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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情绪识别能力贯穿个体发展的始终，在幼儿阶段发展尤为迅速。本文

从情绪性非言语信息入手，梳理幼儿识别情绪性面部表情和姿态表情的研究范

式、发展特点、影响因素，并对未来研究进行展望，提出未来研究应着眼于建

立相对完善的非言语信息材料库，以动态表情为实验材料，扩展幼儿情绪性非

言语信息识别研究的维度，并开展神经机制如脑电、眼动、生理信号等方面的

研究，以达到促进其情绪识别能力得以发展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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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情绪作为一种自动化反应机制，是人对客观现象的态度体验、行为反应，

它是在人类不断进化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一种内在的主观体验［1］。以面部

表情和姿态表情构成的言语信息和非言语信息可以帮助人类实现“表情达意”

的目的。个体内在的不同情绪感受，如高兴、愤怒、悲伤、恐惧等均可以透过

非言语信息表现出来，这种情绪表达形式被称为“情绪性非言语信息”。

其实，幼儿和成人均可通过言语和非言语信息进行情绪表达。先前研究中，

多以成人为研究对象、研究范式，多以面部表情为研究材料，较少运用姿态表

情进行情绪识别。近来年随着姿态表情和动作的研究成果不断增加，研究者开

始将目光转移到面部表情、姿态表情、语调表情三者的对比研究，或将其形成

一个整体来探究表情识别的水平与规律。

幼儿阶段是个体发展的关键阶段，《3-6 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对中、大

班幼儿的情绪识别状态提出了具体要求：能注意别人的情绪和需要，并有相应的、

力所能及的行为体现。关注幼儿阶段情绪识别能力的规律和发展特点，对理论

和实践的发展有着重要意义。

本文将从情绪性非言语信息入手，梳理幼儿对于情绪性面部表情和姿态表

情识别的研究范式、发展特点、影响因素，并对未来研究进行展望。

2  研究范式

2.1  面部表情识别

面部表情与情绪识别的研究有很多，目前，研究者已从多角度、多方面、

多方法阐述了面部表情识别，其成果取得了有益的进展，不仅成人如此，幼儿

方面也有突出成绩。

Izard 认为 2-9 岁儿童情绪识别能力可以通过情绪标签和情绪再认的实验进

行归纳总结，随机给 2-5 岁幼儿一张面部表情图片，让幼儿说出情绪图片反映

的情绪状况，6-9 岁儿童进行研究时使用相反的程序，其结果揭示了儿童面部表

情识别成绩与年龄的关系，对面部表情标签任务与情绪识别成绩之间的关系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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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详细说明［2］。

