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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为了解 3~ 5岁听障儿童形容词理解能力的情况,采用 2 @ 3 @ 6三因素混合实验设

计,运用自编/ 3~ 5岁汉语儿童形容词理解能力测试0 ,调查听障儿童的六类形容词习得情

况,比较其与健听儿童的差异,探索听力情况对儿童理解形容词的影响。研究发现儿童形

容词理解能力极显著地受到听力情况、年龄和形容词类别的影响。具体表现为: ( 1)健听儿

童的形容词理解能力好于听障儿童; ( 2) 3~ 5 岁健听儿童与听障儿童对形容词的理解能力

均随着年龄增长而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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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提出

形容词是表示人或事物的性质、状态和特征程度

的实词,它在汉语中约占总词汇量的 11. 5%
[ 1]

, 仅次

于名词和动词。形容词普遍具有抽象性, 在语言习得

过程中,儿童习得形容词的能力一般随年龄的增加而

逐步增长。

目前我国针对听障儿童形容词发展规律的研究

仍比较少见,仅查询到一些有关聋儿汉语形容词使用

状况的个案研究[ 2] 。纵观国内现有儿童形容词发展

研究,亦主要集中于对健听儿童词语发展的特点及一

般趋势的研究,有关听障儿童习得形容词存在哪些规

律和特点仍不清楚。故本研究选择 3~ 5 岁的听障儿

童和健听儿童作为研究对象,比较他们形容词理解能

力的差异,探索听障儿童形容词发展的一般规律,分析

听力情况、年龄、形容词类别可能对儿童形容词习得产

生的影响,为听障儿童的语言康复教育提供实证依据。

儿童语言理解能力是语言习得的基础,学龄前儿

童形容词习得过程中,语义习得占主导地位,故采用郑

林曦[ 3] 根据语义对形容词分类的体系,将形容词分为

七类,即( 1)外部特征形容词, 主要描述人或事物的外

部特征,如大、美丽等; ( 2)性质评价形容词,主要描述

事物所具有的属性, 如坏、软等; ( 3) 机体感觉形容词,

主要描述身体器官对外界刺激的感受,如疼、酸等; ( 4)

品性行为形容词,主要描述人品德行,如勇敢、凶恶等;

( 5)事件情景形容词, 主要描述事情的情形或情况,如

好玩、危险等; ( 6)情绪情感形容词,主要描述心情和感

情,如高兴、舒服等; ( 7) 社会生活,如进步等。孔令达

等[ 4]研究表明,儿童 5 岁前掌握的形容词中外部特征

最多,约占 35% ,其次是性质评价(约 22% )、机体感觉

(约 16% )、品性行为 ( 约 12% ) , 最后是事件情景 (约

8% )、情绪情感 (约 6% )和社会生活(约 1% )。其中,

社会生活类的形容词在儿童 5岁前出现的频率不足

1% ,研究中暂不予以探讨。此外, 儿童 5岁前日常生

活中理解和运用的形容词主要为简单形式的形容词,

故研究集中于简单形式形容词。

2  研究方法

2. 1  研究对象

研究对象来自上海闸北区内的某幼儿园,共 146

名 3~ 5 岁儿童,男女各半。其中健听儿童 111名, 3岁

36名, 4岁 40名, 5岁 35 名;听障儿童 45名, 3 岁、4岁

和 5岁各 15名,其助听听阈或重建听阈均处于最适合

范围,且已进行听觉功能康复和言语功能康复约半年

以上,处于听觉识别中后期或听觉理解阶段,能够听懂

他人简单的指令,能简单会话。

2. 2  实验设计

采用 2 @ 3 @ 6的三因素混合实验设计。听力状况

分为听力健听和听力障碍两个水平。年龄分为 3 岁、4

岁、5 岁三个水平。形容词类别为被试内变量, 有六个

水平,分别是外部特征、性质评价、机体感觉、品性行

为、事件情景和情绪情感等。因变量为形容词理解能

* 白银婷,博生在读,研究方向:特殊儿童语言认知康复。E- mail : baiyt767@yahoo. com. cn。

5中国特殊教育62012年第 4 期(总第 142 期) Chinese Journal of Special Education ( Monthly)
4th Issue, 2012 ( Serial No. 142)



