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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岁儿童图画讲述能力的发展特点

李 　　 Ξ 　　李文馥 　　杨玉芳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 , 北京 , 100101)

摘　要　以图画讲述作为实验任务 ,对儿童讲述能力的发展进行探讨。研究对象为 3～6 岁儿童 ,按年龄分为 3 组 ,共 120 人。

研究结果表明 :儿童图画讲述经历了由零散罗列、把握主要关系到围绕画面主要内容和事件进行整体讲述的发展过程。4～5 岁

是儿童图画讲述发展过程中的重要转折时期。画面形象的特点与图画意义的隐含性和深刻性均对儿童图画讲述有影响。

关键词 : 图画讲述　意义　儿童

1 　前言

　　讲述(Narrative) ,又称叙事 ,是对已经发生的事件的

描述 ,通常人们称其为“讲故事”。讲述与对话 (Conver2
sation)是儿童语篇能力发展的两大重要组成部分。从

20 世纪 70 年代末开始至今 ,人们对儿童讲述能力的发

展研究从未间断过。大量来自语言获得、事件表征[1]的

研究围绕讲述的对话性起源[2]、讲述能力的发展变

化[3 - 6]、叙事能力发展的主要动力与基础[2]等问题进行

了很多有价值的探索。特别对讲述能力发展中故事语

法(Story Grammar) 的出现[4 ,6]、讲述的连贯性 (Coher2
ence)与衔接性(Cohesion) [7 ,8]以及讲述的宏观结构(主题

的内容和组织)与微观结构(词汇和句法结构)之间的相

互影响作用[5 ,9 - 11]进行了深入探讨。这些研究的主要

思路是利用图画、录像等材料引发儿童讲述或者请儿童

根据研究者提供的主题创编故事[5 ,12 - 15] ,通过分析儿

童讲述出的语言材料来探查讲述能力的发展。其中 ,以

图画作为实验材料引发儿童讲述的研究最多。但由于

不同研究所采用的实验材料及实验任务不同 ,图画讲述

的研究结果还存在不一致的地方。比如 ,有的研究认

为 ,以图画为基础的讲述任务与自发讲述和提供简单提

示的讲述相比 ,对被试的要求比较多[16 ,17]。讲述者不

仅要理解每一幅图画的意义 ,还要将每幅画的意义连接

起来。这就需要讲述者推理每幅画的意义 ,通过建立每

一幅图画中事件的因果关系 ,定义事件发生的时间顺

序 ,从而建立起整个故事的表征。而有的研究则认

为[18] ,图画为儿童讲述事件的发生提供了线索 ,有助于

提高儿童讲述的内部衔接性。笔者认为 ,除了年龄是影

响儿童讲述特点的因素之外 ,图画本身的特点也是影响

儿童图画讲述的重要因素。以往图画讲述研究所采用

的图画数量少 ,类型比较单一[19]。有些研究只采用一

套连环画[11 - 20]或无字图画书[5]作为实验材料 ,实验结

果受到了图画特点的局限。有的研究在结果处理时 ,未

划分幼儿阶段的不同年龄组 ,使得研究结果不够细

化[19]。这些都是国内外同类研究的普遍弱点。那么 ,

图画本身的特点对儿童的讲述有何影响 ? 画面形象的

特点以及图画的意义是如何影响儿童的讲述的 ? 这些

问题还需要深入研究。本实验将从多维度确定选择图

画的标准 ,对幼儿被试的年龄阶段进行细致划分 ,从多

方面深入考察儿童图画讲述能力的发展特点。

2 　研究方法

2. 1 　实验材料的选取

本实验从图画画面特点和图画意义两个维度选

择图画。依据画面形象的特点和图画蕴含意义的深

浅 (意义是否可以直观解读) 选取三类图画作为实验

材料。

第一类是呈现性图画 ,画面形象鲜明较鲜明 ,生

动 ,意义浅显直观 ,比较容易从画面上看出图画的主

要内容和所发生的事件。第二类是程序性图画 ,画面

形象较鲜明 ,画面态势具有静止性的特点。图画内容

与某一特殊情境相联 ,观察者需对图画所表现的瞬间