随着研究的深入发展，王振宏等人的研究选择了 114 名幼儿，探讨 3-6 岁

幼儿的面部表情指认与命名能力发展特点。得出结论：大多数 3-6 岁幼儿能比

较准确地指认四种基本情绪的表情，一半以上本年龄段的幼儿能比较准确地指

认厌恶和惊奇的情绪表情；3-6 岁幼儿面部表情指认成绩显著高于面部表情命名

成绩，3-4 岁幼儿的面部表情指认和命名成绩均显著低于年龄更大的幼儿，4-6

岁幼儿在以上两个能力上差异均不显著［3］。

以上研究在揭示了静态面部表情与情绪识别能力可能存在的联系上取得了

重大的作用。实验中除了选取静态材料，研究者有时也会加入动态材料。

王军利在考察幼儿的表情标签与情绪识别能力的关系中便采用了动态表情

材料。他以 100 名 3-5 岁幼儿为研究对象，对其进行了动态和静态的对比研究，

得出结论：幼儿表情标签能力迅速发展是 3-5 岁，这一能力发展的关键期是 4 岁，

幼儿在此阶段的表情识别能力更突出。相对而言，幼儿的表情标签能力不如其

表情识别能力［4］。这一研究将动态表情作为研究材料纳入进来，扩宽了情绪

研究领域的新思路。

随着现代科学的飞速进步，技术手段的蓬勃发展，一些研究者在情绪识别

研究中使用眼动技术，使其逐渐成为新的研究形式。

李仲平选取涵盖小中大班 90 余名幼儿作为样本对象，采用幼儿面部表情分

辨和匹配的眼动研究进行实验，得出结论：识别面部的器官会随着时间的推移

发生改变。幼儿在早期应用较多的识别器官为嘴部，随年龄发展慢慢演变成眉

眼部［5］。

除了关注眼动技术，于明阳、李富洪、曹碧华还从神经机制出发探究面部表

情识别。对于静态面部表情中的愉快面孔的识别优势及神经机制方面的研究，突

破性地提出目前的研究中对于愉快面孔识别优势的产生，会受到“动态面孔表情

优势效应”的影响，也对我们类比研究其他情绪识别内容提出了新的研究方向［6］。

2.2  姿态表情识别

观察姿态表情，揣测姿态表情背后代表的情绪信息，是研究情绪状态和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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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类型的重要途径。在识别他人情绪的过程中，面部表情不是唯一凭借，躯体

所提供的姿态表情也是识别情绪的重要信息。姿态表情的研究与面部表情的研

究相比，起步晚、理论体系不完善的劣势十分明显［7］。

姿态表情识别贯穿于个体生命的每个发展阶段，婴幼儿时期更容易受到影

响。眼睛离得越远，姿态表情在情绪识别中的作用就越突出，是以当被观察者

离观察者较远时，识别身体表情是第一选择。此外，姿态表情也是影响幼儿情

绪识别的因素，Boone 的研究显示，学龄前儿童能够很好地识别舞蹈中各种姿势

要表达的情绪［8］。

部分研究者将研究立足于个体早期阶段，把研究的重心放在个体幼年、青

年阶段。乔建中认为，面部表情和姿态表情发展高潮化的时间节点不尽相同。

大学阶段完善的姿态表情识别能力与小学阶段的面部表情识别能力的发展水平

相差无几［9］。

近年来，研究者开始探讨面部表情和姿态表情二者谁在情绪识别中占据主

导地位的论题。Aviezer 等人采用强烈的负面面孔与积极的身体姿态相结合的化

合物进行实验，得出结论：区分积极情绪和消极情绪强度的是身体表情，积极

和消极的情绪均能由孤立的身体姿态识别。他们的发现挑战了情绪表达模型的

标准，突出了身体在表达感知情绪方面的作用［10］。目前，关于情绪躯体语

言（Emotion Body Language，简称 EBL）逐渐成为情绪神精和认知研究的新领域，

姿态表情的研究也逐渐地从简单的实验操作向更科学、精确、复杂的研究方法

发展。在躯体表情的识别、神经基础及心理机制的探究中，完善情绪加工理论，

为“认知—情绪—行为”的研究赋予更大的应用价值和现实意义。

随着现代技术的发展，相关电位技术和偏侧化研究范式为姿态表情的识别

打开了新的大门。张丹丹、赵婷等人探究成年人对恐惧和中性身体姿势的加工

时程时采用事件相关电位（ERP）技术［11］；贺拽在正置、倒置两种方向，无

干扰、左干扰、右干扰三种干扰刺激位置以及有表情、无表情两种情绪性的设

计下，判断实验材料呈现的身体姿势图片有无表情，以探究身体姿势表情识别

的大脑功能偏侧化与合作加工的论题［12］。以上研究成果为姿态表情识别提

供了更加新颖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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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来说，近年来国内外越来越关注身体姿态的探究，但是相对于面部表