力,测试指标为/形容词理解能力测试0中识别图片的

正确率。

2. 3  测试材料和方法

2. 3. 1  测试材料

自编/ 3~ 5 岁汉语儿童形容词理解能力测试0。

测试形式参考皮博迪图片词汇测验 (PPVT- R)
[ 5]
及儿

童词语理解能力测验( VCTC) [ 6] , 在 21 寸电脑显示器

上同屏呈现四张彩色实物照片,其中仅有一张照片能

充分表达目标形容词的意义。测试形容词均来自 1~

5岁儿童自发性话语中常见的形容词[ 3] 。对 111 名 3

~ 5岁健听儿童测试后,经项目分析, 最终确定 29 道

测试题, 其中外部特征有 6 道、性质评价 5道、机体感

觉 5道、品性行为 4 道、事件情境 5 道和情绪情感 4

道。测验共 30题,第 1题为例题,固定呈现, 其它题目

随机呈现,要求被试指出最能代表目标形容词词义的

一张照片。

2. 3. 2  测试程序

首先熟悉主试和测试环境,理解指导语,正确完成

例题后,开始测试。指导语: / XX, 你好, 仔细看, 屏幕

上面有四幅图,请认真听老师说什么,并尽快指出它。0

对于听障儿童,要求教师缓慢地说出指导语,适当重

复,以确保听障儿童听清听懂指导语。记录识别结果,

正确计 1,错误或没有识别计 0。分别统计被正确识别

的各类形容词的题数和总正确题数,计算识别的正确

率,正确率=
正确题数
测试题数

@ 100%。采用 SPSS16. 0 对数

据进行方差分析。

3  结果与分析

3. 1  听力情况对形容词理解能力的影响

听力情况主效应显著( F = 36. 605, p< 0. 001) ,由

表 1可知,听障儿童识别形容词的正确率显著低于健

听儿童, 3岁、4岁和 5 岁听障儿童在各类形容词正确

率上均低于同龄的健听儿童(图 1、图 2、图 3)。

表 1 听障儿童与健听儿童六类形容词正确率的均值比较(M ? SD)

听力情况 年龄 外部特征 性质评价 机体感觉 品性行为 事件情景 情绪情感 F

正常

3岁 0. 43( 0. 13) 0. 46( 0. 22) 0. 34( 0. 18) 0. 38( 0. 18) 0. 47( 0. 33) 0. 38(0. 19) 5. 93* * *

4岁 0. 68( 0. 19) 0. 79( 0. 29) 0. 55( 0. 29) 0. 72( 0. 25) 0. 60( 0. 26) 0. 72(0. 24) 8. 62* * *

5岁 0. 83( 0. 13) 0. 98( 0. 07) 0. 78( 0. 25) 0. 91( 0. 13) 0. 88( 0. 15) 0. 84(0. 18) 6. 35* * *

M 0. 65( 0. 22) 0. 74( 0. 30) 0. 55( 0. 28) 0. 67( 0. 17) 0. 65( 0. 30) 0. 65(0. 29)

F 18. 68* * * 14. 05* * * 8. 14* * * 19. 23* * * 5. 61* * 14. 95* * *

听障

3岁 0. 24( 0. 19) 0. 24( 0. 16) 0. 25( 0. 21) 0. 15( 0. 17) 0. 28( 0. 20) 0. 29(0. 20) 1. 42

4岁 0. 48( 0. 20) 0. 51( 0. 15) 0. 46( 0. 19) 0. 32( 0. 24) 0. 57( 0. 21) 0. 39(0. 13) 1. 61

5岁 0. 43( 0. 22) 0. 68( 0. 17) 0. 56( 0. 21) 0. 60( 0. 14) 0. 60( 0. 28) 0. 65(0. 22) 1. 75

M 0. 38( 0. 26) 0. 48( 0. 24) 0. 42( 0. 24) 0. 36( 0. 19) 0. 48( 0. 25) 0. 45(0. 23)

F 4. 59* 17. 43* * * 5. 34* 11. 56* * * 6. 71* * 6. 64* *

 注: * 代表 p< 0. 05, * * 代表 p< 0. 01, * * * 代表 p< 0. 001,下同。

图 1 三岁健听和听障儿童形容词测试的正确率 图 2  四岁健听儿童和听障儿童形容词测试正确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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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五岁健听和听障儿童形容词测试的正确率

