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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觉注意力和耳聋的主要发现：

Key Findings on Visual Attention and Deafness:

•耳聋导致特别是在视觉注意力的改变，但不是在视觉的所有方面。

•耳聋增强了外围的视觉注意力。

•外围视觉注意力的改变的证据可以在大脑中观察到。

•视觉注意力的变化可能影响阅读和理想的课堂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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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觉选择性注意力和耳聋

Visual Selective Attention and 
Deafness

耳聋儿童的家长和教育工作者共同关心的是，耳
聋儿童似乎在繁忙的环境中很容易分心并且很难
保持注意力。这个观察基本上在描述视觉选择性
注意力的问题。视觉选择性注意力，是指注意与
当前目标有关的事情而忽视无关的干扰的能力。
在一个教育环境中，选择性注意力意味着一个个
体能够把注意力放在教师或口译员身上，而忽视
窗口飞的一只鸟或开着的教室门前走过的一个学
生。

是一个问题，或只是看的不同方式？    

A Problem, or just a Different Way of 
Seeing?

在文献中，有关耳聋对视觉注意力的影响有一些
看似矛盾的证据，但是这种差异在很大程度上是
因为，研究不同的聋人群并且也使用不同方法测
量视觉选择注意力。聋人群中的个体相当多样
化，体现在他们喜欢的沟通方式（手语，口语沟
通，等等），他们掌握母语的年龄，他们父母的
听力状态，他们听力损失的病因（遗传，感染，
等等），以及人工耳蜗植入的使用上（植入的年
龄和使用的年限）。表明耳聋儿童有选择性注意
力问题的大部分研究，关注于聋童学习口语；这
些研究着眼于他们的视觉选择性注意力，在通过
人工耳蜗植入恢复听觉输入后，如何改变。1，2，3

不考虑聋人的注意力，几个研究人员从不同的观
点来思考这个情况：不是作为一个问题，而是作
为一个处理视觉信息的不同方式。有许多数据显
示聋人视觉注意力的改善；这一数据表明，视觉
系统补偿听觉输入的缺失。4

研究报告了更好的视觉选择性注意技能，并已在
聋成人中施行，特别是那些生于聋父母之家并且
作为第一语言掌握美国手语（ASL）的聋人。这
是一个研究耳聋影响的很好的人群，因为早期充
分接触语言的聋儿童从出生就具有典型的认知和
语言发展，并且与听力正常儿童一样达到同样的
里程碑。在这些人中，VL2的研究人员Matthew 
Dye, Peter Hauser和Daphne Bavelier – 和其
它人- 报告了视觉周围选择性注意力的提高。5这

一发现表明，视觉系统通过增强监测外围视野补
偿听觉输入的缺失。4

虽然耳聋人士显示了视觉注意力的差异，但是重

要的是要注意，并非视觉的所有方面在耳聋和听

力正常人们之间不同。单纯的感觉视觉能力，像

区别灰色阴影的能力，6 辨别快速闪烁的东西的
能力，7和基本的视觉运动处理 8，9在耳聋和听力

正常人中是一样的。4这个发现去除了广泛接受的

概念，即听力损失导致其他感官能力的变化。视

觉没有改变--视觉注意力改变了。

视觉注意力在时间和空间的改变

Changes to Visual Attention in Time 
and Space

视觉选择性注意力有一个以上的组成部分。10例
如，我们可以注意视野中的领域（空间注意力）
或分配我们的注意力一段时间（时间注意力）。
VL2研究人员进行的一系列研究已经证明，在聋
人的发展中这些能力如何改变。

报告聋儿的视觉注意缺陷的大多数研究，检测了
有人工耳蜗植入并学习英语的儿童的时间视觉注
意力。相比之下，VL2研究人员，Dye，Hauser和
Bavelier，着眼于母语为手语的聋人，在发展的
不同阶段，时间和空间视觉注意力的变化。

