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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选取华东师范大学儿童语言研究中心zhou2语料库中的400名3-5岁学前儿童作为研究对象，运用国际叙事语言评估

工具——MAIN（Multilingual Assessment Instrument for Narratives）中《鸟》的故事作为研究材料进行数据收集，并使用MAIN从

故事结构、结构复杂性、内部状态术语、故事理解四个方面，重点考察3-5岁学前儿童讲述故事的叙事能力，以及各要素的

叙事水平是否存在年龄差异。结果表明：儿童叙事能力随年龄增长呈不均衡发展态势，且4-5岁为儿童叙事能力发展的转

折期；儿童对故事各要素讲述能力的发展具有显著年龄差异；儿童故事理解能力各要素均处于较低发展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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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 total of 400 preschool children aged 3-5 years from the zhou2 corpus of Children Language Research Center of East Chi⁃
na Normal University were selected as the research objects. The children’s narrative corpus selected by the research was collected
from the story of Birds in MAIN（Multilingual Assessment Instrument for Narratives），an international narrative language assessment
tool. In addition，MAIN was used to investigate the narrative ability of 3-5 years old preschool children to tell stories from four aspects:
story structure，structure complexity，internal state terms，and story understanding，as well as the age differences in the narrative level
of each element. The results show that children’s narrative ability develops unevenly with age. The age of 4-5 is the turning period of
children’s narrative ability development. There are significant age differences in the development speed of each element of children’s
storytelling ability. All the elements of children’s story comprehension ability are at a low level of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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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提出

