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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发展性阅读障碍是一种以儿童阅读能力显著落后于年龄和智力应有水平为主的障碍，属

于具有遗传基础的神经发育性障碍。目前国内对发展性阅读障碍的评估、诊断与干预多出现在科研场合，

临床诊疗和教育性质的应用明显不足。专家意见采用专家书面反馈意见和视频会议讨论的形式，以发展性

阅读障碍的病因学基础为指导，对发展性阅读障碍的l临床表现、诊断流程及干预原则等形成统一意见，旨

在为相关专业领域医师和康复专业人员提供参考和帮助，亦为开展对发展性阅读障碍的教育性干预活动提

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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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Developmental dyslexia is a neurodevelopmental disorder with the genetic basis，in which chil—

dren 7S reading ability significantly lags behind their chronological age and the level of intelligence they should

have．At present，the assessment，diagnosis and intervention of developmental dyslexia in mainland China is mostly

for the purpose of research，and there are few applications in clinical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and teaching．This ex—

pert advice standardized clinical manifestations，diagnosis and intervention of developmental dyslexia，guided by its

etiological basis，using the form of expert written feedback and video conference discussion．It will provide assis-

tance tO proctitioners and rehabilitation professionals in related professional fields，as well as for developmental dys·

lexia’S educational guidance．

【Key words】developmental dyslexia；assessment；diagnosis；intervention；Chinese；expert advice

(Chin Ment Health J，2023，37(3)：185—191．)

发展性阅读障碍(developmental dyslexia)

(以下简称阅读障碍)是以学龄期儿童阅读能力显

著落后为主要表现并具有遗传基础的神经发育性障

碍[I-3]。早期流调资料显示，拼音文字阅读障碍和

汉语阅读障碍的患病率分别为5％一17％‘43和

形成统一意见。希望本文可以为从事阅读障碍诊疗

的医师和康复人员提供参考和帮助，亦为阅读障碍

的教育指导提供参考。

1 阅读障碍的概述

3．45％～8％∞1，近期meta分析发现阅读障碍患病 1．1阅读障碍的定义

率具有跨语言一致性∞o。患儿的阅读问题若未得 疾病和有关健康问题的国际统计分类第11次

到干预改善，则会产生挫败、沮丧、焦虑、抑郁等 修订本(International Statistical Classification of

情绪问题"J，进而影响到儿童个体发展，间接阻Diseases and Related Health Problems，11th Revi．

碍人El素质的全面提升。 sion，ICD．11)把阅读障碍定义为在智力正常并获

目前心理学和认知神经科学领域对阅读障碍的 得同等教育机会的情况下，单词识别准确性低、不

病因学研究较多，在西方和我国港澳台地区，这些 流畅以及拼写能力低下，阅读水平显著低于同龄儿

成果为阅读障碍的临床诊疗和教育应用提供了方向 童的发展性学习障碍心]。美国精神障碍诊断与统

与借鉴。但我国内地将已有研究成果向医学和教育 计手册第5版(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of

领域的转化程度相对不足：①对阅读障碍的评估诊 Mental Disorders，Fifth Edition，DSM-5)则把阅

断大多以科研为目的，且诊断标准在不同学科和研 读障碍归人特定学习障碍，其特征为难以精确或流
究者之间存在差异¨’1副；②对阅读障碍的定义、临 利地认读单词、不良的解码和拼写能力⋯。在两

床表现、诊断标准与流程和干预原则还未达成统一 个权威诊断标准及其定义中，都明确了3个核心症

意见，使得阅读障碍诊疗和干预工作明显滞后，且 状。三者中字词识别准确性低、不流畅同样是汉语

难以满足当前医学和教育实践的基本需求。本文以 阅读障碍的核心特征。由于汉字不具有系统的形音

阅读障碍病因学基础为指导，来自20个单位的34 对应拼读规则，拼音文字阅读障碍的不良拼写能力

名心理学、精神病学、教育学和康复医学专家，针 在汉语阅读障碍中表现为不良的听写能力。

对阅读障碍的临床表现、诊断流程及标准和干预， 1．2阅读障碍的病因学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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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障碍具有遗传和神经生物等多层级的病因