情的研究，身体姿态的研究仍有待深入，与成人姿态表情的研究相比，幼儿领

域研究更为稀少。

2.3  面部表情与姿态表情的融合

在情绪识别中，面部表情和姿态表情存在相互关联性，因此可将两者结合

起来进行研究。

研究者在探究非言语信息识别时，多使用静态工具作为研究材料，较少使

用面部表情、姿态表情和声调语调表情在内的动态表情识别工具，部分研究者

采用脑电实验或眼动实验，结合动态面部表情及姿态表情作为研究材料，为更

好地识别情绪提供了新的可能。

2.3.1  采用一致的面部表情或姿态表情融合研究

国内外研究多将单独的面部表情和单独的姿态表情作为研究内容进行情绪

识别，将姿态表情作为面部表情的辅助。少数研究者将两种情绪状态相结合，

探讨非言语信息与情绪识别的关系。

部分研究者认为，传统的姿态表情的研究对象过于单一，情绪姿态作为新

的研究对象应囊括在内［13］。在静态状态下的图片研究中，皮可有、许理二

人尤其侧重于对姿态中所含有的情绪信息进行甄别，辅之以面部表情进行对比

验证，以归纳出情绪躯体语言的各种特性。现实中，存在另一些研究者倾向于

把躯体姿态设定为影响情绪的变量，从大量的躯体姿态研究中剖析这些情绪变

量对于生理、心理施加的影响力。他们的观点佐证了姿态表情研究并未成为情

绪研究的主流。

也有研究论证了姿态表情的情绪信息在情绪研究中起到的补充作用，间接

揭示了其地位。Aviezer 与 Wenzler 等人的研究将重心放在了现实情境中，以儿童、

普通成人、专业运动员为素材，以他们在激情瞬间的强烈情绪为突破口，探究

躯体线索对情绪效价识别的补偿作用。结果得出：在复杂情绪识别中，依据孤

立的面部线索可能无法准确地识别他人的情绪状态，躯体动作和姿态表达的情

绪信息将发挥补偿作用［14］［15］。

在面部表情和躯体表情二者在各发展阶段的影响力度这一问题探讨中，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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笑笑指出：在早期加工进程阶段，尽管躯体表情和面部表情相互影响，但面部