做向前或向后的推测、设想才能理解图画的内容和所

表现的事件。第三类是蕴含性图画 ,画面形象较复

杂 ,画面态势具有静止性的特点。图画内容也与某一

特殊情境相联 ,观察者不仅需要对画面所表现的瞬间

做向前或向后的推测 ,还需体会、洞察图画的深层含

意才能理解图画。三类图画均为单幅画。

2. 1 　被试

3 岁～6 岁儿童。随机取自两所中等教育水平的

城市幼儿园。按年龄分为 3～4 岁组、4～5 岁组、5～6

岁组 ,每组 40 人 ,共 120 人 ,男女各半。各组年龄范围

按照 3. 5 岁、4. 5 岁、和 5. 5 岁实足年龄的上下 3 个月

划定。三个年龄组的平均年龄分别为 3 岁 6 个月、4

岁 7 个月和 5 岁 6 个月。

2. 2 　实验材料

呈现性、程序性、蕴含性图画三类图画。每类两

张 ,共 6 张。均为儿童未学习过的。实验材料的多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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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实验材料的多维度构成

图画序号 图画类别 图画意义 画面形象 图画名称

1
呈现性图画

浅显、直观 鲜明、生动 小鸡出壳

2 浅显、直观 鲜明、生动 三毛落水

3
程序性图画

需联想、推测 较鲜明、静止性 小鸭春游

4 需联想、推测 静止性 伙伴

5
蕴含性图画

隐藏、含蓄 复杂、静止性 一只小野鸭

6 隐藏、含蓄 复杂、静止性 风雪夜归人

度构成如表 1 所示。

2. 3 　实验程序

请儿童仔细看图画 ,看完图画后 ,请幼儿讲述。

指导语 :“请你仔细看这幅图画 ,然后讲一讲这幅图

画”。图画始终放在儿童面前。六张图画随机呈现。

每次一张。个别实验。实验时间为 15 - 20 分钟。

采用录音记录和现场记录相结合的方式 ,记录幼

儿的讲述内容。实验后主试转写录音内容。

2. 5 　结果的编码

参考前期研究Ξ 和 Berman 和 Slobin[5 ]相关研究

的结果 ,根据儿童讲述内容所反映出的画面形象之间

是否有联系以及儿童对图画内容的理解与组织程度 ,

将儿童图画讲述的结果分为三个水平和六种类型。

水平Ⅰ:零散讲述。包括 :

①零散罗列型讲述 :用词或短语一一罗列画面

上的事物 ,不能说明图画中事物之间的关系。

②部分关系型讲述 :简单地讲述画面事物之间

的联系。这种联系以画面形象之间的空间关系为主 ,

是表面的、片断的联系。描述仅停留在画面的现象

上。

水平Ⅱ:抓住图画中的主要关系进行讲述 ,简明扼

要。包括 :

③主要关系型讲述 :开始理解图画的内容 ,并能

抓住图画的主要内容、主要事件以及画面形象之间的

主要关系。讲述较简短 ,讲述内容局限在画面上 ,不

够丰富。

水平Ⅲ:可以较好地组织图画内容 ,讲述内容基

本形成了由“时间 + 地点 + 人物 + 事件”构成的一种

故事结构。包括 :

④拓展事件型讲述 :以图画中的主要事件为中

心 ,对画面所反映的情节的发生、发展及其阶段进行

联想和补充。讲述得比较详细 ,但还不能按照事件的

逻辑发展顺序进行合情合理的讲述。有的补充内容

偏离了画面的内容。

⑤整体讲述 :围绕画面的主要内容和事件进行

有层次地讲述。讲述内容包括事件的起因、发展和结

果 ,线索分明 ,不偏离图画内容。

儿童的讲述内容与图画无关归入“无关讲述”一

类。

三名评价者根据编码表给定的操作定义和编码
范例 ,独立对儿童的回答进行编码。编码的一致性系

数为 0. 89 , p < 0. 01。对于有争议的类型 ,经三名评价
者讨论后统一意见 ,确定其归属。

3 　结果及分析

　　从儿童图画讲述的年龄特点、发展水平和图画类

型对讲述的影响三方面来分析。
3. 1 　儿童图画讲述的年龄特点

在所有 720 人 (次) 的讲述中 ,共出现 13 人 (次)