学基础¨4。1引。①分子遗传学研究发现多个基因与

阅读障碍存在关联，如DYXlCl、DCDC2和l(I．

AA0319等017-18]，这些易感基因的异常表达可能会

导致神经元迁移和轴突发育异常，影响阅读的脑结

构与功能¨4|。②脑基础方面，阅读障碍儿童在完

成阅读相关任务时，阅读相关脑区(前额叶、颞

叶和腹侧颞枕皮层)的神经活动常表现出激活过

度或不足等异常反应019-21]。Meta分析及多项实证

研究发现，左侧颞上回的异常具有跨语种一致性。

而汉语阅读障碍在左背侧额叶(额下回和额中回)

的激活更低，表现出汉语特异性¨9‘20’22驯。③在认

知方面，阅读障碍存在基础感知觉缺陷(如视觉

或听觉瞬时加工缺陷)[24-26]和小脑功能失调(如自

动化、运动异常)¨6’2¨，由此导致语言层面的认知

缺陷，进而影响阅读。语言学层面的认知缺陷主要

包括语音加工缺陷、正字法意识缺陷、语素意识缺

陷等。拼音文字阅读障碍的核心认知损伤是以语音

意识为主的语音加工缺陷旧8|。汉字本身的视空间

结构较为复杂，具有大量同音、同形语素。汉语阅

读障碍儿童表现出与拼音文字类似的语音能力缺

陷旧9I，还表现出汉语特异的正字法意识和语素意

识的异常‘12,18]。

1．3阅读障碍的早期风险因素

参考Snowling等基于95项阅读障碍的meta

研究¨⋯，阅读障碍的早期风险因素包括：

1)家族遗传：一级亲属或其他直系亲属中患

有阅读障碍。

2)早期言语发育迟缓：说话晚、语言学习缓

慢、持续的婴儿语、对押韵不敏感等。

2阅读障碍的临床表现

语素¨2’16’31|。②朗读和阅读速度慢且错误多：朗读

或阅读字词或文章速度慢，不流畅，常伴随加字、

漏字、错字、猜字等现象∞3|。③阅读理解能力差：

常混淆字形相近字词的意义，不理解字在词或句子

中的意思，很难找出文章或段落的重点Ⅲj。④听

写落后：由汉字识别困难带来的听写问题，如难以

完成听写／默写任务、写字加减笔画、偏旁部首颠

倒或左右镜像倒转∞5|。

即便发展过程中个体能够通过自主代偿等方式

减轻阅读问题对学业和生活的负面影响，青春期和

成年期阅读障碍患者仍存在阅读速度慢，朗读流畅

性差，听写或默写时常出错，学习其它语言困难等

问题㈨。

3 阅读障碍的诊断流程与诊断标准

阅读障碍的诊断以6～12岁小学儿童为主。出

现阅读困难的儿童应尽快筛查，在医学访谈和阅读

测验评估基础上进行诊断。需要注意，一、二年级

儿童尚处于阅读学习初级阶段，此时对阅读障碍的

诊断需慎重，对于疑似阅读障碍高风险儿童，进行

随访观察。

3．1阅读障碍的诊断流程

阅读障碍的诊断流程包括线索、临床评估筛

选、阅读障碍初筛、临床资料收集(排除标准)

和阅读障碍相关认知测验等5个步骤，并通过评估

共患病来诊断阅读障碍是否共患其他障碍。具体见

图1。

3．1．1I临床评估筛选

采用家长问卷对疑似阅读障碍儿童进行初步筛

选，若得分大于临界值，则提示有阅读障碍风险。

可供参考的问卷有：①小学生阅读障碍行为筛查家

长问卷日7|，适用于1～6年级的儿童。包括字词识

阅读障碍的典型症状是识字量少、阅读速度慢 别、汉字书写、写作、口语表达、言语记忆、动机

且错误多、听写困难，并排除低智力水平、视听障 与态度、专注、数学8个维度，共30个条目，一

碍、教育不当或动机缺乏等因素，常伴有阅读兴趣 致性信度为0．95，结构效度为0．91，灵敏度为

缺乏、注意力不集中等表现日1|，通常在小学阶段81．58％，特异度为52．63％(总平均分1>2分，提

表现明显。Meta分析发现汉语阅读障碍学龄儿童 示有阅读障碍风险)。②儿童汉语阅读障碍量

在学字能力、阅读速度、语音意识与语素意识等方 表∞8|，适用于2—6年级的儿童。包括口语障碍、

面的落后H2|。 书面表达障碍、不良阅读习惯、注意力缺陷、视知

阅读障碍在初学语文时问题最突出，具体表现 觉障碍、书写障碍、听知觉障碍、意义理解障碍8

在：①字词学习能力差：学得慢、忘得快；常混淆 个维度，共55个条目，一致性信度为0．97，结构

字形相近的字词、意义相关的字、双字词中的两个 效度为0．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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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及以上年级的儿童和青少年，尚缺乏合适 行访谈并综合评估。

