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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明文字阅读障碍儿童阅读流畅性的实验干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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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相比于阅读正确性，透明文字阅读障碍儿童的阅读流畅性问题更突出。本文用多基

线干预性混合实验设计，考察形 － 音联结和重复阅读两种训练对 3 ～ 5 年级不同水平维吾

尔文阅读障碍儿童阅读流畅性的单独和综合干预效果。结果发现: ( 1) 基线时，不同水平阅

读障碍儿童的单词阅读正确性和阅读理解成绩不存在显著差异，但在阅读流畅性测验得分

上严重阅读障碍儿童显著落后于一般阅读障碍儿童; ( 2) 形 － 音联结和重复阅读两种训练

分别提高了阅读障碍儿童的假词和真词阅读速度，两种训练结合使用时提高了阅读理解成

绩，其中严重阅读障碍儿童的阅读理解成绩提高的更明显。
关键词 阅读障碍 透明文字 阅读流畅性 形 － 音联结训练 重复阅读训练

分类号 B846

1 问题提出

阅读是将字形符号变换为语音编码的过程，习得

字形符号和与之对应的语音得以配对的能力是学会阅

读的标志［1］。不同文字根据字形和语音之间的一致性

程度，即文字透明度，排列成一个连续体［2］。高度透明

的文字中，如芬兰语，形 － 音之间的对应关系双向一

致，一个字母永远表征一个特定的语音，一个特定的语

音对应一种字形符号。高度不透明文字中，如英语，形

－ 音之间的对应关系双向不一致，一个字母可能对应

不同的语音表征，一个语音可能有多种书写形式。研

究发现，文字透明度会影响儿童的阅读发展。例如，

Seymour 等人的研究发现［3］，小学一年级末，透明文字

儿童的单词阅读正确性基本达到了熟练者水平，而不

透明文字儿童要达到这种水平可能需要到二年级，甚

至更高年级。
发展性阅读障碍( developmental dyslexia，文中简

称“阅读障碍”) 是一种有神经生物学基础的特殊学习

障碍，特指智力正常，在教育机会、学习动机或情绪等

方面没有明显差异的情况下，个体的阅读成绩与其智

力所达到的水平相比明显落后的情况［4］。研究证据表

明，文字透明度会影响不同文字阅读障碍儿童的阅读

表现，而这种不同表现可能与不同文字儿童所使用的

阅读策略有关［5］。根据字词识别的双通道模型( dou

bleroutetheory) ，字词识别有亚词汇( nonlexical route) 和

词汇( lexical route) 两条通路［6］。其中，亚词汇通路通

过对形 － 音转换规则( grapheme to phoneme correspon-
dence，GPC) 的运用整合音素从而获得语音，语音进一

步激活与之相关的语义; 词汇通路通过视觉表征，用查

字典的方式在心理词典中直接激活相应的词条并提取

其语音或语义，从而实现词汇识别。阅读习得的早期

或阅读水平低下的儿童一般更依赖亚词汇语音解码策

略［7］。不透明文字中，由于形 － 音对应规则高度不一

致，阅读障碍儿童很难用最小的语音单元对字词进行

语音解码，从而导致其在阅读中出现很多错误。与此

不同，透明文字中，高度一致的形 － 音对应规则不仅容

易习得，还有助于儿童对字词进行最小语音单元的语

音解码［8］。因此，相比于不透明文字，透明文字阅读障

碍儿童的阅读正确性问题较少，但由于逐字母拼读的

语音解码策略费力而低效，其阅读流畅性问题则更突

出［9］。
阅读流畅性是指读者准确、快速进行阅读并带有

适当韵律特征的能力［10］。由于重读、语调、恰当的措

辞等韵律特征难以量化，研究中一般用字词解码正确

性和速度作为阅读流畅性的考察指标。阅读流畅性在

国外儿童阅读发展研究中得到了广泛关注。尽管近些

年国内研究者也关注了儿童的阅读流畅性，但仍存在

一些不足: ( 1) 对阅读障碍儿童阅读流畅性问题的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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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及相应的干预研究较少［11］。( 2) 阅读流畅性干预研

