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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is study, the Test of Emotion Comprehension (TEC) and the 5-6 Year-old Children’s Language
Development Level Test Questionnaire were used as main research tools to conduct the investigation. In order
to understand the overall level of language development and emotional comprehension of children aged 5-6
years, we investigated the emotional comprehension ability and language development level of 62 children aged
5-6 years, and analyzed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two.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first, 5-6 years old children
develop better in story understanding, self-cognition, and audio-visual transformation, but they have a lower
level of development in terms of vocabulary mastery, application and accurate pronunciation. There i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gender in terms of the level of language development. Second, 5-6 years old children
have a higher level of understanding about external emotional comprehension, while the development level of
psychological emotional comprehension ability is general, and the development of introspective emotional
comprehension ability is still in its infancy. There i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emotional understanding
betweengenders. And third, there is no significant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language development and emotional
understanding of children aged 5-6 years, while the level of vocabulary h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correlation
with the ability of understanding emotions. And the level of language development h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correlation with the ability to understand mixed emotions.
Keywords: language development; emotion understanding; children aged 5 to 6.

■学前教育理论

摘 要：笔者以《情绪理解测验（TEC）》和《5-6岁儿童语言发展水平测试问卷》为主要研究工具，对62名大班幼儿进行了情绪

理解能力和语言发展水平的调查，以了解5-6岁幼儿语言发展水平和情绪理解能力的总体水平，并分析两者之间的相关性。

研究结果表明：1）5-6岁幼儿在故事的理解、自我认知、听-视转化方面发展的较好，而对于词汇的掌握、运用和准确的发音方

面发展水平较低。语言发展水平在性别方面无显著差异。2）5-6岁幼儿对于外部的情绪理解能力发展水平已较高，心理的情

绪理解能力发展水平一般，反省的情绪理解能力发展仍在起步阶段。情绪理解能力在性别方面也无显著差异。3）5-6岁幼儿

语言发展水平与情绪理解能力在总分上无显著相关，词汇水平对情绪理解能力有显著的正相关，语言发展水平对混合情绪理

解能力有极其显著的正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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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问题的提出

