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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线索浏览方向、空间位置与移动
光标对伪忽视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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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采用线段平分任务，以无文字线索作为基线条件，考察文字线索的浏览方向、空间位

置和移动光标对具有两种不同方向阅读经验的熟练双语者伪忽视的影响。结果发现，无文字线索

条件下，光标从左往右方向移动时被试的判断偏向于线段中点的右侧，而从右往左移动时，偏向于

线段中点的左侧。在有文字线索条件下发现，文字线索的浏览方向和空间位置的交互作用显著，简

单效应检验显示文字线索的浏览方向和空间位置一致时伪忽视明显，不一致时伪忽视消失。结果表

明，文字线索浏览方向、空间位置与移动光标能够影响伪忽视。伪忽视的存在和消失，不仅与眼球运

动有关，还有与大脑两半球的激活水平有关。研究结果支持了视觉扫描假设和激活朝向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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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伪忽视最初是由 Campbell 等 ( 1967 ) 在忽视症

这一概念基础上提出的。忽视症指的是临床上大脑

半球受损的个体存在对损伤半球对侧的空间的忽

视。Bowers 和 Heilman( 1980) 对忽视症的病因机制

进行考察时发现，在线段平分任务中，相比于忽视症

患者，正常人表现出了左侧偏向。这种，与忽视症患

者的左侧忽视相比，正常人偏侧的方向相反及程度

弱小的现象被称之为伪忽视，临床上又称为“假性

忽视”，即伪忽视是指神经系统健康的个体在完成

空间注意任务中表现出来的轻微的左侧偏向( Bow-
ers ＆ Heilman，1980; Brooks et al． ，2014; Friedrich et
al． ，2018; Sosa et al． ，2010; Schintu et al． ，2019; Ger-
rits et al． ，2020) 。

影响 伪 忽 视 的 因 素 有 很 多，其 中 阅 读 经 验
( Dickinson ＆ Itraub，2009; Nuthmann ＆ Matthias，
2014; 董洁，2017 ) 、移动光标( Chokron et al． ，1998;

董洁，2017) 、文字线索( Milner，1992; Fischer，1994)

等得到了研究者的广泛关注。已有研究发现，在书

写方向 为 从 左 往 右 的 语 言 中，比 如，英 语、法 语
( Chokron et al． ，1997) 、印度语( Vaid ＆ Singh，1989)

等，阅读者表现出伪忽视，即表现出明显的偏左，而

在书写方向为从右往左的语言中，比如，希伯来语

( Chokron et al． ，1997 ) 、乌尔都语 ( Vaid ＆ Singh，

1989) 等，伪忽视消失，即阅读者表现出明显的偏

右。同时掌握书写方向为从左往右和从右往左的熟

练双语者却没有表现出明显的偏侧( Ｒinaldi et al． ，

2014) 。研究者用“视觉扫描假设”解释了文字浏览

方向对伪忽视的影响 ( Manning et al． ，1990 ) ，认为

在空间注意任务中，参与者表现出来的偏向主要取

决于视觉扫描开始的初始位置，即从左往右浏览引

起阅读者的左侧偏向，从右往左浏览引起阅读者的

右侧偏向，而在熟练双语者中由于两种浏览方向对

伪忽视的影响相互抵消，从而未表现出明显的偏侧。
研究者为了排除被试的语言学习经验对研究结

果的影响，用移动光标人为地操纵被试的浏览方向，

考察了人为操控的浏览方向对伪忽视的影响。例

如，Chokron 等 ( 1998 ) 用移动光标控制参与者的浏

览方向并要求参与者对呈现在屏幕上的线段进行平

分。结果发现，无论是法语阅读者( 从左往右) 还是

希伯来语阅读者( 从右往左) ，从左往右方向移动的

光标引起左侧偏向，而从右往左方向移动的光标引

起右侧偏向。然而，在 Nicholl 和 Ｒobert( 2002) 的研

究中其他实验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加快光标移动速

度后却得到了与 Chokron 等人不一样的结果，即无

论是英语阅读者( 从左往右) 还是希伯来语阅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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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右往左) ，从左往右方向移动的光标引起右侧偏

