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要】师幼互动是学前教育领域的热门研究课题。师幼言语互动是指以语言为交往工

具发生的师幼互动。本研究选取近十年关于师幼言语互动的国内外热点研究文献，从师幼

言语互动的特征及分类，师幼言语互动质量对幼儿发展的影响，师幼言语互动质量的现状、

提升和评估研究等方面，梳理国内外师幼言语互动的研究热点，并展望未来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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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幼互动是学前教育领域的热门研究课题。〔1，2〕

师幼互动是指教师和幼儿之间发生的人际互动，

这种人际互动包括教师和幼儿之间“发生的各种

形式、性质和各种程度的相互作用和影响”。〔3〕师

幼互动包括教师与幼儿之间的言语互动和非言

语互动。师幼言语互动是指以语言为交往工具

发生的师幼互动。相对于非言语互动，言语互动

更加直接明了，易于观察。师幼言语互动质量对

幼儿的发展有着重要作用。本研究选取近十年

关于师幼言语互动的国内外热点研究文献，即发

表于影响因子较高的国内外学术期刊上，有较高

被引量，获得学术界广泛认同的研究文献，梳理

国内外师幼言语互动的研究热点，并展望未来研

究方向。

一、师幼言语互动的特征及分类

目前专门针对师幼言语互动的理论研究相对

较少。鉴于师幼言语互动是师幼互动的一部分，

故本研究以师幼互动理论考量师幼言语互动，具

有一定的适恰性。

1.师幼互动的特征

从互动的形成和对成员的影响角度出发，研

究者认为师幼互动往往具有网络性、扩散性和在

场效应等特征。师幼双方对现场互动的感知、体

验以及对互动存在意义的把握，会辐射在场的每

一个个体及其与其他个体的互动。〔4〕具体而言，教

师与某个幼儿的互动，会影响班级其他幼儿对该

幼儿的认知、情感及互动方式，也会潜移默化地影

响其他幼儿对该教师的认知、情感及互动方式。

例如，有研究证明，教师对幼儿的评价会影响其他

幼儿对该幼儿的认知。〔5〕同理，幼儿与其他教师的

互动也会影响班级教师和该幼儿的互动方式。

从师幼互动双方的关系看，师幼互动具有不

平等性。因为幼儿在认知、社会性、情绪情感等方

面相对处于弱势，在体型、年龄、心智等方面与教

师有不小的差距，所以在师幼互动中教师往往处

于优势地位，幼儿处于劣势地位。

2.师幼互动的分类

根据师幼互动发生的情境，研究者将师幼互

动主要分为发生在有组织的教学活动中的师幼互

动和非正式教学活动中的师幼互动。由于教学活

动是教师促进幼儿发展的传统重要途径，且有组

织、易观察，因此，相比于非正式教学活动中的师

国内外师幼言语互动研究热点述评*
韩春红 1** 王雯杰 1 杨 田 2

（1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部，上海，200062）（2南京世纪星幼儿园，南京，210017）

·研究综述·

No.5，2019
General No.799

2019年第5期
(总第799期)

幼儿教育 (教育科学 )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Educational Sciences)

*本文为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教育学一般项目“师幼言语互动质量对幼儿发展影响的实验追踪研究”的研究成
果之一，项目批准号：A1901。