究的设计上，虽然考虑了干预组、控制组等，但忽视了

儿童自然发展对干预效果的影响。( 3) 阅读流畅性干

预训练的选择上，方法单一［12 － 13］，缺乏多种训练的结

合使用。( 4) 需要关注国内不同类型语言文字儿童的

阅读流畅性，如透明文字等。
Torgesen 等人对以往阅读干预研究进 行 分 析 发

现，亚词汇水平的语音解码能力和整词水平的正字法

加工能力是影响儿童阅读流畅性的重要因素［14］。阅

读过程中，如果遇到不熟悉的字词，儿童可以用自动化

的语音解码技能进行加工; 如果遇到熟悉的字词，儿童

直接用高效的整词水平的正字法加工技能进行加工。
因此，亚词汇水平的语音加工技能和词汇水平的正字

法加工技能对儿童阅读流畅性的发展很重要。然而，

现有阅读流畅性干预研究要么关注儿童亚词汇水平的

语音加工技能，如语音指导训练［15］，要么关注儿童词

汇水平的加工技能，如重复阅读训练［16］，结合使用两

种训练的干预研究则很少。
强调形 － 音联结的语音训练作为语音指导训练的

一种，常 用 于 提 高 儿 童 亚 词 汇 水 平 的 语 音 解 码 技

能［17］。该训练基于阅读障碍儿童相对薄弱的形 － 音

转换能力，通过帮助儿童发展清晰分化的字形和语音

表征及其联结来促进儿童的阅读能力［18］。已有对不

同文字阅读障碍儿童为对象的研究结果表明，形 － 音

联结训练可以提高阅读障碍儿童的阅读流畅性，结合

使用重复阅读训练时其干预效果更好［19］。
重复阅读训练是目前应用最为广泛的阅读流畅性

干预方法。该训练通过重复阅读文本材料的方式提高

文本的暴露频次，为阅读者提供更多的接触文本的机

会，进而使阅读者的阅读相关技能更加自动化，从而实

现提高阅读流畅性水平的目的［20 － 21］。大量研究表明，

以单词或短文为材料的重复阅读训练可以改变低水平

阅读者费力而低效的亚词汇加工策略，使阅读者学会

使用直接而高效的正字法加工策略来提高其阅读流畅

性［22］。

综上所述，透明文字阅读障碍儿童的阅读流畅性

问题很突出，基于形 － 音联结的语音指导训练和重复

阅读训练可能分别提高阅读障碍儿童的亚词汇和词汇

加工技能，进而提高其阅读流畅性。如果结合使用以

上两种训练，其干预效果可能更好。因此，本研究以属

于透明文字的维吾尔文为实验材料，以维吾尔文阅读

障碍儿童为被试，采用多基线干预性混合实验设计，分

别考察形 － 音联结和重复阅读两种训练以及二者结合

使用时对阅读流畅性的干预效果，为学校探索阅读障

碍学生教育干预方案、提高阅读能力提供依据。

2 研究方法

2． 1 被试

参考以往研究［23］，用以下步骤筛选阅读障碍儿

童。首先，对某小学 3 ～ 5 年级共 464 名维吾尔族儿童

进行《一分种读词测验》，筛选阅读成绩低于全年级平

均数 1 个标准差的儿童。然后，用《瑞文智力测验》进

一步筛选智力水平中等以上儿童( 25% 以上) ，并通过

教师访谈排除其他身心疾病的儿童。最终有 20 名阅

读成绩低于全年级平均数 1． 5 个标准差的阅读障碍儿

童( 严重阅读障碍儿童) 和 20 名阅读成绩低于全年级

平均数 1 ～ 1． 5 个标准差的阅读障碍儿童( 一般阅读障

碍儿童) 参与干预实验。匹配年龄、智力、性别和阅读

成绩后，将以上 40 名儿童分到干预组 A 和 B。不同干

预组、阅读水平组儿童的性别构成以及平均年龄、阅读

成绩、智力测验成绩见表 1。
分别以年龄、阅读成绩和智力测验成绩为因变量，

干预组和阅读水平组为自变量进行方差分析。结果发

现，除阅读成绩上阅读水平组的主效应显著外( F( 1，38)

= 9． 48，p ＜ 0． 01，η2 = 0． 21 ) ，其余所有主效应和交互

作用都不显著。分层确切概率卡方检验结果显示，不

同干预组、不同阅读水平组儿童在性别因素上的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 χ2 = 0． 11，df = 1，p ＞ 0． 1) 。这些结果

