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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6 岁幼儿区域活动中的自语行为研究
林竹韵

湖州师范学院，湖州

摘  要｜本研究探讨 3 ～ 6 岁幼儿在区域活动中的自语行为，选取 22 名幼儿作为研究对象，结合对 10 名教职工的访

谈和行为观察，研究结果表明：小班幼儿在区域活动中的自语行为最多，大班幼儿最少；在同一区域活动中

男生的自语频率略高于女生，但差别不大；幼儿的自语行为极大地受到外界环境的影响，幼儿的自语频率会

因为环境要素的变化和同伴的存在，相应地产生波动变化。随着教龄的增长，教师对幼儿的自语行为认可度

增强，教龄稍短的青年教师偏向于理性看待自语行为对幼儿发展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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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提出

1.1  研究缘起

幼儿语言是外界了解幼儿的有效途径，而自语作为语言的一种形式，普遍存在于 3 ～ 6 岁学龄前

儿童的游戏与学习生活中。我们经常会看到有的小男孩拿着机器人自娱自乐，小男孩不仅在身体动作

上进行模仿，而且还在声音上发出与机器人类似的声音；有的小女孩一边捏橡皮泥一边说“我做得真

漂亮”。大多数成人往往只是在感受到了幼儿开心的情绪后，就放任他们不管，还有一部分成人认为

自言自语是幼儿智力低下的表现，遭到成人的制止。现有研究显示，对于幼儿自语行为的观念存在主

观性、片面性的问题，在幼儿园中，存在幼儿自语常常被禁止的现象，在家庭中，存在幼儿自语不被

家长理解的现象等。

三个年龄阶段的幼儿在语言表达能力和想象思维能力方面存在差异，现有的研究更多是专注于某一

个年龄阶段或者某一区域活动，例如张永娇、丁书嫚等学者探讨中班幼儿的自语；宋雪、樊程、邵秋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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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学者探讨小班幼儿的自语；温丽在绘本阅读中探讨幼儿自语；宋雪、王任梅等学者在美术活动中探讨

幼儿自语。这激发了笔者对幼儿在区域活动中的年龄差异和幼儿在不同区域活动中自语类型差异的研究

兴趣，希望通过对 3 ～ 6 岁幼儿区域活动中的自语行为研究，丰富国内相关研究。

维果斯基在关于自语的研究中发现，自语可以帮助幼儿调整自己在不同认知活动中的行为，以研究

幼儿在区域活动中的自语行为为切入点，并探究其差异与影响因素，深入分析幼儿自语行为对其身心发

展的意义，为现有的关于幼儿自语行为的观念开拓新的思路。研究者通过查阅相关文献发现，在现有文

献中，对区域活动进行板块性研究的较少，没有针对性、系统性的研究，这也是本研究的一个突破口。

因此本研究欲为幼儿教师在区域活动中的规则设置、活动组织、教学方法提供参考建议，为家长在家庭

教育中的育儿方式提供借鉴依据。

1.2  概念界定

1.2.1  自语

皮亚杰认为幼儿的自言自语行为是儿童自我中心的表现，是幼儿认知发展水平较低的表现，儿童之

所以自说自话，是因为他们认为对方明白自己在说什么。维果茨基认为幼儿的自言自语行为是其认知发

展的重要成就。他从语言与认知发展的关系的角度，将儿童的认知发展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

是他人言语指导儿童行为的阶段；第二个阶段就是儿童通过外部言语指导自己行为的阶段，即这里所说

的自言自语的阶段；第三个阶段是通过内部言语指导自己行为的阶段。

本研究中的自语是指幼儿在日常生活中因某些内在或外在因素而造成的自我嘀咕现象，其表现形式

是一种外部语言，但却包含了内部思维的运转，反映了幼儿的所感所想。

1.2.2  区域活动

区域活动是一个空间规划的概念，即教师根据教育目标、活动材料的不同，将幼儿活动的区域做出

划分，组织幼儿自主选择、探索学习、合作游戏。

本研究将区域活动界定为：基于幼儿的兴趣与需要，并兼顾幼儿园的教学目标，投放适宜的活动材

料以便幼儿自由选择，具体包括建构区、益智区、美工区、角色区。

2  研究现状

2.1  国外研究

通过浏览幼儿自语的众多案例与分析，下载了五十余篇相关幼儿自语（自言自语）的期刊图书，并

精读了其中的二十余篇文章，综合各位学者对于幼儿自语的研究分析，现将国内外对幼儿自语行为的研

究概括为如下几点。

国外关于自语的研究较早，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儿童自言自语与任务性质的关系；（2）儿

