集性，其发病机制至今仍不十分清楚(Shaywitz, 1998)。本文所研究的是发展性阅读障碍，

所使用的定义是排除式定义：个体在一般智力、学习动机、生活环境和教育条件等方面与其他个体没有

明显的差别，同时视力、听力和神经系统上也没有明显的损伤，但其在标准阅读测验成绩和识字量上明

显低于同龄人约一至两个年级的水平。 
PASS (Planning 计划–Attention 注意–Simultaneous 同时性–Successive 继时性)理论是加拿大心理

学家 Das 等人提出的一种智力的认知过程理论(马瑾等，2007；Das, 1999)，它是以 Luria 的脑结构分析和

认知心理学为基础，关注信息的加工过程，而这个过程是动态的并非某种静态的能力。PASS 理论提供了

一个关于智力的概念化模型，人类通过自身的眼睛、耳朵、鼻子、皮肤和内脏器官来获取信息，当感知

信息被输入分析时，核心加工过程就被激活。核心加工机制由四部分构成：计划(Planning)、注意–觉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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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tention-Arousal)、同时性加工(Simultaneous)、继时性加工(Successive)，这四个部分共同组成 PASS (Das, 
1999)。另外一个重要成分是知识，它是过去经验、学习、情绪和动机的基础，他们共同构成了加工信息

的背景。同时性加工是一种将具有顺序性的刺激组成一个整体的过程，需要注意的是，过程中的每一个

刺激都与其它刺激相关联。继时性加工过程是把相互独立的刺激组合成链状的序列，这个过程的刺激只

与它前一个刺激相关。从理论上讲，同时性加工和继时性加工在阅读早期的阶段十分重要。对于单词的

识别可以直接通过视觉识别或者通过对发音进行语音编码，视觉识别属于同时性加工，语音编码则属于

继时性加工。在实际阅读过程中，同时性加工和继时性加工是相互作用，不可分割单独使用的(Das, 2009)。
这两种认知加工类型对于阅读能力的获得是必需的，本文所设计的干预方案是以 PASS 理论中同时性与

继时性加工过程为理论基础。 
PASS 阅读促进方案(PREP)是以 PASS 理论和儿童发展心理学为基础，在 PASS 理论提供的框架中才

能理解的一种阅读矫治方案(van der Kleij et al., 2017; 涂梦璐等，2016)。其目的是提高信息加工过程，也

就是同时性加工与继时性加工过程(Das et al., 1995; 王晓辰，李清，2013)。值得注意的是，方案设计是要

避免词语阅读技能的直接传授，让儿童在潜移默化的情况下学会策略。PREP 是由十个完全不同的任务组

成，每一个任务包括普遍成分和一个与课程相关的过渡成分。普遍成分包括一些需要使用同时性加工或

者继时性加工策略的非阅读任务，过渡成分包括与普遍成分要求使用的认知加工过程的与阅读相关的训

练任务。简单来说，就是一个与阅读无关的基础任务和一个与阅读有关的迁移任务，两种任务都是为了

训练同时性加工与继时性加工，迁移任务的设计要与普遍任务相一致(Das, 2009)。PREP 具体包含的任务

有：继时性加工包括窗口排列(window sequencing)、连接字母(connecting letters)、连接形状(joining shapes)、
矩阵(transportation matrices)以及训练同时性加工过程的相关记忆集合(related memory)、形状和物体

(shapes and objects)、追踪(tracking)、形状设计(shape design) (Das & Papadopoulos, 2003)。PASS 阅读增强

方案对发展性阅读障碍儿童的认知加工能力会有所提高，特别是在阅读障碍儿童的同时性加工和继时性

加工方面。本文的干预方案设计是依据 PREP 方案，在此基础上进行改编而成的。有研究表明，PREP 项

目训练可以有效提高学前期儿童的语音解码和单词解码能力且干预效果会持续存在(Papadopoulos et al., 
2003)。对汉语阅读障碍的研究结果表明，PREP 方案在汉语中同样适用。例如三至四年级的阅读障碍儿

