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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歲及六歲典型發 5 展兒童自發性敘事語言產出

之語句長度、語法複雜度及動詞詞頻之取捨現象 

黃佳敏、林珊如 

中山醫學大學語言治療與聽力學系 

摘要  

本研究目的為探討兒童在處理超過自身能力範圍的語句時，反應在動詞使用上的取捨現象

(trade off)。研究方法為分析故事重述語料中，當單一語句長度與語法複雜度超過整體平均語句長

度與語法複雜度時，兒童是否較容易使用高頻動詞。研究者收集十四位四歲以及十三位六歲典型

發展兒童的故事重述語料，並計算單一語句長度與語法複雜度、整體語料平均語句長度與平均語

法複雜度、以及使用的動詞詞頻。語句長度計算方法為以字為單位；語法複雜度則以語句中動詞

數量作為判別依據，該語句動詞越多則語法複雜度越高；動詞詞頻取自中研院漢語平衡語料庫。

分析方法為將所得之語句長度、語法複雜度做分組，比較不同組別在動詞使用的詞頻表現。研究

者預測當單一語句長度或語法複雜度超越整體語句平均表現時，該語句較容易出現高頻動詞，且

單一語句超越整體語句平均能力越多，該語句動詞詞頻越高。此外，相較於六歲兒童，四歲兒童

的語言表現較容易出現此取捨現象。研究統計結果顯示，句長對於動詞使用的詞頻表現沒有影

響，在不同年齡組的表現相同。另外，當語法複雜度愈低時，動詞使用的詞頻愈高，達顯著相

關，在不同年齡組表現相同。本研究之結論為:典型發展四歲與六歲兒童之動詞使用較容易受語法

複雜度影響，而非語句長度。臨床意義則是建議語言治療師在評估與介入兒童語言表達時，應注

意兒童動詞使用與語法複雜度的關聯，當兒童較不常使用低頻動詞時，可納入其他較容易誘發複

雜句之文體（例如敘事或說明），以增加表達複雜概念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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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文獻回顧  

關 於取捨現象，最重要的前提是處理負載量有限（ capacity），先前文獻提到，



在 使用語言表達時，人類的處理負載量（ capacity）是有限的，所以當語言處理的

某 個面向難度增加時，會導致我們倚賴較熟悉或較完備的結構，以保持溝通順暢

(B oc k ,1982;  Ma ster son &  K a mhi, 1992 )。  

而 各個語言要素之間會競爭有限的處理負載資源，而要素表現的消長即為取捨

現 象 (trade  off)，我們能從先前的研究看到這樣的表現，像是句長愈長，愈容易出現

語 言錯誤 (Scott &  Windsor, 2000 )，以及論元複雜度愈高的句子，語言錯誤也較多

(Gre la  &  Le onard, 2000;  Gre la , 2003;  P izzioli &  Sc he ls t raete , 2008 )，還有在不同難

度 的文體，語言錯誤出現的頻率也不同，例如 :敘事與說明文體比對話出現更多語

言 錯誤 (Thordardottir, 2008 )。  

上 述的取捨現象在語言能力尚處萌發階段的典型語言發展兒童身上表現會是如

何 呢 ?有研究顯示，相較於流暢語句，中斷語句句長較長且複雜度較高，以及兒童

的 語句中斷現象常出現在難度較高的句子 (Rispoli &  H a dle y, 2001 )。相較於典型語

言 發展的兒童，語言處理負載量更受限的特定型語言障礙兒童 (Specif ic  la nguage 

impa irme nt , SLI )又會有怎樣的取捨現象表現呢 ?有研究指出，為了維持語法結構的

正 確性，特定型語言障礙兒童常會犧牲動詞語意精確度，而最常出現的錯誤為過度

使 用 GAP 動詞（General for  a ll purpose  ve rbs） (Ric e  &  B ode, 1993)。而取捨現象對

於 動詞使用精確度的影響及在不同年齡的表現就是我們好奇之處。  

 

2. 研究問題  

本 研究欲探討 (一 )年齡差異及 (二 )單一語句長度及複雜度與平均語句的差異是否

影 響動詞使用。我們預測研究結果如下 :第一，年齡愈大，處理負載量愈大，取捨

現 象表現愈不明顯。第二，當單一語句長度或單一語句複雜度超過平均語句長度或

複 雜度，會出現取捨現象，使用精確度較低的高頻動詞。  

 

3. 研究方法  

3. 1.  研 究對象  

研 究對象分為四歲及六歲兒童，經修訂畢保得圖畫詞彙理解測驗（陸莉&劉



鴻 香， 1994）及托尼非語文智力測驗 (吳武典，蔡崇建，胡心慈，王振德，

林 幸台 &郭靜姿，1996)確認為典型語言發展兒童，年齡資料及語言測驗分

數 表現如表一。  

表 一  研 究對象語言測驗表現  

 四 歲組  六 歲組  

人 數  14 13 

年 齡  4 ;7 (4;3 -4;11)  6;4(6;0 –  6 ;10)  

修訂畢保得圖畫詞彙

理 解測驗  

109. 27(99 –  120)  117. 39(95 –  142)  

托尼非語文智力測驗  113. 43(100 –  137)  109(97 –  135)  

 

