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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7 岁儿童音乐情绪理解的发展特点研究
赵晓杰  华晓迪  张玉颖

长春人文学院，长春

摘  要｜为了促进儿童音乐欣赏及审美能力更好地发展，本研究从当前幼儿园音乐欣赏能力的情况出发，以3～7岁儿

童为研究对象，通过实验法，将音乐情绪类型、音乐类型和情绪效价作为自变量，探究儿童音乐情绪理解的

发展特点。结果表明：（1）3～7岁儿童音乐情绪理解整体水平随年龄的增长而提高，但6岁以上稍有下降；

（2）3～7岁儿童的声乐作品识别与积极情绪理解随年龄增长逐渐加强；（3）高唤醒情绪理解在5～6岁识别

最强，高唤醒情绪理解强于低唤醒情绪理解；（4）3～7岁儿童音乐情绪理解总体及在情绪状态理解、音乐

类型、情绪效价和情绪唤醒度上，女孩的情绪理解均强于男孩。未来研究对于音乐情绪类型选择与样本量可

以更加多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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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提出

从现实角度来看，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校美育工

作的意见》，提出以提高学生审美和人文素养为目标，把美育纳入各级各类学校人才培养全过程，贯穿

学校教育各学段，到 2022 年，学校美育工作将取得新突破，学生的审美素质和人文素质将得到显著提高。

美育是通过艺术手段来教育人的，音乐是一种重要的艺术手段，本研究意在通过了解 3 ～ 7 岁儿童音乐

情绪理解发展的特点，以提高儿童的音乐欣赏能力。

首先，我们如若要研究音乐情绪理解发展的特点，就必须先明确何为“情绪”“情绪理解”以及“音

乐情绪理解”。情绪是一种心理过程，是以个人的欲求和需求为媒介的心理活动，是指个体的心理

体验和对客观事物的态度反应。目前，有关情绪理解没有明确的定义，不同的专家有不同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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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心理学家艾伦·南尼斯（Ellen D.Nannis）于 1987 年提出，情绪理解是一种儿童对自己和他人

的情绪如何运作的一种社会意识。卡西迪（Cassis）和帕克（Parke）于 1992 年将情感理解定义为儿

童理解因果关系，并利用这些信息诱发自己与他人之间的情绪反应的能力。伊扎德（Izard）和哈里

斯（Harris）于 l995 年解释情绪理解是一种有意识地理解个人如何对待他们的情绪及情绪如何起作

用的一种感知。在借鉴国外研究的基础上，国内学者对情绪概念进行了进一步完善和发展，王燕等

人将情绪理解定义为个体情绪（信念、反应）的理解，包括理解各种情绪表达，本人和他人情绪出

现的原因的理解等。

同时，对于情绪理解的分类方式也各不相同，有研究人员将理解情绪的能力分为理解情绪状态和情

绪过程，其中情绪状态的理解包括面部表情、情绪情景、混合情绪的理解；情绪过程的理解包括情绪归因、

基于愿望与信念、情绪表现规则、情绪调节的理解，本文则使用了情绪状态和情绪过程的理解，分析儿

童理解情绪的能力，从而探究 3 ～ 7 岁儿童音乐情绪理解发展特点。

目前对于音乐情绪理解没有具体明确的定义，音乐情绪理解是人的情绪理解不同体现方式，是对音

乐情绪的认识和理解。影响音乐情绪理解的因素有儿童自身、音乐作品、家庭因素、教师因素等。桑德拉·加

丽朵（Sandra Garrido）和舒博尔特·埃默里（Emery Schubert）研究发现，引起儿童音乐情绪反应的主要

原因是音乐吸引人的程度和个体在音乐中情感的共鸣程度。

值得注意的是，首先，从研究方法上来看，在以往研究中对于提高学前儿童音乐欣赏能力的研究大

多是理论的思辨，缺少实证研究。其次，从研究内容上来看，以往针对学前儿童的情绪理解能力相关研

究比较丰富，但音乐情绪理解作为情绪理解的一部分，相关研究较少，且很少研究从音乐的分类方式（即

声乐和器乐）去测查学前儿童的音乐情绪理解能力。最后，从研究的对象年龄段来看，大多数研究集中

在中小学和大学生，对 3 ～ 7 岁儿童的研究少。

综上所述，儿童的音乐情绪理解能力与多种因素有关，本研究将从影响 3 ～ 7 岁儿童音乐情绪理解

能力的因素入手，着重讨论在不同条件下音乐情绪理解能力是否存在差异，分别从音乐情绪类型、音乐

情绪效价、音乐类型、音乐唤醒度四个角度分析 3 ～ 7 岁儿童音乐情绪理解发展特点，为今后教师组织

幼儿音乐欣赏教学活动时，提供理论依据与参考，以提高儿童音乐欣赏能力。

研究采用 4（年龄：3 岁组、4 岁组、5 岁组、6 岁组）×2（性别：男、女）×4（音乐情绪类型：高兴、

平静、伤心、害怕）×2（音乐类型：声乐、器乐）×2（音乐情绪效价：积极情绪、消极情绪）×2（音

乐唤醒度：高唤醒、低唤醒）混合实验设计，其中年龄、性别为被试间变量，音乐情绪类型、音乐类型、

音乐情绪效价、音乐唤醒度为被试内变量。因变量是儿童对高兴、平静、伤心、害怕四种音乐情绪的识

别是否正确。 

具体的研究假设为：（1）3 ～ 7 岁儿童音乐情绪理解存在显著的年龄和性别差异。3 ～ 7 岁儿童音

乐情绪理解会随年龄的增长而提高，女孩音乐情绪理解强于男孩。（2）音乐情绪类型、情绪效价、音

乐类型、情绪唤醒度都影响 3 ～ 7 岁儿童的情绪理解；不同音乐情绪类型、情绪效价、音乐类型和音乐

唤醒度的情绪理解有不同的发展趋势；高兴与伤心情绪的理解强于害怕与平静；积极情绪理解强于消极

情绪；声乐作品情绪理解强于器乐作品；高唤醒情绪的理解强于低唤醒情绪。（3）3 ～ 7 岁儿童音乐情

绪理解在音乐类型、情绪效价和音乐唤醒度上存在年龄、性别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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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研究方法