童通过 PREP 方案的干预在词汇阅读、语音意识、正字法加工以及同时性加工方面都有明显的进步，并

且五个月之后语言认知加工和一般认知加工的干预效果依然显著(薛靖，2014)。同样采用汉化版 PREP 方

案和语音、语素干预方案对汉语发展性阅读障碍儿童进行干预，最终发现被试儿童在语音、语素、阅读

能力和一般认知上都有所提高(韩雯珏，2016)。 
但是，鉴于以往的研究中并没有看到 PREP 方案对阅读中具体的某个方面是否有提高，同时也没有

对三个干预方案所带来的效果进行分离。所以，本研究选取 PREP 方案中具有代表性的几个任务进行改

编，考虑汉语自身独特的加工过程并结合汉语阅读障碍儿童表现出的缺陷类型，在迁移任务中加入了具

有汉语阅读特性的内容，并根据汉语阅读障碍儿童的特点，在同时性加工中设计一个提高理解力的任务，

该任务更具有综合性和直接性。 

2. 研究方法 

2.1. 被试筛选 

对河南省 X 地区的两所小学的 342 名三至五年级学生进行筛选测验。首先，进行识字量、智力测试

和阅读理解能力的测试，排除有智力缺陷的学生，选取四、五年级在识字量与阅读理解的成绩均在所属

年级后 15%的学生；其次，用选取的学生成绩与三年级识字量和阅读理解前 15%的成绩作对比，将成绩

相接近的学生作为初步筛选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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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初步筛选的对象进行学习动机的检测排除学习动机较低的学生，随后通过访谈教师并使用 Conners
量表排除有注意多动倾向的学生，筛选出实验研究的候选儿童。本研究确定发展性阅读障碍儿童的条件

是在排除有智力缺陷和多动倾向以及学习动机较低后，在识字量和阅读理解能力上低于同年级 1~2 个标

准差。 
最终筛选出汉语发展性阅读障碍儿童 16 名儿童。将筛选出的汉语发展性阅读障碍儿童随机分为干预

组和控制组，每组 8 人，经过后期与学校教师，学生家长以及学生本人协商，有 7 名儿童自愿参加干预

训练，剩余 9 人成为控制组，控制组中有两人由于各种原因未参加后测的测试，所以收集的数据共 14 人，

实验组 7 人，控制组 7 人。 

2.2. 研究工具 

2.2.1. 筛查工具 
第一，非言语智力测验。采用华东师范大心理学系李丹和王栋 1989 年修订的《瑞文渐进矩阵测验(联

合型)》，该测验共 60 题，每题计 1 分，每一题有 6~8 个选项可供选择。测验的效标关联效度为 0.73，
重测信度为 0.93。 

第二，识字量测试题。采用《小学生识字量标准测试》，由王孝玲，陶保平(1996)编制。试题包括

10 组，共 210 个目标字，每组难度系数均不相同。被试将目标字组成有意义的词语或能写出表达目标字

含义的句子，均可以得分，测试时长为 45 分钟。计分是由每组的正确个数乘以该组的系数，进行相加即

为总分，也就是识字量。该测验的信度和效度指标均为 0.98。 
第三，学习动机诊断测验。该测验选取周步成编制的《动机测试诊断问卷》中关于学习动机诊断部

分的试题。该测验在不同群体中的重测信度范围是 0.79~0.86。 
第四，Conners 教师量表。采用杜亚松等人(1997)修订的简版问卷，由教师来评估学生在课堂上的行

为表现，着重对儿童注意不良问题的评定，问卷的信度和效度良好。 
第五，阅读能力测试。采用耿雅津(2014)编制的《小学生阅读能力测评》，试题包括三篇文章，每篇

文章难度不同，26 道客观题(每题 1 分)与 4 道主观题(每题 6 分)，共计 30 题(总分 50 分)，答案写在答题

纸上，测试时间 45 分钟。试题包含文章宏观理解阅读、发散阅读、文章微观理解阅读和评价阅读四个内

容的测试，体现出小学课程标准的要求，并且符合心理测量学的要求，可以有效地测量小学生的阅读理

解能力，具有良好的信效度。 

2.2.2. 言语认知测验 
第一，语音意识测试。内容包括两个模块，其一是声母、韵母和声调辨别，用标准口语呈现三个字

音(音节)，在声母辨别测验中，有一个字音的声母和其他两个字音的声母不同，要求被试在答题纸上写出

不同声母字音的序号。韵母辨别测验和声调辨别测验与声母测试相同，各有一个字音的韵母和声调与其

他两个不同。每个项目播放两遍，每组 10 题，共 30 题，每题计 1 分；其二是音位删除测验，给被试口头

呈现一个音节，然后指出删去其中的一个音位，让被试说出剩下的音节，每个项目主试读两遍，共 15 题，

每题计 1 分。每项内容正式测试前，都会进行两道练习题，让被试了解和熟悉答题规则，测试时间不固定。 
第二，语素意识测试。内容涉及两个模块，其一是语素产生任务，共计 12 题，每题计 1 分。每题会

