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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阅读知觉广度指的是读者从一次注视中获得有效信息的范围大小，对于阅读能力的培养至关重要。本文

述评了关于测量阅读知觉广度的实验范式：移动窗口范式与移动掩蔽范式及其实验逻辑，当前拼音文字

与汉语阅读知觉广度的研究进展以及影响阅读知觉广度大小的因素，最后对未来国内阅读知觉广度研究

进行展望与建议。 
 

关键词 

阅读，知觉广度，眼动 

 
 

Current Status and Future Prospects 
of Reading Perceptual Breadth  
Research 

Guoqing Pan 
School of Psychology, Inner Mongolia Normal University, Hohhot Inner Mongolia 
 
Received: Oct. 28th, 2023; accepted: Dec. 6th, 2023; published: Dec. 15th, 2023 

 
 

 
Abstract 
Reading perceptual breadth refers to the extent of effective information that readers obtain from 
a single gaze, and is crucial for the development of reading ability. This paper reviews the experi-
mental paradigms for measuring reading perceptual breadth: the moving window paradigm and 
the moving mask paradigm and their experimental logics, the progress of the current research on 
reading perceptual breadth in pinyin and Chinese, and the factors affecting the size of reading 
perceptual breadth, and finally, it gives an outlook and suggestions for the future research on 
reading perceptual breadth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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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阅读是一种文化技能，是人们在许多领域取得成就的先决条件，阅读能力的培养是十分重要的。作

为阅读研究的基本问题之一的阅读知觉广度，是进行阅读能力培养的基础，对读者阅读效率和阅读理解

起着重要作用，它的大小能够反映个体阅读时的效率和加工策略(闫国利，熊建萍，白学军，2008；McConkie 
& Rayner, 1975)。阅读知觉广度是指读者从一次注视中获得有效信息的范围大小(McConkie & Rayner, 
1975)，在感知范围内，读者可以获得视觉、语音和正字法等信息。 

目前社会出现“量子阅读”等不符合当前阅读心理学研究的速成阅读方法，只强调眼睛的快速阅读，

却忽视了阅读知觉广度的有限性。阅读知觉广度的发展是阶段性的，教育者应遵循读者自身的发展规律，

只有明确读者自身阅读知觉广度，科学进行阅读指导，才能提升阅读效率(闫国利，宋子明，2023)。 
本文通过述评测量阅读知觉广度的实验范式，梳理阅读知觉广度的研究进展，归纳影响阅读知觉广

度的因素，并对未来阅读知觉广度研究方向进行了展望与讨论。 

2. 测量阅读知觉广度的实验范式 

2.1. 移动窗口范式 

McConkie 和 Rayner (1975)为了得到读者在自然阅读过程中的阅读知觉广度范围，设计了移动窗口范

式。移动窗口范式的实验逻辑是：当呈现的窗口条件小于读者的阅读知觉广度时，获取信息的范围受到

限制，读者正常阅读就会受到影响，与读者正常阅读条件下的眼动指标相比存在显著差异；当呈现的窗

口大于或等于读者阅读知觉广度时，与读者正常阅读条件下的眼动指标相比不存在显著差异(Rayner et al., 
2009)。 

2.2. 移动掩蔽范式 

Rayner 和 Betera (1979)为研究中央凹与副中央凹视觉区在阅读中的作用，设计出移动掩蔽范式。移

动掩蔽范式的实验逻辑是：通过设置不同掩蔽窗口大小，来控制读者视觉区获得信息的范围。当掩蔽窗

口的大小小于读者自身的阅读知觉广度时，读者仍可以从文本中获取信息；相反，当掩蔽窗口的大小大

于或者等于读者自身的阅读知觉广度时，读者无法从文本中获得任何信息(闫国利等，2010)。 

3. 阅读知觉广度的研究 

3.1. 拼音文字阅读知觉广度的研究 

3.1.1. 成人阅读知觉广度的研究 
Rayner 和 Bertera (1979)以字符为单位，发现成人英文阅读知觉广度为注视点左侧 3~4 个字符空间，

右侧 14~15个字符空间。而以词为单位时，成人知觉广度为右侧两个词空间范围(Rayner et al., 2009; Rayn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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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t al., 1982)。Rayner 等人(2009)对年轻人和老年人两个群体进行知觉广度对比，发现老年人的阅读知觉广

