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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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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讨儿童辅音错误的危险因素!促进语音发育$方法
!

整群抽样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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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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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智力正常儿童!评估

其语音水平!由家长填写自制调查问卷$结果
!

词首辅音构音错误者占
2%'2(

$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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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相关因素为自变量行单因素分析!发现

$

项危险因素!包括年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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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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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文化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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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是否参加语言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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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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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
b*

9

+.1

8+D

回归分析显示危险因素为低年龄"

Be"'""#

#%男性"

Be"'""$

#及不参加语言班"

Be"'"!#

#$结论
!

年龄是辅音构音错误的

重要影响因素!而性别%语言环境及口腔功能水平不影响语音发育$

关键词"构音困难&语音障碍&因素分析!统计学&回归分析&问卷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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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性构音障碍是儿童保健科患儿就诊的主要原因之一#

其病因不清'

#

(

#教师与家长的干预要求十分迫切)近年来#国

内儿保科*口腔科及康复科等已相继开展语音训练#但因干预

对象的选择标准不同*干预措施不一#导致干预效果不一)本

研究探讨正常儿童语音发育的影响因素#为临床干预的时机选

择*方案确定提供线索)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选择
%"",

年
$

#

,

月重庆市渝中区与江北区

%

所普通幼儿园中家长愿意接受问卷调查的
%&#

名儿童及

%"",

年
,

月至
%"#"

年
%

月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儿保

科体检的
0&

名儿童进行调查)被测儿童年龄为
%'4

#

4'4

岁#

所有儿童均通过入学检查#无听力障碍*耳鼻咽喉疾病*神经系

统疾病和运动障碍#在幼儿园园行为表现均正常#并由测试者

检查确认无口腔*舌及舌系带结构异常)

>'?

!

语音评估及分组
!

辅音评估工具采用略作修改的上海儿

童医学中心的辅音测试表'

%

(

)此表包括
%#

个辅音#均位于常

见名词词首)测试者出示一套特定图片#被测儿童用普通话说

出图中物体名#不会普通话者用方言代之#记录自发语音)鉴

于重庆地区方言中无'

8.

(*'

8.

C

(*'

.

(*'

/

('拼音
RC

*

DC

*

.C

*

/

的

国际音标#字体$

@*/8e;>D+):.:/._/+D*)7

%(音#发音错误者需

复述检查者以慢速给出的正确的普通话发音$

&

%

次%)按辅

音发音准确性将被测儿童分为构音错误较重组及构音较好组#

前者错
!

个及以上辅音#后者错
&

个及以下辅音)有元音错误

者需标出)

>'@

!

问卷调查
!

由被测儿童的主要带养人填写自制语音发育

相关情况问卷表#此问卷内容包括儿童一般情况$性别*年龄*

语言及言语水平*进食习惯*口腔功能*运动*交往与自理能力*

是否参加语言班*疾病史%和家庭背景$家庭成员组成*带养人

及父母受教育程度及职业*经济收入*带养态度*语言环境*家

族言语相关疾病史*家长对常见儿童语言问题的认识%#共
%"

项测试因素)

>'A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GHGG#"'"

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以

/构音错误较重0为因变量#以
%"

项因素为自变量#先行单因素

分析#再对
B

%

"'"4

的因素行
b*

9

+.8+D

$进入法%回归分析)对

多项选择进行哑变量赋值#以末项分类为对照)采用
M*.A7B1

b7A7.C*Q

拟合优度检验)

?

!

结
!!

果

?'>

!

调查对象的人口学特征
!

有效调查
&"!

名#均为汉族)

年龄及性别组成见表
#

#男孩总数及其在各年龄组中所占的比

例均高于女孩)其主要带养人身份按所占百分比高低排列#分

&$##

重庆医学
%"#%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基金项目"重庆医科大学科研资助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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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为母亲$

!4'$(

%*父亲$

%$'&(

%*$外%祖父$

#4(

%*$外%祖母

$

##',(

%及其他人$

#'%(

%)母亲填表人占
4%'%(

#父亲占

&0'$(

#其他人占
#"'%(

)家庭人员组成按所占百分比高低

排列#分别为无保姆的
&

代之家$

4!'!(

%*核心家庭$

%,'0(

%*

单亲家庭$

!'!(

%*有保姆的
&

代家庭$

&'%(

%*无保姆的
!

代

家庭$

%'4(

%*有保姆的
!

代家庭$

"'$(

%及其他$

4'%(

%)父

母每月人均收入状况所占百分比从高到低分别为
&"""

#%

4"""

元$

&!'!(

%*

'

4"""

元$

%!'$(

%*

%"""

# %

&"""

$

%"(

%*

#"""

#%

%"""

$

#!(

%*

%

#"""

$

0(

%)家庭大多使用

单一语言$即重庆方言%$占
0%'4(

%#语言混杂
&

种及
&

种以

上$含方言%的家庭较少$占
&'#(

%)

?'?

