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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了探讨幼儿关注到的绘本中的文字是否对其有潜在影响，利用眼动仪并结合传统研究方法开展实验，在实验中让幼

儿对绘本中出现的文字进行再认并记录和分析相应的眼动指标。结果如下：（1）眼动数据显示，179名幼儿被试中有146人（占

比81.6%）对图片中出现的文字进行了关注；幼儿对思维泡泡中的文字兴趣区的注视次数显著多于无思维泡泡；大班幼儿对文

字兴趣区的首次注视时间显著短于中班幼儿。（2）幼儿对思维泡泡形式呈现的文字再认成绩显著好于无思维泡泡形式；关注到

文字的146名幼儿中有95人（占比65.10%）能够正确地再认图片中出现的文字；不同性别、不同年级幼儿的再认成绩没有显著

差异。本研究表明，幼儿在阅读知识类绘本时会关注到文字，并对这些关注到的字有一定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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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explore whether the text in the picture book that children pay attention to has potential effects on them, the eye
tracker is used in combination with traditional research methods to carry out experiments. In the experiment, children were allowed to
recognize the text in the picture book and the corresponding eye movement indicators were recorded and analyzed. The results are as
follows:（1）The eye movement data shows that 146 of the 179 infants（81.6%）paid attention to the text appearing in the picture; the
children paid more attention to the text interest area in the thought bubble than those without bubbles; the first attention time of chil⁃
dren in senior class to the text interest area is significantly shorter than that of children in middle class.（2）Children’s recognition of
text in the form of thought bubbles is significantly better than that without bubbles; 95 of the 146 children who paid attention to text
（65.10%）were able to correctly recognize what appeared in the picture; there i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recognition performance
among children of different genders and different grades. This research shows that children pay attention to words when reading infor⁃
mation picture books and have a certain memory of these wor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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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视觉叙事语篇理论是视觉语法理论的新发