2.1  研究对象

采用随机整群抽样方法，选择天津市某幼儿园小、中、大班儿童共 90 名，其中小班 30 名、中班 30 名、

大班 30 名，男女比例为 1：1。被试的月龄范围在 37 ～ 81 个月。按月龄划分为 4 个年龄组，36 ～ 48

个月为 3 岁年龄组、49 ～ 60 个月为 4 岁年龄组、61 ～ 72 个月为 5 岁年龄组、73 月以上为 6 岁年龄组。

其中 3 岁年龄组共 27 人，男孩 13 人，女孩 14 人；4 岁年龄组共 31 人，男孩 14 人，女孩 17 人；5 岁

年龄组 25 人，男孩 12 人，女孩 13 人；6 岁年龄组共 7 人，男孩 4 人，女孩 3 人，四组被试基本情况如

表 1 所示。

表 1  被试基本情况表（N=90）

Table 1 Basic information table of the participants (N=90)

组别 n
性别（n） 年龄

男 女 M SD
3 岁组（36 ～ 48 个月） 27 13 14 45.15 2.81
4 岁组（48 ～ 60 个月） 31 14 17 54.81 2.96
5 岁组（61 ～ 72 个月） 25 12 13 67.32 3.69
6 岁组（73 个月以上） 7 4 3 76.57 2.37

总计 90 43 47 57.08 10.66

2.2  研究工具

2.2.1  音乐情绪理解测量材料

在预实验基础上，筛选出声乐作品和器乐作品各 4 首（分别表达高兴、生气、害怕、平静四种情绪状态）

作为正式实验材料。每种情绪状态有 2 首音乐作品，其中一首为声乐作品，一首为器乐作品。声乐作品

中高兴情绪状态为《你笑起来真好看》、平静情绪状态为《摇篮曲》、害怕情绪状态为《世上只有妈妈好》、

伤心情绪状态为《幽媾之往生》；器乐作品中高兴情绪状态为《采茶扑碟》、平静情绪状态为《天鹅》、

伤心情绪状态为《二泉映月》、害怕情绪状态为 The Supper。用以上音乐来测量儿童对音乐作品中情绪

状态的理解能力，如表 2 所示。使用录音软件对其进行录音剪辑，音乐格式统一为音频 mp3 格式。每首

歌曲时间均为 20 秒。

表 2  实验选用的音乐材料表

Table 2 Table of musical materials selected for the experiment

项目 高兴 平静 害怕 伤心
声乐作品 《你笑起来真好看》 《摇篮曲》 《幽媾之往生》 《世上只有妈妈好》
器乐作品 《采茶扑碟》 《天鹅》 The Supper 《二泉映月》

音乐材料格式 统一为 mp3 格式
音乐材料网址 http://music.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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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面部表情材料

本研究采用面部表情图片来测量儿童对音乐作品中情绪状态的理解，4 种面部表情图片分别是高兴、

平静、害怕、伤心。儿童采用与其性别一致的面部表情图片，通过儿童指认图片的正确与否来测量音乐

情绪理解差异，如图 1 所示。若儿童不指认，假设所呈现的音乐是欢快则教师说“这个是开心（快乐）

的表情吗？你想选择它吗？”问题的回答为“是”对其余的表情提问时回答为“否”那么则为回答正确，

其余的回答为错误。得分越高说明儿童的音乐情绪理解越强，反之则越弱，总分为 16 分。

2.3  研究程序

整个研究采用主试与儿童一对一的个别施测，每人约为 20 ～ 30 分钟。详细施测程序如下。

（1）准备阶段

在正式实验之前先对被试进行音乐情绪理解表情材料的学习，以便更好地测查儿童对于不同情绪状

态和不同类型音乐作品的识别能力。主试亲自示范说明每张图片所表达的内容，对被试进行 3 次练习，

但主试根据被试的反应熟练度可以对个别被试增减训练次数，如主试进行 3 次练习后对被试进行随机提

问，若在 10 秒内完成，则不再进行练习；如不能完成则增加 1 次训练后，再随机提问，若在 10 秒内完

成则不再进行练习；如不能完成再进行 1 次练习，重复上述步骤。若主试在亲自示范时观察到儿童全程

回答正确则随机提问，若在 10 秒内完成则不再进行练习，如不能完成再进行练习。主试界定的被试熟

练度为被试能够在主试的随机提问下在 10 秒内完成。

图 1  四种面部表情图片

Figure 1 Pictures of four facial expressions

（2）实验阶段

主试为被试播放已剪辑好的音乐共 8 首，每首 20 秒为一段，声乐作品先播放，器乐作品后播放。播

放 4 首后给予儿童短暂休息时间，约为 5 分钟，音乐播放完毕时呈现面部表情图片进行指认。当一段音乐

结束后，为被试呈现高兴、平静、害怕、伤心 4 种面部表情图片，让被试来选择与音乐情绪相一致的图片。

（3）实验过程

所有被试进行实验时老师和监护人在场。给幼儿播放不同的声乐作品、器乐音乐，让幼儿选取他听

的音乐与四张表情中哪一个最相符，并呈现指导语“某某小朋友，你好啊，今天和老师参加一个森林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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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会，每段都有小动物来表演音乐节目，我们是观众来猜一猜他们表演的音乐与这四张表情中哪一个最

相符合？第一个是大象（可随意更换小动物名称）带来的音乐节目，请你认真听。”“现在听完了，你

猜出来了吗？请你选一张图片”追问：“你为什么选择这张图片呢？你还有哪些感受？”当被试做出回

应后，主试记录答案，直至所有音乐播放完毕。教师在结束后给儿童说明研究目的，感谢儿童的参与并

赠送礼物，送儿童安全回到教室。

2.4  统计方法

采用 SPSS 17.0 进行数据统计与分析。

3  研究结果

3.1  3 ～ 7 岁儿童音乐情绪理解的总体发展特点

为了解 3 ～ 7 岁儿童音乐情绪理解总体发展情况，对不同性别、四个年龄阶段、四种类型音乐情绪

总分、两种音乐效价总分及音乐情绪理解总分进行描述统计，如表 3 所示，从平均数与标准差（M±SD）

分析可以得出，3 ～ 7 岁儿童音乐情绪理解总体的数据为 M±SD=6.11±3.36，男孩总体的数据为

M±SD=5.35±2.95，女孩总体的数据为 M±SD=6.81±3.58。女孩音乐情绪理解总体随着年龄的增长呈上

升趋势，但 5 ～ 6 岁组到 6 岁以上组年龄段却呈现下降趋势；男孩在 3 岁组至 5 岁组增长较为明显，随

后增长较为缓慢。

表 3  3 ～ 7 岁儿童不同音乐情绪理解的年龄、性别差异表（N=90）

Table 3 Age and sex differences in musical emotional understanding among 37 years (N=90)