度要小于年轻人，同样具有不对称性特点，老年人在眼动指标上与年轻人存在显著差异。老年人的阅读

速度较慢，注视时间更长、回视次数和注视次数更多，同时也伴随着跳字率的增加(Zhang et al., 2022)。
对发展性阅读障碍群体与阅读精神分裂症群体阅读知觉广度进行比较，发现患有阅读障碍的成人具有完

整的知觉广度为注视右方约 14 个字符，相比之下，成人精神分裂症患者的知觉广度为注视向右约 6 个字

符(Justino & Kolinsky, 2023)。失语症患者的知觉广度是注视右侧的一个词加上注视右侧的一个词，而对

照组的知觉广度是注视右侧的两个词加上注视右侧的一个词，表明失语症患者的知觉广度比对照组小，

反映了他们在阅读理解过程中付出了更多认知资源加工(DeDe, 2020)。 

3.1.2. 未成年人阅读知觉广度的研究 
Rayner (1986)采用横断研究设计通过移动窗口范式，测量了二年级、四年级、六年级学生和大学生

的阅读知觉广度，结果发现，二年级与四年级学生的具有相同的阅读知觉广度，均为注视点右侧 11 个字

符，六年级学生阅读知觉广度为注视点右侧 14 个字符，与成人阅读知觉广度一致。Rayner (1986)的研究

结果在 Sperlich et al. (2016)的研究中得到了论证，对德国儿童阅读知觉广度进行纵向研究发现，随着年龄

的增长，学生的阅读知觉广度增加。研究单词长度对儿童阅读知觉的影响发现，长的单词会使儿童阅读

时间增加，快慢读者均受到影响(Loberg et al., 2019)。 

3.2. 中文阅读知觉广度的研究 

虽然在拼音文字中已有对阅读知觉广度发展轨迹的研究，但是由于汉字与拼音文字是两个不同的语

言系统，在拼音文字得到的研究结果并不能直接推论到汉语中。 

3.2.1. 成人阅读知觉广度的研究 
Inhoff 和 Liu (1998)最早对汉语的阅读知觉广度进行了考察，发现成人的范围知觉广度范围约为注视

点左边 1 个字和右侧三个字。Liu et al. (2018)进一步验证发现读者至少可以从注视左侧的三个字符获取信

息。国内部分研究也印证了这一结果(熊建萍等，2009；闫国利等，2011)。国内学者也探究老年读者汉语

阅读知觉广度，与拼音文字研究是否存在差异。在以汉字为呈现单元的条件下，老年人知觉广度范围为

注视点右侧 2~3 个汉字，具有不对称性(王丽红等，2014)。在以双字词为呈现单元的条件下，老年人知

觉广度的范围为注视点及注视右侧 1 个词，具有不对称性(王丽红等，2010)。He 等人(2021)与 Zhao 等人

(2021)发现与年轻读者相比，老年读者副中央凹处理信息更加有限以及更高的跳读率。虽然老年人在阅读

中指标相较于年轻人处于劣势，但两者对汉语的知觉广度没有实质性的差异(Xie et al., 2020a)。研究字体

大小对老年人与年轻人阅读影响发现，减小字体大小对年龄较大的读者的阅读行为影响更大，阅读时间

更长(Xie et al., 2020b)。 
中国作为多民族国家，不同民族语言的阅读知觉广度也得到学者们的重视。白学军、高晓雷、高蕾

和王永胜考察了藏族大学生藏语的阅读知觉广度，为注视点右侧 4~8 个字符的空间(白学军等，2017)。
不同汉语水平的藏族汉语阅读知觉广度为注视点右侧 2 个汉字的空间，低汉语水平藏–汉读者的阅读知

觉广度为注视点右侧 1~2 个汉字的空间(高晓雷等，2021)。Zhou 等人(2021)探究维吾尔族阅读维吾尔语

的阅读知觉广度，发现当窗口显示当前注视的字母的右侧至少 5 个字母和左侧至少 12 个字母时，维吾尔

族读者在阅读速度和注视时间上较为接近。 

3.2.2. 未成年人阅读知觉广度的研究 
以高二年级学生为被试，探究中文阅读加工单位是以字为基础还是以词为基础，在阅读双字词材料

时，阅读知觉广度为注视点左侧一个双字词到右侧两个双字词的空间，具有不对称性，而以单字词为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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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材料，阅读知觉广度同样具有不对称性，大约为注视点左侧一个或两个汉字(伏干，闫国利，2008；熊

