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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前儿童语言发展测量评估  
张杰 陈永香 朱莉琪 

 
1语言是人类沟通思想、表达情感的工具，也是学

习与思考的工具。语言同时也是促进幼儿社会行为和

智力发展最重要的媒介。语言发展研究始终是发展心

理学的重要研究课题 [1]。目前国内学前儿童语言发展

的研究尚缺少统一、有效的测量评估手段，本文力图

总结最近几年国内外常用的测量评估手段，旨在为进

一步研究提供参考。 
一、心理测验量表中的语言能力测试 
这一类心理测量量表是从智力角度出发，在智力

检查中设定与智力密切相关的语言功能区，以此来测

验语言发育水平，这类工具通常仅仅考察到部分语言

项目。以下是专门的学前儿童心理测量量表： 
1.韦氏幼儿智力量表(WPPSI)。韦氏量表应用广

泛，我国学者曾对该量表进行了修订，发展出《学龄

前儿童智力测验》，其中包括言语测验和操作测验。

韦氏幼儿量表可测查2岁半到7岁3个月幼儿的认知能

力。幼儿量表最新版（第三版）具有两个独有的分测

验：一是接受性词汇：在这个测验中，儿童需要看由

四幅图片组成的一组图片，并且指出施测命名的是哪

幅图片。这是对接受性语言能力的测验。二是图片命

名：在这个测验中，儿童对向他出示的图片进行命名。

这是对表达性语言能力的测验。该测验有以下优点：

测验的年龄覆盖范围大；测量的智力范围广；应用范

围大。局限性在于三套量度表难度的衔接不好;分测验

中有些起点偏高，可能由于取样时排除了智力低下的

人，所以不便于测量低智力的受试者。 
2. 美 国 幼 儿 发 展 筛 选 量 表 (Early Screening 

Inventory,简称ESI)。ESI量表ESI的内容由两部分组成,
一是测查部分,另一是家长问卷。可以用来初步评价幼

儿的发展状况，操作方法简便。其中语言能力的测验

主要测查幼儿的言语理解,发音和口头表述,以及听觉

顺序记忆的能力。它具有以下优点:测查的内容比较全

面、比较客观、趣味性,耗时不多；ESI对短期和长期

的儿童学习困难及缺陷的预测具有重要的价值；测查

工具简单,操作简便易行,容易被教育工作者和家长掌

握,易于推广；ESI常模采用的是等级划分的方法。局

限性在于：ESI的测查结果不能用作诊断或终极评价

材料；它只是测查出关于幼儿某些方面的信息,不能用

ESI的测查结果给幼儿贴“标签”。 
3. 格赛尔发展顺序量表。美国耶鲁大学教授、儿

童心理学家A．格赛尔于1940年制定。他认为一个婴儿

可以 在 运动 方 面获得一个发展商 (Development 
Quotient, 简称DQ)，也可以在语言方面获得另一个

DQ，这两者可以不一致，所以不能只有一个总的智力

商数来解释幼儿的发展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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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麦卡锡幼儿智能量表 (MeCarthy Scales of 
Children，简称MSCA)系美国儿童发展心理学家麦卡锡

