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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探讨阅读优生与差生文本阅读过程中文本信息的激活与整合模式!包括’个实验%实验一通过运用不一

致实验范式"07627505C37CB/>/:0?.#考察阅读优生与阅读差生能否形成整体连贯性与局部连贯性%结果发现!阅读

差生难以形成整体连贯性%实验二运用探测)核证范式"B>2E3)Z3>0U06/C027B/>/:0?.#通过比较在三个位置后"人

物特征描述*填充段落*目标句#的探测句的反应时间!探讨阅读差生不能形成整体连贯性的原因是由于不能激活

先前的信息!还是整合信息时出现了问题%结果发现阅读差生与优生一样都可以激活先前的信息!说明阅读差生

不能形成整体连贯性的原因可能是整合的问题%实验三进一步验证了阅读差生不能形成整体连贯性的原因是由

于不能把已经激活的信息很好地加以整合所致%
关键词!整体连贯!局部连贯!激活!整合!阅读差生%
分类号!A;&"

%!前言

!! 在篇章阅读理解过程中!如果读者理解了阅读

材料!那么读者头脑中的表征同时在局部与整体两

个水平上应是保持连贯的%所谓局部连贯"126/162-
H3>3763#是指把最新读到的句子的每一个命题与当

前工作记忆中处于激活状态的命题进行匹配!处于

激活状态的命题特别是指前一*二个句子中的命题&
整体连贯"?12E/162H3>3763#是指新出现的命题与篇

章中先前遇到的命题"已超出工作记忆的范围#或

与有关的整体知识建立联系的过程%
!!当前的篇章认知加工模型认为!在建构整体连

贯的过程中至少涉及两个过程$激活与整合(%)%当

篇章中每一个新出现的短语被理解后!有关的记忆

痕迹就被激活!激活量取决于记忆痕迹与新信息中

包含的概念所共有的特征的多少*有多少在文章中

得到了详细的阐述以及最近出现的情况!整合过程

则是把文章表征中得到激活但是无关的信息加以排

除的过程("!’)%
!!]22F等认为只有当激活的信息与人物的目标

行为不一致时才会产生阅读理解的困难%他们运用

e.A>037等人的不一致实验范式"07627505C37CB/>/-

:0?.#进行的一项实验研究结果发现!被试在阅读

目标句时!当它呈现在关于人物的不一致性短文中

的阅读时间比其它任何一种情况的时间都要长(&)%
+3E>/等在 ]22F的研究基础上!减少了填充段落的

长度!使得在人物的特征描述与目标句之间的填充

干扰句为一个句子左右!他们认为如果阅读差生在

整体上整合文本信息上存在着困难!那么无论目标

句与人物描写之间间隔有多远!他们也难于发现短

文中信息的不一致性%如果阅读差生仅仅在维持文

章的整体连贯性上出现困难!那么他们会在测量局

部连贯性的情形中!发现不一致的效应&在测整体连

贯性的情形中!难以发现不一致的效应%结果发现!
阅读差生在阅读过程中难以形成整体连贯%在他们

的另一个实验中发现!阅读差生不能形成整体连贯

的原因不是不能激活先前的信息($)%但他们的研

究未进一步探讨阅读差生不能形成整体连贯的原因

是不是因为整合问题%
!!因此!本研究首先考察阅读优生与差生在形成

整体连贯性与局部连贯性上是否有差异%如果二者

在整体连贯上有差异!那么!这种差异是由于不能激

活先前信息!还是由于在整合过程中出现了问题%
本研究通过三个实验来回答上述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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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一