童自言自语与年龄、智力的关系；（3）儿童自言自语与儿童任务动机的关系；（4）儿童自言自语与儿

童自我意识之间的关系；（5）儿童自言自语与父母观念、家庭环境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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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国内研究

国内众多学者的研究比较集中在自语类型及自语的影响因素方面，经过文献检索与整理，概括如下。

（1）自语的类型

关于自语类型，各位学者通过多种方式，从不同的角度展开了对幼儿自语行为的划分。学者李佳礼

（2009）将幼儿自语从内容角度划分为六种类型，分别是：想象游戏的言语、模仿的言语、自我指导的言语、

语言游戏的言语、情感表达的言语和其他言语；学者赵旭曼（2011）从形式出发，将幼儿自语分为四种类型，

分别是：想象型自言自语、任务伴随性自言自语、元认知型自言自语和未发出声的自言自语；研究者韩

波（2008）则以自语语句为切入点，将儿童自语分为四种类型，分别是： 陈述形式、感叹形式、疑问形

式和祈使形式。

（2）自语的影响因素

经过查阅和梳理文献，研究者发现国内研究者认为影响自语的因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性格、语

言表达能力、教师的教学方式。如学者李佳礼（2009）指出 2 ～ 3 岁的幼儿在使用自语的类型上会因为

幼儿性格的不同而产生变化；而学者韩波（2008）则认为当儿童的语言表达能力越高时，其使用自语的

频率将会越高。

（3）自语的特定活动区域

研究者发现，我国学者对于区域活动中幼儿自语的研究，大多集中于区域活动中的某一特定活动。

学者王莹珠（2021）认为在阅读过程中，很多幼儿情不自禁地喃喃自语，整片区域“嘈杂不堪”，干扰

了正常的教育教学秩序。值得一提的是，部分学者又认为这一现象不仅有利于幼儿的认知发展，更为教

师了解和认识幼儿提供了新的契机，例如，学者赵婷和王娟通过研究发现，假装游戏对幼儿的自言自语

的掌握动机有促进作用。由此可见，不同学者对于“区域活动中幼儿的自语行为”存在某些截然相反的

看法，这使得研究者对进一步探索幼儿自语行为充满好奇心和探索欲。

3  3 ～ 6 岁幼儿区域活动中的自语行为研究

3.1  研究目标、内容及方法

3.1.1  研究目标

通过访谈法和观察法了解和关注幼儿在不同区域的自语内容和频率，以便教师能够进一步了解幼儿

的发展水平，以此调整教学计划和区域活动类型，为教师引导幼儿自语，丰富区域活动方式和材料提供

建议，促进幼儿能力的全面发展。

3.1.2  研究内容

（1）自语行为的年龄段差异；

（2）自语行为的性别差异；

（3）自语行为在区域活动中的类型差异；

（4）幼儿自语的原因及指导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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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  研究方法

对湖州市吴兴区 2 所公办幼儿园（第一幼儿园、蓝天幼儿园）中的小、中、大班三个年龄阶段的幼

儿进行观察，其中 3 个小班，1 个中班，1 个大班，所观察到的被试数量为小班 56 人，中班 30 人，大

班 27 人。同时访谈到 8 位教师和 2 位保育老师：4 位小班教师，2 名中班教师，1 名中班保育员，2 名

大班教师，1 名大班保育员，访谈对象的基本情况如表 1。

表 1  访谈对象（教职工）基本情况

Table 1 Basic information of interviewees (staff)