展，其基本框架是人际意义（聚焦、情感和氛围）、

概念意义（人物、过程和环境）和组篇意义（版面布

局）[1]。李林慧，周兢，刘宝根，高晓妹[2]以视觉语法

理论框架为研究基点，使用眼动仪记录幼儿阅读

时的眼动数据，发现在有限的时间里幼儿主要以

读图看图为主，随着年龄增长，幼儿花费在图画上

的注视时间和注视次数逐渐增多，图画面积越大

越能最先引起幼儿的注意，越能延长幼儿的注视

时间。Ezell和Justice[3]在研究中提出，绘本中的文

字是需要关注的内容，文字是有意义的。阅读绘

本时对文字的有意或无意注视能够促进幼儿文字

意识的发展[4]。在阅读绘本时，幼儿不仅关注绘本

中的图画还关注文字。国外的研究结果显示，

52-68个月的幼儿，在文字区的平均注视时间和

平均注视次数分别占总注视时间的2.5%和总注

视次数的4% [5]；48-61个月的幼儿对文字的注视

时间约为7%[6]；幼儿在阅读最容易理解的绘本时

对文字的注视时间比例大约为9%，注视次数约为

8%[7]。国内研究者发现，4-6岁的幼儿对文字的注

视时间占总阅读时间的23%，对文字的关注次数

占总次数的16%[8]；5-6岁的幼儿对文字的注视时

间比例约为27%[9]。

Romberg和Saffran[10]指出，儿童早期对于文字

视觉特征的把握，是一种内隐无意识学习。内隐

记忆受图片表面特征的影响[11]。内隐记忆的根本

特征是被试并非有意识地知道自己拥有这种记

忆，但可以在对特定任务的操作中自然地表现出

来，且此种任务操作不依赖于被试对先前经验的

有意识恢复[12]274。幼儿从4岁开始就可以对文字

中隐含的规律有敏感性[13]；幼儿3岁时就可以区分

文字和图画，5岁时能够掌握文字构成规则中更多

的微观（笔画、部件）视觉特征，6岁时则可能具有

提取隐藏更深的文字构成规则的能力[14]。张丽和

李甦[15]发现，3-5岁的幼儿能够区分正反汉字，即

具有倒置方向的敏感性，但在该年龄段不具备镜

像方向的敏感性。单纯的文字接触可以加速汉字

形态的萌发[16]，且具有跨文化体系的一致性。

于慧分析了幼儿观看绘本《种子的生长》的

眼动特点[17]，发现平均有约52%的幼儿关注到了

绘本中的文字兴趣区（以阅读全书共12页的关注

情况统计）。那么，幼儿对于关注到的文字是否

会有记忆？也就是这些被关注过的文字对幼儿

有没有影响，幼儿能否对关注过的文字存在短时

记忆？这是本研究希望解决的第一个问题。

此外，于慧[17]的研究还发现，幼儿对采用不同

思维泡泡突显方式的文字在注视时间和注视次

数上差异不显著。由于用思维泡泡等形式来突

显文字是当前出版的儿童绘本中普遍存在的现

象，如果作者们设计的文字突显方式并不能很好

地引起幼儿对文字的兴趣（与图画相比），且不同

的文字突显方式对吸引幼儿对文字的兴趣没有

差异，那设计各种文字突显的意义何在？仅是创

作者的主观意愿还是有其他的意义？即使不同

的文字突显方式对幼儿的注视程度影响不显著，

但注视后的效果（例如记忆效果）会不会有差

异？为此，本研究希望解决的第二个问题是探究

幼儿对关注到的不同突显方式（无思维泡泡及有

思维泡泡形状）文字的记忆效果问题，该内容实

际上包含了前述的第一个要解决的问题。

综上，本研究假设：（1）幼儿不仅关注了文字，

且形成了潜在影响（有记忆效果）；（2）与无泡泡比

较，思维泡泡这一文字突显方式有助于幼儿记忆。

二、方法

（一）被试

选取了合肥市两所幼儿园大班和中班的幼

儿共182名。有效被试146人。由于本研究主要

考察幼儿对注视过的字的再认情况，这种学习能

力（本研究是记忆能力）不完全受年龄的影响，会

更多地受到教育程度的影响，即幼儿园入学的早

晚是重要因素。因此，将被试分为中班（男32人，

女22人，共54人，均龄5.15±0.27岁）和大班（男

46人，女46人，共92人，均龄6.03±0.34岁）两组。

（二）实验设备

采用Eyelink 1000眼动仪的遥测模式对幼儿

开展实验，镜头大小为16mm，采样率为500HZ，同

时配以目标贴纸。

（三）实验材料

本研究中的实验材料为知识类绘本《种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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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长》[18]。本研究选择的实验材料不仅符合实验

