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心!理!学!报!"##$!!"""#$%-$’%-(
!!"#$%&’"()*)+,"$-,.,"$

%-$!!

!收稿日期$

中文故事阅读中预期与前后向推理的关系

鲁忠义!彭建国!李!强

"河北师大教育科学学院!石家庄#*##(%#

摘!要!通过$项实验!考察了中文故事阅读中前后向推理的差异及其与预期的关系%采用$h"独立设计!以反

应时为指标!以较长的语篇为实验材料!分别利用核证法与命名法进行了实验一和二%实验三在实验二的基础上!
用"h"独立设计!并根据实验目的修改了实验材料%实验一的结果显示!前向推理和后向推理差异显著&实验二

的结果则是前向推理和后向推理无显著差异!而且预期的$个水平在前后向推理上均无显著差异&实验三的结果

表明!在预期与前后向推理间距离近和预期句详述的情况下!预期与前后向推理产生了交互作用%
关键词!语篇阅读!预期!前向推理!后向推理%
分类号!=-&"

%!前!言

!!推理是指读者根据文章提供的信息和自己头脑

中的知识!推论出新的信息!它是语篇"D._D#阅读理

解的基础%心理学家在研究阅读过程中做出的是什

么样的推理时!区分了两种不同的推理!即前向推理

"6>SF0SE146.S.4:.#和 后 向 推 理"]0:BF0SE146.S@
.4:.#%前向推理又叫精细推理".20]>S0D1W.146.S@
.4:.#!是从当前阅读的语篇表征中推出语篇的某一

部分信息!使语篇内容更丰富%后向推理"]0:BF0SE
146.S.4:.#!又叫搭桥推理"]S1E5145146.S.4:.#!是指

读者为了达到连贯":>;.S.4:.#的目的!把前面的语

篇成分同后面的语篇成分联系起来所做的推理%
!!从"#世纪,#年代至今!前向推理和后向推理

一直是认知心理学研究的热点%一些研究发现!前
后向 推 理 是 有 差 异 的!前 向 推 理 不 在 阅 读 中 产

生’%’&(&而另一些研究则发现二者没有差异!前向推

理在阅读中产生’"!*’-(%
!!造成这种矛盾状况的原因可能有两个方面$一
是实验方法问题&一是实验材料问题%一般地说!句
子核证法+问题回答法+再认法等对于确定在阅读理

解中推出什么样的信息是非常合适的方法&而词汇

判断法+命名法等激活测量法对于考察读者是否在

阅读过程中产生推理是最佳的方法%当然!对词汇

判断法也有不同的看法!认为使用这种方法如同使

用核证法+问题回答法一样!得到的实验结果反映的

是在测验时的语境核查作用!而不是阅读时因激活

而导致的推理’"(%另一方面的原因可能与这些心

理学家使用的实验材料有关%他们使用的语篇一般

只有两句话的长度!这样短的语篇不能为被试进行

精细化推理提供最佳条件%因此使用较长的语篇作

为实验材料或许有可能探明前向推理和后向推理的

差异%鉴于以上两方面的分析!在本实验中我们选

择了较长的语篇作为实验材料!同时使用了具有明

显后向语境核查作用的核证法!和X>DD9等人认为对

研究推理最为合适的实时">4)214.#法///命名

法’"(!来探讨前向推理和后向推理的内在机制的差

异%这是本研究的目的之一%
!!本研究的另一目的是要考察预期对前后向推理

的作用%在阅读过程中读者总是在自己所掌握的知

识基础上!通过上下文对将要出现的阅读内容进行

预测%当预期的内容同后文出现的内容相符时!会
产生正启动&相反!当预期的内容同后文出现的内容

不符时!会产生负启动%在我们的两项研究中!读者

阅读双情节故事时!总是把第一句"背景句#作为建

构整个故事框架的主要节点予以考虑!因此它的阅

读时间显著长于其它节点句%我们认为第一句对故

事理解和推理具有启动作用!也就是说!它对后文的

理解和推理具有预期作用’(!%#(%这种预期作用与前

向推理和后向推理是什么关系呢,或者说它对前向

推理和后向推理有没有影响呢,若有影响!是什么

样的影响呢,解决这一问题是本研究的目的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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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一

