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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１
￣

３ 岁 的婴幼儿总是 问很 多 让人觉得难 以 回答的 问题 。 为什 么他

们要问 问题 ？ 养育者和教育者又该如何回应他们 的 问题 ？ 婴幼儿的 问题给成人

提供 了 了 解婴幼儿认知阶段和发展的机会 。 在这篇文章里 ， 我们将回顾过往关

于婴幼儿提 问 和成人的 回应对婴幼儿思维的影响 的科学研究 。 首先 ， 研究证

明婴儿甚至在会说话之前就会问 问题 了
，
这说明他们的好奇心和主动的求知欲

早 已存在 。 其次 ， 婴幼儿的提问 并不是随机的 ； 相反 ，
他们会有选择性地挑选

问什 么 和 问谁 。 最后 ， 成人对于婴幼儿 问题的 回应十分重要 ： 成人的 回应不仅

可以促进婴幼儿的认知发展 ，
还可以让他们借此评估成人作为信息来源 的可信

度 。 基于科学证据 ， 我们还对成人应如何回应孩子提供 了切实 的建议 ，

以更好

地促进孩子的认知发展 。 整体而 言 ， 科学地理解婴幼儿的
“

为什 么
”

，
可以帮

助养育者和教育者对他们的认知发展有更深刻 的 了 解 ，
从而做 出更有助于促进

婴幼儿学 习 的 回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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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前言

判断一个人 ， 应该看他提什 么 问题
，
而不是他如何回答 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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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 问题对婴幼儿 的发展非常重要 。

［
１

］ ［
２

］ ［
３

］ ［
４

］ ［
５

］

我们可 以通过婴幼儿 问 的 问题 ， 更好地 了

解他们 的心智发展水平 。 刚 出生的婴幼儿 ， 遇到 自 己不理解 ， 又无法通过直接探索解决的

情况时 ， 会用提 问 的方式 向他人寻求帮助 。 在 自 身提 问和他人 回应的循环过程中 ， 婴幼儿

的心智发展不断接近成人的水平 。

［
６

］ ［
７Ｐ ］ ［

９
］ ［

１ °
］

科学家们研究婴幼儿如何提 问题时 ， 发现即便是不会说话的婴幼儿 ， 也能够通过非言

语的方式来提 问 。 并且 ， 婴幼儿并非随意选择 自 己提 问 的对象 ， 他们总是谨慎地挑选那些

他们认为更可能知道答案的成人来发 问 。 通过不断地提 问和获取他人的 回应 ， 他们 的心智

发展不断接近成人的水平 ， 而他们 的 问题也会随着 自 身知识 的增加而发生 内容和结构 的变

化 。 所 以 ， 我们将通过深入探宄
“

婴幼儿是如何提 问 的
”

这样 的方式 了解他们认知发展的

阶段 。

同时 ， 婴幼儿的 问题
一

般伴随着成人的 回应 ， 成人的 回应方式对婴幼儿的心智发展影

响非常大 。 首先 ， 成人恰当 的 回应能够增长孩子 的知识 其次 ，

成人 以正确 的方式 回应孩子 ， 能够帮助孩子锻炼社交技能
［

２ １
］ ［
２ ２

］

， 比如形成对成人 的专业

度和可信度 的判断 。

［
２ ３

］ ［
２ ４

］ ［

２ ５
］ ［
２ ６

］

文章最后给出 了 科学 回应孩子 的建议 ， 以便教育者和养育

者通过 回应更好地帮助孩子获得认知 的发展 。

二
、 婴幼儿 的 问题反映 了 他们 的认知

（

一

） 不会说话的婴儿也会问 问题

你对 １ 岁 多 的孩子有什么 印象 ？ 处在语言发展初期 的他们在这个阶段还没有能力用语

言完整地表达 自 己 的想法 。

［
２ ７

］

更多 时候 ， 他们 只 能依靠牙牙学语 ， 配合眼神和肢体语言

与人交流 。

［

２ ８
］ 你会觉得他们没有办法和身边的人交流吗 ？ 其实 ， 很多还不会说话的婴儿

都有 自 己 的语言系统 ， 他们会和身边
一

样不会说话 的 同龄朋友摆弄玩具 ， 咿咿呀呀地说

一

些大人无法理解 的话 ， 以此进行 良好 的交流 。 确实 ， 语言并不是交流 的唯
一

途径 ， 交

换想法 的方式有很多种 。

［

Ｍ
］ 有些父母可 以通过哭声判断 自 己刚满月 的孩子为什么 哭 ， 也

可 以从孩子的手势 中看 出他们想做什么事 。

尽管婴儿还不会说话 ， 但是和会说话 的孩子
一

样 ， 他们也能 问 问题
［
３ °

］

， 只 不过他们

提 问 的方式和会说话的孩子不太
一

样 。 当他们指着路上遇到 的小猫 ， 可能是在 问
“

它是什

么
”

； 当他们指着天上的飞机 ， 可能就是在 问
“

它是怎么在天上飘的
”

。 日 常生活 中 ， 我们

想必对婴儿 的指 向行为 （ Ｐｏ ｉｎｔ ｉｎｇＢ ｅｈａｖ ｉｏｒ ） 很熟悉 。 当想到婴儿时 ， 我们脑海 中或许会

浮现出他们坐在摇篮车里指着旁边玩具 的画面 。 可是 ， 我们真的懂他们 的手势在传达什么

信息吗 ？ 当他们指 向身边的物体时 ， 是仅仅想 引 起你的注意 ， 还是想从你这里获取
一

些关

于被指 向物体的信息 ？

中 欧大学 的 Ｋｒｏｖ＆ ｓ 教授和她 的 团 队 （ ２０ １ ４ ） 更新 了 心理学对婴儿指 向行为 的认知 。

他们 的研宄发现 ， 当婴儿指 向
一

些物体时 ， 他们更喜欢成人给予他们态度和语言 的 回应 ，

甚至提供给他们
一

些新 的知识信息 ， 而不是简单 的 点头示意却不发
一

言 。 关于上述实验 ，

２５



将在下文进行更详细地描述 。

（二 ） 婴幼儿会刻意挑选提 问 的对象

在早期针对婴幼儿发展的研宄 中 ， 研宄者们
一

致认为婴幼儿时期 的孩子最有好奇心和

探索欲 。

［
３ １

］

他们会通过主动 向他人索求知识来增加 自 己对这个世界 的 了解 。

［
３ ２

］ ［
３ ３

］

如果他

们提 问 的 目 的是从他人那里获取更多 的信息 ， 那么
一

个可能的假设是婴幼儿会 向任何懂得

比 自 己多 的人 问 问题 。 但让人惊讶 的是 ， 过往实验表 明 ， 婴儿并不是随机选择 问谁 问题

的 。 例如 ， Ｐｏｕ ｌ ｉｎ－Ｄｕｂｏ ｉ ｓ 和 Ｂｒｏ ｓ ｓ ｅａｕ－Ｌ ｉａｒｄ 发现在 ２ 岁之前 ， 婴儿就会通过对他人知识背

景 、 熟悉程度 、 年龄等条件来选择 向谁提 问 。

［
３ ４

］ ［
３ ５

］ ［
３ ６

］ ［
３ ７

］

下面我们会通过介绍过往的科学研

宄来说明婴儿和 ３ 岁之前的幼儿如何选择提 问 的对象 ， 以及他们喜欢向 怎样的对象提 问 。

１ ． 婴幼儿也能判断他人的知识水平

最新 的实验发现 ， 在面对未知 的 时候 ， １ ２ 个 月 大 的婴儿倾 向 向 懂得 多 的人寻求帮

助 。

［
３ ８

］

在 ：８ ＆２ １＾ （１＆ １ 团 队 的实验里 ， １ ２ 个月 大 的婴儿会认识两个实验员 ， 其 中
一

个实验

员 能够 叫 出玩具 的名字 ， 而另
一

个实验员 则表现得对玩具 的名称
一

无所知 。 比如 ， 在看

到
一

个球 的时候 ， 有知识 的实验员 会说
“

哇 ，

一

个球 ！
” “

我喜欢这个球 ！
”

