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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探究3~5岁幼儿躯体情绪识别能力的发展趋势，采用迫选任务，考察了109名3~5岁幼儿。结果表明：（1）幼儿识别4
种基本躯体情绪的正确率依次为：悲伤66%、恐惧63%、高兴59%、愤怒57%；（2）年龄的主效应均显著。在高兴、悲伤躯体姿势

的识别上，5岁显著好于3岁；在愤怒躯体姿势的识别上，5岁显著好于3岁，4岁显著好于3岁；在恐惧躯体姿势的识别上，5岁
显著好于3岁和4岁；（3）4岁组男生识别愤怒躯体姿势的正确率显著好于女生。但性别的主效应不显著。结果表明，幼儿对

不同效价的躯体表情加工存在差异，从躯体情绪角度支持了心理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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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Comparative Experimental Study on Emotional Body Recognition
Capability of Children Aged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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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o explore the development trend of 3~5 year-old children’s emotional body recognition ability. 109 children aged 3~5
were investigated by forced selection task. Results show:（1）The correct rate of children in recognizing the four basic emotions was:
66% sadness，63% fear，59% happiness，and 57% anger;（2）The main effects of age were significant. In the recognition of happy and
sad body postures，5-year-old children are significantly better than 3-year-old children; In the recognition of angry body postures,5-
year-old children are significantly better than 3-year-old children，and 4-year-old child is significantly better than 3-year-old one;
In recognition of fear body postures，5-year-old child is significantly better than 3-and 4-year-old one.（3）Boys in the 4-year-old
group have significantly better accuracy in recognizing angry body postures than girls. But the main effect of gender is not significant.
In conclusion，this experiment show that there may be differences in children's physical expression processing of different valenc⁃
es, supporting the theories of min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body emotions.
Key words: 3～5-year-old children；body emotions；emotion recognition;

1 问题提出

情绪躯体语言（Emotional Body Language，简

称EBL）是一种通过识别个体特定的躯体动作和

动态特征来理解他人情绪的快捷语言，具有补偿

情绪信息、感知运动与行为信息、产生适应性行

为的功能［1］。尽管大多数关于幼儿情绪的研究都

集中在对面部表情的理解上［2］。但也发现年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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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躯体情绪理解的重要因素。3岁左右的幼儿