!

构音错误检出情况
!

辅音错误者
%4$

名#占调查人数

2%'2(

$男
$"'2(

#女
&,'%(

%)家长认为/儿童发音不清楚#

以至于影响陌生人理解他的程度0是以/辅音错误达到
!

个0为

界$

!

%

e#"'2!!

#

Be"'""!

%#辅音错误严重者合计
#""

名#男

孩
0&

名#女孩
%0

名)/不良进食习惯0者占
44',(

#/较差口腔

功能0者占
0$',(

)

?'@

!

严重构音错误的影响因素分析
!

单因素分析有显著性差

异者包括年龄$

!

%

e&$',!!

#

Be"'"""

%*性别$

!

%

e,'24"

#

Be

"'""%

%*口腔功能评价$

!

%

e!'&2%

#

Be"'"&$

%*父亲文化程度

$

!

%

e#"'0,4

#

Be"'"%,

%*母亲文化程度$

!

%

e#&'2!4

#

Be

"'"#0

%*参加语言班$

!

%

e2'4%"

#

Be"'""!

%)对多分类变量

设置哑变量#见表
%

)最终进入
b*

9

+.8+D

$进入法%回归方程的

有
&

个因素#见表
&

#即年龄$

Be"'""#

#

R1e"'&04

%*性别

$

Be"'""$

#

R1e!'42,

%及不参加语言班$

Be"'"!#

#

R1e

&',!2

%#

b*

9

+.8+D

回归模型
M*.A7B1b7A7.C*Q

拟合优度检验

Be"'!0,

$

$

"'"4

%#拟合度良好)

表
#

!!

年龄及性别组成)

(

$

(

%*

年龄组$岁% 男孩 女孩 合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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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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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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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4

%

#%

$

&',

%

!#

$

#&'4

%

&'4

#

%%

$

0'%

%

%4

$

2'%

%

!0

$

#4'4

%

!'"

#

&,

$

#%'2

%

#4

$

!',

%

4!

$

#0'2

%

!'4

#

&#

$

#"'%

%

%,

$

,'4

%

$"

$

#,'0

%

4'"

#

%,

$

,'4

%

#$

$

4'&

%

!4

$

#!'2

%

4'4

#

#4

$

!',

%

#%

$

&',

%

%0

$

2',

%

合计
#2!

$

$"'4

%

#%"

$

&,'4

%

&"!

$

#""

%

表
%

!!

构音错误危险因素
b*

9

+.8+D

回归分析赋值

危险因素 赋值

年龄 数值变量

性别
#e

男#

%e

女

父亲文化程度
#e

文盲#

%e

小学#

&e

初中#

!e

高中"中专"技校#

4e

大学"大专#

$e

硕士及以上

母亲文化程度
#e

文盲#

%e

小学#

&e

初中#

!e

高中"中专"技校#

4e

大学"大专#

$e

硕士及以上

口腔功能水平
"e

好#

#e

差

语言班
"e

不参加#

#e

参加

表
&

!!

构音错误危险因素
b*

9

+.8+D

回归分析结果

相关因素$或赋值%

P G'U' E:;) B R1

年龄
c"',2% "'&"$ #"'%0" "'""# "'&04

性别$男"女%

#'4%! "'44! 0'40" "'""$ !'42,

父亲文化程度$

$

%

c c !'0$! "'&#% c

!

父亲文化程度$

%

"

$

%

#4'&%2 $4'0%! "'"4! "'2#$ !4&240"',!!

!

父亲文化程度$

&

"

$

%

,'4&% %4'2&2 "'#&$ "'0#% #&2""'$42

!

父亲文化程度$

!

"

$

%

2'"!2 %4'2%2 "'",0 "'044 &#%0',!4

!

父亲文化程度$

4

"

$

%

0'40& %4'2%! "'"2$ "'0$, #,!!'""0

母亲文化程度$

$

%

c c #'%%# "',!& c

!

母亲文化程度$

#

"

$

%

0',%" 0!'%!% "'"## "',#4 %04#'#2!

!

母亲文化程度$

%

"

$

%

c"'&"&#"0'2%" "'""" "',,2 "'0&2

!

母亲文化程度$

&

"

$

%

c#'%2# $4'0%, "'""" "',2! "'%02

!

母亲文化程度$

!

"

$

%

c#'"&& $4'0%4 "'""" "',20 "'&4$

!

母亲文化程度$

4

"

$

%

c"'&,, $4'0%% "'""" "',,4 "'$0#

口腔功能水平$好"差%

"',&# "'000 #'!&" "'%&# %'4&

不参加语言班
#'&0& "'$0& !'#4, "'"!# &',!2

!!

c

!表示无数据)

@

!

