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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使用 CHILDES 中文語料庫

中兒童在親子遊戲對話情境中，每組

10 名共 90 名兒童的語料與前人關於人

稱代詞的發展研究進行分析，得出幼

兒在親子遊戲對話情境中表現出來的

人稱代詞發展順序基本與以往日常情

境中所作研究結論相同，母親在與兒

童對話時使用的語言與兒童人稱代詞

的習得存在密切關係，所以家長在親

子遊戲過程中應注意自身語言的數量、

嚴謹性和豐富程度。

關鍵字：親子遊戲、人稱代詞、

        發展順序

一、引言

人稱代詞是語言交際中使用頻率

非常高的詞，其含義具有概括性和相

對性，需要隨時調整和轉化說話角色的

參照點，隨著具體說話環境和說話角

色（說話者、受話者、第三者）的變

化而不斷地變化（許政援、閔瑞芳，

1992）。因此人稱代詞的正確使用與兒

童的認知能力和語言運用的能力有密切

的關係，具有重要的研究意義。

目前涉及兒童人稱代詞發展能力

的研究不多，從已有的研究可以發現：

1. 在兒童早期習得人稱代詞前，需要使

用人稱代詞的地方經常直接使用自己或

別人的名字、稱謂來稱呼，即使用直

稱。2. 兒童對人稱代詞的理解先於其產

生，為人稱代詞的習得奠定了心理基

礎。3. 兒童習得人稱代詞的順序是人稱

代詞單數早於人稱代詞複數，大致順序

為我→你→他→我們→你們→他們。

4. 在兒童習得人稱代詞過程中，會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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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你”倒置、單複數錯用等現

象（孔令達、陳長輝，1999；許政援，

1996；梁衛蘭，2002；張興峰、吳衛東，

2007）。

由於已有研究大多數為個案跟蹤

調查，雖然數據資料詳盡，但由於研究

對象人數和追蹤時間跨度的限制，代表

性不足；或採用的是父母報告這一間接

方法，所獲得數據的準確性較弱（梁衛

蘭等，2002）；又或是對兒童人稱代詞

發展順序較大規模的語料分析的研究距

今已有較長的時間（孔令達、陳長輝，

1999；許政援，1996）。

對於生理和心理都在快速發展期的

幼兒來說，帶有自導性和愉悅性的遊戲

活動佔據了他們生活的大部分，他們也

在遊戲中發展語言、動作、規則遵守等

各方面能力。隨著大陸地區城市化的發

展和大量獨生子女的出生，目前的兒童

更多的是在自己家中與父母、祖父母等

親人相處，親子遊戲對於兒童各方面技

能的發展非常重要。因此，本研究將背

景設定於親子遊戲對話情境中，探討幼

兒人稱代詞能力的發展和運用情況。

二、研究方法和研究對象

本研究使用 CHILDES 中文語料庫

中兒童在親子遊戲對話情境中的語料，

對話者一方為幼兒，另一方為其母親，

互動內容為搭積木、玩玩具等遊戲活

動。被測兒童年齡跨度為 14-60 個月，

除 32 個月到 36 個月間相隔 4 個月外，

其他每隔 6 個月為一個月齡組，共分

14m、20m、26 m、32m、36m、42m、

48m、54m、60m 等 9 個月齡組，每組

10 名共 90 名兒童（男女各 45 名），

記錄的語料均為半小時。

從人稱代詞的功能來看，通常用

於指代人，個別人稱代詞也指代物，如

“它”、“它們”。按照指代對象人稱

代詞可分為六大類：第一人稱代詞（如

“我”、“我們”、“咱”、“咱們”）、

第二人稱代詞（如“你”、“您”、“你

們”）、第三人稱代詞（如“他”、

“她”、“它”、“他們”）、複稱代

詞（如“自己”、“自身”）、旁稱代

詞（如“人家”、“別人”）和統稱代

詞（如“大家”）。由於本研究的對象

為幼兒，且使用的是半結構化情境中的

語料，因此只分析兒童對第一、第二、

第三人稱代詞的掌握能力，其他三種人

稱代詞（複指代詞、旁稱代詞、統稱代

詞）暫不作研究。因為本研究被測兒童

為南京地區兒童，日常用語屬於南方語

系，而“咱”、“咱們”是在北方地區

較通用的口語詞，因此本研究中又排除

了“咱”和“咱們”兩個詞。同時在搭

積木等親子遊戲中，兒童基本不可能使

用“您”這一尊稱，因此也排除了“您”

這個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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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兒童在遊戲情境中習得最早和使

