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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3-6岁是幼儿进行语言发展并通过言语交互与同伴建立良好关系的关键时期，言语反馈是幼儿同伴交往的主要言语类

型。本研究通过对80名幼儿在半结构游戏中的同伴互动语料进行分析，发现3-6岁幼儿在同伴互动中有以下特点：更倾向于

使用积极性言语反馈；评价能力较弱；较少使用礼貌性言语；频繁出现交流中断的局面；幼儿因缺乏沟通技巧导致使用中立性

言语反馈。针对上述问题，相应改进建议为：多渠道提升幼儿言语交往的积极性；创造礼貌言语的使用氛围；锻炼幼儿在同伴

互动中的评价能力；提升幼儿在日常交往中的沟通技巧；正确看待幼儿消极性言语反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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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Quantitative Analysis of Verbal Feedback in Peer Interaction of
3-6 Years Old
CHEN Li-yuan

（School of Teacher Education，Pingdingshan College，Pingdingshan 467000，China）
Abstract: The age of 3-6 is the key period for children to develop language and establish a good relationship with their peers through
verbal interaction，and verbal feedback is the main type of language in children’s peer communication.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80
children's peer interaction corpus in semi-structured games，this study found that children aged 3-6 had the following characteristics
in peer interaction: they were more inclined to use positive verbal feedback; The evaluation ability is weak; Less use of polite language;
Frequent interruption of communication; Children’s lack of communication skills leads to the use of neutral verbal feedback. In view of
the above problems，the researchers put forward corresponding improvement suggestions: to enhance children’s enthusiasm of speech
communication through multiple channels; To create an atmosphere for the use of polite language; Exercise children’s evaluation abili⁃
ty in peer interaction; To improve children’s communication skills in daily interactions; Correctly treat children’s negative verbal feed⁃
back.
Key words: Children; Peer interaction; Verbal feedback

幼儿言语发展的重要性已经获得人们的普

遍认可，在同伴互动中幼儿以何种言语状况进行

交流对幼儿社会性的发展有着重要意义。在对

幼儿进行观察时，研究者发现部分幼儿能够较好

地运用语言与同伴进行互动，而相当一部分幼儿

却不能顺利进行同伴交流，甚至因为言语表达不

当遭到同伴的排斥和拒绝。杨金焕等人从话轮

转换、会话发起、会话维持和会话修补四个方面，

对幼儿和成人以及幼儿和同伴之间的语言交往

能力进行分析，发现成人对幼儿在上述几方面的

相关性和脱离情境语言的发展有显著支持作

用［1］。介于幼儿言语发展特殊性及成人在幼儿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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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作用，本研究主要分析3-6