呈现给儿童一个目标词和一个目标字(目标词中的某个字)，要求儿童分别写出一个与目标字意思相同的和

意思不同的词或者句子。其二，语素判断任务，共计 15 题，每题计 1 分。呈现给儿童一对词语，两个词

语中包含有一个相同的字，要求儿童判断这个字在两个词语中的意思是否相同。两项测试中主试都需要

将题中出现的词语口头读一遍给被试听，开始施测之前都会进行一题的练习，答案都需写在答题纸上。 
第三，正字法测试。共 15 题，每题计 1 分。每题包含三个选项，被试需要通过自我判断选择出汉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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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正确的选项，题中每个选项的汉字均为假字，答案写在试卷上，测试时间视情况而定。 
第四，同筛选工具中阅读能力测试。 
以上四项测试在前后测中的试卷内容均不相同，但测试难度与区分度均一致，均为平行测试，避免

练习效应。 

2.3. 干预方案 

第一，移动矩阵任务，由基础任务和迁移任务组成。基础任务首先向儿童呈现一系列从左至右移动

的图片(每张图片间隔时间 5~10 秒)然后要求儿童按正确的顺序复制所呈现的图片。训练任务分为三个难

度水平，难度水平一包括 6 个四幅图片；水平二包括 3 个四幅图片和 3 个六幅图片；水平三包括 6 个六

幅图片，训练时由易到难进行。图片选取的都是儿童在生活中常见的事物或者动物，便于分辨。迁移任

务的形式与基础任务基本相同，只是将呈现的图片换为汉字，要求儿童按照正确的顺序复制一系列的汉

字，然后读出这些汉字所组成的词语或者句子。汉字选取的是一至三年级小学生课本中经常出现和一直

使用的汉字，确保不超出被试的认知范围，便于被试理解和记忆。 
第二，字母连接任务，包括基础任务和迁移任务两个部分。基础任务向儿童呈现印刷有字母和线条

的卡片，每张项目卡片上左右两边都有 5 个字母，左边字母与右边字母被线条相连接，儿童需要找到左

边字母与右边哪个字母被一条线相连接。难度水平分为三类，水平一使用互相缠绕的不同彩色线条；水

平二采用互相缠绕的全黑色线条；水平三使用互相缠绕的全黑色线条并添加了干扰线。任务由易到难进

行。迁移任务形式与基础任务相同，但是卡片左边的是声母，右边是韵母，左右连接起来的声母和韵母

是一个音节，儿童需要找出连接在一起的音节，还需要拼读出来。 
第三，形状设计，由基础任务与迁移任务构成。基础任务给儿童呈现一个图案设计，时间 45 秒，让

儿童对图案进行观察和研究，要求儿童在观察时间结束后，使用提供的彩色木块复制所呈现的图案设计。

图案设计由六种不同颜色(蓝色、紫色、红色、绿色、橙色、黄色)，六种不同形状(菱形、三角形、平行

四边形、梯形、六边形、正方形)随机组合形成图案，所组合出的图案都是儿童日常生活中常见的事物或

者动物，如房子、汽车、蝴蝶、大树等图案。任务的难度水平是通过从三种不同的颜色和三个不同的形

状简单组合，到六种颜色和六种形状的复杂组合。迁移任务是将基础任务中呈现的图案设计转换为一个

陌生的汉字，儿童需要通过 15~20 秒的观察并记住汉字的部件，然后从备选的汉字部件中选择出部件并

拼出所看过的汉字。 
第四，句子校正(图片配文字)，该任务是一项综合性训练任务。呈现一幅图片，图片下面有 3~4 个

描述性句子，其中只有一个选项精确描述了图片的内容。要求儿童看图并读出每一个选项的文字，然后

选择准确描述图片内容的正确选项。 
以上四项任务中前两项任务与同时性加工有关，后两项与继时性加工有关。 
每一项基础任务完成训练之后，紧接着进行相对应的迁移任务训练。每项干预训练任务结束之后，

主试和被试一起讨论所完成的任务，引导被试总结训练任务中的有效方法和策略，并彼此分享。 
将实验组分为两个小组分别进行干预，采用一对二或者一对一方式，每周干预 2~3 次，每次时间为

