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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媒介会导致发展性阅读障碍吗?
———一项面向学龄儿童群体的实证研究

马　 捷　 李洪晨　 郝志远

摘　 要　 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多元化阅读媒体影响着读者的阅读行为、阅读方法和阅读认知能力。 本研究采用

实验法,以学龄儿童为被试对象,对其纸质阅读与数字阅读的表现进行分析,探究阅读媒介对各项阅读认知能力

产生的影响,以及儿童在自然条件下使用纸质媒介和数字媒介进行阅读时发展性阅读障碍发生率的差异,为发展

性阅读障碍阅读干预研究提供参考。 研究发现,阅读媒介会影响发展性阅读障碍的发生率,数字媒介环境下发展

性阅读障碍的发生率明显高于纸质媒介环境。 采用数字媒介阅读时,发展性阅读障碍儿童语音能力比纸质阅读

时的表现逊色,汉字识别能力、同音语素能力、多义语素能力、阅读理解能力则不存在显著差异。 同时,实验还发

现存在一类儿童———数字媒介性阅读障碍儿童,他们在纸质阅读时并未表现出阅读困难,而在数字阅读时表现出

持续性阅读困难,该类儿童的汉字识别能力、语素能力、语音能力和阅读理解能力均受到数字媒介的影响。 图 2。

表 6。 参考文献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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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digital
 

media reading
 

media
 

has
 

changed
 

readers
 

reading
 

behavior
 

and
 

reading
 

methods.
 

Reading
 

is
 

the
 

basic
 

means
 

for
 

children
 

to
 

obtain
 

information but
 

children
 

with
 

developmental
 

dyslexia
 

have
 

defects
 

in
 

word
 

recognition reading
 

and
 

writing paragraph
 

reading
 

and
 

writing.
 

At
 

present 
behavioral

 

intervention
 

is
 

the
 

only
 

way
 

to
 

effectively
 

alleviate
 

dyslexia.
 

As
 

far
 

as
 

paper
 

reading
 

is
 

concerned as
 

early
 

as
 

in
 

the
 

1980s western
 

countries
 

had
 

extensive
 

and
 

detailed
 

research
 

on
 

the
 

dyslexia
 

of
 

pinyin
 

text and
 

developed
 

an
 

intervention
 

method
 

for
 

dyslexia which
 

focuses
 

on
 

voice
 

intervention.
 

For
 

digital
 

native 
 

children
 

who
 

have
 

been
 

surrounded
 

by
 

digital
 

media
 

since
 

they
 

were
 

young they
 

have
 

a
 

stronger
 

ability
 

to
 

operate
 

and
 

a
 

better
 

sense
 

of
 

closeness
 

to
 

electronic
 

products.
 

In
 

the
 

digital
 

age 
information

 

technology
 

continues
 

to
 

be
 

integrated
 

into
 

modern
 

education and
 

it
 

has
 

become
 

the
 

norm
 

for
 

children
 

with
 

developmental
 

dyslexia
 

to
 

perform
 

reading homework
 

exercises and
 

examinations
 

through
 

electronic
 

devices.
 

But
 

traditional
 

behavioral
 

intervention
 

methods
 

are
 

not
 

necessarily
 

suitable
 

for
 

the
 

needs
 

of
 

digital
 

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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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refore this
 

study
 

adopts
 

an
 

experimental
 

method
 

to
 

analyze
 

the
 

reading
 

performance
 

of
 

the
 

subjects
 

in
 

paper
 

reading
 

and
 

digital
 

reading and
 

explores
 

whether
 

the
 

reading
 

medium
 

can
 

cause
 

children
 

to
 

produce
 

dyslexia providing
 

a
 

reference
 

for
 

the
 

study
 

of
 

developmental
 

dyslexia
 

reading
 

intervention.
 

The
 

experiment
 

material
 

includes
 

4
 

aspects which
 

are
 

divided
 

into
 

the
 

literacy
 

test
 

part the
 

morpheme
 

awareness
 

test
 

part
 

and
 

the
 

reading
 

comprehension
 

part.
 

The
 

test
 

subject
 

is
 

a
 

total
 

of
 

1
 

472
 

students
 

from
 

grade
 

three
 

to
 

six
 

in
 

a
 

primary
 

school.
 

Participants
 

take
 

a
 

digital
 

reading
 

test
 

in
 

the
 

first
 

week
 

of
 

the
 

experiment.
 

Each
 

classroom
 

is
 

equipped
 

with
 

an
 

examinee
 

and
 

an
 

experiment
 

staff.
 

The
 

experiment
 

staff
 

instructs
 

the
 

children
 

in
 

each
 

experimental
 

classroom
 

to
 

start
 

the
 

digital
 

reading
 

experiment
 

at
 

the
 

same
 

time.
 

The
 

experiment
 

staff
 

announces
 

the
 

start
 

of
 

the
 

test
 

at
 

17 00
 

Beijing
 

time
 

and
 

students
 

start
 

answering
 

the
 

question.
 

After
 

answering
 

the
 

questions the
 

children
 

submitted
 

their
 

answer
 

sheets
 

and
 

left
 

the
 

experimental
 

classroom.
 

