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1994-2010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心 　理 　学 　报 　2005, 37 (5) : 606～612　
　A cta Psychologica S in ica

606　　

　收稿日期 : 2004 - 12 - 21

3 中国科学院重要方向项目 ( KSCXZ - SW - 221)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30270476)。

　通讯作者 :方格 , E2mail: fangg@p sych1ac1cn

学前儿童对事实、信念、愿望和情绪间关系的认知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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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76名 3至 5岁儿童接受了区分事实和信念、根据信念推测他人愿望、根据愿望推测他人情绪等实验任务 ,

通过考查学前儿童对事实、信念、愿望和情绪间关系的认知 ,探察学前儿童心理理论发展的特点。结果显示 3岁儿

童在区分信念和事实时 ,出现错报事实或错报信念两种错误 ,而不单纯是现实主义偏向错误 ;在推测他人愿望时 ,

部分 3岁和 4岁儿童虽然能够正确报告他人的信念却不能正确推测他人愿望 ,愿望认知发展有其复杂性的一面。

学前儿童主要依据愿望推测他人情绪 ,儿童对信念和愿望的认知水平制约儿童对他人情绪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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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提出

　　心理理论是个体理解自己和他人心理状态的一

个知识系统 ,它包括各种独立概念和相互关联的一

系列因果规则 [ 1, 2 ]。2至 6岁是个体心理理论发展

的重要时期 ,研究主要考察这段时期心理理论的发

展过程和特点。在以往的研究中 ,大部分学者把信

念和愿望看作心理与客观世界建立联系的最基本形

式 [ 3, 4 ]
,心理理论的核心概念被归结为信念和愿

望 [ 5 ]
,儿童对这两个概念以及相关的若干关系的认

知成为心理理论研究的主要内容。

　　关于个体早期心理理论发展的过程和特点 ,

Bartsch和 W ellman等人提出的看法 [ 6 ]比较有影响。

他们将心理理论的发展划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

为愿望心理学 ,在两岁左右。儿童首先形成对愿望

的认知 ,并且认为儿童对愿望的早期观念是日后进

一步理解复杂的心理状态的基础。第二阶段称为愿

望 —信念心理学 ,始于 3岁左右。儿童的言语开始

涉及个体的想法 (信念 ) ,但儿童关于信念的概念还

没有构成他们理解客观事实和人类行为的中心 ;对

愿望的提及多于信念 ,在解释客观事实、行为和情感

时主要建立在愿望基础上。第三阶段称为信念 —愿

望心理学 ,一般从 4岁左右开始。儿童不仅认识到

个体有信念 ,而且认识到个体的行为建立在信念基

础上 ,而不是事实基础上。达到这个阶段的儿童通

常能够通过错误信念任务 [ 7 ]和外表 - 事实区分任

务 [ 8 ]。以上总结 ,依据的是儿童的言语分析和标准

错误信念测试成绩 ,并以错误信念的发展作为心理

理论发展的核心和标尺 ,强调儿童愿望认知和信念

认知发展有先后性。近年来 ,研究者开始认识到对

儿童心理理论发展过程的研究不能过于局限于标准

的错误信念任务 [ 9 ]
,信念发展并非儿童早期心理理

论发展的唯一核心问题 ,愿望的认知发展也需要从

多个层面来看待 [ 10～12 ]。因此 ,对心理理论发展的研

究开始摆脱传统的错误信念实验模式 ,从系统化、多

层面的角度进行探索。本研究在前人研究结果和观

点基础上 ,从儿童对事实、信念、愿望和情绪间关系

的认知入手 ,针对下述三个具体问题开展实验。

　　首先 ,“现实主义倾向 ”( realism bias)是否是干

扰儿童理解错误信念的主要因素。大量研究表明三

岁儿童不能通过错误信念任务 [ 1, 2 ]。有研究

者 [ 8, 13～15 ]认为儿童在经典错误信念任务和外表 -

事实区分任务上的失败不是因为缺乏有关信念的表

征 ,而是“现实主义错误 ”( realism errors,直接用事

实来推断个体的行为和想法 )的结果。对儿童来

说 ,实验中的事实情景比故事主人公的心理状态更

加直接和明显 ,事实情景对儿童回答问题的影响比

较大 ,导致儿童在信念任务上失败。本研究认为 ,错

误信念的推理过程涉及的因素较多 ,不易控制。信

念本质上是个体对客观世界的心理表征。在儿童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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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理解的问题上 ,研究首先应该明确儿童是否能够

