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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问题的提出
笑是由感情激发而引起的一种具有交际作用

的生理机能反应。例如，婴儿吸吮时，他会笑。当

婴儿看到母亲对自己笑，他会回应母亲同样的微

笑。幸福愉快的笑常常被认为是深深植根于人体

体格之内的，从微笑中延伸出来的情绪；是由愉

快的情境（pleasant situations）引起的，不需要主动

调节的情绪；在这种情境下，向别人传达的精神

状态（mental states）。［1］另一方面，西格蒙德·弗

洛伊德认为，每个人都有压抑着的一些基本的、

却为社会所不能认同的冲动，如性欲、懒惰等，而

笑让人们缓解和释放了被压抑在潜意识里面的冲

动。综上所述，笑是人们由于神经反射，或情感激

发，或某种情境而引起的缓解被压抑冲动的情感

表达形式和社会性行为。Paul Ekman 和 Wallace 

V. Friesen 通过描述和模拟脸部活动的方法（脸

部动作编码系统，简称 FACS），把表情进行分类，

展开研究，如今以 FACS 为基础，已辨识出 148 种

笑容，例如：害羞、尴尬、嘲讽、钟爱、由衷的笑、皮 

笑等。

关于幼儿的“笑”的研究，国内外也有一些

研究成果，不过大部分都是研究婴儿的“笑”，或

者是他们的笑声。婴儿的“笑”，是婴儿在前语言

阶段，就已经能熟练地运用交往方式。爱笑的婴

儿其智力发育水平比不爱笑的婴儿要略高一些。

4 个月以后的婴儿的“笑”在反射式的“笑”

的基础上，发展了模仿的笑、“神经”的笑和重复

的笑。此时婴儿的“笑”是一种排解、释放和表达

反应。“笑”可以让婴儿得到放松。1 岁左右，婴

儿出现初步的幽默感，会借助一些奇怪搞笑的动

作，让自己或者他人很兴奋。当自己犯了错，婴儿

会做出一些动作来吸引成年人，分散成年人对自

己所做错事的注意力。

在 幼 儿 期，随 着 认 知 和 社 会 能 力 的 发 展，

出 现 了 愉 快 的 笑（joy）、嘲 笑（taunting）、逗 笑

（tickling）、幸 灾 乐 祸 的 笑（schadenfreude）。“笑”

是一个多方面的社会行为，笑的情感可以分为不

同的情感类别，可以接受不同的情感内涵中不同

类型的儿童的“笑”的意义。［2］ ［3］ ［4］紧张或兴奋

后的“笑”可以减少幼儿的紧张，积累和巩固有趣

的经验。［5］ ［6］

在幼儿期，“笑”可以表达自己的情绪情感，

进行人际交往，培养幽默感，促进幼儿社会性发

展。本研究采用自然观察的方法，对中大班的幼

儿在幼儿园的日常生活情境中出现的笑的类型、

原因和作用进行分类，探讨幼儿笑的种类、原因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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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在年龄、性别和笑的对象上的差异，探究幼儿