The
 

paper-based
 

reading
 

experiment
 

was
 

conducted
 

in
 

the
 

same
 

classroom
 

a
 

week
 

later.
The

 

results
 

show
 

that 1 When
 

using
 

dyslexia
 

screening
 

materials
 

of
 

the
 

same
 

difficulty the
 

incidence
 

of
 

dyslexia
 

in
 

digital
 

reading
 

media
 

i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paper
 

reading
 

media.
 

When
 

using
 

digital
 

media
 

to
 

read developmental
 

reading
 

childrens
 

phonetic
 

ability
 

is
 

inferior
 

to
 

paper
 

reading.
 

There
 

are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Chinese
 

character
 

recognition
 

ability homophone
 

morpheme
 

ability polysemy
 

morpheme
 

ability and
 

reading
 

comprehension
 

ability.
 

2 
 

Analysis
 

of
 

the
 

data
 

on
 

the
 

incidence
 

of
 

dyslexia
 

found
 

that
 

in
 

the
 

experiment some
 

subjects
 

did
 

not
 

show
 

symptoms
 

of
 

developmental
 

dyslexia
 

when
 

tested
 

on
 

paper
 

media but
 

were
 

judged
 

to
 

have
 

developmental
 

dyslexia
 

when
 

tested
 

on
 

digital
 

media.
 

The
 

Chinese
 

character
 

recognition
 

ability morpheme
 

ability speech
 

ability
 

and
 

reading
 

comprehension
 

ability
 

of
 

this
 

group
 

of
 

people
 

are
 

all
 

affected
 

by
 

digital
 

media.
 

2
 

figs.
 

6
 

tabs.
 

36
 

refs.
KEY

 

WORDS
Reading

 

media. 　 Developmental
 

dyslexia. 　 Paper
 

reading. 　 Digital
 

reading. 　 Cognitive
 

ability.

0　 引言

2021 年中央电视台播出的《我不是笨小孩》
系列纪录片引起了学生家长、教育部门及社会

的广泛关注,纪录片聚焦阅读障碍儿童的生活,
使阅读障碍儿童群体走入大众视野。 阅读障碍

是学龄儿童中常见的一种学习障碍,在生活和

学习中表现多样,包括阅读时无法辨别形近字、
音近字,无法理解字或词在句子中的特殊含义,
读句子时出现跳字、漏字、读错字等现象,读文

章时无法充分理解文章表达的意思,不会造句,
存在写作困难等。

世界卫生组织依据阅读障碍的成因,将阅

读障碍主要划分成两类:一类是获得性阅读障

碍[1] ,该类型阅读障碍由后天脑损伤导致,儿童

在已习得阅读能力后,由于大脑后天受到损伤

导致阅读能力受损甚至消失[2] ;另一类则是发

展性阅读障碍,该类阅读障碍儿童在智力、视听

觉等感知觉能力、学习动机等方面和其他同龄

儿童没有差异,但表现出持续的阅读困难[3] 。
由于发展性阅读障碍为非脑损伤性障碍,可以

通过科学阅读干预进行矫正,因此本文通过实

证调研探究发展性阅读障碍的影响因素,以期

为阅读干预提供指导。
对发展性阅读障碍的研究表明,在纸质媒

介环境下,学龄儿童中文发展性阅读障碍发生

率在 4%—10%之间[4] ,但鲜有学者对数字媒介

环境下儿童的发展性阅读障碍进行研究。 当

前,学校已普遍通过数字阅读进行教学,尤其

2020 年后,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学生时常需要

在家上网课或通过电子设备做作业,这对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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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数字阅读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 在此背景