正确区别事实和信念。与以往不直接给出信念信息

而是要求儿童对他人的信念进行推理的实验模式不

同 ,本研究采取了更为直接和简单的方法 ,明确告诉

被试事实和他人的信念 ,要求儿童对事实和信念作

出区分。如果现实主义倾向假说成立 ,预期儿童会

出现偏重于用事实报告他人错误信念的情况。

　　其次 ,儿童是否能根据信念线索正确推测他人

愿望。W ellman和 Bartsch[ 16 ]区分了愿望和信念的

根源 ,认为愿望通常由生理状态或者基本情绪驱动 ,

而信念建立在由知觉获取的信息基础上。朴素理论

和理论论关于愿望的解释都建立在这样一个观念

上 :儿童对物品持肯定的还是否定的愿望 ,取决于物

品本身的一般特性。虽然这符合日常经验 ,但却忽

视了一点 :很多情况下 ,个体对事物的愿望倾向建立

在个体对该事物的评价基础上 ,也就是信念基础上。

学前儿童是否能认识到个体特定的愿望建立在个体

的信念基础上呢 ? 另外 ,在这个问题上还暗含了一

个问题 ,就是愿望和信念发展先后性的问题。W ell2
man等人认为儿童对愿望的认知早于信念 [ 6 ] ,还有

研究 [ 12 ]认为 , 4岁以前的儿童之所以在标准的错误

信念任务上失败 ,是因为儿童还处于愿望心理学阶

段 ,依据愿望来推测他人行为超过了依据信念推测

行为。如果是这样 ,那么 ,当愿望理解需要建立在信

念理解的基础上时 ,情况会是怎样的呢 ? Frye[ 11 ]认

为 ,对愿望的理解 ,特别是对矛盾愿望的理解也有一

个复杂的发展变化过程 ,简单情景中的愿望可以较

早掌握 ,但是在复杂情景中的愿望需要运用更复杂

的认知加工规则并消除歧义后才能得到理解 ,愿望

问题并不比信念问题简单。对此 ,本研究通过考察

儿童根据信念推测他人愿望任务上的表现 ,探究儿

童愿望认知发展的特点及其与信念发展的关系。

　　最后 ,信念认知、愿望认知和情绪认知间存在怎

样的制约关系。在愿望、信念与情绪的关系问题上 ,

诸多研究关注了基于愿望的情绪理解和基于信念的

情绪理解的发展 [ 17 ]。W ellman和 Wooley的研究 [ 18 ]

