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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most intuitive approach to determine a person’s mood is observing the facial expression. This 
research investigated the ability to identify and label human facial emotions on preschool children. 
90 preschool children were recruited from one kindergarten in L city in Zhejiang Province, 30 in 
junior class, 30 in middle and 30 in senior class. In this study, 48 facial expression images were 
selected as stimuli. The study results indicated: 1) the preschool children have perfect perfor-
mance on identify and label happiness expression, followed by facial expression on sadness and 
anger, surprise, fear, disgust; 2) compared with boys, girls are performed significantly better than 
boys on label task (p < 0.05); 3) preschool children has rapid development on facial expression 
recognition and label, in all four facial expression recognition task, senior class performed better 
than junior class, and the difference is very significant (p < 0.001); 4) there is no significant dif-
ference between Caucasian and Chinese picture, and there i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between 
identifying task and labeling task in the performance on preschool childr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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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观察面部表情是用来判断一个人的情绪是最直观的方法。本次研究选取了48张面部表情图标，以学前儿

童为被试，调查学前儿童的表情识别与标签的能力。在浙江省L市随机选取一所幼儿园，分别选取小、

中、大班年段的幼儿各30名，一共 90人，进行单独的表情识别和标签测试。基于数据分析得出以下结论：

1) 学前儿童表情识别与标签能力发展最好的是高兴，其次是悲伤和愤怒，再次是惊讶、恐惧、厌恶。

2) 女童在对儿童的面部表情图片进行标签任务时的表现显著优于男童(p < 0.05)；3) 小班到大班阶段，

学前儿童的表情识别与标签能力发展迅速，在表情识别的任务中大班的表现要优于小班的表现，并且差

异十分显著(p < 0.001)；4) 学前儿童在识别表情的任务表现中，白种人与中国人图片之间不存在显著

差异，在标签任务与指认任务之间不存在显著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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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心理学家 JARussell 提出，在人们日常的交流中，只有 7%的信息是通过语言传递的，而 55%的信

息则是通过面部表情来传递的(Pantic & Rothkranz, 2000)。可见表情在社会交往中发挥的重要性。人类的

情绪从本质上是通过“以境生情”产生的，也就是说客观事物是人类情绪发生的根本原因(卢家楣，2000)。
个体的情绪发生变化时，通过对其面部表情、身体动作、声音等进行观察和对比，可以迅速判定他的情

绪状态，进而了解其内心的真实想法。依据霍夫曼的道德移情理论，当个体进入童年晚期(约 3~6 岁)时，

认识到自己和他人有着独特的经历和个性，可以从更广阔的生活经历看待他人所感受的情绪(常宇秋，岑

国桢，2009)。可见，学前儿童时期是幼儿表情识别能力发展的关键期，对其未来社会性的发展会产生深

远的影响。 
美国的微表情学者 Paul. Ekman 教授曾亲赴新几内亚与世隔绝的原始部落，研究那些从未与外界有过

深入交流的种族人群的表情，研究证明，人类拥有 6 种跨种族、跨文明、跨地域的通用情绪和表情：愉

悦、悲伤、恐惧、愤怒、厌恶和惊讶(姜振宇，2011)。因此，本研究的要求被试对这 6 种通用表情的识别，

并设置了中国人和白种人的表情分组，目的是为了再次 检验学前儿童对中外人种基本表情的识别是否有

所差别。本次研究主要是对被试学前儿童的表情识别能力进行调查。调查的目的是：通过了解处于关键

期的幼儿表情识别能力发展现状，探究学前儿童对表情的指认与标签的发展特点，得出相应的数据结果。

结合前人已有的研究成果，进行数据分析与讨论，得出相应结论并提出合理建议。希望本研究中的理论

依据在培养幼儿表情识别能力过程中发挥其积极的指导作用。 

2. 研究设计 

2.1. 被试 

采用随机抽样的方法在浙江省丽水市随机选取一所幼儿园，分别选取小、中、大班年龄段的幼儿各

30 名，男孩、女孩各 15 名，一共 90 人。其中，小班 30 人(男女各 15 人)，平均年龄 4.2 岁；中班 30 人(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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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各 15 人)，平均年龄 5.4 岁；大班 30 人(男女各 15 人)，平均年龄 6.2 岁。所选的被试儿童均是自愿参