叙事能力作为儿童早期读写能力的重要组

成部分［1］，对儿童进入小学乃至长期的语言发展

与阅读成就至关重要。20世纪80年代开始，国内

外陆续掀起了对儿童看图叙事研究的热潮，我国

颁发的《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这一纲领性文件

就明确强调了学前儿童叙事能力发展的主要目

标。已有研究发现，儿童口头叙事能力不仅可以

预测儿童在小学阶段的口头叙事能力［2］，还能预

测儿童一年级的书面叙事能力［3-4］。此外，Culter

和 Graham（2008）研究还发现，96%的小学教师使

用叙事来教学生写作技巧［5］。由此看出，叙事能

力是儿童口头语言向书面语言过渡的桥梁［6］。

研究表明，叙事能力主要指讲述和复述故事

的能力，但有研究发现儿童讲述故事和复述故事

的能力是有显著差异的，且儿童在讲述故事中表

现最佳［7］。究其所在，自然情境下儿童对未熟悉

故事的讲述更能检验儿童的初级叙事水平。而

关于叙事能力的评估，研究者多从宏观结构和微

观水平两个层面分析，宏观结构被定义为叙事的

全局特征，更加注重故事内容叙述的逻辑关系。

Stein和Glenn（1982）强调了叙事中儿童对宏观结

构叙述的重要性［8］。基于此，探讨儿童的叙事能

力［9］。已有相关研究表明，儿童从3岁起其叙事

能力就逐渐开始发展，主要体现在儿童叙事的要

素日趋完整，4-5岁的儿童可以尝试用连贯的叙

事结构进行叙事［10］，并且4-5岁是儿童叙事能力

发展的关键阶段［11-13］。由此可见，3-5岁是儿童叙

事能力萌发和发展的重要阶段。此外，学者通过

干预早期叙事能力较弱的儿童，结果发现儿童的

口语能力有显著的提升［14］。因而，这呼吁教育实

践者要关照儿童早期的口头叙事能力发展。

综上，鉴于儿童的叙事能力对今后成长的重

要价值，以及讲述故事的方式下更能真实有效考

察儿童的叙事能力。因此，本研究选取华东师范

大学儿童语言研究中心zhou2语料库中的400份

3-5岁儿童讲述故事的叙事语料，运用叙事语言

评估工具（Multilingual Assessment Instrument for

Narratives，简称“MAIN”）对儿童讲述故事中宏观

结构的叙述进行评分，聚焦研究儿童讲述故事的

叙事能力，以及各要素的叙事水平是否存在年龄

差异。

二、研究设计

（一）研究对象

从华东师范大学儿童语言研究中心zhou2语

料库中随机选取400名3-5岁儿童，平均月龄为

55个月（SD=7.04月；范围42-72月）。其中3岁儿

童71名（男童34名，女童37名）、4岁儿童197名

（男童93名，女童104名）、5岁儿童132名（男童

66名，女童66名）。具体情况如表1：
表1 研究对象基本情况表

年龄分组

3岁（男）

4岁（男）

5岁（男）

人数/男

71/34

197/93

132/66

月龄平均值±标准差（M±SD）

男

44.88±1.36

53.23±3.54

63.14±2.20

女

45.03±1.44

53±3.34

63.30±1.97

（二）研究工具

1.儿童语言资料转换系统

研究使用儿童语言资料转换系统（Child Lan-

guage Data Exchange System，CHILDES）（Macwhin-

ney，1984）［15］对文件格式的要求，将选取的400名

儿童的叙事语料转换为可在 CLAN（Child Lan-

guage Analysis）中运行的文本格式。

2. MAIN叙事语言评估工具

MAIN（Multilingual Assessment Instrument for

Narratives）是专门针对双语儿童设计的叙事语

言评估工具［16］。此工具用虚构故事的故事讲述

和故事理解两个任务来分析不同文化背景下儿

童的叙事语言发展水平，现已开发15种语言版

本，其中就包含普通话版本［17］。由此可见，该叙

事评估工具具有极强的文化包容性。该工具已

在广泛试验中逐渐完善成型，信效度较高，并

且，国内诸多学者使用这一工具来考察儿童的

叙事能力发展水平（马雨，2021、2023；雷易，

2018；翟梦莹，2023）［18-19，13，20］。本研究则选择了

语料库中使用MAIN叙事评估工具《鸟》故事作

为研究材料收集的儿童叙事语料，从而分析儿

童自发讲述故事的故事讲述能力和故事理解能

力。正式开展叙事能力评分前会对评分人员进

行培训，此外，研究者与另外1名儿童语言发展

方向的研究生在专家的指导下对 20%的语料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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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评分，评分信度较高。