认为 2～3岁的儿童能理解愿望对情绪有影响 ,倾向

这样的认识 :想要的 —获得 —会高兴 ;想要的东西 —

没有得到 —会难过。Stein等人 [ 19 ]系统研究了儿童

对情绪事件因果关系的理解 ,其结果显示 3岁的儿

童能以愿望推测实验中故事人物的情绪。Harris等

人的研究 [ 20 ]表明 4岁以后的儿童开始理解与信念

直接有关的情绪。既然 ,情绪和愿望、信念都有联

系 ,那么儿童的信念认知水平和愿望认知水平对情

绪理解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 就此问题 ,以往的研

究思路是分别测查儿童的错误信念成绩和情绪理解

成绩 [ 21 ]
,作相关分析来考察信念发展、愿望发展和

情绪发展间的关系 ,这类研究的问题在于任务问题

往往没有实质联系 ,而且不同实验室得到的结果常

常不一致。本研究考察儿童基于信念认知和愿望认

知基础上的情绪理解 ,分析信念认知、愿望认知和情

绪理解间可能存在的联系。

　　综上所述 ,本研究考察学前儿童在特定情景中

对事实、信念、愿望和情绪等概念及其相互关系的认

知 ,探讨心理理论系统发展的特点。

2　方法

211　被试

　　参加实验的幼儿共 76人 ,分别来自北京市两所

幼儿园和宁波市两所相应水平幼儿园。在每个幼儿

园按性别、年龄随机抽取比例基本相同的被试。4

人未完成实验 ,最终参加统计被试 72人。分为 3、

4、5岁三个年龄组 ,其中 3岁组 23人 (310～319岁 ,

平均 315岁 , SD = 0120,男孩 12人 ,女孩 11人 ) ; 4

岁组 25人 (411～419岁 ,平均 415岁 , SD = 0124,男

孩 13人 ,女孩 12人 ) ; 5岁组 24人 (511～518岁 ,平

均 514岁 , SD = 0115,男孩女孩各 12人 )。

212　实验材料

　　彩色实物图片 4张 ,分别为瓶装果汁、积木、玩

具汽车和饼干。绘有卡通儿童形象的彩色图片 4

张 ,男孩女孩图片各半。绘有“笑脸 (高兴 ) ”、“哭脸

(不高兴 ) ”和“不哭不笑 (平静 ) ”三种表情的示意

图 1份。

213　实验程序

　　儿童在幼儿园一安静的房间内由同一主试进行

单独测验。

　　第一步 ,主试取出情绪面部表情示意图让儿童

学习 ,直到被试能正确指认三种表情。

　　第二步 ,主试随机取出一张卡通儿童图片 ,一张

实物图片 (以“瓶装果汁 ”为例 ) ,先让儿童识别图上

物品是什么 ,然后主试围绕图片内容讲述故事情景 :

“这里有几瓶果汁 (手指实物图片 ) ,这是苹果汁 ,这

是桔子汁 ,又甜又香的 ,都特别好喝。这里还有一瓶

绿色的果汁。这个小朋友小龙 (手指卡通儿童图

片 ) ,他没喝过这种绿色的果汁 ,他以为这种果汁也

很好喝。其实呀 ,这种果汁又苦又涩 ,特别不好

喝。”图片说明完毕后 ,主试再次指着图片对重要信

息反复强调至少两遍 :“他以为这种绿色的果汁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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甜的 ,很好喝 ,其实这种绿色的果汁是苦的 ,一点也

不好喝。”

　　第三步 ,要求儿童顺次回答以下问题 :

　　 (1)事实问题 :“现在你告诉我这种绿色的果汁

实际上好不好喝呢 ?”

　　 (2)错误信念问题 :“这个小朋友 ,他以为这种

果汁好不好喝 ?”

　　 (3)愿望推测问题 :“你说他想不想喝这种果

汁呢 ?”

　　 (4)情绪推测问题 :“如果这个小朋友和妈妈去

超市 ,妈妈买了这果汁给他喝。你说 ,他高不高兴

呀 ?”要求儿童指着情绪示意图回答。

　　 (5)情绪归因问题 :儿童指出情绪对应的脸图

后 ,主试在其回答基础上询问理由。如 ,儿童回答“高

兴”,主试问 :“你说说 ,为什么他会觉得高兴呢 ?”