性别 年龄 高兴 M±SD 平静 M±SD 伤心 M±SD 害怕 M±SD
积极情绪

M±SD
消极情绪

M±SD
音乐情绪理解总

分 M±SD

男

3 岁组（n=13） 2.00±1.63 0.77±1.30 1.08±1.04 0.62±1.26 2.77±1.92 1.69±1.60 4.46±3.07
4 岁组（n=15） 2.00±1.31 1.07±1.48 0.67±0.98 1.87±1.60 3.07±2.12 2.53±2.07 5.60±2.53
5 岁组（n=11） 2.00±1.26 0.73±1.01 1.09±1.64 2.00±1.79 2.73±1.85 3.09±3.14 5.81±3.52
6 岁组（n=4） 1.50±1.00 1.00±1.15 1.00±1.15 2.50±1.91 2.50±1.91 3.50±1.91 6.00±2.83

男总 1.95±1.34 0.88±1.26 0.93±1.18 1.58±1.67 2.84±1.91 2.51±2.27 5.35±2.95

女

3 岁组（n=14） 2.14±0.95 0.57±0.94 1.00±1.30 0.86±1.52 2.71±1.27 1.86±2.54 4.57±2.53
4 岁组（n=16） 2.63±1.20 0.50±0.89 1.75±1.61 1.75±1.44 3.12±1.26 3.50±2.58 6.63±2.80
5 岁组（n=14） 3.28±0.99 1.29±1.49 1.85±1.66 2.57±1.65 4.57±1.99 4.43±2.85 9.00±4.28
6 岁组（n=3） 2.67±1.15 1.33±1.15 1.33±1.15 2.67±1.15 4.00±2.00 4.00±0.00 6.86±2.54

女总 2.68±1.12 0.81±1.15 1.53±1.52 1.79±1.63 3.49±1.69 3.32±2.71 6.81±3.58
总计（N=90） 2.33±1.28 0.84±1.20 1.24±1.39 1.69±1.64 3.18±1.82 2.93±2.53 6.11±3.36

注：*0.01<p<0.05，**0.001<p<0.01，***p<0.001（下同）。

对年龄主效应单因素方差分析的事后多重比较检验，结果表明，3 ～ 7 岁儿童音乐情绪理解总体

的组间差异显著（F（3，89）=4.19，p=0.008（p<0.01），η 2=0.13）。其中 3 岁组与 4 岁组、5 岁组、

6 岁组的均值差分别为 M1-M2=-1.61，M1-M3=-3.08，M1-M4=-2.34；3 岁组与 5 岁组差异显著 p=0.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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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01），3 岁组与 4 岁组、6 岁组差异不显著，p=0.351（p>0.05），p=0.525（p>0.05）；4 岁组、5