#$%&方法

#$%$%&目的!探讨阅读优生与差生能否形成整体

与局部连贯性%
#$%$#&被试!广州市天荣中学高中一年级的学生!
根据其上学期期末全区统考语文成绩与语文任课教

师的评定!把被试分成两组!一组为阅读优生!其语

文成绩在平均数的一个标准差以上!另一组为阅读

差生!其语文成绩在平均数的一个标准差以下!每组

"#人%语文教师的评定包括了对被试的字词水平

的理解和篇章水平的理解!指导语是$,尊敬的老

师!请你根据平时对学生语文阅读理解水平的了解!
结合字词和篇章水平两个方面!对学生是否属于阅

读优生或阅读差生做出一个综合的评定%-同时!为
了保证分组的有效性!我们计算了被试的语文成绩

与语文教师评定的点二列相关!结果发现!二者的相

关系数为#Q;’*!"g#Q#%!说明被试分组是有效的%
#$%$!&实验设计!实验采用""阅读水平$阅读优

生N差生#h""连贯性$整体连贯N局部连贯#h""一

致性$一致N不一致#混合设计!其中阅读水平为被

试间因素!连贯性与一致性为被试内因素&在项目检

验中!阅读水平为被试间项目内变量!连贯性与一致

性为项目内变量%
#$%$’&材料!实验材料为"#篇短文!其中%#篇是

整体连贯性的!另%#篇是局部连贯性的%短文先是

一段介绍性段落!含"(’个句子!介绍故事的情景

及主角%然后对主角的某一行为特征进行描述!这
一特征与文章后面所介绍的主角行为构成一致或不

一致关系%在一致条件下!文章特征描述部分所描

写的主角特征与下文目标句所描述的主角行为是一

致的%在不一致条件下!文章特征描述部分所描写

的主角特征与下文目标句所描述的主角行为是不一

致的%第三部分是填充段落!其作用是用来干扰被

试头脑先前阅读的有关该人物特征的信息!使之不

再停留在工作记忆中%然后出现一个目标句!这个

目标句与先前的描述构成一致和不一致两种情形%
根据填充段落的长短分为整体连贯和局部连贯!整
体连贯条件为$(<句!局部连贯为%("句%最后

出现一个是非问题!让被试作答%实验一材料举例

如下$

实验一阅读材料样例

介绍性段落

!!在一段时间内!肯尼和他的朋友迈克想寻找一些夏日的业余爱好%他们都是大学教授!由于他们放了暑假!这意味着他们有许多空暇

的时间去尝试新事物%

一致性版本

!!肯尼是一个大个子!他通过经常去跑步和举重保持良好的身体形态%他有着健硕的肌肉与%%’公斤的重量%肯尼喜欢接触性的运动!

这可以使他向别人展示他的力量%

不一致性版本

!!肯尼是一个小个子!他从不急于保持体形%他仅有$&公斤的体重使他显得瘦骨嶙峋%他讨厌接触性的运动!但他喜欢非接触性的运

动!例如打高尔夫球与保龄球!这些运动可以使他单独地进行%

整体连贯性填充段落

!!一天午饭时间!当他们在去市中心的路上!肯尼和迈克路过一间新开张的健身馆%健身馆的橱窗里摆放着一些物品!这些陈列是关于

健身馆夏季开展的体育活动项目的广告%他们注视这些广告!广告里的那些长长的关于健身馆的活动清单给他们留下深刻的印象%当他

们看完这些清单后!他们十分兴奋%因为看起来十分有趣!所以肯尼和迈克走了进去%

局部连贯性填充段落

!!当他们在去市中心的路上!肯尼和迈克路过一间新开张的健身馆!他们看见一个气球上挂着健身馆于夏季所开展的体育活动的广告%

目标句

!!肯尼决定参加拳击班%

!!实验一的逻辑是!当读者阅读目标句时!与之相

关的先前的信息应该被激活%因而!若被试能形成

阅读连贯!那么!在不一致的条件下"无论整体还是

局部#都会显示出时间上的不一致!即会比一致的

条件下阅读时间要长%若先前相关的人物信息没被

激活!那么当被试阅读到不一致条件下的目标句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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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试则在阅读时间上不会有差异!即若被试头脑中