　　实验中的 4张图片实物分别设计为 :果汁 ———

事实上又苦又涩不好喝 ,故事主人公以为好喝。汽

车 ———事实上坏了不好玩 ,故事主人公以为很好玩。

积木 ———事实上有趣很好玩 ,故事主人公以为不好

玩。饼干 ———事实上又香又脆很好吃 ,故事主人公

以为很难吃。4种物品以两种顺序出现 : (1)果汁 —

积木 —饼干 —汽车 ( 2 )汽车 —饼干 —积木 —果汁 ,

每个年龄组内有一半的被试接受顺序 ( 1)的处理 ,

另一半被试接受顺序 (2)的处理。在每个物品情景

中均以相同步骤要求儿童回答事实、信念、愿望和情

绪的相关问题。每个物品情景对应一张卡通儿童

图片。

214　计分和分类原则

　　计分原则 :

　　事实和信念的理解 :对事实和信念报告都符合

故事给定的信息 ,记正确。

　　愿望推测 :愿望与故事主人公的信念相对应

(如 ,他以为果汁好喝 ,他想喝 ) ,记正确。

　　情绪推测 :实验中 ,儿童对故事主人公的情绪回

答有三种选择 :“高兴 ”、“觉得没什么 (平静 ) ”和

“不高兴 ”。根据愿望和情绪的关系 ,在客观结果与

愿望相符时 ,个体一般产生积极情绪 ,或者不激发明

显的情绪体验 (觉得没什么 ,心态平静 ) ,但不会产

生消极情绪 ,因此 ,儿童在“想要 ,得到 (给他 ) ”关系

情景上报告“高兴 ”或“觉得没什么 ,不哭也不笑 (平

静 ) ”为合理推测 ,记正确。客观结果与愿望不相符

时个体一般产生消极情绪 ,或者不激发明显的情绪

体验 (觉得没什么 ,心态平静 ) ,但不会产生积极情

绪 ,因此 ,儿童在“不想要 ,得到 (给他 ) ”关系情景上

报告“不高兴 ”或“觉得没什么 ,不哭也不笑 (平

静 ) ”为合理推测 ,记正确。本实验中各年龄段很少

有儿童报告主人公的情绪为“觉得没什么 ,不哭也

不笑 (平静 ) ”。

　　对情绪归因的分类 :

　　第一类 　以心理因素归因

　　A1以愿望归因 ,儿童解释情绪时主要涉及主人

公愿望 ,如 ,“他就想喝果汁 ,喝到了 ”、“他不想玩这

积木 ”等。

　　B1以信念归因 ,儿童解释情绪时主要涉及主人

公信念 ,如 ,“他还以为是好的呢 ”、“他觉得积木不

好 ”、“他就认为好玩 ”等。

　　第二类 　以客观情景归因

　　儿童在解释他人情绪时 ,不涉及主观因素 ,单纯

用客观情景回答问题。如 ,“他得到这个了 ,所以高

兴 ”、“他喝了苦的水 ,哭了 ”、“车子早坏了 ”等。

　　第三类 　其它回答

　　儿童回答不知道或作无关解释 ,如“不知道 ”、

“他就是高兴 ”、“他不乖 ,他不听妈妈的话 ,所以不

高兴了 ”等。

　　归类标准确定后 ,编码由两人完成 ,一人为本实

验的主试 ,另一人从未参加本实验的设计和施测。

两人对所有解释记录分别编码 ,编码一致性达到

95% ,对不一致的编码进行讨论后达成一致。

3　结果

311　儿童在事实和信念区分问题上的回答模式和

成绩

　　儿童对故事给定的事实和信念信息进行区分的

回答结果见表 1。

表 1　儿童对事实和信念的回答类型和相应的人次百分数

年龄 (岁 ) 正确 ( % )
错误 ( % )

错报信念与事实一致 错报事实与信念一致 颠倒事实与信念

3 61 22 14 3

4 90 1 7 2

5 96 2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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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卡方检验显示 ,儿童对事实和信念信息的回答

正确率年龄差异显著 ,χ2
= 4518, df = 2, p < 01001;