等含有玩具

名称 的话 ； 而表现得不懂 的实验员 会说
“

你看它 ！
” “

我喜欢它 ！

”

这类不含玩具名称 的

话 。 Ｂ ａｚｈｙｄａ ｉ 团 队预测 ， 如果婴儿对其他人 的知识量有概念 ， 那么 当他们面对未知 的时

候 ， 会更多地看 向有知识 的实验员 。 结果如 同他们预测 的那般 ， 当婴儿面前摆 了两个新

奇事物 ， 然后被 问
“

哪
一

个才是 ［假词 （ ｐ ｓ ｅｕｄｏｗｏ ｒｄ ） ］
？

？
”

时 ， 他们更多时候会看 向

有知识 的实验员 ， 这说 明他们期待从有知识 的实验员 那里获得信 息 。 可 以看 出 ， １ 岁 的

孩子 已经有能力从他人 的 回答 中判断他们 的知识储备 ， 并在之后 的场景 中根据他们对他

人知识储备 的判断 （有信息 的人 ｖ ｓ 无信息 的人 ） 来决定 向谁提 出 问题 。

２ ． 婴幼儿更喜欢 向看起来更有知识的人提 问

由 于 １ ２ 个月 左右 的婴儿还没有能力用 言语表达 问 题 ， 他们 中 也仅有少部分会通过

指 向 行为 向他人提 问 ， 大多数研究这个年龄段婴幼儿 的 实验也 只 能使用注视时 间 范式

（ Ｌｏｏｋｉｎｇ
ｔｉｍｅＰ ａｒａｄ ｉｇｍ ） 。 在这个实验范式下 ， 实验者可 以通过 比较孩子看两个物体的不

同时间长度 ， 推测 出孩子的想法 。 Ｂ ａｚｈｙｄａｉ 团 队的实验结果在会说话的孩子身上也得到 了

证实 。 在 Ｍ ｉ ｌ ｌ ｓ 团 队 的实验 中 ， 他们给 ３ 岁 的孩子介绍 了两个知识量不 同 的玩偶 ， 并告诉

孩子他们可 以随意 向这两个玩偶提 问 。

［
３ ９

］

实验结果表明 ， ３ 岁 的孩子有能力判断出谁懂得

更多 ， 并且他们偏好于 向有知识 的人提 问 。 同样地 ， 这点在 Ｈａｒｒ ｉ ｓ 和 Ｃｏ ｒｒｉｖｅａｕ 的实验里

也有所体现 。

［
４°

Ｍ也们发现 ， 当面对
一

个不熟悉 的物体时 ， ３ 岁 的孩子会从之前在其他 问题

中给出过正确 回答的实验员那里学 习 。 也就是说 ， 相 比于过往表现得
“

不太懂
”

的人 ， 他

们会觉得过往表现得
“

有知识
”

的人更有可能在新的学习任务中给他们提供可靠的信息 。

综上 ， 我们可 以 了解至少 １ 岁 的孩子就能够在特定 的情境下根据成人的 回应判断出他

？
—

个陌生的或捏造的词 ， 目 的是确保孩子没有 以往知识 ， 只能通过求助 （看起来更有知识的 ） 成年人 。 比

如指着陌生的玩具 问孩子 ， 哪个才是
“

ｙａｎｉ

”

呢 ？

２６



们 的能力和知识储备 ， 由此选择更能够有效地提供给他们正确信息 的人提 问 。 换句话说 ，

如果孩子喜欢 问你 问题 ， 正说明他们觉得你很有知识 ， 且有能力 回答他们 。 相反 ， 如果孩

子不喜欢 问你 问题 ， 你也应该思考 自 己之前 的 回答 ， 是否让孩子觉得你无法为他们提供需

要的信息 ， 从而导致他们不再 问你 问题 。

（三 ） 婴幼儿的 问题反映 了他们 的认知水平

孩子进入刚会说话的阶段 ， 也就是 ２
？

３ 岁 的时候 。

［
４ １

］ 这个阶段的婴幼儿处于语言快

速发展的阶段 ， 这时你的生活里也可能会出现很多来 自他们 的 问题 。

［
４ ２

Ｍ也们通过问 问题构

建 自 己对这个世界的认知 ， 而 问题是孩子对外界信息 的索求 ， 也是
一

种主动学 习与探索 的

信号 。

［
４３

］ 表面上 ， 这些信息索求类的 问题可 以让我们 了解孩子不懂什么 ， 以及对什么感兴

趣 。 但通过剖析 问题背后的孩子的认知能力 ， 我们可 以 了解孩子在相应的年龄段到底懂 了

些什么 。 比如 ， 想象你在听
一

个讲座 ， 如果你什么也不懂 ， 那你怎么 能够提出 问题呢 ？ 通

过留意孩子 问什么 内容 以及 问 了谁 ， 我们可 以 了解孩子在各个年龄段懂和不懂什么 ， 从而

更好地 了解他们 的认知发展 。 这样
一

来 ， 家长也可 以更好地理解孩子的想法和行为 。

１ ． 问他人的感受反映婴幼儿心智理论能力 的发展

不知道你有没有留意到孩子 的 问题随着年龄有着怎样 的变化 。 在 Ｃｈｏｕ ｉｎａｒｄ 对 １ 岁和

２ 岁婴儿的 问题 内容分析研宄 中 ， 研宄者发现孩子 问题的 多少与他人的想法 、 知识储备和

偏好有关 。 这
一

变化趋势反映了孩子的心智理论能力 （ Ｔｈｅｏｒｙ
ｏ ｆＭ ｉｎｄ ） 的发展 。

［
４４

］ 心智

理论是能理解及推测他人和 自 己可能会有不 同情绪 、 信念 、 知识背景和偏好的能力 。 研宄

发现 ， １ 岁 的婴儿从来不会 问跟心智理论有关的 问题 ， 比如
“

他喜欢什么
” “

他知道什么
”

。

同样地 ， 心智理论领域的研宄也发现 ， 在这个阶段 ， 他们认为 自 己懂的东西别人也懂 。 而

在 ２ 岁 多 的时候 ， 孩子的心智理论能力逐渐发展 ， Ｃｈｏｕ ｉｎａｒｄ 发现他们 已经有 １ ０％ 左右和

心智理论有关的 问题 ， 他们开始 问别人的想法和偏好 。 随着年龄的增长 ， 孩子对别人的心

智活动更加在意 ， Ｃｈｏｕ ｉｎａｒｄ 发现 ３ 岁婴幼儿大约 １ ５％ 的 问题都涉及他人 的心智 。 反过来

看 ， 通过他们 的提 问 ， 我们可 以 了解其心智理论的发展阶段 。

［

４ ５
］

２ ． 问
“

为什么
”

和
“

什么
”

