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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吃病的矫正是一门边缘的学科。说它边缘，是因为
还没有全面系统论述口吃病矫正的专著面世。 《口吃病的
矫正》填补了口吃病矫正领域的这一空白。

《口吃病的矫正》是作者三十多年研究和矫正口吃病
经验的结晶。作者从哲学的角度，全面地分析了口吃病产
生和形成的过程；全面地归纳了口吃病矫正的每一个阶段
应采用的步骤和方法。 《口吃病的矫正》具有观点鲜明、

论理充分、逻辑严谨、通俗易懂等特点。因此，易于学习
和把握，具有指导性和实用性。

目前，我国有一千多万口吃患者，每年还在以数万人
的速度增长。随着社会的压力加重和生活的节奏加快。口
吃病增长的速度还会呈上升的趋势。口吃病的矫正领域急
需要有指导作用的书籍， 《口吃病的矫正》正适应了社会
的这一需要。 《口吃病的矫正》是一本矫正口吃病的工具
书，是一本认识和预防口吃病的科普书。

矫正口吃病是一门科学。 《口吃病的矫正》的出版，

对口吃病矫正事业，是有一定的推动作用的。

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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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口吃病

１．口吃病的概念

口吃病是由心理因素产生的，由不良的语言习惯形成

的语言障碍症。

准确地把握住口吃病的概念，对矫正口吃病有着重大

的意义，能使口吃病矫正不走弯路，能准确地把握住矫正

口吃病的要领，提高矫正的概率。

概念中的两个方法都很重要：其一，口吃病是由心理

因素产生的，提示矫正口吃病时，要注重心理矫正，上好

心理课；其二，口吃病是由不良的语言习惯形成的，提示

矫正口吃病时，要注重说话方法的教学，改变不良的语言

习惯。

产生口吃病的心理因素和不良的语言习惯，是矛盾的

统一体，它们既对立又统一，相互影响转化。其相互的作

用，使口吃病不断地变化。心理因素是错误的说话方法的

根源，错误的说话方法又会加重口吃病的心理障碍。

如果简单地把口吃病说成是心因性疾病，其概念是不

准确的，因为概念的外延过大。生活中，由心理因素引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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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疾病多的是，如精神分裂症、癔症、失眠症、抑郁症

等。心理因素只是口吃病概念中的一部分。不能把口吃病

的概念和其他心因性疾病的概念相混淆。

心因性疾病只要进行心理矫正，而口吃病仅仅进行心

理治疗是不够的。正如有的口吃患者提问一样： “口吃病

是心因性疾病，我听了心理课，明白了口吃病人之所以口

吃的道理，口吃病为什么还没有好”其实，不良的语言习

惯也是口吃病概念中重要的内容。

不良的语言习惯是在长期口吃的恐惧中形成的。越恐

惧口吃，语言的方法就越错误。不良的语言习惯是违反语

言的规律的，有的口吃患者不紧张时也口吃，自言自语也

口吃。之所以这样，除了心理因素外，还有一点，就是已

经形成了结结巴巴的语言习惯。

口吃患者紧张时口吃，是心理障碍的反映，不紧张时

也口吃，则是不良语言习惯的表现。

口吃病的心理因素，实际上就是口吃病人说话时对口

吃的恐惧，这是一种语言上的心理障碍。即对很多人都有

的口吃现象，不能容忍，时时压抑，千方百计地排斥。口

吃病的心理障碍，简单地说，就是 “在意口吃，不允许

口吃！”

口吃患者说话前，总是会做好不口吃的思想准备，尤

其在会引起心理紧张的场所，不断地暗示自己：不要口

吃，不要口吃！其结果，越想不口吃就越口吃得利害。因

为口吃患者在这些场所曾经口吃过，甚至还 “卡过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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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口吃的条件反射！随着说话一次次地失败，心理障碍也

