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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前儿童对愿望与情绪之间关系的认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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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从两种不同性质的需要 (心理和生理需要) 出发, 考察了 90 名 3- 5 岁幼儿对愿望

是否满足引发的情绪认知, 结果表明: ( 1) 90%以上的幼儿都能理解愿望满足将引起积极的情绪

反应; ( 2) 他们对愿望不能得到满足时引起的消极情绪反应的认知要显著差一些, 表现出明显的

年龄发展趋势, 并且这一理解依赖于需要的性质; ( 3) 在心理需要与生理需要相冲突的情况下,

多数的 3、4、5岁幼儿作出符合主人公心理需要的情绪判断。这些结果从愿望产生的根源上揭示

出幼儿对基于愿望的情绪的认知发展, 探测到其中可能存在的 / 心理需要优先效应0 , 扩展了当

前对幼儿朴素情绪理论发展的认识, 对父母的育儿实践也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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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提出

20世纪 80年代兴起的心理理论研究显示, 年幼儿童对心理状态的认识呈现出从 / 愿望

心理学家0、/愿望 ) ) ) 信念心理学家0、过渡到 /信念 ) ) ) 愿望心理学家0 的趋势
[ 1- 3]
。与

此同时, 关注儿童情绪发展的心理学家也开始从考察儿童对外部情境线索与情绪之间关系的

认识, 转向关注儿童能否采用内在的心理状态如个体的主观愿望、当前的信念或看法等来推

测人们的情绪
[ 3]
。一些研究者甚至提出年幼儿童即具备认知性的、朴素的 / 情绪理论0

(Cognit ive PNaive Theory of Emotion)
[ 4- 5]

, 他们能运用主体内在的心理状态去推测其外部情绪

反应。例如人们通常会认为, 如果个体的愿望得到满足就会觉得高兴, 反之则会难过; 而惊

奇情绪则描述了个体的信念状态和现实的关系, 如果主体的主观看法被证伪, 就会觉得惊

奇, 否则就不会觉得惊奇。

当前研究已明确显示出这样一种发展框架, 即儿童首先认识愿望状态与情绪反应之间的

关系 ( 2、3岁) , 然后才能理解情绪与个体内在的信念状态、而不是直接的外部事实联系在

一起 ( 4、5岁)
[ 1- 5]
。我们这里更加关注的是前者, 3岁幼儿对愿望与情绪关系的理解是否

已臻成熟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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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uill ( 1984) 的研究可以说是最早开始的、对儿童理解愿望和情绪之间关系的探索
[6]
,

她发现即便315岁儿童就能根据结果是否是行为者所想要的来判断其情绪。比如某个人被球

打中了, 如果掷球者的愿望就是想打中他, 那么这个掷球者将感到高兴 (这被称为 /快乐的

损人者0 现象, 参阅文献
[7]
)。随后的大量研究都发现, 3岁儿童就能理解愿望和情绪之间

的关系 ) ) ) 如果想要的状态得到保持或是不想要的被避免, 就会高兴, 反之则感到难过或是

生气
[ 1, 8]

, 甚至更小的 2岁儿童也能理解情绪依赖于愿望
[9]
。然而, 也有研究发现 3岁幼儿

还不能很好地理解基于愿望的情绪
[ 10]

, 他们根据结果的客观价值 (打人不好) 而不是愿望

的满足来判断上例中掷球者的情绪为不高兴。研究者认为, 年幼儿童正处于服从权威的道德

发展水平, 因而还不能理解由不良愿望的满足而引发的情绪反应。

由此可见, 年幼儿童对愿望与情绪之间关系的认知并非一蹴而就、仍然存在一定的发展

空间。从愿望产生的需要基础来看, 由不同需要引发的愿望也可能会影响幼儿对愿望和情绪

之间关系的认知, 前文所述研究
[ 10]
正是从道德需要的角度出发揭示出年幼儿童对愿望的认

知发展。然而, 道德需要毕竟属于人类的高级需要, 考虑到生理需要和心理需要是人类的两

种最基本的需要, 前者是有机体的生物学需要, 而除去生理需要之外的其它需要则均可看作

是心理需要
[ 11]