反映婴幼儿知识储备的增长

我们可 以从孩子的提 问 中 了解他们知识储备的水平 。 Ｃｈｏｕ ｉｎａｒｄ 的实验发现 ， １ 岁孩子

的所有 问题仅关于事实 ， 并且通常 以
“

什么
”

来发起提 问 ， 比如
“

这个蓝色的是什么
”

。

［
４ ６

］

２ 岁孩子 的 问题会开始寻求
一些解释 ， 比如 以

“

为什么
”

来提 问 。 那时 的他们有大约 ４％

的 问题需要解释 ， 而剩余 ９６％ 的 问题还是在对事物 的表面信息 （ 比如名称 ） 提 问 。 到 了

３ 岁 ， 孩子 的 问题大约有 ２７％ 都是需要解释 的 ， 而对关于事实提 问 的 问题 比例 降到 ７ ３％ 。

其实 问 问题 的发展对于成人也是
一

样 的 。 在他们 的 问题里 ，

“

为什么
”

也 比
“

什么
”

来得

更晚
一

点 。 做成人实验的研宄者发现 ， 缺乏背景知识 的学生更喜欢 问
一些表面的 问题 。 他

们经常会对
一

些
“

事实
”

（ Ｆ ａｃ ｔｓ ） 提 问 ， 就像 同样在学习钥匙和锁的时候 ，

“

初学者
”

会 问

各部分的名称 ； 而有更多相关知识背景的学生会更多 问
一些寻求解释的 问题 ， 比如 问锁 的

各部分功能是怎么样的 。

［

４ ７
］

随着知识的积累 ， 所 问 的 问题会从 问表面的事实到寻求更深层

次的解释 。 当你在孩子的 问题 中看到这样的变化时 ， 说 明孩子的知识量正在增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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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 问抽象概念反映 了婴幼儿语言水平的发展

这
一

变化也和孩子 的语言发展有着密不可分 的关系 。 Ｂ ｌｏｏｍ 、 Ｍｅｒｋ ｉｎ 和 Ｗｏｏｔｔｅｎ 在

１ ９ ８２ 年的早期经典研究中发现 ， 孩子对
“

什么
” “

哪里
”

和
“

谁
”

的运用与理解发生在
“

为

什么
” “

什么 时候
”

和
“

怎么
”

之前 。

［

４ ８
］“

为什么
” “

什么 时候
”

和
“

怎么
”

是更抽象的概念 。

因为处在认知发展早期的孩子很难把名称与没有实体的概念对应 。

［
４９

］ 比如 ， 问 出
“

我们什

么 时候睡觉
”

这样的 问题需要孩子对
“

时 间
”

有概念 ， 而时间对学前 的孩子来说却十分模

糊 。

［
５ °

］

但是 ， 随着认知能力 的发展 ， 孩子逐渐把抽象的定义与词汇构建联系 ， 并使用有抽

象概念的词汇提 问 。 所 以 ， 当你听到孩子对抽象的概念提 问 时 ， 这也是他们语言水平正在

发展的最好证据 。

在科学界 ， 我们提 出 的 问题可能 比我们获得的答案更重要 ， 这些 问题常常为我们需要

的答案铺平道路 。 我们看待孩子 问题的方式也是
一

样 的 ， 当发现孩子的 问题聚焦于关心他

人的想法 ， 关注事物的深层道理和存在 目 的 ， 即开始对无实体的物体提 问 时 ， 意味着他们

的认知水平又进了
一

步 。

（ 四 ） ３
？

５ 岁幼儿的提 问能力随着年龄逐步发展

那么 ， ３ 岁 的孩子对 问 问题掌握到什么程度 了 呢 ？ 过往文献表 明 ， 可 以用语言 问 问题

的 ３ 岁孩子虽然会 问很多 问题 ， 但他们并不
一

定可 以在需要解决 问题的时候 问 出有效的 问

题 。

［
５ １

］

有研究者把有效 问题定义为对解决 问题本身有帮助的 问题 ， 比如 问可 以有效排除
一

些可能性的 问题和 问能给出答案的人 。 无效 （ Ｉｎｅｆｆｉｃ ｉｅｎｔ ） 问题指表达模糊 、 问对解决 问题

本身没有帮助 的 问题 ， 和 向不知道 问题答案本身 的人发 问 。

幼儿通过提 问来解决 问题 的能力随年龄提升 。 Ｍ ｉ ｌ ｌ ｓ 团 队用
一

个巧妙 的实验 向我们描

述 了３
？

５ 岁孩子通过提 问来解决问题的能力 。

［
５ ２

］ 在实验中 ， 孩子们需要通过 问玩偶 问题 ，

在 ４ 张卡片 中找到唯
一

可 以打开盒子的卡片 ， 从而解决 问题 。 研宄者发现 ， 实验 中 的 ３ 岁

孩子 问 了 大量无效 问题 ， 比如
“

为什么没有金色 的卡片
” “

你 的爸爸是消 防员 吗
”

这种对

找 出正确卡片没有帮助 的 问题 。 相 比于 ３ 岁孩子 ， 大多数 ４ 岁孩子的 问题只有
一

半左右是

有效 的 。 只 有 ５ 岁 的孩子可 以正确地 问 出很多有效 的 问题 。 我们 由此可 以看 出 ， ３ 岁 和 ４

岁 的孩子还在发展他们提出信息量最大的 问题的能力 ， 而大多数 ５ 岁孩子这方面的能力 已

经发展得很完善 。

同样地 ， Ｒｕｇｇｅｒｉ 、 Ｓ ｉｍ 和 Ｘｕ 的研宄也发现 ， ３ 、 ４ 岁孩子
“

问 出 更有用 问题 的能力
”

还没有完全发展 ， 不如 ５ 岁 的孩子 。

［
５ ３

］

实验 中 ， ３
？

５ 岁 的孩子可 以选择 问 不 同 的 问题

得 出
一

个小男孩
“

Ｔｏｍａ
”

上学迟到 的原 因 。

一

类 问题属于
“

假设扫描 问题
’’

（ Ｈｙｐｏｔｈｅ ｓ ｉ ｓ
？

ｓ ｃ ａｎｎ ｉｎｇｑｕｅ ｓ ｔｉｏｎ ｓ ） ，它针对某
一

特定物体发 问 ， 比如
“

Ｔｏｍａ上学迟到是因为他的 自 行车

坏 了 吗
”

。 另
一

类 问题属于
“

范 围搜索 问题
”

（ Ｃｏｎ ｓ ｔｒａｉｎｔ
－

ｓｅｅｋｉｎｇｑｕｅ ｓ ｔ ｉｏｎ ｓ ） ， 它针对某
一

类特征提 问 ， 比如
“

Ｔｏｍａ 上学迟到是 因为他没带
一

些东西吗
”

。 显而易见 ，

“

范 围搜索 问

题
”

比
“

假设扫描 问题
”

更能排除
一

些错的答案 。 实验结果发现 ， 只有部分 ３ 岁孩子可 以

判断出有效的 问题 ， 而大多数 ５ 岁孩子都可 以 。

这些都说明孩子提 问 的能力在 ３
？

５ 岁 的年龄阶段逐步发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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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成人的 回应会促进婴幼儿的认知和社交发展