表情对躯体表情施加的影响力更持久［16］。

与李笑笑不同，肖瑞琪更加肯定姿态表情的作用，她认为最近越来越多的

研究发现，当面部表情和身体姿势同时呈现的时候，身体姿势对整体情绪愉悦

度的影响远远超出人们的想象，它会起到决定性的作用，特别是在极端情绪状

态下，身体姿势的重要作用更加凸显［17］。

在揭露姿态表情识别处于何等地位的同时，马啸，王振宏将目光聚焦于更

具体、更细致的幼儿实验中。他们从面部表情、姿态表情、语调表情、多重动

态表情入手，考察不同年龄段幼儿对于情绪表情识别的发展特点。总体来看，

表情线索识别能力与年龄呈现显著正相关关系；其中面部表情和姿态表情的表

达效果优于语调表情。若情境中只有语调表情，幼儿对悲伤的识别成绩最为明

显［18］。本研究很好地说明了研究者已将不同情绪类别交互处理的动态表情

线索运用到幼儿身上，并以此探究幼儿情绪识别的特点。

综上所述，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已经注重面部表情、姿态表情、语调表情的

整合，且多采用全表情探究情绪识别特点，对于面部表情与姿态表情整合形成

的非言语信息存在进一步深入拓展的空间。

2.3.2  采用不一致的面部表情或姿态表情融合研究

面部表情和姿态表情都是情绪表达的载体，但二者在情绪识别的过程中是

如何加工？二者之间的冲突性信息对情绪识别是否存在影响？是研究者关注的

话题。孙肖霞的研究表明：在情绪识别中，面部表情和姿态表情呈现出相辅相

成的特点。当面部和姿态展现出的情绪表情不一致时，姿态表情对面部表情的

识别能力相应会受到削弱［19］。

Shields、Engelhardt 和 Letswarrt 使用恐惧、悲伤、愤怒和愉悦四种情绪编制

出了面部表情与姿态表情一致，面部表情与姿势表情不一致的组合图片，让被

试进行情绪判断任务，结果显示：无论面部表情与姿态表情在传递情绪信息时

是否一致，被试都倾向更多地注视面部表情［20］。

也有研究者肯定了姿态表情的作用。Aviezer 等捕捉高水平运动比赛中，双

方运动员以输赢球瞬间的面部表情图片作为研究素材，从单一的面部表情、单

一的姿态表情、面部表情与姿态表情一致、面部表情与姿态表情不一致四种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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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来研究面部表情、姿态表情与情绪识别的关系。结果表明：单独的身体姿势

或身体姿势与面部表情结合的情绪效价可以正确地被被试判断出来，但单独的

面部表情的情绪效价却很难被被试判断出来［21］。

Mondloch 采用面孔—躯体情绪一致或不一致范式进行研究，结果显示：8 岁

儿童在判断悲伤和恐惧的面部表情的反应时间上，与情绪一致条件的反应相比，

情绪不一致条件的反应时间更长；当面孔和躯体非对齐时，一致性效应降低［22］。

此结论与先前研究中所得出的成人结论一致，此结论首次为儿童对面孔—躯体

情绪整体加工提供了证据。 

3  幼儿躯体知觉神经机制的研究

躯体与面孔不可分割，相辅相成。与面部表情一致，躯体也能给我们带来

情绪信息，二者共同促成了对个体身份的识别。

虽然，认知神经科学对躯体加工的研究近几年才刚刚起步，但是已有的众

多面孔识别研究为躯体识别的研究提供了理论依据和实践上借鉴。近几年，有

研究从相关电位技术探索躯体知觉神经机制，但是相关研究与面部知觉相比，

仍然很少。

综上所述，不难发现，有关人类躯体知觉的研究刚刚起步，无论是在成人，

还是在幼儿方面，有限的文献使研究者们难以对躯体知觉的认知神经机制得出

准确的推论。

4  幼儿识别情绪性非言语信息的影响因素

4.1  情绪类型

在儿童认知不同情绪的过程中，徐胜三等人认为，在众多情绪中，儿童能

够识别的首先是高兴，随后依次是愤怒、厌恶、害怕、惊讶，轻蔑位列最后［23］。

张琰探讨了四种基本情绪：高兴、悲伤、恐惧、愤怒在面部、身段、语音三种

表情情绪下的识别特点，结果表明不同的情绪表情类型，情绪识别特点存在差

异性［24］。同样的实验结果，在何阳美的研究中也得到了相同的论证，她认为：

幼儿表情的识别能力受不同情绪类型影响；生活中体验最多的情绪，幼儿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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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果最好，如常见的高兴、气愤等；幼儿对害怕、伤心、惊讶等稍微复杂的情