的积极情绪。

二、 研究方法
（一）  研究对象
本研究以广州市某两所幼儿园的 37 名中班

幼儿（男 19 名，女 18 名）和 31 名大班幼儿（男 17

名，女 14 名）为研究对象。中班幼儿的平均年龄

为 59.46 个月，年龄范围为 55—64 个月，标准差为

2.35；大班幼儿的平均年龄为 69.03 个月，年龄范

围为 65—73 个月，标准差为 2.50。

（二）  研究方法：事件抽样法

（三）  确定操作定义
笑的对象：（1） 同伴：对同伴笑； （2） 老师：

对老师笑； （3） 无：没有对其他人笑，如自娱自乐

中，幼儿自己一个人在一旁一边玩一边笑。

笑的种类：（1） 微笑表现为微微一笑，笑得

不夸张，如被教师表扬时，面部有笑的动作，但没

有发出笑声； （2） 欢笑表现为快活地笑，如在玩

游戏时，很欢快地笑，发出笑声；（3） 嬉笑表现为

嬉戏、玩闹地笑，如两个幼儿在嬉戏打闹，并发出

笑声； （4） 嘲笑，即取笑，别的幼儿被教师批评或

者别的幼儿出了错，如说错了话、做错了事等，就

会笑，有时伴有言语的嘲笑； （5） 尴尬的笑，即当

幼儿被教师批评后，或者被嘲笑后发出尴尬的笑。

笑 的 原 因：（1） 游 戏 的 乐 趣：玩 游 戏 时 的

开心，如幼儿在户外玩游戏时，会很欢快地笑； 

（2） 嬉戏玩闹：和同伴一起，以对方为娱乐对象，

聊天或互相逗着玩，如一个幼儿捏另一个幼儿的

脸，接着两个幼儿一边互相捏对方的脸，一边发出

笑声； （3） 成功完成某事：当自己做完某件事或

者完成某件作品时的开心，如有个幼儿在构建区

成功拼凑出自己的作品时，他会给别人看自己的

作品，并且会出现笑的表情； （4） 被表扬：当被教

师表扬时，会露出笑脸； （5） 滑稽：被某些搞怪的

话语或动作或音乐或事物而被逗笑，如在一次体

育活动中，教师做了一个搞怪的动作，逗得幼儿们

哈哈大笑； （6） 自娱自乐：自己一个人在一旁一

边玩耍一边笑，没有进行游戏，如有个幼儿自己一

个人蹲在地上玩蚂蚁，有时发出“嘻嘻”的笑声； 

（7） 被批评：当自己被教师批评时，自己会露出尴

尬的笑脸，当别人被教师批评时，会发出笑声，嘲

笑别人。

笑的作用：（1） 人际交往：微笑地和别人打

招呼，和自己的同伴嬉戏玩闹，促进他们的人际交

往； （2） 幽默感的形成：能够感受到别人滑稽的

话语或动作，有利于促进幽默感的形成（教师教

的舞蹈动作很搞笑，被教师的动作逗笑）；（3） 抒

发愉悦心情：玩游戏时的大笑，抒发内心愉悦的

心情；自娱自乐，自己在探索中找到乐趣，很开

心； （4） 缓解情绪：自己被教师批评后的尴尬的

笑，缓解尴尬情绪； （5） 自我满足：幼儿被教师表

扬后的笑，满足了他们内心被肯定的需要。

（四）  制定观察细则，培训主试
研究者制定出详细、科学、可行的观察细则，

依据观察细则进行预备观察，在预备观察过程中，

掌握笑的种类、原因和作用的操作定义，并进行必

要的修正。

（五）  预备观察
对所选幼儿园幼儿进行 2 次预备观察（每周

一次），以训练观察和记录能力。

（六）  观察者信度
两名主试对一个班级进行一天的观察。观察

一致性为：行为者的性别 100%；笑的种类 92%；

笑的原因 90%。

（七）  正式观察
正式观察为期 45 天，每天的观察时间是上午

8:00—11:00，下午 2:30—5:00，观察范围是幼儿在

园的日常活动中的笑。

（八）  数据处理
将收集的数据进行编码整理，采用 SPSS16.0

进行数据统计与分析。

三、 结果
（一）  4—6岁幼儿“笑的对象”发生频率

的描述性统计分析

表1　 4—6岁幼儿“笑的对象”发生频率分析

同伴 老师 无 总数

频数 102 6 15 123

频率 82.9% 4.9% 12.2% 100.0%

由 表 1 可 知，4—6 岁 幼 儿“笑 的 对 象”（即

幼儿对谁笑）中，对同伴笑的频率是最高的，其

次是没有对任何人笑，对老师笑的频率是最低

的。对不同笑的对象进行 X2 检验，结果表明，不

同笑的对象之间存在显著差异（X2=137.1，df=2，

p ＜ .05）。其中，“对同伴笑”与“对老师笑”“无”