０
？

３ 岁 婴幼儿的 问题往往伴随着成人的 回应 ， 而成人的 回应对婴幼儿的心智发展影

响很大 。 以往的很多研究发现 ， 通过成人的 回应 ， 婴幼儿能够迅速获得认知方面和社交方

面的发展 。

总体来说 ， 如果你希望和孩子建立 良好的关系 ， 并且希望孩子信任你 ， 那么请认真对

待他们 的 问题 。

［
５ ４

］ ［
５ ５

］ ［
５ ６

］ ［
５ ７

］

研究发现 ， 孩子更倾 向于信任那些认真 回应他们 问题的大人 ， 并

且在下次提 问时再找他们 。

（

一

） 成人的 回应对婴幼儿的认知发展有益处

显然 ， 回应孩子 的 问题 ， 能够让他们 了解更多 的知识 ， 学 习 更丰富 的语言 。 接下来 ，

我们从
一

个全新 的认知科学 的视角看待婴幼儿学 习 ， 即对于婴幼儿 的发展来讲 ，

“

益处
”

不仅是学 了什么知识 ， 还有为什么要学习 ， 也就是学习 的 内容和学习 的动机 。

［

５ ８
］ ［
５ ９

］

大量研究发现 ， 成人对孩子 问题的正确 回复能够有效增长孩子 的知识 ， 而且与成人的

互动 回应胜过孩子 自 己单独学 习 的效果 。

Ｄ ｅＬｏａｃｈｅ 教授发现 ， 与成人 的互动能够促进婴幼儿的语言学 习 。

［

６ °
］

在实验 中 ， 婴幼

儿分别被安排用三种方式学 习 语言 ， 并据此得 出 哪种方式 的学 习 效果最好 。 三种学 习 语

言 的方式包括 ： ①孩子 自 己看有语言对话的动画片 ； ②孩子只和成人对话 ， 不看动画片 ；

③孩子与成人
一

边看动画片 、

一

边对话 。 我在很多场合 向不 同 的家长 、 老师和教育从业

者分享过这个实验 ， 想 问 问大家 的看法 。 多数时候 ， 大家会倾 向于选择第三种 。 因为前

两种方式 比较单
一

， 而第三种方式看起来是前两者之和 ， 所 以应该是越多越好才对 。 但

Ｄ ｅＬｏ ａｃｈｅ 教授和她的 同事们发现 ， 学 习效果最好的是第二种 。

也就是说 ， 相 比于让孩子独 自 或者和大人
一

起使用 电子产品进行学 习 ， 反而是成人和

孩子单纯进行互动 回应 ， 孩子的语言学习效果更好 。

（二 ） 成人的 回应对婴幼儿发展非认知 ／ 社交的益处

成人 的 回应能够有效激发孩子 的学 习 动机和求知欲 。 家长给孩子 的 回应不必是完美

的 ， 如果某
一

次我们 的 回应不够标准或者令孩子不满意 的话 ， 是不是就对他 的发展不好

呢 ？ 不是的 。 如果你给出 的 回应令孩子不满意 ， 不用太担心 ， 研究发现 ， 虽然有些 回应并

没有给予孩子准确 的 、 及时 的知识 ， 却促进了孩子另
一

项有关学 习 的重要能力 的发展 ： 学

习动机 。

［
６ １

］

成人对孩子 问题 的 回应 ， 还会影响孩子 的社交智力 ， 特别是他对成人的看法 。 例如 ，

婴幼儿会依据成人的 回应来判断他知识 的专业程度和受信任程度 。 这就如 同成人在工作 中

遇到
一

些棘手的 问题时 ， 也会有别人 回应和帮助 ， 这些经历会让成人逐渐形成对他人知识

和可信任程度的判断 ， 并且在下次遇到 问题时 ， 更倾 向于求助那些更有知识和更值得信赖

的人 ， 而不是随便找个人 。

［

６２
］

１ ． 认真回答 问题的成人更让婴幼儿信赖

如果你想让孩子更信任你的话 ， 建议你更多地 、 认真地回应孩子的 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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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发现 ， 孩子更信赖那些在之前的 问题 中给予他们令人满意 回应的成人 ， 从而在下

次 问 问题时更倾 向于选择这些成人 。 令人满意 的 回应通常是充满 自 信 的 回应 、 非重复性的

回应 、 体现愿意帮助倾向 的 回应和被证实的正确 的 回应 。

另外 ， 孩子对于 回应他的成人的信任 ， 并不是
一

成不变的 ， 而是通过成人提供的后续

信息和后续行为不断调整的 。 所 以 ， 我们对某
一

次特定 回复孩子的 内容也不用感到太紧张

和有压力 。 研究发现 ， ８ 个月 大的婴儿就会观察周 围成人 的行为 ， 并且通过他们 的正确率

来判断成人是否可靠 ， 在后续当 自 己要实施相关 的行为时 ， 会依据之前的观察和信息进行

判断 。

２ ． 认真回答 问题的成人让婴幼儿认为更有知识

孩子对成人的 回应是非常敏感的 ， 并且能够从成人的 回应 中判断谁更有知识 。 婴幼儿

也
一

样 ， 如果他们喜欢 问你 问题 ，

一

定认为你是很有知识的成人 。

［
６ ３

］

在 Ｍ ｉ ｌ ｌ ｓ 等人 的实验里 ， 孩子可 以 向两个知识水平不
一

的玩偶提 问 。 他们发现 ， ３ 岁

孩子更倾 向于 问在之前 的表现 中懂得多 的玩偶更多 问题 。

［

６ ４
］

Ｂ ｅｇＵ Ｓ 和 Ｓｏｕｔｈｇａｔｅ 的实验也

说 明 ， 孩子的求知欲或许和成人的知识量有关 。

［

６ ５
］

如果孩子认为你无法提供他们想获取的

信息 ， 他们可能就更没有 问 问题的动力 ， 从此减少 了 向你学习 的机会 。 如果你的孩子经常

问你 问题 ， 不要厌烦他们的行为 ， 你反而应该意识到 ， 这代表在他心里 ， 你是
一

个懂很多

的人 。 确实有过往文献说明 ， 即使是 ３ 岁孩子 ， 也对他人的知识储备水平有预估 ， 并且他

们会依靠这种预估来选择向谁 问 问题 。

四 、 成人该如何回应孩子 的 问题

上文详细解释 了成人给孩子的 回应会影响孩子的知识学习 、 学 习动机的养成和孩子对

成人的 印象与信任 。 虽然 回应如此重要 ， 但成人经常 回应孩子的 问题 ， 是否偶尔也会疲惫

不堪呢 ？ 所 以 ， 作为经常 回应婴幼儿的成人 ， 更想 了解的是 ， 有没有
一

些 回应的方法 ， 能

够不那么辛苦 ， 同时又对孩子的发展更有好处呢 ？

科学研宄发现 ， 真的有 。 基于这样的影响 ， 有研究进
一

步指出 ， 成人在回应孩子 问题的

时候 ，

一

些特定的方式会比另
一

些方式更好 。 譬如 ， 回应时要尽量给予孩子更有用 的语言信

息 ； 以及要 回应到位 ， 就孩子的 问题做 出 回应 ， 而不是答非所 问 ， 甚至成人可 以尝试给孩子

开放的 、 比较的回应 ， 而不是闭合的 、 完整的 回应 ， 这样会更有效地激发孩子的探索欲 。

（

一

） 成人的 回应应尽可能给孩子提供更多 的信息

当孩子提出 问题时 ， 如果成人
一

直采用 点头微笑式的非语言 回应是不够 的 ， 而是要适

当给予孩子有用 的语言反馈 。

［
６ ６

］

本文作者 Ｓ ｔｅ ｌ ｌａ 有
一

次接她 ４ 岁 的儿子放学 ， 回家路上 ，

她的儿子
一

边骑 自 行车
一

边 问 问题 。 由于 Ｓ ｔｅ ｌ ｌａ 还在思考
一

个 问题 ， 所 以
一

边骑车
一

边用

“

哇哦
” “

嗯哼
”