的相关信息没有被激活!那么无论在整体连贯还是

局部连贯条件下!对目标句的阅读时间应无差异%
#$%$F&程序!短文逐句呈现在计算机屏幕的中央!
被试的任务是按照自己的速度阅读在计算机屏幕上

的短文!短文以窗口的方式呈现%要求被试将左右

手的食指放在键盘的,P-与,G-键上!被试读完一句

后!按空格键继续读下一句!被试读完目标句后按空

格键!就会出现一个问题!要求被试又快又准确地作

答%若被试认为正确则按,G-键!认为错误则按,P-
键%,O-出现后!表示开始阅读另一文章%程序自

动记录被试阅读目标句的阅读时间和是否题的正确

率%实验大约持续"$分钟%
#$#&结果与分析

!!删除’个标准差之外极端数据后!每组有%;名

有效被试%被试对目标句的阅读时间及标准差见表

%%对理解题的回答不做统计分析!只是为了使被试

认真阅读%
表%&阅读优差生在各条件下对目标句的阅读时间".5#

整体 局部

一致 不一致 一致 不一致

阅读优生 %<*#i&#’ %*&<i’&# %’@*i&#< %$@$i’";

阅读差生 "%%$i&"< "#@<i$%$ %&"$i’#" %;%"i&’$

!!对表%中的目标句阅读时间进行了""优生与

差生#h""局部与整体#h""一致与不一致#重复测

量方差分析!>%表示以被试为随机变量进行的方差

分析!>"表示以项目为随机变量进行的方差分析%
结果 发 现!阅 读 水 平 主 效 应 显 著!>%"%!’&#T
;Q*%&!"g#Q#%&>""%!%;#T*Q<$$!"g#Q#$%优

生的阅读时间显著快于差生%连贯性主效应显著!
>%"%!’&#T"#Q’*&!"g#Q###&>""%!%;#T
<%Q’"@!"g#Q##%局部连贯条件下目标句的阅读

时间显著快于整体连贯条件%一致性有显著的主效

应!>%"%!’&#T%*Q@*#!"g#Q###&>""%!%;#T
%;$Q<;*!"g#Q###%一致条件下目标句阅读时间

显著快于不一致条件%阅读水平*连贯性与一致性

三者之间的交互作用被试检验不显著!项目检验显

著!>%"%!’&#T%Q@*&!"j#Q#$&>""%!%;#T
%&Q"@<!"g#Q##%%阅读水平与一致性的交互作用

不显著!>%"%!’&#T#Q’;%!"j#Q#$&>""%!%;#T
%Q%<<!"j#Q#$%阅读水平与连贯性的交互作用被

试检验达到边缘显著水平!项目检验显著!>%"%!
’&#T’Q%<"!"T#Q#;&&>""%!%;#T<Q’"<!"g

#Q#$%连贯性与一致性的交互作用检验显著!>%
"%!’&#T<Q;%#!"g#Q#$&>""%!%;#T;Q’"*!"
g#Q#%%
!!对连贯性与一致性显著的交互作用进行简单效

应检验发现!在整体连贯条件下!一致与不一致条件

之间阅读时间的差异不显著!>%"%!*##T#Q#<<!
"j#Q#$&>""%!’;#T%Q<"$!"j#Q#$%在局部连贯

条件下!一致与不一致条件目标句阅读时间有显著

差异!>%"%Q*##T%#Q@**!"g#Q#%&>""%!’;#T
<Q"*<!"g#Q#$%在局部连贯条件下!无论是阅读

优生还是阅读差生!一致性的段落中目标句的阅读

时间比不一致段落中目标句的阅读时间要短%
!!对阅读水平与连贯性的交互作用的简单效应检

验发现!发现阅读差生和优生在整体连贯条件下有

显著差异!>%"%!*##T%<Q#;*!"g#Q#%&>""%!’;#
T%%Q"@#!"g#Q#$%阅读优生在整体连贯条件下目

标句的阅读时间显著快于差生!说明差生不能觉察

到整体连贯条件下的特征描述与目标行为的不一致

性!换言之!他们不能形成整体连贯%在局部连贯条

件下!阅读优生与差生之间的差异不显著!>%"%!
*##T%Q*#%!"j#Q#$&>""%!’;#T#Q#@#!"j
#Q#$%说明阅读差生也能形成局部的连贯%
!!对阅读水平*连贯性与一致性显著的三重交互