均 存 在 显 著 差 异（X2=85.33，df=1，p ＜ .05；

X2=64.69，df=1，p ＜ .05），所以，“对同伴笑”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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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于“对老师笑”和“无”。

表2　 4—6岁幼儿“笑的种类”发生频率分析

微笑 欢笑 嬉笑 嘲笑 尴尬的笑 总数

频数 8 63 47 4 1 123

频率 6.5% 51.2% 38.2% 3.3% 0.8% 100.0%

由 表 2 可 知，4—6 岁 幼 儿“笑 的 种 类”中，

“欢笑”发生的频率是最高的，其次是“嬉笑”，

“微 笑”“嘲 笑”和“尴 尬 的 笑”发 生 的 频 率 很

低。对不同笑的种类进行 X2 检验，结果表明，不

同笑的种类之间存在显著差异（X2=131.4，df=4，

p ＜ .05）。 其 中，“欢 笑”与“微 笑”“嘲 笑”“尴

尬 的 笑”均 存 在 显 著 差 异（X2=42.61，df=1，

p ＜ .05；X2=51.96，df=1，p ＜ .05；X2=60.06，

df=1，p ＜ .05），“嬉 笑”与“微 笑”“嘲 笑”“尴

尬 的 笑”也 均 存 在 显 著 差 异（X2=27.66，df=1，

p ＜ .05；X2=36.26，df=1，p ＜ .05；X2=44.08，

df=1，p ＜ .05），所以，“欢笑”和“嬉笑” 显著高

于其他三种笑的种类。

表3　 4—6岁幼儿“笑的原因”发生频率分析

游戏的
乐趣

嬉戏
玩闹

成功
完成
某事

滑稽
（话语/动
作/声音/
事物）

自娱
自乐

被批
评

被表
扬

总数

频数 28 43 7 29 10 3 3 123
频率 22.8% 35% 5.7% 23.6% 8.1% 2.4% 2.4% 100.0%

由 表 3 可 知，幼 儿“笑 的 原 因”中，因“嬉

戏 玩 闹”而 笑 的 频 率 发 生 最 高，其 次 是“滑

稽”“游 戏 的 乐 趣”“自 娱 自 乐”“成 功 完 成 某

事”，因“被 批 评”和“被 表 扬”而 笑 的 频 率 发

生 最 低。 对 不 同 笑 的 原 因 进 行 X2 检 验，结 果

表 明，不 同 笑 的 原 因 之 间 存 在 极 其 显 著 差 异

（X2=84.211，df=6，p ＜ .01）。 其 中，“嬉 戏 玩

闹”与“自娱自乐”“成功完成某事”“被批评”

