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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通过概念特征自由联想实验,比较了视力、听力障碍学生和普通学生的具体事物概

念表征的差异。结果表明: ( 1)与普通学生相比,视力、听力障碍学生联想的特征数量少,分

布分散。( 2)视力、听力障碍学生的概念表征受感知觉经验缺失的影响,概念表征具有明显

的通道差异。聋生的听觉通道的概念特征显著少于普通学生,盲生的触觉通道的概念特征

显著多于普通学生和聋生。( 3)在感觉代偿和语言学习的帮助下,视力、听力障碍学生能够

形成对缺失感觉通道信息的概念的表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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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提出

人通过对外部客观事物的认知,形成了概念。概

念是关于某一特定的事物或类别的知识。例如, / 鹰0

的概念中就包含了鹰的外部形态和行为习性的知

识[ 1, 2]。概念与概念之间相互联系, 形成了概念联系

和概念结构。概念联系和概念结构是认知心理学关注

的焦点。研究者提出了多种概念联系方式,如分类学

联系
[ 3, 4]
和主题关联

[ 5, 6]
,以及多个概念组织模型,如

层次网络模型和激活扩散模型等[ 7- 9]。研究发现,视

力、听力障碍人群的概念联系和概念组织具有独特性。

例如,聋生的概念结构具有不对称性,概念之间的联系

较弱[ 10] ; 聋生的分类学概念具有较强的形象化倾

向[ 11] ;聋生的分类学概念联系中上位和下位概念联系

和同位概念联系都较弱
[ 12]
。盲生的颜色概念和空间

概念具有不同于明眼学生的独特组织方式[ 13] 。

上述研究揭示了视力、听力障碍人群的概念联系

的类型和概念结构的特点,但也存在着局限性。它们

忽略了感觉运动系统在概念表征中的作用,认为概念

通过符号表征,强调语言能力和思维水平对于概念表

征的影响。具身认知理论认为,概念表征是对外部世

界形成的内在表征,是在感知觉的基础上,在语言和文

化影响下形成的事物的心理表征[ 14, 15]。感觉经验缺

失对视力、听力障碍人群的概念表征具有十分重要的

影响。一方面,视觉经验或听觉经验缺失会导致视力、

听力障碍人群在表征概念的视觉特征或听觉特征时

存在困难;另一方面,视力、听力障碍人群通过其它感

觉通道的代偿和语言学习部分地弥补了视、听经验的

缺失[ 16- 19]。这些通过代偿和语言获得的经验是否有

助于视力、听力障碍人群表征缺失通道的概念特征?

本研究采用概念特征自由联想法,考察视力、听力障碍

学生的概念表征中不同感觉通道经验的作用, 以及视

力、听力障碍学生能否通过感觉代偿和语言学习弥补

视、听经验缺失对于概念表征的影响。

2  方法

2. 1  被试

九年级的聋生、盲生和初中三年普通学生各 24

名,在每类被试中男女各半。聋生、盲生和普通学生的

平均年龄分别为 15. 6 岁、15. 4岁和 15 岁。聋生均为

中重度听力损伤, 均无人工耳蜗植入或佩戴助听器。

盲生均在 3岁前丧失了视觉能力。普通学生无听觉和

视觉的缺失。

2. 2  设计

3( 被试类型: 聋生P盲生P普通学生 ) @ 2(概念类

型:生物P非生物)混合设计。被试类型是被试间变量,

概念类型是被试内变量。因变量为联想特征的数量和

感觉通道的分布。

2. 3  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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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名称和非生物名称各 10 个,生物包括哺乳动物、

鸟类和昆虫类;非生物包括工具、服装和乐器。事物往

往能够发声、具有特定的形状和颜色。3 类被试对材

料熟悉性做 7点评定。聋生、聋生和普通学生对生物P
非生物的平均熟悉性分别为 5. 96P6. 13、5. 84P5. 95、

6. 02P6. 10。方差分析表明, 被试类型的主效应不显著,

F2( 2, 27) = 1. 42, p> 0. 05,概念类型的主效应不显著, F2

( 1, 27) = 0. 53, p> 0. 05, 交互作用不显著, F2( 2, 27) =

0. 31, p> 0. 05。

2. 4  程序

将 20个名称随机呈现给被试,要求被试将想到的

特征写下来,写得越多就越好, 时间不限。对聋生和普

通学生的测试以问卷方式进行, 在对盲生的测试中,将

问卷编辑成 txt 文件,通过读屏软件的帮助来进行。

3  结果与分析

3. 1  特征联想量比较

3组被试对生物和非生物的平均特征联想量见表 1。

表 1 三组被试的平均特征联想量(单位:个)