岁幼儿与同伴进行互动时的言语反馈现状，并就

教师如何对幼儿言语互动进行指导提出合理化

建议。通过对幼儿同伴互动中言语反馈进行整

体分析，能够更加直观地看出幼儿言语反馈使用

的具体状况以及使用该言语反馈类型的具体原

因，有助于提高幼教工作者对幼儿言语交流的认

识。本研究参照胡健、徐宏亮中言语反馈的分

类，将言语反馈分为积极性言语反馈、消极性言

语反馈以及中立性言语反馈［2］。

一、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一）数据来源

本研究选取福建省某幼儿园的80名幼儿组

成同伴互动小组，幼儿的年龄分别为3岁、4岁、5

岁、6岁（同龄幼儿年龄相差不超过6个月），每个

年龄段共10对幼儿即20名幼儿，男女对半，每个

同伴互动小组分别由来自该幼儿园同一班级且

同龄的幼儿组成。研究者选取了3-6岁幼儿最喜

爱的“娃娃家”和“医院”两个主题并提供了幼儿

熟悉的活动材料。待幼儿消除对研究者及其周

围环境的陌生感之后进行正式录像，活动录像持

续20分钟。在幼儿游戏过程中，尽量不对幼儿进

行干扰，使幼儿在完全自由的状态下与同伴进行

互动。

（二）研究方法

通过对收集到的影音资料按照年龄进行分

类整理，将每对幼儿互动语料进行编号并通过反

复倾听转录为文本格式，以便后期的编码处理。

本研究中的编码体系借鉴前人相关研究与《言语

行动目录（简略版）》（Inventory of Communicative

Acts-Abridged，简称INCA-A）编码以及其他自定

义编码组合而成①。其中“积极性言语反馈”编

码，研究者主要借鉴梁入文、周兢（2017）《3-6岁

儿童同伴互动中“支持性言语反馈”的使用研

究》，同时根据研究目的及搜集到的语料从INCA-

A中选取相关码号，形成本文中使用的编码：包括

认可或同意、正向情绪性言语、正向评价、礼貌性

言语、帮助这五个维度，共有14种编码类型；“消

极性言语反馈”编码，研究者主要借鉴杨田、周兢

（2015）《3-6岁幼儿同伴互动中否定句的使用情

况》，同时根据研究目的及搜集到的语料从INCA-

A中选取相关码号，形成本文使用的编码包括拒

绝、反对、否定和负面评价四个维度，共10编码类

型；“中立性言语反馈”编码，根据研究目的及搜

集到的语料，从INCA-A中提取2种编码。研究

者将设计好的编码以添加节点方式输入NVivo软

件中，根据转录语义进行针对性编码。将NVivo

软件统计结果以Excel表格形式进行导出整理，

结果输入SPSS22.0（社会科学统计软件包）中进行

量化计算。

二、研究结果

3-6岁幼儿与同伴交往的频率随其年龄的

增长不断增加，随着幼儿进入托幼机构，幼儿

有许多活动都是和同伴一起进行的，幼儿与同

伴之间的交流是发展幼儿语言表达能力的重

要途径。在这一时期，幼儿变得更受同伴的影

响，他们与同伴相处方式发生着变化，语言作

为其最重要的交流工具，起着至关重要作用。

聚焦幼儿与同伴互动中的对话过程，根据言语

反馈的相关概念，可将言语反馈分为积极性言

语反馈、消极性言语反馈和中立性言语反馈，

而合理的反馈能对幼儿与同伴交往产生更加

积极的影响。

（一）3-6岁幼儿同伴互动中言语反馈总体概况

表1 各年龄段幼儿言语反馈类型的描述统计及差异比较

言语反馈类型

积极性言语反馈

消极性言语反馈

中立性言语反馈

合计

3岁

246

133

35

379

4岁

308

185

40

493

5岁

367

231

36

598

6岁

418

251

25

669

自由度

3

3

3

F值

4.392

3.265

.544

P值

.010

.0324

.656

从表1中可以看出，从言语反馈数量方面分

析：3-6岁幼儿中每个年龄段幼儿总言语反馈数

量随着年龄增长而递增。具体来看，在积极性言

语反馈和消极性言语反馈方面，随着幼儿年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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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长反馈数量均有不同程度的增加；在中立性言

语反馈方面，幼儿言语反馈数量与年龄的变化并

无较大关系。

从言语反馈差异性方面分析：3-6 岁同伴

互动中积极性言语反馈（F=4.392，p<0.05）和消

极性言语反馈（F=3.265，P<0.05）存在显著差

异，而中立性言语反馈则不存在显著性差异

（F=0.544，p>0.05）。进一步多重比较，这种差

异主要是从6岁开始，具体而言，在积极性言语

反馈上，6岁幼儿较3岁幼儿（F=17.2，p<0.05）的

发展呈显著性差异，4岁和5岁幼儿较其他年龄

段幼儿均无显著性差异；在消极性言语反馈上

6岁幼儿较3岁幼儿（F=11.8，p<0.05）存在显著

差异，4岁和5岁幼儿较其他年龄段幼儿均无显

著性差异，如表2所示。

表2 各年龄幼儿不同言语反馈类型的多重比较

Dependent
Variable:

积极性言语

反馈

消极性言语

反馈

中立性言语

反馈

*.均值差的显著性水平为 0.05

（I）
年龄

3岁

4岁

5岁

3岁

4岁

5岁

3岁

4岁

5岁

（J）
年龄

4岁

5岁

6岁

5岁

6岁

6岁

4岁

5岁

6岁

5岁

6岁

6岁

4岁

5岁

6岁

5岁

6岁

6岁

Mean
Difference
（I-J）

-9.800

-12.100

-17.200*

-2.300

-7.400

-5.100

-6.700

-9.800

-11.800*

-3.100

-5.100

-2.000

-.900

-.100

1.000

.800

1.900

1.100

Std.
Error

4.867

4.867

4.867

4.867

4.867

4.867

4.040

4.040

4.040

4.040

4.040

4.040

1.494

1.494

1.494

1.494

1.494

1.494

Sig.

.202

.079

.006

.965

.436

.723

.360

.090

.029

.869

.592

.960

.931

1.000

.908

.950

.586

.882

积极性言语反馈、消极性言语反馈以及中

立性言语反馈分别具有不同的意义，分析其在

幼儿同伴互动中所占的比重，能够更加清晰地

了解幼儿在与同伴进行言语互动时的特点及变

化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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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幼儿不同言语反馈类型的发展趋势

如图1所示，同伴互动中幼儿积极性言语反馈

的比例从3岁的59.4%稍微下降到4岁的57.8%，5

岁的57.9%后逐步上升至6岁的60.2%；在消极性

言语反馈方面，从3岁的32.1%，4岁的34.7%，逐步

上升至 5 岁的 36.4%，而后稍微下降至 6 岁的

36.2%；而中立性言语反馈的比例分别为8.3%，

7.5%，5.7%，3.6%，基本维持在较低水平，且从3岁

至6岁呈逐步下降趋势。

由此可知，不同年龄段都是以积极性言语

反馈为主要反馈形式、消极性言语反馈次之、中

立性言语反馈出现较少。积极性言语反馈在6

岁时有明显的提升；消极性言语反馈在5岁时有

明显提升，而后保持稳定；中立性言语反馈则持

续下降。

（二）3-6岁幼儿同伴互动积极性言语反馈具

体特征

1.积极性言语反馈与年龄的差异分析
表3 积极性言语反馈与年龄的差异分析

积极性言
语反馈

3岁

246

4岁

308

5岁

367

6岁

418

自由度

3

F值

4.392

P值

.010

由表3可知，3-6岁同伴互动中所使用的积

极性言语反馈数量与其年龄存在显著差异（F=

4.392，p<0.05），随着年龄的增长幼儿会使用更

多的积极性言语反馈。一方面原因是随着年

龄的增长，幼儿词汇量逐步增加，能够理解与

反馈同伴的言语；另一方面随着年龄的增长，

幼儿习得更多的言语交往技能，更加乐意与人

交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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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幼儿积极性言语反馈常用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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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貌性言语
认可或同意
正向评价
正向情绪性言语

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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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积极性言语反馈中五个维度使用比率趋势图