向，而从右往左方向移动的光标引起左侧偏向。Ni-
choll 和 Ｒobert 认为，光标速度加快时，可能导致参

与者对光标移动位置的判断和做出反应的协调性减

弱，从而出现与“视觉扫描假设”的观点相反的结

果。然而，以上研究中选取的被试都是具有从左往

右或从右往左浏览习惯的单语者，仍不能分离文字

浏览方向和移动光标对伪忽视的影响。当被试的浏

览方向被移动光标所操纵时，即便偏向于光标移动

的起始位置方向，但程度上还是会受到原有浏览习

惯的影响( Chockron，1998 ) 。由于同时具有从左至

右和从右至左浏览习惯的熟练双语者中，两种文字

浏览方向对其伪忽视的影响会相互抵消( Ｒinaldi et
al． ，2014) ，因而选取熟练双语者作为被试时可能有

效控制被试阅读方向对伪忽视的影响从而更好地的

探究移动光标对伪忽视的影响。
研究者除了通过阅读经验和移动光标探讨浏览

方向对伪忽视的影响外，还通过文字线索探讨了浏

览方向对伪忽视的影响。例如，Milner ( 1992 ) 以英

文字母作为线索采用单侧线索范式，要求参与者对

视野中呈现的线段进行平分。结果发现，当字母线

索呈现在线段的左侧时，参与者把中点移到左侧，而

字母线索呈现在右侧时参与者把中点移到右侧。
Milner 认为，线索的空间位置导致了这一结果。然

而，Milner 的研究中，使用的仅是浏览方向为从左往

右的英文字母，选取的被试也是仅有从左往右方向

阅读经验的单语者。因此这有可能是被试的文字浏

览方向抑或文字浏览方向和文字空间位置共同作用

的结果。基于文字浏览方向对熟练双语者伪忽视的

影响，以熟练双语者为被试、不同浏览方向的文字材

料为实验刺激，可以控制文字浏览方向对伪忽视的

影响而更好的考察文字空间位置对伪忽视的影响。
综上所述，以书写方向为从左往右和从右往左

的不同文字材料作为线索，选取熟练掌握书写方向

为从左往右和从右往左的双语者作为被试，考察移

动光标、文字线索的浏览方向和文字线索空间位置

对熟练双语者伪忽视的影响。研究预期为: ( 1 ) 无

文字线索条件下，移动光标能够影响双语者的伪忽

视; ( 2) 有文字线索条件下，文字线索的浏览方向和

空间位置共同影响熟练双语者的伪忽视，文字线索

浏览方向和文字线索空间位置方向一致时出现明显

的伪忽视，不一致时伪忽视消失; ( 3) 有文字线索条

件下，移动光标仍能独立于文字线索的浏览方向和

空间位置，影响熟练双语者的伪忽视。
2 研究方法

2． 1 实验对象

被试是从小学一年级开始接受国家通用语言文

字学习，在日常学习和生活中能够熟练地使用国家

通用语言和维吾尔语两种语言，并通过 MHK 四级

甲等( 中国少数民族汉语水平等级考试) 的新疆师

范大学维吾尔族大学生，共 74 人，男生为 37 名、女
生为 37 名，年龄范围 19 ～ 23 岁之间。所有参与者

身体健康，视力或矫正视力正常，无神经系统疾病病

史，对伪忽视研究并不了解，以往没有做过类似任务

的实验。其中有 2 名参与者偏离线段中点的距离超

过三个标准差以外，因此，数据未纳入到统计分析

中，最后纳入统计分析的参与者共有 72 名。
2． 2 实验设计

实验为 2 文字线索的浏览方向 ( 从左往右，从

右往左) × 2 文字线索的空间位置( 在线段的左边，

在线段的右边) × 2 光标移动方向 ( LＲ: 从左往右，

ＲL: 从右往左) 的被试内设计，无文字线索作为基线

条件，文字线索的浏览方向、空间位置、光标移动方

向作为自变量，线段平分点偏离线段中点的方向和

距离为因变量。额外变量为参与者的使用手，Failla
等人在 2003 年的研究中发现，受试者在完成有关伪

忽视的实验任务过程中使用手的不同会引起不同的

实验结果。当受试者使用左手时，出现更强的左侧

偏向，其原因是使用手的不同会引起对侧脑半球的

激活，左手的使用趋向加强两半球的不对称性，而右

手的 使 用 趋 向 平 衡 两 半 球 的 激 活 ( Vingerhoets，
2019) 。因此，研究中要求参与者使用右手，从而达

到排除使用手对实验结果的干扰的目的。
2． 3 实验仪器与材料

采用 E － prime2． 0，计算机屏幕分辨率为 1366
× 765 像素。被试眼睛与屏幕之间的距离为 65cm。

材料有: 线段、移动光标、文字线索。其中线段，

其分辨率为 617 × 3( Fischer，1994) ，移动光标，其分

辨率为 2 × 16，移动速度为 88 像素 /每秒 ( 22mm /
s) ，而文字线索包括: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中的“从”
字，分辨率为 66 × 64、维吾尔文中的“ ”字母，分

