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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以重庆市和黑龙江省大庆市4所小学共计405名三年级学生为研究对象,探究小学生正字法意

识、识字量与阅读理解能力的关系。研究发现:正字法意识、识字量与阅读理解分别呈两两相关;识字量在正

字法意识与阅读理解能力间起部分中介作用。基于此,在关注小学生阅读理解能力时,应有意识地对变量之

间的内在作用机制加以利用。具体而言,运用部件识字法,提高识字和阅读教学的效率;多种途径,全方位提

高学生阅读理解能力;未来继续深入开展正字法意识领域相关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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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阅读理解指读者同时从文本中提取、建构

意义的历程[1]。作为个体发展中的一项基本素

质,阅读理解能力对学生的各学科学业成绩、
学科素养都具有重要影响[2]。英文以及繁体中

文的研究表明,正字法意识与阅读理解关系密

切[3-4],正字法意识的发展对阅读理解能力具有

促进作用。但国内的简体中文研究中,对二者

之间关系仍然缺乏深入研究,无法回答正字法

意识对阅读理解“如何起作用”以及起“多大作

用”的关键问题,从而不利于有针对性的培养

和干预工作的开展。因此,考虑到阅读理解在

学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有必要对阅读理解的

影响因素及作用机制进行探讨,进而为培养小

学生的阅读理解能力提供针对性建议。

(一)正字法意识对识字量有促进作用

在英文研究中,正字法意识是指能够掌握

单词拼 写 规 则 和 字 母 准 行 序 列 的 正 字 法 知

识[5]。Badian提出的缺陷假设和Castles提出的

双通道模型(TheDual-RouteCascadedmodel)都
认为,正字法意识的缺陷是阅读障碍的核心缺

陷之一[6-7]。正字法意识的缺陷使阅读障碍者

常常无 法 立 刻 辨 认 一 些 应 自 动 识 别 的 单 词

(sightword),在阅读的流畅性和自动化的发

展上也较缓慢[8]。在汉语研究中,彭聃龄等人

认为,除独体字外,每个汉字均可以分成不同

的部件,部件按照一定规则进行组合的方法为

“正字法”,正字法意识是指关于汉字部件组合

规则的意识[9]。在汉语阅读障碍的研究中,由
于研究者对于正字法意识的考察方向不同,所
以得出汉语阅读障碍是否存在正字法意识缺

陷的结论也不同。沈丹丹、赵婧等以真假字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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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非字的辨认对小学生的正字法意识进行考