创制，言语量表包括5项言语方面的测验。1. 图画记忆: 
回忆画在卡片上的物品名称。2. 词语知识:此测验分两

个部分:①从儿童熟识的图画中指出与语词一致的图，

或说出所指图的名称。②单词释义:对给予的词汇说出

它的意义。3. 词语记忆:分两个部分:①.复述单词序列

及句子。②复述主试讲过的故事。4. 词语流畅。5. 反
义词类推。项目简单易行，可以引起儿童的兴趣，便

于弱智儿童的操作。但另一方面，由于难度不够，致

使学龄期的两个年龄组在高智水平的区分度较差，但

对于优等以内，以及6岁以下的儿童的鉴别力仍然较

佳；因本量表系个别测试，故较费时。 
二、儿童语言发展测查工具 
根据各种不同的评价理论，研究者们编制了多种

语言评估工具。下面就测验的内容和特点对几种目前

国内外应用较为广泛的语言测验作简要评述。 
１．国外语言发展量表和标准化测试 
(1)学前儿童语言发展量表 (Preschool Language 

Scale，简称PLS)。用于评估1.5一7岁儿童的语言发展，

由听觉理解和口语表达两个分测验组成，题目涉及的

内容极其广泛。缺点是在语用方面的评估不足;施测时

对于两岁以前幼儿比较困难:由于测验所用材料较多，

一般教师或有关人员使用前需经反复练习。 
(2)Rossetti 婴 幼 儿 语 言 量 表 （ Rossetti 

Infant-Toddler Language Scale，1990)。可以测量36–40 
个月幼儿的语言发展，此外还可以收集表达性词汇增

长、最长的三句话的平均长度等信息[2]。  
(3)皮博迪图片词汇测验(PPVT)。 
美国L.M.Dunn于1965年修改发表的皮勃迪图片

词汇测试 (Peabody Picture Voeabulary Test，简称

PPVT)，适用于2.5岁到成人。PPVT测试是评价儿童

感受性词汇理解能力的有效工具,在语言障碍领域它

有重要用途。由于测试时不需要被试者讲话，是一种

理解型的词汇测试，所以对各种原因丧失说话能力(如
哑巴、失语、脑瘫)，或说话、表达能力薄弱(如口吃、

智能低下、胆怯孤癖等)的人特别适合。PPVT需要单

独施测。  
1966年英国的Brimer与Dunn合作，将PPVT在英国

标准化，发表English Pieture Voeabulary Test(EPVT)。
EPVT操作特别简便，是英国儿童中用得最多的一种方

法。 
PPVT具有较高的内部一致性和再测稳定性，施测

容易。但由于形式单一，儿童在测验中容易失去兴趣

和耐心。而且测试材料采用平面黑白图画，不同的儿

童对图画的熟悉程度可能不一样，因而也可能影响测

验效果。 
(4)MacArthur-Bates 沟 通 发 展 量 表

(MacArthur-Bates Communicative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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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ventory)是Fenson等人在1993年为美国说英语儿童