开始根据表情或动作来解读他人的情绪，并会使

用情绪词汇来表示情绪状态［3］。4岁左右可以识

别悲伤的躯体语言表达，5岁能够识别悲伤、恐惧

和高兴，8岁可以达到成人水平，能够识别基本情

绪［4］，且在悲伤、高兴、恐惧和生气躯体情绪识别

上没有差异［5］。针对中国幼儿的研究显示，3~5岁

是情绪理解急剧发展的阶段，4岁是幼儿心理理

论和情绪理解发展的关键期［6］。那么，幼儿对躯

体情绪是否符合心理理论的发展特点，还有待进

一步研究。

个体对躯体姿势的加工可能在视觉早期就

发生，但并不总是存在负性偏向。针对成人被试

的一些研究结果显示，对威胁性躯体姿势的加工

不需要注意参与且加工迅速［7］，时间进程与面部

表情一样［8］。但也有脑电研究结果发现，成人对

愉快的肢体情绪加工速度最快，对愉快的肢体识

别诱发了更大波幅，表现出正性偏向［9］。与面部

表情线索相比，幼儿对攻击性相关的身体线索更

加敏感［10］。那么，幼儿对躯体情绪的识别是否也

存在负性偏向，值得进一步探讨。

综上所述，为探讨幼儿对高兴、愤怒、悲伤、

恐惧这四种基本躯体情绪识别的发展趋势和性

别特征，基于前人研究，做出以下假设：（1）幼儿

对负性躯体情绪表现出负性偏向；（2）在躯体情

绪识别的发展趋势上，幼儿在5岁左右迅速发

展；（3）3~5岁幼儿的躯体情绪识别不存在性别

差异。

2 研究方法

2.1 研究对象

在NN市某公立幼儿园遵循分层随机抽样原

则，抽取小、中、大班共112名幼儿作为研究被试，

剔除3个无效数据，有效样本109人。其中，男孩

55名，女孩54名，幼儿视力、思维和言语发展正

常。被试平均年龄及标准差见表1。
表1 被试人数、平均年龄及标准差

M

SD

小班（n=33）

男
（n=17）

3.82

0.31

女
（n=16）

3.97

0.25

中班（n=38）

男
（n=19）

4.66

0.28

女
（n=19）

4.64

0.36

大班（n=38）

男
（n=19）

5.79

0.31

女
（n=19）

5.71

0.25

2.2 研究材料

使用的躯体姿势图片选自“躯体动作表达刺

激测试”（The Bodily Expressive Action Stimulus

Test，BEAST）［11］，图片中人物的面部表情均被抹

去。正式实验之前，随机招募30名大学生被试对

图片库中随机选取的愤怒（43张）、悲伤（46张）、

恐惧（45张）、高兴（46张）共180张图片进行情绪

辨别、愉悦度和唤醒度的评定。结果显示，四种

躯体情绪在唤醒度上差异显著（F（1.8，52.8）=57.02，

p＜0.001），在愉悦度上差异显著（F（1.87，54.14）=

110.80，p＜0.001）。最后，以正确率在85%~100%

之间为标准，筛选出60张图片作为刺激材料（见

表2）。图片尺寸155×255像素、大小116 KB、均

为灰色（见图1）。
表2 60张情绪躯体图片描述性结果

情绪类别

悲伤

愤怒

恐惧

高兴

性别

男

7

5

5

7

女

8

10

10

8

正确率

（%）

92.7

91.8

91.6

90.4

唤醒度

M

4.42

6.40

6.20

6.09

SD

0.98

0.48

0.89

0.53

愉悦度

M

3.30

3.30

3.20

6.03

SD

0.68

0.95

0.68

0.83

图 1 实验图片材料（从左往右依次为恐惧、

愤怒、害怕、悲伤）

2.3 研究过程

在幼儿园某安静的教室进行一对一施测，

主试先与幼儿互动熟悉，再进行躯体情绪识别

任务。整个实验过程由1个练习实验和正式实

验组成。主试先让幼儿做出“高兴”“愤怒”“恐

惧”“害怕”的动作，让幼儿记忆且重复四类情绪

词汇，直至其完全记住情绪词汇。例如，主试

说：“你感到很高兴的时候会做什么动作呢？”然

后，依次呈现4张非实验用刺激图片，向幼儿解

释本实验任务。

正式实验包含60个试次，分4个Block呈现，

中间无限时休息（见图2）。首先，屏幕中央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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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ms的“+”号注视点，接着呈现一张情绪躯体图