和“被表扬”均存在显著差异（X2=20.55，df=1，

p ＜ .05；X2=25.92，df=1，p ＜ .05；X2=34.78，

df=1，p ＜ .05；X2=34.78，df=1，p ＜ .05）；“滑

稽”与“自 娱 自 乐”“成 功 完 成 某 事”“被 批

评”和“被 表 扬”均 存 在 显 著 差 异（X2=9.26，

d f = 1 ，p ＜ . 0 5 ；X 2= 1 3 . 4 4 ，d f = 1 ，p ＜ . 0 5 ；

X 2=21 .13，df=1，p ＜ .05；X 2=21.13，df=1，

p ＜ .05）；“游 戏 的 乐 趣”与“自 娱 自 乐”“成 功

完成某事”“被批评”和“被表扬”均存在显著

差 异（X2=8.53，df=1，p ＜ .05；X2=12.60，df=1，

p ＜ .05；X2=20.16，df=1，p ＜ .05；X2=20.16，

df=1，p ＜ .05），所以，“嬉戏玩闹”“滑稽”和“游

戏的乐趣”显著高于“自娱自乐”“成功完成某

事”“被批评”和“被表扬”。

表4　4—6岁幼儿“笑的作用”发生频率分析

人际
交往

幽默
感的
形成

抒发
愉悦
心情

缓解
情绪

自我
满足

总数

频数 50 34 29 1 9 123

频率 40.7% 27.6% 23.6% 0.8% 7.3% 100.0%

由表4可知，幼儿笑的作用中，“人际交往”的

频率发生最高，其次是“幽默感的形成”“抒发愉悦

心情”“自我满足”，“缓解情绪”的频率发生最低。

（二）  4—6岁幼儿“笑的对象”在“笑的种

类”上的差异分析
对不同笑的对象在笑的种类上是否存在差

异，进行了 3×5（对象 × 种类）列联表 X2 检验，

结果表明，不同笑的对象在“笑的种类”上存在

极 其 显 著 差 异（X2=26.965，df=8，p ＜ .01）。 其

中，“对同伴笑”和“无”在“笑的种类”上存在显

著 差 异（X2=76.118，df=3，p ＜ .01；X2=14.067，

df=3，p ＜ .01），“对 老 师 笑”在“笑 的 种 类”上

不存在显著差异（X2=2.667，df=1，p ＞ .05）。通

过 X2 检验，在“欢笑”中，“对同伴笑”与“对老

师 笑”“无”均 存 在 显 著 差 异（X2=34.89，df=1，

p ＜ .05；X2=24.90，df=1，p ＜ .05）。

由图1可知，在“欢笑”中，“对同伴笑”显著

高于“对老师笑”和“无”；在“嬉笑”中，观察者所

观察的事件都是“对同伴笑”；在“嘲笑”中，“对

同伴笑”和“无”的事件各占一半；在“尴尬的笑”

中，研究者只观察到一个事件，并且没有对其他 

人笑。

图1　4—6岁幼儿“笑的对象”在“笑的种类”上的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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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4—6岁幼儿“笑的对象”在“笑的原

因”上的差异分析
对不同笑的对象在笑的原因上是否存在差

异，进行了 3×7（对象 × 原因）列联表 X2 检验，

结果表明，不同笑的对象在“笑的原因”上存在极

其显著差异（X2=51.462，df=12，p ＜ .01）。其中，

“对同伴笑”在“笑的原因”上存在极其显著差异

（X2=71.176，df=5，p ＜ .01），“对老师笑”和“无”

在“笑 的 原 因”上 不 存 在 显 著 差 异（X2=5.671，

df=1，p ＞ .05； X2=3.333，df=1，p ＞ .05）。 通 过

X2 检验，在“游戏的乐趣”中，“对同伴笑”与“对

老师笑”“无”均存在显著差异（X2=13.50，df=1，

p ＜ .05；X2=11.56，df=1，p ＜ .05）；在“滑 稽（话

语 / 动作 / 声音 / 事物）”中，“对同伴笑”与“对

老师笑”“无”均存在显著差异（X2=16.33，df=1，

p ＜ .05；X2=18.62，df=1，p ＜ .05）。

经常在一起活动、聊天、嬉戏玩闹。当幼儿在独自

探索，发现了有趣新奇的事物时，他们会独自发

笑，把自己愉悦的心情表露出来与同伴分享，彼此

之间建立了一种比较亲密的关系，交际对象由成

年人转向同龄人。幼儿通常喜欢对自己亲密的同

伴“笑”，更倾向于对和自己熟悉的人“笑”。他

们通过“笑”来拉近和同伴的关系，初步建立友

谊。所以，幼儿“对同伴笑”的频率最高，说明了

幼儿的“笑”与亲密程度有关。

（二）  4—6岁幼儿的“笑”与心理需要有关
本研究结果表明，4—6岁幼儿“笑的种类”