学前期是幼儿情绪发展的关键时期，发展速度很

快。情绪理解能力是幼儿情绪智力发展的重要组成部

分，良好的情绪理解能力能帮助幼儿了解他人的感受，

更好的与他人交往，促进幼儿社会性的发展。语言是

一种非常重要的交流工具，它能帮助我们有效的与他

人交流和自我表达，是传递信息交流情感的一个重要

途径。幼儿语言的发展也能够促进自身社会性的发

展，是社会活动的重要手段。那么，幼儿的情绪理解能

力是否受到语言发展水平的影响，这两者是否存在相

关性。同时，教师了解与情绪理解能力有关的因素可

以更有针对性的进行引导，使得幼儿的情绪理解能力

更好发展。

（一）概念的界定

1.情绪理解能力

不同国家、不同的研究者对于情绪理解能力的理

解不同，关注的角度与侧重点也各不相同。经过分析与

考量，笔者采用了卡西迪和帕克对情绪理解能力的定

义：情绪理解能力应该包括幼儿理解情绪产生的原因和

结果的能力，以及在理解的基础上能够运用所获得的信

息对自己和他人的情绪做出适宜反应的能力［1］。

2.语言发展水平

要了解5-6岁幼儿的语言发展水平，即了解在这

一年龄阶段的幼儿的语言能力。语言是交流和思维的

重要工具，而幼儿期是语言发展的重要时期。用语言

交流主要包括语言的产生和理解两个方面。判断语言

能力不仅要判断语言的使用能力，还要判断语言的理

解能力。因此，笔者对语言能力的概念界定为：幼儿使

用和理解语言的能力。语言能力主要涉及听、说、读、

写四个方面，本研究中对于幼儿语言能力的调查主要

在于听和说两个方面，并且更侧重于说的能力。

（二）研究现状

在情绪理解方面国内外已有许多研究，这些研究

大多着眼于情绪理解发展的顺序和现状，以及影响幼

儿情绪理解能力的各种因素。

影响幼儿情绪理解能力的因素主要包括个体因

素和环境因素。个体因素主要包括年龄、性别、气质等

对情绪理解能力的影响。在幼儿情绪理解能力与年龄

的关系这一问题上，以往的研究者普遍认为两者呈显

著相关，在各个任务中均表现出了显著的年龄主效

应。幼儿的情绪理解能力会随着年龄、认知水平的发

展不断提高。对于幼儿在情绪理解能力方面是否存在

性别差异，现有的研究结论之间还存在一定的争议。

在幼儿情绪理解能力与气质的关系方面，已有研究显

示，幼儿不同层次的情绪理解发展与气质有着一定程

度的联系，幼儿的气质会对其情绪理解产生影响，对其

情绪能力有一定的预测作用。熊贇慧在其研究中发

现，儿童的气质与情绪理解的不同层次发展之间相关，

儿童气质评定量表中气质的各个维度与情绪理解总分

差异显著［2］。

环境因素主要包括幼儿的家庭和同伴环境。家

庭环境主要涉及到父母的教养方式和亲子关系，同伴

环境主要是幼儿的同伴关系的影响。熊莲君在研究中

表明，父母积极的教养方式对儿童情绪理解能力发展

有促进作用，而消极的父母教养方式对儿童情绪理解

能力发展有阻碍作用，特别是母亲教养方式与儿童情

绪理解能力呈显著相关［3］。依恋类型与儿童不同情

绪理解层次发展之间存在一定的联系，其中安全型依

恋儿童情绪理解发展要显著好于非安全型依恋的儿

童［4］。幼儿的情绪理解能力可以用来预测他们的同

伴接纳水平。李幼穗通过研究得出，在同伴关系中受

欢迎型幼儿在四种情绪理解任务上的表现显著高于被

拒绝、被忽视和矛盾型幼儿。幼儿同伴接纳程度与其

情绪理解能力呈显著正相关，而与被同伴关注程度相

关不显著［5］。

在语言和情绪关系的研究方面，研究者关于情绪

对语言的表达、理解和产生的调节作用关注较早，而关

于语言对情绪的表达、理解和感知的影响的研究则相

对滞后。在语言发展水平与情绪理解能力之间相关性

的研究上，目前对于幼儿的语言发展水平与情绪理解

能力的相关研究还较少。张少丽的研究表明，幼儿的

情绪理解，尤其是愿望信念情绪理解与其语言发展存

在显著相关［6］。

（三）研究的目的和意义

1. 研究目的

笔者以探索5-6岁幼儿语言发展水平与情绪理解

能力之间的关系为线索，通过文献法和测验法把握目

前5-6岁幼儿语言发展水平与情绪理解能力的总体情

况及两者之间的相关性。选取杭州市一所幼儿园的大

班幼儿作为被试进行调查，收集相应数据，进行数据分

析，最后得出5-6岁幼儿语言发展水平与情绪理解能

力之间的关系，根据有关理论对家长和教师提出促进

幼儿情绪理解能力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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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研究意义

（1）理论意义

笔者在本研究中主要关注幼儿的情绪理解能力，

以语言发展水平为切入点，通过量化的方法来验证幼

儿情绪理解能力与语言发展水平之间的关系。收集分

析这两方面的数据，能够更深入的了解与探讨5-6岁

幼儿情绪理解能力与语言发展水平的发展现状，丰富

已有的这两者的研究内容。通过分析情绪理解能力与

语言发展水平之间的相关性，还可以丰富幼儿情绪理

解和影响因素的研究，为促进幼儿情绪理解能力提供

理论支持。

（2）实践意义

笔者通过研究幼儿语言发展水平与情绪理解能

力的总体水平与相关性，向家长和教师明确展示5-6

岁幼儿在这一阶段语言发展水平与情绪理解能力的特

点与发展水平，通过研究分析有针对性的提出有效的

教育启发与建议，为培养幼儿的情绪理解与语言发展

提供一些参考和新思路。

二、研究方法

笔者在本研究中主要应用文献法收集有关情绪

理解、语言与情绪理解之间关系的文献资料，以了解其

他研究者在情绪理解方面以及语言发展与情绪理解能

力关系方面的研究概况。在文献研究的基础上采用测

验法，以研究者提问幼儿回答的形式，通过对语言发展

水平和情绪理解的测验，得到相应的数据材料，并在此

基础上进行进一步深入的研究分析。

（一）被试

本研究的被试选择采用整体取样法，抽取了杭州

市长河街道幼儿园果果一班和果果二班两个班级共

63名幼儿进行测试。其中有一名幼儿在与研究人员

交流过程中明确表明不想参与测试，该名幼儿不计入

研究数据。其余所有被试都完成了本研究的测验任

务，故实际有效的被试为62名，其中男孩27名、女孩

35名，被试年龄均在5-6岁。

（二）研究工具

1.情绪理解测验(TEC)