制定的语言与沟通发展量表。目前已有10多个国家、

十几种语言将MCDI进行了标准化研究,并投入临床

使用。它包括8个月到1岁4个月的婴儿词汇和手势问

卷,以及1岁4个月到2岁6个月的幼儿词汇和句子问卷。

Fenson等(1994)通过对1700名儿童的父母所作的调查,
确立了理解和产生词汇的常模和百分数，这样就可以

将一个儿童的语言发展水平与相应的常模比较，有助

于早期筛选语言发展异常儿童。 
(5)Reynell语言发展量表（Reynell Developmental 

Language Scales）,测试儿童的语言表达和词汇理解，

可以测量6个月到两岁儿童(Reynell & Gruber, 1990)，
可用于有特殊障碍儿童的语言发展测量。 

２.中文语言发展量表和标准化测验 
(1) 中文早期语言与沟通发展量表 (Chinese 

communicative development inventory mandarin 
version, 简称CCDI)。CCDI采用父母报告形式，是一

个简便实用的儿童语言发展量表。Twila Tardif（谭霞

灵）和梁卫兰等根据MCDI修订完成了 “中文早期语

言与沟通发展量表—普通话版”。根据MCDI的格式和

内容,并根据中国儿童的语言发展特点,制定了中国儿

童语言发展量表。此量表可应用于从婴幼儿第一个非

词汇手势信号到早期词汇的增长,一直到开始语法出

现这些阶段[3]。2002年又进行了再标准化，揭示了一

些有关普通话儿童语言发展的规律[4]。目前MCDI的
汉化版本《汉语沟通发展量表》已经出版，在北京和

香港地区可以开始作为临床使用[5]。 
(2)《婴幼儿智能开发与发育简明表》，包括大运

动、精细动作、认知能力、语言、社交行为、情感等

6方面的测试。欧萍等应用《婴幼儿智能开发与发育

简明表》发现，干预能显著提高正常及高危婴幼儿的

智能发育,表明简明表的可行性和有效性[6]。 
(3)香港粤语词汇接受测验（ the Hong Kong 

Cantonese Receptive Vocabulary Test）[7]，翻译改编于

PPVT量表第三版(PPVT–III;Dunn&Dunn,1997)。这个

测验和PPVT–III在香港以前的一些研究中已经成功

使用[8.9.10]。在测试中，测验员大声念词，儿童从四张

发音近似的图片中找到确切对应的图片。 
三、儿童语言发展研究中的其他测试方法 
除了标准化的量表外，研究者还使用自己设计的

调查问卷，结合父母报告、采集语言样本和发展监测

等方法评估儿童早期语言发展。其中，父母报告是最

常用的方法,它较其他评估方法具有简便易行等优点，

父母报告与语言样本采集具有相当好的一致性

(r=0.66)[11]。  
通过收集儿童与施测者进行游戏的言语样本，将

50句连续说出的话输入CHILDES数据库，可以考察儿

童在对话过程中体现的言语发展水平[12]。根据收集到

的言语样本还可以进行进一步的分析，比如计算儿童

语言的平均句长（mean length of utterances, 简称

MLU）。平均句长是衡量儿童不同阶段的语言能力（尤

其是语法发展水平）的一个很有意义的指标。平均句

长的计算方法是将儿童自然说出的每句话按照词素

进行统计，如dog是1个MLU，而dogs是2个MLU。 
语音意识(Phonological Awareness)的测试也是语

言发展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语音意识是对各种语音

单元进行识别、鉴别和操作的能力[13]。过去二、三十

年来的纵向研究结果似乎都显示，语音意识是后来阅

读能力高低的最有力的预测源之一[14.15] 。此外，研

究者还会根据各自的需要编制其他的测验。如美国儿

科学院加州分院使用的“儿童入学准备测验”，其中

包括语言发展方面的内容，适用于4～7岁儿童。 
四、儿童语言发展障碍的评估和筛查 
语言发展障碍也是学习障碍的一种表现。儿童语

言发展障碍可分为两种，一种是跟其他的发育异常

（如唐氏综合症、孤独症）相伴随的；另一种是不伴

随其他发育异常症状的，称为“特殊言语损伤”

(specific language impairment,SLI)。最新的研究有探讨

发展性阅读障碍儿童听觉功能的神经心理学特性,研
究其听觉功能与正常儿童的差异,进一步探讨与阅读

障碍儿童的神经结构特征[16]。 
在临床应用当中，应根据研究和诊断的不同需要

而综合利用各种量表和不同的测评方式。比如，PPVT
测验适合初步筛选智能不足儿童或语言发展障碍儿

童，但还需配合其它标准化量表一起使用才能作诊断。

又如，成长模型方法是研究特异性语言障碍儿童表达

性词汇能力的一种方法[17]。 
已有一些研究者根据临床经验而总结编制出来了

成套的测试方法。国外有可用于学前儿童的临床评估

(Clinical Evaluation of Language Fundamentals)，可评估

接受性语言能力和表达性语言能力，可计算标准分数
[18]。台湾林宝贵编制的《学前儿童语言障碍评量表》

可以用于评量3岁至5岁11个月儿童语言障碍，包括理

解与表达两个分测验。该测验工具简便易测，缺点是

缺少操作与互动，特殊幼儿较难以维持对测验的兴趣。

表达测验中多数只是回答词汇或短语即可得分，对于

高功能自闭症幼儿有高估的可能性。此外，还有香港

阅读写作有特殊困难测验量表（the Hong Kong Test of 
Specific Learning Difficulties in Reading and Writing）
[19]，以及张芳蓉等人编制的《学习困难儿童学习能力

综合检测》等。 
五、总结与未来研究展望 
一个完整的语言测评工具应包括语音、词汇、语

法和语用四大部分，而我们所列出的测评工具并不全

面，应根据实际需要具体选用。语言发展的差异主要

源于幼儿所接受的语言等环境的差异[20,12,21]，同时也

具有许多跨文化的共性[22]。采用国际通用量表来收集

语言发展资料，可以促进跨文化比较研究以及对特定

文化语言心理特点的探索[23]。因此，国外量表的汉化

以及常模的修订是值得我国儿童语言发展研究和临床

工作者共同努力的课题。 
学前阶段是儿童语言发展的关键时期，了解语言

发展的正常及非常态过程对于语言发展障碍的早发

现、早诊断、早干预具有重要意义。学龄前期是适应

能力快速发展和社会化能力形成的重要时期[24],而语

言交际是其社会化的重要内容。目前我国关于语言发

展相关的诊断筛查量表还不完善，研究者应修订或编

制更多优秀的语言发展量表测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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