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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文章简要介绍了儿童社会-道德发展领域中有关 快乐的损人者 现象的研究概况 回顾了儿童社

会认知发展领域有关情绪理解和归因的研究 指出在损人者情绪归因研究中引入有关社会认知变量

的必要性 并讨论了未来的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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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 10 多年来 有关 快乐的损人者 happy victimizer 现象[1]引起了研究者的兴趣

这是一种道德情感与道德认知相脱离的现象 即儿童虽然知道损人行为不对 却认为损人者

会感到 高兴 而在成人看来 既然知道损人行为不对 就应对此感到不安或愧疚  

对于这种现象的研究 自 20 世纪 80 年代至今 已经进行了 10 多年 虽然它是一个情

绪归因的问题 但主要在道德发展领域内进行 有关研究主要关注两个问题 一是 快乐的

损人者 现象产生的原因 另一个是 快乐的损人者 现象发展变化的过程 综观已有研究

结果不尽相同 笔者认为 情绪归因是一个复杂的社会认知过程 而现有的研究却很少考虑

儿童社会认知能力发展这一变量的影响 因此难以对研究中出现的不同结果进行解释 本文

将从分析研究现状入手 对其中的社会认知因素进行探讨  

1 研究概况 
对 快乐的损人者 现象产生的原因主要有两种解释 一种解释认为 儿童虽然了解有

关道德规范 但只把它当作一种知识 而未将它内化为动机[2] 另一种解释则认为 儿童有

关情绪归因受到其移情能力的影响 如果儿童注意到受害者的情绪反应 他们判断损人者 高

兴 的程度将会下降[1] 但是这两种理论都不能很好地解释实验中出现的一些现象 如为什

么被试会判断一个损人事件的旁观者感到 不高兴 [2 3]  

对于 快乐的损人者 现象如何发展变化这一问题 不同的研究得出了不同的结果 有

研究发现 4―8 岁是发展的转折年龄 即 4 岁儿童基本是根据结果与意图的匹配关系判断

损人者感到 高兴 而 8 岁儿童则已经能够根据损人者违反了道德规范判断他感到 不高

兴 [2-4] 但更多的研究却表明 在 4―8 岁这个阶段 儿童的有关发展是极为缓慢和微妙的

但没有发现翻转现象 随着年龄的增长 儿童对损人者的情绪归因中逐渐出现了冲突的情绪

即被试判断损人者可能感到 高兴 也可能感到 不高兴 [1, 3, 5, 6] 另外 我国儿童中虽

然也存在 快乐的损人者 现象 但似乎表现出不同于西方儿童的特点 例如 有研究表明

我国儿童自 4 岁起 判断损人者 不高兴 的比例就占半数以上[4] 也有研究表明[6] 在假

设的损人情境中 我国儿童对自己作为损人者的情绪判断不同于对故事中损人者的情绪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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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 两者表现出完全不同的发展历程 对故事中损人者的情绪判断虽几经波折 但总体上是

高兴 的情绪占优势 而对自己作为损人者的情绪判断 从 4 岁开始就是 不高兴 的比

例高于 高兴 的比例 并且 不高兴 的比例随年龄增长而持续上升 到 6 岁 绝大部分

的儿童都判断自己作为损人者会感到 不高兴 [7]  

研究中出现这样的复杂情况 与变量的复杂性是紧密相关的 复杂性来自两方面 即实

验情境变量的复杂性和被试变量的复杂性 后者包括被试的道德认知水平 社会认知能力

以及文化和教育因素等 而其中的社会认知变量与情境变量是紧密相关的 被试对情境的知

觉和解释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的社会认知能力 而情境的复杂性使社会认知因素的影响更