等语言来回复儿子 。 结果她的儿子用 自 己的 自 行车拦住妈妈的 自 行车 ， 并

且 问她 ：

“

你到底有没有听我讲话 ？
”

Ｓ ｔｅ ｌ ｌａ
—

边回答
“

当然
”一边想 ， 看起来孩子对我这

样的 回应不是很满意 。

３ ０



成人如何对
一

个 ４ 岁孩子的 问题进行 回应会产生很大的影响 ， 那么对不会说话的孩子

也有影响吗 ？ 结果是肯定 的 。 研究发现 ， 当家长面对 ２ 岁 以下 的孩子用手指来提 问题时 ，

家长的态度和信息可能 比单纯微笑示意更能让孩子积极地提 问和探索 。

在 Ｋｏ ｉｖａｃ ｓ 和 同事们 的研究实验 中 ， １ ６ 个月 大 的孩子被分为
“

分享
”

和
“

回应
”

两组 。

在分享组 中 ， 无论婴儿指 向什么 东 西 ， 成人都 只 报 以微笑 、 点 头 、 来 回 看 、 表达有兴

趣和
“

啊哈
”“

哇 哦
”

等分享式 的 回应 ； 而在 回 应组 中 ， 成人 除 了 来 回看孩子和物体 ，

还会用语言和面部表情表达对孩子指 的物体 的看法和态度 ， 比如开心 的 、 意外 的 、 恐

惧 的等 。 结果发现 ， 在 回 应组 中 ， 当家长们给予孩子更 多语言和态度 的信 息 ， 而不仅

仅是点 头微笑后 ， 孩子们 比分享组 的 同龄人提 了 更多 的 问 题 ， 也就是更频繁地用 手指

去指东西 。

［
６ ７

］

Ｋｒｏｖｋ ｓ 教授和她 的 团 队在后续实验 中继续探宄婴儿是否更喜欢有新奇信 息 的 回答 。

他们假设 ， 如果婴儿 的指 向行为是他们提 问 的方式 ， 那么他们应该更喜欢能丰富他们知

识 的 回答 。 这次也有
“

分享
”

实验组和
“

回应
”

实验组 。 在
“

分享
”

实验组里 ， 实验员

把
一

个不寻常 的 东西 （ 靴子里 的猫 ） 称为
“

猫
”一一这个婴儿和实验员 都知道并熟悉 的

词汇 ； 而在
“

回应
”

实验组里 ， 实验员会给靴子里 的猫
一

个特殊 的称呼一一“
ｄａｘ

”

。 与

实验
一

的结果
一

致 ， 回应组 的婴儿跟实验员 有更多 的互动 。 这
一

结果说 明 ， 婴儿 的指 向

行为不仅意味着他们在索求他人 的注意力或分享 已知信息 ， 也是他们发 出 的寻求信息 即

自 主学 习 的信号 。

［

６ ８
］

从这两个实验 中可 以看到 ， 虽然婴儿不会讲话 ， 但他们更喜欢成人跟他们讲话 ， 给他

们提供更多有用 的或者新的信息 ， 而不是只用点头微笑等非语言信息 。

（二 ） 成人的 回应要指 向孩子的 目 标物体

成人在 回应孩子的 问题时 ， 能否直接回应到他提 问 的 目 标物体是非常重要的 ， 这关系

到能否有效提高他们 的学习 效果和继续探索 的兴趣 。 想象
一

个场景 ， 当你第
一

次到
一

个陌

生的 国度旅游时 ， 对那里的
一

切充满了新奇 ， 你看到不远处有
一

栋建筑物 ， 好奇地 问 当地

的好朋友 ：

“

这是什么建筑 ？
”

而好朋友却直接忽略你的 问题 ， 转而告诉你 ：

“

你看旁边这

条河 ， 这可是很有名 的 ！

”

是不是听起来有些莫名其妙 ？ 但这就是孩子们会遇到 的状况 ： 当他们尝试 问关于物体

Ａ 的信息时 ， 大人却告诉他们物体 Ｂ 。 以往关于婴幼儿学 习 的研究更倾 向于将孩子作为学

习 的客体或者单纯的知识 的被动接收者考虑 ， 重点在于他人该如何教孩子东西 ， 却往往忽

略 了孩子才是学习 的主体和决策者 。

在 Ｂ ｅｇｕｓ 和 同事们 的实验中 ， １ ６ 个月 的婴儿在面对
一

堆陌生的物体时 ， 可 以用手指指

出 自 己感兴趣的东西 。 而成人有两种 回应方式 ，

一

种是 向婴儿展示他们指 的东西 的结构和

功能 ， 另
一

种是 向婴儿展示他们没有指 的东西 。 １ ０ 分钟 以后 ， 婴儿成功复现 了那些他们感

兴趣 的物 品 的功能 ， 而在尝试复现那些不感兴趣的物品功能时却失败 了 。 在这个实验 中 ，

当成人及时 回应婴幼儿用手指提 出 的 问题时 ， 婴幼儿就能快速地进
一

步学习新的知识 ； 如

果成人忽略或者怠慢他们的 问题时 ， 即便成人也进行 了教学 ， 但是学习效果却很差 。

［
６ 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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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实验说明 ， 即便孩子还不能 明确地说出来 ， 他们也非常清楚 自 己想学 习什么 ， 并

且希望 自 己的学习选择得到尊重和 回应 ， 而不是被忽略 。

作为成年人 ， 我们在 回应孩子不 同形式 的 问题时 ， 需要对他们 的 目 标物体有
一

个判

断 ， 并且对 目标物体进行 回应 。 如果不确定孩子的 目标物体时 ， 可 以进
一

步明确 ：

“

你是指

的这个吗 ？
”

这样基于孩子的 问题有 目 的地回应 ， 效果会更好 。

（三 ） 成人可 以利用对 比帮助孩子学习和探索

好的 回应可 以是激发孩子 的探索欲望和学 习动机的 回应 ， 而对 比 的 回应能够有效地激

发孩子这方面的动机 。

［

？
］

Ｃｈｒ ｉ ｓ ｔ ｉ ｅ 和 Ｇ ｅｎｔｎｅｒ 研究发现 ， 当孩子面对 陌生 的学 习对象时 ， 如果开始学 习 时有机

会对多个物体进行 比较 （ 图 ２ ） ， 就 比单独学习
一

个物体 （ 图 １ ） 更容易发现和抽象 出 需要

学习 的概念 ， 学 习 效果 明显好于单
一

地学习
一

个物体 。

［
７ １

］

比如 ， 当孩子指着
一

个苹果时 ，

你可 以告诉他
“

这是苹果
”

。 然后再 同他
一

起找找别 的苹果 ， 比如书上的苹果 图片 ， 苹果

电脑上 的苹果 ｌｏｇｏ ， 或者让大
一

点 的孩子 自 己画
一

个苹果 ， 孩子对
“

苹果
”