作用项目检验结果进行进一步的分析发现!对阅读

优生而言!连贯性与一致性的交互作用不显著!>"
"%!@#T#Q@"%!"j#Q#$&对阅读差生而言!连贯性

与一致性的交互作用显著!>""%!@#T%&Q"#%!"g
#Q##%%对阅读差生的连贯性与一致性显著的交互

作用进行进一步分析发现!在整体连贯条件下!一致

与不一致条件无显著差异!>""%!%;#T#Q#<!"j
#Q#$&在局部连贯条件下!一致与不一致条件有显著

差异!>""%!%;#T@Q"@*!"g#Q#$%这一结果与连

贯性与一致性显著的二重交互作用的分析结果是一

致的%
!!实验一结果表明!阅读优生不管是在整体连贯

还是局部连贯条件下都发现目标句阅读时间的不一

致效应!而对差生来说!只在局部连贯性条件下!发
现不一致效应!在整体连贯条件下!未能发现不一致

效应!说明他们不能形成篇章的整体连贯%那么!阅
读差生未能维持整体连贯是由何原因引起’是对先

前信息难以激活!还是难以整合’实验二探讨这一

问题%

’!实验二

!!实验二运用了]22F等%@@;年运用的探测)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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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实验范式"B>2E3)Z3>0U06/C027B/>/:0?.#来评定短