为突出 因此 对社会认知因素及其与情景因素的交互作用对被试情绪归因的影响进行探查

对全面 深入地了解儿童对损人者情绪归因的特点及其发展变化是十分必要的 以下就这两

方面的影响进行分析  

2 儿童社会认知能力发展对情绪归因的影响 
损人情境是复杂的 而它所引起的情绪也是复杂的 那么 这些复杂因素和复杂情绪在

儿童的头脑中是如何表征的 儿童又是如何对它们进行分析推理的 这些问题主要涉及儿

童以下社会认知能力及其发展  

2.1 儿童对行为动机和意图的理解能力及其发展 

20 世纪 80 年代到 90 年代初 兴起了有关儿童的心理知识的研究[8 9] 有关研究[10]表

明 儿童从 3―4 岁起 就获得了对人类行为和情绪进行因果解释和推理的知识 已经懂得

人的行为基于其内心的信念 beliefs 和愿望 desires 例如 他们知道一个人去某个面包

厂买面包 是因为他想吃某种面包 愿望 而他相信这个面包厂做这种面包 信念 这种

基于某种信念和期望的行为将产生一个结果 例如 在那个面包厂没有买到想要的面包

而这个结果将引发人的情绪反应 生气 沮丧 失望等 情绪反应又会反过来修正和更新

人的信念和愿望 不再那么向往和相信那个面包厂 儿童能够依据有关某个人的信念和愿

望的信息 来推测其行为 也能据此推测人可能产生的情绪反应 有关 快乐的损人者 现

象的研究发现 儿童是依据 意图-结果 的匹配关系来对损人者的行为做出判断的[2, 4] 这

反映了上述 心理理论 在儿童情绪归因中的作用  

既然儿童知道人的意图 动机 情绪 态度等心理倾向会影响其行为和对某事件的情绪

反应 而向他们呈现的社会道德事件 可能为他们判断故事中主人公的这些心理倾向提供了

线索 他们是如何通过故事情境来判断主人公的品质的 这些判断对他们的情绪归因有什么

影响 这些都是今后的研究需要考虑的问题  

2.2 儿童社会归因能力的发展变化 

研究发现 对于解释行为或情绪的各种因素 儿童给予的权重是不同的 如在人的原因

中 幼儿更倾向于对暂时的心理状态 如意图 动机等 进行推测 而很少考虑人的稳定的

心理品质[11] 随着年龄的增长 儿童社会归因的权重逐渐发生变化 例如 在预测人的行

为时 小学儿童比幼儿更多地考虑人的品性 traits 这一因素 但到 10 岁以后 儿童根据

品性来预测情绪的能力才出现较大的进步[12]  

也有研究探查了儿童对人的行为意图进行归因的原则 研究发现 儿童对这些原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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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和使用有一定的发展规律 儿童进行因果解释所遵循的原则是有层级性的[13] 儿童最

早掌握 也是最占优势的判断他人意图的原则是匹配原则[11] 即如果某个行为的结果与其

意图相匹配 即好的动机有了好的结果 或者计划做某件事 而实际上又做了 那么该行

为就被判断为有意的 虽然学前期儿童也能依据行为是否可由行为者所控制 监控原则

行为的结果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 以及是否有明显的外部原因 折扣原则 等客观原则来进

行意图判断 但匹配原则在学前期儿童的意图判断中仍占有主导地位 而大些的孩子则能比

较一致地应用这些客观的原则来对人的意图进行判断[14]  