这个概念就

能深入理解和举
一

反三 。 这样用 语言进行对 比促进学 习 的效果对于 ３ 岁 以下 的孩子也是

有效的 。

［
７ ２

］ ［
７ ３

］

ＳＯＬＯ

ＡＬＴＥＲＮＡＴ ＩＶＥＳ ： ＡＬＴＥＲＮＡＴ ＩＶＥＳ ：

图 １ 单
一

学习
一个物体的类比推理任务 图 ２ 有对比 的类比推理任务 〇

£ １参与者先观察上面的 １ 张 图片 ， 叫作
“

ｂ ｌ ｉｃｋｅ ｔ

”

； 然后参与者需要从下面 ２ 张图片 中 ， 选择与上方 图片
一

样也叫
“

ｂ ｌ ｉｃｋｅ ｔ

”

的 图片 。 选择 了 同样是
“

相似物体 ， 上黑下 白
”

的右边 图片时 ， 则算学习成功 。

注 ： 看到 图 ２ 的参与者最后学习 效果 明显 比看到 图 １ 的参与者更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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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 结语

婴幼儿提 问题和成人 的 回应是促进 ０
？

３ 岁 婴幼儿认知发展 的重要方式 。 本文试 图

帮助教育者和养育者从认知科学 的视角 ， 重新诠释对婴幼儿 问题 的理解和家长 回应 的法

则 。 我们通过经典实验解释了为何发展 中 的婴幼儿总是 问 问题 ， 以及他们如何提 问 ： 好奇

心与探索欲在婴幼儿的阶段就 已存在 ， 这两个因素使得婴幼儿主动获取关于这个世界的信

息 ， 从而发展 自 己各方面的认知能力 。 因该阶段的婴幼儿肢体运动还没有发展到稳定 的阶

段 ， 相 比于用身体去探索世界 ， 他们选择通过提 问 的方式来填补对世界空缺的理解 。 受语

言能力限制 的他们会通过指 向行为和结构简单的 问题 向他人提 问且获取信息 。 然而与直觉

相反 ， 婴幼儿并不会随意 向他人提 问 。 还没有能力对 问题答案的准确性做 出判断的他们会

根据他人的过往 回答来决定谁是可靠的信息来源 以及该相信谁的 回答 。 由此根据信任的成

人的 回应来构建他们对世界的认知 。 在不断地 问 与答的循环 中 ， 婴幼儿的认知得到充分的

发展 ， 并逐渐接近成人的认知方式 。

从婴幼儿的 问题中 ， 我们也能够 了解他们本身 的认知发展情况 。 婴幼儿对 自 身 的元认

知使他们可 以认知到
“

知
”

与
“

不知
”

两者间 的界限 。 通过 已有的知识和能力 ， 他们可 以

对未知 的知识进行索求 。 而透过他们 的 问题表面 ， 成人可 以察觉到更深
一

层一使他们 问

出 问题的认知能力 ， 这也应该是成人看待婴幼儿 问题的着重点 。

当然 ， 成人 同时需要更加注意 自 己应该如何 回应孩子 ， 以及 自 己 的 回应对孩子的心智

发展和社会认知 的影响 。 过往 问题发现 ， 成人的 回应对婴幼儿的认知和社交的发展都有影

响 ， 恰当 的 回应不仅对婴幼儿的学 习 内容和学习动机有促进作用 ， 还会帮助婴幼儿形成对

成人的学识和信用 的评估 ， 以作为下次 问 问题的参考 。 基于科学研宄 ， 本文提供 了成人对

孩子 问题的 回应建议 ， 以便成人更好地帮助孩子 。

本文希望通过 １
？

３ 岁婴幼儿 问 问题这个常见 的情境 ， 帮助养育者和教育者意识到婴

幼儿 日 常行为对他们认知发展 的重大影响和意义 ， 从而更好地利用 日 常 的机会帮助孩子发

展认知 ， 为 以后 的学习和发展做准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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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７３ ．

［
１ ５

］ ［
１ ８

］ ［
４９

］
Ｍａｎｉ Ｎ

， 
Ａｃｋｅｒｍａｎｎ Ｌ ． Ｗｈｙ 

ｄｏｃｈ ｉ ｌｄｒｅｎ  ｌｅａｍ ｔｈｅ ｗｏｒｄｓ  ｔｈｅｙ 
ｄｏ ？

［
Ｊ

］
． Ｃｈｉ ｌｄ Ｄｅｖｅ ｌｏｐｍｅｎｔ Ｐ 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

， 
２０ １ ８

， １ ２
（
４

）
：

２５ ３
－

２５ ７ ．

［
１ ６

］ ［
２９

］
Ｓｏｕｔｈｇａｔｅ Ｖ

， 
Ｖａｎ Ｍａａｎｅｎ Ｃ

， 
Ｃ ｓ ｉｂｒａ Ｇ ． Ｉｎｆａｎｔ

ｐｏ ｉｎｔｉｎｇ
：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 ａｔｉｏｎ  ｔｏ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ｅ ｏｒ ｃｏｍｍｕｎ ｉ ｃａｔｉｏｎ  ｔｏ  ｌｅａｍ？

［
Ｊ
］

． Ｃｈｉ ｌｄ

ｄｅｖｅ ｌｏｐ
ｍｅｎｔ

， 
２００７

， 
７ ８

（
３
）

： ７３ ５ －７４０ ．

［
１ ９

］ ［
５ ０

］ 
Ｔｉ ｌ ｌｍａｎ Ｋ Ａ

， 
Ｂａｍｅｒ Ｄ ．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ｔｈｅ  ｌａｎｇ
ｕａ

ｇ
ｅ ｏｆ  ｔｉｍｅ ：Ｃｈ ｉ ｌｄｒｅｎ

＇

ｓ ａｃ
ｑ
ｕｉ ｓ 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ｄｕｒａｔｉｏｎ ｗｏｒｄｓ

［
Ｊ
］

． 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
ｐｓｙｃｈｏ ｌｏｇｙ，

２０ １ ５
， 
７８ ： ５７

－

７７ ．

［
２ １

］ 
Ｂａｌｄｗｉｎ Ｄ Ａ

， 
Ｍｏｓｅ ｓ Ｌ Ｊ ． Ｔｈｅ ｏｎｔｏｇｅ

ｎｙ 
ｏｆ  ｓｏｃ ｉ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ｇ
ａｔｈｅｒｉｎｇ ［

Ｊ
］

． Ｃｈ ｉ ｌｄ ｄｅｖｅ ｌｏｐｍｅｎｔ
，

１ ９９６
， 
６７

（
５
）

： １ ９ １ ５
－

１ ９ ３ ９ ．

［
２２

］ 
Ｃａｒ

ｐｅ
ｎｄａｌｅ Ｊ Ｉ Ｍ

， 
Ｌｅｗｉ ｓ Ｃ ．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 ｔ ｉｎｇ 

ａｎ ｕｎｄｅｒｓ ｔａｎｄｉｎｇ 
ｏｆ 
ｍｉｎｄ ： Ｔｈｅ ｄｅｖｅ 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ｃｈｉ ｌｄｒｅｎ