文中不同位置出现的人物描述的有效性(&)%探测

句包括了短文中三个不同位置出现的关于人物的描

述的信息$一个位置是紧接着在描述后!第二是在填

充段落后!但在目标句前!第三个位置是在目标句

后%探测句的设计要求是与短文中的人物特征描述

有关的句子!如在特征描述段落,肯尼是一个小个

子!他从不急于保持体形%他仅有$&公斤的体重使

他显得瘦骨嶙峋%他讨厌接触性的运动!但他喜欢

非接触性的运动!例如打高尔夫球与保龄球!这些运

动可以使他单独地进行-后呈现探测句,肯尼喜欢

非接触性运动-!要求做出快而准的反应&同样!在

填充段落,一天午饭时间!当他们在去市中心的路

上!肯尼和迈克路过一间新开张的健身馆%健身馆

的橱窗里摆放着一些物品!这些陈列是关于健身馆

夏季开展的体育活动项目的广告%他们注视这些广

告!广告里的那些长长的关于健身馆的活动清单给

他们留下深刻的印象%当他们看完这些清单后!他
们十分兴奋%因为看起来十分有趣!所以肯尼和迈

克走了进去-和目标句,肯尼决定参加拳击班-后呈

现该探测句!从而比较被试对不同位置探测句的反

应时间%有些探测句需要做,是-的反应!有些需要

做,否-的反应%
!!]22F等%@@;年发现填充信息可以成功地将人

物描述信息从工作记忆中消除出去!读者对填充段

落后探测信息的反应慢于在人物描述段落后的反

应%他们也发现了目标句可以激活人物的描述信

息!读者对目标句后的探测句的反应快于目标句前

"填充段落后#的反应%
!!本实验是借鉴]22F和+3E>/等的做法!探讨差

生不能形成整体的连贯性的原因是因为不能激活先

前的信息!还是虽然激活了先前信息但不能够进行

整合%如果是因为不能激活先前信息!那么被试应

该对第一个位置的探测句反应时间比其他位置的

快!而第二与第三个位置的应该没差异%反之!若能

激活则对第二个位置的探测句的反应时最慢!而第

三个位置的探测句的反应时应与第一个位置无显著

差异!因为在第三个位置阅读目标句时已激活先前

信息%
!!本实验的焦点是阅读差生的成绩!如果他们对

在目标句后的探测句的反应"第三个位置#没有快

于目标句前"填充段落后的第二个位置#的反应就

说明阅读差生在激活先前信息上有困难!如果第三

个位置的反应显著快于第二个位置!则证明阅读差

生也可以激活先前的信息%
!$%&方法

!$%$%&被试!广州市天荣中学高中一年级的学生!
根据其上学期期末全区统考语文成绩与语文任课教

师的评定!把被试分成两组!一组为是阅读优生!另
一组为阅读差生!每组""人%分组标准同实验一!
被试语文成绩与语文教师评定之间的点二列相关系

数为#Q;&<!"g#Q#%%
!$%$#&材料!实验材料是""篇短文!其中有%%篇

是填充短文!起干扰作用!不用统计分析%另%%篇

为目标行动与特征描述不一致的短文!其结构与实

验一中不一致材料相同!只是在短文中的三个不同

位置呈现探测句%
!$%$!&实验设计!实验设计为""阅读水平#h’
"探测位置#混合设计!阅读水平为被试间因素!探

测位置为被试内因素&在项目检验中!阅读水平为被

试间项目内变量!探测位置为项目内变量%
!$%$’&实验程序!实验程序同实验一!只是在探测

句出现之前会有一个预示信号,!-!要求被试快而

准地做出,是-或,否-的判断%若被试认为,是-则

按,G-键!认为,否-则按,P-键%,O-信号出现后!
表示开始阅读另一文章%程序自动记录探测句的反

应时间和错误率%实验大约持续";分钟%
!$#&结果与分析

!!删掉’个标准差之外的极端数据!每组有"%名

有效被试%被试对探测句的反应时间及错误率见

表"%

表#&阅读优差生在不同位置对探测句的反应时".5#与错误率"R#

位置一 位置二 位置三

反应时 错误率 反应时 错误率 反应时 错误率

阅读优生 %@;<i&’’ ’Q& ’<*%i;@* ’Q$ "%%%i<$’ ’Q$

阅读差生 "’<"i&<; ’Q@ ’@;"i%#&$ &Q% "%&;i<&# ’Q&

!!以探测句核证的时间和错误率为因变量分别进 行了""阅读水平#h’"探测位置#VM[ekM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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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应时分析结果发现!阅读水平主效应不显著!>%
"%!&##T"Q$<;!"j#Q#$&>""%!"##T%Q<’&!"j
#Q#$%探 测 位 置 的 主 效 应 显 著!>%""!&##T
@*Q%@<!"g#Q#%&>""%!"##T&$Q#’&!"g#Q###%
探测位置与阅读水平之间的交互作用不显著!>%
""!&##T#Q*%%!"j#Q#$&>"""!"##T"Q"@’!"j
#Q#$%这一结果表明被试对在人物特征详细描述