建萍等，2007)。有学者研究未成年人特殊群体的阅读知觉广度，发现中学聋生和其年龄匹配组的阅读知

觉广度均为注视点右侧 3 个汉字，能力匹配组的阅读知觉广度为注视点右侧 2 个汉字，表明中学聋生在

阅读中存在副中央凹注意增强特点(闫国利等，2021)。 
关于小学生汉语阅读知觉广度的发展趋势，国内学者也进行了大量研究。国内对年级考察最小年级

为一年级，发现一年级学生的阅读知觉广度是注视点左右侧各一个汉字的空间，呈现对称性(李赛男等，

2021)。发现小学二年级学生的阅读知觉广度是注视点左侧一个汉字到注视点右侧 1~2 个汉字(闫国利等，

2018)。小学五年级学生的阅读知觉广度为注视点左侧一个汉字到注视点右侧 2~3 个汉字空间，接近于成

人阅读知觉广度水平(闫国利，伏干，白学军，2008)。通过以上研究，中文阅读知觉广度的发展特点与拼

音文字相同，均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增大。与之前的拼音文字研究结果不同的是，英语中眼跳生成较早成

熟，但该研究结果表明，汉语读者的眼跳生成在五年级时仍处于发展阶段，尽管词汇加工相对完善，这

种与年龄相关的眼球运动变化可归因于汉语的某些语言特性(Yan et al., 2019)。 
探究不同民族未成年人民族语言的阅读知觉广度也是学者的研究重点。维吾尔高阅读水平五年级学

生的维吾尔语阅读知觉广度为注视点左侧 8~11 个字符到右侧 2~3 个字符，而低阅读水平学生的知觉广度

为注视点左侧 8~11 个字符到右侧 2 个字符，都具有不对称性(张玉晶等，2015)。也有学者探究被试第二

语言阅读知觉广度的大小，小学五年级学生英语阅读的知觉广度的右侧范围是注视点右侧 5~8 个字符空

间(李韵静等，2015)。 

4. 影响阅读知觉广度的因素 

4.1. 个体差异 

熊建萍等人对小学五年级、初二年级和高二年级学生进行阅读知觉广度研究，结果表明，阅读知觉

广度随阅读者年龄的提高而逐渐增大(熊建萍等，2009)。闫国利等人考察了小学五年级学生与大学生的阅

读知觉广度，发现五年级学生阅读知觉广度范围相比于大学生要小(闫国利等，2011)。同时也研究了母语

为汉语的高中生和大学生英语阅读知觉广度，发现高中生英语阅读知觉广度为注视点右侧 8 个字符，与

大学生知觉广度接近，表明高中生阅读知觉广度趋近于成人(闫国利，熊建萍，白学军，2008；吴捷等，

2010)。Strandberg 等人(2022)进行追踪研究发现随着年龄增加，学生阅读速度增加，眼动指标更好。Wertli
等人(2023)也发现与高年级学生相比，年龄较小的学生表现出更多的扫视行为，每个单词的注视次数更多，

阅读错误也更多，同时花更多的时间阅读文本。 
闫国利等人对五年级学困生和学优生的阅读知觉广度进行考察，发现小学五年级语文学优生的阅读

知觉广度范围为注视点左侧一个汉字到右侧三个汉字，学困生为注视点左侧一个汉字到右侧两个汉字。

小学五年级语文学困生的阅读知觉广度小于学优生(闫国利等，2013)。小学二年级快慢读者在眼动指标上

存在差异，但在阅读知觉广度上并未发现差异(闫国利，伏干，白学军，2008)。王亚丽发现二年级到五年

级的快慢读者阅读知觉广度存在差异，表现为快速读者知觉广度为注视点左侧一个字和右侧三个字的空

间范围，而慢速读者为注视点左侧和右侧各一个字的空间范围(王亚丽，2020)。 

4.2. 阅读材料 

4.2.1. 阅读材料难度 
尽管知觉广度的大小在达到一定年龄或阅读熟练程度时是稳定的，但值得注意的是，文本的困难会

导致知觉广度的降低。当阅读难度较高的文本时，读者必须将更多的注意力放在中央凹区域的内容上

(Justino & Kolinsky, 2023)。中央凹加工负荷假说认为，当前注视文本的难度会对读者的阅读知觉广度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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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影响。如果当前注视词容易被读者识别，那么中央凹加工的负荷程度较低，读者将更多的注意资源分