加，且心理健康，智力、语言、动作发展正常。 

2.2. 工具 

根据表情识别能力测试相关知识，参照有关资料，结合表情库图片设计了学前儿童表情识别能力现

状的幼儿调查问卷。这份问卷主要由真人表情照片和记录表组成，测试照片经心理专家筛选后，随机抽

取 40 名大学生进行表情指认与表情标签，从中选取正确指认率为 100%的和正确标签率为 80%以上的面

部表情照片。然后将其按照外国成人、外国儿童、中国成人以及中国儿童分成 4 组，其中外国表情均为

高加索白人的表情照片，每组分别包括愉悦、悲伤、恐惧、愤怒、厌恶和惊讶 6 种基本情绪类型，并将

所选照片统一打印成 5 寸彩色照片。 

2.3. 程序 

测试主要包括表情指认和表情标签两项任务。要求在不受外界干扰的环境中，对被试幼儿进行单独

测试，首先进行表情指认任务。随机呈现 1 组表情照片，共 4 组；休息 3 分钟后，再进行表情标签测试，

表情标签是从任意一组照片中，随机给出一张照片让儿童自由进行情绪命名，直到完成 4 组面部表情照

片标签，则测试结束。如果遇到幼儿不能回答或说出无关回答，如说“不知道”、“这个人不好看”等

回答，应给予适当提示语进行引导，但是绝对不能说出和情绪有关的词汇，以免干扰测试结果的真实性

和可靠性。所收集到的数据用 SPSS20 对进行录入、统计与分析。 

3. 结果分析与讨论 

3.1. 表情指认和标签的正确率 

将问卷结果数据输入 SPSS，按照 6 种情绪分类整理，得出小、中、大班分别在相应情绪表情指认和

表情标签的正确率。其中，愉悦是 6 种情绪中唯一的积极情绪，笑容是愉悦时的典型反应。愉悦时的面

部表情特征有：眼睛眯起，眼睑收缩，眼睛尾部会形成“鱼尾纹，面颊向上抬起，嘴角上扬。在本研究

中，小、中、大班阶段幼儿的愉悦表情指认和标签的正确率均为 100%，没有出现与其他情绪混淆得情况，

表明学前儿童对愉悦的识别能力发展很出色。除愉悦外的另外 5 种表情的识别率见表 1。 
悲伤是明显的消极情绪，哭泣是悲伤时的典型反应。悲伤时的面部表情特征是双眉皱起并下压，眉头

上扬、扭曲，嘴角下垂，下巴抬起或收紧。由表 1 可知，小班幼儿对儿童悲伤表情的指认和标签的准确率

高于成人悲伤表情，而在儿童表情指认中误认的概率较低。意外的是，小班幼儿对悲伤的标签平均正确率

约 95.8%大于指认的 82.6%，标签能力优于指认能力。中班和大班幼儿对悲伤的指认和标签正确率几乎都

接近于 100%，总体而言，学前儿童对悲伤的识别能力发展优秀。恐惧也是明显的消极情绪，恐惧时的表

情特征是眉头聚拢、上扬，眼睛睁大，张嘴。由上表可知，三个年龄段幼儿在恐惧的识别上，正确率随着

年龄段的增长而提高，呈上升趋势。愤怒也是消极情绪，愤怒时眉毛下压、聚拢，眼睛睁大且怒视，鼻翼

扩张，上下嘴唇收紧。三个年龄段的幼儿在表情指认时，准确率都较高，在 86.7%以上。总体而言，幼儿

对愤怒的识别能力发展较好。厌恶是比愤怒程度更浅的消极情绪，吃到难吃的食物、闻到讨厌的气味等会

出现厌恶情绪。厌恶时的表情：眉毛下压并皱眉，眼睑紧绷，出现鼻唇沟，上唇提起，单侧嘴角上翘。由

上表可知，学前儿童对厌恶的识别能力较弱，从小班到大班，指认的平均正确率依次为 43.4%、42.5%和

66.7%，标签的平均正确率更低，依次为 19.2%、15.8%和 55.8%。很明显，小班和中班对厌恶的识别能力

发展水平十分接近，到大班有了显著的提升。惊讶也是消极情绪，惊讶时眉毛上扬，上眼睑提升，眼睛睁

大，嘴巴自然松弛并吸气，与恐惧的特征较为相近。惊讶识别的平均正确率大于 66.1%，发展水平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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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Identify and label result on sadness, fear, anger, disgust and surprise (%) 
表 1. 幼儿在识别悲伤、恐惧、愤怒、厌恶与惊讶的指认和标签的正确率 