（三）研究过程

为了探讨儿童讲述故事的叙事能力发展水

平，采用MAIN对儿童讲述故事的叙事语料进行

打分，得分越高表明儿童的叙事能力越强。评分

内容主要包括两个层面的叙述：1）故事讲述环

节。共有三幕，每一幕都包含背景、引发事件、目

标、尝试、结果、角色心情描述六要素，其中背景

这一要素包括时间和地点，共计2分，其余各要素

均为1分，共计17分；结构复杂性由得分由目标*

尝试*结果得出，共计3分；内部状态术语包括6

类，无固定得分。2）故事理解环节。主要是包括

三大类问题，即儿童对角色目标的理解、对角色

心理状态的理解、对角色心理状态的推理，共计

11分。具体评分如下：故事讲述能力用三个指标

来衡量，即故事结构（引发事件、目标、尝试、结

果、内部反应）、结构复杂性（尝试+结果、仅目标、

目标+尝试/结果、目标+尝试+结果）和内部状态术

语（感官、生理、意识、情绪、思想、语言），故事讲

述得分为三个指标的总和。如QSTZYB093NC儿

童叙事语料：

*CHI: 两个小鸟肚子饿了，小鸟飞走了。

*CHI: 小狗看到了小花猫。

*CHI: 肚子饿。

*CHI: 很开心。

以上叙事语料中，该名儿童事件1故事讲述

得分共得6分，其中叙事故事结构要素得2分，包

括引发事件1分（两个小鸟肚子饿了）、尝试1分

（小鸟飞走了）；结构复杂性要素得0分；内部状态

术语要素得4分，包括感官状态词1分（看到）、生

理状态词2分（饿x2）、情绪状态词1分（开心）。

故事理解则根据10个理解类题目进行判断，

其中3个题目考察对角色目标的理解（如：1、为什

么鸟妈妈飞走了？；2、为什么猫要爬上树？；3、为

什么狗抓住猫的尾巴？）；3个题目考察对角色心

理状态的理解（如：1、鸟宝宝感觉怎么样？；2、猫

感觉怎么样？；3、当狗看着鸟宝宝，他是什么感觉/

心情？）；4个题目考察对角色心理状态的推理

（如：1、为什么你认为鸟宝宝很饿？；2、为什么你

认为猫很饿/生气？；3、为什么你认为狗很开心/高

兴/满足？；4、鸟妈妈喜欢狗还是猫？为什么？）。

若答案合理计1分，反之计0分，故事理解得分为

每个问题得分之和。如QSTZYB093NC儿童叙事

语料：

*TEA: 小鸟妈妈为什么飞走了呀？

*CHI: 肚子饿。

*TEA: 啊 ‡ 那小鸟有什么感受呢？

*CHI: 飞过来的吃东西。

以上事件的叙事语料中，儿童故事理解得2

分，其中角色目标理解得1分（肚子饿）、角色心理

状态的理解得1分（飞过来的吃东西）。

（四）数据分析

运 用 MAIN 进 行 叙 事 评 分 的 数 据 导 入

SPSS27.0，通过描述性统计、方差分析以及事后检

验等分析方法，深入探究3-5岁学前儿童讲述故

事的叙事能力，以及各要素的叙事水平是否存在

年龄差异。

三、研究结果

（一）3-5岁儿童故事讲述能力的特征分析

1. 3-5岁儿童故事讲述能力的总体特征

故事讲述能力包括三个指标，即故事结构、

结构复杂性和内部状态术语。计算变量得出学

前儿童在故事讲述三个指标的总得分。单因素

方差分析结果显示：故事结构、结构复杂性和内

部状态术语三个指标在3岁、4岁和5岁儿童之间

均存在年龄主效应（ps<0.01），且事后检验发现，

这三个指标要素的叙事能力均表现为5岁组>4岁

组>3岁组（见表2）。

表2 儿童故事讲述的总体特征

指标

故事结构

结构复杂性

内部状态术语

年龄

3岁

0.62±1.33

0.13±0.51

1.80±2.36

4岁

0.81±1.48

0.16±0.45

2.01±2.60

5岁

1.48±1.81

0.35±0.64

3.11±2.94

F

8.629***

5.071**

7.818***

多重比较

3<4<5

注：*表示p<0.05，**p<0.01，***<0.001，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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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儿童故事讲述的总体特征