说明，干预前两组被试的同质性良好。

表 1 干预实验前不同干预组、不同阅读水平组儿童的基本信息

干预组 A( n = 20)

一般阅读障碍 严重阅读障碍

干预组 B( n = 20)

一般阅读障碍 严重阅读障碍

人数( 男 ± 女) 10( 6 ± 4) 10( 8 ± 2) 10( 7 ± 3) 10( 7 ± 3)

生理年龄( 平均数) 10 岁 8 月 10 岁 8 月 10 岁 7 月 10 岁 9 月

一分钟读词测验( M ± SD) 31． 60 ± 6． 19 23． 50 ± 6． 45 28． 40 ± 7． 02 23． 30 ± 7． 38

瑞文智力测验( M ± SD) 35． 40 ± 10． 7 32． 30 ± 5． 57 35． 50 ± 7． 12 31． 50 ± 6． 74

2． 2 研究工具

本研究采用单词阅读测验和阅读理解测验评估干

预效果。单词阅读测验［24］共有 48 个词，其中 36 个是

不同频率( 高频和低频) 、不同词性( 实词和虚词) 的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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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12 个是假词，要求儿童快速、准确的朗读单词，主

试用秒表记录儿童完成阅读的时间。考察指标是正确

阅读的单词数量( 阅读正确性) 和每一秒正确阅读的

音节数量( 阅读速度) 。阅读理解测验［25］来自儿童课

外读本，共有 5 篇短文，每一篇短文后有 2 道选择题，

每道题答对给 1 分，答错记 0 分，共 10 分，难度逐渐增

加。以上测验包含三个平行测验，各平行测验之间的

相关系数达到中等及以上水平且相关性达到统计学显

著性水平( p ＜ 0． 001) ，说明各阅读测验的复本信度良

好。
2． 3 干预方案

2． 3． 1 干预设计

本研究参考 Denton 等人的研究［26］，用多基线干预

性混合实验设计 ( Multiple baseline intervention mixed
design) 进行干预。干预设计流程图如图 1 所示。

图 1 干预设计流程图

2． 3． 2 干预过程

取得家长同意后，对儿童进行第一次阅读能力测

试并记录为前测( T1) 。紧接着，干预组 A 接受为期 2
周，每周 5 次，每次 40 分钟，共 400 分钟的形 － 音联结

训练。同时，干预组 B 在活动室进行数学口算训练。
形 － 音联结训练结束后对所有儿童进行第二次阅读能

力测试并记录为后测 1( T2) 。最后，干预组 A 和 B 同

时接受为期 2 周，每周 5 次，每次 40 分钟，共 400 分钟

的重复阅读训练。重复阅读训练结束后对所有儿童进

行第三次阅读测试并记录为后测 2( T3) 。形 － 音联结

训练和重复阅读训练的流程参考 Denton 等人的研究

进行［27］。
形 － 音联结训练: 编制音位、音节表征水平的形 －

音联结训练材料后，用以下步骤进行形 － 音联结训练。
第一步，以电脑呈现视频资料的方式进行视听跨通道

的形 － 音联结训练。视频资料中儿童依次看到某一个

字母、包含该字母的一个音节、包含该音节的一个单词

以及该单词对应的图片，同时听到其读音，实现视 － 听

跨通道形 － 音联结训练的目的。视频资料共播放 2
次。第二步，巩固形 － 音联结训练。该训练是借助橡

皮泥和卡片，采用团体游戏的形式，以视觉、听觉、动作

为一体的方式进行，包括 2 次橡皮泥造词训练和 2 次

卡片造词训练。橡皮泥造词训练中，主试口头说一个

在第一步训练中出现过的词，让儿童用不同颜色橡皮

泥来代表不同字母造出这个词并大声朗读，从而巩固

在第一步中学习的字母的形体和读音。卡片造词训练

中，三个儿童为一组，模拟扑克牌游戏规则来玩卡片造

词游戏。具体规则是，将印有维吾尔文字母的 32 张字

母卡片随机分发给三名儿童，然后随机安排其中一名

儿童出一张字母卡片，其他儿童依次出能和已出的字

母卡片组合成一个音节或词的字母卡片，从而巩固在

第一步训练中学习的音节意识。
重复阅读训练: 从儿童课外读物中选取适合儿童