姓名 任教班级 年龄 / 岁 教龄 / 年
严 ×× 小班 38 17
徐 × 小班 29 8

康 ×× 小班 22 1
方 × 小班 31 9

张 ××（保育员） 中班 58 10
冯 ×× 中班 42 20
郭 × 中班 24 3

毛 ××（保育员） 大班 55 8
祝 ×× 大班 53 30
黄 × 大班 26 5

3.2  研究工具

3.2.1  观察法

本研究选取湖州市第一幼儿园和蓝天幼儿园作为研究对象，进入 3 个小班、1 个中班和 1 个大班进

行实地观察。本研究采用非参与式的方式进行事件取样观察，观察者根据观察记录表对班级幼儿自语事

件进行记录，预计在每个班进行 10 天的完整观察记录，选取幼儿自语的事件作为观察样本。在非参与

观察过程中，为了避免幼儿在区域活动中受到手机拍摄的干扰，研究者采用笔录的形式进行观察记录。

经过对自语内容的归纳分析，根据幼儿的自语内容对其进行类型分类。以下是四类自语的类型及内容：

想象类自语是指幼儿的自语内容是自己的想象和加工；模仿类自语是指幼儿的自语内容是模仿重复他人

的行为的过程；情感表达类自语是指幼儿的自语内容是自己内心情感的表达；自我指导类自语是指幼儿

的自语内容是对自己所处情形提出方法、目的等自我指导。

3.2.2  访谈法

本研究采取半结构式访谈，对湖州市第一幼儿园和蓝天幼儿园的教职工进行访谈。访谈的内容主要

围绕幼儿在区域活动中自语的频率和内容，以及教师是如何看待并对待幼儿自语。对访谈 6、7 两题的

回答内容进行了统一编码，编码方式为：小班为 X，中班为 Z，大班为 D；教师的编号为 J，保育员为 B；

共编码为 69 句话。对编码内容进行概括和分析。

3.2.3  研究过程

研究者通过翻阅文献资料，并结合自身的兴趣确定了研究题目，在确定研究题目后根据以往见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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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验和相关论文制定了观察记录表与访谈提纲。之后研究者利用见习到幼儿园进行资料的搜集，在搜集

过程中通过笔录真实记录幼儿在区域活动中自语的状况，并邀请班级幼儿教师进行访谈。在资料搜集完

成后制定本研究的框架，将其归纳为区域活动中幼儿自语行为的年龄差异、区域活动中幼儿自语行为的

性别差异、幼儿自语行为在区域活动中的类型差异、幼儿自语的原因。最后，根据整理分析完成对论文

的撰写。

4  研究结果与分析

4.1  区域活动中幼儿自语行为的年龄差异

由表 2 可得，小班幼儿在区域活动中的自语现象 13 例，发生率为 23.2%，自语行为最频繁；中班

幼儿在区域活动中的自语现象 6 例，发生率为 20.0%，自语行为较小班少；大班幼儿在区域活动中的自

语现象 3 例，发生率为 11.2%，自语行为最少。所以，3 ～ 6 岁幼儿在区域活动中自语行为出现的频率

与幼儿的年龄相关，且随着幼儿年龄的增长而减少，小班最多，大班最少。

表 2  小、中、大班幼儿在不同区域活动中的自语行为次数 / 发生率分布

Table 2 The incidence distribution of soliloquy behavior of children of different ages in different areas

美工区 建构区 角色扮演区（娃娃家） 阅读区 益智区 生物角 合计（发生率）
小班（56 人） 2（3.6%） 0（0%） 2（3.6%） 1（1.8%） 8（14.3%） 0（0%） 13（23.2%）
中班（30 人） 2（6.7%） 1（3.3%） 0（0%） 1（3.3%） 2（6.7%） 0（0%） 6（20.0%）
大班（27 人） 1（3.7%） 0（0%） 0（0%） 1（3.7%） 1（3.7%） 0（0%） 3（11.1%）

美工区中，中班幼儿自语行为的发生率最高，小班和大班的幼儿并无明显差异。建构区中，中班幼

儿自语行为发生率最高，小班和大班的幼儿无自语行为。角色扮演区中，小班幼儿自语行为的发生率高

于中班和大班。阅读区中，小班幼儿自语行为的发生率最低，中班和大班较小班高，但三个年龄阶段的

幼儿无明显差异。益智区中，小班幼儿自语行为的发生率约为 14.3%，远高于中班，约为中班的两倍、

大班的四倍。生物角中，三个年级的幼儿均未发生自语行为。

小班幼儿在区域活动中的自语行为在益智区的发生率最高，并且远高于其他区域。其次是美工区和

角色扮演区。小班幼儿在建构区和生物角中未发生自语行为。中班幼儿在区域活动中的自语行为多发生

于美工区和益智区，其次是建构区和阅读区，但总体而言，以上四个区域活动中的自语行为发生率差异

不大。大班幼儿的自语行为多发生于美工区、阅读区、益智区，发生率几乎相等。大班幼儿在建构区、

角色扮演区、生物角未发生自语行为。

由表 3 可得，访谈中负责小班、中班的教职工认为幼儿在区域活动中自语行为频率倾向于频繁的，

大班范围的教职工认为幼儿在区域活动中自语行为倾向于不频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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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教职工认为幼儿在区域活动中的自语行为频繁程度的看法统计表

