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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综述·

【摘要】本文通过文献检索与分析，梳理了学前儿童餐间谈话的相关研究成果，包括餐间
谈话对学前儿童语言和思维发展的影响，餐间谈话对学前儿童社会文化认同发展的影响，成
人餐桌语言运用的影响因素等内容。研究者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研究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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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扩展性谈话主要包括解释性谈话（explanatory talk）和叙述性谈话（narrative talk）。在解释性谈话中，解释是说者假

设听者需要一些解释，如物体、事件、观念及结果之间的关联。 叙述性谈话即说明事情是如何发生的或将如何进展，通常包
括人、事、时、地等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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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语言学和教育学都开始关注学前儿
童餐间谈话，探讨成人与学前儿童的餐间谈话对
学前儿童语言学习与社会性发展的价值。从研究
内容看，当前国外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向。一
是语言类研究，关注餐间谈话对学前儿童语言发
展的影响。例如，雪诺（Snow）等人在探究学前儿
童在家庭餐间谈话中对扩展性谈话（extended
discourse）①的习得与未来读写能力之间的关系的
研究中发现，儿童在餐桌上接触扩展性语言的程
度与他们日后的词汇和阅读成绩有关，解释性谈
话为儿童单词学习提供了接触复杂词汇的机会
（如非常用词汇）。〔1〕二是社会文化类研究，关注餐
间谈话对学前儿童社会性发展的影响，如对文化
认同感的影响等。从研究方法看，主要运用的是
语料研究法（corpus study），即以成人与学前儿童
自然对话的语料作为研究素材，通过不同的分析
工具对成人与学前儿童交流时所使用的语言进
行编码分析。本文拟通过梳理当前国内外学前儿
童餐间谈话的最新研究成果，厘清学前儿童餐间
谈话的研究脉络与发展趋势，供相关人员参考。

一、餐间谈话对学前儿童语言和思维发展的
影响
就餐作为每日固定的生活环节，是成人与学

前儿童的重要交流情境。餐间谈话对学前儿童语
言和思维发展的影响包括“成人的词汇”和“成人
语言的语用功能”两个层面。
从“成人的词汇”层面看，用餐时间往往是家

庭成员交流的时间，围绕“新词汇”和“日常生活事
件”讨论与交流是用餐时间的活动常态。这为儿童
提供了获取新信息和参与使用复杂语言的机会，
促进了学前儿童对非常用词汇的学习与理解。〔2〕研
究发现，学前儿童在园用餐时谈论“非当下”话题
与儿童的接受性词汇水平以及故事理解能力相
关。〔3〕这个结论得到了埃里卡（Erica）的进一步佐
证。埃里卡从分析餐桌师幼语言互动风格中发现，
教师使用混合型就餐话语风格（教学活动话语和
家庭话语）有利于提高儿童的词汇表达水平；在混
合型就餐话语风格中成长的儿童在词汇测试方
面的表现更好。〔4〕这些研究都说明高质量的教师
餐桌语言有利于学前儿童词汇理解能力和语言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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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能力的发展。
从“成人语言的语用功能”层面看，成人的餐

桌语言除了对学前儿童的词汇学习有显著影响
外，也会对学前儿童的语言运用产生影响。这类研
究主要集中于家庭情境。例如，陈思烨以低收入家
庭的晚餐谈话语料为研究对象，探讨低收入家庭
餐间谈话中父母使用解释性谈话与叙述性谈话的
现状，并总结了父母餐间谈话的三种语言风格。研
究发现，家庭餐间谈话中叙述性谈话要多于解释
性谈话；参与用餐人数多的家庭不一定会出现较
多的谈话；母亲在谈话中扮演着关键角色，在语言
延展性较好的解释、叙述、解释与叙述重叠的谈话
类型中均占较高比例。研究表明，解释性谈话更有
利于儿童高阶思维与逻辑能力的发展。〔5〕增加餐
间谈话中使用解释性谈话的机会，可以营造有助
于学前儿童语言与思维发展的教育环境。李红梅
对上海市学前儿童家庭晚餐谈话中家长与儿童的
语言使用偏好、言语参与度、谈话类型、谈话方式
和风格等进行了探讨，并与美国家庭的餐间谈话
进行了比较。结果发现，上海市学前儿童家庭晚餐
中存在普通话和方言并用的现象，且以普通话为
主的语言使用偏好；与美国家庭相比，中国家庭的
父母和儿童在晚餐谈话中的言语参与度较低；谈
话类型以解释性谈话为主，常规性谈话（关注学前
儿童的用餐管理和处理学前儿童的用餐问题）次
之，叙述性谈话使用最少；从谈话的风格看，主要
有就餐型家庭（关注当下用餐情境）、顺其自然型
家庭（兼顾当下情境与非当下情境）和积极扩展型
家庭（刻意关注非当下情境）等三种类型。〔6〕为进
一步探讨学前儿童在餐间谈话中运用高阶思维的
现状，龚思佳以浙江省 5～6岁儿童为研究对象，分
析家庭餐间谈话中出现的亲子辩论状况，并分析
亲子辩论的对话类型与论证图式。结果发现，家庭
餐间亲子辩论以说服型对话为主，探究型对话为
辅；说服型对话以劝诫儿童进食为主；探究型对话
不以说服儿童为目的，父母常用的论证图式更为
丰富，学前儿童表达自我的机会大大增加。父母常
用的论证图式为基于实践的图式，其次是基于信
息源的图式和基于因果的图式。这些图式的使用
可以有效帮助父母更好地说服儿童。若父母组合
使用多种论证图式，抓住批判性问题引导儿童，则
有利于提高儿童的思维水平。〔7〕