差异主要出现在 3岁和 4岁组间 ( p < 01001) , 3岁

和 5岁组间 ( p < 01001) , 4岁和 5岁组间差异不显

著。从表 1结果可以看出 , 3岁组儿童对给定信息

的理解容易犯两类错误 : (1)错报信念 ,使信念和事

实保持一致。 ( 2)错报事实 ,使事实和信念保持一

致。卡方检验 ,这两种错误回答的次数差异不显著 ,

χ2 = 0109, df = 1, p = 0176。此外 ,统计显示总成绩

的城市差异不显著 ( p = 0132) ;性别差异不显著 ( p

= 0171)。

312　儿童在愿望推测问题上的回答模式和成绩

　　愿望推测问题关注儿童是否能够在愿望与信念

间建立对应关系。在正确区分事实和信念情况下 ,

儿童正确推测他人愿望的人次百分数 3、4、5岁组分

别为 68%、88%和 97%。可以看到在正确区分事实

和信念的情况下 3岁组有 32%的人次不能正确推

测故事主人公的愿望倾向。卡方检验显示 ,年龄差

异显著χ2 = 25, df = 2, p < 01001。进一步分析显

示 3岁和 4岁组差异显著 ( p < 0101) , 3岁和 5岁组

差异显著 ( p < 01001) , 4岁和 5岁组差异显著 ( p <

0105)。

　　各年龄组中 ,在不能正确区分事实和信念 ,错报

事实或者错报信念使二者一致时 ,儿童推测他人愿

望都是按照“不好 (吃 ) - 不好 (吃 ) - 不想 (吃 ) ”或

“好 (吃 ) -好 (吃 ) -想 (吃 ) ”模式回答问题。

313　儿童在情绪推测问题上的回答模式和成绩

　　首先 ,单纯就儿童对愿望和情绪间关系的理解

来看 ,即不论儿童对他人愿望的判断是否正确 ,只要

情绪报告对应“愿望满足 - 高兴 ”、“愿望不满足 -

不高兴 ”规则 ,视为情绪推测符合愿望 - 情绪规则。

结果分“事实、信念、愿望 ”的报告都正确和对“事

实、信念、愿望 ”的报告至少有错误两种条件统计 ,

表 2出示了儿童对他人情绪的推测符合愿望 -情绪

规则的结果。卡方检验显示 ,同一年龄组内 ,两种前

提条件下的成绩差异不显著。在对“事实、信念、愿

望 ”报告均正确条件下 ,情绪推测成绩的年龄差异

不显著χ2
= 315, df = 2, p = 0117。在对“事实、信

念、愿望 ”报告有错误条件下 , 3岁组和 4岁组成绩

差异不显著 ; 5岁组由于相应人次过少 ,不作百分统

计和卡方检验。

　　然后 ,就儿童对故事主人公的情绪理解情况来

看 ,能够正确区分事实和信念并对故事主人公愿望

推测正确 ,最终对故事主人公的情绪推测符合特定

的故事情景的儿童 3、4、5岁组的人次百分数分别为

34%、70%和 88%。年龄差异显著χ2
= 6114, df =

2, p < 01001。进一步分析显示 3岁和 4岁差异显著

( p < 01001) , 3岁和 5岁差异显著 ( p < 01001) , 4岁

和 5岁差异显著 ( p < 0101)。

表 2　不同前提下儿童对他人情绪推测符合愿望情绪关系

的人次百分数

年龄 (岁 )

情绪推测符合愿望 - 情绪规则 ( % )

事实、信念、愿望

报告均正确条件下

事实、信念、愿望

报告有错误条件下

3 82 79

4 88 80

5 94 -

314　儿童对情绪的归因

　　各年龄组儿童的情绪归因结果见表 3。

表 3　各年龄组儿童各情绪归因方式的人次百分数

年龄 (岁 )
以心理因素归因 ( % )

以愿望归因 以信念归因
以客观情景归因 ( % ) 其他回答 ( % )

3 53 0 26 21

4 46 10 30 14

5 64 9 23 4

　　卡方检验显示 ,就“以心理因素归因 ”、“以客观

情景归因 ”及“其他回答 ”三类归因方式来看 ,儿童

的归因方式年龄差异显著 ,χ2
= 10169, df = 4, p <

0105;差异主要出现在 3岁组和 5岁组 ( p < 0105) , 4

岁组和 5岁组 ( p < 0105) , 3岁组和 4岁组差异不显

著 ( p > 0105)。各年龄组内归因类型差异显著 , 3岁

组 ( p < 0105) , 4岁组 ( p < 0105) , 5岁组 ( p < 0101) ;