图 4  不同年龄健听和听障儿童形容词测试正确率

3. 2  年龄对形容词理解能力的影响
年龄主效应显著(F= 44. 696, p< 0. 001) , 说明 3~

5 岁儿童在形容词习得上存在显著差异(表 1)。从图4

可以看出,两类儿童的形容词正确率均随着年龄的增长

而增加,多重比较发现, 3岁、4岁、5岁儿童形容词正确率

两两之间均存在显著差异, p< 0. 01。

两类儿童形容词识别的正确率均随年龄增长而

增加(图 4)。对健听儿童各类形容词识别正确率进行

比较, 发现除 3岁与 4 岁的事件情景形容词正确率、4

岁与 5岁的性质评价和情绪情感形容词正确率无显著

差异外, 3 岁、4岁、5岁儿童两两之间在各类形容词正

确率上均存在显著差异( p< 0. 05) ;对听障儿童各类形

容词正确率进行比较,除 3 岁与 4岁的情绪情感形容

词正确率、3岁与 5岁的外部特征形容词正确率、4岁与

5岁的外部特征、性质评价和机体感觉的形容词正确率

不存在差异,其余 3岁、4岁、5 岁儿童两两之间在各类

形容词正确率上均存在显著的差异( p< 0. 05) (表 1)。

3. 3  形容词类别对形容词理解能力的影响
形容词类别主效应显著 ( F= 3. 213, p< 0. 01) ,说

明 3~ 5岁儿童在六类形容词的理解上存在显著差异。

对六类形容词识别的正确率进行多重比较发现, 儿童

只有在性质评价形容词与外部特征形容词、性质评价

形容词与品性行为形容词、性质评价形容词与机体感

觉类形容词的识别正确率之间存在显著性差异( p< 0.

05) ,并且性质评价形容词正确率高于外部特征、品性

行为和机体感觉类形容词正确率。其余各类形容词识

别的正确率间均不存在差异 ( p> 0. 05)。六类形容词

识别的正确率由高到低依次为:性质评价形容词> 事

件情景形容词> 情绪情感形容词> 外部特征形容词>

品性行为形容词> 机体感觉形容词。此外,健听儿童

只有在性质评价与机体感觉形容词识别的正确率之间

有显著差异( p< 0. 01) ,其余类别之间均无显著性差

异。听障儿童的各类形容词识别的正确率间均没有显

著性差异( p> 0. 05)。

听力情况与年龄交互作用不显著 (F= 0. 792, p>

0. 05) ; 形容词类别与年龄的交互作用不显著 ( F =

1. 036, p> 0. 05) ;形容词类别与听力情况交互作用不

显著(F= 1. 334, p> 0. 05) ;形容词类别、年龄和听力情

况的交互作用不显著(F= 0. 974, p> 0. 05)。

4  讨论

4. 1  听力情况对儿童形容词理解能力的影响

3 岁、4 岁和 5岁健听儿童对各类形容词识别的正

确率均显著高于同龄的听障儿童, 这一现象说明听障

儿童对形容词的理解能力明显落后于同龄正常儿童。

儿童形容词的理解能力与其认知思维的发展密切相

关,现有研究表明,学龄前听障儿童的认知发展水平明

显低于同龄的正常儿童,其语言理解水平很低[ 7] ,与

本研究中结果相一致。此外, 尽管上述听障儿童均在

接受听觉、言语和语言康复,但他们在语言发展上仍普

遍落后于健听儿童。并且他们的语言康复主题课主要

以音位习得为主线,康复内容多是生活中常用名词和

动词,有目的、有意识设置的形容词内容相对较少,而

他们的个别化康复、区角活动及家庭康复也主要围绕

语言主题课的内容进行
[ 8]