如图 2 所示，研究者将积极性言语反馈分

为五个维度，分别为：帮助、礼貌性言语、认可

或同意、正向评价以及正向情绪语言，其中“认

可或同意”以及“帮助”两个维度占比最高，“礼

貌性言语”和“正向情绪语言”所占比率最低。

具体来看，“认可或同意”在 3 岁至 5 岁占比最

高且都较为平稳，每个年龄段该维度所占全部

言语反馈的比例在 27%至 28%之间，在 6 岁时

突然下降至24%。“帮助”在4岁至6岁的积极性

言语反馈中基本呈递增状态，从4岁的23.26%

到 6岁的27.09%。而在“礼貌性言语”和“正向

情绪语言”方面，四个年龄段幼儿使用该类型

言语反馈比例占该年龄段全部反馈比例均在

2%以下。
表4 各年龄段幼儿积极性言语反馈类型的使用比率

积极性言

语反馈

维度

帮助

礼貌性言语

认可或同意

正向评价

正向情绪性言语

编码类型

AA：对问句的肯定回答

CT：纠正言语错误

EQ：诱发问题

RP ：向听者要求、建议某种行动

SA：通过陈述回答疑问句

MK：致谢、道歉、问好、祝贺

AC：认可对方的言语和非言语交流

AD：同意去做

AP：同意先前说话者表达的提议

GI：屈服,接受他人的坚决主张

AB：对听者或说话者的行为表示积极的评定

EN：亲爱的行为,即表达积极的情感

ES：表达惊讶

ET：热情的叫喊

年龄

3岁

1.95

0.24

6.57

4.38

10.71

1.70

15.33

4.62

6.81

0.97

0.73

1.70

1.95

1.46

4岁

2.44

0.38

8.63

5.63

6.19

0.56

15.5

3.94

6.19

2.44

0.19

1.13

3.56

0.94

5岁

2.05

0.47

9.15

6.47

7.57

0.79

9.46

6.31

9.15

2.68

0.32

1.58

1.26

0.63

6岁

3.31

0.86

7.20

9.80

5.91

0.72

11.24

5.48

5.33

2.74

1.59

1.44

2.59

1.87

汇总

2.51

0.53

7.97

6.91

7.31

0.88

12.50

5.19

6.87

2.33

0.75

1.45

2.33

1.23

注：上表所有反馈类型数值单位均为%

上述表格中显示了3-6岁幼儿在同伴互动中

的各项积极性言语反馈的使用比率发展状况。从

统计结果可以看出，各年龄段幼儿在积极性言语

反馈的使用上主要有六种反馈类型，依次为：AC—

认可对方的言语和非言语交流（12.5%）、EQ—诱发

问题（7.97%）、SA—通过陈述回答疑问句（7.31%）、

RP—向听者要求、建议某种行动（6.91%）、AP—同

意先前者说话的提议（6.87%）、ES—表达惊讶

（2.33%）。各年龄段在积极性言语反馈的使用中

使用频次较少的两种反馈类型为MK—致谢、道

歉、问好、祝贺等礼貌性言语（0.88%）、AB—对听者

的行为表示积极评定（0.75%）。

百
分

比

18.00

16.00

14.00

12.00

10.00

8.00

6.00

4.00

2.00

0.00
3岁 4岁 5岁 6岁

EQ:诱发问题

RP：向听者要求、
建议某种行动

SA：通过陈述回答
疑问句
AC：认可对方的言
语和非言语交流

AP：同意先前者说
话的提议

图3 积极性言语反馈中EQ，RP，SA，AC，AP
反馈类型使用比率发展趋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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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图3可以清晰地看到，3岁和4岁幼儿使