, 我们采用分别与心理需要、生理需要有关以及两者并存且相互冲突的 3种

日常情境, 考察了 3- 5岁幼儿对他人在需要是否得到满足时产生的积极或是消极情绪的推

测, 试图更为深入地探查幼儿对愿望与情绪关系的认知发展, 以扩展当前人们对幼儿朴素情

绪理论发展的认识, 并给父母的育儿实践提供相应的实验依据。

二、研究方法

211 被试

随机抽取北京市一所中等水平幼儿园 310- 3195、410- 4195、510- 610岁幼儿三组, 每

组各 30名、男女各半, 各组被试年龄分别为 315 ? 013、415 ? 013、515 ? 013岁。

212 实验材料

( 1) 针对不同需要是否满足设计的 3种故事情境 B1- B3, 见表 1; 每个情绪问题都配图

两幅, 共 10幅图片。

表 1  三种故事情境及其指导语

B1: 生理需要是否满足 ) ) ) 吃喝

B1 (1) : 这是强强 (指) , 你看他正蹲在地上玩呢。(换图) 玩了一会儿强强肚子饿了 (指肚子) , 你看老师给大家端

来一盘包子 (指) 吃。你说强强看到桌上的包子会觉得怎样呢?     高兴还是不高兴? 为什么?

记忆检测问题: 强强肚子饿不饿?

B1 (2) : 再看兰兰, 兰兰玩着玩着口渴了 (指口) , 不过她肚子一点也不饿 (摆手)。(换图) 到休息的时间了, 你看

桌上只有包子可以吃 (指)。你说兰兰看到桌上的包子会觉得怎样?     高兴还是不高兴? 为什么?

记忆检测问题: 兰兰肚子饿不饿?

B2: 心理需要是否满足 ) ) ) 玩玩具

B2 ( 1) : 这是飞飞 (指) , 飞飞喜欢玩积木 (指)。 (换图) 到活动课的时间了, 你看老师给大家玩的玩具是积木

(指)。你说飞飞看到玩具是积木会觉得怎样呢?     高兴还是不高兴? 为什么?

记忆检测问题: 飞飞喜欢玩积木吗?

B2 (2) : 再看贝贝 (指) , 贝贝喜欢玩布娃娃 (指) , 她不喜欢玩积木 (摆手)。 (换图) 到休息的时间了, 你看桌上

只有积木可以玩 (指)。你说贝贝看到玩具是积木会觉得怎样呢?     高兴还是不高兴? 为什么?

记忆检测问题: 贝贝喜欢玩积木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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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3: 生理需要与心理需要相冲突

这是小明, 小明喜欢吃火腿肠 (指) , 讨厌吃面包 (摆手)。(换图) 一天小明肚子饿了, 他想到柜子里找点东西

吃; 你看, 柜子里只有面包, 没有火腿肠。

小明看到柜子里只有面包会觉得怎么样呢?     高兴还是不高兴? 为什么?

记忆检测问题: 小明喜欢吃面包吗?

注: 括号内为主试的演示动作。

( 2) 参照国外儿童表情图片绘制的表情线条画一套, 见图 1。

图 1  高兴 (左)、不高兴的表情图片

213 实验设计

本研究为 3 (年龄: 3、4、5岁) @2 (需要性质: 心理、生理需要) @2 (是否满足)

的混合实验设计。考虑到日常情境中经常会出现生理需要与心理需要相冲突的情况, 另设置

了情境 B3以进一步考察幼儿采用心理或生理需要来推测情绪的倾向性。

214 实验程序

实验通过个别测查的方式进行, 由两个主试 (经过培训的发展心理学专业研究生) 各自

按照标准指导语以讲故事的形式实施。一半被试接受实验顺序 1: B1、B2、B3, 另一半则接

受顺序2: B2、B3、B1。所有实验分成两次做完, 时间间隔是 3- 4天, 具体顺序分别是:

第一次: B1; 第二次 B2、B3; 或者第一次: B2; 第二次 B3、B1。

先进行一个预实验, 帮助儿童熟悉任务要求: /今天叔叔要给你讲几个故事, 故事里面

的小朋友可能会觉得高兴 (指) , 也可能觉得不高兴 (指)。那你给我指一下哪张脸是: 高

兴、不高兴?0 如果不能正确回答 (本实验中全部幼儿都能正确回答) , 再教一次。然后将两

组表情图片置于儿童可见的稍远处, 按表 1的指导语开始正式实验。如果被试不能正确通过

记忆检查问题, 则从头再讲 1- 2遍, 最后还不能正确回答者 (本研究中有 3、4岁幼儿各一

名) 视为不能通过该题。

215 结果处理

所有实验都结束后将访谈结果进行编码, 最终数据用 SPSS 1310处理。对归因的编码是

参照 Levine ( 1995)、Yuill等 ( 1996) 的编码系统
[8, 10]