目的，而且符合Justice[5]提出的绘本选择标准。具

体理由是：（1）该书的创作者采用思维泡泡的文字

突显方式呈现文字。（2）该书故事情节简要明了、

故事人物特点突出，符合幼儿的年龄特点。（3）该

书是一套精彩的知识类绘本，不仅能激发幼儿对

周围事物、万千事物的好奇心，而且是优秀的阅读

启蒙素材。（4）经过学前教育教师、心理学教师、幼

儿园教师三个领域的专家教师评定认为该实验材

料中的图画形象受幼儿喜欢、可以激发幼儿好奇

心和阅读兴趣，与生活经验联系紧密，适合4-6岁

的幼儿阅读。本实验材料均是以摊开的两页纸作

为一个完整的图片进行呈现，主要是由于绘本自

身的版面设计，左右两页的内容具有传接性，只有

同时呈现才是一个完整的内容。

由于幼儿大多不认识字，例如于慧[17]的研究

发现，参加实验的3-6岁 228名幼儿中，对绘本

《种子的生长》中全部138个字的识字量≥10个的

仅有19人，占总人数的0.08%。因此分析他们对

关注过的文字的记忆效果，最佳方式是用再认

法，即从干扰字中找到该测试字。由于《种子的

生长》全书有138个汉字（仅记录同一汉字出现1

次的情况），因此将这些字都让幼儿再认，对于几

乎不识字的幼儿来说可行性不高。为此，本研究

将从《种子的生长》书中挑选出一页，让幼儿进行

阅读，并让被试对文字进行再认，即让幼儿在多

个测试字中找到刚才看到的字进行指认。挑选

图片中关注人数最多的字为测试字。根据使用

Eyelink 1000眼动仪记录被试关注每页文字兴趣

区的情况。受制于实验周期的限制，因此最终的

实验材料是在测试页中仅保留原绘本中文字区

域位置和关注人数最多的测试字“上”。

（四）实验设计

（1）本研究为2（文字突显方式：有泡泡、无泡

泡）×2（年龄段：中班、大班）×2（性别：男、女）的

被试间实验设计，因变量是被试关注兴趣区的眼

动指标和对测试字的再认结果。

（2）文字呈现方式：测试字在图片中以泡泡

形式和无泡泡形式呈现。

（3）兴趣区的划分见图1。

（4）眼动指标的选取

注视时间：在某个兴趣区内所有的注视点的

停留时间之和，反映被试对兴趣区的感兴趣程

度[19]83。注视次数：在某兴趣区内所有的注视点的

数量，反映该区域的吸引力大小[20]。首次注视时

间：首次进入该兴趣区的时间，其越短，说明进入

该区域越快，对该区域关注越早。

图1 兴趣区划分示例

注：图中边框为后期添加，正式实验材料中没有边框，其

中AOI 3是文字兴趣区，即整个思维泡泡兴趣区，AOI 4 是测

试字兴趣区。

（五）实验程序

（1）熟悉阶段。测试开始前的两分钟，主试

者与幼儿进行自由交流，一方面建立良好的信

任，另一方面调动被试的兴趣，使幼儿在实验中

保持注意力集中。

（2）测试阶段。第一阶段为眼动测试。指导

语：“小朋友，我要给你看一张图片，你仔细看图

片里面都有什么。你要认真看，看完之后老师要

考考你，看你棒不棒！”根据预备实验的结果，将

测试图片呈现时间定为30s。

第二阶段为再认测试。眼动测试结束后立

即进行用文字再认测试图片让被试再认。指导

语：“请用小手指出你刚才在图画中看到的那一

个字”。再认图片由四个汉字组成，第一个是

“上”（测试字），另外三个是研究者设置的干扰

字，分别是“大”（简单字）、“干”（形近字）及“蜜”

（复杂字）。这四个汉字均出自绘本《种子的生

长》，四个字的上下左右位置根据不同的被试而

随机排列。再认时间不长于30s，是根据幼儿短

时记忆持续时间为30s而定的[21]101。

第三阶段为识字量测试，测试字来自《种子

的生长》[18]全书中的所有汉字（共 12 页，138 个

字）。指导语：“小朋友，我们来做个游戏，我来指

你来读。”要求幼儿从第一页开始指读，从左往右

依次认读，连续答错五个即停止测试。

三个测试结束后给被试发放奖品。

三、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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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完成实验的179名被试对文字兴趣区、

测试字兴趣区的关注情况
表1 179名被试对文字兴趣区、测试字关注的人数

组别

泡泡组(n=95)

无泡泡组(n=84)

再认错误(n=64)

再认正确(n=115)

男(n=81)

女(n=98)

中班(n=73)

大班(n=106)

总人数(n=179)

文字兴趣区

93(97.8)

83(98.8)

62(98.4)

113(98.3)

79(97.5)

97(99.0)

71(97.3)

105(99.1)

176(98.3)

测试字兴趣区

77(81.0)

69(82.1)

50(79.4)

95(82.6)

68(84.0)

78(79.6)

54(74.00)

92(86.8)

146(81.6)