下,对数字媒介环境下儿童的发展性阅读障碍

进行研究具有现实意义。
那么,数字媒介是否会导致发展性阅读障

碍? 基于纸质阅读与数字阅读两种不同的阅读

方式,儿童发展性阅读障碍发生率是否存在差

异? 本文通过实验比较学龄儿童在自然条件下

使用纸质媒介和数字媒介进行阅读时发展性阅

读障碍发生率的差异,探究阅读媒介对各项阅

读认知能力产生的具体影响,为发展性阅读障

碍儿童的阅读干预研究提供参考。

1　 研究综述

1. 1　 发展性阅读障碍成因研究

关于发展性阅读障碍的成因,已有研究存

在两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发展性阅读障碍

是由语言学层面的认知缺陷导致的。 持有这种

观点的研究者认为儿童在语音意识、视觉加工、
快速命名、正字法意识、语素意识等方面存在缺

陷,从而导致阅读信息、表征读取和信息加工存

在困难。 ①语音意识是指识别和操纵音位水平

语言表征的能力。 有研究人员认为语音缺陷是

导致汉语发展性阅读障碍的核心原因[5] 。 通过

“音素删除”感知任务[6] 、词汇的视觉输入转化

为语音表征[7] 等测试发现,语音意识对发展性

阅读障碍具有关键性影响,发展性阅读障碍儿

童在语音意识方面与正常儿童存在较大差

异[8] 。 ②视觉加工障碍是指儿童在视觉感知字

形方面存在困难[9] 。 通过实验比较患有阅读障

碍的儿童和正常儿童完成图片视觉加工任务和

汉字视觉加工任务的正确率及完成的平均时

间,发现视觉加工能力对发展性阅读障碍儿童

的阅读能力有影响,但影响程度较小[10] ;发展性

阅读障碍儿童易发生错字、忘字的情况,在识别

汉语字词时不能有效地将声音、形式和含义联

结起来而导致形似错误,随着年级增高,形似错

误的比例有所增加[11] 。 ③快速命名缺陷被认为

是预测阅读障碍的良好指标,命名速度可以成

为筛选阅读障碍患者的有效方式[12] ,患有阅读

障碍儿童的命名速度明显低于同龄儿童[13] 。
④正字法意识是对汉字偏旁部首的位置规则和

其作为声旁或形旁的功能的认识。 阅读障碍儿

童在汉字识别过程中表现出比同龄儿童更大的

规则性效应(规则性效应指整字与其声旁读音

一致的规则字的识别正确率高于整字与其声旁

读音不一致的不规则字),即阅读障碍儿童在阅

读过程中产生很多过度规则性的错误,将不规

则整字按照声旁读音[14] 。 ⑤语素意识是儿童理

解和处理词汇的能力,语素意识缺陷使儿童语

义加工的质量降低,从而导致词义理解和阅读

理解的困难[8] 。
另一种观点认为发展性阅读障碍是由听觉

和视觉等基本感知功能损伤导致的。 通过单光

子发射计算机断层扫描检查发现,有汉语发展

性阅读障碍儿童的单光子发射计算机断层扫描

检查异常,左右半球额叶、枕叶、颞叶、顶叶不

同,脑区的局部出现脑血流量下降现象,因此认

为发展性阅读障碍儿童存在视觉、听觉等多方

面的感知功能缺陷[15] 。 ①听觉方面,通过对五

个患有发展性阅读障碍人员和七个正常人大脑

中与听觉系统相关的膝状内侧核( MGN)横断神

经元区域进行测量,结果显示阅读困难人员的

MGN 比正常人的有更多小神经元,而有更少的

大神经元,这一发现证明患有发展性阅读障碍

的个体在听觉处理方面存在异常[16] 。 ②视觉方

面,通过应用功能性近红外成像仪观测被试儿

童前额叶脑区血流变化和代谢特征发现,患有

发展性阅读障碍的儿童的视觉神经区域前额叶

基本未充分激活,脑血流的代谢机制和脑部激

活形式与正常儿童不同[17] 。 发展性阅读障碍儿

童在快速视觉处理方面有障碍,是因为他们的

视觉细胞系统有轻度的损害,这使得儿童进行

阅读时眼睛不能被稳定地控制,出现字母移动

等问题,使用黄色滤镜或训练眼部固定来提高

视觉细胞系统表现可以显著改善阅读性能[18] 。

1. 2　 阅读媒介的相关研究

“媒介即讯息”,媒介生态学由该理论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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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来,媒介生态学派认为传播技术促成各种心

理、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变革[19] 。
人、媒介、文化和社会的关系问题是媒介生态学

研究的关键问题,即技术带来的媒介变革将如

何影响人、文化和社会[20] 。 在关于媒介技术的

两种解释中,“硬决定论”认为技术是人、文化、
社会变革的首要决定因素,或者更加广义地说,
技术是历史变化首要的、必然的决定因素;“软

决定论”认为事件的发生受媒介的影响,但事件

的形态同时也受其他因素的影响,媒介技术产

生于社会,又反作用于社会,媒介技术与社会之

间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21] 。 可见无论是哪种决

定论,都提到了媒介技术对人、文化和社会的

影响。
有关不同阅读媒介差异的研究也表明,阅

读媒介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读者的阅读习惯、
阅读能力、记忆能力和理解能力等阅读相关认