通过查阅资料和借鉴以往研究，研究者选择了情

绪理解测验(the Test of Emotion Comprehension，TEC)

作为研究工具。TEC由Pons和Harris编制，可用来测

量3至11岁儿童情绪理解的发展水平，从表情识别、外

因情绪理解、基于愿望的情绪理解、基于信念的情绪理

解、情绪暗示理解、情绪调节理解、情绪隐藏理解、混合

情绪理解、道德情绪理解、情绪理解能力这9种情绪理

解层次来进行比较全面和深入的研究。

2. 5-6岁儿童语言发展水平测试问卷

本研究的语言水平测试问卷借鉴了云南师范大

学硕士研究生论文的问卷，这一问卷是参照陈帼眉主

编的《学前儿童发展与教育评价手册》进行编制，结合

学前儿童的生活经验，尽可能全面反映儿童的语言发

展水平。问卷主要通过自我认知表达、发音、词汇、看

图找人、口语理解与表达能力这五个方面的调查来反

映幼儿的语言发展水平［7］。

3.量表的信度分析

研究者共收集到情绪理解测验和语言发展水平

问卷各62份，用SPSS23.0对收集到的两份数据进行信

度分析，用内部一致性系数（Alpha系数）来检验两份量

表的信度。信度检验结果见表1和表2。

情绪理解测验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642，基于标

准化项的Cronbach’s Alpha值也在0.5以上，说明情绪

理解测验(TEC)的信度可以接受。语言发展水平问卷

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751，基于标准化项的Cron-

bach’s Alpha值接近0.8，说明语言发展水平问卷具有

较高的内部一致性，比较可靠。

4. 量表的效度分析

根据SPSS23.0软件的数据分析，分别得出两份问

卷各因素及总分之间的相关系数（见表3，表4）。

情绪理解测验各层次之间与总分之间除了表情

识别之外，其余各项都与总分呈显著相关，并且相关系

数都小于0.6，说明各维度之间重叠较少。语言发展水

任佳鸿，王速：5-6 岁幼儿语言发展水平与情绪理解能力相关性研究

情绪理解测验

Cronbach’s Alpha

.642

基于标准化项的Cronbach’s Alpha

.588

表1 情绪理解测验的Alpha系数

表2 语言发展水平问卷的Alpha系数

语言发展水平

Cronbach’s Alpha

.751

基于标准化项的Cronbach’s Alpha

.7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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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的各因子之间部分存在显著相关，与总分都呈显著