**通讯作者：韩春红，博士，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副教授，E-mail:hanchunhong79@126.com

-- 29



幼言语互动，研究者对教学活动中的师幼言语互

动问题的研究更多一些。例如，杨田对集体教学

活动中高水平教师的言语反馈进行了个案研究，〔6〕

王春燕、林静峰对幼儿园集体教学活动中教师的

提问现状进行了相关研究。〔7〕

从师幼互动的主导类型进行划分，研究者将

师幼互动分为“以教促学”和“以学定教”。前者是

指以教师的“教”为主导，幼儿紧密、能动地配合教

师去“学”。后者是指幼儿的主动“学”在师幼互动

中占据主导地位，教师主要扮演观察、倾听与激励

的角色，并在必要时介入指导，提供鹰架支持，以

推动幼儿自主学习和发展。〔8〕从一定意义上说，幼

儿园的集体教学活动是在教师讲解、示范、设问与

引导的同时，幼儿倾听、思考、观察、模仿，并以自

我的方式对知识进行积极建构，是“以教促学”的

体现；在幼儿园自主游戏、区角活动等低结构化活

动中，更强调幼儿主体性、内容生成性、过程自发

性等与幼儿自主探索相关的价值取向，体现了“以

学定教”。

二、师幼言语互动质量对幼儿发展的影响

1.对幼儿语言发展的影响

从促进幼儿语言能力发展角度来看，高质量

的师幼言语互动主要能提高幼儿的词汇量和词汇

丰富度。达罗的研究发现，教师的词汇水平与幼

儿的语言发展水平显著相关，教师运用的词语总

量、词汇丰富性与幼儿平均语句长度具有极大的

相关性，教师的言语表达还可以预测幼儿表达性

词汇的发展等。〔9〕坎贝尔等人通过观察 44组幼儿

园班级的师幼对话及对幼儿的语言发展评估发

现，教师的启发性话语、丰富性话语、多轮对话等

话语特征与幼儿的词汇获得量呈正相关。〔10〕狄克

森和波琪的研究发现，在师幼互动中教师对幼儿

语言予以纠错和正确性示范，或与幼儿一同对图

书内容进行分析讨论，能够显著提升幼儿的词汇

丰富度。〔11〕厄尔利等人考察师幼言语互动对幼儿

语言水平的影响发现，教师在教学活动中经常使

用仅有唯一答案的封闭式提问，会阻碍幼儿口头

表达词汇的多样性及语言领域经验的发展。〔12〕

2.对幼儿入学准备状态的影响

有研究跟踪了2751名幼儿的入学准备状态，

发现师幼言语互动质量较高的幼儿，他们的入学

准备状态较好。〔13〕师幼言语互动对幼儿入学准备

状态的影响研究还有很多。例如，卡梅伦、康纳和

莫里森的研究发现，教师的言语支持水平影响幼

儿的语音意识、词汇水平和阅读能力的发展。〔14〕塞

博等人考察了美国 71 所学前教育机构的质量和

2000余名幼儿早期读写能力之间的关系，发现师

幼言语互动质量越高，幼儿的读写能力发展越

好。〔15〕帕卡里宁等人的研究发现，教师以言语互动

质量为主的教学支持质量越高，幼儿的数学能力

发展越好,幼儿任务回避行为越少。〔16〕巴勒莫等人

的研究认为，高质量师幼言语互动是建构良好的

师幼关系的关键。良好的师幼关系能够预测良好

的入学准备状态，同时能促进幼儿亲社会行为的

发展，提升幼儿的社会适应能力。〔17〕

3.对处境不利幼儿发展的影响

幼儿阶段高质量的师幼言语互动对处境不利

幼儿的发展具有补偿效应，能够为处境不利幼儿

的发展奠定良好基础。例如，狄克森和波琪跟踪

了贫困家庭幼儿从幼儿园至小学的语言发展水

平，发现幼儿园教师的高质量言语支持可以预测

低收入家庭幼儿在就读四年级时的语言和认知方

面的发展水平。〔18〕王玉琼（2013）探讨教师汉语语

言运用对少数民族幼儿语言习得的重要性，发现

教师在词频词型、句法运用、语用交流等维度的语

言输出会直接影响少数民族幼儿的汉语发展。〔19〕

钱等人的研究发现，在高质量师幼言语互动的支

持下，处境不利幼儿即使只接受一年的学前教育，

他们的入学准备状态也能得到显著提升，且比普

通幼儿的提升幅度更大。〔20〕

4.对幼儿发展产生影响的机制

高质量的师幼言语互动质量对幼儿语言发展

和入学准备状态等产生影响，关键在于教师能给

予幼儿有针对性的教育指导，敏感而又热情的互

动，丰富的语言刺激和积极的反馈等。相关的幼

儿语言学习理论为师幼言语互动促进幼儿语言发

展的机制研究提供了理论基础。

第一类幼儿语言学习理论可以解决“在幼儿

的语言发展中，外界语言输入如何产生作用”的问

题。研究者基于构式语言学习理论和斯金纳的幼

儿语言学习理论，认为幼儿能够借助外界语言的

频率、形式和功能一致性，提高内部认知能力，并

逐步增强语言使用的丰富性。因此，在师幼言语

互动中，教师作为外在环境的主要参与者，其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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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入与幼儿语言发展之间存在紧密的关系（杨华，