知能力,在阅读不同文本类型的阅读材料时,使
用不同的信息载体,被试者的阅读效果也会不

同[22] 。 如数字阅读时跳读和略读会更常发生,
对复杂信息认知加工的效果略差于纸质阅读,
被试儿童在阅读完成后能记起的信息量要比纸

质阅读更少[23] ,且在长期记忆方面,数字阅读的

效果也远逊于纸质阅读[24] 。 在使用纸质媒介进

行阅读时的阅读速度虽慢于数字阅读,但在被

试者阅读理解能力[25] 、专业内容阅读效果[26] 方

面,纸质阅读都更优于屏幕阅读。
对已有研究的分析发现,阅读媒介会影响

信息的可获得性,被试者在使用数字媒介进行

阅读时,记忆力、理解力、复杂信息加工能力等

均逊于纸质媒介。 那么数字媒介是否会影响儿

童的阅读认知能力,进而导致发展性阅读障碍

产生? 这值得我们进一步研究。

2　 实验设计

本研究旨在通过实验探究阅读媒介是否会

导致儿童阅读障碍,并观察使用纸质媒介和数

字媒介阅读时出现阅读障碍的儿童在字形、语

音语素和阅读理解方面的差异。

2. 1　 发展性阅读障碍筛选标准

在发展性阅读障碍研究过程中,确定发展

性阅读障碍的筛选标准至关重要,筛选标准的

科学性决定了实验结果的有效性和数据分析的

可靠性。 本文对发展性阅读障碍筛选标准进行

研究总结发现,目前学者对发展性阅读障碍的

识别主要基于“差异模型”和“成分模型”。
差异模型又称“智商—成绩差异模型”,主

要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给出的发展性阅读障碍的

定义和诊断要点发展而来。 “差异模型”检测基

于如下假设:个体的阅读潜能(即一般智商)与

其实际表现的阅读能力存在显著差异,如个体

的智商达到或超过正常水平,但阅读能力测试

成绩低于所在年级正常水平,则该个体可被诊

断为发展性阅读障碍。 目前该方法是世界各国

识别发展性阅读障碍的主要方法,可以用于判

断个体是否需要接受发展性阅读障碍阅读干预

等特殊教育服务。
成分模型以阅读成分理论[27] 为基础,将阅

读分为单词识别和语言理解两个同等重要的独

立构成成分,对这两个成分的掌握是成功阅读

的必备条件,其中任何一个或两个成分存在缺

陷都会产生发展性阅读障碍[28] 。 该模型可以为

发展性阅读障碍发生的原因及其表现形式做出

解释,为干预或补救工作提供指导性信息[29,30] 。
已有研究对阅读障碍的差异模型和成分模

型诊断结果进行比较,发现两种诊断方法的检

出率相同[31] ,本研究实验选择差异模型作为发

展性阅读障碍的筛选标准。

2. 2　 实验材料

本次发展性阅读障碍筛选实验包括识字量

检测、语素意识和语音意识检测、阅读理解测试

三个部分。
识字量检测的测试材料选自王孝玲、陶保

平编制的《小学生汉字识字量测试题库及评价

量表》,该测试材料在我国汉语发展性阅读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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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中被广泛使用[32] 。 实验用词由被试儿童的

语文老师挑选,共选出 150 组被试儿童认识范围

内的词语,将所有词语打乱后随机分成两部分,
分别供数字阅读实验和纸质阅读实验使用。 该

部分共 75 题,每答对一题记 1 分,答错或漏答记

0 分。
语素意识和语音意识检测部分参考了《汉

语国际教育用音节汉字词汇等级划分(国家标

准·应用解读本)》 [33] 。 实验人员对其中全部

505 个词语的同形语素、多义语素和发音进行了

全面分析,在与一线语文教师进行商讨后,选出

在被试儿童认知范围内的 40 组词汇汇编成语素

意识和语音意识测试材料,数字阅读实验和纸

质阅读实验各 20 组。 语素意识和语音意识测试

部分各有 10 题,每答对一题记 1 分,答错或漏答

记 0 分。
阅读理解测试部分选用所有被试儿童均未

接触过的文本,以避免因被试对阅读材料熟悉

程度不同而产生不同的阅读理解效果。 测试材

料选自陈齐硕士毕业论文《阅读障碍儿童语素

意识和快速命名对阅读理解的影响》中的两篇

说明文[34] ,文章符合莫雷等提出的语文阅读设

计框架[35] ,检测被试儿童的单个句子理解能力、
局部材料理解能力、基本事实理解能力、推理性

内容理解能力和文章整体内容理解能力。 阅读

文本字数在 600—800 字之间,既保证了文章篇

幅的长度符合儿童平时的阅读习惯,又保证了

文章中包含的信息量不超过参加实验儿童的接

受和理解范围。 该部分共包括两道单选题、两
道多选题和 1 道简答题。 单选题每答对一题记

1 分,多选题每答对一题记 2 分,答错或漏选记 0
分。 简答题答案由被试儿童的 18 名语文任课教

师给出,对各位老师的答案进行归纳整理后得

出统一答案,并邀请了 40 名学生进行预测试,根
据测试结果对评分标准进行调整,以保证得分

呈正态分布,最终确定,被试者每答对 1 个关键

词记 1 分,共 4 分。

2. 3　 被试者选择

在自愿参与实验的前提下,根据以下条件

选取被试者:排除智商低于 80、班主任或家长报

告患有或曾患脑系科疾病、精神疾病、自闭症、
严重眼疾和多动症的学生,最终选择某小学三

至六年级共 1
 

472 名学生为被试者(见表 1)。

表 1　 被试者基本情况

　 　 　 年级

性别　 　 　
三年级 四年级 五年级 六年级 总计

男 162 229 202 167 760

女 164 203 184 161 712

共计 326 432 386 328 1
 

472

2. 4　 实验变量控制

“一般练习效应”是指若实验中两次测试的

实验材料相同或相似,因后测时被试者在前测

中积累的经验而产生练习效应,所以被试者后

测的成绩往往会优于前测的成绩。 为降低“一

般练习效应”对实验数据的影响和外部环境对

实验的干扰,在实验前先对实验材料、实验环境

和实验设备加以控制。
为避免“一般练习效应”带来的误差,数字

阅读实验和纸质阅读实验分别使用试卷设计和

材料难度相同、但试卷内容不同的实验材料。
为保证被试者不被外部环境因素干扰,数

字阅读实验安排在周一下午五点,在安静的教

室里进行,同时为保证被试儿童不会在连续阅

读任务下产生疲惫状态而影响实验结果,七天

后在相同教室相同时间再进行纸质阅读实验,
这样也可以进一步平衡“一般练习效应”对实验

数据的影响。 为防止被试儿童对实验结果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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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预期,或被试儿童因考试产生紧张情绪而