 表情  悲伤 恐惧 愤怒 厌恶 惊讶 

小班 

表情 
指认 

中国成人 70% 20% 46.7% 43.3% 63.3% 

外国成人 73.3% 33.3% 60% 26.7% 70% 

中国儿童 93.3% 20% 56.7% 46.7% 60% 

外国儿童 93.3% 60% 66.7% 56.7% 46.7% 

表情 
标签 

中国成人 93.3% 13.3% 86.7% 23.3% 56.7% 

外国成人 93.3% 10% 90% 13.3% 53.3% 

中国儿童 96.7% 20% 96.7% 23.3% 60% 

外国儿童 100% 73.3% 86.7% 16.7% 53.3% 

中班 

表情 
指认 

中国成人 100% 36.7% 70% 33.3% 70% 

外国成人 100% 26.7% 86.7% 33.3% 56.7% 

中国儿童 100% 36.7% 80% 53.3% 73.3% 

外国儿童 100% 83.3% 86.7% 50% 76.7% 

表情 
标签 

中国成人 100% 33.3% 90% 23.3% 70% 

外国成人 93.3% 26.7% 96.7% 10% 56.7% 

中国儿童 100% 36.7% 100% 23.3% 56.7% 

外国儿童 100% 70% 96.7% 6.7% 63.3% 

大班 

表情 
指认 

中国成人 100% 53.3% 93.3% 56.7% 80% 

外国成人 100% 76.7% 90% 46.7% 90% 

中国儿童 100% 73.3% 86.7% 83.3% 86.7% 

外国儿童 100% 86.7% 86.7% 60% 73.3% 

表情 
标签 

中国成人 100% 50% 83.3% 46.7% 63.7% 

外国成人 96.7% 56.7% 100% 43.3% 53.3% 

中国儿童 100% 66.7% 96.7% 70% 70% 

外国儿童 100% 83.3% 96.7% 63.3% 83.3% 

 

幼儿表情指认和标签能力发展最好的是愉悦，其次是悲伤和愤怒，再次是惊讶、恐惧和厌恶。这个

结论和其他学者(王军利，2009；黄煌峰等，1986；王振宏等，2010)的研究成果十分接近。幼儿易将后三

者混淆，难以辨认。惊讶的表情特征是眉毛上扬，眼睛睁大，上眼睑提升。恐惧也有类似特征，区分关

键在于眉毛，恐惧时会皱眉，眉头上扬、扭曲。厌恶则是上唇提升，在鼻翼两侧形成鼻唇沟(姜振宇，2011)。
幼儿不容易分清恐惧、惊讶和厌恶，特别是厌恶，三个年龄段幼儿指认和标签的正确率均偏低。 

3.2. 单因素变量分析 

3.2.1. 面部表情指认和标签成绩的性别差异 
表 2 中呈现了不同性别的学前儿童在面部表情识别任务中的平均得分与标准差。 
如表 2 所示，男童与女童在面部表情的指认与标签的任务中，女童在对儿童的面部表情图片进行标

签任务时的表现显著优于男童(p < 0.05)，也就是说女童在面对同龄人的时候表情识别的能力要优于男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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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男童与女童在其他三项任务中的表现没有显著差异。 

3.2.2. 面部表情指认和标签成绩的年级差异 
在不同年级的幼儿对面部表情指认和标签成绩上进行差异比较。结果显示见表 3，方差检验结果表

明，小班、中班和大班在对面部表情的指认和标签能力上有显著差异，事后检验显示，在四种表情识别

的任务中，大班的表现要优于小班的表现，并且差异十分显著(p < 0.001)。随着年龄的增长，面部表情指

认和标签成绩有明显的上升趋势。这个结果与其他学者的研究结论(张玉梅，2007)一致。 

3.2.3. 面部表情识别成绩在人种(中国人与白种人)及任务性质上(指认与标签)的差异 
表 4 显示了学前儿童在对中外人种的识别任务上未表现出显著差异，在白种人成人照片与中国人表 