辨率为 62 × 39，都呈现在离线段 7mm 距离的位置
( 在 Fischer 的研究中提出，当文字线索离线段的距

离为 1mm 时，被试容易产生错觉从而把文字线索当

成线段的一部分。而当文字线索离线段的距离为
7mm 时，可以消除这一错觉) 。
2． 4 实验程序

线段平分任务包含以下实验条件: 无文字线索
( 基线条件) 、浏览方向从左往右方向的文字线索在

左边、浏览方向从左往右方向的文字线索在右边、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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览方向从右往左方向的文字线索在左边、浏览方向

从右往左方向的文字线索在右边，各随机地呈现 10
次。移动光标在每一种试验条件下，LＲ 和 ＲL 方向

各随机移动 5 次，共 50 个试验。
实验正式开始时，被试眼睛与屏幕之间的距离

为 65cm。屏幕中央出现一个注视点“+”，200ms 之

后线段或线段和线段左边或右边的文字线索同时呈

现在屏幕中，当参与者认为光标移动到线段中点时，

用右手来按 G 键并按键后呈现下一个试验。只能

按一次键，按键过多视为无效。进入正式试验之前，

为了使参与者熟悉按键和整个实验过程会进行 5 次

练习，随后再进入正式实验。
3 数据分析与结果

实验记录参与者的按键反应，由按键反应可以

计算出参与者认为的中点与真实中点偏离的距离，

偏右为正数，偏左为负数计分。剔除偏差长度三个

标准差之外的数据。根据 Williamson 等( 2019) 的研

究，先用 SPSS16． 0 对无文字线索条件下的数据结果

进行单样本 t 检验以探讨具有两种不同方向阅读经

验的被试中伪忽视是否存在，再对有文字线索条件

下的数据结果进行重复测量方差分析以探讨伪忽视

的影响因素。
3． 1 无文字线索条件下的数据结果

鉴于实验过程中，光标在两种方向上移动的次

数相同，因此在无文字线索条件下通过把从左往右

和从右往左两种方向上的数据结果进行合并并采用

单样本 t 检验，可以探讨参与者在两种方向上判断

的中点偏离线段真实中点的距离是否有差异 ( Wil-
liamson et al． ，2019) 。其逻辑是若合并结果与零存

在差异，则被试在两种方向上判断的中点偏离线段

真实中点的距离有差异; 若合并结果与零没有存在

差异，则被试在两种方向上偏侧的距离相等。数据

结果显示，t( 71 ) = － 1. 11，p ＞ 0. 05。该结果表明，

具有两种不同浏览习惯的双语者在两种方向移动的

光标的引导下偏侧距离无差异。
表 1 无文字线索条件下被试的平均偏侧距离与标准差

移动方向 M SD

LＲ 9． 03 11． 53
ＲL － 10． 41 10． 34

( 注: LＲ 指的是光标从左往右移动，ＲL 指的是光标从右

往左移动)

根据 Thomas 等( 2016) 的研究，进行了单样本 t
检验以确定光标分别在从左往右和从右往左方向移
动时，被试指定的中点在偏离线段真实中点的方向
上是否有显著性的偏差。如表 1 所示，当光标从左

往右方向移动时，参与者偏向于右侧，t( 71) = 6. 48，

p ＜ 0. 05，d = 1. 54。当光标从右往左方向移动时，参

与者偏向于左侧，t ( 71 ) = － 8. 44，p ＜ 0. 05，d = －
2. 00。总之，参与者偏向于光标移动方向的起始位

置的相反方向。
3． 2 有文字线索条件下的数据结果

表 2 有文字线索条件下被试的平均偏侧距离与标准差

文字线索浏览方向
与空间位置 光标移动方向 M( SD)

从左往右浏览的文字
线索在左边

LＲ 12． 90( 11． 72)

ＲL － 5． 94( 9． 50)

从左往右浏览的文字
线索在右边

LＲ 1． 61( 10． 41)