用言语反馈类型更加分散，5岁和6岁幼儿使用

言语反馈类型则相对集中。具体来看，AC（认

可对方的言语和非言语交流）在 3 岁、4 岁和 6

岁幼儿使用的频率明显高于其他积极性言语

反馈类型，5岁幼儿使用频率相对较少；SA（通

过陈述回答疑问句）在3岁使用频率最高，4岁

下降较为明显，而后基本保持不变至 6 岁；EQ

（诱发问题）在3岁至5岁呈递增趋势，在6岁时

有所下降；AP（同意先前者说话的提议）在5岁

时使用频率最高，3 岁、4 岁和 6 岁使用频率差

异性较小；RP（向听者要求、建议某种行动）在3

岁至 6 岁呈递增趋势，特别是在 6 岁时使用频

率增速较快。

AC是指说话人对听话人的行为或者言语表

示认可的一种积极性反馈方式，由于幼儿认可

同伴的话语，使得该幼儿与同伴似乎有更多的

共同话题，能够有效地促进某一话题的展开。

SA是说话人通过陈述句回答听话人所提出的问

题，3岁幼儿对“娃娃家”和“医院”场景下一定的

物品和行为会表示不理解，通过询问对方获得

答案，随着幼儿年龄的增长以及幼儿社会经验

的增加，该反馈类型逐步减少。EQ是指通过前

人的动作或言语，说话人对某一问题产生好奇，

诱发出新的问题的一种反馈类型。幼儿期正是

对周围世界充满好奇的一段时期，因此，这一反

馈类型在每一个年龄段使用频率都较高。AP是

指说话人在听话人提出某种建议时表示同意的

一种言语反馈类型。RP是说话人发现前人遇到

困难，通过提出建议帮助听话人解决问题的一

种反馈方式。随着幼儿社会经验的增加以及解

决问题能力的发展，在同伴遇到问题时能够提

出相应的解决建议。

1.80
1.60
1.40
1.20
1.00
0.80
0.60
0.40
0.20
0.00

3岁 4岁 5岁 6岁

MK：致谢、道歉、问好
祝贺等礼貌性言语

AB：对听者的行为表
示积极评定

百
分

比

年龄

图4 积极性言语反馈中MK，AB使用比率发展趋势图

如图4所示，幼儿使用MK（致谢、道歉、问好、

祝贺等礼貌性言语）和AB（对听者的行为表示积

极评定）两种反馈类型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显示

出其反馈特点。从数值上看，这两种反馈类型是

幼儿在积极性言语反馈中使用比率最少的两个

反馈类型，均低于总反馈类型的2%。具体来看，

MK在3岁幼儿身上使用比率要明显高于4岁至5

岁幼儿；AB在4岁至6岁幼儿身上呈递增模式，特

别是5岁至6岁，增速较快。毋庸置疑，使用礼貌

用语以及积极评定同伴能够体现对他人的友爱，

使得双方在交流中更加和谐，这两项使用频率较

低值得教师及家长重视。

（三）3-6岁幼儿同伴互动消极性言语反馈具

体特征

1.消极性言语反馈与年龄的差异分析
表5 消极性言语反馈与年龄的差异分析

消极性言
语反馈

3岁

133

4岁

185

5岁

231

6岁

251

自由度

3

F值

3.265

P值

.0324

由表5可知，3-6岁同伴互动中所使用的消极

性言语反馈数量与其年龄存在显著差异（F=

3.265，p<0.05），随着年龄的增长幼儿会使用更多

的消极性言语反馈。随着年龄的增长，一方面幼

儿理解能力会逐步增加，能够理解与反馈同伴所

表达出的言语；另一方面幼儿思维得到一定发

展，有更多自己的想法，在与同伴进行交往的过

程中想更多表达自己的看法。

2.幼儿消极性言语反馈常用类型

20.00
18.00
16.00
14.00
12.00
10.00
6.00
4.00
2.00
0.00

表示反对
表示否定
表示拒绝
负面评价

3岁 4岁 5岁 6岁

百
分

比

年龄

图5 消极性言语反馈中四个维度使用比率趋势图

如图5所示，研究者将消极性言语反馈分为

四个维度，分别为：表示反对、表示否定、表示拒

绝、负面评价，其中“表示反对”、“表示否定”以及

“表示拒绝”三个维度占比较高，“负面评价”所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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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率最低。具体来看，“表示反对”在3岁至6岁