影响真实阅读水平,实验前并未告知被试儿童

本次实验的目的,且明确说明本次测试的结果

不会被任课教师获取。 实验过程中,为减少时

间压力对被试儿童的影响,不规定测试的时长,
被试儿童可在自身习惯的阅读速度下进行

测试。
数字阅读测试在平板电脑上进行,阅读材

料以考试试卷的形式呈现,试卷字体为五号黑

色宋体,测试题的周围不设置干扰图片和链接,
测试设备为断网状态,被试儿童不会被弹窗和

设备消息提醒干扰。 纸质阅读测试材料的难度

和格式与数字阅读测试相同,为还原生活中常

规考试的形式,实验材料被印在 A3 纸上,字体

为五号黑色宋体,文章中不插入任何图片,采用

从右向左的翻页方式。 由于儿童在日常学习中

较少使用平板电脑进行书写,同时该实验的目

的是探究阅读媒介是否会导致儿童阅读障碍,
与书写介质无关,因此数字阅读测试与纸质阅

读测试采用统一印发的、结构相同的答题纸。

2. 5　 实验实施

为有效地控制被试者对实验结果的影响,
本实验采用被试内设计,所有被试者分别参加

数字阅读实验和纸质阅读实验。 被试儿童在实

验第一周进行数字阅读测试,每间教室分别配

有一位主试者和一位实验工作人员,主试者负

责维持实验秩序、解决实验中出现的意外情况,
实验工作人员负责发放纸质材料。 北京时间十

七时整实验工作人员宣布测试开始,被试儿童

开始答题。 答题完毕后,被试儿童提交答卷离

开实验教室。 纸质阅读实验在一周后的相同教

室进行。 测试材料收回后,为保证试卷评分标

准的统一,所有的测试题由同一位实验工作人

员评分。 对测试结果进行统计分析,将各项阅

读相关认知能力的测试成绩低于平均分 1. 5 个

标准差的儿童判定为患有发展性阅读障碍。

3　 数据分析与结果讨论

为了探究阅读媒介对发展性阅读障碍的影

响,本文首先对被试者的测试结果进行统计,按
发展性阅读障碍筛选标准对 1

 

472 个被试者进

行筛选,根据筛选结果可得出以下结论。

3. 1　 数字媒介导致发展性阅读障碍发生率上升

本实验在传统纸质媒介环境下筛选出发展

性阅读障碍儿童 118 人,发展性阅读障碍发生率

为 8. 016%,在数字媒介环境下筛选出发展性阅

读障碍儿童 179 人,发生率为 12. 16%,可见数字

媒介会导致发展性阅读障碍发生率上升,各年

级实验结果如表 2 所示。 两种阅读媒介环境下

发展性阅读障碍发生率变化趋势分别如图 1 和

图 2 所示。

表 2　 发展性阅读障碍筛选结果

年级
纸质媒介环境 数字媒介环境

检出人数 检出率(%) 检出人数 检出率(%)

三年级 32 9. 815 48 14. 724

四年级 33 7. 638 51 11. 806

五年级 30 7. 772 45 11. 658

六年级 23 7. 012 35 10. 671

总计 118 8. 016 179 12. 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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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纸质环境下发展性阅读障碍发生率变化趋势图

图 2　 数字环境下发展性阅读障碍发生率变化趋势图

　 　 由表 2 可知,数字媒介环境下各个年级发

展性阅读障碍的发生率均高于纸质媒介环境,
被试者为三年级学生时两种媒介环境下阅读障

碍的发生率差值最大,为 4. 909%;两种媒介环

境下发展性阅读障碍发生率均随着儿童年级的

增长而降低。
从图 1 和图 2

 

可知,纸质媒介环境下发展性

阅读障碍的发生率在四年级迅速降低,五年级

呈持平趋势,六年级又出现下降,数字媒介阅读

障碍发生率的变化趋势与纸质媒介是相似的。

由此可知,除了阅读相关认知能力和感知

能力,阅读媒介同样影响发展性阅读障碍的发

生率,数字媒介环境下发展性阅读障碍的发生

率明显高于纸质媒介环境。

3. 2　 发展性阅读障碍儿童语音能力受阅读媒

介影响

为了研究阅读媒介对发展性阅读障碍儿童

各种阅读认知能力的具体影响,本文对阅读媒

介与发展性阅读障碍儿童的汉字识别能力、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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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语素能力、多义语素能力、语音能力、阅读理

