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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re-language stage is an important stage of infant language development, but it is also a stage that is easy to ignore. This paper 
mainly introduces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and some training methods of the development of pre-language stage. On the one hand, 
through the correct guidance and training of infants in the pre-language stage to promote the normal language development of infants, 
on the other hand, the language development level of infants can also be monitored in the early stage, and for individual infants with 
backward language development, timely discovery and intervention treat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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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前语言阶段是婴幼儿语言发育的重要阶段，但同时也是特别容易忽视的阶段。本文主要介绍了前语言阶段发育的影响因素及
部分训练方法。一方面，通过前语言阶段对婴幼儿进行的正确引导和训练促进婴幼儿语言的正常发育，另一方面，也可以在
早期对婴幼儿的语言发育水平进行监测，对于个别语言发育落后的婴幼儿及时进行发现和干预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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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言语的发展不是一蹴而就，而是一个不断发展和完善的

过程。根据发展心理学的研究，胎儿在母亲妊娠中后期（5-8

个月）就已经具备初步的听觉反应和原始的听觉能力，能很

明显表现出对母亲声音的偏爱 [1]，这为婴幼儿早期言语的发

育提供了基础条件。整体上，言语的发育过程分为前语言阶

段和语言阶段两大阶段。[2] 本文主要介绍婴幼儿在前语言阶

段的相关内容。

前语言阶段，又称为语言准备期，一般是指从婴幼儿出

生到说出第一个具有意义的词之前的一段时期，通常是指 0~1

岁。这一阶段是语言发展的关键时期，婴幼儿通过视、听、

嗅、触等多种途径认知周围世界并形成概念，并将这些信息

作为语言单位储存在大脑中，为后面语言的输出做准备。前

语言阶段的发展对婴幼儿后面语言的发展有重要意义，对前

语言阶段的发育研究，有助于婴幼儿早期语言能力的发育监

测，对于语言发育迟缓或孤独症的等儿童可以进行早期发现，

早期干预，从而更好地进行治疗，改善预后 [3]，但目前中国

对婴幼儿前语言阶段的研究较少，主要的研究方向依然放在

语言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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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前语言阶段的内容及特点