占比波动较大，呈“上升—下降—上升”的样式，6

岁所占比重最大为17.87%。而“表示拒绝”则恰

恰相反，呈“小幅度下降—大幅度上升—大幅度

下降”的样式，5岁所占比重最大为11.51%，4岁最

少为7.13%。“表示否定”在3岁至6岁的消极性言

语反馈中基本保持不变，在10%-10.8%之间波

动。而“负面评价”这个维度在四个年龄段所占

该年龄段全部反馈比例均在1%以下。

表6 各年龄段幼儿消极性言语反馈类型的使用比率

消极性言语反馈

维度

表示反对

表示否定

表示拒绝

否定评价

编码类型

AQ：通过重新提问表示反对

DW：不同意说话者先前的提议

PF：反对并阻止对方的行为

AN：对一般疑问句的否定回答

CR：指出非言语行为中的错误

ED：不赞成，沮丧地叫喊

CS：反对建议、委婉拒绝

GR：给出原因，证明对行为的要求、拒绝或禁
止是合理的

RD：拒绝执行他人的要求或建议

DS：对不恰当行为作出否定评价

年龄

3岁

4.38

5.35

3.89

2.19

4.14

4.38

1.46

2.43

3.89

0.24

4岁

3.94

7.50

4.88

2.44

3.94

4.32

2.44

2.06

2.63

0.56

5岁

4.10

5.52

4.10

3.15

5.21

2.37

3.63

2.68

5.21

0.47

6岁

5.76

5.19

6.92

2.02

5.04

3.31

3.17

1.87

2.74

0.29

汇总

4.62

5.85

5.11

2.46

4.67

3.48

2.82

2.24

3.61

0.40

注：上表所有反馈类型数值单位均为%

表6中显示了3岁-6岁幼儿在同伴互动中

的各项消极性言语反馈的使用比率发展状况。

使用比率是某一年龄幼儿运用某种言语反馈类

型的频次占该年龄段幼儿所有反馈方式总频次

的比值，能够有效反映该年龄段幼儿运用某种

消极性言语反馈类型的整体偏好。从统计结果

可以看出，各年龄段幼儿在消极性言语反馈的

使用上主要有六种反馈类型，依次为：DW—不

同意先前者的提议（5.85%）、PF—反对并阻止对

方行为（5.11%）、CR—指出对方非言语行为中的

错误（4.67%）、AQ—通过重新提问表示反对

（4.62%）、RD—拒绝执行他人的建议（3.61%）、

ED—不赞成、沮丧地叫喊（3.48%）。各年龄段幼

儿在消极性言语反馈的使用中使用频次较少的

两种反馈类型为：GR—给出原因、表示拒绝

（2.24%）以及DS—对不恰当行为作出的否定评

价（0.40%）。

从图6可以清晰地看到，3-6岁幼儿使用消

极性言语反馈的状况在不同年龄段均有较大

不同之处。具体来看，DW（不同意先前者的提

议）在3-5岁幼儿使用的频率明显高于其他消

极性言语反馈类型，且4岁幼儿使用该类型言

语反馈较其他年龄段幼儿高；ED（不赞成、沮丧

地叫喊）在3岁使用频率最高，5岁使用频率最

低；CR（指出对方非言语行为中的错误）在4岁

使用频率最低，在5岁使用频率最高；PF（反对

并阻止对方行为）在3岁时使用频率最低，6岁

使用最高；RD（拒绝执行他人的建议）在5岁使

用率最高，4岁使用率最低；AQ（通过重新提问

表示反对）在6岁占比较高，而4岁占比最低。

百
分

比

8.00
7.00
6.00
5.00
4.00
3.00
2.00
1.00
0.00 3岁 4岁 5岁 6岁

年龄

DW：不同意先前者的提议

PF：反对并阻止对方行为

CR：指出对方非言语行为
中的错误
ED：不赞成、沮丧地叫喊

RD：拒绝执行他人的建议

AQ：通过重新提问表示
反对

图6 消极性言语反馈中DW，RD，ED，CR，PF，AQ
反馈类型使用比率发展趋势图

ED是指说话人不赞成同伴言行，但又无力

阻挠而表现出来的一种沮丧的呐喊，低年龄段

幼儿表达能力相对较差，对同伴的不满意行为

无法用语言和行为进行阻止，只能用沮丧的叫

喊表达内心的不满。DW是指说话人对前者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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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的建议表示否定态度，当幼儿独立意识逐步

出现且其他交往技能掌握未成熟时，该言语反

馈出现频次最高。RD是说话人对同伴提出希

望两人可以共同完成的某个建议表示拒绝的

一种反馈方式。CR是指在同伴互动过程中幼

儿能够用语言来指出对方某些行为的不当之

处。PF 指的是说话人对同伴的行为表示严重

不满，并且通过自己的言行来阻止对方继续或

即将做某事。AQ是指说话人通过重新提问对

听话人刚才所表达的观点表示反对的一种反

馈形式。

3.00

2.50

2.00

1.50

1.00

0.50

0.00

百
分

比

3岁 4岁 5岁 6岁
年龄

GR：给出原因，证明
对行为的要求、拒
绝或禁止是合理的

DS：对不恰当行为
作出否定评价

图7 消极性言语反馈中GR，DS使用比率发展趋势图

如图7所示，幼儿使用GR（给出原因、表示拒

绝）、DS（对不恰当行为作出的否定评价）两种反

馈类型也能够从某一侧面显示该年龄段的反馈

特点。从数值上看，这两种反馈类型是幼儿在消

极性言语反馈中使用比率最少的两个反馈类

型。具体来看，GR在5岁幼儿身上使用比率要明

显高于6岁幼儿；DS在3岁至4岁有所上升，4岁

至6岁呈递减模式。由上述数据可以发现：因为

幼儿年龄特点，在对同伴提出的某些要求表示拒

绝时很难说出具体原因，所以整体使用量偏低。

在发现同伴有不恰当行为出现时，幼儿或许能够

意识到同伴当下的行为是不对的，但不知道如何

进行评价，或者说3-6岁幼儿对某件事的评价能

力还是稍有欠缺。

（四）3-6岁幼儿同伴互动中立性言语反馈具

体特征

1.中立性言语反馈与年龄的差异分析
表7 中立性言语反馈与年龄的差异分析

中立性言语
反馈

3岁

35

4岁

40

5岁

36

6岁

25

自由度

3

F值

.544

P值

.656

由表7可知，3-6岁同伴互动中所使用的中立

性言语反馈数量与其年龄不存在显著差异（F=

0.544，p>0.05），表明幼儿年龄的增长变化与其所

使用的中立性言语反馈不相关。

2.幼儿中立性言语反馈常用类型
表8 各年龄段幼儿积极性言语反馈类型的使用比率

中立性言语反馈

编码类型

YY ：对话所涉及物品或事件表示难以理解

XA：显示对听者的注意

年龄

3岁

2.43

6.08

4岁

0.94

6.57

5岁

0.95

4.73

6岁

1.30

2.31

汇总

1.32

4.67

注：上表所有反馈类型数值单位均为%

表8显示了3-6岁幼儿在同伴互动中的各项

中立性言语反馈的使用比率发展状况，使用比率是

某一年龄幼儿运用某种言语反馈类型的频次占该

年龄段幼儿所有反馈方式总频次的比值，能够有效

反映该年龄段幼儿运用某种中立性言语反馈类型

的整体偏好。从统计结果可以看出，各年龄段幼儿

在中立性言语反馈的使用上主要有两种反馈类型，

分别为：YY—对话所涉及物品或事件表示难以理

解（1.32%），XA—显示对听者的注意（4.67%）。

从图8可以发现，在中立性言语反馈中XA

（显示对听者的注意）的使用比率要远远大于YY

（对话所涉及物品或事件表示难以理解）的使用

比率。具体来看，XA占所有反馈比率从3岁至4

岁呈增加状态（6.08%-6.57%），从4岁开始发生骤

降，到6岁时占比仅余2.31%。YY整体是使用率

偏低，3岁占比最大为2.43%，4岁至6岁呈小幅上

升状态。
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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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

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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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0.00

百
分

比

3岁 4岁 5岁 6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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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A：显示对听者的注意

YY：对话所涉及物品或
事件表示难以理解

图8 中立性言语反馈中YY，XA反馈类型使用

比率发展趋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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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A表示听话人正在倾听说话人说话，听话