中，“欢笑”发生的频率是最高的，其次是“嬉笑”，

“微笑”“嘲笑”和“尴尬的笑”发生的频率很低，

“欢笑”和“嬉笑” 显著高于其他三种笑的种类。

幼儿通过“笑”来满足自身的心理需要，来

帮助自己宣泄冲动，放松压力，缓解紧张和忧虑。

幼儿的“欢笑”是因为他们感到愉悦，精神上得

到了满足，需要表达自己内心欢快的情绪，把压

抑在内心的冲动宣泄出来。在幼儿园里，游戏是

幼儿的主要活动。幼儿在游戏过程中，身心放松，

心情愉悦、兴奋，就通过“欢笑”来把内心的兴奋

宣泄出去。当幼儿听到搞笑的话语、声音，看到

搞怪的动作、事物时，也会欢笑；当他们被教师表

扬时，也会欢笑。所以，幼儿的“欢笑”发生的频

率是最高的。幼儿与同伴间的互动最多，经常与

同伴一起嬉戏玩闹。当他们嬉戏玩闹时，常伴随

着“嬉笑”的出现。所以，“嬉笑”发生的频率仅

次于“欢笑”。很多幼儿在看到搞怪的动作时，会

欢笑，也有的幼儿只是微微一笑，这可能与个人对

滑稽的理解有关，也可能与幼儿当时的心情有关，

甚至还有很多其他因素的影响，所以，“微笑”发

生的频率很低。幼儿嘲笑别人，自己会获得一种

快感。他们通过嘲笑他人来寻求乐趣，觉得被嘲

笑者的难堪和其他幼儿的哄堂大笑，会让他们有

一种“成就感”。他们通过嘲笑别人来获得快感

和“成就感”，使自己得以愉悦。但是，“嘲笑”的

发生频率很低，因为当别的幼儿做了事或者说错

了话或被教师批评时，幼儿才会嘲笑对方。研究

者观察到的“嘲笑”，都出现在大班，大都是因为

从众心理而跟随大家一起笑的。幼儿出现“尴尬

的笑”的频率很低，因为大多数幼儿在被教师批

评后，会很难堪、沮丧或哭泣，不过也有幼儿会用

“笑”来缓解尴尬情绪，把内心的紧张感和焦虑感

减少到最小的程度。不过这只是少数，很少出现。

图2　4—6岁幼儿“笑的对象”在“笑的原因”上的分布

由图 2 可知，在“游戏的乐趣”中，“对同伴

笑”显著高于“对老师笑”和“无”；在“嬉戏玩

闹”和“成功完成某事”中，研究者所观察的事件

都是“对同伴笑”；在“滑稽（话语 / 动作 / 声音 /

事物）”中，“对同伴笑”显著高于“对老师笑”和

“无”；在“自娱自乐”中，“对同伴笑”和“无”的

事件发生频率各占一半；在“被批评”中，“无”的

事件有 3 个，“对同伴笑”和“对老师笑”的事件都

没有；在“被表扬”中，“对同伴笑”和“无”的事

件均有发生，“对老师笑”的事件没有观察到。

四、 讨论
（一）  4—6岁幼儿的“笑”与亲密程度有关
结果表明，4—6 岁幼儿“笑的对象”（即幼儿

对谁笑）中，“对同伴笑”的频率是最高的，其次是

没有对任何人笑，“对老师笑”的频率是最低的，

“对同伴笑”显著高于“对老师笑”和“无”。

幼儿在幼儿园中，与同伴的互动最多，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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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幼儿的“笑”与心理需要有关，“笑”满

足了他们心理上的需求。

（三）  4—6岁幼儿的笑与认知和发生情境

有关
本研究结果表明，4—6 岁幼儿笑的原因中，

因嬉戏玩闹而笑的频率发生最高，其次是因某个

话语、动作、声音、事物或者游戏的乐趣、自娱自

乐、成功完成某事，因被批评和被表扬而笑的频率

发生最低，“嬉戏玩闹”“滑稽”和“游戏的乐趣”

显著高于“自娱自乐”“成功完成某事”“被批评”

