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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过耀是月开究的新视焦

—读《学生汉语阅读过程的眼动研究 》一书有感

口 张向葵

人类社会已经跨进到了信息时代
,

作为信息

传递媒介的书籍
、

报刊
、

杂志
、

互联网等不仅令成

人眼花缭乱
,

而且更令当今的中小学生 目不暇

接
。

面对如此纷繁的信息
,

如何使我们的中小学

生在较短的时间内获得大量而有价值的信息
,

以

适应社会对他们的要求
。

这不仅是观念的问题
、

方法的问题
,

更是实验研究如何为基础教育服务

的问题
。

为解决好这个问题
,

天津师范大学心理

与行为中心主任沈德立教授
,

从 年代开始
,

便

积极利用世界银行贷款从美国应用科学实验室

购进眼动记录仪
,

开展中小学汉语阅读过程的眼

动研究
,

终于找到了打开这一问题的
“

金钥匙
” ,

即确定了学生有效阅读过程的指标
。

纵观全书
,

具有五大突出特点

一
、

视角的新颖性

以往人们对阅读的研究更多的是用学生的

阅读结果 如阅读时间
、

客观的作业成绩 来分析

学生的阅读过程
,

即使用后继测量方法
。

这种方

法有一定的局限性
。

采用眼动研究法可以弥补其

不足
。

因为它是利用阅读过程中的一些眼动指

标 如注视时间
、

注视次数
、

注视顺序
、

回视等对

阅读过程进行即时的记录
,

利用这些指标可以使

人们更为准确
、

客观地反映读者是如何对阅读的

内容进行加工的
,

进而揭示出阅读过程中的一些

重要特征
。

据此说
,

该书折射出了阅读过程研究

的新视角
。

二
、

指标的科学性

纵观目前国内外的阅读过程的研究
,

几乎没

有像该研究这样确立了不同的科学研究指标
,

也

没有像它这样表现了
“

生态化
”

特征
。

就前者而

论
,

它不仅实现了阅读过程的客观测量
,

而且也

实现了对阅读过程的同时测量
,

比如采用不同难

度的句子注视时间
、

注视次数等指标
,

证明了中

小学生随年龄增长而出现的阅读特点的变化 再

如
,

通过注视时间
、

注视和回视次数及回视方式
、

注视顺序
、

瞳孔直径变化等指标
,

来说明每一时

刻学生是如何对阅读材料内容进行加工的
。

值得

注意的是
,

眼动研究的一般反应时方法
,

也可以

说明读者对阅读材料内容的加工时间长短
,

但这

个时间通常是一个总的反应时间
,

它们不可能说

明这些时间是一次加工的时间还是多次加工的

时间
,

更不可能说清学生是采用什么方式对材料

进行加工的
,

所以说与一般的研究方法相 比
,

眼

动法所使用的同时测量实现 了对学生阅读材料

理解过程的精致表征
。

就后者而论
,

眼动法的
“

生

态化
”

效应主要体现在 在过去的阅读过程研究

中
,

人们通常采用测反应时间法和跟踪测量法
。

虽然它们都实现了对阅读过程的同时测量
,

但却

干扰了正常的阅读过程
。

而眼动法是在真实的生

活环境中用实验的手段对阅读过程进行研究
,

对

学生的阅读过程不予以任何干涉 这不仅增加了

实验研究的内部效度
,

也增加了实验研究的外部

效度
,

更体现了心理学近年来呼声甚高的实验研

究的
“

生态化
”

效应
。

三
、

研究的系统性

认知心理学家西蒙
·

在 年提

出了心理学研究的三条途径 其一是研究复杂行

为
,

如问题解决
、

阅读等 其二是研究简单的信息

加工过程
,

如对图形知觉的形成 其三是生理水

平
,

如中枢神经过程
,

神经结构的研究
。

沈德立教

授从 年代末开始
,

在这个领域进行了系统的

研究
,

实现了心理学研究的三条途径的结合
。

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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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所涉及的研究基本涉及到了这三方面的内容
。

首先
,

在阅读过程中
,

学生必须对阅读材料进行

感知
,

这是第二条途径 ,其次
,

学生在理解阅读材

料的过程中
,

不是被动地阅读材料
,

而是主动地

阅读材料
,

这涉及到了在感知的基础上进行连贯

表征
,

也就是所说的第一条途径内容 ,最后
,

通过

眼动仪记录学生在阅读过程中的瞳孔直径的变

化
,

这反应了心理活动的生理机制
,

即认知发展

的第三条途径
。

现实这三条途径的结合意味着对

阅读过程的研究走上了综合水平的道路
,

是系统

化的重要标志
。

四
、

研究棋式的独创性

在接纳与吸收其它研究成果的同时
,

沈德立

教授独具匠心地提出了自己的研究模式
,

即提出

了阅读过程的系列注视 —平行加工模式
。

该模

式的基本假设是在阅读记叙文的过程中
,

学生必

须对记叙文内容按先后的逻辑顺序进行注视
,

同

时也对所注视的记叙文内容做不同水平的加工
。

加工水平的高低或完替程序取决于学生的思维

水平和知识经验
。

当发现先前对记叙文内容的加

工不正确时 立即对其进行加工
,

以正确理解记

叙文的意思
。

不按记叙文内容的逻辑顺序进行阅

读
,

则不可能建立记叙文的连贯表征
,

即不能正

确理解记叙文的内容
。

这一模式不仅从顺时和即

时两个侧面反映了学生加工过程的广度与深度
,

而且也体现了已有知识结构对阅读过程的支持

与干扰
。

从这个意义上说
,

该模式具有辩证性
。

五
、

研究的现实性

本书以研究学生的阅读过程
、

提高学生的阅

读效率为主要目的
,

而提高阅读效率是中小学素

质教育中的一个重要内容
。

众所周知
,

阅读效率

的提高
,

不仅可以使学生在同样的阅读时间内学

习更多的材料
,

获得更多的信息
,

而且还能使他

们有更多的余暇时间去学习其它知识
、

从事丰富

多彩的业余活动
。

因此可以说
,

它从另一个侧面

为减轻学生的学习压力与心理负担提供了行之

有效的方法
。

从这一点上讲
,

本书具有一定的现

实意义
。

〔作者 东北师大教育科学学院副院长

博士生导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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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个转变
”

从守业管理向创

业管理转变
,

从传统经验管理向现代科学

管理转变
,

从封闭管理向开放管理转变
,

从
‘

一般管理向特色管理转变
,

从权力管理向

人本管理转变
。

以全方位提高校长适应现

代教育的素质
。

第四
,

把家质教育落到实处
。

首先
,

大

力实施全民
“

外语工程
” 。

在小学三年级开

设外语课
,

以外语作为教师培养的突破口
,

并以迎接奥运召开为契机
,

促进全区教育

向国际现代化教育转轨的进程
。

其次
,

大力

推进教育信息化的进程
。

抓好全区的信息

网络建设
,

启动信息教育工作
,

形成全区信

息网络平台
。

到 年
,

做到全国联网 农

村中心校以上开设信息技术必修课
,

并启

动市民上网工程
,

做到资源共享
。

再次
,

实

施教育科研的
“

五化
”

工程 基层学校重点

工作课题化
,

课题研究指导基地化
,

科研队

伍素质等级化
,

成果研究信息化与成果推

广信息化
。

从而把教育科研办成教育教学

的研究中心
,

指导中心
、

管理中心
、

培训中

心
、

信息中心
。

〔作者 长春市二道区教育局 局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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