人的反馈仅仅是一些“嗯”“啊”或“……”等语气

词或者注视。YY对话所涉及物品或事件表示难

以理解，不表达任何情感意义。例如：CH1：“你知

道这个是什么吗？”CH2：“不知道。”CH2的“不知

道”并不代表不想与同伴继续进行交往或者其他

一些隐性含义。这个“不知道”仅仅表示CH2对

CH1所提出的问题是真的不知道，用“不知道”回

应，只是为了做一个陈述性质的表述。

三、讨论

在对3-6岁幼儿在同伴互动中使用的言语反

馈状况进行量化研究的过程中，研究者发现以下

几个问题需要更深层讨论。

（一）为什么幼儿在同伴互动中倾向于使用

积极性言语反馈

从量化数据中可以看出，幼儿同伴互动中积

极性言语反馈使用比例从3岁的59.4%稍下降至

4岁的57.8%，5岁的57.9%，再逐步上升至6岁的

60.2%。幼儿在4岁以后，使用积极性言语反馈的

比例有显著增长，特别是AC（认可对方的言语交

流）和SA（通过陈述回答疑问句），幼儿使用量占

比较大。低年龄段幼儿较多使用重复同伴言语

的反馈方式表达积极性的反馈意义，随着年龄的

增长，幼儿逐渐学会与同伴相互配合解决问题的

言语反馈类型。

随着年龄的增长，一方面幼儿角色游戏开展

能力不断增强。由于社会经验的有限，低年龄段

幼儿对角色游戏的内容的开展、情节的设计以及

角色之间的互动能力较弱，在同伴提出如何进行

游戏的时候，同伴一般会表示支持。但随着年龄

增长，幼儿对角色游戏有了更深层次的理解，能

够将自己日常经验融于游戏之中，促使游戏更好

地展开。另一方面，幼儿社会交往技能不断丰

富。在幼儿有独立思想以后，会逐步学会用单一

的拒绝来捍卫自己的“权力”，但随着年龄的增

长，幼儿习得更多的交往技能，明白“谦让”会促

进自己与同伴的交往。因此，积极性言语反馈使

用率较之前有所增加。

（二）为什么3-6岁幼儿同伴互动中评价能力较弱

通过量化研究可以看出，3-6岁幼儿在同伴

互动中使用正向评价以及负面评价数量占其总

言语反馈比率极低，分别为0.75%和0.4%。此数

据表明幼儿在与同伴进行互动交往时较少对同

伴言行进行积极评定或者对同伴不当行为作出

否定评价。

一方面，通过对幼儿在使用AB（对听者行为

表示积极评定）和DS（对不恰当行为作出否定评

价）时的具体语料分析，能够大致看出幼儿使用

评价型言语反馈的语境。在正向评价方面，如6

岁幼儿在做饭活动中有如下对话，CH1：“你等一

会儿，我马上做好去叫你。”CH2：“哇，你做的饭看

起来太美味了。”CH1：“那当然了。”幼儿在他人

完成自认为不可思议的事情时会自然而然地流

露出对他人的赞美。又比如6岁幼儿在扮演医生

时的一段对话，CH1：“这个眼镜给我戴一下吧。”

CH2：“你戴上眼镜好帅啊。”在幼儿表示欣喜地惊

讶时也会对同伴进行正向评价。在负面评价方

面，如5岁幼儿在进行做饭活动时，CH1：“你看我

做的汉堡。”CH2：“丑死了，难闻死了，不要不要。”

幼儿较为直接地表达自己对某一件事物的极度

不满时，容易使用负面评价。另一方面，通过对

幼儿同伴互动的语料进行分析也能够看出，3-6

岁幼儿在对他人评价的技能上稍有欠缺。在具

体的语言环境下幼儿不知道如何进行评价，不知

道应该用那些言语行为来进行评价才能更有助

于与同伴之间的交往，因此需要教师和其他成年

人给予指导。

（三）为什么3-6岁幼儿较少使用礼貌性言语

通过量化研究可以看出，3-6岁幼儿在同伴

互动中使用礼貌性言语反馈数量占其总反馈数

量比率极低，为0.88%。此数据表明幼儿在与同

伴互动中极少使用致谢、道歉、问好等礼貌性言

语反馈。

针对此问题，研究者查阅相关资料进行如

下分析。一方面，有相关学者对中美两国幼儿

在同伴言语互动中的言语反馈进行对比研究发

现：中国幼儿在与同伴进行交往时，会更多地使

用较为直接的反馈方式，而美国幼儿则会使用

较为间接的、有礼貌的反馈方式，文化差异正好

可以解释这一行为的差异［3］。虽是对比研究，但

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研究中的发现：幼儿较少

使用礼貌性言语反馈这一事实。另一方面，根

据柯尔伯格的道德发展阶段相关理论，3-6岁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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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正处于道德发展的“前习俗水平”阶段，这一