注：括号内数字为占该组人数百分比。

由表 1 可见：179 名被试中有 176 人（占比

98.3%）关注到文字兴趣区，这从侧面肯定了文字

在绘本中的有效性；其中又有146人（占比81.6%）

关注到测试字（“上”）兴趣区，这表明大部分幼儿

在关注到文字兴趣区的同时关注到了兴趣区内

的文字。

（二）关注到测试字的146名被试对文字兴趣

区、测试字兴趣区的眼动指标

选取了文字兴趣区、测试字兴趣区的注视时

间、首次注视时间和注视次数三个眼动指标来分

析146名被试对文字兴趣区和测试字兴趣区的关

注度和差异，见表2。
表2 146名被试关注文字兴趣区、测试字兴趣区的眼动指标（M±SD）

组别

泡泡

无泡泡

t（df=144）

再认正确

再认错误

t（df=144）

女

男

t（df=144）

中班

大班

t（df=144）

n

77

69

96

50

68

78

54

92

文字兴趣区

注视时间（ms）

2942.38±2943.82

2712.55±2677.30

0.49

3108.58±2954.04

2346.88±2497.14

1.55

3004.61±3442.13

2684.82±2133.27

0.68

2432.74±2365.67

3069.15±3033.83

-1.32

文字兴趣区首次

注视时间（ms）

3390.44±2554.67

4389.88±4706.00

-1.61

4099.09±4302.54

3442.32±2399.06

1.18

3895.14±4503.22

3834.56±2970.60

0.09

5198.74±5023.24

3078.63±2454.00

2.90**(d=0.53)

文字兴趣区

注视次数

8.42±5.87

6.53±3.96

2.25*(d=0.37)

8.08±5.52

6.58±4.17

1.68

7.27±5.49

7.75±4.81

-0.55

6.44±4.61

8.17±5.33

-1.98

测试字兴趣区注视

时间（ms）

1314.62±1166.26

1661.47±1751.93

-1.42

1591.09±1514.82

1284.76±1404.62

1.18

1549.82±1778.42

1416.41±1161.66

0.54

1343.51±1256.74

1557.80±1593.91

-0.84

测试字兴趣区首次

注视时间（ms）

7497.48±6960.60

7497.48±6960.60

0.46

7593.17±7164.67

6501.04±6716.66

0.89

7589.76±7109.35

6940.23±6920.42

0.55

8219.37±7673.18

6669.52±6535.74

1.29

测试字兴趣

区注视次数

3.15±2.43

3.27±2.14

-0.31

3.35±2.22

2.98±2.42

0.794

3.05±2.02

3.34±2.51

-0.75

3.01±2.20

3.32±2.35

-0.78

注：*为p<0.05，**为p<0.01，后同。

由表2可见：（1）泡泡形式对文字兴趣区注视

次数显著高于无泡泡形式（p＜0.05）；（2）大班幼

儿对文字兴趣区的首次注视时间显著小于中班

幼儿（p＜0.05）；（3）但是再认正确与错误之间、男

女之间对于文字兴趣区、测试字兴趣区的注视时

间、首次注视时间和注视次数都没有显著差异。

（三）关注到测试字的146名被试的再认情况

及差异
表3 146名幼儿被试的再认情况

组别

泡泡组(n=77)

无泡泡组(n=69)

男(n=78)

女(n=68)

中班(n=54)

大班(n=92)

认识测试字(n=64)

不认识测试字(n=82)

总人数(n=146)

再认正确

57(74.0)

38(55.1)

49(62.8)

46(67.6)

32(59.3)

63(68.5)

50(78.1)

45(54.9)

95(65.1)

再认错误

20(26.0)

31(44.9)

29(37.2)

22(32.4)

22(40.7)

29(31.5)

14(21.9)

37(45.1)

51(34.9)

χ2 (df=1)

5.75*

0.37

1.27

8.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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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3可见：（1）146人中有65.10%的幼儿能