相关，说明这两份量表的结构效度是比较合理的。

5.统计处理工具

用SPSS 23.0软件对数据进行分析和处理。

（三）实施过程

在幼儿园实习期间，利用午饭后午睡前和午觉后

点心时间段内幼儿自由活动的时间，通过研究者与幼

儿一对一当面收集调查和测验的内容，主要以研究者

提问幼儿回答的方式收集有关信息。

本研究主要包括两个部分的任务，第一部分是幼

儿语言发展水平的调查，第二部分是对幼儿情绪理解

能力的测验。

第一部分：幼儿语言发展水平的调查

研究者按照问卷中问题的设置，运用幼儿易于理

解的表达方式逐一对幼儿进行提问，在记录表中记录

幼儿的回答，根据表中的评分依据计算幼儿每一任务

的得分。

第二部分：幼儿情绪理解能力的测验

借助图片并结合研究者讲述的形式向幼儿展示

表情或故事情境，研究者提出相应的问题，请幼儿在给

出的表情中选择符合该情境中主人公情绪的表情，并

在记录表中记录幼儿的答案，每项任务回答正确计1

分，回答错误计0分。

将收集到的数据信息进行整理汇总，输入

SPSS23.0进行数据处理与分析，再根据数据研究的结

果进行进一步分析。

三、研究结果与分析

（一）5-6岁幼儿语言发展的总体水平

对所收集到的62份语言发展水平问卷的各项得

表情识别

外因情绪理解

基于愿望的

情绪理解

基于信念的

情绪理解

情绪暗示理解

情绪调节理解

情绪隐藏理解

混合情绪理解

道德情绪理解

情绪理解能力

表情

识别

1

外因情

绪理解

.493**

1

基于愿

望的情

绪理解

-.099

-.009

1

基于信

念的情

绪理解

.003

-.021

.183

1

情绪暗

示理解

-.292*

-.127

.173

-.092

1

情绪调

节理解

-.049

-.013

-.016

.124

-.097

1

情绪隐

藏理解

.060

.175

.215

-.069

.293*

.001

1

混合情

绪理解

.102

.243

.066

.022

-.005

.058

.088

1

道德情

绪理解

-.226

.062

.167

.105

.271*

.020

.191

.029

1

情绪理

解能力

.209

.427**

.499**

.379**

.361**

.267*

.552**

.427**

.474**

1

表3 情绪理解测验各层次之间及总分之间的相关系数

**P＜0.01 ，*P＜0.05

表4 语言发展水平问卷各因素之间及总分之间的相关系数

自我认知表达

发音

词汇

看图找人

口语理解与表达

能力

语言发展水平

自我认知表达

1

发音

.373**

1

词汇

.278*

.499**

1

看图找人

.183

.326**

.361**

1

口语理解与表达能力

.216

.210

.251*

.037

1

语言发展水平

.553**

.704**

.817**

.673**

.427**

1

**P＜0.01 ，*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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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与总分进行数据分析，结果见表5。

由描述统计的结果可以看出，语言发展水平问卷

总分最大值为92，最小值为41，平均值为68.40，标准

差为11.786。其中发音任务的成绩最差，但是这一项

成绩与5-6岁幼儿很多正处于门牙更换的时期有关，

门牙缺失导致发音不准。从整体看来，被试的语言发

任佳鸿，王速：5-6 岁幼儿语言发展水平与情绪理解能力相关性研究

自我认知表达

发音

词汇

看图找人

口语理解与表达能力

语言发展水平

最小值

14

0

8

3

3

41

最大值

24

9

32

18

12

92

平均值

19.52

3.42

21.03

13.60

10.84

68.40

标准差

2.702

2.646

5.307

4.568

2.390

11.786

表5 语言发展水平问卷的描述统计

展水平属于中等，标准差反映出被试间语言发展水平

差异较大。

通过独立样本T检验对5-6岁幼儿语言发展水平

各方面进行男女性别检验，结果见表6。

从独立样本T检验的结果来看，5-6岁幼儿语言

发展水平的各个方面都无性别差异。由此说明，在语

言发展水平上性别差异不显著。

（二）5-6岁幼儿情绪理解能力发展的总体状况

通过对62份情绪理解能力测验的数据进行初步

分析，对5-6岁幼儿情绪理解能力发展总体状况有了

表6 语言发展水平的性别差异（M±SD）

自我认知表达

发音

词汇

看图找人

口语理解与表达能力

语言发展水平

男

20.00±2.774

3.63±2.662

21.41±5.486

13.22±5.010

11.11±1.625

69.37±12.719

女

19.14±2.625

3.26±2.661

20.74±5.226

13.89±4.248

10.63±2.850

67.66±11.143

T值

1.244

0.546

0.486

-0.564

0.84

0.564

显著性

0.218

0.587

0.629

0.575

0.404

0.575

一定的了解(见表7）。

由描述统计的结果看出5-6岁幼儿情绪理解测验

的分数较低，测验总分为9分，约有一半的被试总分得

分为3分和4分，说明5-6岁幼儿有多个层次的情绪理

解还未发展完善。从各个情绪理解层次得分的平均值

来看，能正确完成表情识别任务和外因情绪理解任务

的幼儿较多，表明5-6岁幼儿基本能够识别一般情绪

的表情，并且能够理解出现不同的外部原因会产生什

表情识别

外因情绪理解

基于愿望的情绪理解

基于信念的情绪理解

情绪暗示理解

情绪调节理解

情绪隐藏理解

混合情绪理解

道德情绪理解

情绪理解能力

最小值

0

0

0

0

0

0

0

0

0

1

最大值

1

1

1

1

1

1

1

1

1

8

平均值

.81

.85

.32

.42

.63

.21

.31

.26

.29

4.10

标准差

.398

.355

.471

.497

.487

.410

.465

.441

.458

1.606

表7 情绪理解能力测验的描述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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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样的情绪。而正确完成情绪调节理解、混合情绪理