45 分钟，中间休息 5~10 分钟。干预训练均在课余时间完成。干预训练从学期开学第三周开始，持续 14
周。控制组不进行任何实验处理。 

3. 研究结果 

3.1. 前测结果 

在干预之前对实验组和控制组进行各项言语认知测验，结果如表 1 所示。 

https://doi.org/10.12677/ap.2020.108151


熊建萍，赵英 
 

 

DOI: 10.12677/ap.2020.108151 1291 心理学进展 
 

Table 1. Comparison of pre-test results between experimental group and control group 
表 1. 实验组与控制组在各项测试的前测成绩比较 

测验 实验组(n = 7) 
均值(标准差) 

控制组(n = 7) 
均值(标准差) t 值 

阅读理解 17.71 (3.35) 17.86 (4.33) -0.069 

正字法 14.29 (0.76) 13.57 (0.98) 1.531 

语素产生 12.43 (2.51) 11 (2.24) 1.125 

语素判断 9.57 (0.98) 9.86 (2.04) -0.335 

声母 4.57 (1.27) 6.14 (1.95) -1.784 

韵母 3.57 (2.88) 6.14 (2.41) -1.812 

声调 5.29 (2.81) 3.57 (1.39) 1.445 

音位删除 4 (2.08) 6 (2.24) -1.732 

注：*p < 0.05，**P < 0.01，***P < 0.001 (下同)。 
 
由上表可见，实验组与控制组前测时在各测验上无明显差异。 

3.2. 后测结果 

三个月的干预训练结束后，对实验组和控制组再次进行各项认知测验。并计算每个被试前后测中相

对应的测验成绩的差值。然后对实验组和控制组的差值进行差异检验，具体结果见表 2。 
 

Table 2. Comparison of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and the control group after each test 
表 2. 实验组与控制组在各项测验中的前后测差值比较 

项目 实验组(n = 7) 
均值(标准差) 

控制组(n = 7) 
均值(标准差) t 值 

阅读理解 2.143 (1.95) −1 (1.41) 3.45** 

正字法 0.86 (1.07) 0.86 (1.07) 2.425* 

语素产生 1.29 (1.38) −0.57 (1.27) 2.165** 

语素判断 1 (0.82) −0.86 (1.21) 3.357** 

声母 1.14 (1.35) −0.71 (1.25) 2.672* 

韵母 1.86 (1.68) −0.57 (0.79) 3.47** 

声调 1.29 (1.5) 0.29 (0.76) 1.578 

音位删除 1.43 (0.53) −0.14 (0.9) 3.973*** 

 
由表 2 可见，除了在声调测验上，实验组的前后测差值与控制组无显著差异(p > 0.05)外，在其它测

验上实验组的前后测差值均显著高于控制组(p < 0.05)。 

4. 分析与讨论 

本研究的干预训练，对阅读障碍儿童进行了为期十四周的认知干预训练。在干预训练之前，实验组

在阅读理解、语音(声母、韵母、声调、音位删除)、语素(语素产生、语素判断)、正字法以及阅读理解的

测试成绩上与控制组并没有显著性差异。而在后测结果中，实验组在阅读理解、正字法、语素产生、语

素判断、声母、韵母以及音位删除上前后测的差值均显著高于控制组，只在声调测验上不存在显著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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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表明十四周的认知干预训练对实验组学生的言语认知能力有明显提高。结合两组学生的期末考试的语