＇

ｓ  ｓｏｃ ｉａｌ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ｗ ｉｔｈｉｎ

ｓｏｃ ｉａ ｌ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
［
Ｊ
］

． Ｂｅｈａｖ ｉｏｒａｌ ａｎｄ ｂｒａｉｎ  ｓ ｃ ｉｅｎｃｅ ｓ
， 
２００４

，

２７
（
１
）

： ７９
－

９６ ．

［
２３

］ ［
３ ５

］ ［
４０

］ ［
５５

］
Ｈａｒｒｉｓ Ｐ Ｌ

，Ｃｏｒｒ ｉｖｅａｕ Ｋ Ｈ ． Ｙｏｕｎｇ 
ｃｈｉ ｌｄｒｅｎ

，

ｓｓ ｅ ｌｅｃｔｉｖｅ  ｔｒｕｓ ｔ  ｉｎ  ｉｎｆｏｒｍａｎｔｓ
［
Ｊ
］

． Ｐｔ ｉｉ ｌｏ ｓｏｐｈｉｃａｌ Ｔｒａｎｓａｃ ｔｉｏｎｓｏｆ  ｔｈｅ

Ｒｏｙａｌ Ｓｏｃ ｉ ｅｔｙ 

Ｂ ： Ｂｉｏ ｌｏｇ ｉｃａｌ Ｓｃ ｉｅｎｃ ｅ ｓ
， 
２０ １ １

， 
３ ６６

（
１ ５ ６７

）
： １ １ ７９

－

１ １ ８７ ．

［
２４

］ ［
５ ６

］
Ｈａｒｒｉ ｓ Ｐ Ｌ

， 
Ｋｏ ｅｎｉｇ 

Ｍ Ａ ． Ｔｒｕｓｔ  ｉｎ  ｔｅ ｓ ｔｉｍｏｎｙ ：Ｈｏｗｃｈｉ ｌｄｒｅｎ  ｌｅａｍ ａｂｏｕｔ  ｓｃ ｉ ｅｎｃ ｅ ａｎｄ ｒｅ ｌ ｉｇ ｉｏｎ
［
Ｊ

］
． Ｃｈｉｌｄ ｄｅｖｅ ｌｏｐ

ｍｅｎｔ
， 
２００６

，

７７
（
３
）

： ５ ０５
－

５２４ ．

［
２ ５

］  ［
３ ６

］Ｓｃｈｉ ｅ ｌｅｒ Ａ
， 
Ｋｏ ｅｎｉｇ

Ｍ
， 
Ｂｕｔｔｅ ｌｍａｎｎ Ｄ ．Ｆｏｕｒｔｅｅｎ

－ｍｏｎｔｈ －

ｏ ｌｄｓｓｅ ｌｅｃ ｔｉｖｅ ｌｙ
ｓｅａｒｃｈｆｏｒ ａｎｄ ｕｓ ｅ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ｄｅｐｅｎｄｉｎｇ

ｏｎ  ｔｈｅ

ｆａｍｉ ｌｉａｒｉｔｙ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ｆｏｒｍａｎｔ  ｉｎ ｂｏｔｈ  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 

ａｎｄ ｈｏｍｅ ｃｏｎｔｅｘｔｓ
［
Ｊ

］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ｃｈ ｉ ｌｄ

ｐｓｙｃｈｏ ｌｏｇｙ， 
２０ １ ８

，

１ ７４ ： １ １ ２－

１ ２９ ．

［
２６

］ ［
５ ７

］
Ｓ ｔｅｎｂ ｅｒｇ 

Ｇ ． Ｄｏ  １ ２
－ｍｏｎｔｈ －

ｏ ｌｄ  ｉｎｆａｎｔ ｓ  ｔｒｕｓ ｔ ａ ｃｏｍｐｅｔｅｎｔ ａｄｕｌｔ？
［
Ｊ
］

． Ｉｎｆａｎｃｙ， 
２０ １ ３

，

１ ８
（
５
）

： ８７ ３
－

９０４ ．

［
２７

］ 
Ｈａｍ ｓ Ｐ Ｌ

， 
Ｌａｎｅ Ｊ Ｄ ． Ｉｎｆａｎｔｓ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 ｈｏｗ  ｔｅｓｔｉｍｏｎｙ 

ｗｏｒｋｓ
［
Ｊ
］

． Ｔｏｐｏ ｉ
， 
２０ １ ４

， 
３ ３

（
２
）

： ４４ ３
－４ ５ ８ ．

［
３ ０

］ 
Ｔｏｍａｓｅ ｌ ｌｏ Ｍ

， 
Ｃａｒ

ｐｅ
ｎｔｅｒ Ｍ

， 
Ｌ ｉ ｓｚｋｏｗｓｋｉ Ｕ ． Ａ ｎｅｗ  ｌｏｏｋ ａｔ  ｉｎｆａｎｔ

ｐｏ ｉｎｔｉｎｇ ［
Ｊ
］

． Ｃｈｉ ｌｄ ｄｅｖｅ ｌｏｐｍｅｎｔ
， 
２００７

， 
７８

（
３
）

： ７０５
－

７２２ ．

［
３ １

］ ［
４３

］ ［
５ ９

］Ｏｕｄｅｙｅｒ Ｐ Ｙ
， Ｓｍ ｉ ｔｈ Ｌ Ｂ ．Ｈｏｗｅｖｏ ｌｕｔｉｏｎ ｍａｙ 

ｗｏｒｋ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ｃｕｒｉｏ ｓ ｉ ｔｙ
－ｄｒｉｖｅｎｄｅｖｅ ｌｏｐｍｅｎｔａ ｌ

ｐｒｏ ｃｅ ｓ ｓ
［
Ｊ

］
．Ｔｏｐ ｉ ｃ ｓ ｉｎ

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 Ｓｃ ｉｅｎｃｅ
， 
２０ １ ６

， 
８
（
２

）
： ４９２

－

５ ０２ ．

［
３ ３

］
Ｌｕｃｃａ Ｋ

， 
Ｗｉ ｌｂｏｕｍ Ｍ Ｐ．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ｎｇ 

ｔｏ ｌｅａｍ ：Ｉｎｆａｎｔｓ

＊

ｐｏ ｉｎｔｉｎｇ ｇｅｓｔｕ
ｒｅｓ ｒｅ ｓｕｌｔ  ｉｎ ｏｐｔｉｍａ ｌ  ｌｅａｍ ｉｎｇ ［

Ｊ
］

．Ｃｈ ｉ ｌｄ ｄｅｖｅ ｌｏｐｍｅｎｔ
，

２０ １ ８
， 
８９

（
３
）

： ９４ １
－

９６０ ．

［
３ ４

］
Ｐｏｕ ｌ ｉｎ－Ｄｕｂｏ ｉ ｓＤ

，Ｂ ｒｏ ｓ ｓ ｅ ａｕ－Ｌ ｉａｒｄＰ ．Ｔｈ ｅｄｅｖｅ ｌｏｐ
ｍｅｎ ｔａ ｌｏｒ ｉｇ ｉｎ ｓｏ ｆ  ｓｅ ｌ ｅｃ ｔ ｉｖ ｅｓ ｏ ｃ ｉａ ｌ ｌ ｅ ａｍ ｉｎｇ ［