解和道德情绪理解任务的幼儿比较少，说明这三个层

次的情绪理解发展较晚，5-6岁幼儿还处于未发展完

善的阶段。这一结果与浙江大学研究生卓美红的研究

结果一致［8］。

通过独立样本T检验对5-6岁幼儿情绪理解的各

层次进行男女性别检验，结果见表8。

**Sig. ＜0.01

表情识别

外因情绪理解

基于愿望的情绪理解

基于信念的情绪理解

情绪暗示理解

情绪调节理解

情绪隐藏理解

混合情绪理解

道德情绪理解

情绪理解能力

男

.70±.465

.78±.424

.30±.465

.41±.501

.81±.396

.26±.447

.37±.492

.30±.465

.37±.492

4.30±1.793

女

.89±.323

.91±.284

.34±.482

.43±.502

.49±.507

.17±.382

.26±.443

.23±.426

.23±.426

3.94±1.454

t值

-1.736

-1.443

-.383

-.165

2.870

.833

.950

.596

1.192

.857

显著性

.090

.156

.703

.870

.006**

.408

.346

.553

.239

.395

表8 9种情绪理解层次的性别差异（M±SD）

从独立样本T检验的结果来看，除了情绪暗示理

解存在性别呈显著差异外，其余8个层次及总分上男

女性别差异均不显著。由此说明，在情绪理解能力上

性别差异不显著。这一结果与原有研究者在情绪理解

能力的性别差异上的研究结果一致。

（三）5-6岁幼儿语言发展水平与情绪理解能力的

相关分析

为了解5-6岁幼儿语言发展水平与情绪理解能力

之间的关系，对语言发展水平与情绪理解能力的各因

子进行相关性分析。分析结果见表9。

**P＜0.01 ，*P＜0.05

表9 5-6岁幼儿语言发展水平与情绪理解能力的相关分析

表情识别

外因情绪理解

基于愿望的情绪理解

基于信念的情绪理解

情绪暗示理解

情绪调节理解

情绪隐藏理解

混合情绪理解

道德情绪理解

情绪理解能力

自我认知表达

.064

-.074

-.056

.031

.061

.004

.172

.271*

-.309*

.049

发音

.187

.240

-.018

.263*

.034

-.128

.174

.313*

-.238

.222

词汇

.189

.290*

.153

.069

.036

-.206

.189

.220

.023

.257*

看图找人

.065

.145

-.038

-.040

-.172

-.024

-.072

.305*

-.037

.019

口语理解与

表达能力

.070

.088

.120

.044

.131

-.099

.016

.289*

-.046

.171

语言发展水平

.181

.241

.062

.091

-.002

-.150

.139

.408**

-.138

.219

由表9可知，语言发展水平与情绪理解能力的各

因子之间部分存在显著相关。具体为词汇水平与外因

情绪理解能力和情绪理解能力总分呈显著正相关；发

音水平与基于信念的情绪理解能力和混合情绪理解能

力呈显著正相关；自我认知表达水平与混合情绪理解

能力呈显著正相关，与道德情绪理解能力呈显著负相

关。另外值得一提的是，除了词汇水平，语言发展水平

的其他四个因子都与混合情绪理解能力呈显著正相

关，语言发展水平总分与混合情绪理解能力呈极其显

著的正相关。而语言发展水平总分与情绪理解能力总

分之间未存在显著相关。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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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5-6岁幼儿语言发展水平与情绪理解能力的