#$%&方法

#$%$%&仪器![̂ [a心理实验专业软件+Xbj%"反

应盒+方正奔腾*微机+VA%*&,̂ 显示器%
#$%$#&被试!河北师大心理系"理科#(-级学生

&#名+((级学生"#名和政教系(-级"文科#学生

+#名!共%"#名被试%对用计算机屏幕显示的文章

无阅读障碍%实验后!剔除了%<*个标准差之外的

数据!最终的有效数据来自%#,名被试%
#$%$!&实验材料!在实验材料的编制上!根据实验

的目的!所设计故事的第一句有$种情况$引起预

期推理并对后文有正启动作用"一致!b#&引起预期

推理并对后文有负启动作用"不一致!Z#&不引起

预期推理"无预期!d#%后文情节的发展有两种情

况$引起前向推理"前向!6#&引起后向推理"后向!
]#%这样!同一个故事材料演变成+种形式!即一

致前向"b6#+一致后向"b]#+不一致前向"Z6#+不一

致后向"Z]#+无预期前向"d6#+无预期后向"d]#%
故事的结构按照 0̂4E2.S和P>;49>4,的故事语法进

行架构’%%(% 0̂4E2.S和P>;49>4的故事语法"描述故

事结构的一套规则#认为!一个故事的结构包括背

景+开头+反应+尝试+结果和结尾+个基本节点%据

此!所设计的故事在背景句上引起预期&删除背景句

以取消预期&删除结果句!以便将尝试句和结尾句两

句编写成前向推理或后向推理的故事结构%在故事

的推理内容的编制上!参考了 X>DD9和 f..404的实

验材料’"(%实验材料按喜+怒+哀+惧四大情绪类型

编制!每种情绪各两套故事!共-套"每个故事都进

行了难度控制#%另编制了练习材料"套!填充材

料%#套%最后编制成的实验材料见附录一%
#$%$0&实验设计与程序!实验采用$h"独立设

计%第一个变量为)预期*变量!分为$个水平$背

景句引起的预期同后文内容一致"b#&背景句引起

的预期推理同后文不一致"Z#&无背景句!即没有背

景句引起的预期"d#%第二个变量为)推理*变量!
分为"个水平$故事内容引起前向推理"6#+故事内

容引起后向推理"]#%从而使实验分为+组$b6"一

致前向#+b]"一致后向#+Z6"不一致前向#+Z]"不一

致后向#+d6"无预期前向#和 d]"无预期后向#%
%"#名被试按文理各半的原则平均分配到这+组中

去%即每组"#名被试%
正式实验前先让被试进行练习!使其熟悉实验

程序和要求!掌握计算机按键阅读的操作方法%被

试读完指导语后!正坐在计算机前!调整好距离%左

右手搭放在膝盖上!分别握住 cCG+dj反应盒"利

手握cCG反应盒#!开始实验练习%故事一句一句

地先后呈现在计算机屏幕上!被试读完一句后!按

cCG键!这时读过的句子就会从屏幕上消失!同时出

现下一句%在每个故事之后!紧接着会出现用蓝色

字写的一个关于故事的陈述句!要求被试用 cCG或

dj键判断这句话是否符合原文"符合按cCG键!不
符合按dj键#%在被试进行判断后!下一个故事会

紧接着出现!如此进行下去%要求被试在理解的基

础上尽量快速地阅读!作判断时不要过多地考虑%
!!被试学会操作后开始正式实验%正式实验中有

两个填充材料固定放在前部!防止被试练习不充分!
其余-个填充材料同-个实验材料随机排列%为防

止被试的按键反应受到定势的影响!cCG反应和

dj反应各占一半%
#$#&结果分析

!!实验数据经CaQC\预处理!在+组资料内分别

剔除了%<*个标准差之外的极端数据后!用GXGG进

行了统计处理%
#$#$%&关于前后向推理!前向推理与后向推理条

件下目标句的平均核证时间与标准差见表%%

表%&前向推理与后向推理条件下目标句的核证时间与标

&& 准差"I@#

推理类型 ? 7>

前向推理 ",## %"$*

后向推理 %+-, &,"

!!经过 T̂djkT分析!前向推理和后向推理主效

应非常显著@"%!%#*#O$#<#+,!"O#<###M#<##%%
预期与前后向推理交互作用不显著 @""!%#%#O%<
*$"!"O#<""%m#<#*%