从表 3数据显示 ,各年龄儿童的情绪归因中以愿望

归因为主。在“以心理因素归因 ”类型进一步细分

显示 , 3岁儿童没有以信念解释他人情绪的 ,信念归

因在 4岁和 5岁组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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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讨论

411　从事实和信念区分问题上看儿童信念认知的

发展特点

　　在事实和信念区分这个问题上 ,本研究显示 4

岁和 5岁组儿童大部分情况下能对明确给定的事实

和信念信息作出正确的区分和理解 (见表 1正确回

答的人次百分数在 90%以上 ) ,而 3岁组儿童还有

困难 (正确回答的人次百分数为 61% ,与 4岁和 5

岁组差异显著 )。这表明即使在直接明确给定事实

和信念信息、不需要对信念进行推理的情况下 ,部分

学前儿童 (特别是 3岁组儿童 )理解与事实相矛盾

的信念仍然比较困难。

　　从儿童所犯的错误入手分析 ,可以看到儿童的

困难所在。结果显示 ,儿童的错误主要是把本来完

全相反的事实和信念回答成二者一致 ,而且这种错

误不是简单的“记错了 ,或记混了 ”造成的。本研究

的信念信息是明确给定的 ,不需要儿童作任何推理 ,

只需如实报告即可 ,而且实验中为了让儿童记住故

事内容 ,对重要信息重复至少 3次。但无论主试如

何反复强调事实和信念信息 ,许多 3岁的儿童就是

不能做到“正确复述 ”,甚至有 3岁儿童由于对这个

问题感到非常困惑而拒绝回答。再者 ,如果是由于

记忆造成的错误 ,应该发生不少颠倒给定事实和信

念信息的情况 ,而结果显示儿童颠倒给定的事实和

信念信息的情况非常少 (各组最高不超过 3% ,并注

意 :在颠倒回答中事实和信念保持矛盾性 )。相比

之 , 3岁组有 36%的人次对事实和信念作一致性报

告。这说明 3岁组儿童在理解故事给定的事实和信

念信息时 ,错误不足以归结为记忆因素 ,但可以看到

儿童很难理解事实和信念间存在矛盾。经典的位置

转移错误信念任务和外表 -事实区分任务所反映的

一个共同问题就是个体在 4岁以前很难认识到同一

个事物可以有不同的心理表征 (特别是矛盾的表

征 ) ,试图改善 4岁前儿童在信念理解任务上的表

现也非常困难 [ 22 ]。本研究中儿童错报信念或事实

的回答其实印证了 Piaget的建构主义观点 ———对信

息的理解和记忆建立在相应的认知结构基础之

上 [ 23 ]。国内外研究 [ 10, 24, 25 ]认为 4岁之前的儿童尚

不具备以不同方式表征同一物体的能力。本研究

中 ,儿童在区分事实和信念上的困难也反映了这种

认知局限性。

　　本研究结果还显示 ,为了使事实和信念不矛盾 ,

儿童的错误主要是两种 : 1 )错报给定事实信息 ,使

事实与信念内容相一致 ; 2 )错报给定的信念信息 ,