片，主试提问：“这个哥哥/姐姐现在很××？”让幼

儿判断图片中人物的情绪，说出情绪词汇，每个

试次的图片刺激呈现时间和作答时间不限。最

后，主试记录幼儿对每张图片的情绪分类。如果

幼儿说出对应的情绪单词，记为正确作答，说出

错误情绪单词，判定作答失败。所有实验条件混

合随机呈现。

图2 实验任务1个试次的示意图

2.4 数据处理

为了解幼儿的躯体情绪识别在性别、年龄水

平上是否表现出差异，采用SPSS 20.0软件包进行

描述性统计和MANOVA 分析，因变量为幼儿躯

体表情识别的正确率。

33 研究结果与分析

3.1 幼儿对4类躯体情绪的识别情况

使用均值计算幼儿对4类躯体情绪识别正确

率的情况，成绩由高到低依次为悲伤66%（SD=

0.279）、恐惧 63%（SD=0.331）、高兴 59%（SD=

0.347）、愤怒57%（SD=0.334），可以看出正确率均

在57%~66%之间。

为进一步了解不同年级幼儿的躯体情绪识

别情况，采用描述性统计进行计算。由表3可知，

对高兴、悲伤、愤怒和恐惧躯体情绪的正确识别

率，小班幼儿分别为0.481、0.572、0.382、0.436，中

班幼儿分别为0.558、0.626、0.583、0.586，大班幼

儿分别为0.719、0.768、0.730、0.858。

表3 3~5岁幼儿对4类基本情绪判断的正确率（M±SD）

躯体情绪

高兴

悲伤

愤怒

恐惧

M

SD

M

SD

M

SD

M

SD

小班

男

0.486

0.320

0.631

0.219

0.377

0.329

0.373

0.267

女

0.475

0.319

0.508

0.240

0.388

0.222

0.504

0.324

总

0.481

0.314

0.572

0.234

0.382

0.278

0.436

0.299

中班

男

0.579

0.393

0.695

0.279

0.723

0.322

0.639

0.324

女

0.537

0.337

0.558

0.297

0.442

0.304

0.533

0.360

总

0.558

0.362

0.626

0.292

0.583

0.340

0.586

0.342

大班

男

0.698

0.320

0.754

0.291

0.695

0.296

0.919

0.115

女

0.740

0.341

0.783

0.261

0.765

0.294

0.797

0.231

总

0.719

0.327

0.768

0.273

0.730

0.293

0.858

0.191

总计

男

0.592

0.351

0.696

0.266

0.606

0.346

0.653

0.332

女

0.590

0.347

0.622

0.290

0.540

0.321

0.617

0.331

3.2 不同类型躯体情绪的性别和年龄差异性分析

为探究幼儿对4类躯体情绪识别的发展，以

正确率为因变量，进行 2（性别）×3（年龄）的

MANOVA 分析，结果见表4。
表4 躯体情绪识别任务中4类情绪类型的性别、

年龄及其交互效应分析

变异来源

性别

年龄

性别*年龄

高兴

0.003

4.616*

0.149

悲伤

2.268

5.305**

1.94

愤怒

1.351

12.062***

3.733*

恐惧

0.355

20.595***

2.205

注：*表示p<0.05，**表示p<0.01，***表示p<0.001

通过表4可以看出，在四类躯体情绪类型上，

性别的主效应不显著，年龄的主效应均显著

（F（2，103）=4.616，p<0.05；F（2，103）=5.305，p<0.01；F（2，103）=

12.062，p<0.001；F（2，103）=20.595，p<0.001）。通过

Bonferroni事后检验发现（见图3），在高兴的识别

上，5岁显著好于3岁（MD=0.239*，p<0.05）；在悲伤

的识别上，5 岁显著好于 3 岁（MD=0.197**，p<

0.01）；在愤怒的识别上，5岁显著好于3岁（MD=

0.348***，p<0.001），4岁显著好于3岁（MD=0.201*，

p<0.05）；在恐惧的识别上，5岁显著好于3岁（MD=

0.422***，p<0.001）和4岁（MD=0.272***，p<0.001）。

愤怒情绪的性别与年龄的交互效应显著

（F（2，103）=3.733，p<0.05），其余不显著。进一步简单

效应分析发现（见图4）：4岁组男生与女生的愤怒

情绪识别正确率差异显著（F（1，103）=8.435，p<0.01，

MD=0.281**，p<0.01），男生（M±SD=0.723±0.322）

显著好于女生（M±SD=0.442±0.304）；小班男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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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女生的愤怒情绪识别正确率差异不显著

（F（1，103）=0.011，p>0.05）；大班男生与女生的愤怒情

绪识别正确率差异不显著（F（1，103）=0.527，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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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3~5岁幼儿在4种躯体情绪上的成绩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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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愤怒躯体情绪在年龄和性别上的交互作用