配于右侧副中央凹区域，阅读知觉广度会更大；如果当前注视词不容易被读者识别，中央凹加工的负荷

增加，会将更多的注意资源分配于当前注视词，而较少将注意资源分配给右侧副中央凹区域，阅读知觉

广度会更小(Findelsberger et al., 2019; Schad & Engbert, 2012)。闫国利等人考察材料难度和窗口大小对中

文句子阅读的影响，结果表明，被试阅读容易材料时的阅读知觉广度为 5 个字，而阅读困难材料时阅读

知觉广度为 3~5 个字(闫国利，张兰兰，郎瑞，白学军，2008)。Meixner 等人(2022)同样发现阅读材料难

度调节阅读知觉广度的大小。 

4.2.2. 掩蔽刺激 
拼音文字的阅读知觉广度研究多采用“X”作为掩蔽刺激，因为“X”是英文字母，具有相似的空间

结构，而且本身不具有任何含义，对读者阅读的影响干扰较小。中文与拼音文字不同文字系统，所以掩

蔽刺激的选择要符合中文的语言特点，减少对读者阅读的干扰。在中文阅读知觉广度研究中，主要有三

种掩蔽刺激类型：相似汉字、繁体汉字、星号(※)；掩蔽刺激选择的不同，研究结果也存在差异(王丽红，

闫国利，2020)。 

4.3. 工作记忆容量 

在阅读文本时，工作记忆容量的大小对读者有效阅读起着重要作用。Kennison 和 Clifton (1995)探究

了工作记忆容量对副中央凹预视是否存在影响，发现被试的工作记忆容量大小对副中央凹预视效益有影

响，工作记忆容量更大，读者从副中央凹获得的预视效益就越多。Osaka 和 Osaka (2002)研究不同工作记

忆容量读者阅读日文文本，在窗口小于正常阅读知觉广度时，相比于低工作记忆容量被试，高工作记忆

被试仍表现出较好的阅读指标。关善玲和闫国利研究不同工作记忆容量的读者的阅读情况，发现高工作

记忆容量被试比低工作记忆容量被试能够更好地整合文章信息，进行更高效的阅读(关善玲，闫国利，

2007)。 

4.4. 不同的阅读任务和方式 

Kaakinen 和 Hyönä (2010)通过研究校对阅读和自然阅读，发现阅读中的注意资源分配受到阅读任务

的影响，读者眼动指标存在差异，但是并没有研究阅读任务对阅读知觉广度的影响。研究不同阅读任务

对阅读知觉广度的影响，发现与校对阅读任务相比，在自然阅读任务下的阅读速度更快、眼跳幅度更大，

自然阅读任务下读者的阅读知觉广度为注视点右侧 2~3 个字，校对阅读任务下读者的阅读知觉广度仅为

注视点 1 个字的空间，结果说明，读者在校对阅读和自然阅读任务下采取不同的阅读策略，因此阅读知

觉广度的大小受阅读任务的影响(闫国利等，2014)。探究阅读方式默读与朗读研究发现，朗读比默读占用

更多的资源，与默读相比，朗读时的注视时间更长、注视次数更多；重要的是，副中央凹信息可以提高

朗读和默读过程中的阅读速度，然而，与朗读过程相比，副中央凹信息的促进作用在默读过程中更为明

显(臧传丽等，2013；Kim et al., 2022)。Ktistakis 等人(2023)探究阅读方式的阅读差异，同样发现与朗读相

比，在默读条件下，被试阅读速度更快，眼动指标更好，表明被试能获得更多的信息。 

4.5. 不同书写系统 

不同语言的书写特点、排版方式、阅读方向都会影响阅读知觉广度。认知过程可以影响眼跳运动的

特征，习惯性阅读方向会影响认知和视觉空间过程，有利于将注意力集中在阅读开始的方向(Lyu et al., 
2023)。希伯来语与英语同为拼音文字，但希伯来语具有从右向左书写的特点，发现阅读知觉广度左侧范

围要比右侧大，与从左向右书写的英语阅读知觉广度右侧范围大于左侧的特点相反(Pollatsek et al., 1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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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saka 和 Osaka (1992)探究日文阅读知觉广度时发现，当文本是由平假名和日本汉字组成的，读者的阅读