Table 3 Statistics on the frequency of soliloquy behavior of children in regional activities

不频繁 频繁 很频繁
小班 2 2 0
中班 0 2 1
大班 2 1 0

合计（人数） 4（40%） 5（50%） 1（10%）

提及幼儿自语行为的频率较上一年的变化时，中班的教职工中有 2 名认为频率增加；1 名认为频率

减少，原因是中班幼儿更多的是与同伴交流。大班的教职工全部认为班里的幼儿相比于前一学年，区域

活动中自语行为的频率减少。3 ～ 6 岁幼儿在区域活动中的自语行为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减少，小班幼儿

与大班幼儿区别明显，而中班幼儿的自语频率存在争议，受幼儿个体发展的影响较大。

4.2  区域活动中幼儿自语行为的性别差异

由表 4 可得，在区域活动中产生自语行为的幼儿有 19 人，其中男生为 16 人（84.2%），女生为 3

人（15.8%）。男生在区域活动中出现自语行为的人数显著比女生多，而且男生自语行为中出现的自语

语句也比女生多。

表 4  发生自语行为的幼儿人数分布

Table 4 Distribution of people who engage in soliloquy behavior

小班 中班 大班 合计（人数）
男生 9（47.4%） 4（21.1%） 3（15.7%） 16（84.2%）
女生 1（5.3%） 2（10.5%） 0 3（15.8%）

由表 5 可得，男生在益智区与美工区、阅读区产生自语行为的次数较多。而女生在益智区与美工区

产生的自语行为次数较多。男生与女生在生物角都未发生自语行为。在美工区、建构区、角色扮演区、

阅读区、益智区中，男生自语行为产生次数比女生多。通过观察法得到的数据结果显示在区域活动中幼

儿的自语行为，男生总体比女生多。

表 5  不同性别幼儿在不同区域活动中的自语行为次数分布

Table 5 The frequency distribution of soliloquy behavior of children of different genders in different 

regions

美工区 建构区 角色扮演区（娃娃家） 阅读区 益智区 生物角 合计（次数）
男生 3（13.6%） 1（4.5%） 2（9.1%） 3（13.6%） 9（41%） 0 18（81.8%）
女生 2（9.1%） 0 0 0 2（9.1%） 0 4（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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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 6 可得，75.0% 的小班的被访谈者认为，在同一个区域活动中，男女自语频率性别差异不大；

66.6% 的中班的被访谈者认为，在同一个区域活动中，男女自语频率性别差异不大；66.6% 的大班的被

访谈者认为，在同一个区域活动中，男女自语频率性别差异不大。区域活动中男生的自语行为略多于女生，

但从总体来说，幼儿自语行为的性别差异并不大。

表 6  教职工认为幼儿在区域活动中的自语频率的性别差异看法统计表

Table 6 Statistical table of gender differences in perceived soliloquy frequency of children in regional 

activities

访谈结果 次数（次） 占比
差别不大 7 70.0%

男生比女生多 2 20.0%
女生比男生多 1 10.0%

合计 10 100.0%

4.3  幼儿自语行为在区域活动中的类型差异

4.3.1  不同区域中幼儿自语行为的差异

由表 7 可得，在观察到的 22 例自语行为中，在美工区发生的自语行为次数为 5 次，发生率为 4.4%；

在建构区中发生的自语行为次数为 1 次，发生率为 0.9%；在角色扮演区（娃娃家）中发生的自语行为次

数为 2 次，发生率为 1.8%；在阅读区中发生的自语行为次数为 3 次，发生率为 2.7%；在益智区中发生

的自语行为次数为 11 次，发生率为 9.7%；在生物角中暂未观察到任何幼儿的相关自语行为，故本次观

察中幼儿在生物角中的自语行为发生率为 0。3 ～ 6 岁幼儿在益智区中的自语行为出现频率最高，高达

9.7%；在生物角中的自语行为出现频率最少，且暂未发现相关案例。

表 7  幼儿在不同区域中的自语行为次数（发生率）分布

Table 7 The frequency distribution of soliloquy behavior in different areas

美工区 建构区 角色扮演区（娃娃家） 阅读区 益智区 生物角 合计（次）
幼儿（113） 5（4.4%） 1（0.9%） 2（1.8%） 3（2.7%） 11（9.7%） 0（0%） 22（19.5%）