由图1可知，处于3-4岁阶段的儿童故事讲

述能力增长趋势平稳；而处于4-5岁阶段儿童的

故事讲述能力发展速率加快，故事讲述水平显著

提升。但从三个指标看，3-5岁儿童对故事结构

复杂性的表现一直处于低水平；而内部状态术语

的使用和故事结构的表现都呈现明显提高趋

势。由此可见，3-5岁儿童的故事讲述能力在年

龄上呈现不均衡发展态势。

2. 3-5岁儿童故事讲述能力的年龄差异

（1）故事结构讲述能力的年龄差异

故事结构要素包括：背景（时间、地点、引出

主角）和三个主要故事情节，每个情节包括：角色

目标（goal）、为了目标所做出的尝试（attempt）以

及最后的结果（outcome）和故事角色的内部反应

（state）。

单因素方差分析发现，儿童对故事结构的表

现能力存在显著的年龄主效应（p<0.001），事后检

验得出，儿童故事结构表现能力的年龄特征为5

岁组>4岁组>3岁组。因而随着年龄增长，儿童对

故事结构要素的叙述逐渐完整，内容也逐渐丰富

起来。分析还发现，儿童在叙述故事情节时，对

故事情节中“尝试”这一结构性指标存在显著的

年龄差异（ps<0.01），即随着年龄增长，儿童对故

事角色的尝试行为叙述越多（见表3），而儿童对

故事角色的内部反应匮乏，不太能关注或用言语

讲述故事角色的内部心理状态。

表3 不同年龄儿童故事结构讲述特征

指标

背景

引发事件1

目标1

尝试1

结果1

内部反应1

引发事件2

目标2

尝试2

结果2

内部反应2

引发事件3

目标3

尝试3

结果3

内部反应3

故事结构（总）

年龄

3岁

0

0.15±0.364

0.06±0.232

0.08±0.280

0.01±0.119

0

0.03±0.167

0.04±0.203

0.04±0.203

0.04±0.203

0.01±0.119

0.01±0.119

0.01±0.119

0.06±0.232

0.06±0.232

0

0.62±1.335

4岁

0.02±0.123

0.13±0.334

0.03±0.172

0.12±0.322

0.01±0.101

0

0.03±0.172

0.09±0.282

0.13±0.334

0.04±0.186

0.01±0.101

0.03±0.158

0

0.11±0.316

0.08±0.274

0

0.81±1.479

5岁

0.04±0.192

0.11±0.309

0.05±0.209

0.23±0.426

0.03±0.172

0

0.08±0.277

0.13±0.336

0.27±0.443

0.06±0.240

0.02±0.150

0.08±0.266

0.02±0.150

0.22±0.416

0.14±0.344

0.01±0.087

1.48±1.805

F

1.919

0.508

0.529

5.902**

0.960

0

2.817

2.155

10.461***

0.583

0.423

3.399*

2.142

6.441**

2.155

1.015

8.629***

（2）结构复杂性讲述能力的年龄差异

故事结构复杂性叙述的评价指标共有四项，

即角色尝试+角色结果（AO）；角色目标（G）；角色

目标+尝试或结果（GA/G0）；角色既有目标，又有

尝试，并且有结果（GAO）。

单因素方差分析得出，3岁、4岁和5岁不同

年龄组儿童的故事结构复杂性的整体表现水平

有差异，且随着儿童年龄增长，叙事结构复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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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表现能力有所增强（p<0.01）。而针对儿童对故