表# 前向推理与后向推理条件下的多重比较"I@#

推!理!类!型

预期类型 前向推理 后向推理

? 7> ? 7>

一!致 "("& %++* %*$" "+,

不一致 "*+- (%# %-(( +"#

无预期 "+** ((% %+$- %#+(

!!由于前后向推理主效应显著!我们进行了 \G[
多重比较"见表"#%结果发现!一致前向"b6#与一

致后向"b]#差异显著""M#<##%#&不一致前向"Z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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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不一致后向"Z]#差异显著""M#<#%#&无预期前

向"d6#与无预期后向"d]#达到临界差异水平""O
#<#+#%
!!从表%和表"可以看到!不论预期这一因素情

况如何!两种不同类型的推理之间存在着非常显著

的差异%前向推理条件组对目标句的平均核证时间

为",##/9!后向推理条件组对目标句的平均核证

时间为%+-,/9%两者之间的差异非常显著%我们

以较长的语篇为材料!使用核证法得到的实验结果!
与G145.S%(-#年用句子核证法得到的实验结果是一

样的!即后向推理条件下被试的成绩优于前向推理

条件下的成绩%但与 X>DD9和 f..404在%(--的研

究中!使用词汇判断法"实验%和实验"#考察前向

推理和后向推理时得到的实验结果是不同的%他们

的实验没有发现两种条件下反应时的差异!即前向

推理条件和后向推理条件下词汇判断时间几乎相

同%如果说使用较长的语篇为读者进行前向推理

"精细推理#提供了最佳条件!使得前向推理和后向

推理的激活处于相同水平的话!前向推理和后向推

理之间的反应时仍有显著差异!这可能是实验方法

的问题%因此我们用命名法进行了第二个实验%
#$#$#&关于预期对前!后向推理的作用!本研究的

第二个目的是考察预期对前向推理和后向推理的作

用%预期对前后向推理的作用的实验结果见表$%

表!&不同预期条件下目标句的核证时间与标准差

预期类型 ? 7>

预期一致 "&#, %+""