4.3.2  同一区域中幼儿自语内容（类型）的差异

由表 8 可得，在美工区中，模仿类型的自语行为次数 1 次，占所在区域自语行为发生的 20%；情感

表达类型的自语行为次数 3 次，占所在区域自语行为发生的 60%；自我指导类型的自语行为次数为 1 次，

占所在区域自语行为发生的 20%。想象类型的相关自语行为个例暂未在本次观察活动中发现，故计为 0。

在美工区中，情感表达类型的幼儿自语行为占比最大，其次是占比相同的模仿类型和自我指导类型的自

语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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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美工区中幼儿自语行为的不同类型分布情况

Table 8 Distribution of different types of soliloquy behavior of children in art area

类型 次数 比重
想象 0 0
模仿 1 20.0%

情感表达 3 60.0%
自我指导 1 20.0%

合计 5 100.0%

由表 9 可得，在建构区中，自我指导类型的自语行为次数为 1 次，占所在区域自语行为发生的

100%；想象、模仿及情感表达类型的相关自语行为个例暂未在本次观察活动中发现，故均计为 0。在本

项目中，或许存在观察时间较短或其他原因，造成建构区总体自语行为数据较少，故不对本区域的不同

类型自语行为作进一步比较。

表 9  建构区中幼儿自语行为的不同类型分布情况

Table 9 Distribution of different types of soliloquy behavior in the construction area

类型 次数 比重
想象 0 0
模仿 0 0

情感表达 0 0
自我指导 1 100.0%

合计 1 100.0%

由表 10 可得，在角色扮演区（娃娃家）区中，自我指导类型的自语行为次数为 1 次，占所在区域

自语行为发生的 50%；想象类型的自语行为次数 1 次，占所在区域自语行为发生的 50%。模仿及情感表

达类型的相关自语行为个例暂未在本次观察活动中发现，故均计为 0。在角色扮演区（娃娃家）中，想

象类型和自我指导类型的幼儿自语行为发生相当。

表 10  角色扮演区（娃娃家）中幼儿自语行为的不同类型分布情况

Table 10 Distribution of different types of soliloquy behavior in role-playing area

类型 次数 比重
想象 1 50.0%
模仿 0 0

情感表达 0 0
自我指导 1 50.0%

合计 2 100.0%

由表 11 中可得，在阅读区中，自我指导类型的自语行为次数为 3 次，占所在区域自语行为发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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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想象、模仿及情感表达类型的相关自语行为个例暂未在本次观察活动中发现，故均计为 0。在阅

读区中，自我指导类型的幼儿自语行为占比最高。

表 11  阅读区中幼儿自语行为的不同类型分布情况

Table 11 Distribution of different types of soliloquy behavior in reading area

类型 次数 比重
想象 0 0
模仿 0 0

情感表达 0 0
自我指导 3 100.0%

合计 3 100.0%

由表 12 可得，在益智区中，想象类型的自语行为次数 3 次，占所在区域自语行为发生的 27.3%；

模仿类型的自语行为次数 4 次，占所在区域自语行为发生的 36.4%；情感表达类型的自语行为次数 2 次，

占所在区域自语行为发生的 18.2%；自我指导类型的自语行为次数为 2 次，占所在区域自语行为发生的

18.2%。在益智区中，想象类型的幼儿自语行为占比最高，其次是模仿类型的幼儿自语，最后是占比相

当的情感表达和自我指导类型的自语行为。

表 12  益智区中幼儿自语行为的不同类型分布情况

Table 12 Distribution of different types of soliloquy behavior in puzzle area

类型 次数 比重
想象 3 27.3%
模仿 4 36.4%

情感表达 2 18.2%
自我指导 2 18.2%

合计 11 100.0%

由表 13 可得，未在生物角观察到幼儿的自语行为。

表 13  生物角中幼儿自语行为的不同类型分布情况

Table 13 Distribution of different types of soliloquy behavior in biological horn

类型 次数 比重
想象 0 0
模仿 0 0

情感表达 0 0
自我指导 0 0

合计 0 0

综上所述，同一区域中所使用的自语类型有差异，美工区以情感表达类型为主，建构区以自我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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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为主，角色表演区（娃娃家）以想象和自我指导类型为主，阅读区以自我指导类型为主，益智区以