的筛查问卷，可依靠临床专家对家长或学生本人进

、于临界值l 临床评估筛选

l (阅读障碍家长问卷)

上大于临界值
阅读障碍初筛一阅读能力测验

存在相关情况

无认知缺陷

临床资料收集(排除标准)

①智力障碍；
②未校正的视觉或听觉功能异常
③其他精神或神经病性障碍、心理
社会的逆境、对学业指导的语言不

精通，或不充分的教育指导

无相关情况

阅读障碍相关认知测验

(语音加工、语素加工、正字法加工等)

有至少一项认知缺陷

I 确诊阅读障碍

图1 阅读障碍的诊断流程

3．1．2临床资料收集

围绕阅读障碍的主要症状表现和儿童发育与教

育史、家族史进行资料收集，了解和评估其是否存

在视觉或听觉功能异常、其他精神或神经病性障

碍、心理社会逆境、对学业指导的语言不精通或不

充分的教育指导，并通过标准化智力测验排除智力

问题。

3．1．3阅读与认知能力测验

在临床问卷评估的基础上，借助阅读和认知测

验评估其相应能力是阅读障碍确诊的重要依据’39I。

针对临床筛选出的疑似阅读障碍，需要评估的能力

主要包括阅读能力(字词阅读准确性、字词朗读

流畅性、阅读理解和听写能力)和核心认知能力

评估共患病：

①其他发育性障碍(注意缺陷
多动障碍、孤独症等)

②精神障碍(焦虑、抑郁等)

(语音技能、语素技能、正字法技能)等方面的测

验⋯’28。29’32’36I。具体内容如下：

1)阅读能力测验

字词阅读准确性：测量儿童正确识别字词的能

力，如汉字命名或命名组词等。

字词朗读流畅性：测量字、词等书面符号的朗

读流畅性，如词表朗读、汉字快读朗读、拼音快速

朗读等。

阅读理解：测量连续文本的理解能力，如句子

或篇章的意义理解等。

听写能力：测量指定汉字的字形输出能力，如

汉字听写等。

2)认知能力测验

WWW．cmhi 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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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音技能：综合评估语音意识、快速命名、语