被试类型 生物 非生物

聋生 4. 03(0. 92) 3. 71( 1. 04)

盲生 4. 59(1. 03) 4. 17( 0. 93)

普通学生 4. 98(1. 18) 4. 80( 0. 83)

 注:括号内的数字为标准差,下同。

  3 @ 2混合设计的方差分析表明,被试类型的主效

应显著, F1 ( 2, 69) = 7. 59, p< 0. 01。普通学生的特征联

想量显著多于聋生, p< 0. 01;普通学生和盲生、盲生和

聋生的特征联想量差异不显著, p> 0. 05。概念类型的

主效应显著, F1 ( 1, 69) = 9. 85, p< 0. 01。生物的特征联

想数显著多于非生物。被试类型和概念类型的交互作

用不显著, F1 ( 2, 69) = 0. 54, p> 0. 05。

3. 2  特征集中趋势比较

统计联想中不同特征出现的频数。在各个概念

中,将出现频数最高的特征定为典型特征。将写出典

型特征的被试人数除以总人数,得到每个概念的特征

集中趋势的值, 3组被试对 20 个概念联想的特征集中

趋势见图 1。

图 1  三组被试对 20个概念联想的特征集中趋势

从图 1可见,普通学生的特征集中趋势最为明显。

在多数概念中, 写出典型特征的人数占到总人数的

80%以上。这说明,普通学生的特征联想更具有一致

性,典型特征更具有普遍性。盲生和聋生的概念特征

联想显得较为分散,在有的概念中,写出典型特征的人

数还不到总人数的一半。V2
检验表明, 3 类被试在 4

个非生物概念( /火车0、/风扇0、/汽车0和/鼓0)和 6个

生物概念( /蚊子0、/ 鸽子0、/ 羊0、/ 狗0、/ 麻雀0和/ 乌

鸦0)上集中趋势差异显著。聋生在/ 风扇0、/ 麻雀0上

集中趋势显著低于盲生, p值小于 0. 01 和 0. 05; 盲生

在/ 汽车0、/蚊子0和/鸽子0上集中趋势显著低于聋生,

p值均小于 0. 05。这说明, 在盲生和聋生的特征联想

中,个体差异较大,说明他们对同一概念的表征一致性

较差。

3. 3  典型特征比较

3 类学生的概念的典型特征见表 2。

表 2 三组被试对各个概念联想的典型特征

概念 盲生 聋生 普通学生 概念 盲生 聋生 普通学生

1、电视机 可以娱乐 功能多 屏幕大 11、公鸡 喔喔叫 喔喔叫 喔喔叫

2、手机 可以娱乐 功能多 打电话 12、老虎 凶狠 凶狠 / 王0字

3、火车 载人、物 载人、物 很长 13、蚊子 嗡嗡叫 吸血 很小

4、风扇 凉快 转动 转动 14、鸽子 会飞 羽毛白 会飞

5、收音机 听音乐 功能多 有天线 15、羊 咩咩叫 吃草 咩咩叫

6、闹钟 计算时间 叫人起床 铃声响 16、狗 汪汪叫 可爱 汪汪叫

7、汽车 四个轮子 跑 四个轮子 17、猫 抓老鼠 抓老鼠 喵喵叫

8、鼓 声音大 能出声 圆形 18、鸭子 会游泳 会游泳 扁嘴的

9、钢琴 声音清脆 能弹奏音乐 黑白键 19、麻雀 叫喳喳 会飞 蹦蹦跳跳

10、鞭炮 声音大 会响 能爆炸 20、乌鸦 呱呱叫 黑色的 乌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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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表 2可见,普通学生的概念的典型特征基本上