讨
!!

论

@'>

!

儿童发音错误与功能性构音障碍的界定
!

/功能性构音

障碍0#是相对于/器质性构音障碍0的概念#其具体定义并不统

一)李胜利'

&

(将其定义为/无任何运动障碍*听力障碍和形态

异常等的学前儿童#其部分发音不清晰0)严格而言#大多数儿

童在语音发育过程中的发音错误是功能性的*暂时性的#并不

能被称为/障碍0#故本文采用李胜利定义的内容#但不称/障

碍0#而称/错误0#且不讨论智力异常的儿童'

!

(

)本文所谓构音

/错误较重0则是指/辅音发音错误
!

个及以上0#此标准以统计

学为依据!本研究卡方检验发现#家长评价/儿童发音不清楚#

以至于影响陌生人的理解程度0是与语音评估结果/辅音错误

达到或超过
!

个0相一致的)由于词首辅音错误是最常见的临

床主诉#故本研究不讨论元音及非词首位置辅音的错误)

@'?

!

饮食习惯及口腔功能与语音发育的相关性
!

本研究结

果认为#正常儿童的口腔功能对语音发育无影响)儿童不良进

食习惯及口腔功能差的表现比较多#如!吃汤泡饭*吃饭不嚼*

包饭不咽*吞咽时有恶心现象等#在单因素分析中#它们是严重

发音错误的危险因素#但在最终的回归分析中被剔除)分析发

现#即使在发音较好组/不良进食习惯0者占
44',(

#/较差口

腔功能0者占
0$',(

#说明调查对象饮食普遍细软#而
%

#

$

岁

儿童口腔功能处于从不成熟向成熟过渡的阶段#这是该年龄段

儿童的共性#故与发音异常并无关系)同类研究结果意见不

一)国内有研究认为#口腔功能不良*饮食习惯细软与/构音障

碍0相关#口腔功能训练对语音矫正有效'

41#"

(

)而既往临床口

腔功能训练研究并非一致证明其对语音矫正的促进作

!$##

重庆医学
%"#%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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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P>/8*/

'

#!

(认为#发音与非语音的口腔运动是由不同

的神经支配的#对单纯性功能性构音障碍儿童进行口腔功能训

练缺乏理论依据)因此#本研究认为#对器质性构音障碍儿童

需行语音训练以干预其语音发育#但对正常儿童#不应常规行

口腔功能训练与改变饮食习惯#这与张风华等'

%

(的研究一致)

@'@

!

家庭背景及语言环境对语音发育的影响
!

本次调查设计

的家庭背景包括!带养人的身份$祖*父辈及其他%*性别*文化

程度*育儿方式及其与儿童的交流方式*家庭收入*父母文化程

度及工作性质*家庭语言复杂程度*语言障碍家族史及家庭内

使用的方言)结果显示#家庭语言环境不影响儿童的语音发

育#方言并非语音发育的负性影响因素#与国内的相关研究不

一致'

0

#

,

(

)

@'A

!

性别差异与语音发育的相关性
!

虽然统计结果显示男孩

比女孩更易出现严重语音错误#前者危险度是后者的
!'42,

倍#但需注意#在同年龄组中#不仅构音错误严重组以男孩居

多#而且构音较好组也以男孩居多#提示本研究抽样存在性别

偏倚)性别偏倚是本研究的不足#故不能证明语音发育存在性

别差异)

@'B

!

语言班对语音发育的影响
!

幼儿园设置语言班旨在提高

儿童的语音和语言水平#故本研究将其设为自变量#结果显示

语言班对语音发育的影响有统计学意义$

Be"'"!#

%#但因
B

值接近
"'"4

#应结合临床考虑此意义)一般地#儿童语言能力

强和弱均可作为家长安排儿童上语言班的理由#参加语言班的

儿童语音水平可能很好#也可能很差#二者无因果关系#故该统

计学结果并无临床意义)

@'C

!

年龄与语音发育的相关性
!

本研究不涉及儿童听觉辨别

能力评价*注意力等认知能力评价#结果显示年龄是儿童语音

发育的惟一影响因素#这反映了认知和构音的实质性关

系'

#41#0

(

#因此#李胜利的/功能性构音障碍0定义有待商榷#还

应界定年龄以利于临床确定干预年龄)日本听语协会的定义

即限定了年龄$

!

岁以上%

'

#2

(

#其合理性在于该年龄段儿童认知

水平较好#依从性强#更易获较好疗效#这有利于临床确定干预

年龄)过早矫正违背发育儿科学原则#拔苗助长则事倍功半且

浪费医疗资源#并产生不必要的家庭负担)因此语音矫正应遵

循语音发育的年龄特征#干预时机和干预目标务必与发育水平

相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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