岁组、6 岁组之间无显著差异，说明 3 岁组与 4 岁组、4 岁组与 5 岁组间儿童音乐情绪理解总体无明显

增长，而 5 岁组有明显增长，5 岁组与 6 岁组间又趋于平缓，说明 4 岁组是儿童音乐情绪理解总体发展

的重要阶段。对性别主效应做独立样本 t 检验的事后检验，结果表明，3 ～ 7 儿童音乐情绪理解总体的

男（M±SD=5.35±2.951，n=43）女（M±SD=6.81±3.58，n=47）性别差异显著（t=（88，90）=-2.10，

p=0.039（p<0.05），d=-0.45），女孩高于男孩。

3.2  3 ～ 7 岁儿童音乐情绪理解的四种音乐情绪状态的发展特点

为了探索 3 ～ 7 岁儿童四种音乐情绪状态的理解的年龄和性别差异情况，进行描述统计，如表 3 所示。

从平均数与标准差分析可以看出，3 ～ 7 岁儿童对高兴情绪理解最强（M±SD=2.33±1.28），其次是对

害怕情绪理解（M±SD=1.69±1.64），好于对伤心情绪的理解（M±SD=1.24±1.39），对平静情绪理解

最弱（M±SD=0.84±1.20）；3 ～ 7 岁儿童对高兴、伤心、害怕情绪理解，女孩均好于男孩。

首先，对 3 ～ 7 岁儿童高兴音乐情绪理解的年龄、性别多因素方差分析，结果显示，3 ～ 7 岁儿

童 高 兴 音 乐 情 绪 理 解 总 体 的 性 别 主 效 应 显 著（F（1，90）=6.70，p=0.011（p<0.05），η 2=0.08）；

年 龄 主 效 应、 年 龄 与 性 别 交 互 作 用 均 不 显 著（F（3，90）=1.02，p=0.389（p>0.05），η 2=0.05； 

F（3，90）=1.02，p=0.389（p>0.05），η 2=0.04）；对性别主效应做独立样本 t 检验的事后检验，结果表明，

3 ～ 7 岁儿童音乐情绪理解总体的男（M±SD=1.95±1.34，n=43）女（M±SD=2.68±1.13，n=47）性别

差异显著（t=（88，90）=-2.79，p=0.006（p<0.01），d=-0.59），女孩高于男孩。

3.3  3 ～ 7 岁儿童音乐情绪理解的两种情绪效价的发展特点

为了探究 3 ～ 7 岁儿童对两种音乐情绪效价理解总体、年龄和性别差异情况，进行描述统计，如表

3 所示。从平均数与标准差分析可以看出，3 ～ 7 岁儿童对积极情绪理解好于消极情绪的理解，女孩对

积极和消极情绪理解均好于男孩。

对 3 ～ 7 岁儿童积极音乐情绪理解的年龄、性别多因素方差分析，结果显示，3 ～ 7 岁儿童积极

音乐情绪理解总体的性别主效应、年龄主效应、年龄与性别交互作用均不显著（F（1，90）=3.50，

p=0.065（p>0.05），η 2=0.04；F（3，90）=1.15，p=0.334（p>0.05），η 2=0.04；F（3，90）=1.71， 

p=0.171（p>0.05），η 2=0.06）。

对年龄主效应单因素方差分析的事后多重比较检验，结果表明，3 ～ 7 岁儿童音乐情绪理解总体

的组间差异显著（F（3，89）=3.45，p=0.020（p<0.05），η 2=0.11）。其中 3 岁组与 4 岁组、5 岁组、

6 岁组的均值差分别为 M1-M2=-1.25，M1-M3=-2.06，M1-M4=-1.94；3 岁组与 5 岁组差异显著 p=0.018

（p<0.05），3 岁组与 4 岁组、6 岁组差异不显著，p=0.319（p>0.05），p=0.383（p>0.05）；4 岁、5 岁、

6 岁组之间无显著差异，说明 3 岁组与 4 岁组、4 岁组与 5 岁组间儿童消极情绪理解无明显增长，而 5

岁组有明显增长，5 岁组与 6 岁组间又趋于平缓，说明 4 岁组是儿童消极音乐情绪理解发展的重要阶段。

3.4  3 ～ 7 岁儿童音乐情绪理解的两种音乐类型的发展特点

3.4.1  3 ～ 7 岁儿童音乐情绪理解的两种音乐类型的总体发展特点

为了解 3 ～ 7 岁儿童两种音乐类型（声乐与器乐）的音乐情绪理解总体发展情况，对不同性别、四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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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龄阶段、每种类型下四种情绪状态总分及两种类型音乐情绪的总分进行描述统计，如表 4 所示。从平均

数与标准差分析可以看出，3 ～ 7 岁儿童声乐情绪理解好于器乐情绪理解，3 ～ 7 岁儿童声乐情绪理解总

体的数据为 M±SD=3.69±2.06，器乐情绪理解总体的数据为 M±SD=2.42±2.07；女孩的声乐与器乐情绪理

解均好于男孩，声乐情绪理解男孩总体数据为 M±SD=3.35±1.99，女孩总体数据为 M±SD=4.00±2.13；器

乐情绪理解男孩总体数据为 M±SD=2.00±1.63，女孩总体数据为 M±SD=2.81±2.35。

表 4  3 ～ 7 岁儿童不同音乐类型情绪理解的年龄、性别差异表（N=90）

Table 4 Age and gender differences of 37 years (N=90)

性别 年龄
声乐 总体

M±SD

器乐 总体

M±SD高兴 M±SD 平静 M±SD 伤心 M±SD 害怕 M±SD 高兴 M±SD 平静 M±SD 伤心 M±SD 害怕 M±SD

男

3 ～ 4 岁（n=13） 1.39±0.24 0.62±0.24 0.77±0.28 0.15±0.26 2.92±0.56 0.62±0.27 0.15±0.21 0.31±0.23 0.46±0.27 1.54±0.54

4 ～ 5 岁（n=15） 0.93±0.22 0.80±0.23 0.40±0.26 1.20±0.24 3.33±0.52 1.07±0.25 0.27±0.19 0.27±0.21 0.67±0.25 0.27±0.50

5 ～ 6 岁（n=11） 1.46±0.26 0.36±0.26 0.73±0.30 1.10±0.28 3.64±0.61 0.55±0.29 0.36±0.22 0.36±0.25 0.91±0.29 2.18±0.58

6 岁以上（n=4） 1.00±0.43 1.00±0.44 1.00±0.50 1.00±0.47 4.00±1.01 0.50±0.48 0.33±0.37 0.31±0.42 1.50±0.49 2.00±0.97

男总 1.21±0.99 0.65±0.95 0.65±0.95 0.84±1.00 3.35±1.99 0.74±0.98 0.23±0.65 0.28±0.70 0.74±0.98 2.00±1.63

女

3 ～ 4 岁（n=14） 1.71±0.23 0.29±0.23 0.71±0.27 0.29±0.26 3.00±0.54 0.43±0.27 0.29±0.19 0.29±0.22 0.57±0.26 1.57±0.51

4 ～ 5 岁（n=16） 1.75±0.21 0.13±0.22 0.88±0.25 1.13±0.23 3.88±0.51 0.88±0.24 0.38±0.19 0.88±0.21 0.63±0.24 2.75±0.48

5 ～ 6 岁（n=14） 1.71±0.23 0.71±0.23 1.00±0.27 1.29±0.25 4.71±0.54 1.57±0.26 0.57±0.20 0.86±0.22 1.29±0.26 4.29±0.52

6 岁以上（n=3） 2.00±0.49 1.33±0.50 1.33±0.58 1.33±0.54 6.00±1.17 0.67±0.55 0.46±0.43 0.78±0.48 1.33±0.56 2.00±1.12

女总 1.74±0.68 0.43±0.83 0.89±1.01 0.94±1.01 4.00±2.13 0.94±1.01 0.38±0.80 0.64±0.95 0.85±1.00 2.81±2.35

总计（N=90） 1.49±0.88 0.53±0.89 0.78±0.98 0.89±1.00 3.69±2.08 0.84±1.00 0.31±0.73 0.47±0.85 0.80±0.99 2.42±2.07

3.4.2  3 ～ 7 岁儿童在两种音乐类型下四种音乐情绪状态理解的发展特点

为了探索 3 ～ 7 岁儿童在两种音乐类型下四种音乐情绪状态理解的发展的年龄和性别差异情

况，进行描述统计，如表 5 所示。从平均数与标准差分析可以看出，3 ～ 7 岁儿童对声乐情绪理解均

好于器乐，女孩的声乐、器乐高兴、伤心、害怕情绪理解均好于男孩。对声乐高兴情绪理解的数据

为 M±SD=1.49±0.88，器乐高兴情绪理解的数据为 M±SD=0.74±0.98；对声乐平静情绪理解的数据

为 M±SD=0.53±0.89，器乐平静情绪理解的数据为 M±SD=0.31±0.73；对声乐伤心情绪理解的数据

为 M±SD=0.78±0.98，器乐伤心情绪理解的数据为 M±SD=0.47±0.85；对声乐害怕情绪理解的数据为

M±SD=0.89±1.00，器乐害怕情绪理解的数据为 M±SD=0.80±0.99。

3.5  3 ～ 7 岁儿童音乐情绪理解的情绪效价的发展特点

3.5.1  3 ～ 7 岁儿童音乐情绪理解的情绪效价的总体发展特点

为了解 3 ～ 7 岁儿童在不同情绪效价下音乐情绪理解总体发展情况，对不同性别、四个年龄阶段、两

种音乐效价总分及每种情绪效价下不同音乐类型进行描述统计，平均数与标准差（M±SD）如表 5 所示。

从平均数与标准差分析可以看出，3 ～ 7 岁儿童积极情绪理解好于消极情绪理解，积极情绪理解总体的数

据为 M±SD=3.18±1.82，消极情绪理解总体的数据为 M±SD=2.93±2.53；3 ～ 7 岁女孩积极和消极情绪理

解均好于男孩，积极情绪理解的男孩总体数据为 M±SD=2.84±1.91，女孩总体数据为 M±SD=3.49±1.69；

消极情绪理解的男孩总体数据为 M±SD=2.51±2.27，女孩总体数据为 M±SD=3.32±2.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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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2  3 ～ 7 岁儿童不同情绪效价下两种音乐类型情绪理解的发展特点