阅读水平的不同长度( 包含 3 句、6 句、9 句) 的三篇非

小说短文，用以下步骤进行训练。第一步，制定重复阅

读训练后要达到的阅读流畅性目标水平。让儿童尽自

己努力去阅读各短文，以此了解其阅读正确性和阅读

速度水平，并与主试协商确定通过重复训练要达到的

阅读流畅性目标水平。第二步，实施重复阅读训练。
由较短的短文开始，并以句子为单位进行训练。首先，

主试对短文中出现的陌生词进行识字教学。其次，主

试放慢自己的朗读速度，并与儿童一起重复阅读第一

篇短文的每个单词和句子各 5 遍。然后，要求儿童依

次提高 10% 的阅读速度，在规定时间内独立阅读第一

篇短文两次。无论是独立阅读还是与主试一起阅读，

儿童只要出现阅读错误，主试即时给予正确反馈。第

三步，评估重复阅读训练的效果。上述训练结束后，主

试在一个安静的环境中让儿童快速、正确地阅读第一

篇短文，并记录儿童的阅读错误和完成阅读的时间。
当儿童的阅读速度达到目标水平，阅读错误在三个以

下时进入下一篇短文的学习，否则继续接受对该短文

的训练直到实现自己的目标水平。

3 研究结果

所有数据用 SPSS19 进行整理和分析。干预进行

到 T2 时，有 4 名儿童( 干预组 A 和 B 不同水平儿童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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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名) 因转学、生病等原因没能参加后续训练，被试流

失率为 10%。对流失和继续参加干预的被试性别、年
龄和阅读能力进行检验发现，参加整个干预的被试( n
= 36) 与流失的被试( n = 4) 在性别、年龄以及所有阅

读测验上均不存在显著差异( p ＞ 0． 05 ) ，表明本研究

不存在被试的结构化流失。
3． 1 不同干预组、不同阅读水平组阅读成绩描述性统

计和干预前( 基线时) 比较

表 2 显示了有完整数据的不同干预组和阅读水平

组儿童不同阶段各阅读测验得分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为比较不同干预组和阅读水平组基线时的阅读成

绩，以前测( T1) 各阅读测验成绩为因变量，干预组、阅
读水平组类型为自变量进行方差分析。结果显示，所

有测验上，干预组主效应不显著( p ＞ 0． 05) ，干预组和

阅读水平组之间的交互作用不显著( p ＞ 0． 05 ) ，说明

干预前两个干预组是同质的。阅读水平组的主效应在

真词阅读速度( F( 1，34) = 10． 43，p ＜ 0． 01，η2 = 0． 25) 和

假词阅读速度( F( 1，34) = 13． 61，p ＜ 0． 001，η2 = 0． 30) 上

显著，在其他测验上都不显著。这说明，不同阅读水平

组的差异主要表现在阅读流畅性上。
为考察基线水平时干预组 B 的阅读成绩是否随

时间显著提高，对干预组 B 儿童 T1 和 T2 时的阅读成

绩进行重复测量方差分析。结果发现，所有测验上测

试时间主效应、测试时间和阅读水平组之间的交互作

用都不显著( p ＞ 0． 05) ，说明没有接受训练时干预组 B
儿童的阅读成绩没有随时间而显著提高。

表 2 不同干预组、不同阅读水平组儿童不同测试阶段各测验成绩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M ± SD)

阅读

水平组

干预组 A( n = 18)

前测

( T1)

后测 1
( T2)

后测 2
( T3)

干预组 B( n = 18)

前测

( T1)

后测 1
( T2)

后测 2
( T3)

真词阅读正确性

1 30． 44 ± 3． 40 32． 44 ± 3． 00 33． 44 ± 1． 94 30． 89 ± 3． 82 31． 00 ± 2． 83 33． 22 ± 3． 42

2 28． 67 ± 5． 41 27． 56 ± 6． 00 30． 00 ± 3． 97 28． 33 ± 2． 92 26． 56 ± 6． 64 29． 33 ± 3． 39