使信念内容与事实相一致。在以往的经典错误信念

任务和外表 -事实区分任务中 ,儿童的错误主要是

“现实主义倾向 ”错误 ( realism errors) [ 8 ] ,即儿童根

据事实来推测他人信念。而本研究中 ,儿童为了使

事实和信念一致 ,既可能否定直接明确给定的信念 ,

也可能否定明确给定的事实 ,儿童犯这两类错误的

频次没有显著差异 ,这个结果不支持现实主义倾向

假说。这说明 ,心理理论的发展过程中 ,在儿童错误

信念理解问题上 ,“现实主义倾向 ”不是绝对的 ,关

键在于儿童能否对于同一事物建构不同的心理

表征。

412　从愿望推测问题上看儿童的愿望发展特点

　　首先 ,需要回答本研究提出的问题 :儿童依据什

么来推测他人愿望 ———事实还是信念 ? 从结果来

看 , 4岁和 5岁儿童大部分情况下都能根据信念正

确推测他人愿望 (正确率在 88%以上 ) ,但即使能正

确报告事实和信念 , 3岁组还有 32%的人次错误推

测他人的愿望 ,例如 ,儿童能正确报告果汁很难喝 ,

那个小朋友以为果汁好喝 ,但却肯定那个小朋友一

点也不想喝那种果汁。那么 ,是不是就可以说 ,这部

分儿童不是根据信念而是根据事实来推测他人愿望

呢 ? 本研究认为 ,存在两种可能。其一 ,儿童确实还

没有深刻认识到愿望建立在信念的基础上 ,而是认

为愿望直接建立在事实基础上。也就是说 ,儿童虽

然能区分事实和信念 ,但还是直接根据事实来推测

愿望。其二 ,儿童执行功能的局限。近来不少研究

显示儿童在心理理论任务上的表现与执行功能密切

相关 [ 26～28 ]
,其中 ,抑制和工作记忆这两项执行控制

能力被认为是最关键的因素。成功的社会认知要求

个体既能在头脑中存储信息的多种表征 (反映工作

记忆能力 ) ,而且能抑制无关的优势表征 (反映抑制

能力 )。本研究中 ,不排除儿童能够认识到愿望建

立在信念基础上 ,但是在被试知道事实的情况下 ,会

对实验所指物品有自己的信念 ,并产生自己的愿望

倾向。研究表明 4 岁前的儿童抑制能力非常有

限 [ 27 ]。因此 ,本研究中对愿望的错误回答表面上似

乎对应根据事实推测愿望 ,而实际上可能是儿童难

以抑制的个人愿望。当然 ,这些分析的进一步考证

还有赖于后续研究工作的深入。

　　其次 ,本研究结果显示儿童在能够正确报告他

人信念的情况下并不一定就能够正确推测他人的愿

望。这说明 ,儿童对愿望的理解不见得容易。越来

越多的研究认为 ,以往认为个体心理理论发展中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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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比信念简单 ,愿望认知的发展早于信念认知发展

的观点过于简单 ,值得商榷。Gopnik和 Slaughter
[ 24 ]