ＲL － 16． 16( 11． 86)

从右往左浏览的文字
线索在左边

LＲ － 1． 57( 13． 00)

ＲL － 20． 03( 10． 32)

从右往左浏览的文字
线索在右边

LＲ 15． 86( 13． 38)

ＲL － 3． 80( 9． 76)

根据三因素重复测量方差分析得出，光标移动

方向的主效应显著，F( 1，71) = 131. 15，p ＜ 0. 05，η2
p

= 0. 65。文 字 线 索 空 间 位 置 的 主 效 应 显 著，F
( 1，71) = 18. 37，p ＜ 0. 05，η2

p = 0. 21。文字线索浏览

方向的主效应不显著，F ( 1，71 ) = 0. 41，p ＞ 0. 05。
文字线索的空间位置和文字线索浏览方向的交互作

用显著，F( 1，71) = 293. 90，p ＜ 0. 05，η2
p = 0. 81。进

一步进行简单效应检验得出，当文字线索的空间位

置在左边时，从左往右方向的文字线索呈现时参与

者指定的中点偏向于左侧，而从右往左方向的线索

呈现时则偏向于右侧，F ( 1，71 ) = 98. 10，p ＜ 0. 05，

η2
p = 0. 58。当文字线索的空间位置在右边时，从左

往右方向的文字线索呈现时参与者指定的中点偏向
于右侧，而从右往左方向的文字线索呈现时则偏向

于左侧，F( 1，71) = 120. 04，p ＜ 0. 05，η2
p = 0. 62。表

明文字线索的浏览方向和空间位置共同影响伪忽

视，其具体为: 在偏侧的方向上，当文字线索的空间

位置和浏览方向一致，即从左往右方向的线索在左
边( M = － 7. 28，SD = 7. 80 ) 、从右往左方向的线索

在右边时( M = － 10. 80，SD = 7. 80 ) ，参与者均偏向

于左侧; 而文字线索的空间位置和文字线索的浏览

方向不一致时，即从左往右方向的文字线索在右边
( M = 3. 48，SD = 7. 30 ) 、从右往左方向的文字线索

在左边时( M = 6. 02，SD = 7. 86 ) ，参与者判断的中

点均偏向于右侧。在偏侧的距离上，文字线索的空

间位置和浏览方向一致时，与不一致相比，参与者离
线段中点偏离的距离更长( 一致: M = － 7. 28，SD =
7. 80、M = － 10. 80，SD = 7. 80; 不一致: M = 3. 48，SD
=7. 30、M = 6. 02，SD = 7. 86 ) 。其余交互作用均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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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著，ps ＞ 0. 05。

图 1 文字线索浏览方向与空间位置一致 /
不一致条件下平均偏侧距离与方向

( 注: LＲ 是指从左往右方向浏览的文字线索;

ＲL 是指从右往左方向浏览的文字线索)

4 讨论
4． 1 无文字线索条件下移动光标影响熟练双语者

的伪忽视

研究结果显示，在无文字线索条件下，掌握不同

浏览方向的两种文字的熟练双语者在完成线段平分
任务时，当光标从左往右方向移动时，参与者的判断
偏向于右侧; 而从右往左方向移动时，偏向于左侧。
这一结果支持了 Nicholl 和 Ｒobert( 2002 ) 的研究结

果而且与“视觉扫描假设”的观点相反。Nicholl 和
Ｒobert( 2002 ) 认为，当光标的移动速度为 22mm /s
时有可能参与者认为光标已经移动到线段的中点，

但做出反应时光标已经越过了线段的中点，即光标

速度加快时，参与者对光标移动位置的判断和做出
反应的协调性减弱，因此出现与“视觉扫描假设”的
观点相反的结果。Nicholl 和 Ｒobert ( 2002 ) 对单语
者和当前研究对熟练双语者进行的研究结果共同为

视觉扫描假设的变异模式提供了证据。也就是说，

并不是所有的从左往右浏览一定导致左侧偏向，从
右往左浏览导致右侧偏向，而是参与者对光标移动
位置的判断和做出反应的协调性之间的变化也会影

响偏侧的方向。此外，在无文字线索条件下，掌握不
同浏览方向的两种文字的熟练双语者判断的中点在
两种方向上偏离线段真实中点的距离没有显著差
异，支持了 Ｒinaldi 等( 2014) 的研究结果。研究者用