2100）。

第二类幼儿语言学习理论可以解决“什么是

优质的语言输入”的问题。研究者主要运用语言

复杂性理论来解释。瑞思格提出的语言复杂性理

论认为，语言输入的复杂性能够有效推动幼儿的

学习与发展。具体而言，向幼儿呈现高度序列化

的复杂语言时，次级结构的知识也纳入相应的学

习范畴；相反，一味简单的语言输入有可能会阻碍

幼儿信息组织、逻辑推论、目标语言结构运用等方

面的发展。这就需要教师注重优化和加强语言输

入的复杂程度，以激发幼儿高级思维表征和高水

平语言能力的发展（王娟，2010）。

三、师幼言语互动质量的现状、提升和评估

研究

1.问题导向：师幼言语互动质量的现状研究

关于师幼言语互动质量的现状研究，根据不

同的研究角度，发现主要存在以下问题。一是师

幼言语互动质量不高。研究者利用课堂互动评估

系统（The Classroom Assessment Scoring System，

简称CLASS）评估了一些国家的师幼言语互动质

量，发现师幼言语互动质量普遍不高，以致对幼儿

认知、技能、语言发展的支持作用有限。〔21〕二是师

幼言语互动中积极性言语较少。研究发现，教师

往往倾向于使用事务性、讲授性和客观性的语言，

而使用充满情感色彩的积极性言语较少。这与教

育实践中教师大多在互动中仍然扮演指导者的角

色有关，教师的言语互动内容也主要围绕制度化

的幼儿园预定事宜展开。〔22〕三是教师言语失范现

象较为普遍。对幼儿园教师一日活动的语料统计

发现，教师往往习惯性地采用具有“指导性影响”

的消极言语表达，对于自身的榜样示范作用缺乏

警觉意识。〔23〕四是师幼言语互动存在明显的教师

话语霸权，以教师为主导发起的互动次数和言语

数量明显多于幼儿，师幼双方多为“事务型言语交

往”，缺少浸润心灵的深入对话。〔24〕

总体来看，师幼言语互动质量令人担忧，在师

幼言语互动中教师拥有绝对的主动权和权威性，

但同时其语言示范质量较低，且言语行为失范现

象普遍存在。

2.策略导向：师幼言语互动质量的提升研究

基于师幼言语互动中存在的问题，国内外均

有大量研究聚焦于提升师幼言语互动质量的策

略。一方面是为幼儿园教师提供相关的培训，提

升师幼言语互动质量。例如，研究者为幼儿园教

师提供增强师幼对话意识和能力提升的培训，发

现参与培训的教师比控制组的教师更注重与幼儿

开展多轮对话，能注重使用教学支持性策略等。〔25〕

斯考特等人为幼儿园教师提供师幼互动、儿童的

语言和读写发展知识培训，发现参与培训的教师

的师幼言语互动质量显著提高。〔26〕汉姆等人开展

了为期14周的师幼互动培训，发现教师以言语互

动为主的教学支持质量得到显著提高。〔27〕另一方

面是基于促进幼儿认知发展的立场，从教师教学

策略的角度提出大量改善建议，包括指导、提问、

回应与反馈的方式等。根据教师指导行为特征，

研究者强调教师在师幼言语互动中需要注重语言

指导的层次性，为幼儿创设开放、民主、平等的交

往氛围，以培养幼儿的创造力。〔28〕在提问过程中，

教师需要充分彰显幼儿在师幼言语互动中的主体

地位，为其提供充足而自由的思考时间、发言交流

和同伴讨论机会，同时珍视幼儿所提问题的启发

性、适时性、渐进性和多样性。〔29〕在回应与反馈方

面，教师应多采取生成式、拓展式的积极回应策

略，注意对幼儿试误回答的回应处理，以激发幼儿

的反思探究意识。〔30〕

3.工具导向：师幼言语互动质量的评估研究

师幼言语互动质量的测评主要依赖于师幼

互动的测评。当前的师幼互动质量测评以弗兰德

斯互动分析系统（Flanders Interaction Analysis Sys⁃
tem，简称 FIAS）和 课堂互动评估系统（CLASS）
为主。

弗兰德斯互动分析系统是一套典型的教学活

动观察编码体系，通过对师幼言语互动的编码和

量化解读,为教师提供教学过程信息反馈并进行

教学质量评估。它将师幼互动行为分为教师语

言、幼儿语言、安静或混乱三个类别，共包含10项

互动行为。研究者可以通过对观察结果进行矩阵

分析、折线分析和比率计算，比较客观地获取师幼

互动的数据，用以还原和评估教学活动及师幼互

动质量。〔31〕

课堂互动评估系统分为婴儿版、学步儿版、学

前版、低年级小学版、高年级小学版和初高中版等

六个版本。CLASS 建立了领域－维度－指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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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框架，根据活动室环境中的互动情况，从情感