回归分析

从相关分析的结果来看，语言发展水平的因子词

汇与情绪理解能力呈显著正相关，语言发展水平总分

与混合情绪理解能力呈显著正相关。显著性检验的Ｐ

值置信水平一般，且r值不高，属于弱相关。所以基于

相关分析的结果，进一步对研究数据进行回归分析。

以情绪理解能力总分作为因变量，将语言发展水

平的因子词汇作为预测变量引入回归方程，用

SPSS23.0进行一元线性回归分析，深入研究词汇对情

*P＜0.05

因变量

情绪理解能力

预测变量

（常量）

词汇

R2

.066

F

4.254

B

2.459

.078

Beta

.257

t

3.003

2.063

P

.004

.043*

表10 词汇与情绪理解能力总分的一元线性回归分析

绪理解能力的影响作用，结果见表10。

由表10的数据可以看出，词汇对于情绪理解能力

是具有显著影响作用的（P＜0.05），词汇水平能够解释

6.6%的情绪理解能力，词汇水平对情绪理解能力的预

测作用较小，回归的拟合度较低。

由回归分析的数据结果可以看出，词汇水平与情

绪理解能力联系密切，5-6岁幼儿的情绪理解能力受

到词汇水平的影响较为明显，幼儿的词汇水平越高，情

绪理解能力也越强。

以混合情绪理解作为因变量，将语言发展水平总

分作为预测变量引入回归方程，用SPSS23.0进行一元

线性回归分析，深入研究语言发展水平对混合情绪理

**P＜0.01

因变量

混合情绪理解

预测变量

（常量）

语言发展水平

R2

.167

F

12.016

B

-.788

.015

Beta

.408

t

-2.574

3.466

P

.013

.001**

表11 语言发展水平对混合情绪理解的一元线性回归分析

解能力的影响作用，结果见表11。

由表11的数据可以看出，语言发展水平对于混合

情绪理解能力具有极其显著影响（P＜0.01），语言发展

水平能够解释16.7%的混合情绪理解能力，语言发展

水平对混合情绪理解能力的预测作用不大，回归的拟

合度不高。以语言发展水平为自变量X，以混合情绪

理解为因变量Y，得出模型汇总。可得出线性回归方

程为：Y=－0.788+ 0.015X。回归系数的显著性检验结

果是t=3.466，P=0.001＜0.01，达到了很显著的水平。

四、讨论与建议

（一）5-6岁幼儿语言发展水平的特点

1. 测试问卷的编制影响各项语言能力的测试

分数

从语言发展水平问卷的数据分析结果来看，被

试的语言能力整体发展呈中等水平，并且各任务的

成绩排列顺序为：口语理解与表达＞自我认知表达

＞看图找人＞词汇＞发音，说明5-6岁幼儿在故事

的理解、自我认知、听-视转化方面任务完成得比较

好，而对于词汇的掌握、运用和准确的发音两个任务

的得分较低。

在五项测验中，除了语音测试外，其它四个任务

都涉及到语义。在四个与语义有关任务中，口语理解

与表达、自我认知表达和看图找人三个测试都采用了

结构化程度较高的测试问题，如在口语理解与表达任

务中，先提供了一个故事，基于对故事内容的理解再回

答相应的问题，幼儿只需要根据测试提供的信息，再运

用一定的语言理解和表达能力就可以完成这类任务。

而词汇任务中，除了量词判断结构化程度较高外，其他

的任务结构化程度较低，如让幼儿用合适词描述某样

物体，说出格式类似的如“ABB”“ABAB”这样的词语，

这样的任务，比另外三个任务难度更大。首先，幼儿无

法从已有的信息中获得答案，必须搜索自己头脑中词

汇积累；其次，即使幼儿头脑中有这样的词汇，由于提

取线索模糊，也未必能在短时间内提取出来；第三，要

提取出恰当的词汇，对孩子的语感有较高的要求。由

于任务难度较大，结构化程度较低，所以词汇测验在得

分上会偏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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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5-6岁幼儿的语言能力水平与其自身经验密切