 
Table 2. Sex differences in facial expression identification and labels 
表 2. 面部表情指认和标签成绩的性别差异 

性别 指认成人 指认儿童 标签成人 标签儿童 

 M SD M SD M SD M SD 

男 0.67 0.16 0.76 0.18 0.67 0.14 0.71 0.14 

女 0.72 0.17 0.79 0.15 0.69 0.11 0.79 0.13 

t −1.5 −0.89 −0.47 −2.64* 

注：*p < 0.05。 
 
Table 3. Grade differences in facial expression identification and labels 
表 3. 面部表情指认和标签成绩与年级的差异比较 

班级 指认成人 指认儿童 标签成人 标签儿童 

 M SD M SD M SD M SD 

小班 0.60 0.17 0.67 0.17 0.61 0.09 0.69 0.13 

中班 0.68 0.14 0.78 0.15 0.67 0.12 0.71 0.12 

大班 0.81 0.12 0.88 0.11 0.76 0.12 0.86 0.11 

F值 17.39*** 16.42*** 13.80*** 17.55*** 

事后检验 大班 > 小班 大班 > 小班 大班 > 小班 大班 > 小班 

注：***p < 0.001。 
 
Table 4. The differences in facial recognition results compared with Chinese and Caucasian faces and compared with identify 
and label task 
表 4. 面部表情识别成绩在人种(中国人与白种人)及任务性质上(指认与标签)的差异 

 成人 儿童 

 M SD M SD 

白种人 0.69 0.18 0.80 0.19 

中国人 0.69 0.20 0.75 0.20 

t 0.00 0.07 

指认任务 0.70 0.17 0.78 0.17 

标签任务 0.69 0.12 0.75 0.14 

t 0.67 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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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照片上，被试的总识别成绩(指认与标签成绩之和)不存在显著差异，在这说明白种人和中国人的人种差

异对测试结果的影响不大，也证明了人类拥有不限种族、文化、文明的 6 种基本情绪表情这一观点。 
表 4 同时显示了，当识别的任务为指认任务与标签任务时，学前儿童在两种不同任务中表现的成绩

也没有显著差异，无论照片中是成人还是儿童，标签成绩要略低于指认成绩，但是差别不显著。这与前

人研究有所不同，在王振红等人的研究中指出，儿童在指认中的表现要显著优于标签中的表现(王振宏等，

2010)。 

4. 结论与建议 

4.1. 结论 

从小班到大班，学前儿童面部表情识别能力逐渐增强，大班幼儿的识别能力显著高于小班幼儿；学

前幼儿表情指认和标签能力发展最好的是愉悦，其次是悲伤和愤怒，再次是惊讶、恐惧和厌恶；无论是

对成人表情还是儿童表情，学前儿童在表情识别的标签任务与指认任务中的表现不具有显著差异，在对

白种人和中国人表情图片的识别与标签上也没有显著差异；女童面部表情的标签任务中表现显著优于男

童。 

4.2. 建议 

从幼儿开始，作为家长和教师要有意识地培养幼儿的表情识别能力。曾有学者做过幼儿面部表情识

别能力培养的实验研究，发现幼儿识别面部表情能力在四周时间内有很大提高，说明幼儿情绪理解能力

可以培养，且经验增长快，可塑性高(林楠，2011)。在对学前儿童进行表情能力的培养过程中更要重视对

消极表情识别力的培养，并要注意男童和女童在表情识别能力上有所差别。同时，我们要重视早期阅读

的作用，通过绘本阅读，引导幼儿对绘本中人物角色用心观察和体验，有利于提高表情识别能力，体验

不同的情绪感受，进而发展幼儿的同伴相处能力。另外，在幼儿的人际交往过程中，要正确引导幼儿处

理同伴关系、师幼关系和亲子关系，尝试换位思考，理解他人的表情情绪，在实践中发展共情能力。在

社会交往中，拥有好的情绪感知能力的人会有明显的亲社会行为，社会性发展良好，也因此能够更好地

融入社会，拥有积极和谐的人际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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