的幼儿讲述与图画内容无关 ,仅占总人次的 1. 81 % ,

故在统计中剔出了这些数据。将儿童对 6 幅图的讲
述结果合并制成表 2。

表 2 　不同年龄组各讲述类型的人数及百分比

年龄(岁) 零散罗列 部分关系 主要关系 拓展事件 整体讲述

3～4
67

(28. 03)
109

(45. 61)
48

(20. 08)
15

(6. 28)
0

(0)

4～5
9

(3. 86)
70

(30. 04)
81

(34. 76)
54

(23. 18)
15

(6. 44)

5～6
0

(0)
34

(14. 47)
57

(24. 26)
69

(29. 36)
75

(31. 91)

　　Fisher 确切概率分析结果表明 ,图画画讲述类型

存在显著年龄差异 , p < 0. 001。从表 2 可以看出 ,“拓
展事件”与“整体讲述”的人数百分比随年龄增长而增
多 ,构成了儿童图画讲述发展的主要趋势。“零散罗

列”与“部分关系”的百分比随年龄增长而减少 ,表现
出图画讲述发展的另一面。“主要关系”的人数百分

比的变化随年龄增长先增后减 ,是发展过程中的过渡
形式。五种讲述类型随年龄增长而变化的趋势表明 ,

儿童图画讲述的发展是一个动态变化过程。
各讲述类型随年龄增长而变化的趋势如下 :3～4

岁组 ,讲述集中在“部分关系”、“零散罗列”以及“主要
关系”三种类型上 ,尚未分化。其中 ,“部分关系”的百

分比最多 ,接近 50 %。4～5 岁组与 3～4 岁组相比 ,

“部分关系”和“零散罗列”的人数百分比显著减少 , z

值分别为 3. 48、7. 15 , p < 0. 001。“主要关系”与“拓展
事件”显著增多 , z 值分别为 3. 58、5. 20 , p < 0. 001。5

～6 岁组 ,“部分关系”和“主要关系”的人数百分比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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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减少 , z = 4. 05 , p < 0. 001 和 z = 2. 49 , p < 0. 05。