真词阅读速度

1 1． 44 ± 0． 41 1． 54 ± 0． 44 1． 64 ± 0． 48 1． 71 ± 0． 47 1． 50 ± 0． 25 1． 76 ± 0． 70

2 1． 13 ± 0． 56 1． 17 ± 0． 48 1． 18 ± 0． 39 1． 02 ± 0． 40 1． 01 ± 0． 31 1． 18 ± 0． 24

假词阅读正确性

1 9． 44 ± 2． 01 11． 11 ± 1． 05 11． 44 ± 0． 88 9． 34 ± 1． 21 10． 11 ± 1． 05 10． 55 ± 1． 74

2 9． 11 ± 2． 80 8． 22 ± 3． 23 10． 44 ± 1． 88 8． 22 ± 2． 77 8． 22 ± 3． 70 9． 78 ± 1． 99

假词阅读速度

1 1． 03 ± 0． 32 1． 54 ± 0． 49 1． 15 ± 0． 34 1． 19 ± 0． 28 1． 25 ± 0． 24 1． 28 ± 0． 39

2 0． 76 ± 0． 27 1． 20 ± 0． 49 0． 96 ± 0． 22 0． 73 ± 0． 32 0． 83 ± 0． 26 0． 96 ± 0． 29

阅读理解测验

1 6． 67 ± 2． 40 7． 44 ± 2． 60 7． 56 ± 1． 42 5． 33 ± 2． 95 6． 22 ± 2． 73 7． 22 ± 2． 48

2 5． 44 ± 1． 74 6． 22 ± 2． 49 7． 67 ± 1． 12 5． 33 ± 1． 87 5． 67 ± 3． 32 5． 89 ± 2． 37

注: 第一栏中的 1 表示一般阅读障碍组( n = 9) ，2 表示严重阅读障碍组( n = 9) 。

3． 2 形 － 音联结训练的干预效果分析

为考察形 － 音联结训练的干预效果，对干预组 A
儿童各测验成绩进行 2( 测试时间: T1 和 T2) × 2( 阅读

水平组: 严重阅读障碍组和一般阅读障碍组) 的重复

测量方差分析。结果发现，测试时间主效应仅在假词

阅读速度上显著 ( F( 1，16) = 25． 72，p ＜ 0． 001，η2 = 0．
62) ，其他主效应和交互作用都不显著( p ＞ 0． 05) 。这

说明，形 － 音联结训练显著提高了阅读障碍儿童的假

词阅读速度。
3． 3 重复阅读训练的干预效果分析

为考察重复阅读训练的干预效果，对干预组 B 儿

童各测验成绩进行 2( 测试时间: T2 和 T3) × 2( 阅读水

平组: 严重阅读障碍组和一般阅读障碍组) 的重复测

量方差分析。结果发现，测试时间主效应在真词阅读

正确性( F( 1，16) = 6． 69，p ＜ 0． 05，η2 = 0． 30) 和真词阅读

速度( F( 1，16) =4． 50，p ＜0． 05，η2 = 0． 24) 上显著，其他主效

应和交互作用都不显著( p ＞0． 05)。这说明，重复阅读训

练显著提高了阅读障碍儿童的真词阅读能力。
3． 4 两种训练的综合干预效果分析

为考察两种训练的综合干预效果，对干预组 A 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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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测验成绩进行 2( 测试时间: T1 和 T3) × 2( 阅读水