后*干扰段落后与目标行动后三个位置出现的探测

句的核证时间有极其显著的差异%平均数的多重比

较结果发现!位置一与位置二的探测句反应时间有

极显著的差异!"g#Q#%&位置三与位置二的探测句

反应时间也有显著差异!"g#Q#%%位置一与位置三

的探测句反应时间没有显著的差异!"j#Q#$%
!!错误率的分析结果发现!只有阅读水平主效应

显著!>%"%!&##T&Q&#@!"g#Q#$&>""%!"##T
$Q"$%!"g#Q#$!阅读差生的错误率显著高于阅读

优生%其他主效应和所有交互作用都不显著%
!!从以上的结果可知!在探测证实的时间上!探测

位置有主效应!阅读水平不同的被试表现出相同的

反应时模式%被试对出现在精细描述后的探测的证

实快于填充段落后的探测的证实!这说明填充段落

确实起到了把人物的描述从工作记忆中加以消除的

作用%被试同样对目标句后的探测的证实快于在填

充段落后的探测的证实!这表明阅读目标句有助于

激活对先前的人物特征的描述信息%精细描述后的

探测的核证时间与目标句后的探测核证时间之间无

显著差异%
!!这一结果与+3E>/等运用相似的实验材料与程

序所获得的结果相似!精细描述段落中的信息在工

作记忆中被后来的填充段落的信息所替代!然后!当
被试阅读目标行动时这些信息又重新被激活%这一

结果表明阅读差生不能很好的形成整体连贯性并非

像]22F等人认为的阅读差生不能激活先前的信息!
相反!却验证+3E>/_Q_27?*G3770U3>_Q]H27?的观

点的正确性!即阅读差生不能形成整体连贯性不是

因为不能激活先前的信息!而在信息整合上可能出

现了问题($)%实验二验证了阅读差生不能形成整

体连贯性不是因为不能激活先前的信息!那么!是不

是真正在信息整合上有困难呢’实验三进一步探讨

这一问题%

&!实验三

!!实验三的目的是探讨差生不能形成整体连贯性

的原因是否在整合上有困难%与实验二相似!探测

句在文章中三个不同位置后出现$一个位置是紧接

着在特征描述后!第二种是在填充段落后*目标句

前!第三个位置是在目标句后%不同的是!实验三在

每个位置增加了一个探测句!即在三个位置先后呈

现两个意义有关联的探测句%本实验设计两个探测

句的逻辑是!如果阅读差生也发生了整合!那么!优
差生之间无显著差异!而且都表现出第二个探测句

的反应时应该显著快于第一个探测句!这是因为两

个探测句是意义关联的!如果第一句与先前信息整

合成功!那么!对第二句的反应应更块&如果阅读差

生未发生整合或整合有困难!那么!他们对两个探测

句的反应时应该有显著差异!而且对第二个探测句

的反应显著长于第一句!即阅读水平与问题顺序之

间有显著的交互作用%
’$%&方法

’$%$%&被试!广州市天荣中学高中一年级的学生!
根据他们上学期期末全区统考语文成绩与语文老师

的评定!将他们分成阅读优生和阅读差生两组%被

试共有’#名!每组%$名%分组标准同实验一!被试

语文成 绩 与 语 文 教 师 评 定 的 点 二 列 相 关 系 数 为

#Q;’@!"g#Q#%%
’$%$#&材料!实验材料同实验二!只是在每篇短文

中三个不同的位置各呈现两个探测句%
’$%$!&实验设计!实验设计为""阅读水平#h’
"探测位置#h""问题顺序#混合设计!阅读水平为

被试间因素!探测位置和问题顺序为被试内因素&在
项目检验中!阅读水平为被试间项目内变量!探测位

置与问题顺序为项目内变量%
’$%$’&实验程序!实验程序同实验二!只是要求被

试对三个位置的两个探测句进行反应%实验大约持

续";分钟%
’$#&结果与分析

!!被 试 对 两 个 探 测 句 的 反 应 时 间 与 错 误 率 见

表’%
!!对表’中的反应时间和错误率分别进行""阅

读水平#h’"探测位置#h""问题顺序#VM[ekM
分析%反应时的分析结果发现!阅读水平主效应显

著!>%"%!";#T’’Q%$$!"g#Q###&>""%!"##T
$Q%#$!"g#Q#$&探测位置主效应显著!>%""!";#T
@Q$’;!"g#Q###&>"""!"##T’"Q;*<!"g#Q##%%
问题顺序主效应被试检验显著!项目检验边缘显著!
>%"%!";#T*Q’<<!"g#Q#$&>""%!"##T’Q"’&!"
T#Q#;*%阅读水平与探测位置交互作用被试检验