4 讨论

从总体来看，躯体情绪识别能力在3~5岁阶

段有了较大发展，特别是在4~5岁左右，这表明

4~5岁是理解躯体情绪的关键年龄，支持了前人

研究［3］，验证了假设。

4.1 3~5岁幼儿对4类躯体情绪识别的现状分析

研究结果显示，幼儿对4种基本躯体情绪的

识别成绩从高到低为悲伤、恐惧、高兴、愤怒，这

与Gelder等人对成人被试的测试结果部分一致。

他们的结果显示悲伤身体姿势识别率最好，其次

是恐惧、愤怒，高兴最差［11］。原因可能是：第一，

负性刺激比正性刺激更快的激活了早期P1且程

度更强，激活更高水平的杏仁核和海马［12-13］，3~5

岁阶段的幼儿在早期就对负性情绪刺激进行自

动化加工。第二，对悲伤躯体的感知可能会唤起

幼儿同情、安慰他人的心理活动或动作，而恐惧

躯体对个体来说具有生存意义，它提醒着观察者

注意潜在危险，以便做出适当、及时的反应，并且

相较于面部表情，恐惧更容易从肢体动作中识别

出来［14］。因此，3~5岁阶段的幼儿表现出对负性

的躯体情绪更敏感。

研究结果显示，幼儿对高兴躯体的识别最容

易犯错。多项研究已经证实无论是躯体情绪还

是面部表情，会受文化和种族的影响［15］。中国文

化背景下的幼儿判断实验材料中的高兴躯体时，

更偏向认为躯体姿势代表类似“无奈”“悲痛”甚

至“愤怒”，导致错误率较高。

同时，研究发现，幼儿对4种躯体情绪识别整

体正确率低于70%，低于成人被试的水平［11］，这与

以往研究一致。相比于成人，幼儿观察无面部表

情的躯体图片时，对头部的注视时间更长，他们

更依赖头部信息作为情绪判断的线索，当面部表

情不明确时，对静态身体姿势的图像的处理不够

成人成熟［16］。

4.2 4类躯体情绪的年龄差异分析

研究结果显示，5岁组幼儿对于4类基本躯体

情绪的识别均高于3岁组，4岁组对愤怒的识别显

著好于3岁组，5岁组对恐惧的识别显著好于4岁

组。也就是说，幼儿对高兴、悲伤、愤怒、恐惧4种

基本躯体情绪的识别表现出年龄差异。这与已

有研究结果一致［5］。原因可能在于，随着年龄的

增长，幼儿对躯体情绪的正确辨别能力逐渐发

展。因此，本研究结果验证了3岁左右幼儿已经

能够对他人表现出来的情绪信息进行解读［17］。

研究结果发现，4~5岁阶段幼儿辨别躯体情

绪的能力显著提升。这可能是因为，4~5岁是幼

儿情绪观点采择能力发展的关键期［18］，幼儿在4

岁左右社会认知能力显著提高，获得心理理论能

力，情绪理解能力快速提高［6］，这促进了幼儿在这

一年龄阶段对躯体情绪理解能力的快速发展。

这一结果说明幼儿对面部模糊情况下的身体躯

干姿势识别重要发展时期在4~5岁阶段，支持了

幼儿心理理论。

4.3 4类躯体情绪的性别差异分析

研究的行为实验数据未发现四类基本躯体

情绪类型在幼儿阶段存在明显的性别差异。可

能是因为在个体发展早期，情绪理解能力尚未成

熟，还处于发展阶段。此外，多数面部表情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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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研究表明存在女性优势，且年龄越小，性别

优势的效应量越大［19］。这可能提示了幼儿对躯

体姿势和面部表情的加工方式存在差异。

4.4 愤怒情绪的性别与年龄的交互作用分析

通过年龄和性别的交互作用，结果发现4岁

组的男孩对愤怒躯体的识别显著比女孩好。该

结果说明4岁的男孩对愤怒身体姿势较为敏感，

已经能够较好理解肢体线索来解读他人的情

绪。可能的原因在于，第一，与女孩相比，进入中

班的男孩在同伴交往中面临更多的威胁情景（争

抢、打架），他们需要发展理解他人攻击性动作的

能力，需要确保对目标情绪的准确判断，使大脑

做出准备动作并处于应激水平［20］，这具有生存意

义。第二，愤怒的身体姿势在男孩眼中代表着一

定的个性特质。幼儿会将愤怒的身体姿势与权

力、支配欲联系在一起［21］，这在同伴交往中具有

社会意义。这提示不同身体姿势影响着幼儿的

情绪体验。

5 结论

（1）幼儿对4种基本躯体情绪表现出负性偏

向，对悲伤识别率最好。（2）幼儿的躯体情绪识别

能力在3~5岁期间正向发展。4~5岁是发展躯体

情绪能力的关键期。幼儿的躯体情绪识别能力

未存在性别优势。（3）4岁男孩对愤怒躯体的识别

比女孩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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