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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幼儿自语研究的现状与启示
许雅茹 

（华南师范大学，广东广州  510000）

摘要：幼儿自语是语言习得过程中的必然阶段。皮亚杰和维果斯基关于幼儿自语的理论是幼儿自语研究的开端。在两位研究者之后，

关于幼儿自语现象的研究陆续开展。儿童自语研究可以对实际的幼儿教育实践产生积极作用，而国内关于幼儿自语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

因此本文基于 2013 年—2021 年幼儿自语研究的分析梳理，探讨国内幼儿自语研究的现状，并总结一些特点及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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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儿自语是儿童成长中的非常普遍的现象。它在儿童早期的

言语发展和思维发展中具有重要地位。 作为一名学前教育工作者，

我们首先应该走近儿童，了解儿童。

一、幼儿自语

“自语”首先由皮亚杰提出，称之为“自我中心言语”，也

就是“Egocentrism Speech”。他在《儿童的语言与思维》一书中

明确将幼儿自语定义为“他不需要知道说话的对象是谁，也不在

乎对方是否在听。他或是对自己说话，或是因为偶然出现在身边

的人共同活动感到愉快而说的话。”维果斯基几乎与皮亚杰在同

时期研究了幼儿自语现象，他在《思维与语言》一书中提出自我

中心言语是幼儿寻求解决障碍方法的外在思维表现，是有声言语

向内部言语的一种过渡。近十几年来，有关幼儿自言自语的大量

研究倾向于支持维果茨基的理论假设，自语后来也被学者们称为

“Private Speech”。在我国，大部分学者将其称 为“自言自语”“自

语”，有台湾学者也称之为 “私语”“ 个人式言语”。

刘力、彭小红认为：自语是儿童不针对特定听众对自己说的话。

韩波认为：自语是儿 童 以 个人式的语言，在一个人独处或有他

人在场的情况下指向自己或指向他人时的大声说话。朱永生严世

清认为自语是“儿童对自己而非某个特定的听者大声说出的言语”。

李羚玮定义自语为：个体对自己进行的具有调控与指导功能的谈

话。

二、幼儿自语研究的进程

（一）国外研究进程

国外对儿自言自语现象的研究起步较早，始于 19 世纪 60 年

代，研究内容范围较为广泛，多数研 究建立在验证维果茨基所提

出的自语理论的基础之上。国外关于自语的研究主要包括自语的

分类及功能、幼儿自语的影响因素、不同类型的儿童的自语情况

差异、儿童自语与自我意识的关系等。但国外研究的研究对象基

本为英美儿童，对于其他文化和社会背景下幼儿自语的研究相对

较少，得出的结论是否符合我国儿童的自语发展水平和认知特点，

还有待进一步验证。

（二）国内研究进程

国 内关于自言自语的研究的数量较少，笔者在“CNKI 中国知

网全文数据库”以“幼儿自语”“儿童自语”等关键词进行检索，

相关文献约有 28 篇，主要内容分为三个类型：一部分文献主要内

容是梳理国外研究的脉络，对研究的进程进行综述；一部分是对

皮亚杰以及维果茨基的论点进行分析；另外近年来也出现许多关

于幼儿园中不同活动或区域中幼儿自语现象的研究，但总体数量

也不多。总而言之，国内对幼儿自语现象的研究多数建立在国外

研究的基础之上近年来也开始出现本土化的研究，研究方法多为

质性研究，通过观察、访谈等方式收集研究资料并进行分析。

三、国内幼儿自语研究的现状

本文在“CNKI 中国知网全文数据库”以“幼儿自语”“儿童

自语”等关键词进行检索，共搜寻到相关文献共 28 篇，其中硕士

论文 8 篇，学术期刊 20 篇。

（一）发表年份

根据搜索到的文献资料，按发表年份整理，可见随着时间

的推移，研究幼儿自语的论文呈现缓慢上升的趋势（见表 1）。

2003-2006 年发表的幼儿自语相关论文仅有三篇，2006 年开始，

有关幼儿自语的论文增至 8 篇，2012 年 -2017 年平均发表的相关

文献数量较为稳定，2018 年 -2021 年查找到的相关文献增至 9 篇，

其中 2021 年相关文献有 5 篇。通过表格分析可以发现学者们越来

越多地关注于幼儿自语研究的领域中，这说明这方面的研究具有

其合理性，也越来越受到学者们的关注。

表 1　2003-2021 年幼儿自语文献的发表年份统计

2003-2005 2006-2008 2009-2011 2012-2014 2015-2017 2018-2021

数量 3 2 8 3 3 9

百分比（%） 10.7 7.1 28.6 10.7 10.7 32.1

（二）研究主题

对有关论文做进一步的内容分析，可以简单划分为六个主题，

分别是：有关自语的论文综述；自语的类型及功能、影响因素、

启示探究；区域活动中的幼儿自语研究、游戏活动中的幼儿自语

研究、绘画活动中的幼儿自语研究、绘本活动中的幼儿自语研究。

表 2　2003-2021 年国内幼儿自语研究的主题

有关自语的论

文综述

自语的类型及功能、影

响因素、启示探究

区域活动中的幼

儿自语研究

游戏活动中的幼

儿自语研究

绘画活动中的幼

儿自语研究

绘本活动中的

幼儿自语研究

数量 6 7 4 6 3 2

百分比（%） 21.4 25 14.3 21.4 10.7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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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可见，近年来，有关自语的类型及功能、影响因素、启