视觉扫描假设解释了此现象。该假说认为，在空间
注意任务中，参与者表现出来的偏向主要取决于视
觉扫描开始的初始位置，具有从左往右浏览方向的
阅读者偏向于左侧，从右往左浏览方向的阅读者偏

向于右侧，而具有两种浏览方向的阅读者中因浏览
方向对偏侧的作用相互抵消，从而没有表现出明显
的向左或向右偏侧。激活 － 朝向假说进一步解释了
其背后的脑机制。也就是说，左视野的刺激由大脑

右半球处理，右视野的刺激由大脑左半球处理。从
左侧开始浏览会提高右半球的兴奋性，而从右侧开
始浏览会提高左半球的兴奋性。也就是说，从左往

右浏览更容易激活大脑右半球的兴奋水平，进而使
该半球的空间注意功能加强，导致其对侧空间的注
意偏好。反之，从右往左浏览正好相反。而具有两
种浏览方向的参与者因左右脑的激活水平并无差
异，所以伪忽视现象消失 ( Foundas et al． ，1995; 董
洁，2017) 。当被试的浏览方向被移动光标引导时，

Chockron( 1998) 发现，单语被试偏侧的距离在程度
上会受到其原有的浏览方向的干扰，即当光标从左
往右移动时法语阅读者离线段真实中点偏向于左侧
的距离更长，而当光标从右往左移动时希伯来语阅
读者离线段真实中点偏向于右侧的距离更长。而与
Chockron( 1998) 的研究不同的是，当前研究中选取
具有两种不同浏览习惯的熟练双语者作为被试，达
到了其原有的两种浏览方向对伪忽视的影响相互抵
消的目的，加上移动光标在两种方向上移动的特征
相同，因此在两种方向上偏侧的距离无显著差异。
4． 2 文字线索的浏览方向和空间位置共同影响双

语者的伪忽视

在 Milner( 1992) 的研究中，把英文字母作为线
索，呈现在线段的左侧或右侧。结果发现，当线索呈
现在左侧时参与者偏向于左侧，当线索呈现在右侧
时参与者偏向于右侧。Milner 认为，这一结果与线
索的空间位置有关。在 Milner 的研究中只选取从
左往右浏览方向的一种线索和只具有从左往右方向
文字阅读经验的被试。而与 Milner( 1992) 的研究不
同的是，本文同时采用了具有不同浏览方向的文字
材料，即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中的“从”字( 从左往右)

和维吾尔文中的“ ”字母( 从右往左) 作为线索，

并且具备不同浏览方向的熟练双语者作为被试，探
讨了文字线索的浏览方向和空间位置对伪忽视的影
响虽然得到了与 Milner( 1992) 相同的结果，即从左
往右方向浏览的文字线索在左侧和从右往左方向浏
览的文字线索在右侧( 一致) 时伪忽视明显，而从左
往右方向浏览的文字线索在右侧和从右往左方向浏
览的文字线索在左侧( 不一致) 时伪忽视消失，但此
结果是文字线索的浏览方向和空间位置共同影响的
结果，即文字线索的浏览方向和空间位置一致时伪
忽视明显，不一致时伪忽视消失。这表明，并非是文
字线索的空间位置单独影响伪忽视，而是文字线索
的浏览方向和文字线索空间位置共同影响伪忽视。

文字线索的浏览方向和空间位置为什么会共同
影响伪忽视? 扫描总是从视野的左侧( 右侧) 开始，

可能会使浏览方向与浏览方向开始的空间位置之间
产生联结。即从左往右浏览与左侧位置以及从右往
左浏览与右侧位置之间产生联结。这类似于心理数
轴( Spatial Number Line) ，即人类在长期的数字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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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中形成了对数字的心理空间，在此空间中数字
以沿着连续的从左往右方向表征 ( LoFtus et al． ，

2009) 。小数字与左侧空间存在联结，而大数字与
右侧空间存在联结( LoFtus et al． ，2009 ) ，当小数字
呈现在左侧时被试的反应最快，同样，大数字呈现在
右侧时反应最快。而小数字呈现在右侧，及大数字
呈现在左侧时被试反应速度显著减小 ( Fischer et
al． ，2003) 。同样的道理，由于在长期阅读过程中文
字浏览方向和文字浏览开始的空间位置之间形成了
联结，因此当文字线索的浏览方向和空间位置一致
时符合参与者的习惯，对线段平分不产生干扰。就
像 Fischer( 1994 ) 的研究中，采用英文字母作为线
索，呈现在线段的左侧和右侧，并要求被试先报告字
母线索再进行线段平分时发现，被试强烈的表现出
先从左侧线索开始报告。Fischer 解释，对于从左往
右浏览的英文阅读者来说，英文字母呈现在左侧，相
比于呈现在右侧更符合参与者的阅读习惯，因此被
试更多的从左侧线索开始报告。而不一致时产生不
适应并干扰被试完成实验任务。Thomas 等 ( 2016 )