解能力进行相关性分析。 首先对变量进行赋

值,设汉字识别能力、同音语素能力、多义语素

能力、语音能力、阅读理解能力分别为 x1、x2、
x3、x4、x5,纸质媒介标度值为 1,数字媒介标度

值为 2,相关性分析结果如表 3 所示。

表 3　 阅读媒介与发展性阅读障碍儿童阅读认知能力的相关性

阅读相关认知能力 x1 x2 x3 x4 x5 阅读媒介

x1

Pearson 相关性 1 0. 206∗∗ 0. 019 0. 101 0. 188∗∗ -0. 043

显著性(双侧) 0. 001 0. 767 0. 121 0. 004 0. 508

总计 236 236 236 236 236 236

x2

Pearson
 

相关性 0. 206∗∗ 1 0. 506∗∗ 0. 492∗∗ 0. 438∗∗ 0. 023

显著性(双侧) 0. 001 0. 000 0. 000 0. 000 0. 719

总计 236 236 236 236 236 236

x3

Pearson
 

相关性 0. 019 0. 506∗∗ 1 0. 502∗∗ 0. 509∗∗ -0. 070

显著性(双侧) 0. 767 0. 000 0. 000 0. 000 0. 286

总计 236 236 236 236 236 236

x4

Pearson 相关性 0. 101 0. 492∗∗ 0. 502∗∗ 1 0. 582∗∗ -0. 128∗

显著性(双侧) 0. 121 0. 000 0. 000 0. 000 0. 049

总计 236 236 236 236 236 236

x5

Pearson 相关性 0. 188∗∗ 0. 438∗∗ 0. 509∗∗ 0. 582∗∗ 1 -0. 051

显著性(双侧) 0. 004 0. 000 0. 000 0. 000 0. 439

总计 236 236 236 236 236 236

阅读媒介

Pearson
 

相关性 -0. 043 0. 023 -0. 070 -0. 128∗ -0. 051 1

显著性(双侧) 0. 508 0. 719 0. 286 0. 049 0. 439

总计 236 236 236 236 236 236

∗∗在 0. 01
 

水平(双侧)上显著相关;∗在
 

0. 05
 

水平(双侧)上显著相关。

　 　 在显著性水平为 0. 05 的情况下,阅读媒介

与 x1、x2、x3、 x5 变量的显著性水平均远大于

0. 05,说明阅读媒介与汉字识别能力、同音语素

能力、多义语素能力、阅读理解能力不存在显著

相关性,即使用数字媒介和纸质媒介进行测试,
发展性阅读障碍儿童的汉字识别能力、同音语

素能力、多义语素能力、阅读理解能力都没有明

显变化,可见发展性阅读障碍儿童的汉字识别

能力、同音语素能力、多义语素能力、阅读理解

能力不受阅读媒介影响。
但阅读媒介与 x4 变量的显著性水平为

0. 049,小于 0. 05,两者的相关性为-0. 128,表示

阅读媒介与语音能力具有显著相关关系,且存

在负相关,说明发展性阅读障碍儿童在数字阅

读时语音能力低于纸质阅读,可见该类儿童语

音能力受阅读媒介影响。 在学校日常教学活动

中,教师时常安排纸质课本朗读、分角色朗读和

全班齐读纸质课文活动,学校每学期也会定期

举行使用纸质课本的朗读比赛,但老师很少在

教学中安排数字材料的朗读练习,在此教育环

境下,发展性阅读障碍儿童的语音能力未能得

到锻炼,因此阅读媒介会影响发展性阅读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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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的语音能力。