时间视觉注意力的测试，对评估一个人监测环境
并且甚至在注意力用于别的事情后保持警觉的能
力，是重要的。这些任务测量日常技能的重要能
力，像开车或航行在繁忙的场景中。在发育的早
期，当络绎不绝的物体出现时，母语是手语的儿
童（直到10岁）比同龄的听力正常儿童，较不能
监测和识别具体的预定目标。5然而，这个耳聋-
听见的不同在成年期（18-40岁）没有观察到。
在另一个时间视觉注意力的测试中，参加者被要
求确定非常快地接连出现的两个物体中的第二个
（一个及时恢复注意力的测试）；在这个测试
中，在耳聋和听力正常的个体之间，在任何年龄
组没有组的差异。这些研究强调视觉注意力的改
变的特异性：困难局限于早期儿童时代，并且只
在识别预先指定的快速视觉信息流中的目标时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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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到。

空间视觉注意力的研究讲了一个不同的故事。增
强的空间视觉注意力，或对视野外围注意力的再
分配，出现得相当缓慢。当被要求集中注意力在
屏幕的中心，并且尽快对靠近中心或外围的目标
反应时，小学适龄聋童（7-10岁）仍然和他们的
听力正常同学表现一样。11 再分配在大约11-13
岁被观察到并且在14-17岁左右变为显著。11在那
个年龄，聋人选择性地增强了发现外围的静态或
动态刺激物的能力。12,13因此，他们也更受外围
干扰物的影响。14，15然而更分心典型地反映了注
意缺陷，在聋人士的例子中，它产生于把更多的
资源处理分配给外围。

聋人士不一定更分心但更易被周边事件所干扰；
听力正常人士更易被中心事件所干扰。14 聋人士
的增强的周边注意力的结果，甚至可能是一种直
觉。为了适应环境，对外围视觉注意力的再分配
可以弥补缺乏外围听觉的提示，如当汽车接近或
有人打开门时，听力正常的人所体验的。16

当把母语为手语的聋人作为目标人群时，始终重
要的是，能够分离耳聋和手语使用的潜在的单独
影响。通过比较耳聋和听力正常的母语为手语的
使用者，已证实在母语为手语的聋人中看到的外
围注意力的好处是由于耳聋，而不是由于手语的
使用；母语为手语的听力正常人，没有显示出对
外围有更强的视觉注意的相同结果，但不用手语
的聋人有显示出。11，14，17，18

在视觉注意力上可能的早期缺陷的原因难以确
定。可能的解释包括对一个自然语言的很差的早
期接触，这种情况产生了复杂的认知影响，但是
确定这个解释，将需要比较母语为手语的儿童和
语言延迟的聋儿童。也许一个更可能的解释是初
期视觉系统的重组。在此期间，中心视野的注意
力被周边注意力牺牲掉了，之后的发展导致了中
心视野资源的改善 –到典型的工作水平 - 而同
时保持外围的优势。VL2所支持的，正在进行的
研究，在测试后者的假设，在6-13岁的耳聋手语
儿童和他们的听力正常同龄人中，详细观察跨越
时间和空间的视觉选择性注意力。

跨模式可塑性和大脑：耳聋和手语如何改

变脑组织

Cross-modal Plasticity and the Brain: 
How Deafness and Sign Language 
Change Brain Organization

跨模式可塑性是指由于感官剥夺产生的神经重
组。因耳聋导致的重组可以发生在大脑的“剥
夺”的部分（如听觉区域）或没被剥夺的部分
（例如视觉区域）。因为增强的外围视觉注意力
在聋人中被观察到，研究人员调查了这些差异是
如何在大脑中被意识到。神经学的数据，事实
上，映照了行为证据，即聋人和听力正常的人对
于外围的视觉注意任务有所不同，但只是对关注
的刺激物。例如，当被告知注意在外围的活动
时，聋人显示出更好的神经反应和大脑中运动处
理区域的更多调动，18而耳聋和听力正常的人对
于不关注的移动物体有相同的神经反应。20

关于大脑如何重组，有几个理论可以解释行为数
据。第一种理论是，早期的视觉区域可能确实有
改变，大脑的那部分区域处理从眼睛收到的感知
视觉信息（因此不一定被注意力所影响）。然
而，文献不支持这个观念，21因为耳聋和听力正
常的人在这些区域的大小或活动水平上没有显示
区别。在耳聋和听力正常人之间没有单纯的感觉
行为差异的事实，与这些结果一致。