会越来越重，口吃病也随着心理障碍的加重而加重。

“在意口吃”的心态违反了语言规律，是一种不自然

的现象。人们走路没去想先迈哪一只脚，吃饭时没去想是

先吃菜还是先吃饭？睡觉也没去想右侧睡还是左侧睡？因

为这些都可以顺从自然，无须提前考虑。唯独口吃患者，

说话前总会考虑到口吃，不能顺其自然。这就是一种病态

心理，就会导致口吃病的产生和形成。

口吃可以分为常态口吃和病态口吃。常态口吃是人人

都有的没有心理障碍的口吃。常态口吃是语言中的自然规

律，受情感陡然变化的影响。如惊恐、愤怒、兴奋、忧伤

等。情感徒然变化会使人语无伦次，会产口吃现象。病态

口吃是有心理障碍的口吃，口吃病＝常态口吃＋心理障碍。

由于口吃患者说话心态的错误，必然会导致说话方法

的错误。口吃患者说话又急又快又重，使发音器官超出了

能够承受的能力。有的口吃患者还憋着气说话，说话时关

闭了气门。一个人跑步时，把双腿绑上，能跑得动吗？口

吃患者说话时，之所以感到胸闷、气短、吃力。是错误说

话方法的结果。这种错误的说话方法，会加重口吃病的心

理障碍，越口吃心理障碍会越重，形成口吃病的恶性循

环。长此以往，逐渐地形成了口吃病的不良的语言习惯。

口吃病的口吃，是由心理因素产生的语言障碍症。与

其他的语言障碍症是有区别的。如语阻： “这个、这个”

“是不是……”等，是因为语速过快，思维跟不上，而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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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拖延时间的习惯；口头禅：常挂在口头的一句话或一个

音，如 “嗯” “噢”等；重复：反复重复一个词或一个字

来带出后面的话语。这些语言的障碍症，都没有心理障

碍，只需要进行语言矫正。

２．口吃病的症状

口吃病的症状，有三种表现形式。分别是：语言症

状、心理症状和生理症状。

（１）语言上，说话语无伦次，结结巴巴，有时还有
“卡壳”的现象，费很大力气也难说出一个字

但有的口吃患者，平常很少口吃，周围的人不知道他

有口吃病，只是在紧张的场所才会口吃，有时也会口吃得
“卡”住。这是口吃病初始阶段在语言上的表现。随着口

吃不断地恶化，平时口吃的现象也会逐渐地多起来。

（２）心理上，对口吃十分敏感，有口吃的恐惧

口吃患者整天忧心忡忡，提心吊胆、害怕说话会口

吃。说话前，口吃患者有口吃的预感，总是想到怎样避开

难说的字，怎样不口吃等。预感越明显，口吃就会越严

重。口吃患者对口吃的恐惧心理，是通过多种形式表现出

来的。如：不敢正视老师，不敢接电话，怕问路，怕买车

票等。这种恐惧的表现，随着口吃病的加重而更加突出。

口吃患者心理恐惧的多样性，反映的是口吃病的严重性。

正常人在大会上说话也有恐惧感，但与口吃患者的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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惧是不一样的。正常人有时因紧张而口吃，口吃患者长期

因口吃而紧张。

（３）生理上，会产生连串的反映

如气短、胸闷、脸红、喉舌僵硬、血压升高、大脑缺

氧等。这些症状的表现，使大脑失去了对发音器官的指挥

能力。话在心中，嘴里难以表达。产生这种症状的根本原

因，是心理障碍引起的说话方法的错误。口吃患者 “急、

重、快”说话是违反语言规律的。有的口吃患者不知是吸

气说话，还是呼气说话。说话始终憋着气，有时会产生伴

随动作，如：嘴颤抖、眨眼、跺脚、挥手等。有时费很大

力气也很难把话说清楚。

口吃患者的语言症状、心理症状和生理症状，是一个

矛盾的几个方面。它们的变化，随着心理障碍的变化而变

化。心平气和时，语言症状和生理症状的表现不突出；紧

张时，几种症状表现十分突出。口吃病的语言症状和生理

症状是心理障碍的表现形式，心理障碍表现的多样性，反

映的是口吃病的严重性。几种症状，相互关联，相互作

用。它们随着口吃病的加重而加重，随着口吃病的消失而

消失。

口吃患者的发音器官是正常的。口吃患者自言自语时

不口吃，唱歌时不口吃，心平气和时也很少口吃。这就证

明了口吃患者的发音器官没有生理缺陷。很多口吃患者，

儿时不口吃，口吃病矫正后能成为能说会道的人，这也证

明了口吃患者的发音器是正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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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别口吃患者，同时有吐字不清的症状。如把 “四”