相关

从数据结果发现，口语理解与表达任务分数较

高，这与日常学习生活中家长和老师不断鼓励幼儿阅读

绘本、听完故事后会根据故事内容提问有关，这一任务内

容是幼儿日常生活中经常接触并且不断训练的。在调查

中发现，大班幼儿的故事理解水平很高，绝大多数幼儿在

听完故事后能准确地回答研究者提出的问题，部分幼

儿能够完整复述故事的内容，从幼儿的表现来看调查

中所使用的这一故事对大班幼儿来说相当简单。

在自我认知表达任务中，绝大多数幼儿对于自己

的出生年、月、日都无法准确回答，这与科学领域中幼

儿对时间概念的认识有关。研究者收集数据的时间为

大班上学期前两个月，这一时间大班幼儿对于年月日

这样较大的时间单位还不是很有概念，并且在生活中

接触也较少。对于其他的比较生活化的内容幼儿基本

都能准确回答。

在发音任务中，除了之前提到的5-6岁幼儿正值

换牙时期，与门牙的缺失有关，还与浙江地区普遍部分

平翘舌音有关，部分幼儿在跟读过程中平翘舌音完全

混淆。

3.性别对幼儿语言能力无显著影响

从性别差异的检验结果来看，本研究被试的语

言能力水平在性别上无显著差异，也就是说，性别的

不同对幼儿的语言能力没有影响。在语言能力的性

别差异上，研究者查阅了很多前人的研究，发现目前

在这一问题上是的研究结果还存在一定的争议，而

本研究的研究结果支持了性别对幼儿语言能力无显

著影响。

（二）5-6岁幼儿情绪理解能力的特点

1. 情绪理解能力的发展存在一定的顺序

从情绪理解测验的数据分析结果可以对9种情绪

理解层次的水平进行排序：外因情绪理解＞表情识别

＞情绪暗示理解＞基于信念的情绪理解＞基于愿望的

情绪理解＞情绪隐藏理解＞道德情绪理解＞混合情绪

理解＞情绪调节理解。Pons和Harris在编制了TEC

后，用它做了大量的测试和研究后，将这9个情绪理解

层次划分为3个成分群，第一个成分群可被标定为“外

部的”，它是最简单的，主要关注情绪的外在方面，包括

表情识别、外因情绪理解、情绪暗示理解；第二个成分

群可被标定为“心理的”，难度中等，它关注了情绪的各

个心理方面，包括基于愿望的情绪理解、基于信念的情

绪理解、情绪隐藏理解；第三个成分群可被标定为“反

省的”，是最困难的，它关注到了不能只从一个方面来

看待情绪，包括情绪调节、混合情绪理解和道德情绪理

解［9］。Pons和Harris的判断与本研究对这9种情绪理

解层次水平的排序完全吻合，也再一次验证了他们的

研究结果。说明幼儿在情绪理解能力发展的过程中，

具有一定的顺序，而5-6岁幼儿的情绪理解能力的发

展正处于中间阶段。

2. 反省的情绪理解能力发展水平低

在测试的过程中研究者发现，在道德情绪理解的

测试中，情境中的主人公偷吃别人家的饼干没有被妈

妈发现时，一半以上的幼儿都选择了主人公内心是高

兴的，表明5-6岁的幼儿还不能理解因为受到内心道

德上的谴责而产生的消极情绪，对于内疚、惭愧这样复

杂的情绪发展水平较低。

在混合情绪理解测试中，部分幼儿已经可以理解

在一个情境中主人公可以出现又高兴又害怕这样两

种情绪的混合，但是很大一部分幼儿仍只能关注到

某一个原因，认为主人公只会产生其中的某一种情

绪。这一现象与幼儿的内部心理因素和内部心理状

态有关。当儿童心理理论能力的认知成分发展到一

个更高的阶段，才具有理解混合情绪的能力，而要能

够理解混合情绪，需要社会认知和社会知觉两者的共

同作用。

对于情绪调节理解，5-6岁幼儿对于情绪的调控

方法集中在行为策略，通过“出去玩”来调节当下的不

良情绪，只有20%的幼儿选择了“想别的事情”这样分

散注意力的心理策略。说明5-6岁的幼儿对于情绪调

节的理解停留在表面的外部的方式。

（三）5-6岁幼儿语言发展水平和情绪理解能力的

关系

从语言发展水平和情绪理解能力的各因子之间

的相关分析可以发现，大部分的因子之间不存在显著

相关，两者的总分也无显著相关。说明语言发展水平

与情绪理解能力之间的相关性并不显著。

1. 语言发展水平与混合情绪理解能力呈显著

相关

在两者的相关矩阵中也可以发现，幼儿的语言发

展水平的各个因子和总分与混合情绪理解能力呈显著

相关。幼儿的混合情绪理解能力与心理理论的认知成

分有很大的关系，而目前现有的研究中已有的大量研

究结果显示，心理理论能力与语言能力关系密切，莫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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亮和苏彦捷在收集和分析了大量前人的研究后提出，