支持（Emotional Support）、班级组织（Classroom
Organization）、教学支持（Instructional Support）三

个领域进行评估，每个领域由 3~4 个评估维度组

成，共计10个评估维度。不同的版本因学生年龄

特点和教育目标的不同而有所区别。学前版的情

感支持领域由积极氛围、消极氛围、教师敏感性和

尊重幼儿四个维度组成，班级组织领域由行为管

理、课堂效率和教学安排三个维度组成，教学支持

领域由概念发展、反馈质量和语言示范三个维度

组成。每个维度设 4~5 个可观察的、具体的评估

指标。〔32〕

FIAS 更多关注的是师幼互动中言语行为的

发生频率和互动行为的类别，以 3 秒为一个时间

单位，通过对时间单位内的10项互动行为的性质

判断，来还原师幼互动行为的全貌，并通过各项互

动行为所占的比例、互动行为的矩阵分析等来分

析师幼互动的质量。CLASS 则是以 20 分钟为一

个师幼互动片段，通过由行为标记－行为指标－

互动维度－质量领域四级框架组成的详细的评估

系统，对片段中的师幼互动质量进行评估。FIAS
和 CLASS 均重视对师幼言语互动质量的评估。

特别是 FIAS，在 10 项互动行为中，有 9 项涉及教

师言语和幼儿言语。而在CLASS（学前版）中，教

学支持领域中的两大维度，即反馈质量和语言示

范，是直接反映师幼言语互动质量的，其他领域

和维度中也有部分会涉及师幼言语互动质量。

四、未来研究展望

综上所述，师幼言语互动的相关研究已经积

累了一定的成果，为未来研究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但仍有不少问题值得进一步探索。

一是关注一日活动所有环节中的师幼言语互

动质量对幼儿语言发展的作用。已有研究更多关

注的是集体教学活动中的师幼言语互动质量。在

幼儿园阶段，除了少量的集体教学活动外，师幼间

还在大量的非集体教学活动时间发生着互动。研

究者应当重视非集体教学活动时间中的师幼言语

互动质量对幼儿语言发展的作用，引导教师关注

一日活动所有环节中与幼儿的互动，从而确保学

前教育质量的全面提升。

二是关注师幼言语互动中的多重双向互动。

虽然已有研究关注了教师语言对幼儿语言发展的

影响，但是缺乏对师幼间多重、双向的言语互动的

研究，既没有揭示师幼言语互动中的网络性、扩散

性等特点，也不易于解释师幼言语互动质量对幼

儿语言发展、认知发展和社会性发展等方面的整

体影响。因此，有必要真实呈现师幼间多重双向

言语互动的全貌。

三是选用科学的、适合的研究工具，考察师幼

言语互动质量。当前国内对师幼言语互动现状的

研究多采用自制观察记录表现场观察记录的方

式。为了提升研究的科学性，增强国际交流，可以

考虑采用国际通用的、信效度较高的研究工具，如

FIAS、CLASS等，来研究师幼言语互动质量。

四是全面考察师幼言语互动质量对幼儿语言

发展的影响。已有研究虽然已经开始考察师幼言

语互动质量对幼儿语言发展的影响，但是这种考

察还不够全面，亟需考察师幼言语互动对幼儿语

言发展的全面影响。

五是更新研究技术，对师幼言语互动的内容

和特征进行更充分的描述和揭示。可以考虑采用

国际幼儿语料库研究方法（简称 CHILDS），〔33〕通

过人类语言分析编码系统（简称CHAT）和计算机

语言分析软件（简称 CLAN），对师幼言语互动中

的语料进行多角度分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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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Critical Review of Hot Issues in Researches of Teacher-child Speech
Interaction at Home and Abroad

Han Chunhong1, Wang Wenjie1, Yang Tian2

(1Faculty of Education,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62)
(2Century Star Kindergarten of Nanjing, Nanjing, 210017)

【Abstract】Teacher-child interaction is a hot issue in preschool education research. Teacher-child speech interaction refers to
the one using speech as an interaction tool. By selecting literature both at home and abroad about researches of teacher-child
language interaction in last decade, this paper reviews research hot issues in this field from the following aspects: the features,
classifications, the impact of the interaction quality on child development, and the status quo, improvement and assessment of
the interaction quality. Some future research prospects are provided.
【Keywords】teacher-child interaction; teacher-child speech interaction; research hot issu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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