3. 3　 发展性阅读障碍儿童受阅读媒介的影响

程度小于正常儿童

为进一步探究发展性阅读障碍儿童与正常

儿童相比各项阅读能力受阅读媒介的影响情

况,本文将阅读媒介与正常儿童的汉字识别能

力、同音语素能力、多义语素能力、语音能力、阅
读理解能力进行相关性分析,设汉字识别能力、
同音语素能力、多义语素能力、语音能力、阅读

理解能力分别为 x1、x2、x3、x4、x5,纸质媒介标度

值为 1,数字媒介标度值为 2,相关性分析结果如

表 4 所示。

表 4　 阅读媒介与正常儿童阅读认知能力的相关性

阅读相关认知能力 x1 x2 x3 x4 x5 阅读媒介

x1

Pearson
 

相关性 1 0. 595∗∗ 0. 461∗∗ 0. 622∗∗ 0. 160∗∗ -0. 252∗∗

显著性(双侧) 0. 000 0. 000 0. 000 0. 000 0. 000

总计 2
 

708 2
 

708 2
 

708 2
 

708 2
 

708 2
 

708

x2

Pearson
 

相关性 0. 595∗∗ 1 0. 583∗∗ 0. 599∗∗ 0. 154∗∗ -0. 176∗∗

显著性(双侧) 0. 000 0. 000 0. 000 0. 000 0. 000

总计 2
 

708 2
 

708 2
 

708 2
 

708 2
 

708 2
 

708

x3

Pearson 相关性 0. 461∗∗ 0. 583∗∗ 1 0. 491∗∗ 0. 109∗∗ -. 184∗∗

显著性(双侧) 0. 000 0. 000 0. 000 0. 000 0. 000

总计 2
 

708 2
 

708 2
 

708 2
 

708 2
 

708 2
 

708

x4

Pearson
 

相关性 0. 622∗∗ 0. 599∗∗ 0. 491∗∗ 1 0. 200∗∗ -0. 237∗∗

显著性(双侧) 0. 000 0. 000 0. 000 0. 000 0. 000

总计 2
 

708 2
 

708 2
 

708 2
 

708 2
 

708 2
 

708

x5

Pearson
 

相关性 0. 160∗∗ 0. 154∗∗ 0. 109∗∗ 0. 200∗∗ 1 -0. 009

显著性(双侧) 0. 000 0. 000 0. 000 0. 000 0. 611

总计 2
 

708 2
 

708 2
 

708 2
 

708 2
 

708 2
 

708

阅读媒介

Pearson 相关性 -0. 252∗∗ -0. 176∗∗ -0. 184∗∗ -0. 237∗∗ -0. 009 1

显著性(双侧) 0. 000 0. 000 0. 000 0. 000 0. 611

总计 2
 

708 2
 

708 2
 

708 2
 

708 2
 

708 2
 

708

∗∗在 0. 01
 

水平(双侧)上显著相关;∗在
 

0. 05
 

水平(双侧)上显著相关。

　 　 在显著性水平为 0. 05 的情况下,阅读媒介

与正常儿童的汉字识别能力、同音语素能力、多
义语素能力、语音能力变量的显著性水平均远

小于 0. 001,阅读媒介与汉字识别能力、同音语

素能力、多义语素能力、语音能力相关性分别

为-0. 252、-0. 176、-0. 184、-0. 237,阅读媒介与

正常儿童的汉字识别能力、同音语素能力、多义

语素能力、语音能力具有显著相关关系,且存在

负相关,说明正常儿童在数字阅读时汉字识别

能力、语素能力 (同音语素能力、多义语素能

力)、语音能力均低于纸质阅读,可见正常儿童

的汉字识别能力、语素能力、语音能力均受阅读

媒介影响。 对阅读媒介与阅读理解能力进行相

关关系分析发现,阅读媒介与阅读理解能力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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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性为 0. 611,远大于 0. 05,说明阅读媒介与正

常儿童的阅读理解能力不存在显著相关性,可
见正常儿童的阅读理解能力不受阅读媒介

影响。
与发展性阅读障碍儿童比较分析发现,发

展性阅读障碍儿童仅语音能力受阅读媒介影

响,而正常儿童汉字识别能力、同音语素能力、
多义语素能力、语音能力均受阅读媒介影响。
比较两类儿童语音能力与阅读媒介的相关性,
发展性阅读障碍儿童语音能力与阅读媒介的相

关性为-0. 128,正常儿童语音能力与阅读媒介

的相关性为- 0. 237,因此可知发展性阅读障碍

儿童语音能力受阅读媒介的影响小于正常儿

童。 综上分析可知,发展性阅读障碍儿童受阅

读媒介的影响程度小于正常儿童。
对参与实验的被试儿童每星期的数字阅读

时间进行调研,发展性阅读障碍儿童每星期平

均数字阅读时间为 3 小时 15 分钟,其他儿童每

星期平均数字阅读时间为 2 小时 50 分钟,发展

性阅读障碍儿童数字阅读的时间长于正常儿

童。 发展性阅读障碍儿童在数字阅读练习过程

中,锻炼了数字阅读能力,因此该类儿童受阅读

媒介的影响程度小于正常儿童。 这一发现也为

阅读干预的实施提供参考。

4　 数字媒介性阅读障碍分析与讨论

对实验数据分析已发现,数字媒介环境下,
儿童阅读障碍的发生率要高于纸质媒介环境;
而对实验数据的进一步分析发现,部分被试者

在纸质媒介测试时并未出现发展性阅读障碍状

况,而在数字媒介测试时却被判定为患有发展

性阅读障碍,这一部分人群即为数字媒介性阅

读障碍人群。 目前,国内外鲜有关注此类人群

的研究,所以下文继续对数字媒介性阅读障碍

进行分析和探讨。

4. 1　 数字媒介性阅读障碍定义

本文将仅在数字阅读时出现阅读障碍、在
纸质阅读时并未表现出阅读障碍的情况定义为

数字媒介性阅读障碍,具体检测结果如表 5
所示。

表 5　 数字媒介性阅读障碍检测结果

年级
发展性阅读障碍 数字媒介性阅读障碍

检出人数 检出率(%) 检出人数 检出率(%)

三年级 32 9. 815 18 5. 521

四年级 33 7. 638 21 4. 861

五年级 30 7. 772 18 4. 663

六年级 23 7. 012 15 4. 573

　 　 数字媒介性阅读障碍指个体的智力、视听

觉等感知能力与同龄人没有明显差异,具备良

好学习动机并且接受与同龄人无异的教育,使
用纸质媒介时阅读水平未出现明显低于同龄人

的现象,但使用数字媒介时却表现出持续的阅

读困难。 基于本实验的数据发现,数字媒介性

阅读障碍的发生率在 4%—6%之间,随年级的

增高呈下降趋势,但下降的幅度缓慢。 实验表

明,数字媒介性阅读障碍儿童在阅读方面存在

一定的障碍,但在写作方面是否存在障碍还需

进一步实验。

4. 2　 数字媒介性阅读障碍儿童各项阅读认知

能力均受数字媒介影响

为了比较不同类型儿童在数字媒介环境和

纸质媒介环境下汉字识别能力、语素(同音、多

068



马　 捷　 李洪晨　 郝志远:阅读媒介会导致发展性阅读障碍吗? ———一项面向学龄儿童群体的实证研究
MA

 

Jie,LI
 

Hongchen
 

&
 

HAO
 

Zhiyuan:Will
 

Reading
 

Media
 

Cause
 

Developmental
 

Dyslexia?
—An

 