用頻率最高的人稱代詞依次為“我”、

“你”、“他”，符合過去在日常情境

中對兒童代詞習得順序的研究。

2. 第一人稱“我”、“我們”和第

二、第三人稱單數（“你”、“他 / 她

/ 它”）出現時間與以往研究類似。

3. 第二、第三人稱複數出現時間遲

於以往日常情境下的研究，其中“他們

/她們 /它們”從30個月推後到42個月，

“你們”從 30 個月推後到 60 個月。

以上現象的出現應與親子遊戲對話

情境中半結構化的環境模式限制有關。

在以往的研究中，除問卷法外，其他兩

類方法都是在日常生活情境中對兒童的

語言進行收集和分析，與本研究的半結

構化情境有一定區別，這種區別類似於

日常會話與語文能力測試之間的區別。

因此，半結構化情境對兒童心理認知能

力、抽象概括能力和語言運用能力提出

了更高的要求。對於幼兒來說，人稱代

詞複數的理解和使用遠遠困難與人稱代

詞單數的習得，即使是日常生活中的習

得也要晚上一年左右的時間，而半結構

化的親子遊戲對話情境中，由於對話者

只有母親和孩子兩個人，缺乏數量關係

和第二、第三人稱指向的群體概念的刺

激，因此幼兒只有在對人稱代詞複數掌

握非常熟練的情況下，才會在缺乏刺激

的情境中恰當的自發使用這些代詞，導

致“你們”和“他們 / 她們 / 它們”的

出現大大滯後於日常情境中的研究。

（二）相關研究結果

對於以往研究中發現的兒童在人

稱代詞習得過程中會出現的一些特定現

象，其相關研究結果如下：

1. 幼兒在使用人稱代詞前以及學

習對人稱代詞的掌握過程中，對直稱的

使用普遍存在。例如 20m 月齡組中的

幼兒在要求母親把某件玩具遞給自己的

時候，經常說“給寶寶”，而不是“給

我”。這與兒童自身的語言發展特點和

母親的引導方式有關。母親在與幼兒進

行互動中，普遍存在大量使用“兒化

語”的現象。

2. 在幼兒自主使用人稱代詞前，能

夠理解母親使用的人稱代詞，例如 14m

月齡組中的幼兒都沒有掌握人稱代詞的

使用，但當媽媽做出類似“把球給我”

這樣的要求時，大多數幼兒能夠做出對

應的動作。這一現象在幼兒對各類人稱

代詞的理解中普遍存在。

3. 以往研究發現的“我”、“你”

倒置、單複數錯用等現象在本研究中出

現較少。這應與本研究採用分月齡段取

樣調查以及半結構化情境設置有關。

由於本研究的取樣年齡（20m、26m、

32m 等）基本為日常情況下兒童能夠完

全掌握人稱代詞的年齡點，因此在有母

親引導的情況下出錯機會較少。同時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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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一親子遊戲對話中也幾乎不存在需要

使用人稱代詞複數的情況，也就不會出

現單複數錯用的現象。

（三）本研究結果

本研究顯示，幼兒在親子遊戲對話

中使用的人稱代詞的數量和種類隨幼兒

年齡的增長而增加。使用 SPSS 11.5 對

各月齡組間幼兒使用人稱代詞的數量和

種類進行分析可知，幼兒使用人稱代詞

的能力以 26 個月為分界線，14 個月時

只能做到理解母親說的部分人稱代詞，

完全沒有自主使用能力；20 個月時大

部分幼兒能夠使用“我”這一人稱代

詞，但其他人稱代詞都沒有掌握；從

26 個月起逐漸掌握各類人稱代詞，其

中第一、第二、第三人稱單數代詞的使

用頻率顯著上升。

但是在各月齡組內，幼兒的人稱

代詞使用能力並不完全相同，尤其在

26m-42m 這一年齡段內，組內幼兒的

人稱代詞使用情況存在明顯差異，以

26m 月齡組為例，能力最強的兒童已

經掌握第一人稱單複數、第二、第三人

稱單數的使用，能力較弱的兒童仍停留

在第一人稱單數“我”的使用上。這一

現象應與幼兒自身語言能力和親子遊戲

對話情境有關。同時，母親的語言方式

也對幼兒存在影響。前面曾經談到，母

親大量使用“兒化語”類的直稱會導致

幼兒使用直稱的增加，同樣，如果母親

在親子對話中注意使用人稱代詞，則會

引導幼兒學習使用人稱代詞。對母親使

用人稱代詞數量與幼兒使用人稱代詞種

類的相關分析顯示，兩者呈現正相關，

母親在親子對話中使用人稱代詞次數越

多，其幼兒掌握的人稱代詞也越多。

四、討論與建議

（一）幼兒在親子遊戲對話情境中

表現出來的人稱代詞發展順序基本與以

往日常情境中所作研究結論相同。兒童

使用的人稱代詞數量和種類隨年齡增長

增加；人稱代詞單數習得早於複數的習

得；人稱代詞習得前的直稱現象、早期

理解現象也都有明顯體現；由於半結構

化情境的限制，第二、第三人稱代詞複

數的出現晚於以往研究。因此，家長在

親子遊戲中應注意遊戲內容和環境的設

置，儘量增加角色扮演、想像遊戲等具

有社交性質的遊戲，家長參與其中，在

群體情境中引導兒童學習使用人稱代詞

等抽象辭彙。

（二）母親在與兒童對話時使用的

語言與兒童人稱代詞的習得存在密切關

係，母親在遊戲對話中減少使用直接稱

謂，注意使用人稱代詞，不僅增加自身

語言的準確性和嚴謹程度，同時增加幼

兒模仿母親話語使用人稱代詞的機會，

促進幼兒人稱代詞的習得。

（三）家長在親子遊戲過程中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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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身語言的數量、嚴謹性和豐富程度，

對於幼兒的語言學習至關重要。隨著孩

子年齡的增長，家長應該逐漸減少“兒

化語”的使用，逐漸增加語言中人稱代

詞等抽象辭彙的數量和種類，鼓勵兒童

模仿自己的語言，多使用人稱代詞，這

會提高幼兒對人稱代詞的學習和使用能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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