知觉广度要比完全由平假名组成的文本要大。藏语与其他拼音书写系统的不同之处在于，字型可以由水

平排列和垂直排列的字符组成。窗口条件与对照条件的比较表明，当窗口显示固定字母位置的左侧三个

字母和右侧七到八个字母时，阅读速度和动眼力活动与对照条件相匹配，知觉广度小于英文，大于中文，

表明书写系统的信息密度会影响阅读时的感知广度(Wang et al., 2021)。蒙古语作为拼音文字，由于垂直

书写系统的特点，同样表现出不对称性的特点(Su et al., 2020)。 

5. 展望 

国内关于阅读的研究相比于国外起步较晚，并且汉语与拼音文字属于不同的语言系统，拼音文字得

到的结果不一定能同步到汉语中，因此，根据阅读知觉广度中外的研究成果，与当前国内研究的不足，

对未来国内汉语阅读知觉广度研究方向提出以下建议： 

5.1. 掩蔽刺激的选择 

不同掩蔽刺激的选择，产生的研究结果也不尽相同。王丽红和闫国利(2020)通过研究大学生被试，探

究不同掩蔽刺激对阅读知觉广度的干扰大小，发现与相似汉字、繁体汉字相比，星号(※)对读者阅读的干

扰最小，更能保证读者在自然条件下阅读，使研究结果更具准确性和真实性。因此，最近关于阅读知觉

广度的研究多采用星号(※)作为掩蔽刺激，但作为中文初学者的小学生群体，不同于成人丰富的阅读经验，

不同掩蔽刺激对于他们阅读知觉广度影响又如何呢？选择对小学生阅读干扰最小的掩蔽刺激，对得到的

他们阅读知觉广度的结果更具有说服力，对今后小学生阅读研究起到重要作用。 

5.2. 不同实验范式的验证 

关于阅读知觉广度的研究，研究者大多采用移动窗口范式，作为同样研究阅读知觉广度的移动掩蔽

范式，未来研究某一群体，可以通过移动窗口范式和移动掩蔽范式，从正反两个角度共同去验证读者的

阅读知觉广度，使研究结果更加准确。 

5.3. 中文阅读的基本单位 

在中文阅读中基本单元是字还是词，有采用双字词作为阅读材料的，也有采用单字词和双字词作为

阅读材料的。仝文等人(2014)通过编制单字词阅读材料，探究大学生阅读知觉广度，实验结果发现，单字

词句的右侧阅读知觉广度为 2 个单字词，小于以往知觉广度的研究结果，认为中文阅读的基本加工单元

可能是词。王丽红和闫国利(2021)使用双字词句作为阅读材料，发现读者在阅读过程中，以双字词为基本

的视觉呈现单元，比以往研究中以单字为基本呈现单元的情况下，因更好地保证了阅读中语义的完整性，

从而获得了更大的阅读知觉广度。 
中文词语不仅有双字词，还有三字词和四字词等，不同长度的词语对于读者阅读知觉广度有什么影

响？研究者如何进行操作？都需要研究者进一步深入探讨。 

5.4. 阅读能力发展的追踪研究 

国内关于儿童阅读知觉广度的研究大多从发展的角度进行讨论(王亚丽，2020；李赛男，2018；张巧

明，2014)，但是目前尚没有纵向追踪研究考察儿童阅读知觉广度的。虽然研究涉及小学多个年级学生，

但是存在个体差异，通过追踪研究去探究儿童阅读知觉广度是如何随着年级和年龄的增长发生变化的是

有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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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阅读材料的选取 

目前，关于小学生阅读知觉广度研究的阅读材料选取，多匹配相应年级能力水平的教学课本；大学

生群体常常作为基线对比小学生的阅读知觉广度，研究二者阅读知觉广度的差异，但是大学生阅读的实

验材料各不相同，有阅读小学生难度材料的(李赛男，2018)、也有阅读来自生物、化学等专业的科普读物

(张巧明，2014)，没有规范性的统一，实验材料的不同会导致研究结果产生差异。 

6. 总结 

随着眼动技术的日益成熟，关于阅读的研究越来越多，作为阅读基本问题之一的阅读知觉广度，只

有充分确定读者的阅读知觉广度，了解获得信息的范围与能力，才能有效地开展其他相关的阅读研究，

并且对当前中文阅读理论模型的构建是十分重要的。因此，希望通过上述对阅读知觉广度的介绍，让读

者更加了解当前阅读知觉广度的研究现状并对未来研究提供思路，进一步深入探讨阅读知觉广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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