发现 3岁儿童在表征转换任务中报告他们自己过去

的愿望很困难。Morre等人 [ 29 ]要求儿童报告竞争对

手的愿望 ,当对手的愿望与自己的矛盾时 ,低年龄的

儿童会犯用自己的愿望来描述对手的愿望的错误。

Nguyen和 Frye
[ 30 ]以及 Cassidy等人 [ 12 ]的研究均显

示要理解矛盾愿望 ,对于 4岁前的儿童来说是困难

的。这些研究表明 ,虽然儿童 2岁就开始能够用愿

望解释行为 ,但对愿望的全面理解还有一个发展过

程 ,这个过程亦如信念认知的发展 [ 11 ]。另外 ,本研

究中 ,儿童对他人愿望的推测还涉及到信念理解问

题。在给出的情景信息中 ,儿童不能正确理解他人

信念便失去了合理把握他人愿望倾向的前提。这一

点也说明 ,在某些情况下儿童对信念理解会影响儿

童对他人愿望的理解。

　　由上述分析可见 ,心理理论发展过程中愿望认

知的发展并不是较早就成熟了的 ,愿望发展也不是

在各个层面上都早于信念的发展 ,而且愿望理解中

还交织着儿童的信念认知发展问题 ,儿童的愿望认

知的发展特点现象后面可能还存在基本认知加工能

力发展的问题。

413　愿望和信念的认知发展与情绪理解

　　情绪判断结果分析显示 ,不论儿童的愿望判断

是否正确 ,当儿童认为故事主人公“想喝果汁 ”,会

推测给他喝果汁他会高兴 ;当儿童认为故事主人公

“不想喝果汁 ”,会推测给他喝果汁他也不会觉得高

兴。单纯看儿童对愿望和情绪关系的认知 ,各年龄

组儿童都基本上掌握了情绪和愿望间的基本规则 ,

并利用愿望线索来推测情绪 ,本研究进一步验证了

前人的结果 [ 18～20 ]。正是对愿望和情绪间规则的认

知使儿童在推测他人情绪时要依据愿望线索 ,一旦

愿望线索是错误的 ,直接的后果就是情绪推测结果

错误。所以 ,在本研究中 ,我们看到儿童对愿望 -情

绪间规则的理解正确的人次基本都接近或高于

80% (见表 2) ,且年龄差异不显著。所以 ,只要儿童

能够正确理解他人愿望 ,在很大程度上就能正确理

解他人情绪。但是本研究中 ,能够正确理解故事主

人公的信念 ,并根据信念正确推测愿望 ,最终根据愿

望线索正确判断故事主人公情绪的人次 3、4、5岁组

分别是 34%、70%和 88% ,而且年龄差异显著。对

比这些数据可以看出 ,信念理解和愿望理解水平在

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儿童的情绪判断结果。结合儿童

的情绪归因结果来看 ,由于学前儿童言语能力和认

识深度等方面的限制 ,进行归因解释往往比进行简

单的答案选择要困难一些。但相对于迫选结果而

言 ,学前儿童能够自发的以愿望来解释情绪 ,能更深

刻地说明儿童对愿望和情绪间关系的理解程度。本

实验的结果显示 ,儿童主要以愿望来解释情绪 ,正是

因为这样 ,说明正确理解他人愿望对于儿童理解他

人情绪非常重要。从归因结果我们还看到 , 3岁组

没有用信念来解释情绪的 ,信念归因在 4岁组开始

出现。这与前面的信念理解任务上所表现出来地 3

岁儿童困难比较大 , 4岁以后对信念的理解水平显

著提高似乎有某种程度的对应。归因方式深刻反映

儿童对情绪问题的理解深度 ,同时也在体现儿童对

愿望和信念的认知水平。本研究结果提示儿童对他

人情绪的理解和儿童对他人愿望和信念的理解有密

切的联系。

　　总结上述探讨 ,从学前儿童对事实、信念、愿望

和情绪间关系的认知特点 ,我们可以看到个体对各

种心理状态的认知发展不是简单的孰先孰后问题 ,

也非孤立发展 ,各概念的认知存在相互联系和制约

的一个发展过程。研究结果还提示心理理论发展可

能隐含着基本认知能力的发展问题 ,今后的工作需

要考察特殊领域知识的认知发展与基本信息加工能

力发展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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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schooler’s Understand ing of Rela tion s am ong Rea lity, Belief, D esire and Em otion

Yang Xiaodong, Fang Ge
( Key Laboratory of M enta l Health, Institute of Psychology, Chinese Academ y of Sciences, B eijing 100101, China)

Abstract

Preschooler’s understanding of relations among reality, belief, desire and emotion was investigated. Three, 42and 52
year2old children were required to answer the questions concerning reality2belief distinction, belief2based desire inference,

and desire2based emotion inference. Results suggested that 42 and 52year2olds were able to distinguish reality and belief

correctly. It was difficult for 32year2olds to understand the inconsistency between reality and belief. Both m isreport of the

reality and m isreport of the belief were p reschooler’s obvious errors in reality2belief distinction task, but not only " realism

errors". Most 4 and 52year2olds were able to infer character’s desire based on belief cues. However, some 32year2olds

could not correctly infer character’s desire even if they had correctly reported character’s belief. Preschooler’s emotion un2
derstanding performance was influenced by their cognition development of belief and desire.

Key words　theory of m ind, reality, belief, desire, emo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