察,发现汉语阅读障碍者不存在正字法意识的

缺陷[10-11];刘文理等、孟祥之等和王晓辰等从

汉字偏旁部件的认知能力视角考察小学生的

正字法意识,认为汉语阅读障碍儿童存在正字

法意识的缺陷[12-14]。本研究综合现有研究对

正字法意识的界定以及考察维度,将正字法意

识界定为:以汉字的声旁确定发音、依据汉字

形旁提取语义、能够整体把握汉字结构规则的

意识。
早在20世纪80年代,正字法意识在熟练

阅读者汉字识别中的作用就已在多个实验中

得到证实[15-16]。李虹、彭虹等的研究表明,儿
童正字法意识的发展要以一定的识字量为基

础,阅读能力在发展的不同阶段,分别与正字

法意识的不同方面密切相关[17]。廖晨惠等的

实验研究表明,三年级识字困难学生的正字法

意识与识字量呈显著相关,说明正字法意识是

识字困难学生解码时依赖的主要线索[18]。同

时,台湾学者的实证研究证明,关于正字法意

识的 教 学 确 实 能 有 效 提 升 学 生 的 识 字 能

力[19-20]。由此得出,学生的正字法意识能够促

进识字能力的发展,进而提高识字量。
(二)识字量能够预测阅读理解的发展

学者Chall提出的阅读发展阶段(stagesof
readingdevelopment)理论[21]和Gunning提出

的阅读发展理论[22]都将阅读的发展历程分为

识字与理解两大部分,并以识字作为阅读理解

的基础。
近30年来,识字的重要性得到广泛证实,

识字量被认为是影响阅读者读写能力的最主

要因素之一[23],丰富的词汇知识有助于儿童阅

读能力的发展和学业成绩的提升[24]。Wren提

出的阅读金字塔模型或“A”模型(见图1)描述

了个体掌握阅读理解的基本结构[25],即阅读理

解主要由语言理解和解码构成。从 Torgesen
提出的阅读的简单方程:单词识别的流畅性和

准确性*语 言 理 解 的 知 识*策 略 动 机 和 兴

趣=阅读理解[26],我们可以推断识字量会影响

阅读理解能力的发展。

图1 Wren的阅读理解金字塔模型图

大量的实证研究也表明,识字量影响学生

的阅读理解能力。早在1984年,Stanovich等

人对低年级儿童的研究发现,儿童对字词的解

码能力是预测阅读理解的最大变异量[27]。李

虹等人研究发现,学前儿童汉字识别成绩能够

独立解释阅读理解成绩的42%,说明学前期儿

童阅读理解的能力主要取决于字词知识的获

得量[28]。另一追踪研究显示,字词流畅性在小

学低年级阶段对阅读理解的贡献大于句子流

畅性[29]。有关对外汉语的研究也发现,字词知

识和字词推理对阅读理解具有直接贡献[30]。
还有学者从识字能力落后来解释阅读障

碍的形成历程,指出当识字自动化以后,阅读

理解能力才得以发展[31]。Foorman等人提出,

80%的学习障碍学生有阅读理解困难,其中

90%来自识字困难,且缓慢的、不正确的识字

表现是阅读理解能力低下的最佳预测变量[32]。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识字量能够正向预测小学

生阅读理解能力的发展。
(三)正字法意识、识字量、阅读理解能力

三者间关系有待探究

截至目前,关于正字法意识与阅读理解的

相关研究较少。董琼等通过辨识真假字和是

非字考察小学生的正字法意识,结果发现正字

法意识与阅读理解未呈现出显著相关[33]。笔

者认为,其原因在于对正字法意识的考察局限

于汉字的组成成分和结构模式,并未涉及汉字

的认知成分。而当前,已有少数台湾学者基于

繁体中文,开展包含正字法认知成分的相关研

究。如:吴敏而发现,儿童对于文字外表的整

体认识及区分字和部首的能力有助于其日后

阅读理解能力的提高[34];方金雅也发现,小学

001



生的“汉字组字规则”“部首表义知识”“声旁表

音知识”均随年级的增加而稳定成长,而且这

些正字法知识与识字能力、语文阅读成绩有显

著正相关[35];柯华威等的研究表明,正字法意

识对阅读能力优秀学生的阅读理解有显著的

解释量[36],并将三者关系表述为正字法意识影

响识字的发展、识字和阅读理解互相影响[37]。
综上所述,目前汉语研究大多关注正字法

意识与识字量的关系以及识字量与阅读理解

的关系,关于正字法意识、识字量、阅读理解能

力三者间的关系还不明晰,且现有正字法与阅

读理解的关系均为台湾学者以繁体中文进行

的研究,我们还不确定简体字与繁体字是否会

对三者关系造成不同影响。因此,本研究试图

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验证汉语正字法意识与

阅读理解的关系,并进一步考察识字量在其中

发挥的中介作用,从而为制定有效的阅读训练

策略提供依据。

二、研究方法

(一)研究被试

已有研究通过对左右结构的真字、假字和

非字的词汇判断,发现小学低年级儿童接受假

字为汉字的比例尚处于随机状态[38],二年级以

上儿童已掌握了有关形旁、声旁组合的正字法

规则[39],三年级儿童已对正字法敏感,六年级

儿童对正字法的掌握已基本达到了大学生水

准[40]。本研究结合前人的研究结果,选取已经

基本掌握正字法的三年级小学生作为研究对

象,在重庆市和黑龙江省选取4所学校的三年

级学生(共计405名)作为研究被试。被试的母

语均为汉语,无视觉和听力障碍,经监护人同

意后参与研究。
(二)研究工具

1.正字法意识测验

综合前人研究,本研究借鉴ConnieHo等

人编制的“香港阅读和书写学习困难测验卷”
(HongKongTestofSpecificLearningDiffi-
cultiesin Reading and Writing ,HKT-
SpLD)[41],自编正字法意识测验卷,并根据“组
字规则”“部首表义”“声旁表音”3个维度,发展

出正反字判断任务、真假字判断任务、部件位

置判断任务、部件组合任务和偏旁意识任务5
项指标。其中,前4项主要考察小学生的“组字

规则”意识,偏旁意识任务的两道题目分别考

察“部首表义”和“声旁表音”意识。
依据各试题通过率计算出试题平均难度

为0.32,适合三年级小学生使用。采用折半法

计算出该测验内部一致性信度Cronbachα系

数为0.61,符合统计学标准。效度检验方面,
采用目前使用较为广泛的内容效度指数CVI
(ContentValidityIndex)作为评价指标。评价

本问卷内容效度的专家包括1位阅读障碍专家

和4位教龄超过10年的资深小学语文教师。
他们共同就试题条目与所属维度的关联性作

出评价,并在4级评分的可选项“1=不相关,

2=弱相关,3=较强相关,4=非常相关”中作

出选择。通过分析,发现条目水平的 CVI(i-
tem-levelCVI,I-CVI),量表水平的CVI(scale-
levelCVI,S-CVI)均为1.00,具有较好的一致