够准确地再认出图片中出现过的文字，这验证了

本研究的假设一，即幼儿关注过的文字对其有潜

在影响（记忆效果）；（2）幼儿对泡泡形式呈现的

文字的再认结果显著好于无泡泡形式（p＜0.05），

这验证了本研究的假设二，即用思维泡泡突显文

字有助于幼儿对文字的记忆；（3）认识测试字的

幼儿的再认结果显著好于不认识测试字的幼儿

（p＜0.05）；（4）男和女，大班和中班的再认结果没

有显著差异（p＞0.05）。

四、讨论

本研究发现，关注到测试字的146名被试有

95人（占比65.10%）能够正确地再认测试字，幼儿

再认结果受文字突显方式的影响，泡泡形式再认

结果好于无泡泡形式再认结果。曾晓青等人[11]研

究发现，改变图画的表面特征（颜色），影响内隐

记忆的作业成绩。在整个幼儿时期，幼儿的形象

记忆效果随着年龄的增长而不断提高[22]202。本研

究中年龄和性别对再认结果没有显著差异，猜测

是由于不同年龄组的幼儿来自不同的幼儿园，受

教育情况有所差别。亦可能自中班的下半年开

始，幼儿的某种与再认相关的能力已发展成熟。

或者本研究仅让幼儿再认一张图片，不足以区分

幼儿的实际水平。

本研究发现，幼儿关注文字时花费的时间精

力（注视时间、首次注视时间和注视次数）差异不

大，幼儿在泡泡和无泡泡两种文字突显方式上的

测试字注视时间、首次注视时间和注视次数并无

显著差异。即泡泡形式不能吸引幼儿对测试字

更早、更久的关注，这与Evans和Saint-Aubin研究

结果类似[6]，后者认为改变绘本中文字的大小或

者是给文字加上边框，都不影响幼儿对文字的关

注。也就是说在不改变幼儿自身属性的情况下，

以泡泡形式突显文字，不足以影响幼儿对文字的

关注情况。

文字意识指的是幼儿从出生到幼儿园时期

读写能力的发展，是对文字的构成和功能的理

解，属于学前时期识字知识[23]。本研究发现，泡泡

形式和无泡泡形式呈现文字的再认效果存在显

著差异，这对于指导幼儿的文字意识和学习兴趣

具有重要意义。3-6岁是幼儿文字意识发展的重

要时期，在这个时期幼儿处于识字敏感期，如果

幼儿园运用绘本阅读的方法进行教育，结合以泡

泡形式突显文字，将激发幼儿更好的文字意识和

识字兴趣，这样就尽可能地避免使用“小学化”的

识字教育，符合幼儿认知发展的身心特点。

五、结论与建议

幼儿在看图片时对文字是有关注的，且在关

注文字时花费的精力（注视时间、首次注视时间

和注视次数）是基本相同的，但以泡泡形式呈现

文字的再认效果好于无泡泡形式。思维泡泡这

一文字突显方式会影响幼儿对文字的再认效果，

这对于家长和学校乃至绘本创作者均有一定的

指导意义。

（1）家长在挑选适合幼儿阅读的绘本时，在

考虑幼儿自身的发展水平的情况下，可以倾向于

选择图文并存的绘本，且以泡泡突显形式呈现全

部文字或部分文字的绘本。

（2）学校在进行购买绘本时，在兼顾绘本类

型的同时也可以多挑选具有文字突显（泡泡形

式）特征的图文并存的绘本。幼儿教师在进行集

体阅读时，可以将绘本扫描成电子图片，并将关

键性文字进行泡泡形式突显，导入幻灯片中，这

样进行绘本阅读活动时可选择运用多媒体设备

进行远距离的电子绘本故事教学，日积月累地培

养幼儿良好的阅读习惯。还可以将绘本融入到

幼儿园的一日生活，在活动区中自然而然的接触

文字进而获得文字意识的发展，提高幼儿的信息

素养，为幼小衔接做准备。

（3）绘本创作者在进行绘本创作时，在表达

完整的故事主题时，还可以添加适当的思维泡泡

来突显部分文字或全部文字，这样，可以有效保

持绘本的生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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