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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與⼤腦的秘密
林函諭 報導  

你在看書和讀訊息的時候，⼤腦裡是否也會有個聲⾳同步將這些字念出來呢？⼀
位⼼理學家Ruvanee Vilhaue分析了2006年～2014年美國Yahoo上有關詢問網友
「閱讀時腦內會出現讀出文章內容的聲⾳嗎？」的貼文，發現其中有82％的⼈表
⽰聽得到腦內的閱讀聲。究竟為什麼閱讀的時候，眼睛看著文字，腦中也會發出
聲⾳呢？近期有個研究提出⼀個合理的解釋。

⼤腦閱讀網絡的組成
⼤腦分成許多不同的區塊，每個區塊有其各⾃掌管的功能，但是並沒有特定⼀個
區塊負責掌管閱讀。⾃從文字出現之後，⼈的⼤腦才開始進化，由不同區塊合作
來進⾏閱讀。根據Gregory J. Smith發表在《Frontiers in Psychology》期刊上
的研究提到，閱讀為⼀項多感官任務，需要專⾨的⼤腦區域協調與貢獻來創造
「閱讀網絡」。當孩童在學習如何閱讀時，⼤腦會改寫其原本的線路，將視覺與
聽覺區塊的線連在⼀起，讓它們可以⼀起協⼒共事。

研究實驗找了19名8⾄14歲的孩童，對他們進⾏⼀系列字詞閱讀和判斷等測驗，
約2年之後，在這群孩⼦年齡變為10⾄17歲時，再對他們進⾏相同的測試，收集
相關的fMRI數據，將他們腦內閱讀網絡連接時的特徵，及隨著時間變化所產⽣的
不同處，數字化的紀錄下來。fMRI中文為功能性磁振造影，是⼀項新興的神經影
像學⽅式，其原理是利⽤強⼤的磁場和特定的放射無線電波脈衝，測量⼈體內神
經元活動的時候，體內⾎液所發⽣的改變。簡單的來說，此次實驗應⽤這項技術
紀錄孩童進⾏字詞測驗時，⼤腦內的神經線路重新組裝時⾎液的變化，來更加確
立與佐證閱讀這項⾏為是⼤腦的特定區域所連結的交互作⽤。

此研究整合了以往⼤家認為分開的⼤腦區域，且根據實驗結果，證實⼤腦內幫助
視覺和聽覺互相傳遞訊息的神經線路，和閱讀技巧之間的關係。若這個幫助傳遞
訊息的神經有所「發育成⻑」的話，那相對，⼤腦的閱讀技能也能獲得改善與增
強；若幫助傳遞訊息的神經沒有「發育」良好的話，便很有可能造成閱讀障礙。
此研究共同作者、⼼理學助教 Chris McNorgan也在《Medical Xpress》報導裡
表⽰從發育⾓度來看的話，孩童開始在視覺和聲⾳處理區域有更多相互作⽤，這
些區域彼此互相加強，但如果沒有得到這些輸入（訓練），孩童閱讀就會有困
難。⽽這項實驗結果的指標經過完善整理，未來可以幫助孩童在發育過程中，預
測其閱讀的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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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其閱讀的能⼒。

閱讀的訓練　從⼩做起
閱讀為⼈類獲取知識非常重要的管道之⼀。閱讀必須由認識字開始，透過字組成
詞，再串成句⼦。⽽認識⼀個字除了認識其外型和意思解釋外，也要知道他的讀
⾳和唸法，這也是孩童剛開始認識⼀個字時，最先接觸到的部分。故要訓練閱
讀，看與聽皆是非常重要的元素，兩者缺⼀不可。

許多研究皆證明幼兒早期接觸閱讀對其語⾔技能有正⾯的影響，如美國兒科醫師
Dr. John S. Hutton醫⽣及其同事近年發表了⼀項新研究，研究團隊找了⼗幾名學
齡前幼童，讓他們聽⼀段故事，同時對其⼤腦進⾏功能性磁共振掃描，比對⼤腦
的區域活動。結果證實，家庭閱讀環境較豐富的孩童，他們⼤腦負責語義處理的
部分更加活躍。此研究中家庭閱讀環境指標包含了家中書籍數量、親⼦共讀頻
率，以及擁有書籍種類的豐富度。換句話說，家庭培養閱讀環境有助於孩童活化
⼤腦語義處理的區塊，⽽這⼀區塊能幫助孩童們從語⾔中濃縮出意義，有助於⽇
後⼝語發展及識字的能⼒。家⻑若能從⼩培養孩⼦親⼦共讀的習慣，由⽗⺟朗
讀、誦唸書裡的內容，帶著孩⼦⼀同閱讀，對其未來的學習可說是⼀⼤助⼒。

⽗⺟從⼩培養孩⼦閱讀習慣，可以訓練孩⼦的腦部活化。（照片來源／林
函諭攝）

閱讀障礙　及早發現與治療
上述實驗中提到，若是負責傳遞視覺區和聽覺區之間訊息的神經，沒有完善「發
育」的話，很有可能會導致閱讀障礙的發⽣。《雲嘉特教》期刊指出，閱讀障礙
通常是因為中樞神經系統功能的失常，導致閱讀能⼒有所缺損。⽽造成閱讀障礙
有很多不同的成因，包括視覺處理缺陷、語⾳缺陷等，其中絕⼤⼀部分是因為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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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很多不同的成因，包括視覺處理缺陷、語⾳缺陷等，其中絕⼤⼀部分是因為患
者對語⾳處理這塊能⼒的缺失。像是「我」這個字，注⾳發⾳為「ㄨㄛˇ」，對
於普通閱讀者來說，可以輕易地將這個字順利讀出。但是對於閱讀障礙者，很可
能就容易產⽣困難，反應會比⼀般⼈慢⼀些或是更容易出錯，導致閱讀上的障
礙。

曾有項研究針對患有閱讀障礙的學⽣及⼀般的學⽣，利⽤功能性磁振造影技術，
比較兩者閱讀時⼤腦活化的區域。發現患有閱讀障礙的學⽣，他們⼤腦中處理語
⾳相關區域的活躍程度，比⼀般學⽣的活躍程度來得低。但是在經過語⾳治療之
後，患閱讀障礙者腦中處理語⾳相關區域的活躍程度相對提⾼了。故若加強以語
⾳能⼒為基礎的治療訓練，可以促進語⾳相關的神經系統之發育，進⼀步達到加
強閱讀能⼒的效果。

及早發現孩童患有閱讀障礙並治療，可改善孩童未來情況。（照片來源／
林函諭攝）

患有閱讀障礙的學⽣，若是沒有及早發現到⾃⾝的狀況，在求學的路上，將會造
成不少的困擾，甚⾄可能會宛如教室裡的過客般，無法真正融入學校的教學。⽽
在《嬰兒＆⺟親》雜誌採訪中，致⼒於研究閱讀發展與障礙的王曉嵐助理教授也
表⽰，以專業的⾓度來說，也是希望能夠早期發現、早期治療，像國外已經有在
進⾏針對學齡前幼兒階段有閱讀障礙風險（risk）的篩選，雖然⽬前在國內還沒
有明定的法令規定必須進⾏篩選，但也⼀直有在從事宣導⼯作。但是篩選⽅法並
非百分之百，只能做個推測。若是未來能夠順利整合⼤腦視覺與聽覺區塊神經的
研究結果指標，想必將是預測孩童是否能正常閱讀，或是患有閱讀障礙者的⼀⼤
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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縮圖來源：林函諭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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