Ｊ
］

．Ｃｕｒｒｅｎ ｔｄ ｉ ｒｅ ｃ ｔ ｉｏｎ ｓ ｉｎ

ｐｓｙｃｈｏ ｌｏｇ ｉｃａｌ  ｓ ｃ ｉｅｎｃｅ
， 
２０ １ ６

，

２５
（
１
）

： ６０
－

６４ ．

［
３ ７

］ 
Ｗａｌｄｅｎ Ｔ

， 
ＫｉｍＧ ．  Ｉｎｆａｎｔｓ

，

ｓｏｃ ｉａｌ  ｌｏｏｋｉｎｇ 
ｔｏｗａｒｄ ｍｏ ｔｈｅｒｓ ａｎｄ  ｓ ｔｒａｎｇｅ

ｒｓ
［
Ｊ
］

．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ａｌ Ｄｅｖｅ ｌｏｐｍｅｎｔ
，

２００５
， 
２９

（
５
）

： ３ ５ ６
－

３ ６０ ．

［
３ ８

］ ［
５４

］ ［
６２

］ ［
６３

］
Ｂ ａｚｈｙｄａ ｉＭ

，Ｗｅ ｓ ｔｅｒｍａｎｎＧ
，
Ｐａｒｉ ｓ ｅＥ ．

＂

Ｉｄｏｎ
＇

ｔ ｋｎｏｗｂｕｔ Ｉｋｎｏｗｗｈｏ ｔｏａｓｋ
＂

：１ ２ －ｍｏｎｔｈ －

ｏ ｌｄ ｓａｃ ｔ ｉｖｅ ｌｙ
ｓ ｅｅｋ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ｆｒｏｍ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ａｂ ｌｅ ａｄｕｌｔｓ
［
Ｊ
］

， Ｄｅｖｅ ｌｏｐ
ｍｅｎｔａｌ  ｓ ｃ ｉｅｎｃｅ

， 
２０２０

，

２ ３
（
５
）

： ｅ ｌ ２９ ３ ８ ．

［
３ ９

］ ［
５２

］ 
Ｍ ｉ ｌｌ ｓ Ｃ Ｍ

， 
Ｌｅｇａ

ｒｅ Ｃ Ｈ
， 
Ｂ ｉ ｌ ｌｓ Ｍ

， 
ｅｔ ａ ｌ ． Ｐｒｅｓ ｃｈｏｏ ｌｅｒｓ ｕｓｅ

ｑｕｅ ｓｔｉｏｎｓ ａｓ ａ  ｔｏｏ ｌ  ｔｏ ａｃｑｕｉｒｅ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ｆｒｏｍ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ｓｏｕｒｃ ｅ ｓ
［
Ｊ

］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ｏｇ
ｎｉ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ｅｖｅ ｌｏｐｍｅｎｔ

， 
２０ １ ０

，

１ １
（
４

）
： ５ ３ ３

－

５６０ ．

［
４ １

］
Ｂｅｒｇｅ ｌｓｏｎ Ｅ

， 
Ａｍａｔｕｎｉ Ａ

， 
Ｄａｉ ｌｅｙ

Ｓ
，
ｅｔ ａ ｌ ． Ｄａｙ 

ｂｙ 
ｄａｙ， 

ｈｏｕｒ ｂｙ 
ｈｏｕｒ

： Ｎａｔｕｒａ ｌ ｉ ｓｔｉｃ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ｉｎｐｕｔ  ｔｏ ｉｎｆａｎｔｓ
［
Ｊ
］

．Ｄｅｖｅ ｌｏｐｍｅｎｔａｌ

ｓｃ ｉｅｎｃ ｅ
， 
２０ １ ９

， 
２２

（
１
）

： ｅ ｌ ２７ １ ５ ．

［
４２

］ 
Ｇｏｔｔｌ ｉｅｂ Ｊ

， 
Ｏｕｄｅｙｅｒ Ｐ Ｙ

， 
Ｌｏｐｅ ｓ Ｍ

， 
ｅｔ ａｌ ．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

ｓ ｅｅｋｉｎｇ ， 
ｃｕｒｉｏ ｓ ｉｔｙ， 

ａｎｄ 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 ： ｃｏｍｐｕｔａｔｉｏｎａ ｌ ａｎｄ ｎｅｕｒａｌ ｍｅｃｈａｎｉ ｓｍｓ
［
Ｊ

］
．

Ｔｒｅｎｄｓ  ｉｎ ｃｏｇ
ｎｉｔｉｖｅ ｓ ｃ ｉｅｎｃｅｓ

， 
２０ １ ３

，

１ ７
（
１ １

）
： ５ ８ ５

－

５ ９ ３ ．

［
４４

］ ［
４ ５

］ ［
４６

］Ｃｈｏｕ ｉｎａｒｄＭ Ｍ
，
Ｈａｒｒｉ ｓＰＬ

，
Ｍ ａｒａｔｓ ｏ ｓＭ Ｐ ．Ｃｈ ｉ ｌｄｒｅｎ

＇

ｓ
ｑｕｅ ｓ ｔ ｉｏｎｓ ： Ａ ｍｅｃｈａｎ ｉ ｓｍｆｏｒｃｏｇ

ｎｉ ｔ ｉｖｅｄｅｖｅ ｌｏｐｍｅｎｔ＾ ］
．

Ｍｏｎｏｇ
ｒａｐｈｓ ｏｆ ｔｈｅ Ｓｏｃ ｉｅｔｙ 

ｆｏｒ Ｒｅｓ ｅ ａｒｃｈ  ｉｎ Ｃｈｉ ｌｄ Ｄｅｖｅ ｌｏｐｍｅｎｔ
， 
２００７ ：  ｉ

－

１ ２９ ．

［
４７

］
Ｇｒａｅ ｓ ｓｅｒ Ａ Ｃ

， 
Ｏ ｌｄｅ Ｂ Ａ ． Ｈｏｗ ｄｏ ｅ ｓ ｏｎｅ ｋｎｏｗ ｗｈｅｔｈｅｒ ａ

ｐｅｒｓｏｎ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ｓ ａ ｄｅｖｉｃｅ？ Ｔｈｅ
ｑｕａｌ ｉｔｙ 

ｏｆ  ｔｈｅ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ｓ ｔｈｅ

ｐｅｒｓｏｎ

ａｓｋｓ ｗｈｅｎ  ｔｈｅ ｄｅｖ ｉｃｅ ｂｒｅａｋｓ ｄｏｗｎ
［
Ｊ
］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ｓｙｃｈｏ ｌｏｇｙ， 
２００ ３

，
９５

（
３
）

： ５２４ ．

［
４８

］
Ｂ ｌｏｏｍ Ｌ

， 
Ｍｅｒｋｉｎ Ｓ

， 
Ｗｏｏ ｔｔｅｎ Ｊ ．

＂

Ｗｈ
＇

＾
Ｑｕｅ ｓｔｉｏｎｓ ：Ｌ ｉｎｇｕｉ ｓｔｉｃ ＦａｃｔｏｒｓＴｈａｔ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ｅ  ｔｏ  ｔｈｅ Ｓｅｑｕｅｎｃｅ ｏｆＡｃｑｕｉ ｓ ｉｔｉｏｎ

［
Ｊ
］

． Ｃｈ ｉ ｌｄ

ｄｅｖｅ ｌｏｐ
ｍｅｎｔ

，
１ ９８２ ： １ ０ ８４

－

１ ０９２ ．

３４



［
５ ３

］Ｒｕｇｇｅｒｉ Ａ
，Ｓ ｉｍ Ｚ Ｌ

， Ｘｕ Ｆ ．
＂

Ｗｈｙ
ｉ ｓＴｏｍａ ｌ ａｔｅ ｔｏｓ ｃｈｏｏ ｌ ａ

ｇ
ａ ｉｎ？

＂

Ｐｒｅ ｓｃｈｏｏ ｌｅｒｓ ｉｄｅｎｔ ｉ ｆｙ
ｔｈｅｍｏ ｓ ｔ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ｖｅ

ｑｕｅ ｓ ｔ ｉｏｎｓ
［
Ｊ

］
．

Ｄｅｖｅ ｌｏｐｍｅｎｔａ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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