预期不一致 "&&# %%,(

无预期 "&+( %$-&

!!经 T̂djkT分析!预期这一因素的主效应不显

著@""!%#*#O#<#+-!"O#<($&m#<#*%做前向推

理"6因素#在$种不同预期水平"b+Z+d#上的差异

检验!发现b6/Z6+b6/d6+Z6/d6两两之间全没有显

著差异!即预期对前向推理的作用不明显%同样!做
后向推理"]因素#在$种不同预期水平"b+Z+d#上

的差异检验!b]/Z]+b]/d]+Z]/d]两两之间也

没有显著差异!说明预期对后向推理也无影响%

$!实验二

!$%&方法

!$%$%&仪器!同实验一的仪器!只是用麦克风代替

了Xbj%"反应盒%
!$%$#&被试!河北师大心理系"理科#(-+((级学

生+#名+教育系 (-+((级学生 +#名!共 %"#名被

试%对用计算机屏幕显示的文章无阅读障碍%实验

后!剔除了%<*个标准差之外的数据!最终的有效数

据来自%%(名被试%
!$%$!&实验材料 !与实验一相类似!只是将材料

中的探测句换成了命名任务所需要的探测词%
!$%$0&实验设计与程序!正式实验前先让被试进

行练习!使其熟悉实验程序和要求!掌握以发音进行

阅读的操作方法%被试读完指导语后!正坐在计算

机前!调整好距离!利手握住麦克风!与嘴相距*:/
左右!开始练习%故事一句一句地先后呈现在计算

机屏幕上!被试读完一句后!发出)过*音!这时读过

的句子就会从屏幕上消失!同时出现下一句%在每

个故事之后!紧接着会出现用红色字写的一个关于

故事的双字词!要求被试快速+清晰+准确地念出来%
为确保被试认真阅读!清屏后!紧接着会出现用红色

字写的一个关于故事的句子!要求被试发出)是*或

)否*的声音判断是否符合原文!如此进行下去%要

求被试在理解的基础上尽量快速地阅读!作判断时

不要过多地考虑%
!!被试学会操作后开始正式实验%正式实验中有

两个填充材料固定放在前部!防止被试练习不充分!
其余-个填充材料同-个实验材料随机排列%为防

止被试在作业时受到定势的影响!cCG反应和 dj
反应各占一半%
!$#&结果分析

!!实验数据经CaQC\预处理!在+组资料内分别

剔除了%<*个标准差之外的极端数据后!用GXGG进

行了统计处理%
!$#$%&关于前后向推理!使用命名法研究前向推

理和后向推理!得到的实验结果见表&%

表0&前向推理与后向推理条件下目标句的命名时间与标

&& 准差"/9#

推理类型 ? 7>

前向推理 ,(+ %#+

后向推理 ,+$ %%#

!!通过 T̂djkT分析!前后向推理的主效应不显

著@"%!%%,#O"<+"&!"O#<%#-m#<#*%预期与前

后向推理交互作用不显著!@""!%%$#O#<*((!"O
#<**%m#<#*%
!!我们进行了\G[多重比较%结果发现!一致前

向"b6#与一致后向"b]#差异不显著""O<%#(m
<#*#&不一致前向"Z6#与不一致后向"Z]#差异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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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著""O<($&m<#*#&无预期前向"d6#与无预期后