平组: 严重阅读障碍组和一般阅读障碍组) 的重复测

量方差分析。结果发现，测试时间主效应在假词阅读

正确性( F( 1，16) = 9． 01，p ＜ 0． 01，η2 = 0． 36 ) 、假词阅读

速度( F( 1，16) = 6． 97，p ＜ 0． 05，η2 = 0． 30 ) 、阅读理解

( F( 1，16) = 19． 49，p ＜ 0． 001，η2 = 0． 55) 测验上显著，在

真词阅读正确性测验上边缘显著( F( 1，16) = 4． 08，p = 0．
06，η2 = 0． 20) 。测试时间和阅读水平组交互作用在阅

读理解测验上显著( F( 1，16) =6． 28，p ＜0． 05，η2 =0． 28)。进

一步进行简单效应分析发现，与一般阅读障碍组儿童比，

严重阅读障碍组儿童的阅读理解成绩提高的更明显( p ＜
0． 01)。这说明，两种训练相结合的综合训练显著提高了

阅读障碍儿童的假词阅读和阅读理解成绩，其中，对严重

阅读障碍儿童阅读理解成绩的效果更明显。

4 讨论

4． 1 相比于阅读正确性，维吾尔文严重阅读障碍儿童

的阅读流畅性问题更突出

本研究中，方差分析结果表明，基线时不同水平阅

读障碍儿童的真词和假词阅读正确性成绩不存在显著

差异，但在真词和假词阅读速度上严重阅读障碍儿童

显著落后于一般阅读障碍儿童。这说明，相比于阅读

正确性，维吾尔文严重阅读障碍儿童的阅读流畅性问

题可能更突出。阅读是将字形符号变换为语音编码的

过程，掌握了形 － 音对应规则意味着学会了阅读［28］。
透明文字中形 － 音对应规则高度一致，儿童更多依赖

亚词汇通路，用逐字母拼读的解码策略进行阅读。另

外，形 － 音对应规则对基于小单元语音解码的阅读教

学很敏感［29］。因此，透明文字儿童接受一般的阅读教

学后很快就掌握和习得了文字的形 － 音对应规则。即

便是阅读障碍儿童，也能借助高度一致的形 － 音规则，

在最小的语音单元上用一个字母、一个字母的拼读策

略进行正确阅读［30］。这可能是本研究中不同水平维

吾尔文阅读障碍儿童在真词和假词阅读正确性上不存

在显著差异的原因。但是，不同水平维吾尔文阅读障

碍儿童在假词和真词阅读速度上都表现出了显著差

异。以往关于维吾尔文阅读障碍的相关研究结果也表

明，在维吾尔文阅读中，相比于解码正确性，解码速度

对儿童阅读水平的差异更敏感［31］。可以推断，由于维

吾尔文在亚词汇形 － 音表征单元上具有高度一致性，

不同水平的维吾尔族儿童都能发展出不同表征单元水

平的形 － 音联结关系，能够进行比较正确的解码，但是

严重阅读障碍儿童词汇阅读可能更多依赖于比较耗时

和费力的小单元的语音解码策略，而且这种策略的自

动化水平可能很低，因此，相比于阅读正确性，其阅读

流畅性问题更为突出。
4． 2 单独使用形 － 音联结或重复阅读训练能提高维

吾尔文阅读障碍儿童的阅读流畅性，而综合使用时还

能提高阅读理解成绩

本研究结果发现，单独的形 － 音联结训练后，不同

水平维吾尔文阅读障碍儿童的假词阅读速度得到显著

提高，但假词阅读正确性并没有显著提高。根据字词

识别的双 通 道 模 型 和 自 动 化 理 论 ( automaticity theo-
ry) ，流畅的假词阅读不仅要求个体具备能够正确使用

词典外的形 － 音转换规则来进行逐字母语音解码的能

力［32］，还要求这种能力达到无需过多注意资源就能被

激活的自动化加工水平［33］。基线时，不同水平维吾尔

文阅读障碍儿童的假词阅读正确率都达到 70% 左右，

已处在较高水平。因此，形 － 音联结训练可能主要提

高了儿童自动化检索字形和字音的水平，进而提高了

不同水平维吾尔文阅读障碍儿童形 － 音联结自动化水

平，表现为假词阅读速度显著提高。
接受单独的重复阅读训练后，不同水平维吾尔文

阅读障碍儿童的真词阅读正确性和速度都有了显著提

升。根据字词识别的双通道模型，字词可以通过视觉

编码，以整词方式在词汇通路中进行正字法加工，也可

以通过亚词汇通路进行语音解码［34］。前者是一种直

接、高效且快速的加工策略，后者则是一种比较耗时和

容易犯错误的策略。根据正字法深度假说( orthogra-
phy depth theory) ，透明文字的特点使透明文字阅读障

碍儿童更依赖亚词汇通路［35］，因此，Monaghan 等人认

为，对透明文字儿童进行较大单元的正字法加工技能

训练很有必要［36］。有研究指出，正字法加工技能对重

复阅读文本很敏感，重复 4 ～ 6 次的单词或短文阅读训

练后阅读者很快能改变其阅读策略，用直接通达词汇

的正字法加工方式进行阅读［37］。本研究发现，重复 5
次的短文阅读训练后，不同水平维吾尔文阅读障碍儿

童的真词阅读正确性和速度都有了显著提高，这种提

高在形 － 音联结训练中却没有出现。由此可见，重复

阅读训练任务的时间限制可能改变了不同水平维吾尔

文阅读障碍儿童的阅读策略，他们不再使用比较耗时

和容易犯错误的语音解码策略，而使用了快速而直接

的词汇提取策略［38］，表现为真词阅读正确性和速度的

显著提高。
综合训练后，即先用形 － 音联结训练，接着用重复

阅读训练后，不同水平维吾尔文阅读障碍儿童的假词

阅读正确性、假词阅读速度和阅读理解成绩得到了显

著提高，真词阅读正确性的提高达到了边缘显著。可

见，通过综合训练，被试的假词阅读能力得以提升，真

词阅读正确性也表现出了提高趋势。这说明，综合训

练不仅显著提高了阅读障碍儿童亚词汇水平的语音解

码自动化水平，也促进了词汇层面的加工技能。至于

两种训练在真词阅读上的综合效果没有达到单独的重