不显著!项 目 检 验 显 著!>%""!";#T#Q$"&!"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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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T&Q@&*!"g#Q#$%阅读水平与问

题顺序 交 互 作 用 显 著!>%"%!";#T’@Q@#;!"g
#Q###&>""%!"##T$Q*"%!"g#Q#$&问题顺序与探

测位置交互 作 用 不 显 著!>%""!";#T"Q’<!"j

#Q#$&>"""!"##T#Q$&$!"j#Q#$%阅读水平*探测

位置与问题顺序之间的三重交互作用被试检验不显

著!项目检验显著!>%""!";#T%Q"#!"g#Q#$&>"
""!"##T’Q$<<!"j#Q#$%

表!&被试对不同位置$不同问题的反应时间".5#与错误率"R#

描述段落后 干扰段落后 目标行动后

问题% 问题" 问题% 问题" 问题% 问题"

反应时 错误率 反应时 错误率 反应时 错误率 反应时 错误率 反应时 错误率 反应时 错误率

阅读优生 ""#" "Q$ %@$@ "Q& ";$* "Q# "&<& "Q< ""’% "Q" %@’; "Q’

阅读差生 "%"% ’Q* ’’$< &Q# ";&* ’Q< ’"<& ’Q@ ""<# &Q# "@’; ’Q;

!!对阅读水平与问题顺序之间显著的交互作用进

行简单效应检验发现!对于探测句%!优差生之间无

显著差异!>%"%!;;#T#Q#"%!"j#Q#$&>""%!<&#
T%Q#&%!"j#Q#$&对于探测句"!优差生之间差异

显著!>%"%!;;#T$$Q#*&!"g#Q###&>""%!<&#T
$Q%’"!"g#Q#$&差生的反应时间显著长于优生%
对于优生而言!探测句%与探测句"之间有显著差

异!>%"%!;;#T&Q"*#!"g#Q#$&>""%!<&#T
$Q<;*!"g#Q#$!探测句%的反应时间显著长于探

测句"的时间&说明发生了信息的整合%对于差生

而言!探测句%与探测句"之间也有显著差异!>%
"%!;;#T’"Q&#!"g#Q###&>""%!<&#T&Q%’#!"g
#Q#$!探测句"的反应时间显著长于探测句%的时

间!说明他们没有发生信息的整合或整合有困难%
!!对阅读水平*探测位置与问题顺序三重显著的

项目检验结果进行进一步分析发现!对于阅读优生

而言!探测位置与问题顺序之间交互作用不显著!
>"""!"##T#Q;’"!"j#Q#$&对于阅读差生而言!探
测位置与问题顺序之间的交互作用显著!>"""!"##
T’Q#;;!"g#Q#$&对于阅读差生的探测位置与问