均为视觉特征和听觉特征; 在盲生和聋生的典型特征

中,语义特征占了一定比例,如对/ 狗0联想到/ 可爱0。

在聋生的典型特征中,听觉特征较少;在盲生联想的典

型特征中,视觉特征较少。这说明,感觉经验缺失影响

了聋生和盲生的概念表征。

3. 4  特征分布比较

对被试写出的特征分为视觉特征、听觉特征、触觉

特征和语义特征(如/ 可爱0、/功能多0等) 4 类。将/语

义特征0界定为无法划分到具体感觉通道中的特征,或

是对物体功能的描述。对每一被试,先统计每一概念

在 4类特征上的特征个数,再计算出每一被试的 10 个

生物概念的每个通道特征的总数和 10个非生物概念的

每个通道特征的总数。被试的特征分布情况见表 3。

表 3  3 组被试在两类概念 4 类特征上的平均特征数(单位: 个)

被试类型 概念类型 视觉特征 听觉特征 触觉特征 语义特征

盲生 生物 1. 91( 1. 08) 0. 51(0. 34) 0. 14(0. 13) 1. 82( 0. 97)

非生物 1. 45( 0. 85) 0. 59(0. 33) 0. 18(0. 11) 1. 75( 0. 87)

聋生 生物 1. 68( 0. 70) 0. 38(0. 33) 0. 09( 0. 102) 1. 74( 0. 71)

非生物 1. 24( 0. 55) 0. 39(0. 21) 0. 004( 0. 02) 1. 83( 0. 72)

普通学生 生物 3. 08( 0. 80) 0. 48(0. 42) 0. 04( 0. 065) 1. 37( 0. 47)

非生物 2. 41( 0. 45) 0. 70(0. 47) 0. 05( 0. 078) 1. 64( 0. 73)

  3(被试类型: 聋生、盲生、普通学生 ) @ 2(概念类

型:生物、非生物) @ 4(特征分布:视觉、听觉、触觉和语

义)混合设计的方差分析表明,被试类型的主效应显

著, F1 ( 2, 69) = 10. 40, p< 0. 01。普通学生联想的特征

显著多于盲生和聋生,盲生和聋生联想的特征数量差

异不显著。概念类型的主效应显著, 由生物概念联想

的特征显著多于由非生物概念联想的特征, F1( 1, 69)

= 10. 14, p< 0. 01。特征分布的主效应显著, F1( 3, 207)

= 225. 26, p< 0. 01。除了视觉特征和语义特征的数量

差异不显著外,其余两两特征之间均差异显著。被试

类型和特征分布的交互作用显著, F1( 6, 207) = 12. 89,

p< 0. 01。简单效应分析表明,只有普通学生的视觉特

征显著多于语义特征, p< 0. 01, 聋生和盲生的视觉特

征与语义特征差异不显著, p> 0. 05。在视觉特征中,

普通学生联想的特征显著多于盲生和聋生, p< 0. 01;