复阅读训练中的显著水平，可能是因为先进行的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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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联结训练效果对之后的重复阅读训练效果产生了影

响。也就是说，综合训练的重复阅读训练环节中，部分

儿童可能仍然使用了形 － 音联结训练中得到强化的亚

词汇语音加工策略［39］，加上本研究的被试数量又较

少，导致考察综合训练对儿童真词加工能力的效果时，

阅读速度上的提高水平达不到显著。但是，在单独的

两种训练中都没有显著提高的阅读理解成绩在综合训

练中却有了显著的提高，这结果还是能够说明综合训

练的整体效果好于单独的形 － 音联结和重复阅读训

练。阅读理解是儿童字词识别能力发展到一定水平后

产生的高级阅读技能，是儿童亚词汇和词汇加工技能

达到自动化水平的产物［40］。由于自动化的字词加工

会释放更多的认知资源用于理解文本内容上，因此阅

读流畅性与阅读理解高度相关［41］。本研究中，综合训

练同时提高了儿童亚词汇和词汇水平的加工技能，因

而释放了比单独训练更多的认知资源用于阅读理解，

从而使单独训练后没有显著提高的阅读理解成绩在综

合训练后得到了显著的提高。其中，严重阅读障碍儿

童的阅读理解成绩提高的更明显，可能与其阅读速度

具有更大的提升空间，从而在阅读训练中获得更大进

步有关［42］。

5 结论

5． 1 相比于阅读正确性，维吾尔文严重阅读障碍儿童

的阅读流畅性问题更突出。
5． 2 单独的形 － 音联结训练和重复阅读训练分别促

进了维吾尔文阅读障碍儿童的亚词汇和词汇加工技

能，进而提高其阅读流畅性。
5． 3 形 － 音联结和重复阅读相结合的综合训练能提

高维吾尔文阅读障碍儿童的阅读理解成绩，其中严重

阅读障碍儿童的阅读理解成绩提高的更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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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Intervention Study on Ｒeading Fluency of Children with
Transparent Orthography Dyslexia

YILIZHATI Maimaiti1 GULIGENA Aitahong2 MAIHEFULAITI Kanji1

( 1． College of Education Science，Xinjiang Normal University，Urumqi，830063;

2． College Students＇Mental Health Education Counseling and Ｒesearch Center，
Xinjiang Normal University，Urumqi，830063)

Abstract Compared with the correctness of reading，the reading fluency of children with consistent or-
thography dyslexia is more prominent． A multi － baseline intervention experiment was designed to investi-
gate the effects of phonetic guidance training and repetitive reading training on reading fluency of children
with consistent orthography dyslexia at different reading level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1 ) at the base-
line，there was no difference in reading correctness and reading comprehension performance among children
with different levels of dyslexia，but children with severe dyslexia lagged behind in reading fluency; 2 )

phonetic guidance and repeated reading training had significant effects on the reading speed of pseudowords
and real words respectively． When the two kinds of training were combined the reading comprehension im-
proved significantly，especially for children with severe dyslexia．

Key Words development dyslexia consistent orthography reading fluency phonetic guidance train-
ing repetitive reading trai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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