为了解 3 ～ 7 岁儿童不同情绪效价下两种音乐类型的理解情况的年龄和性别差异情况，进行描

述统计，见表 5。从平均数与标准差分析可以看出，3 ～ 7 岁儿童声乐积极情绪理解总体的数据为

M±SD=2.02±1.29，男孩总体数据为 M±SD=1.86±1.47，女孩总体数据为 M±SD=2.17±1.09；学前儿

童器乐积极情绪理解总体的数据为 M±SD=1.16±1.24，男孩总体数据为 M±SD=0.98±1.10，女孩总体

数据为 M±SD=1.32±1.34；学前儿童声乐消极情绪理解总体的数据为 M±SD=1.67±1.45，男孩总体数

据为 M±SD=1.49±1.39，女孩总体数据为 M±SD=1.83±1.50；3 ～ 7 岁儿童器乐消极情绪理解总体的数

据为 M±SD=1.27±1.57，男孩总体数据为 M±SD=1.02±1.41，女孩总体数据为 M±SD=1.49±1.70。

表 5  3 ～ 7 岁儿童不同情绪效价情绪理解的年龄、性别差异表（N=90）

Table 5 Age and sex differences in emotional valence among 37 years (N=90)

性别 年龄
积极效价

总体
M±SD

消极效价
总体

M±SD
声乐积极（高兴
1 平静 1）M±SD

器乐积极（高兴
2 平静 2）M±SD

声乐消极（伤心
1 害怕 1）M±SD

器乐消极（伤心
2 害怕 2）M±SD

男

3 岁组（n=13） 2.00±0.36 0.77±0.33 2.77±0.49 0.92±0.39 0.77±0.43 1.69±0.68
4 岁组（n=15） 1.73±0.34 1.33±0.30 3.07±0.46 1.60±0.36 0.93±0.40 2.53±0.63
5 岁组（n=11） 1.81±0.39 0.91±0.36 2.73±0.53 1.81±0.42 1.27±0.47 3.09±0.74
6 岁组（n=4） 2.00±0.65 0.50±0.59 2.50±0.88 2.00±0.70 1.50±0.78 3.50±1.22

男总 1.86±1.47 0.98±1.10 2.84±1.91 1.49±1.39 1.02±1.41 2.51±2.27

女

3 岁组（n=14） 2.00±0.35 0.71±0.32 2.71±0.47 1.00±0.38 0.86±0.42 1.85±0.65
4 岁组（n=16） 1.88±0.33 1.25±0.29 3.13±0.44 2.00±0.35 1.50±0.39 3.50±0.61
5 岁组（n=14） 2.43±0.35 2.14±0.32 4.57±0.47 2.29±0.38 2.14±0.42 4.43±0.65
6 岁组（n=3） 3.33±0.75 0.67±0.68 4.00±1.02 2.67±1.05 1.33±0.90 4.00±1.41

女总 2.17±1.09 1.31±1.34 3.49±1.69 1.83±1.49 1.49±1.69 3.32±2.71
总计（N=90） 2.02±1.29 1.16±1.24 3.18±1.82 1.67±1.45 1.27±1.57 2.93±2.53

3.6  3 ～ 7 岁儿童两种音乐唤醒度的音乐情绪理解的发展特点

3.6.1  3 ～ 7 岁儿童音乐情绪理解的两种音乐唤醒度的总体发展特点

为了解 3 ～ 7 岁儿童对不同唤醒度的音乐情绪理解总体发展情况，对不同性别、四个年龄阶段、

两种音乐唤醒度总分及每种唤醒度下不同音乐类型进行描述统计，平均数与标准差（M±SD）如表 6 所

示。从平均数与标准差分析可以看出，3 ～ 7 岁儿童高唤醒情绪理解好于低唤醒情绪，高唤醒情绪理解

总体的数据为 M±SD=4.02±2.07，低唤醒情绪理解总体的数据为 M±SD=2.09±1.97；3 ～ 7 岁女孩的

高唤醒、低唤醒情绪理解均高于男孩，高唤醒情绪理解的男孩总体数据为 M±SD=3.54±2.09，女孩总

体数据为 M±SD=4.47±1.97；低唤醒情绪理解的男孩总体数据为 M±SD=1.82±1.79，女孩总体数据为

M±SD=2.34±2.10。性别主效应显著，女孩识别率（M±SD=3.53±0.29）显著高于男孩（M±SD=2.74±0.27）

（F（1，82）=4.01，p=0.049（p<0.05），η 2=0.047）。其他变量之间的交互效应不显著。

3.6.2  3 ～ 7 岁儿童在不同唤醒度下两种音乐类型的情绪理解的发展特点

为了解 3 ～ 7 岁儿童在不同情绪效价下两种音乐类型的情绪理解的年龄和性别差异情况，进

行描述统计，如表 6 所示。从平均数与标准差分析可以看出，3 ～ 7 岁儿童声乐高唤醒情绪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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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SD=2.38±1.34） 好 于 器 乐 高 唤 醒 情 绪 理 解（M±SD=1.64±1.39）， 声 乐 低 唤 醒 情 绪 理 解

（M±SD=1.31±1.35）好于器乐高唤醒情绪理解（M±SD=0.78±1.23）；3 ～ 7 岁女孩声乐、器乐高

唤醒情绪理解均好于男孩，声乐高唤醒情绪理解的男孩总体数据为 M±SD=2.05±1.34，女孩总体数据

为 M±SD=2.68±1.27；器乐高唤醒情绪理解的男孩总体数据为 M±SD=1.49±1.32，女孩总体数据为

M±SD=1.79±1.46；声乐低唤醒情绪理解的女孩（M±SD=1.32±1.40）好于男孩（M±SD=1.30±1.30），

而器乐低唤醒情绪理解的男孩（M±SD=0.51±0.99）好于女孩（M±SD=1.02±1.38）。

表 6  3 ～ 7 岁儿童不同唤醒度情绪理解能力的年龄、性别差异表（N=90）

Table 6 Age and gender differences in 37-old children (N=90)