语言能力和心理理论虽不能确定其相互作用的机制，

但是可以确定的是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十分紧密。语言

能力和混合情绪理解能力都受到幼儿心理理论的影

响，结合相关性数据分析，幼儿的语言发展水平与混合

情绪理解能力存在显著相关。

由语言发展水平对混合情绪理解的回归方程可

以发现，对于混合情绪的理解需要一定的语言基础，只

有达到一定的语言发展水平的幼儿才能对混合情绪有

更好的理解。从回归分析得到的数据来看，语言发展

水平对混合情绪理解能力发展的影响是很高的，说明

语言能力越强，对混合情绪的理解能力也就越强，两者

有着密切的联系。

2. 词汇水平与情绪理解能力呈显著正相关

词汇与情绪理解能力总分的一元线性回归分析

结果显示，词汇水平对情绪理解能力有显著的影响作

用，呈显著正相关。这一研究结果与先前研究者应用

皮博迪“图画-词汇”测验（PPVT-R）测试幼儿语言能

力并分析与情绪理解能力关系的研究结果一致，进一

步验证了在词汇水平上，幼儿的情绪理解能力会受到

显著影响。

通过查阅文献笔者发现，本研究与先前研究者对

幼儿语言发展水平与情绪理解能力相关研究的最大不

同之处在于对语言发展水平问卷的选择。现有研究

中，很大一部分研究者选用皮博迪“图画-词汇”测验

（PPVT-R）来测试幼儿的语言发展水平。这一量表确

实是影响力较大也较为成熟的语言能力评定量表，它

的测试方法非常简单，主试说出一个词汇，被试在图画

中选出与词汇意义一致的图画，正确计1分，错误计0

分，主要通过对幼儿的听觉词汇能力的测试来判断被

试的语言能力和一般智力状况［10］。而笔者认为，这一

测试反映的语言能力单一，幼儿的语言能力应由多个

方面水平的判定，因而本研究选用了云南师范大学硕

士研究生张玉论文中的《5-6岁儿童语言发展水平测

试问卷》，这一问卷能更全面反映儿童的语言发展水

平。先前研究者经过研究分析普遍得出的结论是，情

绪理解能力与语言能力存在显著相关［11］。从本研究

数据分析的结果中我们可以发现，5-6岁儿童语言发

展水平测试问卷在词汇水平上与情绪理解能力的相关

性研究结果与使用PPTV-R量表的研究所得出的结果

一致，进一步证明了词汇水平与情绪理解能力呈显著

正相关。

（四）对教育和实践的启示

1.注重幼儿对情绪词的学习和应用，提升情绪理

解能力

虽然经过本研究的分析与讨论幼儿的语言发展

水平对情绪理解能力并无显著影响，但是幼儿的词汇

水平能够促进情绪理解能力的发展。如果在情绪理解

能力的教育中，从语言学习的角度，对于情绪词进行语

言角度的学习，理解词汇的含义，能准确运用情绪词，

将有助于幼儿情绪理解能力的发展。

Strong Kids系列课程是儿童社会情绪学习的经

典课程之一，课程的初期主要在活动中强调６种基本

情绪（开心、悲伤、愤怒、害怕、惊讶、厌恶），帮助儿童形

成或扩展与基本情绪相关的情绪词汇，指导儿童识别

一系列的身体线索、表情线索和情境线索来增强儿童

的情绪知识，提升情绪调节能力［12］。从该课程的设置

可以看出，情绪学习的最初基础是对基本情绪词汇的

理解和掌握。

虽然目前这类情绪学习课程还未在我国幼儿园

推广，但在学前儿童社会教育中是包含情绪学习的内

容的。可以在教学活动和生活情境中让儿童体验并理

解情绪词的含义，并试着用自己的话描述这些情绪和

与之相关的外在行为，并鼓励幼儿大胆表达自己的情

绪，提升对情绪词的运用能力。

2.以故事和诗歌等语言材料作为载体，创设情绪

认知学习的情境

在以往的情绪认知的学习中，大多数的课程将

重点放在面部表情的认知和识别上，还有与情绪有

关的外部行为特征上，这些内容往往以形象化的材

料如图片和视频作为载体帮助幼儿进行学习，但对

于复杂的情绪学习和理解他人情绪，仅仅靠这一个

途径是不够的。

如混合情绪的识别仅仅依靠面部表情图片识别

会有些困难，要从照片中辨别出悲喜交加的情绪对成

人来说也不是件容易的事。但如果采取故事的形式，

通过对故事的文本解析，会更容易掌握该类情绪的核

心特征。混合情绪中包含两种不同性质的情绪，产生

混合情绪的情境以冲突情境居多，如又想骑车，又怕

摔跤。

故事和诗歌的学习可以提升幼儿理解他人情绪

的能力，幼儿可以通过故事的学习，理解故事中不同角

色的不同情绪。特别是在故事表演中体验角色情感，

并适当地表现出来。这样的学习将有助于幼儿理解他

任佳鸿，王速：5-6 岁幼儿语言发展水平与情绪理解能力相关性研究 15



陕西学前师范学院学报 2020年第4期

人情绪的能力的发展。另外，幼儿在学习诗歌时去体

会诗人的情绪，也对这一能力的发展有帮助。

3. 在幼儿情绪理解能力培养方面，语言发展水平

也不能忽视

虽然经过本研究的分析与讨论幼儿的语言发展

水平对情绪理解能力并无显著影响，但是幼儿的词汇

水平能够促进情绪理解能力的发展，语言发展水平较

高对混合情绪理解能力也有促进作用。所以，在提高

情绪理解能力的同时，也要注意幼儿语言的现有发展

水平。在选择情绪认知学习的内容时，特别是选取一

些绘本和故事的时候，除了考虑内容本身的难度外，还

要考虑各年龄段幼儿在语言方面的接受度和同年龄段

不同班级之间幼儿整体的差异，以保证情绪教育可以

顺利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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