第二种理论是，把以不同方式得到的信息融合在
一起的大脑区域，可能从视觉得到更大的输入。
这个理论从数据上得到一些支持，数据显示了在
聋人的这个‘多方式’区域的改变，18但需要更
多的研究加强这种观点。

第三种理论是，失去听觉的大脑区域进行重组，
以更好地处理视觉信息。据报道，在聋人进行视

觉，触觉和手语活动时，听觉大脑区域被更好地

激活了。22，23移动的视觉刺激物激活了聋人的右

半球‘听觉处理区’23，这一区域是专门处理听

力正常人士的听觉活动的。24 这个想法是，相同
的大脑区域，通常参与一种方式的独特功能（例

如，通过听觉方式处理环境的活动），可以用于

相同的功能，但以不同的方式（例如活动，但这

次是以视觉方式）。这种转变发生于感觉剥夺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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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被有关动物的文献支持的假设。25

家长和教育工作者的相关性

Relevance to Parents and Educators

对于那些每天都与聋人士互动的人，这里有几个
可以带回家的信息。

理想的学习环境
目前的研究建议，聋儿童在注
意力分配上不同，并且是缓慢
发展的。出于这个原因，对某
个年级好的课堂环境，可能对
另一个年级不合适。在一个耳
聋孩子的任何发展阶段，当对
环境或任务的要求（例如，看
着教师或翻译）与默认的注意
力分配相冲突时，问题可能会
出现。例如，在发展的后期
（开始于11岁左右），当干扰
的时间和地点是未知时，更多的注意力分配给了
周边。对这一年龄组，把学生放在不大可能受干
扰，但不协调的地方，其实可能会适得其反，因
为他们会不断使用注意力资源监测外围。一个对
这些学生有益的学习环境，将是一个可预测和协
调的环境。此外，班小和让学生坐成一个半圆也
可能是有好处的。16

视觉注意力改变对阅读的影响
为何阅读英语对聋童是一种复杂的挑战，除了多

种原因外，聋人视觉注意力的改变

也可能影响他们怎么阅读。26对听力正常人的研
究告诉我们，阅读涉及使用我们的视野中央注视

文字。如果聋人自然地更注意外围的事物，这可

能在识别字母和单词时导致混淆，延长注视，和

放慢阅读时间。这个额外的时间也可能导致加重

其他认知过程，像记忆，的负担，以便充分整合
一个复杂句中的所有信息。‘窗口阅

读’(‘windowed reading’)技术，其中字以较

小的块直观地呈现，已被建议作为一个好的技术

来限制外围的干扰信息。尽管需要更多的研究，

但牢记对耳聋读者的可能的更多挑战，是有用
的，挑战与视觉注意力的改变有关。

未解答的问题和未来的研究

Unanswered Questions and Future 
Research

• 考虑到什么是耳聋手语者正常的注意力发
展这样的新知识，对耳聋人群的心理评估
应该怎样进行和/或修改？

• 聋人的教师和教育管理者，在制定教学策
略和课程时，如何才能考虑聋
人的独特优势？

•因为这项研究简报专注于母语
为手语的耳聋人群，所以重要
的是要研究，在耳聋手语者中
观察到的重组，对于占聋人社
区95％的生于父母听力正常的
家庭的聋人，有多么普遍。典
型地，聋人中这个较大的百分
比，在婴幼儿成长时期没有接
触ASL的流利使用者。

把研究融入教育

Integration of Research in Education

VL2发表研究简报作为教育工作者和家长的资
源。我们的目标是告知教育社区研究的结果，总
结相关的奖学金，并且提出建议，供教育工作者
和家长用于应对教育耳聋和重听儿童时所面临的
多方挑战。

研究简报可以在vl2.gallaudet.edu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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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ssion
The Clerc Center, a federally funded national deaf 
education center, ensures that the diverse 
population of deaf and hard of hearing students 
(birth through age 21) in the nation are educated 
and empowered and have the l ingu is t ic 

competence to maximize their potential as 
productive and contributing members of society. 
This is accomplished through early access to and 
acquisition of language, excellence in teaching, 
family involvement, research, identification and 
implementation of best practices, collaboration, and 
information sharing among schools and programs 
across the n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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