模仿类型为主。

4.4  影响幼儿自语及产生差异的原因

4.4.1  影响幼儿自语行为的原因

根据访谈可得，使幼儿产生自语行为的原因有两部分，即外部原因和内部原因。外部原因包括环境

影响，同伴存在这两项因素；内部原因包括心情状态、发展特征、性格能力和兴趣爱好。由表 14 可得，

外部原因是影响幼儿自语的最主要因素，其中“同伴存在”这一外部原因在所有教职工的访谈中出现频

率高达 8.7%；“环境影响”这一因素的出现率则更高，达到 10.1%。

表 14  3 ～ 6 岁幼儿在区域活动中的自语原因分析表

Table 14 Analysis table of soliloquy causes of children aged 3~6 in regional activities

三级编码 二级编码 一级编码 来源

外部原因
环境影响

该区域比较安静 X.J.1.6；X.J.2.6；Z.B.1.4
操作难易程度 D.J.1.8；D.J.1.9

将自己代入情景 Z.J.2.3；X.J.4.9

同伴存在
明显的单独活动 X.J.2.2；D.J.2.5

同伴合作 Z.J.2.10；Z.J.2.11；Z.J.1.7；D.J.2.6

内部原因

心情状态 心情愉悦 D.J.2.3；D.J.2.4

发展特征
自我中心化 X.J.4.4

语言发展比较弱 Z.J.2.3

性格能力
喜欢表达 Z.J.2.7；D.B.1.4

不喜欢表达 X.J.5.8

兴趣爱好
感兴趣 Z.J.2.5；D.B.1.2；D.J.2.2

寻找某个东西 X.J.1.3

据多名教师和保育员表示，由于建构区大多需要合作搭建，所以幼儿会选择直接与同伴交流的方式

来达到合作的目的，而阅读区的整体氛围是安静的，受规则意识的影响幼儿不能大声喧哗，而且阅读不

需要幼儿发出声音，所以幼儿在阅读区的自语行为也比较少。

4.4.2  影响幼儿自语产生差异的原因

结合观察法和访谈法，研究者得出影响幼儿自语产生差异的原因更多来自内部原因。小中大班的活

动区域难度、师生互动模式及同伴是否在场的差异并不大，所以幼儿自身的发展差异占比较大。研究者

将幼儿自语产生差异的因素分为以下三点：（1）年龄：3 ～ 4 岁的幼儿的语音和词汇迅速发展，有想要

说话的强烈需求，但他们的语言仍以语气词为主，还不能与同伴流畅交流，所以需要通过自语来表达自

己的情感和需要；4 ～ 5 岁的幼儿的词汇量增加，并且开始尝试分组活动和说完整的句子，他们开始愿

意与同伴交流，所以幼儿的自语行为开始减少；5 ～ 6 岁的幼儿已经能够用清楚、连贯的语言表达自己

的愿望和需求，所以自语行为的发生最少。（2）性别：男孩哪怕是一个人在区域中游戏，也能放得开，

所谓“沉浸式的区域活动”，一个人也能够自娱自乐，而女孩更愿意结伴游戏，所以在区域活动中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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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语行为的次数会略少于男孩，但是并无明显差异。（3）性格：经观察发现，内向的幼儿在发生自语

行为时大多是因为受到集体的拒绝或者不敢融入集体，而外向的幼儿发生自语行为时则是想吸引同伴的

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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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Soliloquy Behavior in Regional Activity of 3~6 
Year Old Children

Lin Zhuyun

Huzhou University Huzhou, Huzhou

Abstract: In this study, the soliloquy behavior of 3~6 year old children in regional activities was 
investigated. Twenty-two children were selected as the research objects. Combined with interviews and 
behavioral observation,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soliloquy behavior of children in small class was the 
most in regional activities, while that of children in big class was the least. The soliloquy frequency of boys 
was slightly higher than that of girls in the same area, but the difference was not significant. Children’s 
soliloquy behavior is greatly affected by the external environment, and the soliloquy frequency of children 
will fluctuate and change correspondingly because of the change of environmental elements and the 
existence of companions. With the increase of teaching age, teachers’ recognition of children’s soliloquy 
behavior increases, and young teachers with shorter teaching age tend to rationally view the influence of 
soliloquy behavior on children’s development. 
Key words: Children; Soliloquy behavior; Regional activit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