和“被表扬”。

随着幼儿认知的发展，当某个话语、动作、声音

或事物与他们原有的经验不一致时，他们会觉得很

滑稽，就会“笑”。这是幼儿幽默感形成的初步阶

段。幼儿在成长过程中，会接触到越来越多的事物

和人，对周围的世界有了一定的了解，他们的认知

得到进一步发展，促进了他们幽默感的发展，慢慢

地理解幽默，并尝试着创造和应对幽默。在幼儿园

里，当同伴、教师发出搞笑的声音或者做一些搞怪

的动作或者看到一些有趣的事物时，幼儿就会觉得

很滑稽，就会“笑”，这在幼儿园里时常发生，所以

因某个话语或动作或声音或事物而“笑”的频率发

生也很高。在幼儿园，游戏是幼儿的主要活动，所

以幼儿因游戏的乐趣而“笑”的频率发生很高，仅

次于“嬉戏玩闹而笑”和“因某个话语或动作或声

音或事物而笑”。因为大多数幼儿当自己被教师批

评时，会很难堪、沮丧或哭泣，很少会用“笑”来缓

解情绪，所以，因被批评而笑的频率发生最低。研

究者在观察中很少观察到教师对幼儿进行表扬，所

以因被表扬而笑的频率发生也最低。因此，“嬉戏

玩闹”“滑稽”和“游戏的乐趣”显著高于“自娱自

乐”“成功完成某事”“被批评”和“被表扬”。

幼儿的笑都在一定的情境下发生。当他们

在户外进行游戏时，感受到游戏的快乐，笑就会产

生；当他们在自己探索时，为发现新事物而笑；当

他们成功完成一件事时，他们会很高兴地笑；当

自己被教师批评时，幼儿会用“笑”来缓解自己的

尴尬情绪；当自己被表扬时，幼儿也会用“笑”来

表达自己内心的开心。综上所述，从“笑的原因”

中可知，幼儿的笑与认知和发生情境有关。

（四）  4—6岁幼儿的笑与社会性发展有关
本研究结果表明，4—6 岁幼儿“笑的作用”

中，“人际交往”的频率发生最高，其次是“幽默感

的形成”“抒发愉悦心情”“自我满足”，“缓解情

绪”的频率发生最低。

在幼儿“笑的作用”中，研究者发现促进幼儿

人际交往的作用最为明显。幼儿在幼儿园里接触

最多的是同伴和老师，而他们要学会处理同伴关

系和师幼关系这两种主要的人际关系。他们通过

“笑”这种社会性技能，表达自己的情绪情感，初

步了解和处理人际关系，逐渐和他人建立起亲密、

友好关系和友谊，从而满足自己社会性交往的需

要。幼儿通过“笑”来促进自己人际交往能力的

发展，使自己不断地融入周围新的环境中去，扩大

自己的交际圈，促进个体社会化的发展。所以在

幼儿“笑的作用”中，“人际交往”的频率发生最

高。由此可知，幼儿的“笑”与社会性发展有关。

（五）  4—6岁幼儿“笑的对象”在“笑的种

类”上存在极其显著差异
本研究结果表明，4—6 岁幼儿“笑的对象”

在“笑的种类”上存在极其显著差异。在“欢笑”

