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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儿童的词汇发展水平是其语言能力发展的基石和动力,深刻的影响着儿童的认知发展和社会

交往,心理状态术语作为表述人类思想、情感、感受的词汇是儿童词汇学习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与情绪情

感表达和理解有重要的关系。本综述主要探究母亲受教育水平对儿童心理状态术语发展的影响以及这

种影响出现的可能内部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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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hildren’s vocabulary development level is the cornerstone and motivation of their language ability 

development, which profoundly affects children’s cognitive development and social communication. mental 

state utterances, as words expressing human thoughts, emotions and feelings, are an important part of children's 

vocabulary learning, and have an important relationship with the expression and understanding of emotions and 

emotions. This review mainly explores the influence of mothers' education level on the development of 

children's mental state terms and the possible internal reasons for this influ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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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最近的二十多年中,儿童心理状

态术语的影响研究已经逐渐成为心理学

和教育学一大研究热点。那什么是心理

状态术语呢？从广义上指向信念、愿望、

意图、情绪和知觉等,到狭义上仅仅指向

认知术语(如以为、知道、猜、坚持)。研

究者们对这一术语的解释各不相同,但

目前大多数的研究者在研究心理状态术

语时主要使用的是一些信念动词[1]。 

目前对心理状态术语的研究主要关

注在幼儿心理状态术语发展的差异以及

差异产生的影响因素,尤其是儿童自身

的言语能力和家庭语言环境已成为重要

的关注因素。相关研究证明,即使儿童习

得了较多的词汇,但如果缺少能运用这

些词汇的环境,他们的语言能力就难以

得到发展。在幼儿成长的早期,母亲不仅

是儿童最亲密的人,而且也是与儿童互

动最多的。因此,母亲日常的沟通可以说

是儿童发展最重要的家庭语言环境了,

母亲与儿童的言语互动也进一步对儿童

心理状态术语的发展有着重要影响作

用。而在影响母亲语用能力的诸多因素

中,受教育水平是特别重要的外部因素

之一,研究表明不同教育背景的母亲与

孩子语用交流过程中的言语输入与言语

水平存在差异[2]。 

本文将综述母亲受教育水平对儿童

心理状态术语的影响,初步分析两者之

间可能的关系以及可能的原因。 

1 心理状态术语 

1.1心理状态术语的概念 

心理状态术语是表征人的心理活动

的词汇,对它的解释国内外研究者均有

不同的见解。在张长英的论文中有指出,

心理状态术语广义上指向信念、愿望、

意图、情绪和知觉等,但这种术语狭义上

仅仅指认知术语。目前的大多数研究也

将心理状态术语等同于认知术语,主要

是指一些信念动词。国内心理学界研究

者对心理状态术语的研究要晚于语言学

界对心理状态术语的关注,在语言学中

它被称为“心理动词”。而部分学者的研

究也仍沿用语言学界对“心理动词”的

用法并对其进行研究。比如张积家等人

在2017年研究中将汉语心理动词划分为

两大类：认知心理动词(如认为,觉得,

想等)和情意心理动词(如期待,喜欢,担

心等),而情意心理动词又被划分为积极

和消极两个不同的维度。桑标等人(2004)

的研究则将这类词语称作心理状态术语

或词语。张丽锦等人(2013)将这类词语

称为心理状态动词。但是无论是心理状

态术语还是心理状态动词,国内研究者

对这类词语的研究同国外一样,主要指

向一些信念动词(如认为、记得)[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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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心理状态术语习得的影响因素 