性,符合统计学标准[42]。

2.阅读理解能力测验

本研究阅读理解能力测验选用西南大学

李欢、龙艳林等编制的“小学生阅读理解测验

卷”。该测验依据阅读的理解成分编制题目,
以字义搜寻、命题组合、形成命题、文义理解、
推断、准确提取资讯、解释整合资讯、评价等为

向度,测验内容为句子理解、段落理解、短文理

解。折半法 计 算 出 该 测 验 内 部 一 致 性 信 度

Cronbachα系数为0.74,符合统计学标准。效

度检验方面,采用目前使用较为广泛的内容效

度指数CVI作为评价指标。其中,I-CVI和S-
CVI均 为1.00,具 有 较 好 的 一 致 性;难 度 为

0.57,区分度为0.41,均符合统计学要求。

3.识字量测验

识字量测验选用华东师范大学王孝玲、陶
保平等编制“小学生识字量测试题库及评价量

表”。编制者根据前期的大量调查和测试,得
出各年级每个汉字的认识率(即某年级对某个

字的正确作答数除以该年级总人数),并将其

分为10组,其中第一组、第二组和第三组为高

认识率(0.7~0.96),第四到第七组为中认识率

(0.3~0.7),第八到第十组为低认识率(0.05~
0.3)。该测验中,三年级试题的关联效度的信

101



度在0.985~0.987之间,三年级试题信度在

0.975~0.982之间,达到了标准化测试的优秀

水准[43]。
(三)研究程序

测试在学生平时上课的教室进行。测验

要求学生独立完成,学生答题完成后现场收回

问卷。主试在进行测试之前准备好相关材料。
作答时,主试提供作答样例,讲清作答方法和

要求,学生独立答卷。
(四)数据管理与统计方法

运用SPSS25.0、Amos21.0和Excel软件

进行统计分析,主要方法为相关分析、结构方

程模型的建立和检验等。

三、研究结果

(一)正字法意识、识字量与阅读理解能力

的相关性分析

本研究采用Pearson积差相关,对被试的

正字法意识、识字量和阅读理解的得分正确率

及其各维度间的关系进行统计分析,结果表

明,正字法意识与阅读理解能力呈显著正相关

(r=0.23,p<0.01),正字法意识与识字量呈显

著正相关(r=0.31,p<0.01),识字量与阅读理

解能力呈显著正相关(r=0.38,p<0.01),详见

表1。

表1 正字法意识、识字量与阅读理解能力的相关矩阵

变量 M±SD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正字法

1.组字规则 0.83±0.11 1
2.部首表义 0.70±0.36 0.21** 1
3.声旁表音 0.68±0.33 0.17**0.44** 1

4.正字法意识总分 0.80±0.11 0.94**0.31**0.25** 1
识字量

5.高认识率 0.97±0.04 0.25**0.15**0.27**0.31** 1
6.中认识率 0.83±0.16 0.25**0.16**0.32**0.30**0.60** 1
7.低认识率 0.69±0.28 0.19**0.19**0.27**0.25**0.42**0.73** 1
8.识字量总分 0.85±0.12 0.24**0.20**0.32**0.31**0.63**0.90**0.94** 1

阅读理解

9.句子理解 0.78±0.19 0.13**0.16**0.20**0.17**0.28**0.27**0.20**0.26** 1
10.段落理解 0.75±0.21 0.24** 0.09 0.18**0.24**0.30**0.30**0.25**0.31**0.46** 1
11.短文理解 0.61±0.21 0.20** 0.08 0.17**0.20**0.30**0.39**0.35**0.40**0.42**0.53** 1

12.阅读理解总分 0.69±0.17 0.22** 0.09 0.23**0.23**0.30**0.37**0.33**0.38**0.61**0.69**0.80** 1