“整体讲述”的百分比显著增加 , z = 6. 70 , p < 0. 001。

各年龄阶段儿童典型的讲述类型为 :3 - 4 岁组以

“部分关系”为主 ,4～5 岁组以“主要关系”和“部分关

系”为主 ;5～6 岁组 ,以“拓展事件”与“整体讲述”为

主。

3. 2 　儿童图画讲述的发展水平

根据编码结果 ,将儿童图画的讲述分为三个水

平 ,这三种水平体现了儿童图画讲述发展的阶段性。

处于水平Ⅰ的儿童还不能组织画面的内容 ,表现出对

画面信息零散加工的特点 ,所以称为零散讲述。水平

Ⅱ的特点是“大纲”讲述 ,处于这一水平的儿童抓住图

画中的主要关系进行讲述 ,简明扼要。水平Ⅲ的特点

是围绕图画讲述故事 ,处于水平三的儿童可以较好地

组织图画内容 ,讲述内容基本形成了由“时间 + 地点

+人物 +事件”构成的一种故事结构。

将表 1 中“零散罗列”和“部分关系”的百分比相

加 ,将“拓展事件”与“整体讲述”的百分比相加 ,制成

图 1。从图 1 可以看出儿童图画讲述水平在各年龄阶

段的特点。3～4 岁组儿童以低水平的零散讲述为主 ,

人数百分比超过 70 %。5～6 岁组儿童以高水平的故

事讲述为主。4～5 岁组儿童 ,三种水平的人数百分比

均在 30 %左右 ,是三种水平共存的时期。在三种水平

共存的时期内 ,酝酿着新的发展契机 ,为儿童由低水

平讲述向高水平讲述做准备。所以 ,4～5 岁是儿童图

画讲述发展过程中的重要转折时期。

图 1 　儿童图画讲述的发展水平

3. 3 　图画类型对儿童图画讲述的影响

根据图画的三个类别 ,将每个类型中两幅图画的
数据合并 ,结果见表 3。

χ2 检验表明 ,图画类型的差别影响儿童的讲述
类型 ,χ2 = 40. 44 , df = 8 , p < 0. 001。呈现性图画与程

序性和蕴含性图画之间均有差异 ,而程序性图画与蕴
含性图画在各讲述类型上均无显著差异 ,所以 ,将以

呈现性图画与程序性和蕴含性图画一同比较。结果
如下 :

表 3 　不同类型图画讲述类型的人数及百分比

年龄(岁) 零散罗列 部分关系 主要关系 拓展事件 整体讲述

呈现性
16

(6. 67)
48

(20. 00)
69

(28. 75)
62

(25. 83)
45

(18. 75)

程序性
25

(10. 82)
91

(39. 39)
59

(25. 54)
37

(16. 02)
19

(8. 23)

蕴含性
35

(14. 83)
74

(31. 36)
58

(24. 58)
43

(18. 22)
26

(11. 02)

　　呈现型图画在高水平的讲述类型 (“拓展事件”和

“整体型讲述”) 上优于程序性与蕴含性两类图画 ,差

异显著 , z 值分别为 2. 58、1. 96 和 3. 29、2. 34 , p < 0.

01 , p < 0. 05。

呈现性图画在低水平的讲述类型上 (“零散罗列

型”和“部分关系型”)低于程序性图画和蕴含性图画 ,

且具有显著性差异 , z 值分别为 2. 80 ,2. 77 , p < 0. 01。

这说明 ,呈现性画面形象鲜明生动、图画意义直

观明了 ,儿童容易把握图画内容 ,而儿童理解意义需

要推测以及意义隐藏的图画还有一定困难。三类图

画“主要关系型”讲述的百分比没有显著差异。

3. 4 　不同类型图画讲述的年龄特点

表 4 —表 6 列出了不同年龄组儿童讲述呈现性、

程序性和蕴含性三类图画的结果。
表 4 　呈现性图画各年龄组讲述类型的人数及百分比

年龄(岁) 零散罗列 部分关系 主要关系 拓展事件 整体讲述

3～4
15

(18. 75)
37

(46. 25)
20

(25. 00)
8

(10. 00)
0

(0)

4～5
1

(1. 25)
9

(11. 25)
32

(40. 00)
29

(36. 25)
9

(11. 25)

5～6
0

(0)
2

(2. 50)
17

(21. 25)
25

(31. 25)
36

(45. 00)

　　Fisher 确切概率分析结果表明 ,不同年龄组儿童

讲述呈现性图画存在显著差异 , p < 0. 001。
表 5 　程序性图画各年龄组讲述类型的人数及百分比

年龄(岁) 零散罗列 部分关系 主要关系 拓展事件 整体讲述

3～4
23

(29. 11)
41

(51. 90)
9

(11. 39)
6

(7. 59)
0

(0)

4～5
2

(2. 53)
36

(45. 57)
25

(31. 65)
13

(16. 46)
1

(1. 27)

5～6
0

(0)
14

(18. 67)
25

(33. 33)
18

(24. 00)
18

(24. 00)

　　Fisher 确切概率分析结果表明 ,不同年龄组儿童

讲述呈现性图画存在显著差异 , p < 0. 001。
表 6 　蕴含性图画各年龄组讲述类型的人数及百分比

年龄(岁) 零散罗列 部分关系 主要关系 拓展事件 整体讲述

3～4
29

(36. 25)

31

(38. 75)

19

(23. 75)

1

(1. 25)

0

(0)

4～5
6

(7. 59)

25

(3. 16)

24

(30. 38)

16

(20. 25)

5

(6. 33)