可见，餐间谈话中成人语言的运用与学前儿
童当前和未来的语言与思维发展相关，学前儿童
接触到的扩展性语言越多，获得词汇和了解世界
的机会就越多，从而会潜在地影响儿童高阶思维
的发展。〔8〕

二、餐间谈话对学前儿童社会文化认同发展
的影响
餐间谈话不仅可以为学前儿童提供特定的语

言学习机会，也可以为儿童提供塑造文化认知和
实现社会化的平台，是学前儿童形成社会文化认
同的重要情境。当前研究多关注家庭和幼儿园的
进餐活动如何影响学前儿童“对食物的态度”“餐
桌礼仪与行为习惯的养成”和“参与谈话的交流角
色”等问题。这类研究多集中于家庭情境中。例如，
卡哈里（Kahari）通过非参与式观察调查了津巴布
韦母亲在晚餐时间劝说孩子吃饭时使用的说服策
略，解读了儿童在餐桌上挑选食物的标准及其背
后的原因。结果发现，津巴布韦母亲主要通过奖
励、讲述自己童年与对餐桌上特定菜肴的积极回
忆，促进孩子多样化的进食。回忆性的语言将食物
与缅怀先人结合在一起，这种被赋予积极情感的
食物更容易让孩子接受和喜欢，也加强了不同代
际家庭成员间的联系。〔9〕可见，成人对待食物的态
度是影响儿童选择食物的重要因素。一项探讨父
母饮食偏好和儿童对食物态度的相关性研究提供
了类似的依据。威金斯（Wiggins）分析了成人和儿
童在餐间谈话中表达食物偏好的词汇（爱、喜欢、
不喜欢、讨厌），通过比较这类词汇的出现频率，并
结合成人与儿童的行为，发现父母的饮食偏好和
对食物的态度与儿童在餐桌上选择食物和对食物
的态度呈显著相关。〔10〕

餐间谈话也是餐桌礼仪与行为习惯养成的重
要途径。已有研究探讨了不同文化背景下的餐间
谈话对儿童社会性发展和文化认知的影响。研究
者通过比较不同国家，特别是意大利和美国家庭
在用餐的时间、顺序、食物搭配、情感以及对进食
重视程度等方面的表现，发现餐桌上存在微妙的
文化差异。这一研究进一步证实了餐间谈话的文
化塑造功能，即用餐情境中的交流有利于促进儿
童文化认同感和道德观念的建构。〔11〕菲斯（Fiese）
从家庭关系的角度讨论了用餐时间亲子谈话的意
义。他认为，进餐情境中发生的行为与学前儿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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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健康存在关联，即用餐情境中的事物均充满
象征意义，无论是不同仪式的祝福还是食物的供
应乃至座位的分配，都深深影响着学前儿童的家
庭认同感和幸福感。研究表明，简单直接的交流方
式、灵活的用餐时间以及平等的交流都能有效促
进学前儿童获得幸福感。〔12〕

餐间谈话还是儿童形成社会秩序与角色认同
的重要途径。作为交际工具，用餐情境中与父母等
家庭成员的交流可以促进学前儿童的道德观念建
构，是儿童获得角色认同的真实情境。〔13〕性别因素
可能会影响父母对儿童采取的行为和语言策略。
琼（Joan）等人研究发现，母亲和父亲在晚餐谈话
中会采用不同的策略，如父亲对男孩往往会使用
压力策略，母亲对女孩往往会使用鼓励策略。此
外，性别差异也体现在儿童的行为反应上，如女孩
更容易基于取悦他人的社交立场倾向寻求父母的
认可，从而更顺从父母的用餐安排，而男孩更倾向
于遵从自己的内在欲望和需求。〔14〕