在现代的家庭教育之中,很多母亲

在幼儿的教育过程中,不再仅仅只是关

注他们的生理状态发展,也开始重视他

们的心理状态发展。在与儿童交流时,

母亲们在言语上开始运用那些描绘心理

状态的词汇,也就是心理状态术语。如果

母亲们在育儿的过程中使用的心理状态

术语越多,儿童的心理状态术语习得就

越好。桑标和李燕燕的研究对此做出了

解释,母亲经常使用心理状态术语,能够

提供给儿童一个如何使用心理状态术语

的社会学习榜样,最后会促进儿童对心

理状态术语的运用和理解[3]。另外,国外

的相关研究也显示,母亲和孩子在日常

生活的交流中心理状态术语的使用程度

能够影响儿童心理状态术语的习得与发

展,这可能是因为对心理状态的详细描

述可以使内隐抽象的心理状态被外显的

语言线索表达出来,从而引起儿童的注

意并促使儿童去思考这些心理状态[4]。另

外张长英等人的研究表明随着幼儿年龄

的不断增长,信念术语和情绪术语均表

现出显著性的差异,尤其4—5岁是其发

展的关键期。并且幼儿信念术语和愿望

术语在认知术语总数中的比例越来越大

从一定程度上也说明了儿童心理状态术

语的年龄发展特征[5]。 

1.3心理状态术语习得对儿童的影响 

儿童到三岁以后才开始逐渐具有理

解他人信念的能力,并能够以此预测和

解释他人的行为,而语言在这个发展进

程中起着关键的作用[1]。国外学者对语

言与错误信念的相关研究证实了这一

点。心理状态术语是儿童心理世界内的

愿望和信念表现出来的词汇载体,在桑

标等人的研究中描述了心理状态术语是

儿童自身对心理状态外显化的载体,若

没有用来表述心理状态的词汇,儿童就

不能表现出心理理论任务的知识,也不

可能和他人交流有关感受、愿望、信念

等信息[6]。也就是说心理状态术语的习

得能让儿童学会表达自身的情绪以及对

事物和他人的体验,感受等,这对儿童的

成长无疑是重要的。国内的相关研究也

证实了这一点。另外张长英等人的研究

中也有指出心理状态术语是学习者社会

理解的脚手架,它会促进学习者关注以

前忽略的或看不见的想法和信念[5]。这

也表明,儿童心理状态术语的习得不仅

具有能够指向儿童心理状态的语义作用,

而且还能提供儿童换位思考、理解他人

的脚手架(例如“我觉得这部动画不好

看”、“我也觉得不好看”)。而以往的研

究甚少有对儿童心理状态术语习得的影

响因素的关注,本文则基于年龄,性别等

因素的基础上继续探讨儿童最重要的语

言环境提供者中母亲在与儿童互动时的

叙事特征,以及进一步的其受教育水平

对儿童心理状态术语的发展的影响。 

2 母亲受教育水平对儿童心理

状态术语发展的影响 

母亲的受教育水平可能是影响儿童

心理状态术语运用能力发展的重要因

素。自伯恩斯坦提出儿童语言发展存在

着社会文化差异的研究结果以来,对于

成人尤其是母亲的差异对儿童词汇发展

的影响研究逐渐成为教育心理学界关注

的热点话题。在伯恩斯塔的研究中发现,

经济收入水平和社会地位较高的母亲的

语言含有“阐释性”代码,具有抽象性、

分析性、明确性特征,而经济收入水平和

社会地位较低的母亲的语言则是一种

“限制性”代码[7]。此后,研究者从不同

角度开始研究母亲言语差异对儿童词汇

发展影响的问题。如艾丽卡等研究者发

现在不同文化环境中母子交流语言存在

显著差异,主要表现在幼儿依赖于接受

的言语输入环境质量、母亲言语中词汇

的丰富性以及母亲对儿童使用的词汇的

输入量。这表明不同受教育水平的母亲,

其在亲子互动过程中言语的输入质量和

心理状态术语的使用水平可能存在差异

进而影响到其儿童心理状态术语的习得

和发展。而李晓燕在2010年的研究也证

实母亲的受教育水平对她们所运用的词

汇输入特征是有着显著影响的,并且这

种特征与儿童的语义发展也存在着明显

的正相关[8]。在以往的研究中我们也能

了解到受教育水平高的母亲在与儿童交

流时其使用的句子长度更长,使用的词

汇数量也更多,而受教育水平低的母亲

则相反。这可能是受教育水平高的母亲

更趋向于与儿童保持更多的互动,更长

时间的对话以及用一种更加开放的方式

去回应孩子。 

3 结束语 

综上所述,母亲在幼儿的心理状态

术语发展过程中无疑是重要的,不仅体

现在其受教育水平影响母亲在与儿童互

动过程中的词汇输入量和丰富性,还体

现在不同受教育水平的母亲其在亲子叙

事中心理状态术语的叙事特征不同。更多

的词汇输入量和丰富性给予儿童更多的

学习和模仿空间,有助于儿童词汇的习得

和增长；详细的心理状态术语叙事特征则

能引导更多的互动,更长时间的对话以及

用一种更加开放的方式去回应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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