性别 年龄
高唤醒

总体
M±SD

低唤醒
总体

M±SD
声乐高唤醒（高兴
1 害怕 1）M±SD

器乐高唤醒（高兴
2 害怕 2）M±SD

声乐低唤醒（平静
1 伤心 1）M±SD

器乐低唤醒（平静
2 伤心 2）M±SD

男

3 岁组（n=13） 1.54±0.36 1.08±0.36 2.62±0.52 1.39±0.37 0.46±0.33 1.85±0.55
4 岁组（n=15） 2.13±0.33 1.73±0.34 3.87±0.48 1.20±0.35 0.53±0.31 1.73±0.51
5 岁组（n=11） 2.55±0.39 1.46±0.39 4.00±0.56 1.09±0.41 0.73±0.36 1.82±0.60
6 岁组（n=4） 2.00±0.64 2.00±0.65 4.00±0.93 2.00±0.68 0.58±0.60 2.00±0.99

男总 2.05±1.34 1.49±1.32 3.53±2.09 1.30±1.30 0.51±0.98 1.81±1.79

女

3 岁组（n=14） 2.00±0.34 1.00±0.35 3.00±0.50 1.00±0.36 0.57±0.32 1.57±0.53
4 岁组（n=16） 2.87±0.32 1.50±0.33 4.38±0.47 1.00±0.34 1.25±0.30 2.25±0.49
5 岁组（n=14） 3.0±0.34 2.85±0.35 5.86±0.50 1.71±0.36 1.43±0.32 3.14±0.53
6 岁组（n=3） 3.33±0.75 2.00±0.76 5.33±1.08 2.67±0.78 1.28±0.70 2.67±1.14

女总 2.68±1.27 1.79±1.46 4.47±1.97 1.32±1.40 1.02±1.38 2.34±2.10
总计（N=90） 2.38±1.34 1.64±1.39 4.02±2.07 1.31±1.35 0.78±1.23 2.09±1.96

对 3 ～ 7 岁儿童在高唤醒情绪下情绪理解采用多因素重复测量方差分析，结果表明，3 ～ 7 岁儿

童对高唤醒的音乐类型主效应显著，声乐高唤醒（M±SD=2.43±0.16）识别率显著高于器乐高唤醒

（M±SD=1.70±0.17）（F（1，82）=10.23，p=0.002（p<0.01），η 2=0.11）； 年 龄 主 效 应 显 著（F（3，

82）=6.05，p=0.001（p<0.01），η 2=0.18），事后多重比较结果表明，3 岁组与 5 岁组差异显著 p=0.001（p<0.01），

3 岁组与 4 岁组差异边缘显著、与 6 岁组差异不显著，p=0.054（p>0.05），p=0.133（p>0.05）；4 岁组、5 岁组、

6 岁组之间无显著差异，说明 3 岁组、4 岁组与 5 岁组间儿童音乐情绪理解总体无明显增长，而 5 岁组有

明显增长，5 岁组与 6 岁组间又趋于平缓，说明 4 岁组是儿童音乐情绪理解总体发展的重要阶段。性别主

效应显著，女孩识别率（M±SD=2.32±0.17）显著高于男孩（M±SD=1.81±0.16）（F（1，82）=4.69， 

p=0.033（p<0.05），η 2=0.05）。其他变量之间的交互效应不显著。

对 3 ～ 7 岁儿童在低唤醒情绪下情绪理解采用多因素重复测量方差分析，结果表明，3 ～ 7 岁儿

童对低唤醒的音乐类型主效应显著，声乐低唤醒（M±SD=1.51±0.17）识别率显著高于器乐低唤醒

（M±SD=0.62±0.15）（F（1，82）=19.08，p=0.000（p<0.001），η 2=0.19）。低唤醒与年龄交互作用进行

简单效应分析，结果显示，在 3 岁组时，声乐作品识别率明显高于器乐作品的识别率（F（1，86）=4.70， 

p=0.033（p<0.05），η 2=0.05），在 6 岁以上组时，声乐作品识别率明显高于器乐作品的识别率（F（1，

86）=14.32，p=0.000（p<0.001），η 2=0.14），其他水平间不存在差异；低唤醒之间存在差异。其他变

量主效应以及变量之间的交互效应不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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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研究讨论与分析