题顺序之间显著的交互进行进一步分析发现!问题

顺序之间"探测句%与探测句"#有显著差异!探测

位置之间有显著差异!描述段落后与干扰段落后有

显著差异!干扰段落后与目标行动后有显著差异%
这一结果与 VM[ekM分析和二重交互作用分析的

结果一致%
!!错误率的分析结果发现!只有阅读水平主效应

显著!>%"%!";#T$@Q&#;!"g#Q###&>""%!"##T
%#&Q%$%!"g#Q###!其他主效应和所有交互作用都

不显著%从错误率中可以看出!阅读差生所犯的错

误显著高于阅读优生%

$!总的讨论

!!本研究通过三个实验探讨了阅读优差生文本阅

读过程中文本信息的激活与整合模式!实验一结果

发现阅读差生难以建构整体连贯的文章表征!而阅

读优生对文章中整体连贯的冲突较为敏感!这与前

人的研究结果一致(<(@)%实验二探讨的阅读差生不

能建构文章的整体连贯的原因是否因为不能激活先

前的信息!结果发现阅读差生与优生一样同样可以

激活文章中先前的信息!这与 +3E>/等人的研究结

果一致($)%实验三则进一步探讨了阅读差生不能

形成整体连贯的原因是否因为信息整合过程出现困

难!结果发现阅读差生确实在信息整合过程中存在

困难%
!!文本阅读中的背景信息的激活和整合问题一直

阅读心理学研究的基本问题(%#!%%)%建构主义的观

点强调背景信息通达的主动性*策略性!主张阅读过

程是一个随文章的内容结合读者背景知识不断地形

成文章的情景模型的过程(%")&最低限度假设认为只

有在当前加工的信息出现了局部连贯性中断的情况

下!读者才会激活长时记忆的信息去进行整合与推

理(%’)&记忆基础文本加工观点认为!在阅读过程中!
即使在局部连贯性不中断的情况下!读者也会通达

背景信息!新阅读的句子进入工作记忆后!该句子所

蕴含的概念和命题以及存在于工作记忆中的信息都

自动向长时记忆发送信号!非策略地*被动地*快速

地激活长时记忆中的与这些信号匹配的文本信息

"共振#!读者不仅要将当前进入的文本信息与工作

记忆中保持的文本信息进行整合维持局部连贯性!
而且要与通过,共振-的方式激活的长时记忆文本

信息进行整合!维持整体连贯性(%%)%目前更多的证

据支持文本基础的记忆加工观点(%&!%$)!本研究结果

也支持这一观点!因为不论是阅读优生还是差生!他



!"期 何先友等$文本信息的激活与整合$阅读优生与差生的比较 %$*!!

们都能成功激活先前的背景信息%同时也发现!阅
读优生与差生都可以维持文章的局部连贯!阅读优

生可以维持整体连贯!但阅读差生在维持篇章的整

体连贯出现困难%
!!对于阅读差生不能形成整体连贯的原因的探

讨!本研究结果没有证实]22F等人认为的阅读差生

不能激活先前信息的观点!却验证 +3E>/提出的阅

读差生同样可以激活先前的信息但在信息整合上可

能出现了问题观点的正确性%阅读差生虽然激活了

先前的信息!但由于对信息进行整合有困难!因此!
在整体连贯条件下他们也难以发现目标信息与特征

描述信息的冲突%但是为什么他们能在局部连贯的

条件下能检测到信息之间的冲突呢’是不是与他们

的短时记忆能力有关!由于本研究没有对被试的短

时记忆的一些基本认知能力进行测量!因此!本研究

无法为此提供答案%因此!我们从本研究结果中只

能推出阅读差生在信息整合过程中存在问题%同

时!我们也不清楚他们是否根本没有进行整合!还是

整合不完善!整合出现问题的原因是什么等问题!也
就是说对阅读差生的信息整合的性质还不清楚%未

来的研究需进一步对该问题进行探索%
!!]/07和e/FH011等人近年来提出阅读水平发展

的一个重要瓶颈发生在篇章水平(%<)!阅读差生倾向

于形成句子水平的表征"537C3763-13Z31#!而阅读优

生倾向于形成篇章 水 平 的 表 征":05628>53-13Z31#%
句子水平的表征足以支持文本先前信息的激活!但
难以将激活的信息进行整合以维持篇章的整体连

贯!而篇章水平的表征则不仅足以激活先前信息!而
且可以成功地进行整合以维持整体连贯%本研究结

果发现的阅读差生信息整合过程的问题或许是因为

其句子水平的表征所致!未来的研究可以从阅读优

差生的字词和篇章表征两个水平上进行深入探讨%

<!结论

!!根据本研究结果可以初步得出$
!!"%#在篇章阅读理解中!阅读差生不能形成篇

章整体连贯表征!但是能形成局部连贯表征!而阅读

优生则能形成整体和局部连贯两种表征%
!!""#阅读差生在篇章阅读过程中与阅读优生一

样能激活先前的信息!但他们不能像优生一样成功

地整合篇章中新旧信息!即阅读差生整合过程中的

困难是其不能维持整体连贯的原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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