事角色做出的尝试并达到了结果的叙述（AO）、对

故事角色的目标叙述（G）则不存在年龄差异；对

故事角色欲达到的目标（G）、有了目的所做的尝

试或最终达到的结果（GA/GO）的叙述能力存在显

著的年龄主效应（p<0.05），且年龄越大，儿童对该

结构要素的叙述逐渐增多，但不同年龄组儿童能

同时叙述故事角色的目标、尝试、结果要素的能

力都较弱（见表4）。

表4不同年龄儿童故事结构复杂性讲述特征

指标

尝试+结果（AO）

仅目标（G）

目标+尝试/结果（GA/GO）

目标+尝试+结果（GAO）

结构复杂性（总）

年龄

3岁

0.03±0.167

0.08±0.439

0.01±0.119

0

0.13±0.505

4岁

0.04±0.222

0.06±0.251

0.06±0.231

0.01±0.071

0.16±0.452

5岁

0.11±0.342

0.14±0.412

0.08±0.266

0.02±0.123

0.35±0.642

F

3.035

2.423

3.357*

5.073**

（3）内部状态术语讲述能力的年龄差异

叙事过程中对故事角色的内部状态词分为6

类：感官状态词、生理状态词、意识状态词、情绪

词、思想类动词和语言类动词。单因素方差分析

发现，儿童叙事时内部状态术语的使用存在显著

的年龄主效应（p<0.001），即儿童年龄越大，内部

状态术语的使用越丰富。其中，感官类词和思想

类动词使用呈现显著的年龄差异（ps<0.05）；而不

同年龄组儿童使用最频繁的内部状态词则是生

理状态词和情绪类动词，意识状态词相较之下运

用最少（见表5）。

表 5 不同年龄儿童故事内部状态术语讲述特征

指标

感官状态词

生理状态词

意识状态词

情绪词

思想类动词

语言类动词

内部状态术语（总）

年龄

3岁

0.03±0.237

0.73±1.121

0

0.59±1.190

0.27±0.925

0.18±0.961

1.80±2.358

4岁

0.07±0.351

0.69±1.0551

0

0.75±1.267

0.35±0.991

0.15±0.683

2.01±2.592

5岁

0.32±0.713

0.78±1.043

0.02±0.194

0.91±1.188

0.74±1.476

0.35±1.034

3.11±2.941

F

9.074***

0.284

1.839

1.615

4.564*

2.130

7.818***

（二）3-5岁儿童故事理解能力的特征分析

1. 3-5岁儿童故事理解能力的总体特征

故事理解能力的评价主要由儿童对故事角

色目标的理解、角色心理状态的理解以及角色

心理状态的推理三个指标的得分来判断。通过

计算变量得出学前儿童在故事理解三个指标的

总得分，并对其进行描述统计，发现角色目标的

理解、角色心理状态的解释、角色心理状态的推

理三个指标中，分别都超过了 60%的儿童计 0

分，三个指标中叙述得最高分的儿童所占比例

甚微（见表6）。由此可看出，儿童故事理解能力

较弱。

表6 不同年龄儿童故事理解的总体特征

指标数

角色目标的理解

角色心理状态的理解

角色心理状态的推理

数

84

42

15

69

21

9

58

35

9

百分比（%）

21

10.5

3.8

17.3

5.3

2.3

14.5

8.8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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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5岁儿童故事理解能力的年龄差异

单因素方差分析发现，儿童对角色目标的理

解、角色心理状态的解释、角色心理状态的推理

均存在显著的年龄主效应（p<0.001），即儿童随年

龄越大，其故事理解能力也有所增强，并且3-4岁

发展能力缓慢，4-5岁发展速度则相对较快（见表

7）。但是，3岁组、4岁组、5岁组儿童对角色心理

状态的推理、解释和理解能力均处于较低水平

（见图2）。

表7 儿童故事理解的年龄特征

指标

角色目标的理解

角色心理状态的解释

角色心理状态的推理

故事理解

年龄

3岁

0.31±0.689

0.17±0.478

0.09±0.420

0.58±1.227

4岁

0.42±0.707

0.24±0.579

0.34±0.693

0.99±1.600

5岁

0.82±0.979

0.60±0.837

0.61±0.871

2.02±2.226

F

10.675***

11.940***

16.980***

17.952***

多重

比较

3<4<5

2.5

2

1.5

1

0.5

0
3岁 4岁 5岁

角色目标的理解 角色心理状态的解释

角色心理状态的推理 故事理解

图2 儿童故事理解的发展特征

四、讨论与结论

（一）3-5岁儿童讲述故事的叙事能力随年龄

增长呈不均衡发展态势

研究发现，随着年龄增长，儿童的整体叙事

水 平 逐 步 提 高 ，这 与 周 游（2018）［19］、雷 易

（2018）［13］等人的研究结论一致，国外的研究亦有

相似结论［20］。主要表现为，儿童的叙事能力随年

龄增长呈不均衡发展态势，即3-4岁发展缓慢，4-

5岁发展水平明显提升。从儿童的叙事语料可以

发现，3-4岁阶段的儿童可以尝试独立叙述一至

两件事件，但是内容较为混乱，儿童很难较完整

地组织、讲述故事，并难以对故事角色的内心状

态进行描写，这一发现也再次证实了张海霞的研

究结论。然而，儿童在4岁之后，叙事能力有较大

提升，如讲述故事的能力有所提高，可以独立叙

述两个以上时间上有联系的事件，叙述的系统性

和逻辑性较强，并且由于4-5岁儿童的心理理论

逐渐开始形成，能够较好地推理和理解故事角色

的内在状态，故事理解能力增强。由此，4-5岁是

儿童叙事能力发展过程中的重要转折期，综合的

叙事能力与3-4岁儿童相比而言更强（王南邻，

2023）［21］。因而，成人应抓住儿童叙事能力发展

的转折期，促进儿童建构语篇衔接性的能力提

升。

（二）3-5岁儿童的故事讲述能力具有显著年

龄差异

MAIN叙事语言评估工具将儿童故事讲述能

力分为三个要素，即故事结构、结构复杂性和内

部状态术语。研究发现，儿童故事各要素讲述能

力存在显著的年龄差异。

从故事结构要素来看，儿童叙事时更倾向于

描述故事角色的“尝试”，而对角色的“内部反应”