文试卷，以及与教师的访谈，了解到参加干预训练的七名学生在语文期末测试成绩上都有 5 分左右的提

高，控制组的学生基本保持了原有水平，虽然实验组与同年级学生的平均水平相比还有差距，但是与控

制组学生相比已经有了较大提升。经过与任课教师的交流，了解到参加干预训练的学生在课堂上能够尝

试回答教师提出的理解性问题，并且在做题速度上有所提高。因此，本研究采用的修订版认知干预训练

对汉语发展性阅读障碍儿童有明显效果。 

4.1. 阅读能力的干预效果分析 

本研究采用的阅读理解测试题包含宏观理解阅读能力、发散阅读能力、文章微观理解阅读能力和评

价阅读能力的测试内容，干预训练方案设计上可能没有完全涵盖这四个方面能力的训练，但是训练方案

的内容都可以从侧面对阅读能力产生影响，例如主试在干预训练结束后进行方法策略的总结，儿童可以

通过彼此的分享进行判断和理解，这对他们理解能力有所影响。通过分析实验组与控制组阅读理解前后

测的试卷，发现实验组后测中文章宏观理解以及微观理解问题上的正确率明显提高且成绩高于控制组。

虽然认知干预训练方案中对于发散阅读能力以及评价阅读能力没有系统的设计，但是也在其他训练任务

中将这两方面的能力融入之中。在今后的认知干预训练方案中可以更加有针对性的修改并添加相关阅读

能力的训练内容，以便更直接得对汉语阅读障碍儿童的阅读能力进行训练。 

4.2. 正字法的干预效果分析 

由于汉字大部分是象形文字且许多汉字都具有非常复杂的正字法规则，所以很多研究学者认为正字

法缺失是汉语发展性阅读障碍的关键因素之一。有研究发现近半数的学生都在正字法技能上有所缺失

(Chung et al., 2010)，还有研究证明正字法与阅读成绩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Ho et al., 2010)。本研究中，实

验组与控制组学生在前测时，正字法测试成绩并无显著差异，而在通过认知干预训练之后，实验组的后

测成绩非常显著高于控制组。原因可能是，本研究的认知干预训练方案中提供了许多的阅读材料，可以

很好地帮助学生了解到更多的汉字，潜移默化中解释了很多汉字的书写结构规则，最终帮助这些阅读障

碍儿童提高了正字法技能。 

4.3. 语素意识的干预效果分析 

很多研究学者认为语素意识的缺失是造成汉语发展性阅读障碍儿童的主要原因。有研究表明，语素

意识对汉字的认读以及阅读的理解能力两个方面具有促进作用，而语音意识则与单词分析更具有相关性

(Goswami & Bryant, 1990)；同样，阅读理解与语素意识联系更为紧密，而语音意识与单词分析更为紧密

(Hurford et al., 1994)。此外还有研究证明存在语素障碍的汉语儿童占 76% (吴思娜等，2004)。汉语发展性

阅读障碍儿童早期发现阅读障碍问题可以及早进行干预训练，相对于成年的阅读障碍者来说阅读障碍儿

童更具有可塑性和发展的可能。本研究中的实验组通过干预认知训练在语素意识(语素产生和语素判断)
上的测试成绩有了显著地提高，而且实验组在阅读理解的成绩也得到了提高，此项研究结果表明通过认

知训练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汉语发展性阅读障碍儿童的语素缺陷问题，而且通过语素意识的提高可以

促进阅读理解能力的发展。 

4.4. 语音意识的干预效果分析 

有研究发现，认知干预训练并不能对语音意识产生影响(Das, 2009)，认为字音只在学习汉字的最初

阶段有重要性，对于积累了一定汉字的中高年级学生而言，在掌握字形与字义的联系之后，就不再需要

字音的辅助，可以直接通过字形了解字义，进行阅读和理解。但也有研究结果显示认知训练可以改善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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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性阅读障碍儿童的认知能力，并促进汉语阅读障碍儿童语音类别的学习成绩(刘凯，2017)。在本研究中

发现后测结果中实验组与控制组相比，在语音意识方面除声调外，在声母、韵母以及音位删除方面具有

显著性提升。出现这一现象的原因可能由于本干预训练设计方案中的部分任务中需要学生朗读材料并要

求主试及时给予学生正确的反馈，同时部分任务主试者还需要进行辅助阅读，同时在字母连接的迁移任

务中有专门针对声母和韵母的相关训练。因此，阅读障碍儿童在主试者不断给予的反馈中了解学习一些

汉字的音节拼读。声调的干预效果不明显，可能是因为本研究选取的被试均来自河南某县级学校，绝大

部分儿童仍以方言沟通为主，而方言的发音与普通话间的差异主要体现在声调，所以高频次的方言交流

可能抵消了干预训练中对声调的影响作用。 

5. 结论 

本研究得出以下几个结论： 
1) 经过认知干预训练，实验组儿童的阅读理解能力、正字法意识和语素意识明显得到了提升。 
2) 在语音意识方面，除了声调的干预效果不明显外，实验组的声母、韵母意识以及音位删除能力也

有明显提高。 
因此，汉语发展性阅读障碍儿童可以通过认知干预训练缓解阅读障碍程度，本研究设计的干预训练

方案具有一定的干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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