 注:**表示p<0.01。

  (二)识字量中介效应分析

本研究运用结构方程模型,验证识字量在

正字法意识与阅读理解能力中的中介作用。基

于现有研究,以正字法意识各维度(组字规则、
部首表义、声旁表音)为自变量,阅读理解为因

变量,识字量为中介变量构建模型。拟合结果

显示,模型的各指标均良好(如表2所示),说明

资料拟合验证了理论模型,可以进行下一步的

中介作用分析。

表2 结构方程各项指标拟合指数

拟合指标 CMIN/DF RMSEA GFI AGFI CFI NFI RMR

指标值 2.786 0.066 0.965 0.934 0.957 0.935 0.002
参考标准值 <3 <0.08 >0.9 >0.9 >0.9 >0.9 <0.05

  基于模型的拟合结果,采用偏差校正的非

参数百分位Bootstrap法,检验识字量在正字

法意识与阅读理解能力中的中介效应。研究

共重复抽样2000次。结果表明,正字法意识

对阅读理解能力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β=

0.17,t=10.82,p<0.001),其95%的置信区间

为[0.08,0.39];正字法意识对识字量有显著的

正向预测作用(β=0.45,t=10.29,p<0.001),
其95%的置信区间为[0.30,0.62];识字量对阅

读理解能力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β=0.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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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9.56,p<0.001),其95%的 置 信 区 间 为

[0.24,0.61]。正字法意识通过识字量对阅读

理解能力的中介效应大小为0.37,其95%的置

信区间为[0.28,0.41],置信区间内不包含0,说
明识字量的中介效应成立,它起部分中介作

用,具体中介作用模型如图2所示。由此可以

说明,在正字法意识对阅读理解能力的影响机

制中,既包括正字法意识对阅读理解能力的直

接影响,又包括正字法意识通过识字量对阅读

理解能力的间接影响。

图2 识字量作为正字法意识与阅读理解能力间的中介图(标准化)

四、分析与讨论

(一)正字法意识对阅读理解能力的直接

效应

本研究发现,正字法意识与阅读理解能力

呈显著正相关,这一结果验证了本研究的假

设,而且对周湾的研究结论[44]进行了补充。根

据 Wren提出的阅读金字塔模型或“A”模型以

及阅读障碍的发生机制[25],可以推断出正字法

意识影响阅读理解的原因。首先,由于学生对

于正字法意识的知识缺乏,因此会出现无法根

据形旁推测字本身的含义、无法通过声旁推测

字的读音等状况[45];其次,在对字的理解存在

困难的基础上,学生对于词组、句子、段落、短
文,同样存在理解困难,即阅读理解困难,所以

可以推测正字法对单词识别能力和阅读理解

的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另外,本研究发

现,正字法意识对阅读理解能力的直接解释量

较小。同样根据 Wren提出的阅读金字塔模型

或“A”模型以及阅读障碍的发生机制,可推断

阅读理解是一个复杂的多因素影响的能力指

标,涉及本研究关注的正字法意识、识字量以

及本次实验未涉及的背景知识、阅读动机、阅

读策略等多项因素,每一项因素的缺失都会影

响阅读理解的程度[46]。由此,可解释为什么正

字法意识在阅读理解能力的解释量中占比较

小,但同时也说明正字法意识也是阅读理解能

力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二)识字量在正字法意识与阅读理解能

力间的中介机制

本研究发现,在正字法意识对阅读理解能

力的影响中,识字量起着部分中介作用,这验

证了本研究的假设,也与Chall与 Gunning的

阅读发展阶段理论[21-22]和Torgesen提出的阅

读方程[26]契合:识字量能显著地预测阅读理解

的成绩。正字法意识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帮助

儿童学习和记忆生字,并从记忆中提取学过的

汉字从而帮助其学习和推测未学过的新字。
但同时,正字法意识对识字的解释和预测量仅

为43%,原因在于部首表义、声旁表音等正字

法成分一般只适用于形声字,而形声字虽在汉

字中占比达80%以上[47],但仍有一大部分汉字

无法根据声旁和部首判断字音和字义。识字

是阅读的基础,识字量的多少决定着阅读的长

度和速度,影响着阅读理解的能力。识字量对

阅读理解能力的解释量为45%,这同样说明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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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阅读理解能力的因素较多,如语言理解、阅
读动机等其他因素也发挥着十分显著的作用,
这与前人的研究结果基本一致。