在听觉特征中,普通学生联想的特征显著多于聋生, p

< 0. 01;在触觉特征中,盲生联想的特征显著多于聋生

和普通学生, p< 0. 01。概念类型和特征分布的交互作

用显著, F1 ( 3, 207) = 18. 50, p< 0. 01。简单效应分析表

明,由生物概念联想的视觉特征显著多于语义特征, p

< 0. 05;由非生物概念联想的视觉特征和语义特征差

异不显著, p> 0. 05。由生物概念联想的视觉特征显著

多于由非生物概念联想的视觉特征, p< 0. 05;由非生

物概念联想的听觉特征显著多于由生物概念联想的

听觉特征, p< 0. 05。

4  讨论

4. 1  视力、听力障碍学生和普通学生特征联想的总体

特征

从特征联想的数量上看, 普通学生联想的特征最

多,盲生次之,聋生最少;从特征集中趋势上看,普通学

生联想的特征更集中,更有一致性。这说明,盲生和聋

生在概念特征联想上不如普通学生。盲生和聋生在进

行概念特征联想时,联想的特征数量少, 且比较分散,

个体差异较大。这意味着,与普通学生比,盲生和聋生

的概念和特征之间的联系较为松散,不够紧密。

所以如此,是由于聋生和盲生均存在着感觉通道

缺失,聋生和盲生的概念特征因为感觉信息缺失而少

于普通学生。虽然聋生和盲生会通过其它通道或语言

学习间接地获得缺失的感觉信息, 但这类信息往往不

够准确和鲜明。例如,盲人通过触摸获得了事物的形

状信息[ 20, 21] ,聋人通过感觉事物的震动来判断它们能

否发出声音,这些信息都不如看到或听到的信息那样

准确和鲜明。盲人可以通过语言学习习得颜色、空间

等概念,但这类概念由于没有直观的感觉体验而具有

抽象性。与视力、听力障碍人群不同,普通人在习得概

念特征时, 可以直接地从感觉经验中获得相应特征。

因此,盲生和聋生的概念表征由于感觉信息的间接获

得,使得概念和特征之间的联系不如普通学生紧密,概

念和特征之间的联结更加任意, 并且个体差异较大。

另一方面,根据5中国手语6收录的词汇可以发现,手语

的词汇量小于口语。由于聋生主要使用手语, 所联想

的特征数量就显著少于普通学生; 盲生与普通学生共

享口语, 所联想的特征数量就没有显著差异。

4. 2  视力、听力障碍学生概念表征的通道差异和语言的

作用

由于感知觉通道缺失,聋生和盲生无法直接通过

听觉或视觉来感知外部世界,所形成的概念表征会体

现出感觉通道缺失的影响。在 3 类被试的概念表征

中,感觉通道的特征分布存在着差异。普通学生的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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觉通道特征显著地多于盲生和聋生;普通学生的听觉