,故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听

障儿童与形容词接触的机会,这也导致听障儿童获得

的形容词词汇量比健听儿童少。此外,康复初期,家长

和康复教师普遍关注听障儿童的听觉康复和言语康

复,即/是否听清楚0和/ 发音是否清楚0, 对听障儿童

/ 是否能听明白0则不是十分重视, 而健听儿童的家长

和教师更多关心的是他们语言认知等能力的全面发

展,在一定程度上亦导致听障儿童获得的形容词词汇

量低于健听儿童。

4. 2  年龄对儿童形容词理解能力的影响

3~ 5岁儿童对形容词理解能力均随年龄的增长

呈上升趋势, 比较 3~ 5 岁儿童对各类形容词理解能

力,发现 3岁与 4 岁健听儿童在事件情景形容词理解

上没有表现出差异,主要因为事件情景形容词在儿童

形容词中发生得比较晚。4岁与 5岁健听儿童对性质

评价形容词和情绪情感形容词的理解均不存在差异,

主要原因为儿童使用这两类形容词较早。比如性质评

价形容词/ 好、坏0在儿童两岁语言中即已出现,儿童到

4 岁时已掌握了大部分常用的性质评价形容词, 研究

也表明健听儿童在 4岁时也已掌握了 79%的性质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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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形容词,在 5 岁时已掌握了 98%的性质评价形容

词。值得注意的是,研究中 3~ 5岁健听儿童外部特征

形容词的理解随年龄增长而增加, 3 岁与 4 岁听障儿

童外部特征形容词的理解也随年龄增长而增加, 而 3

岁与5岁、4岁与 5岁听障儿童对儿童形容词中使用最

早、数量最多的外部特征形容词的理解上却没有显著

差异。出现上述结果可能原因之一是研究中选择的听

障儿童年龄跨度虽从 3岁到 5 岁,但在进入康复机构

前,均未进行过系统的言语听觉康复训练,其中进行康

复时间最长的亦不超过一年半,故他们各自的语言康

复时间并未因自身生理年龄的差异而明显不同。此

外,一般而言,儿童听觉康复开始的时间越晚,其语言

发展受听力障碍影响的程度也越大, 所以 3岁与 5 岁

听障儿童在理解外部特征形容词上没有表现出差异。

4. 3  形容词类别对儿童形容词理解能力的影响

儿童在六类形容词的理解上存在显著差异, 表明

形容词类别对儿童理解形容词存在显著的影响。其

中,儿童对性质评价形容词识别的正确率最高,而对品

性行为形容词和机体感觉形容词识别的正确率相对

较低,表明其对性质评价形容词理解较好,而对品性行

为形容词和机体感觉形容词的理解相对较弱。可能因

为性质评价形容词主要是描述可见的事物,儿童可通

过视觉刺激对其描述的形容词进行理解, 而机体感觉

和品性行为是描述不可见的经历和人品德行等, 这些

较为抽象的形容词类理解对儿童的思维能力有更高

的要求,前人的研究结果也指出外显性的特征容易被

儿童所认识。

5  结论和建议

5. 1  结论

听障儿童形容词理解能力落后于健听儿童, 且其

六类形容词的理解均低于健听儿童。

3~ 5岁的健听儿童和听障儿童的形容词理解能

力随着年龄的增加呈上升趋势。

5. 2  建议

在对学龄前听障儿童教学和活动中,要有目的、有

计划地适量增加形容词的语言康复内容, 使其占到总

康复词汇量的 10%以上, 持之以恒, 不断改善和提高

听障儿童的形容词理解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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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Comprehension of Adjectives by

Hearing-Impaired and Normal Children Aged 3-5

BAI Yinting 1  TANG Wenting 2

( 1. Faculty of Speech and Hearing Rehabilitation,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62;

2. Ganlin Junior Vocational and Technical School, Shanghai, 200062)

Abstract   This study aims to probe into hearing- impaired young children. s ability to understand

adjectives in comparison with normal childr en. s such ability, by using the Adjective Understanding Test for

Chinese-Speaking Childr en Aged 3-5.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young children. s ability to understand adjectives

is significantly affected by their hear ing and age, as well as the categories of adjectives. Specifically, the normal

children show a significantly better ability to understand adjectives than the hearing- impaired childr en; these

two groups of children show a growing ability to understand adjectives as they grow o lder; ther e is a gradually

increasing differ ence between these two groups of children in their ability to understand different categories of

adjectives, as they grow older.

Key words  hearing- impaired children adjectiv e classification understanding of words

comparative stu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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