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育探讨 7卷 7期
ISSN:2705-1323（O）2737-4149（P）

    150

中英儿童疑问句习得过程对比研究：非言语交际的作用

朱馨悦

合肥师范学院外国语学院　安徽合肥　230601

摘　要：本文对中英儿童疑问句的习得过程进行了对比研究，重点探讨非言语交际在其中的作用。通过回顾和分析近十年

的相关文献，研究了语调、面部表情和肢体语言等非言语元素，在这两种语言群体习得疑问句的过程中，如何与言语相互

作用。研究发现，虽然中英疑问句使用的非言语行为存在差异，但非言语交际在两种语言儿童的语言习得过程中，都发挥

着重要且相似的引导作用。本研究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儿童语言习得的机制，为语言教学和跨文化交际提供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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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疑问句的习得是儿童语言发展的关键部分。疑问句使

儿童能够寻求信息、表达好奇心，并与周围世界互动。非言

语交际，包括语调、面部表情、手势和身体姿势，在语言习

得过程中也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它提供了额外的线索，帮

助儿童理解语言形式的交际功能和意义。

汉语和英语在语法、词汇和非言语交际模式上存在显

著差异。这两种语言的非言语线索也各不相同。从非言语交

际的角度研究中英儿童疑问句的习得，不仅可以加深我们对

儿童语言习得普遍性和特殊性的理解，还对语言教学和跨文

化交际具有重要意义。

2. 从非言语交际角度对比分析中英儿童疑问句的习得

2.1 非言语行为的相似之处

中英儿童在疑问句习得过程中，最明显的相似之处之

一就是对语调的使用。在语言发展的早期阶段，中英儿童都

将上升语调作为表示疑问句的重要手段。这种上升语调是儿

童区分疑问句和陈述句的自然方式，与语言的具体语法规则

无关。例如，中国儿童用平调说 “宝宝要玩具” 时是在陈述，

而当他们想问 “宝宝要玩具吗” 时，会在句子结尾提高音调。

同样，说英语的儿童用正常语调说 “I want a toy”，但在问 

“Do I want a toy?” 时，也会在句末使用上升语调。

其次就是好奇的面部表情，如睁大眼睛、微微张嘴，

是中英儿童在提问时常用的表达对信息渴望的方式。这些面

部表情是儿童表达困惑或好奇的直观方式，能有效地增强疑

问句的交际功能。

2.2 非言语行为的差异

面目表情因所处情境及人际关系的不同表达的意思也

不同，也因不同的个体和文化而有所差异。人们通常认为西

方人面目表情比亚洲人多。在肢体语言方面，中国儿童在询

问特定物体或寻求与特定地点相关的信息时，倾向于使用更

多的指点手势。这可能与汉语的特点有关，汉语中对物体和

地点的描述往往需要更具体的指向。

相比之下，英语儿童更倾向于使用耸肩手势来表达不

确定和提问。耸肩是英语文化中常见的非言语行为，可以传

达无助或不知情的感觉。当说英语的儿童对某种情况或答

案感到困惑时，他们可能会一边耸肩一边问 “What should I 

do?”，用这个手势强调他们对帮助和信息的需求。

3. 影响疑问句习得中非言语交际差异的因素

3.1 文化因素

文化背景对儿童的非言语交际模式有着深远的影响，

这在他们疑问句习得的过程中尤为明显。中国文化深深植根

于儒家价值观，非常强调社会交往中的尊重、等级制度与和

谐。这种文化精神体现在交际实践中，就是注重表达的清晰

和直接，以避免误解，因为含糊不清可能会破坏和谐的社会

秩序。

在中国的交际中，儿童从小就被潜移默化地引导使用

更直接、具体的非言语线索。例如，指点手势不仅常见，而

且是一种非常实用的方式，可以清楚地表明问题的对象。当

中国儿童想询问一个不熟悉的物体时，他们会本能地伸出食

指指向该物体，同时提出问题。这个手势作为语言的视觉补

充，避免了误解。此外，在家庭环境中，中国父母经常鼓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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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在向长辈提问时，使用礼貌的非言语信号，如保持适当