中，“对同伴笑”显著高于“对老师笑”和“无”；

在“嬉笑”中，观察者所观察的事件都是“对同伴

笑”；在“嘲笑”中，“对同伴笑”和“无”的事件

各占一半；在“尴尬的笑”中，研究者只观察到一

个事件，并且没有对其他人笑。

“笑的对象”在“笑的种类”上存在显著差

异，是因为不同笑的种类就影响着笑的对象的

不同。幼儿在幼儿园与同伴的互动最多，在一

起玩闹的时间也最多，所以他们常对同伴欢笑

和嬉笑。所以，在这两种笑中，“对同伴笑”的

事件是最多的，显著高于“对老师笑”和“无”。

也就是说，在“欢笑”和“嬉笑”中，幼儿更倾向

于“对同伴笑”。有些幼儿通过嘲笑同伴来获得

“成就感”，所以他们是“对同伴笑”。有一些幼

儿是由于从众心理而跟着别人笑，他们看到别

人笑，自己还没弄清楚笑的缘由就跟着别人笑

起来。这些幼儿只是自己笑，并没有对别人笑。

所以，在“嘲笑”中，“对同伴笑”和“无”的事件

各占一半。当幼儿尴尬的时候，他们会觉得很

紧张和窘迫，他们不会对别人笑，而是自己露出

尴尬的笑容，以缓解内心的尴尬情绪。所以在

“尴尬的笑”中，幼儿没有对其他人笑。综上所述，

在不同笑的种类中，“笑的对象”的倾向性就会不

同，幼儿笑的对象在笑的种类上存在显著差异。

（六）  4—6岁幼儿“笑的对象”在“笑的原

因”上存在极其显著差异
本研究结果表明，4—6 岁幼儿“笑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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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笑的原因”上存在极其显著差异。在“游戏

的乐趣”中，“对同伴笑”显著高于“对老师笑”

和“无”；在“嬉戏玩闹”和“成功完成某事”中，

研究者所观察的事件都是“对同伴笑”；在“滑稽

（话语 / 动作 / 声音 / 事物）”中，“对同伴笑”显

著高于“对老师笑”和“无”；在“自娱自乐”中，

“对同伴笑”和“无”的事件发生频率各占一半；

在“被批评”中，研究者所观察的事件都是“无”；

在“被表扬”中，“对同伴笑”和“无”的事件均有

发生，“对老师笑”的事件没有观察到。

“笑的对象”在“笑的原因”上存在显著差异，

是因为不同笑的原因会影响着笑的对象的不同。

幼儿在游戏过程中，都是和同伴在一起，很少与教

师有互动，教师偶尔也会参与到其中，不过多数是

指导和提醒，所以“对同伴笑”的事件最多，“对同

伴笑”显著高于“对老师笑”和“无”。也就是说，

幼儿更倾向于“对同伴笑”。幼儿如果成功完成某

件事，他们也更倾向于给同伴展示自己的厉害和

喜悦的笑容。幼儿因滑稽而被逗笑的事件中，多

数是被同伴逗笑的，他们多数是“对同伴笑”。他

们也会对老师笑，因为有时老师搞笑的动作令他

们发笑。他们也会对着有趣的事物“笑”。在自

娱自乐中，幼儿独自发笑，因为这是他们自己探索

发现了新事物。当他们发现了新事物时，他们喜

欢和同伴进行交流与分享，就会对着同伴抒发自

己愉悦的心情。所以在“自娱自乐”中，“对同伴

笑”和“无”的事件发生频率各占一半。当自己

被批评时，幼儿并不会对其他人笑，因为此时的他

们犯了错，感到羞愧和尴尬，只能独自用“笑”来

缓解内心的情绪。所以，在“被批评”中，“对同伴

笑”和“对老师笑”的事件都没有观察到。当幼儿

被表扬时，有些会对同伴笑，以分享自己的开心。

有些则会淡淡一笑，并没有对其他人笑。所以，在

“被表扬”中，“对同伴笑”和“无”的事件均有发

生，“对老师笑”的事件没有观察到。综上所述，

在不同“笑的原因”中，“笑的对象”也会有所不

同，幼儿“笑的对象”在“笑的原因”上存在显著 

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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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套图书是幼儿园美术活

动配套用书，小中大班每学期一

册，共 6 册，每册 16 个活动，一周

一个活动。每个活动都是基于

主题活动、幼儿年龄和表现手法三个维度精心设计，通过日常生活的体验和图片的欣赏，引导幼

儿感受各种美的事物和情感，并以一定的艺术手法表达表现自己的独特的情感体验。本书的特

色在于提供大量的欣赏图片、采用丰富的作画形式、充分尊重幼儿的个性和情感、自然而然地激

发幼儿的创意表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