提出注意负荷的增加使得伪忽视消失。与一致条件
相比，在不一致条件下，参与者完成线段平分时把有
限的注意资源分配到线段平分与处理空间位置和文
字线索的浏览方向的不一致性所带来的冲突，这无
疑给实验任务增加注意资源分配的竞争。这种情况
下，参与者的部分注意资源被占用，而为了完成线段
平分任务参与者可能需要调用更多的脑区，当这些
脑区位于左半球时，大脑两半球的功能不对称性受
到影响，而伪忽视正是因大脑两半球存在功能的不
对称性所产生的( Pourrahimi et al． ，2014; Gigliotta et
al． ，2017) ，当两半球之间的不对称性被破坏时，导
致伪忽视的消失。

当文字线索的浏览方向和空间位置不一致时，

被试表现出右侧偏向，这一结果与大部分忽视症患
者的右侧偏向以及具有从右往左方向阅读习惯的单
语者的右侧偏向有何联系? 虽然在以上三种情况下
的行为结果均是右侧偏向，但其背后发生的机制存
在实质性的差异。

首先，忽视症患者的右侧偏向是由于其大脑右
半球的损伤导致对呈现在左侧空间的信息的加工障
碍，而未受到损伤的大脑左半球能够正常处理呈现
在右侧空间的信息。由于对左视野的信息存在加工
障碍，而只能加工右视野的信息，因此，在行为上表
现出右侧偏向( Vaessen et al． ，2016; 阿依古丽·艾
尼 等，2020 ) 。Zago 等 ( 2017 ) 研究中检验，在完成
线段平分判断任务( line bisection judgment) 过程中
具有从左往右浏览习惯的正常阅读者和忽视症患者

被激活的脑区具有相似性。研究者解释，正常人与
忽视症患者分别表现出来的左侧偏向和左侧注意障
碍在相同的神经机制下产生的，只不过是同一机制
在受损和完好无损的状态下的不同表现。

其次，具有从右往左浏览习惯的阅读者中，总是
从右开始扫描或更多时间探索事物或空间的右侧导
致其右侧特征的过度表征。因此，其事物或空间的
右侧显得更长，被试为了在主观上达到事物或空间
的左侧和右侧的大小平衡，会把线段的中点移动真
实中点的右侧( Ochando ＆ Zago，2018) ，此时被试会
认为事物或空间的左侧和右侧处于相等大小。其背
后的机制是，由于左侧空间的刺激由大脑右半球处
理，右侧空间的刺激由大脑左半球处理 ( Foundas et
al． ，1995; 董洁; 2017 ) 。总是从刺激的右侧开始浏
览会提高大脑左半球的兴奋性，左半球的兴奋性高
于右半球时，出现大脑两半球之间激活不对称性，从
而导致被试的右侧偏向。此结果表明，大脑右半球
受损时，大脑左半球的激活水平相对较高，导致右半
球失去在空间注意任务中的功能优势，从而忽视症
患者对事物或空间的左侧没有感知或反应( Zago et
al． ，2017) ，但是功能正常的左半球能够正常处理信
息; 大脑右半球没有受损的具有从右往左浏览习惯
的正常被试在长期阅读过程中其大脑左半球的激活
水平高于右半球( Girelli et al． ，2017 ) ，从而表现出
对事物或空间右侧的偏好。

最后，当文字线索的浏览方向和空间位置不一
致时，根据 Thomas 等( 2016) 的研究，参与者大脑两
半球之间的激活水平受到影响导致了伪忽视的消
失。本质上来说，无论是大脑右半球的损伤或大脑
左半球的激活水平高于大脑右半球都会导致注意力
在空间中的右侧偏向。

总之，文字线索的浏览方向和空间位置一致时
伪忽视明显，而不一致时伪忽视消失，说明，文字线
索的浏览方向和空间位置共同影响伪忽视。
4． 3 光标移动方向能独立于文字线索和空间位置