向 "d]#差异不显著""O#<"+*m#<#*#%实验结果

见表*%

表"&前向推理与后向推理条件下的多重比较"/9#

推!理!类!型

预期类型 前向推理 后向推理

^ G[ ^ G[

一 致 -%# %%- ,** %%+

不一致 ,(# %#& ,-, %%&

无预期 ,-* (- ,&+ (-

!!同样的实验材料!实验一使用核证法!前向推理

和后向推理之间的差异非常显著&实验二改用命名

法!二者之间的差异完全消失了%这说明两种方法

反映的人的内在加工机制是不同的%我们将在下面

的讨论部分进行对比探讨%
!$#$#&关于预期对前后向推理的影响!实验二利

用命名作业考察了预期对前后向推理的作用!结果

见表+%

表S&不同预期条件下目标词的命名时间与标准差"I@#

预期类型 ? 7>

预期一致 ,-$ %%(

预期不一致 ,-( %#-

无预期,++ ((

!! T̂djkT分析表明!预期主效应不显著!@""!
%%,#O#<&+,!"O#<+"-m#<#*% 这与使用核证法

得到的实验结果是一样的!即预期对前向推理和后

向推理的均不产生影响%
!!实验一和实验二的结果都表明!不论预期与前

后向推理是一致+还是不一致抑或无预期!它对推理

都没有发生影响%对这一结果可有几个方面的解

释%"%#它说明!在阅读理解中!前向推理和后向推

理本身可能具有优势地位!可以不受其他因素的影

响而独立地发生作用%""#预期句离推理句距离较

远!在进行推理时!预期句已不在工作记忆中!这样

它就不能发生启动作用%"$#预期句作为先行句仅

有一句话!没有对它进行详述!因此它的作用是有限

的!不能影响到前后向推理%为了进一步探讨预期

的作用!我们做了第三个实验%在实验三中!我们把

实验材料的预期句与推理句的间距缩短!并对预期

句进行详述!考察在这种情况下预期对推理的作用%

&!实验三

0$%&方法

0$%$%&仪器!同实验二%
0$%$#&被试!河北师大文科生-*名被试%对用计

算机屏幕显示的文章无阅读障碍%实验后!剔除了

%<*个标准差之外的数据!最终的有效数据来自+$
名被试%
0$%$!&实验材料 !对实验一和二的材料进行了两

方面的修改!一是删掉了前两个实验中预期句"包

括预期一致和预期不一致两个句子#与推理句之间

的句子!使预期句与推理句直接相邻!即缩短了二者

的距离&二是对于预期句进行较为详细的叙述!以增

加其对下文中推理的影响!这就构成了与前两个实

验所不同的预期详述句%实验材料示例见附录二%
0$%$0&实验设计与程序!实验设计为"h"组间设

计%实验程序同实验二%
0$#&结果分析

!!实验数据经CaQC\预处理!在&组资料内分别

剔除了%<*个标准差之外的极端数据后!用GXGG进

行了统计处理%
0$#$%&结果!表,是不同预期条件和不同推理条

件下目标词的命名时间与标准差%

表T&不同预期条件和不同推理条件下目标词的命名时间

与标准差"I@#

推!理!类!型

预期类型 前向推理 后向推理

? 7> ? 7>

一!致 ,,+ +&<-# ,(* --<*,

不一致 -$" ,"<"( ,,* *+<+%

!!通过 T̂djkT分析!前后向推理的主效应不显

著@"%!+"#O%<%%,!"O#<"(*m#<#*%预期的主效

应不显著@"%!+"#O#<((,!"O#<$""m#<#*%预期

与前后向推理交互作用显著!@"%!*(#O&<"&-!"O
#<#&&M#<#*%简单效应结果显示!推理因素在预期

一致水平上的简单效应不显著@"%!+"#O#<&,!"O
#<&(-m#<#*&在预期不一致水平上的简单效应显著

@"%!+"#O&<,*!"O#<#$$M#<#*%预期因素在前

向推理水平上的简单效应显著@"%!+"#O&<&+!"O
#<#$(M#<#*&在后向推理水平上的简单效应不显著

@"%!+"#O#<+$!"O#<&$"m#<#*%
0$#$#&结果讨论!缩短预期句与推理句之间的距

离并对预期句进行详述之后!预期与推理产生了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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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作用%预期因素在前向推理水平上的简单效应显