通道特征显著地多于聋生; 盲生的触觉通道特征显著

地多于普通学生和聋生。这说明,感觉缺失影响了视

力、听力障碍人群的概念表征。聋生由于听觉丧失,听

觉特征在概念表征中的作用较小;盲生由于丧失视觉,

通过触觉代偿了视觉的功能,因而增加了触觉特征在

概念表征中的作用。但是,聋生也还有对于事物的听

觉表征,盲生也还有对于事物的视觉表征。这说明,虽

然聋生和盲生没有直接的听觉经验或视觉经验,但是,

通过其它通道的代偿和语言学习, 他们还是可以使用

语言来表征事物的听觉特征和视觉特征。这对于视、

听缺陷人群的教育和学习具有重要的、积极的意义,为

视、听缺陷人群的补偿教育指明了方向。

特征分布比较发现, 3 类被试的特征分布均以视

觉特征和语义特征为主,听觉特征和触觉特征较少。

在普通学生的概念特征中, 视觉特征显著多于语义特

征;在盲生和聋生的概念特征中,语义特征占的比例更

大。这说明,普通学生更多地通过视觉来表征概念,这

与视觉在普通人的生活中占有主导地位有关。盲生和

聋生由于和普通学生相比缺失了一个感觉通道, 使得

他们更多地使用语义特征来表征概念。在概念联想任

务中,为了写出更多的特征,被试要在头脑中产生事物

的表象。与普通学生比,在聋生的表象中,声音的表象

会比较模糊;在盲生的表象中,视觉表象会比较模糊。

因此,聋生和盲生的概念表征要借助于语言,他们使用

语言来描述物体的功能或特性,通过写出事物的语义

特征来达到对于特征数量的要求。

在本研究中,语义特征被界定为不同于具体感觉

通道特征的特征。它们可以是由多通道的感觉整合而

成的特征,也可以是事物的功能特征。可以肯定的是,

这一类的语义特征更多地是通过语言学习而获得的。

语义特征的习得是感知觉和语言相互作用的过程,是

词汇和感知觉相互联系的过程。尤其是有关物体功能

的特征,聋生和盲生可以将语言符号和具体的使用经

验联系,获得了更加完整正确的语义特征。对于多通

道感觉整合而成的语义特征,如/可爱0,聋人和盲人既

可以通过语言学习获得,如教科书中常会出现/小狗很

可爱的0之类的描写,又可以将语言符号和具体的、有

限的感知觉经验联系起来, 如聋人可以根据声音是否

悦耳来判断是否可爱,盲人可以根据触觉和声音的共

同作用来形成对于/可爱0的表征。

综上所述,语言学习对于视力、听力障碍学生的概

念表征起到了重要的补偿作用。通过语言学习, 聋生

仍然可以形成对于事物听觉信息的表征, 盲生也可以

形成对于事物视觉信息的表征。通过语言学习获得的

语义特征,弥补了视力、听力障碍学生的概念表征中感

知觉特征的缺失,使得视力、听力障碍学生的概念表征

更加完整。

4. 3  对视力、听力障碍人群概念通道表征研究的思考

及对教育的启示

第二代认知科学的兴起为概念表征研究提供了新

的研究取向。基础认知理论反对传统理论将知识转换

为非通道化( amodal)符号的观点,认为大脑不可能储

存非通道化的符号。基础认知理论认为, 概念表征是

多通道的(multimodal) ,人们需要选择性地激活感知觉

经验来形成对概念的表征[ 23] 。因此,在基础认知理论

影响下,概念表征研究开始重视感知觉信息的作用。

在此背景下,视力、听力障碍人群概念表征的研究就显

示出重要性。视力、听力障碍人群感知觉加工的独特

性导致他们有两种不同的概念表征,一种具有感觉经

验基础,一种缺乏感觉经验基础。通过考察这两类表

征的性质差异,一方面,可以探明概念表征使用的符号

究竟是抽象的还是知觉的,可以解决传统理论和基础

认知理论的争论;另一方面,又可以考察感知觉缺失对

视力、听力障碍人群概念表征的影响机制,即没有感知

觉经验的概念特征是如何表征的, 从而探明视力、听

力障碍人群独特的概念表征方式。

概念特征联想是考察概念表征的最简单、最直接

的方式。由于要求被试写出概念的特征, 不仅涉及概

念特征联系的强弱,还涉及到语言能力的高低。这样,

就不能简单地将感知觉缺失视为视力、听力障碍学生

和普通学生之间概念联想差异的唯一原因。语言能力

差异也是造成概念联想差异的重要原因。聋生的特征

联想数量最少,是由于聋生丧失听觉,语言能力又与普

通学生[ 10] 和盲生有差异。因此,今后研究应该采用能

够避免语言能力影响的范式来考察感觉缺失对视力、

听力障碍人群概念表征的影响。

由于感知觉缺失,视力、听力障碍学生可以用于概

念表征的感知觉信息非常有限,这就使得在概念表征

中感知觉的信息比较少。与普通人比,视力、听力障碍

学生的概念表征不很完整。但是,令人欣慰的是,通过

其他感觉通道的代偿和语言学习,视力、听力障碍学生

还是可以习得与概念相关的缺失通道的感知觉特征和

语义特征,从而形成更加完整的概念表征。视力、听力

障碍学生缺失通道的感知觉特征和语义特征, 由于缺

乏具体的、直接的感知觉经验支持,强度和清晰度与普

通学生比存在着差距。因此,在视力、听力障碍学生的

概念教学中,应该加强概念特征同感知觉经验之间的

联系。例如,运用非缺失通道的信息,使视力、听力障

碍人群建立起缺失通道的感知觉特征和语义特征,建

立起缺失通道和非缺失通道的感知觉经验之间的联

系。

5  结论

在视力、听力障碍学生的概念表征中,不同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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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道经验的作用存在着差异。感知觉经验的缺失影响

视力、听力障碍学生的概念表征。但是,通过其它通道

的感觉代偿和语言学习,视力、听力障碍学生也能够获

得对缺失感觉通道信息表征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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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pecial Education Teachers.
Proactive Coping, Social Support and Job Involv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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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roactive coping is a positive, future- oriented way of coping. This study, by using a questionnaire

to survey 238 teachers from special education schools, aims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pecial education

teachers. proactive coping, the social support of them, and their job involvement. The results show that proactive

coping has a partially mediating effect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social support of these teachers and their

job involvement, and that proactive coping and social support serve as the factors that promote the active work of

these teach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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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af Students. Conceptual Represent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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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article, by means of the conceptual feature- based free association task, makes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difference in conceptual representations of specific matters between certain blind or deaf students and

normal students. The results show the following : ( 1) compared with the normal students, the blind or deaf stu-

dents show few and dispersed features of association. ( 2) The blind or deaf students. conceptual representations,

affected by their sensory exper ience deficits, show distinctive difference in modalities; specifically, the deaf stu-

dents show significantly fewer conceptual representations of the auditory modality than the normal students, where-

as the blind students show significantly more conceptual representations of the tactile modality than the normal stu-

dents and the deaf students. ( 3) With the help of modality compensation and language learning , the blind or deaf

students can acquire the conceptual representations of deficient modal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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