关注较少。通过分析每个事件的故事结构要素，

发现不同年龄组的儿童在叙述故事角色“尝试”

这一要素相较于其他要素存在极其显著的年龄

差异，即5岁组>4岁组>3岁组。并且，儿童在4-5

岁阶段对故事角色“尝试”行为的表现水平提升

更快。高小丽（2013）也认为儿童对故事中主角

以行动去解决问题或达成目标的认知能力在4-5

岁是发展期［22］。由此，随着儿童年龄增长，儿童

叙事描述的故事结构要素数量和行动事件越来

越多（李林慧、周兢，2022）［23］。通过叙述角色的

动作从而尝试讲述出角色的目的，如“爬上树想

拉回他的气球”等）。McCabe认为年龄越大的儿

童越能知觉“有目的行为”的重要性，并且能在叙

述中表现出来。而对于角色的内部反应，如“小

鸟达到了某种目的后，其心理状态如何”，对此关

注性不强，叙述能力较弱。根据已有研究发现，

描述故事角色内部反应的叙事结构，本身往往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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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被儿童关注。究其原因，掌握故事内部状态对

儿童的认知水平要求较高，这与儿童的心理理论

尚未成熟有关。

从结构复杂性要素来看，随着儿童年龄增

长，讲述故事结构的层次在提升，但是儿童掌握

故事结构复杂性的水平仍然较低，尤其是对角色

目标、尝试以及是否达成目标复杂性指标都包含

在内的水平最低。分析发现，3-4岁儿童对故事

结构复杂性叙述水平几乎停滞，跟国外和台湾研

究相比，中国3岁儿童没有完整类别的故事结构

类型，在本研究中3岁儿童还未能将角色的目标、

欲达成目标的行动和行动后的结果之间的关系

以因果逻辑进行串联。而4-5岁儿童结构复杂性

水平有轻微上升趋势，刘丝韵（2018）等也发现4-

5岁儿童叙事的宏观结构、故事复杂完整性逐渐

发展［24］。这是由于4-5岁儿童心理理论的发展使

他们能够将角色的内部状态与角色的行动联系

起来，导致儿童的叙述开始包括角色目标和计

划，但是他们的故事仍然不够协调，不能完整叙

述故事角色的目标、尝试和结果。这表明儿童对

故事事件结构即起因、过程和结果的语篇理解和

组织能力仍然缺乏，到相当晚的时候，儿童才能

够将所有这些元素打包、组合，产生完整的叙述

序列，其中就包括目标、尝试和结果。

从内部状态术语要素来看，儿童更多使用生

理状态词和情绪类词描写故事角色心理。研究

发现，儿童内部状态术语的使用存在显著的年龄

差异，即儿童年龄越大，内部状态术语的使用数

量越多、种类越丰富。但是，儿童叙事使用的内

部状态词使用不均衡，尤其是情绪词和生理状态

词的使用更为频繁（如“小鸟宝宝们喳喳地叫着 ，

是难道它们肚子饿了；小狗生气的把小猫都抓

了。”等）。并且4-5岁儿童比3-4岁儿童发展迅

速，更能敏感捕捉角色的心理状态。根据《3-6岁

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4-5岁儿童已经达到能随

着故事内容的发展，逐渐能根据故事内容移情。

究其所在，不同研究学者分别对儿童词型掌握情

况进行研究，形容词方面，儿童最先掌握的是描

述物体外部特征的，如在看图叙事时，儿童会更

加关注角色的外部表现，其次是关于感觉的，如

饿、痛等，儿童在独词阶段就逐渐获得该心理动

词，这主要用来讲述自己瞬时的感受［25］；而表示

情绪过程的心理动词，“生气”“喜欢”和“开心”等

的获得时间大概在2.5岁-4岁。那么，结合皮亚

杰的认知发展阶段理论，3-5岁儿童的最大特点

时“以自我为中心”，并且伴随着儿童心理理论的

产生，越能将“我”替代故事角色置于“那时那刻”