著!在后向推理水平上不显著%这是因为后向推理

是为达到连贯而进行的推理!它自身会形成一种较

为封闭的模块!因此不受预期因素的影响%前向推

理只是从语篇表征中推出语篇的某一种信息!因此

预期预期一致与否明显影响到推理的内容%推理因

素在预期一致水平上的简单效应不显著!在预期不

一致水平上的简单效应显著%这有力地说明了预期

因素对于推理因素的作用力!这种作用力表现在预

期与后文推理相悖的情况下%把实验三的结果和前

两个实验的结果结合起来可以看到!如果预期句离

推理句距离较远!在进行推理时!预期句已不在工作

记忆中!这样它就不能发生启动作用%预期句作为

先行句仅有一句话!没有对它进行详述!因此它的作

用是有限的!不能影响到前后向推理%但是!当预期

句与推理句的直接相连!并且对预期句做了详述之

后!预期的作用就在一定范围内产生了!即预期不一

致情况下对前向推理产生了影响!但不影响后向推

理%

*!综合讨论

!!本研究使用较长的语篇作为实验材料!采用核

证法与命名法!考察了前向推理和后向推理之间的

差异!探讨了预期对前向推理和后向推理的影响%
"$%&语篇阅读中的实时推理

!!研究实时推理是目前阅读理解研究中的热点问

题之一%研究实时推理通常使用实时">4)214.#
法!本研究不仅使用了实时法中的命名法!同时使用

了事后">66)214.#法中的核证法%两种不同实验方

法得到的实验结果截然不同%实验一采用核证法!
实验的结果是前向推理与后向推理的差异非常显

著&实验二和三采用命名法!其结果则是这两种推理

没有达到显著差异%因为命名法不需要被试把测验

词同以前的表征进行比较!不需要做是或否的两重

选择!是考察推理是否在阅读过程中产生的最有效

的方法之一!所以!依据实验二和三的结果可以认为

前向推理与后向推理都是在阅读过程中产生的%
X>DD9等人"%(--#利用命名法进行阅读的推理研究

时发现!后向推理比前向推理显著地快!因此他们认

为前向推理通常不在阅读中产生%但他们指出这可

能与语篇过短!没有为前向推理提供良好条件有关%
为考察这一情况!本实验使用了完整的较长的故事%
结果发现!前向推理与后向推理条件下目标词的命

名时间没有差异!说明前向推理与后向推理一样也

是在阅读中产生的%用核证法得到的实验结果是!
前向推理条件下的目标句的反应时明显长于后向推

理%但这并不能推翻前向推理在阅读过程中产生的

结论!因为这个较长的时间反映的可能是读者返回

来的语境检查过程%
"$#&前向推理与后向推理的心理机制

!!激活是认知心理学的一个基本假设%探讨阅读

理解的心理机制是离不开激活假设的%由于本实验

使用了较长的语篇!为读者的阅读理解提供了精细

加工的条件!使得前向推理与后向推理的激活处于

同等水平&再加上采用命名技术!被试不需要把目标

词同前面阅读过的内容进行比较!做是或否的不同

选择!因此读者进行前向推理与后向推理的心理机

制是相同的%如上所述!使用核证法时!前向推理条

件下的目标句的反应时明显长于后向推理%我们认

为这与事后">66)214.#的研究方法有关%按照实验

程序!读者阅读完故事后!要对目标句进行核证!判
断它是否符合原文的意思%前向推理条件下!被试

进行的推理是精细推理!其结果可以丰富语篇的心

理表征!因此在后向的语境检查时!对目标句的反应

时要长%相反!后向推理条件下!读者是为了达到语

篇的连贯而进行推理&另外!语篇为这种推理也提供

了明确的信息!因此在对目标句进行后向的语境检

查时!反应时要短得多%X>DD9等人"%(--#利用词汇

判断法!发现前向推理与后向推理无显著差异!承认

在阅读中这两种推理的激活程度是一样的%但他们

把前向推理与后向推理条件下目标词的反应时无差

异!归结为后向的语境检查是没有道理的%
"$!&预期对前后向推理的作用

考察预期对前向推理和后向推理的作用是本研

究的第二个目的%综合$个实验的结果!当预期句

与前后向推理的句子相隔一定的距离!并且没有对

其详述时!预期对推理不起作用&反之!缩短两者的

距离!并且对预期句加以详述之后!两者之间就产生

了交互作用%预期只对前向推理起作用!即只有在

预期与前向推理不一致的情况下!才使前向推理的

反应时明显增长%但是!不论哪种预期对后向推理

均无作用%

+!结论

!!"%#本实验在语篇阅读的推理研究领域内使用

完整的中文故事作为实验材料!得出了与西文阅读

推理的不同研究结果$前向推理与后向推理都是在

阅读过程中产生的%这与本文第一部分提到的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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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结论是不同的%
!!""#在阅读较长的语篇时!读者进行前向推理

与后向推理的心理机制是相同的!换言之!在阅读理

解中前向推理与后向推理的激活水平是相同的%
!!"$#在预期句与推理句的间距缩短!并对预期

句进行详述的情况下!预期对前向推理有启动作用!
对后向推理无启动作用%这说明在阅读理解中!后
向推理本身可能具有优势地位!可以不受其他因素

的影响而独立地发生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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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一!实验材料

b6"一致前向# b]"一致后向#
小李胆子小这是尽人皆知的"背景句# 小李胆子小这是尽人皆知的"背景句#
朋友寄给小李一本恐怖小说"开头句# 朋友寄给小李一本恐怖小说"开头句#
他读到精彩处不禁毛骨悚然"反应句# 他读到精彩处不禁毛骨悚然"反应句#
于是连忙把小说丢向火炉子"尝试句# 于是连忙把小说丢向火炉子"尝试句#
寄书的朋友知道后哭笑不得"结尾句# 小李想要后悔已经来不及了"结尾句#
Z6"不一致前向# Z]"不一致后向#
小李胆子大这是尽人皆知的"背景句# 小李胆子大这是尽人皆知的"背景句#
朋友寄给小李一本恐怖小说"开头句# 朋友寄给小李一本恐怖小说"开头句#
他读到精彩处不禁毛骨悚然"反应句# 他读到精彩处不禁毛骨悚然"反应句#
于是连忙把小说丢向火炉子"尝试句# 于是连忙把小说丢向火炉子"尝试句#
寄书的朋友知道后哭笑不得"结尾句# 小李想要后悔已经来不及了"结尾句#
d6"无预期前向# d]"无预期后向#
朋友寄给小李一本恐怖小说"开头句# 朋友寄给小李一本恐怖小说"开头句#
他读到精彩处不禁毛骨悚然"反应句# 他读到精彩处不禁毛骨悚然"反应句#
于是连忙把小说丢向火炉子"尝试句# 于是连忙把小说丢向火炉子"尝试句#
寄书的朋友知道后哭笑不得"结尾句# 小李想要后悔已经来不及了"结尾句#
实验一 核证法 实验二 命名法

探测句$小说烧着了!!!!探测词$烧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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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二!实验三实验材料

b6"一致前向# b]"一致后向#
杂技演员小吴刚刚开始学习传统节目顶碗 杂技演员小吴刚刚开始学习传统节目顶碗

总是弄坏道具 总是弄坏道具

他顶着十只瓷碗在木桩上表演时摔了下来 他顶着十只瓷碗在木桩上表演时摔了下来

杂技团老板对他点头一笑表示对他的鼓励 杂技团老板从他的工资里面扣除了不少钱

Z6"不一致前向# Z]"不一致后向#
杂技演员小吴在传统节目顶碗上功力深厚 杂技演员小吴在传统节目顶碗上功力深厚

能够应付突发事件 能够应付突发事件

他顶着十只瓷碗在木桩上表演时摔了下来 他顶着十只瓷碗在木桩上表演时摔了下来

杂技团老板对他点头一笑表示对他的鼓励 杂技团老板从他的工资里面扣除了不少钱

探测词$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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