示探究的研究最多（25%）， 其次是有关自语的论文综述以及游

戏活动中的幼儿自语研究（21.4%），说明研究的重点，同时各种

活动中的幼儿自语也受到了较多的关注。由此可见在实际研究中，

学者研究多关注于幼儿自语的综述及幼儿自语的类型、影响等的

探究。多种研究主题百花齐放的现状也体现了研究主题的多样化，

但各主题的内容分布较为平均，研究者也不断从新的视角来观察

幼儿自语。

（三）数据收集

统计查找到的文献的研究范式可得，运用质性方法研究的文

献共 26 篇，使用量化研究的论文 2 篇（见表 3），其中绝大部分

的文献都使用文献分析法，学者们倾向于实地考察，收集活动中

的幼儿自语信息作为分析的原始数据，辅以观察法以及访谈法作

为补充。 研究者们常用半结构访谈法的形式收集数据，就是研究

者设计访谈提纲，在访谈过程中依据实际情况可以灵活对题目做

一些更改，被访谈者对访谈问题自由回答。

表 3　2003-2021 年幼儿自语研究运用研究方法统计

质化研究（26） 量化研究（2）

文献分析 访谈 观察 实验 观察

数量 19 11 19 1 2

百分比（%） 68 39.3 68 3.6 7.1

（四）研究的主要内容

1. 对已有研究的综述

国内关于自语的文献有一大部分是对已有的文献进行分析。

李颖 （1999）、王爱芬（2002）、朱从梅（2003）和杨宁、王玉

（2004）比较了皮亚杰和维果斯基关于“自我中心言语”的理论；

刘力（2010）、赵旭曼（2011）、邵秋硕（2012）对关于国内外

幼儿自语的研究进行回顾及述评；韩波（2011）则针对儿童自语

功能对国外文献进行了梳理。

2. 幼儿自语的类型

许多学者尝试对幼儿自语的类型进行分类， 彭茜（2003）把

幼儿说自语话的基本形式分成自我解决实际问题型、自我鼓励型、

情感宣泄型、模仿和表演型、自娱自乐型等五个基本类别；邵秋

硕（2012）根据自语的内容将岁幼儿自由绘画活动中的自语类型

划分为绘画想象型、情感表达型、自我指导型、词语游戏型、命

名评价型；宋雪（2021）利用扎根理论的编码原理，对美工区的

幼儿自语从内容、水平、结构、语气四个角度进行分类。

3. 幼儿自语的影响因素

李佳礼（2009）通过观察与访谈，分析了活动类型、教师干涉、

儿童性格三个维度与幼儿自语频率的关联；邵秋硕（2012）从外

部因素和内 部因素两方面研究 3-4 岁幼儿自由绘画活动中自语的

影响因素，以详尽的案例阐述这些因素如何影响幼儿的自语行为；

温丽（2017）主要从性别、参与人数、幼儿生活经验、绘本主题、

绘本熟悉程度这五个角度入手，研究绘本阅读中幼儿的自语情况；

宋雪（2021）从活动类型、任务难度、生活经验和性别差异等几

个角度来考察自语的影响因素。 

4. 幼儿教师对自语的态度 

 黄凌云（2006）通过观察法和访谈法，研究教师对幼儿自语

的关注、观念和行为，研究结果发现，多数教师认为儿童与年龄

有关的因素如：发展水平、儿童的能力、儿童的性格以及环境会

影响幼儿的自语；同时教师认为幼儿自语是一种正常现象，自语

给幼儿愉悦的体验并且有助于幼儿的成长。研究者认为教师有必

要进行关于幼儿自语有关理论和实践的专业化发展， 此外，根据

研究结果对教师专业化发展的课程设置提出了相关建议。

四、目前自语研究的特点以及启示

（一）研究方法多为质化研究

 许多国内学者用质性研究方法研究幼儿自语，对自语的类型、

功能、活动策略以及教师对自语的观念各个主题发表了见解，许

多文献都以活动为切入点，例如美工区活动，绘本阅读活动等情

景的幼儿自语为切入点，细致入微的收集幼儿自语的材料，这也

使研究者能够关注到幼儿自言自语现象本身所具备的特征。但量

化研究以及混合研究的文献较少，主观色彩较浓。部分研究者运

用如 NVivo 等应用软件帮助分析数据资料以增加研究结果的说服

力。此外，今后的研究中，是否可以更多地从量化的研究方法入

手也是一个发展的方向指引。

（二）价值取向多为维果茨基论点

 在近年来研究的价值取向上。通过对幼儿自语现象相关文献

的研究，发现文献内容几乎都认为幼儿自语现象有其积极的作用，

也就是认可维果斯基的观点。 自语不是由个人指向社会，而是由

社会指向个人，随着年龄的增长，自语逐渐内化成为幼儿的内部

言语。研究者们大多是带着对幼儿自语的肯定而去探索幼儿自语

现象对儿童的意义的。国内的许多研究者对皮亚杰和维果斯基关

于自语的理论进行比较，也为了解幼儿的自语现象提供了理论平

台。

（三）研究视角多样化

 近几年来，对研究幼儿自语现象的研究多从各个视角展开。

从起初，研究内容多为维果斯基与皮亚杰的观点分析研究到后来

对具体情境中儿童的自语进行了探索，主要包括自由游戏情境、

自由绘画、绘本阅读和区域活动等情境，这充分地表明了人们越

来越多关注幼儿自言自语的意义并尽可能地从不同角度来分析儿

童自言自语的特征，从而提出教育建议，指导教育实践。

（四）教育建议

 幼儿自语体现了每个幼儿的认知发展水平以及性格特点，也

是成人了解幼儿的一种方式。通过发掘幼儿自语的深度原因，提

出相关的教育建议，以更好地促进幼儿的发展，是研究者们的愿景。

这是所有研究者们都应该关注的部分，通过提出恰当的教育建议，

可以帮助幼儿园、家庭创造更好的环境及氛围，帮助幼儿教师针

对性的设计教学活动，把握教学任务的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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