4.1  3 ～ 7 岁儿童音乐情绪理解的年龄特点

4.1.1  3 ～ 7 岁儿童音乐情绪理解总体发展特点

国内有研究针对 3 ～ 5 岁儿童音乐情绪感知的发展特点进行研究，得出随年龄的增长音乐情绪感知

能力呈上升趋势（马谐 等，2013）。本研究证实了上面的结论，实验结果表明 3 ～ 7 岁儿童的音乐情绪

状态识别在 3 岁组、4 岁组、5 岁组年龄段确实随着年龄的增长呈上升趋势。但研究发现 5 岁组到 6 岁

组年龄段却呈现下降趋势，研究还发现，学前儿童对于消极情绪识别在 5 岁组获得较大发展。

实验结果表明，学前儿童害怕音乐情绪理解随年龄的增长呈上升趋势。3 ～ 7 岁儿童最容易识别的

是高兴音乐情绪，这和环境有关，3 ～ 7 岁儿童大部分的时间都在幼儿园或家庭这种有爱且温馨的环境中，

使他们最先发展“高兴”的音乐情绪识别能力，随着年龄的增长和环境的复杂，他们开始对其他的情绪

认知水平逐渐提高，其次是害怕音乐情绪和伤心音乐情绪，这与以往研究相同，害怕音乐情绪与伤心音

乐情绪相比，对害怕音乐情绪感知较强，伤心音乐情绪较弱但更持久（王昕、关涛。2019）。最难识别

的是平静音乐情绪，这可能是由于平静是一种比较复杂高级情绪，在学前期识别较为困难，也可能是对

实验所用音乐较为陌生，加大了 3 ～ 7 岁儿童的理解难度。

4.1.2  3 ～ 7 岁儿童不同音乐类型下的音乐情绪理解的发展特点

有研究发现，学前儿童对于不同音乐类型的情绪识别存在矛盾，本研究实验结果为声乐作品识别强

于器乐作品。3 ～ 7 岁儿童随着年龄的增长在声乐作品中情绪状态识别呈上升趋势，6 岁以上儿童的声

乐作品情绪状态识别最强。器乐作品情绪状态识别在 5 ～ 6 岁到 6 岁以上年龄段略有下降，针对器乐低

唤醒在 6 岁以上年龄段出现稍有下降趋势，同时也说明儿童在 5 岁组年龄段时器乐情绪识别发展最好。

实验结果表明，在 5 ～ 6 岁年龄段儿童对声乐害怕音乐情绪状态识别有很大发展，同时儿童在 5 ～ 6

岁和 6 岁以上年龄段器乐害怕情绪识别较好，而 3 岁组年龄段则较差。此外，音乐类型与年龄的交互作

用表明，随着年龄的增长，表达害怕情绪的声乐作品理解逐渐趋于平缓，而表达害怕情绪的器乐作品的

理解随年龄的增长逐渐加强，此结果在上述关于儿童的发展特点也证明，随儿童年龄增长器乐发展水平

优于声乐；对于声乐作品的理解，4 岁组、5 岁组和 6 岁组儿童识别高于 3 岁组儿童，而 6 岁组、5 岁组

儿童对器乐作品识别高于 4 岁组和 3 岁组，这可能是由于随着年龄的增长，儿童的生活经验和认知能力

不断增强，对于音乐情绪的理解也逐渐加强。

4.1.3  3 ～ 7 岁儿童不同情绪效价下音乐情绪理解的发展特点

有研究发现，学前儿童对于积极情绪识别强于消极情绪识别（王小英 等，2010）。实验结果也同样表明，

3 ～ 7 岁儿童对积极情绪识别强于消极情绪，并随着儿童年龄的增长积极情绪的识别逐渐加强，而 5 ～ 6

岁组至 6 岁以上组儿童对消极情绪的识别呈下降趋势。

实验结果表明，3 ～ 7 岁儿童对表达消极情绪的声乐作品的识别能力高于表达消极情绪的器乐作品，

相较于 3 岁组，5 岁组儿童获得较大发展。这可能是由于人们对于声乐消极情绪有一种特殊的敏感性和

加工的优先权。3 ～ 5 岁是儿童情绪识别迅速发展的时期，而 5 ～ 6 岁儿童情绪识别水平达到一个相对

稳定状态（田博，2009）。此外，研究还发现，无论是积极情绪的作品还是消极情绪作品，3 ～ 7 岁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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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对声乐作品识别能力都强于器乐作品。这是目前幼儿园教师普遍倾向于选用较多声乐作品，较少接触

器乐作品的原因，导致学前儿童对器乐作品欣赏较弱。

4.1.4  3 ～ 7 岁儿童不同唤醒度的音乐情绪理解的发展特点

以往研究还从情绪唤醒度方面考察学前儿童的情绪理解的发展特点，实验结果表明，学前儿童对于

高唤醒情绪识别强于低唤醒情绪，这可能由于高唤醒相较于低唤醒会激活大脑区域加工，从而识别能力

强（王昕、关涛，2019）。而本研究的 3 ～ 7 岁儿童对于高唤醒情绪识别随年龄增长而增长，其在 5 ～ 6

岁年龄段发展最好，而在 6 岁以上年龄段呈下降趋势。

本实验结果表明，首先，声乐作品高唤醒情绪识别能力强于器乐作品高唤醒情绪，5 ～ 6 岁组儿童

比 3 ～ 4 岁组有较大发展。其次，研究还发现，无论是高唤醒情绪还是低唤醒情绪，3 ～ 7 岁儿童对声

乐作品识别都强于器乐作品。最后，低唤醒与年龄的交互作用表明，随着年龄的增长，声乐低唤醒识别

能力逐渐增长，而器乐低唤醒识别能力在 3 岁组、4 岁组和 5 岁组时随年龄增长逐渐增长，但 5 ～ 6 岁

至 6 岁以上是呈下降趋势。

4.2  3 ～ 7 岁儿童音乐情绪理解的性别特点

4.2.1  3 ～ 7 岁儿童音乐情绪理解总体发展特点

以往研究中存在着学前儿童性别情绪理解的争论。本研究实验结果表明，女孩对于音乐情绪的理解

普遍强于男孩，由于女孩在社会生活过程中更愿意表露出情绪，因而情绪的表达能力和辨别能力都比男

孩好（张梦莲，2019）。3 ～ 7 岁儿童对于不同情绪状态的理解研究发现，不同的情绪可能会有不同的

发展模式。实验结果发现，女孩对于高兴音乐情绪识别强于男孩，这与女孩在听到高兴、愉快的音乐时，

会使本来就喜欢浪漫和丰富想象的她们产生更多的共鸣有关，并且在实验过程中也观察到女孩的性格更

加开朗、乐观，男孩都较为沉闷，故女孩相对于男孩较好。

4.2.2  3 ～ 7 岁儿童不同音乐类型的情绪理解的发展特点

学前儿童对于不同音乐类型下不同情绪状态的理解研究发现，不同音乐类型下的不同的情绪状态的

理解可能会有不同的发展模式。实验结果表明，对于表达高兴情绪的声乐和器乐两种类型作品，女孩识

别率高于男孩。现在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及经济能力的改善，更多的父母倾向于让自己的孩子更加多才

多艺，学习更多的才艺。但是由于性别的不同，男孩父母更倾向于武术、跆拳道等的学习，女孩的父母

更倾向于唱歌、跳舞等才艺的学习。因此，在不同音乐类型下，女孩音乐情绪识别强于男孩。

4.2.3  3 ～ 7 岁儿童不同情绪效价的音乐情绪理解的发展特点

以往研究中一直存在着对学前儿童有关情绪效价的性别效应是否存在的争论。有研究表明，女孩相

比男孩更倾向于表达积极情绪。本实验针对 3 ～ 7 岁儿童在不同音乐情绪效价下情绪理解的性别效应进

行研究，结果发现，学前儿童对于总体情绪效价存在性别差异，女孩的识别率高于男孩，上述讨论中也

说明了在学前期女孩的认知能力比男孩较好（董清君，2018），此外，特别是在特定的音乐类型的情绪

中，积极情绪和消极情绪之间没有明显的性别差异，但是女孩识别积极情绪和消极情绪的能力比男孩高。

这可能是由于性别不同影响认知水平不同，从而导致了对于音乐作品中情绪的识别能力有所差异，女孩

的情绪体验水平及识别正确率都更高（白鹭，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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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4  3 ～ 7 岁儿童不同唤醒度的音乐情绪理解的发展特点