音记忆能力。语音意识测验用于评估儿童识别并操

纵不同层次语音单元的能力，如音节删除、音位删

除、声调识别等。快速命名测验用于测量儿童从视

觉输入快速通达和产生语音的能力，如数字、颜

色、字母的快速命名。语音记忆测验用来测量儿童

的语音短时记忆和保持能力，如数字正背、倒背

等。

语素技能：测量儿童识别并操纵不同层次语素

单元的能力，如复合词意识、同音语素、同形语素

等。

正字法技能：测量儿童对部件及组合是否符合

汉字构字规则的意识，如正字法判断等。

3．2阅读障碍的诊断与鉴别诊断

3．2．1诊断标准：

1)智力正常(非言语智商超过80分)；

2)字词阅读准确性分数低于同年级平均水平

1．5个标准差，或字词阅读准确性分数低于同年级

平均水平1个标准差，且字词朗读流畅性分数低于

同年级平均水平1．5个标准差；

3)认知能力测验中至少有一项的分数低于同

年级平均水平1个标准差；

4)正常的受教育机会，无教育不当；

5)无视觉或听觉功能异常。

3．2．2鉴别诊断

脑损伤或其他认知障碍等也可能导致阅读困

难，需注意与阅读障碍区别，如获得性失语症

(伴随症状与受损脑区有关)、书写障碍、数学障

碍、孤独症以及由教育条件、家庭环境或情绪动机

等因素引起的阅读落后。

3．4阅读障碍的共患病筛查

通过精神病学检查，评估是否存在阅读障碍的

共患病。约60％的阅读障碍儿童同时患有其他神

经发育障碍、精神心理障碍，如注意缺陷多动障

碍、孤独症谱系障碍、对立违抗障碍、焦虑症、抑

郁症∞9|。此外，阅读障碍常与数学障碍、书写障

碍等其他学习障碍共同发生。

综上所述，通过临床评估、资料收集、阅读和

认知测验进行综合评估，诊断是否罹患阅读障碍并

评估其认知缺陷，同时考虑个体是否存在共患病，

做到精准和全面的诊断。

4阅读障碍的干预

4．1总体干预原则

4．1．1早期(小学及之前)预防与尽早干预，晚期

(初中及以后)调适或替代策略

1)对有风险因素的幼儿早期发现，尽早进行

鉴别和预防。

2)对小学时期的阅读障碍儿童采取尽早干预

的措施。

3)对青少年和成人阅读障碍，采取积极调适

策略和替代策略，例如承认、发现和培养阅读障碍

儿童身上的优点，鼓励其运用推理、概括和以新颖

的方式思考等，让这些优点成为孩子的特质H1|。

4．1．2综合干预

医院、学校和家庭分工协作，实行“干预一

发展”并行的双轨教育计划。既要以科学的干预

方法积极应对阅读障碍问题，又要满足阅读障碍儿

童的特殊发展需求，将阅读障碍列入国家特殊教育

体系，提供相应的政策支持和教育措施，比如减少

作业量，在考试中延长时间、口语作答、加大字号

等，发挥他们的潜能和优势，培养自尊，建立自

信。

4．1．3针对性干预

通过详细系统的评估，制订个性化干预方案。

根据阅读障碍发生机制的非语言特异性理论Ⅲ驯，

可以通过视听知觉学习训练，提升支持阅读技能的

瞬时加工(temporal processing)能力，从而改善

阅读问题[加41I，而感知觉能力的干预方案需要具

有个体适应性和挑战性，以实现大脑的可塑性变

化。

在语言学层面，依据缺陷类型，进行个性化干

预。meta分析显示，针对阅读障碍进行的语音训

练、语素教学、阅读流畅性训练等干预措施都有助

于帮助阅读障碍儿童提高阅读技能∞6’42]，基于汉

字特点的字源识字法、形旁策略、声旁策略、拼音

训练等能有效促进儿童阅读和书写技能的发

展[43圳。此外，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利用声音

辅助、视听整合、自适应技术的游戏化学习可以帮

助儿童获得高效的个性化干预Ⅲ45|，可在一定程

度上解决专业人员和教育资源不足的问题，是今后

可持续发展的方向之一。

4．2干预体系
WWW．cmhi．cn

万方数据



190 Chinese Mental Health Journal，Vol 37，No．3，2023

4．2．1医疗或康复机构 量，增加家庭藏书量和亲子阅读时间等旧0’4 7|。

医疗机构是诊疗阅读障碍儿童的主要场所，承 3)发挥优势：努力改善阅读障碍阅读问题的

担诊断和干预的主要责任。 同时，不应忽略儿童其他能力的发展。应当挖掘孩

1)共患病治疗：共患ADHD等儿童发育性障 子的优势，帮助孩子制定方案，培养其创造性思

碍、焦虑、抑郁的阅读障碍儿童，应积极治疗共患 维、审辨性思维和推理等高层次问题解决能力∞6|。

病。
5茧结

2)认知行为训练：在医院或康复机构中可进
。一”

行改善视听感知觉、认知训练和系统化识字、阅读 本文以阅读障碍病因学基础为指导，针对阅读

等行为训练。 障碍的临床表现、诊断标准及流程和干预，专家讨

4．2．2学校 论形成统一意见，希望本文可帮助临床医师／康复

学校是阅读障碍儿童阅读学习的主要场所，承 师的诊疗和教育工作者对阅读障碍患者的教育指

担阅读障碍儿童日常阅读能力培养和发展的主要责 导。

任。 汉字作为表意文字，其字形结构、表音表意方

1)理解与接纳：普及阅读障碍知识，形成理 式具有独特性，汉语阅读障碍在认知表现和生物基

解和包容阅读障碍儿童的氛围。对学校教师进行专 础上与拼音文字阅读障碍有不同之处，未来需要在

门化技能培训，探索适合阅读障碍儿童的教育教学 临床应用的同时，继续积累经验，为临床诊断与干

方法。定期培训学校干部、班主任、学科教师，使 预提供更多的科学依据。

其能够为阅读障碍学生提供良好的学习环境与策略 参考文献

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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