阶段幼儿的道德判断主要根据其行为表现的具

体结果以及自身的利害关系，道德的价值不是

取决于具体人或相关准则，而是取决于当前所

处环境的外在要求。因此，幼儿在与同伴互动

过 程 中 对 同 伴 礼 貌 是 为 了 受 到 成 人 的 表

扬［4］92-118。而在研究者设计的半结构化游戏过程

中，幼儿处于身心完全自由和放松的状态，不需

要通过展示自己是个“好孩子”来得到成人的认

可，他们可以跟随自己内心深处的想法进行表

达，因此较少使用礼貌性言语反馈。

（四）为什么3-6岁幼儿会频繁出现交流中断

的局面

从量化数据能够发现，幼儿在与同伴进行互

动中较多使用DW（不同意先前者的提议）、PF（反

对并阻止对方的行为）以及CR（指出非言语行为

中的错误）这三种较为直接的消极性言语反馈方

式，分别占据总反馈比例的 5.85%，5.11%以及

4.67%。CS（反对建议、委婉拒绝）和GR（给出原

因，证明拒绝是合理的）这类较为委婉的消极性

言语反馈方式使用较少，分别占据总反馈比例的

2.82%和2.24%。说明幼儿在与同伴进行互动中

更多地使用较为直接的消极性言语反馈类型，而

较少使用温婉含蓄的反馈类型。

通过对语料进行分析发现，以上几种较为直

接的消极性言语反馈的直接使用很容易导致话

题的终止，阻碍幼儿的同伴交往。如3岁幼儿在

进行做饭活动时，CH1：“把这个碗给你吧。”CH2：

“不要。”幼儿用直接的否定，不仅使得同伴的提

议无法进行，而且没有提出一定的补救措施，致

使话题中断。又比如，CH1：“宝宝生病了，要打针

哎。”CH2：“不行，只有一点病不能打针。”幼儿在

面对同伴的提议时，即使自己有一定理由，但使

用了较为直接的反馈方式，使得对话一样中断。

但是如果幼儿在与同伴进行交往时，能够使用较

为委婉的消极性言语反馈或者使用转移话题、委

婉拒绝、适当肯定等言语表达策略，便可以有效

解决这一交往的“尴尬”局面，甚至还能够在一定

程度丰富游戏内容，使游戏向更好方向发展。

（五）为什么幼儿因缺乏沟通技巧会使用中

立性言语反馈

通过对中立性言语反馈进行量化分析，发

现3-6岁幼儿使用中立性言语反馈主要有以下

两种：YY（对话所涉及物品或事件表示难以理

解）和XA（显示对听者的注意），分别占总言语

反馈的比例为 1.32%和 4.67%，综其整体数据，

这两种言语反馈的占比状况表明此种言语反

馈类型使用频率较低。研究者发现幼儿会在

以下两种情况中使用中立性言语反馈，如CH1：

“我们来做饭吧。”CH2：“……”CH1:“我把这个

给你用吧！”又比如CH1：“是这个吗？”CH2：“不

知道。”

对上述现象进行分析，有以下两种原因：首

先，低年龄段幼儿，在同伴互动中他们会因缺乏

言语表达技巧而出现较多“接不了话”的情况，在

这种情况下他们会使用中立性言语反馈表示正

在倾听中，而随着幼儿年龄的增长，幼儿习得更

多的交往技巧，能够与同伴进行良好互动，就较

少使用这一反馈形式。其次，低年龄段幼儿由于

认知水平较低，生活经验较为缺乏，对很多事物

是存在“认知缺陷”的，因此他们会使用“不知道”