说成 “是”，把 “红”念成 “黄”等。这种患者，发音器

官也是正常的。少数几个音发不准确，是发音器官和语感

神经配合失调的原因。吐字不清和口吃病是两个不同概念

的语言障碍症。吐字不清没有心理障碍，紧张不紧张都会

吐字不清。口吃病有心理障碍，越想不口吃时就越口吃得

利害。一个口吃患者同时也会有吐字不清的语言障碍症，

要先进行口吃病的矫正，再进行吐字不清的矫正。

口吃病没有遗传，因为语言是后天产生的。口吃病没

有遗传的基因。正常人的小孩让口吃患者带领，很可能成

为口吃病人。口吃病人的小孩让正常人带领，患口吃病的

概率非常低。有的口吃患者，其长辈有口吃患者，就产生

了口吃病会遗传的假象。其口吃病的产生。其实是不良语

言习惯潜移默化的结果。

３．口吃病的类型

口吃的类型，是口吃病的心理障碍在语言上的表现形

式。形成不同类型的原因，是口吃患者的患病史不一样、

诱发口吃病的外因条件不一样、口吃病的条件反射不一样

等，加之心理因素的差别，文化素养的差别等。不管是哪

一种类型，其反映的是口吃病的心理障碍。

口吃病的类型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并不是口吃病产生

时，就固定了的。口吃病的类型随着口吃病程度的变化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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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口吃病的类型，都有从单一类型到复杂类型的转变

过程。透过现象看本质，口吃病类型的复杂性或多重性，

反映的是口吃病的严重性。

（１）首发型。每句话的首字难发，往往费很大力才能

说出

说话前，有口吃的恐惧。没有说话就急起来，而越急

越害怕越说不出来。有的患者第一个字说出来后，其他的

话语结巴就少些。这是口吃病的前期症状，产生这种现象

的原因，是口吃病心理障碍下的反映，首字长期发音过重

而形成的。首发型的类型，还表现在整个句子上，开始几

句话结结巴巴，后面的话，口吃就会少些。

（２）难发型。对有的字特别敏感，有口吃的条件反

射，遇到难发的就会卡住

如：“到”“大”等。难发型的字可能在句首，也可能

在句中。口吃患者的难发音是不相同的，其差别在于口吃

的暗示不一样，某一个字曾经口吃过，或多次口吃过，再

说它时就会有一种口吃的暗示。这种暗示是口吃病心理障

碍的表现，随着某一个字多次难发地口吃，就会逐渐地成

为固定的难发音。随着难发音的增多，口吃病也会随之

加重。

（３）中阻型。一句话说到中间，就没有气了

往往感到心闷、气短。有的严重的中阻型的口吃患

者，还有头晕的现象。中阻的次数越多，中阻的时间就越

长，随之出现的是 “卡壳”的现象。中阻型在语言上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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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形式，主要是呼吸紊乱，口吃患者吸不好气，也把握不

住气。有的甚至不知道是吸气发音还是呼气发音。

（４）伴动型。说话时有肢体的动作伴随

如：嘴唇颤抖、闭眼、跳脚、摇头、甩手等。个别严

重的伴动型患者，说话时全身都要抖动。伴动型属于严重

的口吃病类型，而由其他的类型转变形成的。始发时，用

力才能将话说出来，相伴随的是肢体动作。随着力气不断

的加重，伴随动作也越来越明显、多样。伴动型是长期用

力气说话而逐渐演变而成的。

（５）拖音型。话中有的字拉得很长

有时重复拖长某一词或某一字。拖音型没有固定的拖

音字或词。拖音时，往往感到胸闷、气短。音拖得越长，

次数越多，气就越不够用。其反映的是口吃病开始在向严

重转化。拖音型的口吃患者，是长期呼吸紊乱、呼吸不协

调所致。

（６）综合型。兼有上述两种以上类型的症状

这是口吃病严重的类型。

４．口吃病的危害

口吃病严重地影响工作、学习和生活，这些都是事

实。有的口吃患者因没有正确的矫正而终身地口吃，其人

生是灰暗的。是可怕的。社会充满了竞争和挑战，口吃患

者是无法应对这种竞争和挑战的。语言也是生产力。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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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机遇，改变命运、成就未来。口吃患者因不能流畅地