从而影响伪忽视

综合无文字线索和有文字线索条件下的结果可
以得出，无论有或无文字线索移动光标都能够对伪
忽视产生影响。有文字线索的条件下发现，光标移
动方向的主效应显著，但其与另外两个因素之间的
交互作用都不显著。此结果与研究假设一致，即移
动光标，相较于文字线索最明显的特点是，它是动态
的，能够更有效地操纵参与者的浏览方向，即控制参
与者原有的浏览习惯，并引起参与者按照光标的移
动方向进行浏览。在陈艾睿等 ( 2014 ) 的研究中比
较了动态和静态线索的线索效应。结果发现，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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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索的注 意 引 导 能 力 强 于 静 态 线 索。陈 艾 睿 等
( 2014) 研究中的动态线索和当前研究中的移动光
标本质上是一致的，都是动态的，而且用来引导参与
者的注意力。其原理可能是通过影响眼球运动来实
现对注意的影响。Nicholls 等 ( 2017 ) 的研究中指
出，伪忽视的表现与眼球运动有关。眼球运动是注
意力分配的一种表现( Nuthmann ＆ Matthias，2014) 。

即便有文字线索条件下效应量分析显示，文字
线索和空间位置的交互作用的效应量 ( η2

p = 0． 81 )

大于光标移动方向的效应量( η2
p = 0． 65 ) ，但是光标

移动方向依然独立地影响了伪忽视。这一结果提
示，移动光标对注意具有较强的引导作用。

总之，结合有和无文字线索条件下的数据结果，

光标移动方向能够独立地影响伪忽视，说明光标通
过影响被试的眼球运动来影响伪忽视。
5 结论

综合以上讨论分析，得出以下结论: ( 1 ) 文字线

索的浏览方向和空间位置一致时伪忽视明显，不一
致时伪忽视消失，表明，文字线索的浏览方向和空间
位置共同影响双语者的伪忽视。( 2 ) 无论是有或无
文字线索，人为操控的移动光标的浏览方向独立地
影响双语者的伪忽视。( 3 ) 伪忽视的存在和消失，

不仅与眼球运动有关，还有与大脑两半球的激活水
平有关。
6 展望

虽然选取两种文字线索和具有两种不同浏览方

向的参与者探讨了文字线索浏览方向、文字线索空
间位置、移动光标对伪忽视的影响，但也存在一定的
局限: 首先，当前研究中选取的文字线索材料，即一
个字和一个字母可能是不对等的，因此，在往后的研
究中可以选取对等的材料来进行研究。其次，可以
借助鼠标点击线段中点的方式单独探讨文字线索和
其空间位置对伪忽视的影响。最后，可借助 EＲP 和
fMＲI 等手段来更直接地探讨伪忽视消失的神经机
制。如果能够在脑结构上找到相应的直接证据，这
将为线索对伪忽视的影响机制提供新的数据支持与
理论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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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s of Text Clue Browsing Direction，Spatial Position and Moving
Cursor on Pseudoneglect

Ayiguli·Aini1，2，Maihefulaiti·Kanji1，Yilizhati·Maimaiti1

( 1． The Key Laboratory of Mental Development and Learning Science of Xinjiang，Urumqi 830017;

2． School of Psychology，Shanxi Normal University，Xi’an 710061)

Abstract: Using line bisection task，without text cue as the baseline condition，investigate the effect of text cue browsing direction，spa-
tial position and cursor movement on the pseudoneglect of skilled bilinguals with reading experience in two different directions． It was
found that under the without text cue condition，when the cursor moved from left to right，the judgment of the subjects was biased to the
right of the midpoint，and when the cursor was moved from right to left，it was biased to the left of the midpoint． In the presence of text
cues，the interaction between browsing direction and spatial location of text cues was significant． The simple effect test shows that the
pseudoneglec was significant when the browsing direction and the spatial position of the text cues are consistent，and the pseudoneglect
disappears when they are inconsistent．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text cue browsing direction，spatial position and cursor movement can
affect pseudoneglect． The existence and disappearance of pseudoneglect is not only related to eye movement，but also to the activation
levels in both hemispheres of the brain． The results support the visual scanning hypothesis and activation orientation hypothesis．
Key words: pseudoneglect; skilled bilinguals; moving cursor; letter clue browsing direction; letter clue pos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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