以上研究从不同角度分析和印证了餐间谈话
的社会功能。餐间谈话作为一种常规固定的社交
活动，有着重要的文化传承和文化凝聚作用。不同
文化背景和家庭背景下的进餐环境给予了儿童在
餐桌边学习不同礼仪习俗、社会秩序的机会。〔15〕

三、成人餐桌语言运用的影响因素
成人餐桌语言是学前儿童餐间谈话的重要组

成因素，对学前儿童语言和社会性的发展具有重
要影响。那么，成人餐桌语言的运用受哪些因素影
响呢？在家庭情境的研究中，研究者主要关注父母
的受教育程度、经济阶层和文化背景等因素。李红
梅研究发现，高教育背景的父母会更多地参与餐
间谈话，也会使用较多的扩展性语言。〔16〕胡（Hu）
研究发现，除了教育背景、社会经济和文化因素
外，家庭内部的生活方式和用餐布局也是影响父
母语言运用的因素。胡收集了 5个教育背景和经
济条件相近的家庭的餐间谈话语料，发现中产阶
级父母在用餐时为孩子创造了更为丰富的语言学
习环境；父母双方与孩子共同进餐的家庭和父母
不与孩子同桌进餐的家庭或父亲在用餐时间经常
缺席的家庭相比，在谈话中的语言扩展性会更好，
指令性语言用得更少，儿童获得自由谈话的机会
更多。〔17〕

在幼儿园情境的研究中，学者们多关注影响

教师餐桌语言的因素。希拉（Sheila）研究发现，婴
幼儿的言语参与度与教师的言语参与度呈显著正
相关，会直接影响师幼互动质量。然而研究也发现，
教师为婴幼儿提供语言支持的数量与质量不一定
成正比关系。这可能与教师的学历水平、师幼比有
关系。教师的语言质量除了与师幼比呈显著相关
外，与其他因素也均呈正相关，如和婴幼儿坐在一
起的教师比用餐期间时常走动的教师的餐桌语言
质量更高。〔18〕

可见，影响成人餐桌语言的因素是多方面的，
如成人的个体差异（如受教育程度）是不可忽略的
影响因素，外部因素（如用餐布局）也有重要影响。
这些发现对于改善家庭和幼儿园餐间谈话的语言
环境具有建设性意义。

四、研究展望
第一，关注中国文化背景下的学前儿童餐间

谈话研究。餐间谈话是学前儿童语言发展的重要
阵地，而语言体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民族特征。我们
应当关注中国文化背景下的学前儿童餐间谈话研
究，发现亲子和师幼餐桌语言的使用特点和影响
因素，为学前儿童语言环境的创造提供更多具有
实践指导意义的参考。此外，我们也应当多关注
中国文化背景下家庭餐间谈话的新现象，如祖孙
三代同堂的情境或二孩时代背景下、不同地域或
不同民族文化的学前儿童餐间谈话状态与特点。
第二，在研究方法上，我们应当更加注重语言

学和教育学的交叉研究。我们应当以为学前儿童
提供更好的语言环境为价值导向，更好地借鉴语
料研究法，以语言学理论为依据，对学前儿童餐间
语料（谈话者随机发生的语言交流产生的语言文
本）进行编码分析，从而探索幼儿家长或幼儿园教
师的语言特点及其可能给学前儿童带来的影响。
第三，在研究视角上，我们应当突破成人视角

局限，主动转向儿童视角。学前儿童不仅是语言环
境的接受者，也是语言环境的建构者。深入探讨学
前儿童餐间谈话的特点、影响因素，更好地实现成
人（包括幼儿家长和幼儿园教师）与学前儿童的餐
间语言互动，提高语言互动质量，促进学前儿童全
面发展，是值得关注的一个新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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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Critical Review of Research on Preschool Children’s Mealtime Talk

Yuan Jingli, Hu Jiangbo, Liu Lifang, Dong Wenming
(Hangzhou College for Kindergarten Teachers, Zhejiang Normal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12)

【Abstract】Through literature review and analysis, this paper reviews results of research on preschool children’s mealtime talk
including the impact of mealtime talk on the development of children’s language and thinking, the impact on children’s social
culture identity development, and factors influencing adults’ application of mealtime talk. The researchers provide some
suggestions for further research.
【Keywords】preschool children; mealtime talk; language development; social development; research prosp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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