五、实践及研究建议

(一)运用部件识字法,提高识字和阅读教

学的效率

据统计,《现代汉语通用字表》7000个汉

字中,形声字占到80%以上[47]。形声字由表义

的形旁和表音的声旁构成,掌握部件对提高识

字效率、增加识字量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已

有研究表明,提高正字法技能,要求教学中,教
师要将儿童的注意力吸引到对汉字结构的把

握上来[48]。第一,采用单字部件教学的方法,
根据教材,按其功能,对单字组织偏旁、部首进

行训练,指导学生分析字形结构、熟悉组字规

则,从而通过记忆字形的方式提高学生的识记

能力[49]。同时,教师可使用辅助教具,例如电

脑动画拆解汉字的部件、投影拼字教具讲解部

件书写等。第二,已有研究表明,部件位置不

仅具有部件的相关属性(声旁的语音和形旁的

语义),有时还具有部件的非相关属性(形旁的

语音)[50]。因此,在教学过程中,对于复杂、难
以直观理解的汉字,可以通过学习汉字部件常

出现的位置进一步强化其音义的联结,或采用

以文带字部件教学法、字族文识字法,辅以图

片、音效,加强字形与字义的联系[51],从而提高

学生的识字量。基于以上措施,在提升学生识

字量的基础上,可以促进学生对词组、句子、段
落、短文的理解。第三,声旁意识与阅读流畅

性改善相关[52],因此应在教学中增加声旁表音

的正字法意识相关训练,强化汉语的语音单

元、声韵组合规律、形音联系[4],提升小学生阅

读流畅性水平。将提升阅读准确性和阅读流

畅性相结合,可有效促进小学生的阅读能力。
(二)多途径、全方位提高学生阅读理解能力

本研究结果表明,小学生的正字法意识对

其阅读理解能力的解释量有限,这说明正字法

意识不是提升小学生阅读理解能力的唯一途

径。同时,阅读金字塔模型清晰地展示出阅读

理解主要由背景知识、解码、单词识别(解码知

识和词汇知识)构成[25]。但是,受英语阅读障

碍干预研究的影响,汉语中关于语音意识的干

预研究最多,而其他与阅读障碍密切相关的语

素意识、阅读流畅性的干预较少[4]。因此,应基

于汉字特点,注重语音、语素、流畅性等阅读相关

技能,使用多种方式结合的教学策略进行阅读理

解训练,全面促进小学生阅读能力的提升。
(三)继续深入开展正字法意识领域相关

研究

本研究证实识字量在正字法意识与阅读

理解能力间起部分中介作用,但在研究对象、
研究方法及研究内容上仍有一定的局限性。
首先,在研究内容上,本研究从组字规则、部首

表义、声旁表音3个维度测验小学三年级学生

正字法意识,但不同年级学生的正字法意识发

展规律以及组成维度还有待探究;其次,在研

究方法上,已有研究证实阅读障碍儿童正字法

意识与阅读流畅性呈显著正相关的同时性关

系[10],因此未来研究可以尝试进行正字法意识

对阅读流畅性、阅读准确性等相关阅读能力的

跟踪研究,探讨正字法意识对相关阅读能力的

纵向预测作用;最后,目前阅读障碍领域干预

研究不足,建议通过集中正字法意识领域的相

关研究,为今后阅读障碍领域制定详细具体的

干预策略提供相应的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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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RelationshipBetweenPrimarySchoolStudentsAwarenessof
OrthographyandReadingComprehension:TheMediatingEffectofLiteracyAmount

LIHuan1,ANNing1,MAXinyue1,WANGYin2,YANGYan3
(1.FacultyofEducation,SouthwestUniversity,Chongqing400715,China;
2.DongguanRehabilitationExperimentalSchool,Dongguan523900,China;
3.ChongqingYuyingElementarySchool,Chongqing400030,China)

Abstract:Toexploretherelationshipbetweenprimaryschoolstudentsawarenessoforthography,lit-
eracyamountandreadingcomprehension,405third-yearstudentsfromfourprimaryschoolsin
ChongqingMunicipalityandDaqingCityofHeilongjiangProvincewereselectedasparticipantsinthis
research.Theresultsshowedthat:orthographicawareness,literacyandreadingcomprehensionwere
positivelycorrelatedwitheachother;literacyamountplayedamediatedrolebetweenorthographic
awarenessandreadingcomprehension.Whenpayingattentiontopupilsreadingcomprehensionabili-
ty,weshouldconsciouslymakeuseoftheinternalmechanismbetweenvariables.Thefollowingsug-
gestionswereproposed:usecomponent-literacyinstructiontoimprovetheefficiencyofliteracyteach-
ingandreadingcomprehension;variouswaystoimprovestudentsall-roundreadingcomprehensiona-
bility;furtherresearchinthefieldoforthographicawarenessinthefuture.
Keywords:orthography;readingcomprehension;literacyamount;mediatingeffect;primaryschool
stud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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