进行中立性言语反馈，来表达自己确实对当前同

伴交流的事件存在认知上的缺陷，而随着幼儿社

会经验的增长，这一状况逐渐减少。

四、建议

3-6岁幼儿同伴互动中的言语反馈使用状

况表明，不同年龄阶段幼儿在使用言语反馈上

有该年龄段所特有的特点。积极性言语反馈的

使用能够有效促进幼儿与同伴之间的互动交

流，而消极性言语反馈并不一定导致同伴交往

的终止，掌握使用消极性言语反馈的技巧，也能

够在一定程度上提升幼儿游戏体验感，促进其

同伴交往能力的发展。针对以上讨论，研究者

提出以下建议。

（一）多渠道提升幼儿言语交往积极性

《3-6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中明确提出：

“幼儿在运用语言进行交流的同时，也在发展着

人际交往能力、理解他人和判断交往情境的能

力、组织自己思想的能力。”［5］周兢老师也提出：

“幼儿园语言教育的首要任务是帮助幼儿成为积

极的语言运用者，在交往中逐渐学习理解和表达

不同的意图倾向。”［6］幼儿在对话中表达有误，教

师或成人出于“教育”目的给予纠正，要求幼儿用

63



陕西学前师范学院学报 2021年第8期

所谓正确的语法结构、正确的词汇，久而久之会

在一定程度上挫伤幼儿言语交往的积极性。因

此教师和其他成人应该有意识地保护幼儿言语

交往的积极性，在幼儿有表达意愿的时候充分尊

重他们。

对教师来说，最重要的是提供多种形式促

进幼儿与同伴进行言语交往，比如按人数划分

为个人、小组以及全班自由讨论；以内容划分为

日常见闻、活动感受以及同伴评价等类型。对

家长来说，在遇到与幼儿相关的事情要尽可能

询问幼儿意见，给幼儿提供表达的机会；发现幼

儿说话产生语病要顺其自然地纠正，切忌生硬

纠错；保护幼儿言语交往的积极性。家园通力

合作，使幼儿在与同伴互动中乐于表达、爱上表

达，最后成功习得表达技巧。作为教育者要始

终相信幼儿，给幼儿创造一个允许出错的语言

环境。

（二）创造礼貌性言语的使用氛围

从前文中已经了解到学龄前幼儿较少使用礼

貌性言语反馈的具体原因，针对以上原因，教师和

成人应该采取一定策略，为幼儿营造一个能够促

使幼儿学习礼貌性言语反馈的环境氛围。

一方面，教师和成人要了解该年龄段幼儿所

处的道德阶段以及语言发展特点，对幼儿的不当

言行表示理解。如在发现幼儿没有对他人使用

礼貌性言语反馈时，不要急于批评，而要多次引

导，使幼儿学会使用礼貌性言语反馈。另一方

面，在一日生活的各个环节中，教师要有意识地

使用礼貌性言语，用较为委婉的言语方式组织活

动，为幼儿提供良好的示范。如在发现幼儿有不

良行为时，教师不要忙于呵斥，而是尽可能询问

缘由，诱导幼儿说出该行为表现的具体原因。在

家庭教育中，家长也要时刻提醒自己使用礼貌性

言语进行家庭成员之间的相互交流，为幼儿营造

良好环境，形成家园合力。

（三）锻炼幼儿在同伴互动中的评价能力

通过上述讨论已经知道，3-6岁幼儿在与同

伴进行互动时较少使用评价性言语反馈，表明幼

儿在该年龄段评价能力发展稍有欠缺。虽然幼

儿在该年龄段主要依赖于成人的评价，独立评价

和同伴评价能力尚未成型，但研究者认为教师和

其他成年人应在日常生活中做好示范作用以及

有意识地引导幼儿进行自我评价的锻炼。

3-6岁幼儿年龄较小、认知水平较低以及社

会经验不足等原因导致其无法对自己进行正确

评价，教师应采取一定措施帮助幼儿进行正确

评价。一方面，教师针对不同幼儿的评价，提出

具体措施。如针对自我评价过高的幼儿，教师

应使其发现其自身的不足之处；针对自我评价

过低的幼儿，教师应适当鼓励，使其认识到自己

的优点，从而进行正确评价。另一方面，教师应

在一日活动中给予幼儿进行自我评价和对他人

评价的机会。如区域活动后，引导幼儿对自己

和他人的作品进行评价，从笼统评价慢慢向具

体评价发展。经过反复训练，促进幼儿评价能

力的提升。

班杜拉的观察学习理论指出：幼儿通过观

察他人的行为，能够模仿学习到他人的某些言

行，促进其认知能力的发展［7］。因此，教师和家

长应在日常生活中尽量运用正确的评价方式对

他人的言行进行评价，为幼儿提供良好的榜样

示范作用，使幼儿在潜移默化中习得评价同伴

的能力。

（四）提升幼儿在日常交往中的沟通技巧

通过研究发现，掌握良好言语反馈技巧的

幼儿在与同伴进行互动中才能更好地进行交

流。相反，沟通技巧较弱的幼儿即使在使用积

极性言语反馈也容易造成与同伴交往的中断现

象。庞丽娟老师在一项研究中也发现，受欢迎

幼儿掌握使用的交往策略较多，有效性较强［8］。

因此教师与其他成人应该在幼儿日常交往中有

意识培养幼儿与同伴沟通的能力，使幼儿能够

有意识地使用赞扬鼓励、委婉拒绝、转移话题、

适当肯定等交往技巧。

教师方面，首先，要为幼儿提供更多交往机

会，开展班级幼儿能够相互交流的活动，组织园

内幼儿相互融合的大型活动，使幼儿能够向其他

同伴学习一定的交往技巧。其次，在幼儿与同伴

交往过程中，针对幼儿的不同性格特点以及不同

事件，教师为幼儿提供一些针对性的交往技巧。

如看到一个较为腼腆的幼儿想要参与到其他幼

儿的游戏活动中去，但不知道如何表达，教师可

以以平行游戏的方式询问其他幼儿是否愿意接

受他人的加入，并带领该幼儿参与到游戏中。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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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方面，要多带幼儿走出家门，结交更多同伴，同

时家长要以身作则，用正确的交往技巧与周围人

进行相处。为幼儿创造疑难情境，促使幼儿自己

解决问题，如外出时只拿一个玩具，遇到同伴时

自己想办法解决玩具问题。

（五）正确看待幼儿消极性言语反馈

在以往的语言领域研究中，教师和其他成

人往往对幼儿使用消极性言语反馈持否定态

度，认为幼儿在与同伴进行互动过程中，如果

频繁使用消极性言语反馈，则表明该幼儿拒绝

与同伴进行交流，是一种消极的交往方式。本

研究发现：在某些情况下幼儿确实在使用消极

性言语反馈来表示自己拒绝与同伴进行互动，

但很多时候幼儿使用消极性言语反馈仅仅是

想表达自己真实的想法，而依然存在要与同伴

进行交往的意愿，只是不知道如何表达。更有

甚者，幼儿通过使用消极性言语反馈能够进一

步推动游戏情节的发展，从而更好地与同伴进

行交往。

因此，教师或其他成人在发现幼儿使用消极

性言语反馈的时候，应做到以下几点：首先，不要

急于对幼儿的消极性言语反馈进行否定评价，而

是要辩证地看待；其次，教师和成人应尽力探索

幼儿此种言语类型背后的原因；再次，成人要了

解幼儿在当下是否仍有继续与同伴进行交往的

意愿，言语是否还蕴藏有其他意味；最后，针对不

同原因，教师和成人针对性地提出帮助幼儿解决

尴尬情境的办法。

［注释］

① 《言语行动目录（简略版）》是哈佛大学研制的国际儿童

语言交流编码类型及功能，此套编码体系将幼儿言语

交流分为言语倾向类型以及言语行动类型。为使研究

结论更具客观性，研究者根据研究目的以及对收集到

的语料进行分析整理，借鉴此套编码体系中的部分编

码对语料进行编码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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