交流，事业将不会有成就。不管患者的文化程度有多高，

口吃病将沉重地压抑着才华的展示。在这里，要讲的是口

吃病的两种很容易被人疏忽的危害。

口吃病影响身心健康，这不是危言耸听。有点医学知

识的人都会知道，长期心跳加快、心压升高、大脑缺氧、

心情紧张是会影响身心健康的。医学研究证明：呼吸气流

的长短与人的寿命成正比例；所有动物的心跳只要达到八

亿次就会死亡；呼吸急促心跳加快也会影响身体健康。

可以说口吃患者是 “英雄气短”。长期把握不住气，

用不好气，无气说话，憋气说话。更为严重的是会使身心

受到伤害：长期在忧心忡忡中生活。早晨起床就开始担心

会说结巴话，带着恐惧口吃的心态不断地折磨着自己。说

结巴话时生理会引起一连串的反映，使心理压抑进一步加

重。我们常说祝你有一个好心情，但口吃患者哪一天有好

心情呢？每一天，都在加快心跳的说话；每一天，都有说

话的自卑；每一天，都在受着他人的讥笑；每一天，人格

尊严都受到了伤害。有的口吃患者，还会经常地做口吃的

梦。可以说，口吃病日夜都在折磨着口吃病人。

因口吃病走向不归路的口吃患者绝不是个例。有位新

疆的患者，大学毕业后因为口吃病找不到工作，因口吃病

女朋友要和他分手。他说： “这次我矫正不好口吃病就去

跳楼。”口吃病给口吃患者带来的痛苦，正常人是难以理

解的。当电视或者电影上有演员演口吃，口吃患者心灵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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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流泪！认为演员们在取笑自己，有难以言表的自卑感。

通过调查，在现实生活中，很少有口吃患者能够健康

长寿的。长年的口吃病痛苦的折磨，使口吃患者们英年早

逝了。

口吃病人同时也是口吃病的病原体、口吃病人直接危

害着他们身边的人。如果家庭有口吃病人，家中小孩患上

口吃病的概率是很大的。只要父母有一个是口吃患者，他

们的小孩很有可能感染上口吃病。有一个家庭，三代都有

口吃病人，如果口吃病没有矫正，很可能四代、五代都有

口吃病人产生。

很多口吃病人的口吃病，是在潜移默化中逐渐地形成

的。潜移默化无意中被感染是口吃病形成的外因条件之

一。同学、同事和邻里中有口吃病人的，他们身边的人有

很大的患上口吃病的风险。任何口吃病人，都有可能将口

吃病感染给他人。

５．口吃病轻重的区分

口吃病轻重的区分，对于口吃病的矫正有着重要的意

义。它能使我们在口吃病的矫正中，准确地把握住矫正的

要点。在口吃病这个矛盾中，心理障碍是矛盾的主要方

面；不良的语言习惯是矛盾的次要方面。心理障碍不断地

变化，导致了语言方法不断地变化。因此，口吃病轻重的

划分，以导致产生口吃病的心理障碍的轻重为标准。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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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碍重的为重症口吃患者。口吃病的重症类型有伴动型、

难发型和综合型三种；心理障碍轻的为轻口吃患者，这种

口吃病的类型上有首发型和中阻型两种。

以口吃现象的多少来衡量口吃病的轻重是不准确的。

有的口吃患者，一天之内只有几次要口吃，但他整天忧心

忡忡，心里的压力很重，一紧张就会 “卡壳”，说不出话

来。这类口吃患者不能说他是轻症口吃患者，尽管他们周

围的人不知道他们患有口吃病，但是，他们口吃病的心理

障碍严重地存在着。

口吃病的矛盾和其他的事物一样，既有它的普遍性，

也有它的特殊性。口吃现象的多少，是口吃病心理障碍形

式的表现，口吃多少表现的都是口吃病的实质。心理障碍

的轻重是判断口吃病轻重的唯一标准。心理障碍重口吃病

就重，心理障碍轻口吃病就轻。因为心理障碍是口吃病产

生和形成的根本原因。

重症的口吃患者，往往存在着口吃病的抑郁症。口吃

病的抑郁症是口吃患者长期得不到矫正的必然结果。这类

口吃病人，由于讲话长期的失败，对自己语言的康复已失

去了信心。他们总是不相信自己能不口吃地说话，不相信

自己口吃病能够矫正。有一位患者质疑自己： “矫正的效

果是９６％以上，我是９６％以上中的一个怎么办？再矫正又

矫正不了怎么办？矫正好了哪一次又说不出来怎么办？”

很显然，这类口吃病人有抑郁症的症状，喜欢钻牛角尖。

口吃病的轻重是变化的。口吃病不是向好的方面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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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向坏的方面变化。静止不变化的口吃病是没有的。口

吃患者常常说自己的口吃病时好时坏。口吃病的变化也是

旋锣式的，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口吃病不管怎么变

化，有一点必须要把握住：口吃现象的多少并不能完全反

映心理障碍的轻重，但是，心理障碍轻重的变化，必然会

引起口吃现象多少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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