0~1 岁的前语言阶段主要发展婴幼儿的前语音感知能力、

前言语发音能力和前言语交际能力这三个方面的能力，是后

期言语发育的基础和前提。中国学者将这一阶段又细分为以

下三个阶段 [4]：

2.1 简单发音阶段（0~3 个月）

婴幼儿的发音是从反射性开始的，哭声是婴幼儿与生俱

来的第一个发音，通过哭声，婴幼儿可向外界传达最基本的

生理需求，如“饿”、“疼”等等。在这一阶段，婴幼儿会

不断学习和掌握控制哭声的音长、音量、音高以尽可能丰富

地表达自身需求，同时学会区分和应答外界的声音、图像刺激。

总体上，此时汉语婴幼儿的发音多为以|a|、|o|为主的单音节。

2.2 连续音节阶段（4~8 个月）

婴幼儿的发音从 4 个月起会出现重复或连续音节的明显

增多，对于外面社会性刺激的反应也会明显增多，往往伴随

着从单音节发声过渡到重复连续音节发声的过程，并有声母

的增加，部分可出现声母加韵母的音节，如 |an|、|ya|、|ai| 等。

除此之外，此时的婴幼儿也慢慢学会通过表情、语调、音量

理解和表达不同的情感和态度，这种理解和表达往往伴随一

定的动作（如挥手）和表情（如微笑）。

2.3 学话萌芽阶段（9~12 个月）

婴幼儿到这一阶段将出现模仿成人的语音，尽管婴幼儿

的模仿发出的音节并不清晰，但是很明显增多了不同音节的

连续发音，婴幼儿的这一模仿行为标志着婴幼儿学习说话的

萌芽。这一阶段，婴幼儿的发音更加复杂多样，重叠音和升

调出现，对语音的辨义和理解也逐渐提高，可以对父母说的

个别字词可做出正确反应。

3 前语言阶段的主要影响因素

许政援的《三岁前儿童语言发展的研究和有关的理论问题》

里将造成早期婴幼儿语言获得差异的主要因素概括为四点 [5]：

3.1 语言本身的影响

不同语种的语言形式，语法结构不同，因此带来的语言

复杂性和难度性也有所差异。就以汉英语种比较，根据许政

援等人的研究，因为汉语中人称代词不含性格的变化，所以

汉语儿童较英语习得儿童更容易掌握人称代词。

3.2 人类所持有的大脑和言语器官

人类的语言是一个复杂的高级信号活动过程，这个过程

需要大脑的语言中枢和喉、咽、唇、舌、齿、腭等多个言语

器官协调运动，高度发达的大脑和逐渐发育的言语器官为婴

幼儿言语的发展提供了生理基础。

3.3 儿童认知的发展

前语言阶段是婴幼儿进行信息储备的阶段，这一阶段的

婴幼儿虽然鲜少有言语符号的产生，但是外界的各种声音、

信息将被婴幼儿不断积累准备，为后期言语的产生做好坚实

的基础。[6] 因此早期婴幼儿认知的发展影响婴幼儿在前语言

阶段是否能进行足够多的信息输入与储备。

3.4 成人对儿童的言语教授和儿童本身学习的积极

性、主动性、选择性以及模仿学习能力

亲子交流是促进婴幼儿各方面健康发展的重要举措，亲

子交流不足也是影响婴幼儿健康成长的高危因素。[7] 根据研

究表明，如果父母经常与婴幼儿进行亲子互动，积极与婴幼

儿进行语言交流并对婴幼儿发声行为进行回应，相较于那些

对婴幼儿发声反馈较少的家庭，前者婴幼儿的言语发育往往

更好。[8]

除以上四点外，刘电芝等人还认为语言环境对婴幼儿语

言习得也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9] 一方面，轻松愉快的语言

环境会激发婴幼儿语言表达欲望，促进婴幼儿语言表达能力

的发育，另一方面，方言与普通话不同的语言环境也会影响

婴幼儿语音意识的发育，在杨玲对中国北京市 188 对母婴语

言意识发展调查研究中，前语言时期的方言学习会对婴幼儿

的语音意识造成一定程度的阻碍，并且同时接触普通话与方

言的婴幼儿语音意识往往较差于处于单一环境的婴幼儿。[10]

4 前语言阶段的训练方法

前语言阶段的训练主要是为了促进婴幼儿前语音感知

能力、前言语发音能力和前言语交际能力这三个方面的能力

发育。

4.1 加强婴幼儿的信息输入

在信息储备阶段，婴幼儿信息储备量越多，才能越好地

将信息与事物构建联系，不断增强和发展自身的语言感知能

力，不断提高对外界声音的理解能力。因此父母一方面要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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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多的与婴幼儿进行交流，提供婴幼儿所需的听觉刺激需

求，另一方面，可以通过视、听、嗅、触等多种感觉增加婴

幼儿的感性认知。在听的过程中，父母要进行反复讲解，让

婴幼儿在脑海中初步建立事物与声音的联系，增强婴幼儿对

外界的认知。需要注意的是，父母与婴幼儿交流时，要进行

面对面交流，因为父母的表情、动作也是婴幼儿信息获得和

学习模仿的重要渠道。

4.2 对婴幼儿的发声行为给予积极鼓励和应答

在与婴幼儿进行语言交流时，如果仅为单向的语音输入，

如看电视，反而会对婴儿的语言发育有抑制作用。这个阶段

的婴幼儿虽无法说出具有意义的语言符号，但是已经具备基

础的发音技能，因此，父母要积极鼓励婴幼儿进行发音，并

对婴幼儿的发音行为积极应答，以此强化和激励婴幼儿的发

音行为。对于前语言阶段的婴幼儿，不要求发音精准，对于

一些发音错误，父母也不用急于否定和矫正，以免打击婴幼

儿发音积极性。

4.3 培养婴幼儿共同注意能力

简单而言，共同注意是指在三方的互动中，一个人和他

人建立眼神接触，跟随或指示他人注意同一个物体或事件，

两个人指向同一物体和事件的共享注意的过程。[11] 根据研究

显示，8~9 月龄的婴儿的共同注意会逐步提高，9 月龄的婴儿

的共同注意会出现显著的发展性变化。虽然在前语言阶段，

婴幼儿的共同注意水平普遍比较低，但针对 8 月龄以上婴儿，

在进行共同注意训练以后，其共同注意能力普遍提高。[12] 共

同注意作为婴幼儿社会认知和社会交往能力觉醒的标志 [13]，

早期婴幼儿共同注意的培养有利于增强婴幼儿的沟通意向，

促进言语认知的发展。因此，父母可以在前语言阶段可以通

过游戏的方式训练婴幼儿的共同注意能力，比如用具有声响

或色彩鲜艳的物品，指引婴幼儿进行视觉追踪，或利用指示

或目光指引孩子寻找玩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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