的情境之中，从而更易考虑并讲述出故事角色的

生理状态和情绪状态。

（三）3-5岁儿童故事理解能力均处于较低发

展水平

研究发现，儿童的故事理解能力存在显著的

年龄差异，即儿童年龄越大，故事理解能力越强，

且3-4岁发展能力缓慢，4-5岁发展速度则相对

较快。有研究表明，5岁儿童能较完整地将角色

行为反应和适当的心理状态术语的讲述结合起

来。这主要体现在儿童逐渐具备了理解角色心

理状态的能力（如“*TEA：为什么鸟妈妈更喜欢小

狗？ *CHI:是因为它引开了小猫。”）、能关注和理

解图画中的角色目标（如“*TEA:嗯 ‡ 为什么你觉

得小狗会感觉到很高兴呢 ? *CHI：是因为它帮它

赶走了小猫。”）并对故事角色的心理进行推理和

解释。但是，从故事理解能力的各要素来看，3岁

组、4岁组、5岁组儿童的故事理解能力均处于较

低水平，王南邻（2023）、吴蕾（2023）也有此发

现［23，26］。从儿童对角色目标的理解、推理和解释

能力来看，李传江等（2021）就发现，即使经过早

期阅读干预后的民族儿童，他们也难以理解和讲

述故事角色的内部反应，其对内心动态结构点的

理解得分率也仅仅维持在15%［27］，这表明民族儿

童难以理解和表达故事角色的内心想法。张笛

（2022）结合儿童心理理论发现，“儿童是遵循从

客观性到主观性获得的顺序，即先获得描述心理

活动和感受的心理动词，后获得讲述讲话者主观

意愿、情感和推测等的心理动词”［28］。因此，儿童

的故事理解能力发展水平较低。

五、教育建议

（一）重视4-5岁儿童叙事能力发展的关键

期，创设丰富的阅读环境

研究发现，儿童的叙事能力发展随年龄增长

呈不均衡发展趋势，其中4-5岁儿童叙事水平发

展速度快于3-４岁儿童。由此可见，4-5岁是儿

童叙事能力发展的转折阶段。因而，成人要把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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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转折期，为儿童创设丰富的阅读环境，促进