的眼神交流、采用恭敬的姿势等。这些非言语行为被视为表

达尊重和礼貌的重要组成部分，强化了中国社会所蕴含的文

化价值观。

相比之下，受个人主义和表达自由理念影响的英语文

化，孕育了一套不同的非言语交际规范。个人主义强调个人

自主、独特性以及公开表达自己想法和感受的权利。耸肩手

势传达个人的不确定性和对帮助的需求，是与这些文化特征

相符的非言语线索的典型例子。当说英语的儿童遇到不确定

答案或需要帮助的情况时，他们可能会在提问时耸肩。这个

手势不仅传达了他们的知识欠缺，还表达了他们愿意寻求他

人意见的态度，反映了一种开放和合作的交际方式。

这些文化差异显著地塑造了儿童在疑问句习得过程中

对非言语线索的偏好。正如霍夫斯泰德所指出的，文化价值

观作为一个指导框架，影响着交际的方方面面，包括非言语

行为。受文化中对清晰和尊重的强调影响，中国儿童更多地

依赖直接的非言语线索来提高问题的准确性。另一方面，在

个人主义文化氛围的鼓励下，说英语的儿童更倾向于使用表

达个人状态和情感的非言语线索，使他们的交流更加个性化

和富有表现力。

3.2 语言因素 

语言结构上的差异也导致了非语言交际的不同。汉语

作为一种分析性语言，疑问句的语法框架相对简单直接，主

要依赖助词和语序变化。例如，疑问助词“吗”是一个常用

的标记，只需添加在陈述句末尾，就能将其转变为一般疑问

句。学习汉语的孩子可能会说“他吃饭吗？”，字面意思是“他

吃饭吗？”，通过在基本句子“他吃饭”后面添加“吗”，

展示了从陈述句到疑问句的简单转变。在语序变化方面，对

于特殊疑问句，汉语通常将疑问词放在句子中合适的位置，

无需复杂的词形变化。比如，“你什么时候去学校？”，遵

循正常的主谓宾语序，将疑问短语“什么时候”插入其中。

一旦孩子们掌握了这些简单的规则，仅通过语言就能清楚地

传达疑问意图，从而减少了用非语言提示来表达疑问的必要

性。在日常互动中，中国孩子可能仅仅通过口头形式提出问

题并得到回应，无需依赖额外的手势或面部表情来强调话语

的疑问性质。 

相反，英语在构建疑问句方面有一个更复杂的系统，

涉及助动词和主谓倒装。在一般疑问句中，像“do”“-

does”“is”“are”等助动词起着关键作用。例如，陈述句“He 

plays football”（ 他 踢 足 球） 变 成“Does he play football?”

（他踢足球吗？），添加了助动词“does”并进行了主谓倒

装。对于特殊疑问句，不仅疑问词要放在句首，而且在大多

数情况下还会出现主谓倒装，比如“Where does he live?”这

种复杂的语法结构要求孩子们同时掌握多个要素。非语言提

示成为了说英语的孩子更有效地表达问题细微之处的宝贵

工具。扬起眉毛或好奇的语气可以对问题加以强调，明确这

是真正的询问、反问还是带有怀疑的提问。即使孩子们掌握

了英语疑问句的语法规则，非语言交际仍然是语言表达的重

要补充。在社交交流中，说英语的孩子在问“How should I 

know?”（我怎么会知道？）时可能会使用耸肩的手势，进

一步强调他们的不知情或无助，增强整体的交际效果，并表

达仅靠语言可能无法完全传达的情感。 

4. 启示

4.1 对语言教学的启示

对于语言教学而言，了解非语言交际在中英儿童疑问

句习得中的作用，有助于教师设计更有效的教学方法。当把

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给说英语的孩子时，汉语疑问句的独特

特征以及相应的非语言提示需要有针对性的教学方法。教师

可以从在课程中融入语调训练开始。由于汉语有声调特点，

疑问句的语调通常在句末上扬，尤其是当涉及疑问助词“吗”

时。例如，在教“你喜欢苹果吗？”（Do you like apples?）

这句话时，教师可以夸张句末的上扬语调，并伴随着手部轻

微向上的动作，从视觉上呈现音调的变化。这种多感官教

学方法有助于学生更好地将语调模式与疑问功能联系起来。 

指向手势也值得特别关注。在汉语中，指向是澄清问题对象

的一种常见且直接的方式。教师可以创设实际场景，鼓励学

生在提问时使用指向手势。例如，在课堂设置的超市场景中，

学生可能会指着一个玩具问“这个多少钱？”（How much 

is this?）。通过在模拟的现实生活场景中反复练习，学生可

以逐渐理解指向手势如何增强汉语疑问句的清晰度，并将其

融入自己的交流习惯中。 相反，在教说汉语的孩子英语时，

教师需要考虑英语非语言提示背后丰富的文化内涵。例如，

耸肩不仅仅是一个肢体动作，而是一种深深植根于英语文化

中的非语言信号，传达着不确定和求助的意味。教师可以先

解释耸肩在英语国家的文化意义，来引入这个手势。他们可

以展示以英语为母语的人在各种情况下使用耸肩手势的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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频片段，比如在回答像“我不知道。你怎么看？”这样的问

题时。然后，在角色扮演活动中，可以鼓励学生在提问或

表达怀疑时将耸肩融入他们的表现中。例如，在练习“How 

can I solve this problem?”（我该如何解决这个问题？）这个

问题时，学生可以在提问的同时做出耸肩的手势，更好地传

达无助感。 此外，像扬眉和面部表情等英语非语言提示在

表达疑问句的细微差别方面也起着重要作用。教师可以设计

练习，让学生练习使用不同的面部表情来改变同一个问题的

含义。例如，带着惊讶的表情问“Really?”（真的吗？）意

味着怀疑，而用平静的表情问则可能只是寻求确认。通过帮

助学生掌握如何使用这些非语言提示，教师可以使他们更准

确地表达英语疑问句的细微差别，弥合中英交流风格之间的

差距，提高他们的整体英语语言能力。 

4.2 对跨文化交际的启示 

这项研究对跨文化交际也有着深远且至关重要的影响。

在中英个体之间的跨文化互动领域，中英儿童在疑问句习得

过程中使用的不同非语言提示，可能会对成年后的交际产生

深远的延续影响。在全球化语境下，不同国家、不同文化之

间的有效交流沟通不仅建立在掌握和运用其语言，还需具备

相应的文化知识。教师需要有意识地注意培养学生用英语进

行跨文化交流的能力。通过意识到植根于疑问句习得中的非

语言交际差异，人们可以显著提高跨文化交际的有效性，促

进更好的相互理解和更和谐的跨文化互动。 

5. 结论 

本文从非语言交际的角度对中英儿童疑问句的习得过

程进行了比较研究。研究发现，尽管在语调以及面部表情作

为非语言提示的使用方面存在相似之处，但在肢体语言以及

非语言提示与语法结构之间的关系方面也存在差异。这些差

异受到文化和语言因素的影响。理解这些异同对于语言教学

和跨文化交际具有重要意义。未来的研究可以更深入地进一

步探究儿童语言习得中非语言交际和语言交际之间的动态

互动情况，并考虑社会环境和家庭背景等其他因素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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