5～6
0

(0)

18

(22. 50)

15

(18. 75)

26

(32. 50)

21

(26. 25)

　　Fisher 确切概率分析结果表明 ,不同年龄组儿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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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述呈现性图画存在显著差异 , p < 0. 001。

整体来看 ,不同年龄儿童讲述三种类型图画存在

的差异主要表现如下 :

程序性和蕴含性图画易引起各年龄组幼儿低水

平类型的讲述。“部分关系型”的百分数在三个年龄

组之间没有明显变化 ,到 5～6 岁组还保持在 20 %左

右。此外 ,蕴含性图画造成 3～4 岁组儿童表现出更

多“零散罗列型”的讲述。

作为讲述发展过程中的过渡类型“主要关系型”,

在三种图画讲述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典型阶段不同。

呈现性图画出现过渡形态的典型阶段在 4～5 岁组 ,

这一阶段“主要关系”的人数百分比最高 ,与 5 - 6 岁

组具有显著差异 , z = 2. 57 , p < 0. 05。程序性图画和

蕴含性图画在幼儿阶段均未出现讲述发展过程中的

典型过渡阶段。程序性图画“主要关系型”的百分比

只在 4～5 岁组显著增多 , z = 3. 12 , p < 0. 01 ,但与 5

～6 岁组差别不大。蕴含性图画“主要关系型”的百分

数三个年龄阶段都没有明显的变化。

在幼儿阶段 ,对程序性图画内容进行拓展还存在

一定困难。程序性图画中“拓展事件”的百分比在三

个年龄阶段没有明显的发展变化 ,5～6 岁组的主要讲

述类型仍为“主要关系型”。

4 　讨论

4. 1 　儿童图画讲述能力的发展过程及特点

儿童图画讲述能力的发展 ,表现出以图画中的主

要事件为中心 ,对画面所反映的情节的发生、发展进

行联想和补充 ,并逐步围绕画面的主要内容和事件进

行有层次地讲述的主要发展趋势。其中 ,零散罗列画

面上的事物和简单讲述图画表面的、片断的联系是低

水平的两种讲述形式 ,在 3～4 岁这一年龄阶段占主

导地位。而抓住画面形象之间的主要关系则是图画

讲述发展中的过渡形态 ,是由低水平讲述向高水平讲

述发展的中介。建立事物之间的关系或联系 ,是儿童

认知发展的重要成就。“关系不存在与实际的物体之

中。关系是抽象的 ,是超出物质现实的一步。”[21 ]4～5

岁这一阶段的典型讲述类型为“主要关系型”,所以这

一阶段是图画讲述发展过程中的重要转折时期 ;也是

儿童发展过程中讲述能力由低水平向高水平发展的

重要阶段。儿童在图画讲述中表现出五种讲述类型

和三个讲述水平 ,体现了儿童图画讲述能力的发展是

连续性与阶段性的统一 ,也体现了儿童认知发展与语

言发展之间的紧密联系。

讲述一幅图画 ,要求观察者根据画面的形象 ,通

过一定的想象和推断 ,解释和说明图画的意义 ,最后

通过语言组织将图画内容表达出来。这一过程是观

察者获取信息、对信息进行编码并译码的“转译”过

程。儿童图画讲述的发展 ,经历了对图画内容的分散

加工 ,随后逐渐走向对内容的整合。在由分散加工走

向整合内容的发展过程中 ,经过了“主要关系”这一过

渡阶段。“主要关系”型的讲述是对图画内容“大纲

式”的把握 ,具有简明扼要的特点。所以 ,继分散加工

之后 ,儿童图画讲述的发展是一个由压缩到逐渐展开

的过程。

4. 2 　影响儿童图画讲述的因素

本实验的结果表明 ,除年龄因素以外 ,图画画面

形象的特点以及图画意义的隐含性和深刻性均对儿

童的图画讲述有很大影响。

三类图画中 ,呈现性图画形象鲜明生动 ,图画意

义最直观 ,容易被儿童解读 ,水平高的讲述类型也就

最多。这些特点 ,使幼儿对呈现性图画的讲述的发展

经历从低水平讲述经由过渡阶段发展到高水平讲述

的较完整的发展历程。5～6 岁的幼儿已经能够较好

地讲述呈现性的图画 ,“拓展事件”与“整体讲述”的百

分比接近 80 %。程序性图画的突出特点是用图画描

述具有时间顺序的事件。讲述程序性的图画 ,需对图

画所表现的那个瞬间做向前或向后的推测、设想。这

些特点使幼儿在拓展程序性图画的内容时 ,产生一定

的困难。5～6 岁组儿童对程序性图画仍以的“主要关

系”为主要的讲述类型 ,“拓展事件”的百分比在三个

年龄阶段没有明显的发展变化。蕴含性图画的突出

特点是意义比较含蓄 ,既需要对图画内容的全方位把

握 ,又需要对蕴含的意义进行洞察。不仅要理解画面

表层的意义 ,还要结合知识经验深入图画内容。所

以 ,儿童对蕴含性图画进行拓展与整体讲述的百分比