叙事能力发展。

首先，丰富班级藏书量。家庭中的藏书量与

儿童故事结构要素和故事结构类型上均呈现显

著差异，随着家中藏书量的增加，儿童故事结构

要素的得分也会增加（杨月，2015）［29］，儿童的叙

事语言水平也会提高（马雨，2023）［19］。因此，教

师应为班级儿童选择优质、适宜的图画书，如图

画书的选择要考虑故事的主角类型、人称使用和

故事结构类型。为儿童选择以人物和儿童为主

角的图画书、以第一人称和第三人称为主的图画

书、以“单一情节”和“多个情节”为主要结构类型

的图画书［30］。基于以上考量要素，图画书才更加

能够吸引儿童参与自发阅读，并根据故事人物、

类型等初步掌握故事结构要素。

其次，创设日常生活中的叙事机会。在一日

生活的各环节中，教师选择合适的时机组织儿童

联想过去（如“你昨天和小朋友是怎么度过

的？”）、回忆未来（如“你周六日打算和爸爸妈妈

干什么呀？”）等发展儿童的去语境化语言。研究

表明，儿童的去语境化语言对今后的叙事能力发

展具有重要的价值［31］。因此，教师应创设宽松的

语言交往环境，鼓励儿童回忆过去、展望未来等

链接儿童生活经验，并将儿童重组过去经验和设

想未来的语言迁移到故事结构叙事的活动中，从

而使儿童叙事能力得到提升。

（二）开展互动式分享阅读，引导儿童找寻故

事结构要素的关联

研究发现，4-5岁儿童更易抓取故事线索，但

是对叙事宏观结构各要素的表现水平较弱，具体

表现在儿童对故事事件发生的起因、过程、结果

等联系不紧密，仅从单个要素“再现”故事情境，

无法连贯地将整个故事事件的要素串联。而杨

帆等人（2020）认为衡量儿童叙事能力较强的关

键在于叙事内容丰富、完整，要包含故事发生的

背景、角色、事件等关键要素［32］。因而，教师应开

展互动式分享阅读引导儿童仔细观察图画内容，

获取故事结构要素的联系。

研究表明，互动式分享阅读是提升儿童叙事

能力的有效方式，儿童积极参与分享阅读与儿童

口语叙事能力（Lever，2011）［33］和故事理解能力

（Dickinson&Smith，1994）［34］呈显著正相关。王宁

霞［35］、吴艳［36］、许雪梅［37］的研究分别发现亲子间、

教师间、同伴间的互动式分享阅读对儿童叙事能

力发展的促进作用是非常显著的。结合3-5岁儿

童语言、社会交往等发展特点，互动式分享阅读

中儿童更能保持长时间的注意，能够在与小伙

伴、家长、教师等主体的讨论交流、提问中对故事

的宏观结构把握更清晰，叙事能力也能进一步得

到提升。因而，应多鼓励成人重视阅读时的讨论

与反馈，帮助儿童拓展思考、想象的空间，从而改

善直线式思维思考以及平铺直叙的描述，增加对

故事结构逻辑性和故事理解性的关注度。如在

进入正式故事阅读环节中，可以对儿童提出开放

性的WH-问题，如引发事件（如：小鸟怎么了？）、

动机（如：小鸟想做什么？）、尝试行为（如：它怎么

做的？）和结果（如：它最后怎么样了？）等，通过这

些提问使儿童的故事讲述更加有目标和指向性，

对故事内容的认知更加完整、清晰，更易将故事

情节串联，从而在故事讲述中完整、有逻辑地呈

现出来。总之，通过互动式分享阅读，引导儿童

关注故事中的角色、事件等要素的关联，积极讨

论并及时回应，从而能够增强儿童对叙事结构各

复杂要素间关联性的把握。

（三）采用多元化阅读策略，增强儿童对角色

心理的理解能力

研究发现，儿童在描述故事角色内部状态所

使用的词汇多是生理状态词和情绪词，再结合4

岁左右儿童心理理论的产生，儿童在叙述角色的

内在反应和想法时，多是将自己的想法投射到图

画中角色的身上。因此，教师应采用多元化阅读

策略，增强儿童对故事人物心理的理解程度［38］。

而有研究发现，思维导图、游戏故事等策略会影

响儿童对故事内容、角色人物的理解能力。因

此，所以教师应重视采用多元策略，增强儿童对

角色心理的理解能力。

首先，实施思维导图策略。张文洁等人

（2023）研究证实了思维导图策略能帮助儿童提

高对故事的理解能力［39］。因此，在平常的阅读活

动中，教师根据故事发生的背景、起因、进展、结

果等进行思维导图的绘制，使人物的发生事件、

动作尝试、发生过程等关键信息突出，帮助儿童

理解故事脉络、更深层次了解故事内容以及前后

的逻辑关系。基于思维导图策略与儿童共同进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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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阅读，儿童自然而然地在今后自发讲述故事的

过程中依据故事发生的前因后果进行叙述，从而

增强儿童对故事人物的心理状态的解释和推理

能力。

其次，实施游戏故事讲述策略。游戏故事对

儿童的口语叙事能力具有重要作用［40］，如表演游

戏、角色游戏等活动结束后，教师组织儿童回忆

或再现游戏情境，对游戏的过程进行讲述，如和

谁一起玩？游戏过程中发生了什么？游戏中有

什么感受？等问题帮助儿童丰富游戏故事情节，

引导儿童使用心理动词将抽象的“内隐”心理状

态用语言“外显”出来，并叙述内在心理状态的诱

因。研究发现。在这些情境下，儿童会输出更多

的内部状态词，推理心理状态的能力也越强［41］。

基于以上，提示儿童叙事时要关注故事角色行为

的一系列动机和行为，对角色的心理进行预测和

判断，这有助于孩子发展更敏锐的心理理解能

力，并在阅读时对故事情节间的逻辑及故事角色

的内心世界有更深刻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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