儿童根据人的品质进行情绪归因的发生发展过程是一个十分有趣的课题 虽然少有研究

报告学前儿童根据人的品质来进行社会情绪归因 但有研究证明 这种能力在儿童 7 8 岁

时已经开始出现[12] 故事情境对主人公的描述 为儿童判断其品质提供了依据 儿童是如

何据此判断人的品质的 他们对人的品质的判断如何影响其社会情绪归因 这些问题都需

要研究  

2.3 儿童理解复杂情绪的能力及其发展 

Arsenio[1]认为 儿童对损人事件的情绪归因由 高兴 向 不高兴 的转变不是突然

发生的 而是一个微妙的渐进的过程 学龄初期儿童已经开始认识到 损人者可能产生两种

相反的情绪反应 因此 儿童理解冲突情绪的能力 可能会对 快乐的损人者 现象的演变

发展有所影响  

Donaldson 等人[15]对儿童理解冲突情绪的能力进行了探察 研究中发现了儿童的不同

发展水平 水平 0 儿童能够正确识别单个的情绪反应 而不能理解多重情绪 包括冲突情

绪 的存在 水平 儿童能够理解多种情绪 包括冲突情绪的存在 但他们所理解的冲突情

绪是针对不同的行为事件的 即这些情绪是顺序发生的 而不是同时出现的 水平 儿童能

够认识到同一个人或针对同一件事可能产生冲突的情绪 并且能够考虑到情绪之间相互影响

的可能性 但他们还不能理解混合的情绪 不能理解过去的记忆或内部的心理过程是如何影

响当前的情绪的 水平 儿童能够理解混合的情绪 认识到针对同一个人或同一个情境可能

同时存在两种冲突的情绪 并能够把当前的情绪与人的记忆 思想和态度等协调起来 研究

发现 儿童理解不同冲突情绪的能力呈现出系列化的发展模式 4 5 岁儿童大部分处于水

平 0 或 1 大部分 7 8 岁儿童处于水平 1 或 2 而 10 11 岁儿童则主要处于水平 3 或 2  

另有研究从理解混合情绪的角度 来研究儿童有关发展[16] 研究发现 儿童理解同时

出现的情绪的发展可以划分为五个阶段或水平 水平 0 儿童不能理解同时出现的多种情绪

水平 1 儿童能够理解针对同一对象产生同类 积极或消极 的情绪 如因为弟弟把东西弄

乱了而感到伤心和生气 水平 2 理解针对不同对象同时产生同类的情绪 如因为没有事情

可做而感到无聊 同时因为妈妈惩罚而感到生气 水平 3 理解针对不同对象同时产生的

不同类情绪 如因为担心妈妈惩罚而感到害怕 同时因为能看电视而感到高兴 水平 4

理解针对同一对象产生的不同类情绪 如奶奶来看我 我很高兴 但生气她没有给我带礼物

来 根据 Harter等人的研究 4-5 岁儿童大部分处于水平 0 5―7 岁儿童大部分处于水平 0

1 或 2 大部分 7―9 岁儿童处于水平 1 2 3 大部分 9―11 岁儿童处于水平 2 3 4 而

11―12 岁儿童则大部分处于水平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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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研究用等级评定方法来探查 7―20 岁被试对自己在各种假设情境中的情绪预测[17]

研究发现 虽然在实验情境中出现了年龄的主效应 但即便是 7 8 岁儿童 也已经能够作

出与成人的模式相似的情绪预测 即在大多数实验情境中预期自己会产生多于一种的情绪反

应 如愤怒时同时感到伤心或害怕 快乐的时候同时感到爱 该研究要求被试对不同情境下

可能产生的各种情绪进行等级评定 这种方法比开放式的访谈法更能灵敏地探测出儿童的反

应 因此 在今后有关损人者情绪归因的研究中 应考虑用更敏感的手段探察儿童对多种可

能情绪的预期  

3 情境线索明显性的影响 
有研究表明 在真实情境中 幼儿能够比较准确地判断人的某些情绪反应及其强度 但

却不能准确地判定其原因 他们对情绪原因的判断受到线索的明显性的影响[18] 这与儿童

缺乏社会经验和足够的认知能力有关 因此 儿童社会认知能力与情境因素之间是存在交互

作用的 在研究中必须考虑到以下复杂的情境因素对儿童知觉和理解的影响  

3.1 影响情绪的复杂因素 

损人情境中影响情绪的因素很多 其中有人的因素 也有情境因素 Miller P. H.等人[11]

曾对影响社会行为的人的因素和情境因素作了详细的划分  

Miller认为 人的因素可以划分为心理因素和生理因素 心理因素中包括暂时的心理状

态 如意图 动机 情绪 信息加工积极性等 和稳定的品质如人格特征或智力等 生理

因素包括不可观察的因素 如生理状态 生理的脑 和可观察的因素 外表 行为等  

而情境因素也可划分为心理因素和物质因素两种 前者如其他人的偏好 命令 奖励

社会压力等 后者则是指实物 如诱因等 情境-环境因素 如噪音水平 物理障碍 任务

参数等 和故事变量 假设事件 真实事件  

3.2 损人者可能出现的复杂情绪 

由于引起情绪的因素复杂 因此损人者产生的情绪也可能不是单一的而是复合的 例如

可能因为达到目的而感到开心痛快 同时因为损害他人利益而感到内疚 或者因为后果严重

而感到害怕 或因为看到受害者的痛苦而产生同情 等等  

在有关研究所用的故事中 既存在可能导致损人者 快乐 的因素 又存在可能导致损

人者 内疚 害怕 惭愧 等的因素 而各类线索的明显性和可解释性是不同的 例如

损人者的损人动机 如拿走别人的玩具 食物 报复等 通常是被明确告知的 损人的后果

如得到了想要的东西或达到了预期的目的 也是明显的 这些归因线索可能容易使被试作

出损人者 高兴 的情绪判断 而损人者的道德观念 品质等归因因素 被试就可能难以推

断出来 如果提高后者线索的明显性 使它容易被儿童所认识 则可能得出不同的结果 当

然 这一方面的研究需要考虑儿童是否已经懂得人的稳定心理特征 如品质等会对其情绪反

应有所影响 这就需要考察情境因素与儿童社会认知能力因素的交互作用 将两方面的研究

有机地结合起来  

过去有关 快乐的损人者 的研究选取了不同损人情境 如伤害 私拿他人财物 欺骗

等 考察了不同的结果 达到目的 未达到目的 后果的不同严重程度 损人者与受害者

的不同关系等因素的效应 以及不同主体 自己或他人 归因之间的差异及其发展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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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儿童社会道德情绪归因的研究 为人们提供了儿童道德判断和道德情感发展的丰富

知识 对于道德教育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但是 这是一个复杂的研究领域 需要综合考察

各种内外因素及其交互作用的影响 把社会认知有关变量引入社会道德情绪归因的研究 将

有助于剖析研究中出现的种种不一致结果 大大增进人们对儿童有关发展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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