在 5～6 岁组还不到 60 %。程序性图画与蕴含性图画

的讲述发展在幼儿阶段不仅没有出现典型的过渡阶

段 ,而且高水平的讲述也没有得到充分发展。这与程

序性与蕴含性两类图画自身的特点有很大关系。

4. 3 　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本研究从图画画面特点和图画意义两个维度选

择图画 ,对儿童图画讲述的发展进行了探索 ,发现图

画画面形象的特点以及图画意义的隐含性和深刻性

是影响儿童图画讲述的重要因素。但是 ,图画会帮助

还是会阻碍儿童的讲述 ? 图画讲述的发展与自发讲

述 (如个人经验讲述) 的差别是什么 ? 这些包含在图

画材料加工过程中的机制问题仍然还需要进一步研

究。从本质来看 ,图画和语言都是符号。图画 (单幅

画)通常通过造型的凝练和运动感的凝聚来表现一个

瞬间。图画形象的这种凝练和凝聚意味着时间的浓

缩。从形式上看 ,图画讲述是图形符号向语言符号的

“转译”;从内容上看 ,图画讲述则是由图画形象向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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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的“转译”。因此 ,今后还需要从图形符号和语言符

号相互关系的角度深入探讨图画讲述的发展。

5 　结论

5. 1 　儿童图画讲述经历了由零散罗列、把握主要关

系到围绕画面的主要内容和事件进行整体讲述的发

展过程。其中 ,零散罗列和片断联系是低水平的两种

讲述形式。拓展事件和整体讲述是较高水平的讲述

形式。抓住画面形象之间的主要关系是图画讲述发

展中由低水平讲述向高水平讲述发展的过渡形态。

5. 2 　4～5 岁是儿童图画讲述发展过程中的重要转折

时期。

5. 3 　画面形象的特点与图画意义的隐含性和深刻性

均对儿童的图画讲述有影响。这种影响表现在三方

面 :其一 ,儿童讲述呈现型图画表现出较多高水平的

讲述类型和较少低水平的讲述类型 ;其二 ,儿童对程

序性图画内容进行拓展还存在一定困难 ;其三 ,程序

性图画和蕴含性图画在幼儿阶段均未出现讲述发展

过程中的典型过渡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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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evelopment of 32to 62year2old Children’s Picture2elicited Narratives

L i S u , L i Wenf u , Yang Yuf ang
( Institute of Psychology ,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 Beijing , 100101)

Abstract　The present study explored the developmental process of Chinese children’s picture2elicited narratives. One hundred and twenty

children aged from 3 to 6 participated in the study.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development of children’s ability to transform the meaning of

pictures to narratives is a process from scattered enumeration , grasp of main relations , to integrated narrative. The age of 4 to 5 is an important

transitional period during this process. The features of images in the pictures , the meaning and the profundity of pictures affected children’s

narratives.

Key words : picture2elicited narrative , meaning , child

李　等 :3～6 岁儿童图讲述能力的发展特点 2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