Empirical
 

Study
 

for
 

School-age
 

Children

2022 年 9 月　 September,2022

义)能力、语音能力和阅读理解能力的具体差

异,设正常儿童、纸质媒介下发展性阅读障碍儿

童和数字媒介性阅读障碍儿童分别为类型一、
二、三,设汉字识别能力、同音语素能力、多义语

素能力、语音能力、阅读理解能力分别为 x1、x2、
x3、x4、x5,对各类儿童的测试结果进行描述性统

计,结果如表 6 所示。

表 6　 各类儿童阅读认知能力描述性统计

年级 类型
纸质媒介 / 数字媒介

x1 x2 x3 x4 x5

三年级

类型一 43. 80 / 34. 54 5. 49 / 4. 70 5. 78 / 5. 21 12. 28 / 11. 24 6. 99 / 7. 26

类型二 8. 78 / 6. 47 3. 19 / 3. 06 5. 03 / 4. 60 8. 63 / 8. 21 6. 47 / 6. 38

类型三 40. 33 / 9. 28 4. 56 / 2. 94 5. 56 / 4. 33 12. 22 / 7. 89 6. 94 / 6. 33

四年级

类型一 56. 50 / 49. 85 6. 82 / 5. 89 6. 01 / 5. 67 14. 41 / 10. 90 7. 13 / 7. 47

类型二 21. 82 / 16. 3 3. 12 / 3. 7 3. 42 / 4. 67 8. 7 / 8. 3 6. 59 / 6. 42

类型三 48. 14 / 21. 47 5. 71 / 5. 14 5. 95 / 4. 8 11. 61 / 8. 38 5. 86 / 6. 76

五年级

类型一 55. 35 / 47. 91 8. 28 / 7. 13 7. 4 / 6. 91 15. 31 / 12. 24 8. 15 / 8. 24

类型二 22. 23 / 19. 5 4. 33 / 4. 17 4. 1 / 4. 37 8. 9 / 5. 73 7 / 7. 33

类型三 33. 22 / 19. 67 7 / 5. 39 6. 28 / 5. 11 9. 78 / 7. 39 7. 44 / 7. 39

六年级

类型一 63. 5 / 53. 09 8. 37 / 7. 52 7. 75 / 6. 19 18. 78 / 17. 33 8. 01 / 8. 24

类型二 25. 39 / 21. 13 5. 35 / 5. 43 4. 74 / 5. 52 13. 91 / 13. 48 7. 35 / 7. 26

类型三 51. 3 / 20. 61 6. 54 / 6 7. 61 / 5. 85 16. 92 / 12. 31 7. 69 / 7. 3

　 　 描述性分析发现,各年级纸质媒介下发展

性阅读障碍儿童和数字媒介性阅读障碍儿童各

项阅读认知能力均逊于正常儿童,同一年级数

字媒介性阅读障碍儿童在纸质媒介测试时的阅

读表现要明显好于纸质媒介下发展性阅读障碍

儿童。 纸质媒介下发展性阅读障碍儿童的汉字

识别能力和语音能力在数字媒介测试时的表现

要差于纸质媒介时的表现,说明数字媒介会影

响发展性阅读障碍儿童的汉字识别能力和语音

能力表现。 数字媒介性阅读障碍儿童除四年级

阅读理解能力测试成绩在数字阅读时表现更好

外,其余各年级各项能力均在纸质媒介环境下

表现更优,可见数字媒介性阅读障碍儿童受阅

读媒介的影响更大,他们的汉字识别能力、语素

能力、语音能力和阅读理解能力均受到数字媒

介的影响。
实验发现,在当前教育环境和儿童阅读习

惯背景下,数字媒介环境下发展性阅读障碍发

生率高于纸质媒介环境。 存在一类儿童,他们

在纸质阅读时并未表现出阅读困难,而在数字

阅读时却表现出持续的阅读困难。 加拿大著名

生理学家唐纳德·赫布提出的“赫布法则” 认

为,同一时间被激发的神经元之间的联系会被

强化,两个神经细胞交流越多,它们联结的效率

就越高,反之就越低。 神经元之间突触的联结

强度随着突触前后神经元的活动而变化。 阅读

相关神经元并不是一成不变的,阅读环境和阅

读行为的变化,会带来大脑的适应性调整[36] ;赫
布同时也强调突触可塑性需要一定的时间延

迟。 在实验中同样发现少量被试者在纸质阅读

下患有发展性阅读障碍,但在数字环境下并没

有表现出阅读障碍症状,可见随着数字阅读在

人们日常学习和生活中日益普及,人们的阅读

习惯和阅读方式会顺应新的环境和媒介,对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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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阅读涉及相关神经元的重复刺激会改变脑神

经的联结方式[24] ,使得使用数字媒介进行阅读

时,阅读相关认知能力得到加强。

5　 研究总结

本文通过实验发现,阅读媒介会影响发展

性阅读障碍的发生率,数字媒介环境下阅读障

碍的发生率高于纸质媒介。 实验还发现存在一

类儿童,他们在纸质阅读时并未表现出阅读困

难,而在数字阅读时表现出持续的阅读困难现

象;该类儿童受阅读媒介的影响较其他儿童更

大,他们的汉字识别能力、语素能力、语音能力

和阅读理解能力均受到数字媒介的影响。 该结

论可为数字媒介性阅读障碍儿童的阅读干预研

究提供参考。
数字阅读涉及的阅读媒介形态多样,阅读

内容的表现形式也各异,本文实验的数字媒介

仅限定为平板电脑一种,且在离线环境下进行,
数字阅读的阅读材料也为黑白无插图的文本,
这与儿童日常接触到的数字阅读环境存在差

异。 如果选择的阅读媒介是儿童进行数字阅读

时更为喜欢的智能手机,选择的实验材料是带

有彩色图片或者是可以点击、查询的网页,那么

实验的结果可能发生变化,这有待更深入的研

究予以揭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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