绪识别效果不尽如人意［25］。

为何不同情绪类型对情绪识别的结果有如此大的差异呢？原因在于不同的

情绪类型其属性和特质本就存在着天壤之别，也正因如此，幼儿对不同的情绪

类型所对应的识别效果各不相同。

4.2  情绪性非言语信息识别与性别的关系

部分实验结论证明，情绪识别能力与性别有关。王道阳、殷欣认为在面部

表情识别上，女性比男性更占有话语权［26］，而展宁宁对这一研究结论持否

定意见［27］。不可否认，性别与情绪的识别存在着微妙联系。造成情绪识别

的性别差异可能来自环境，或者来自文化［28］，亦可能与个体进化发展和社

会学习有关［29］。

4.3  情绪性非言语信息与年龄的关系

众多研究揭示了情绪识别与年龄的关系，3 个月的婴儿能区分图片呈现如愉

快、悲伤和惊奇等基本面部表情的模式［30］，8—12 个月是婴儿情绪识别能力

发展的重要时期［31］。到 12 个月时，婴儿可以与他人互动，他们往往使用非

言语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基本需求［32］。

幼儿对情绪性非言语的信息识别不仅体现在婴儿期，在幼儿期也有表现。

幼儿的表情识别能力具有鲜明的年龄特点［33］；幼儿对表情线索的识别程度

有明显的年龄差异［34］。

综上所述，幼儿对情绪性非言语信息的识别与年龄有着密切关系。随着年

龄的发展，个体的思维品质不断提升、经验持续增长，这些都是影响非言语信

息识别与年龄存在相关性的重要因素。

5  研究不足和展望

5.1  着眼建立相对完善的非言语信息材料库

近年来，整合作为一种研究方法，在情绪研究的应用中变得频繁起来。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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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不仅指跨学科的整合，也是刺激呈现材料的多种方面整合［35］。从情绪认

知的研究内容来看，国内外研究者多研究面部表情，对独立的身体姿态或面部

表情与姿态表情相结合的非言语信息研究有待深入。

未来的研究应整合面孔、躯体、语音线索，完善多种不同的感觉通道和情

绪线索的神经机制［36］，或将面部表情与姿态表情融合而成的材料作为非言

语信息，或将非言语信息与言语信息进行整合，以此来考察个体情绪识别的特点，

这对丰富情绪理论，促进实践发展具有深远意义。

此外，还需实现情绪类别的扩充。信息库除了涵盖喜、怒、哀、乐等基础

情绪，还应尽可能丰富包括内疚、尴尬、嫉妒、自豪等高级情绪在内的复合情绪。

扩充情绪类别，建立各种情绪，完善非言语信息材料库。

5.2  以动态表情材料考察幼儿情绪识别能力

与静态表情相比，动态表情是幼儿在生活中接触最多的形式，它往往能提

供给幼儿更多表情识别的线索，但以往大多数研究者均以静态表情作为材料，

是以这样的实验结果不能完全代表幼儿情绪识别的真实水平［37］。因此以动

态表情材料考察幼儿情绪识别能力是未来的一个大方向。

5.3  扩展幼儿识别情绪性非言语信息研究的维度，与幼儿神

经机制如脑电、眼、生理信号等方面相结合

随着科技的发展，研究的深入，有的研究者逐渐使用磁共振技术（MR）和

事件相关电位（ERP）来测量情绪。

如 de Gelder 等基于功能磁共振成像技术的研究要求被试识别面孔模糊处理

的恐惧、悲伤、愤怒等情绪的躯体动作图片刺激和无情绪的躯体动作图片刺激，

记录被试脑皮层激活区域及程度［38］。

张丹丹应用事件相关电位技术分析成年被试的面部表情加工的 ERP 成分。

设置中性和恐惧实验环境，观察被试在实验环境下产生的不同身体姿态的加工

程度，并与同类表情的面孔加工 ERP 结果进行比较［39］。侠牧等人分析了面

部表情加工的 ERP 成分［40］。但这些研究，研究对象都集中于成人，对幼儿

的相关研究较少，因此，在研究中使用磁共振技术（MR）和事件相关电位（ER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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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研究幼儿情绪性非言语信息的识别有着重要意义。

此外，随着科学技术的蓬勃发展，眼动技术也可应用其中。在国内少有的

眼动研究中，冯晓杭、龚丹丹在快乐、悲伤、愤怒、惊讶的情绪下探索大学生

情绪的眼动研究［41］，孙肖霞从理论和实际研究两个方面提出了面部表情和

姿态表情的眼动研究［42］，即便如此，眼动技术运用到幼儿研究还有很大的

挑战，未来研究可将眼动技术进一步运用到幼儿情绪性非言语信息的识别中去，

对情绪理解和情绪识别可产生积极的促进作用。

综上所述，扩展幼儿识别情绪性非言语信息的研究维度，与幼儿神经机制

建立联系，是未来发展的大趋势所在。

项目基金

北京市教委科技创新平台项目（19530050186、20530290062）、北京市教

委社科一般项目（SM202010028010）项目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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