学前儿童对于总体情绪唤醒度存在性别差异，女孩的识别率强于男孩，上述研究在总体音乐情绪状

态识别、不同音乐类型总体、不同情绪效价总体，以及不同唤醒度都表明女孩识别能力强于男孩，同样

这也为教学提供了理论依据，即教师应更多关注男孩情绪识别的发展情况，给予更多的机会与途径充分

挖掘其潜能。3 ～ 7 岁儿童对于不同唤醒度的情绪理解研究的发现，不同的音乐类型可能会有不同的情

绪理解的发展模式，儿童识别声乐高唤醒情绪能力上存在明显的性别差异且女孩比男孩更兴奋（Allgood 

and Heaton，2015）。

5  研究结论与教育建议

5.1  研究结论

（1）3 ～ 7 岁儿童音乐情绪理解总体随年龄的增长而提高，但 6 岁以上稍有下降。其中，不同音乐

情绪状态下，儿童对高兴情绪识别能力最好，平静情绪识别能力最差。

（2）不同音乐类型背景下，声乐作品识别能力随年龄增长逐渐加强，器乐作品在 5 ～ 6 岁识别能

力最强，但儿童对于声乐作品的识别能力仍强于器乐作品。

（3）不同情绪效价背景下，3 ～ 7 岁儿童对于积极情绪理解随年龄增长逐渐加强，消极情绪理解在

5 ～ 6 岁至 6 岁以上稍有下降，总体上，儿童对于积极情绪的理解强于对消极情绪的理解。

（4）不同情绪唤醒度情况下，儿童识别声乐高唤醒情绪理解能力在 5 ～ 6 岁最强，但总体上儿童

对于高唤醒情绪理解要强于低唤醒情绪理解。

（5）3 ～ 7 岁儿童音乐情绪理解总体及在情绪状态理解、音乐类型、情绪效价和情绪唤醒度上，女

孩的情绪理解均强于男孩。

5.2  教育建议

（1）研究发现 3 ～ 4 岁和 5 ～ 6 岁是儿童音乐情绪理解的关键阶段，值得引起父母和教师的关注，

要把握好这个关键期，尤其是消极音乐情绪的发展。在未来组织教学活动或日常交流中，年龄因素将作

为重要的指标要给予考虑，比如教师可以通过音乐游戏、儿歌、故事、图片、音像等多种教学途径加强

消极情绪的理解，帮助学前儿童更好地理解负性音乐作品。

（2）研究发现 3 ～ 7 岁儿童对于声乐作品情绪状态和器乐作品情绪状态在害怕音乐情绪上都存在

年龄差异。本研究结果提供的实践指导为，在教学活动或日常交流过程中，教师在未来无论是欣赏声乐

还是器乐作品时，如果有涉及害怕或恐惧的情绪状态时都要将年龄因素作为重要的指标给予考虑，同时

争取家庭、社区的积极配合是目前努力的终极目标。

（3）研究发现 3 ～ 7 岁儿童在欣赏高唤醒音乐情绪上存在年龄差异。本研究结果提供的实践指导为，

教师在给学前儿童欣赏高唤醒音乐作品时要充分考虑到学前儿童已有的经验水平，关注不同年龄儿童高

唤醒音乐情绪的发展特点，在组织教学活动中设计出适合儿童年龄阶段的并符合最近发展区的音乐教育

活动，才能发挥出教学的价值和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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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研究发现 3 ～ 7 岁男孩高唤醒情绪弱于女孩。本研究结果提供的实践指导为：教师和父母在

未来的教学和生活中，重点关注男孩高唤醒情绪的发展，情绪过于兴奋或害怕不可能参与正常的学习与

生活，这需要父母和教师积极地与儿童沟通和交流、采取适当策略帮助儿童及时调整情绪。

6  研究不足与展望

（1）研究样本的局限

研究被试只选用中国儿童，缺乏文化差异对比，因此，是否存在文化差异尚不明确，并且只选取一

所幼儿园的儿童且 3 岁以下 6 岁以上样本较少，总体来说样本量不够充足，使研究结果可能存在偏差，

不能更加准确地进行判断和分析，这会对实验结果产生一定的影响。未来研究的样本可以选择不同地区

或增加样本量，尤其是年龄段的选取，以进一步验证本研究结果的准确性。

（2）研究方法的局限

首先，采用一对一测量方法会受有些被试自身发展水平的影响。如由于有些被试测量时不认真、不

客观地作答等。总体来说，在实验过程中由于资源、环境及人为因素，测量过程中个别被试会受影响，

从而影响实验结果。未来研究可以在专业实验室进行以保证实验准确性。

本研究只采用横向研究，然而对于同一群体的长期追踪研究更有助于进一步分析音乐情绪理解发展

的动态变化规律。未来研究中可选用纵向追踪研究或横纵交叉的研究，以便能够较好地分析现象之间的

关系，而且还能明显解释现象变化过程的特点。

（3）研究内容的局限

本研究仅从两种音乐类型、四种情绪状态和两种音乐效价角度分析 3 ～ 7 儿童情绪理解的发展特点，

同时，只选择了高兴、伤心、害怕和平静四种基本情绪状态来识别，因此，未来研究可以从其他视角，

也可以扩大相关研究范围，如音乐创作过程中产生的线索特征、音乐演奏过程中呈现的线索，以及聆听

音乐时的情境等因素对学前儿童音乐情绪理解的发展影响等进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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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he Developmental Characteristics of Musical 
Emotional Understanding in Children Aged 3 to 7 Years

Zhao Xiaojie Hua Xiaodi Zhang Yuying

Changchun Humanities &Sciences College, Changchun

Abstract: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better development of children’s music appreciation and aesthetic 
ability, this study starts from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kindergarten music appreciation ability, with 
children aged 3 to 7 as the research object, through the experimental method, music mood type, music 
type and mood valence as independent variables, to explore the development characteristics of children’s 
music mood understanding.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overall level of musical emotional understanding 
of children aged 1.3 to 7 years increases with age but decreases slightly; vocal work recognition and 
positive emotional understanding from 2.3 to 6, high emotional understanding, music type, emotional 
valence and emotional awareness are better than boys. Future research can diversify the selection of music 
emotion type and sample size.
Key words: Preschool children; Emotional understanding; Music emotional understanding; Music type; 
Emotional valenc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