3. 2.  研 究材料  

使 用故事重述的方式蒐集語料，故事材料為 Mille r  2009 年的兩本繪本故事

書 :f rog w here  a re  you?和 a boy, a  dog, a  f rog a nd a  f r ie nd，讓每個受試者聽

完 相同的故事錄音後，立即收集故事重述語料  

3. 3.  編 碼  

將 句子的詞數、動詞數、動詞詞頻標出，動詞詞頻來源為中研院平衡與料

庫 ，編碼形式舉例如表二。  

表 二  語 料編碼範例  

例 句  詞 數  動 詞數  動 詞 1 動 詞 1

詞 頻  

動 詞 2 動 詞 2

詞 頻  

平 均動

詞 詞頻  

他釣到一

隻 魚  

6  2  釣  20 到  10850 5435 

青蛙先走  3  1  走  1978   1978 

 

3. 4.  單 一語句及平均語句差異計算及分類  

3. 4.1.  語 句長度  

將 單一語句長與自身平均語句長度做比較，設定較平均語句長度多兩個



字以上 (不含兩個字 )為較長句，較平均語句長度少兩個字以上 (不含兩個

字 )為較短句，與平均語句長度差異在兩個字以內則界定為中等句。  

3. 4.2.  語 法複雜度  

將 單一句子複雜度 (動詞數 )與自身平均語句複雜度 (動詞數 )做比較，設

定 較平均語句複雜度 (動詞數 )多 0.5 個動詞以上的  (不 含 0.5)句子為較

複 雜句，較平均語句複雜度 (動詞數 )少 0.5 個動詞以上的  (不 含 0.5)句

子 為較簡單句，與平均語句複雜度 (動詞數 )差異在 0.5 個動詞以內的則

界 定為中等句。  

 

4. 結 果  

 

年 齡 :   F ( 1 , 25 ) = 0 , 0 41 ,  p = . 8 4 1  

語 句 長 度 :  F ( 2 , 5 0 ) =  1 . 0 77 , p  = . 3 4 8      

年 齡  *  語 句 長 度 :  F ( 2, 5 0) = . 0 8 8,  p = . 9 1 6  

由 統計分析圖表 1 可以看到，語句長度對動詞詞頻使用表現沒有影響，兩者統

計 數據未達顯著相關；在年齡的部分，在四歲組及六歲組表現相似，不同年齡

組 表現之統計數據未達顯著差異。  



 

年 齡 :   F ( 1 , 25 ) = 0 , 1 58 ,  p = . 6 9 4  

語 法 複 雜 度 :  F ( 2 , 5 0 ) =  1 6 . 12 3,  p  < . 0 00 1       

年 齡  *  語 句 長 度 :  F ( 2, 5 0) = . 6 8 7,  p = . 5 0 8  

， 而由統計分析圖表 2 可以看到，語句複雜度對動詞詞頻使用表現有影響，兩

者 統計數據達顯著相關，當語句複雜度愈低，句中使用的動詞詞頻較高；在年齡的

部 分，在四歲組及六歲組表現相似，不同年齡組表現之統計數據未達顯著差異。  

5. 結 論  

5. 1.  典 型發展四歲與六歲兒童之動詞使用較容易受語法複雜度影響，而非語句

長 度。而語法複雜度的影響表現與原先預期不符，解釋可能原因如下 : 

5. 1.1.  簡 單句可能因傳達之概念較簡易，故不需使用語意精確度較高之動詞。  

當 要表達的概念不複雜時，僅需使用簡單句及語意精確度低的動詞

就 能夠完整傳達想法，所以即便簡單句占用的語言處理資源少，理論上

較 有餘力使用語意精確度較高的動詞，但因僅使用語意精確度低的動詞

就 能夠完整表達，沒有使用語意精確度高動詞的必要，所以沒有看到預

期 中的取捨現象。  

5. 1.2.  取 捨現象亦可能反應在語言錯誤。  

從 文獻回顧能夠確定語言處理資源有限，且取捨現象確實存在，但

在 我們的研究結果卻看不到原本預期的取捨表現，即當語句長度愈長或

語 句複雜度愈高時，因佔據較多語言處理資源，取捨現象會表現在動詞



精 確度降低，解釋此研究結果與原先預期不同的可能原因是取捨現象出

現 在其他的語言面向，而那些語言面向並非我們所要探討的目標，故沒

有 觀察到取捨現象的表現。  

5. 1.3.  使 用不同統計分析方法可能表現不同結果  

未 來能進一步使用線性回歸統計分析，希望藉由更能凸顯語句間表

現 差異的統計方式，看到不一樣的研究結果  

5. 2.  臨 床意義  

建 議語言治療師在評估與介入兒童語言表達時，應注意兒童動詞使

用 與語法複雜度的關聯。當臨床上評估或介入兒童語言表達時，若觀察

到 兒童大多僅使用簡單句或語意精確度低之動詞做表達，需注意是個案

語 言能力差所以無法使用精確度高的動詞，還是指定表達的內容較簡

單 ，只需使用簡單句或語意精確度低的動詞就足以完整表達語意。  

此 外，若觀察到兒童較不常使用低頻動詞，可納入其他較容易誘發

複 雜句之文體（例如敘事或說明），以增加表達複雜概念的機會，或許

當 需要表達複雜概念的情境增多，在這些情境下，須使用語意精確度較

高 的動詞才能夠完備表達概念時，就能提高兒童低頻動詞的機率，故臨

床 上能提供難度較高文體（例如敘事或說明）作為介入材料，讓個案有

更 多練習使用低頻動詞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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