, 结合本研究目标和被试回答进行归纳

总结制定的。然后从各年龄组随意抽取 1P3的被试反应, 由两个评分者 (均为发展心理学专

业研究生) 分别进行编码, 对各种情境的编码一致性从 8617%到 100%不等, 平均一致性达

到9111%。情绪归因共分成 3类:

( 1) 情境定向:提到当前情境的客观结果,例如今天有积木玩。在与生理需要有关的情境

中提及主人公感官需要也编为此类,例如有包子吃了、他口渴了、火腿肠吃完只剩面包了等。

( 2) 心理状态:提到个体的喜好和愿望,例如他爱玩积木,他想喝水,想吃P喜欢吃包子。

( 3) 无关理由或不知道。被试回答与当前故事完全无关, 例如他不想老师拆了他的积木

所以不高兴, 或者回答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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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结   果

311 幼儿对两种需要引发的情绪推测

表 2 不同年龄组幼儿对两种需要是否满足引发的情绪判断 (人数百分比)

3岁组 4 岁组 5岁组 总计

B1 ( 1) : 生理需要满足觉得高兴 90 90 9313 911 1

B2 ( 1) : 心理需要满足觉得高兴 90 100 9313 941 4

B1 ( 2) : 生理需要未满足觉得不高兴 40 6617 8617 641 4

B2 ( 2) : 心理需要未满足觉得不高兴 6617 90 9617 841 4

  首先各种情况下的顺序效应、性别效应均不显著, 因此不参与进一步分析。

表2显示, 90%以上的幼儿都能理解需要满足将引起积极的情绪反应; 他们对需要不能

得到满足时引起的消极情绪反应的认知要差一些, 表现出明显的年龄发展趋势, 并且这一理

解依赖于需要的性质 (生理或心理需要)。

对3、4、5岁正确指出主人公在心理需要没有满足时的消极情绪的列联表分析表明, 年

龄效应显著, V2 ( 2) = 11134, p< 0101, 这一年龄效应主要体现在 3岁和4、5岁幼儿之间;

而他们正确指出主人公在生理需要没有满足时的消极情绪的百分比则大大降低, 且年龄效应

更为显著, V2 ( 2) = 14135, p< 01001, 这一年龄效应在 3、4、5岁幼儿之间均可观察到。

对幼儿理解两种不同需要引起的消极情绪的配对样本的卡方 (McNemar) 检验表明, p

< 01001, 可见幼儿对心理需要未满足时引发的消极情绪认知显著好于对生理需要未满足时

引发的消极情绪认知, 且这一差异主要体现在 3、4岁组。

312 幼儿对两种需要引发的情绪归因
表 3 幼儿对心理需要是否满足引发的积极或消极情绪的归因

满足

无关理由 情境定向 心理状态

未满足

无关理由 情境定向 心理状态

3 岁组 3010% 2510% 451 0% 2916% 2519% 4414%

4 岁组 714% 1111% 811 5% 1617% 1313% 7010%

5 岁组 619% 2017% 721 4% 10010%

注: 单元格为 3类归因占各年龄组正确指出主人公相应情绪的人数百分比, 表 3同此。

表 4 幼儿对生理需要是否满足引发的积极或消极情绪的归因

满足

无关理由 情境定向 心理状态

未满足

无关理由 情境定向 心理状态

3 岁组 4017% 3710% 221 2% 813% 3313% 5813%

4 岁组 1815% 5119% 291 6% 510% 3510% 6010%

5 岁组 316% 5711% 391 3% 5010% 5010%

  表3显示, 4、5岁幼儿较 3岁幼儿更多地采用心理状态来解释心理需要引发的积极或是

消极情绪, 年龄效应显著, 矫正 V2 ( 4) = 9153, p < 0105 (积极情绪归因) , 矫正 V2 ( 4)

= 21102, p< 01001 (消极情绪归因)。

表4则显示, 在解释生理需要满足引发的积极情绪时, 4017%的 3岁幼儿不能给出恰当

的理由, 而 4、5岁组则有过半数的人提到主人公的生理需要或情境的当前结果 (饿了、有

吃的了) , 这一年龄效应是显著的, V2 ( 4) = 11179, p< 0105, 还有 1P3左右的幼儿提到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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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状态 (想喝水、不想吃包子) , 表现出一定的通过生理需要基础上产生的心理状态来解释

情绪的倾向性。而在解释生理需要未满足引发的消极情绪时, 各组幼儿的心理状态归因明显

增多至约一半以上, 他们采用心理状态来解释生理需要引发的情绪的倾向性更为明显。

313 幼儿对两种需要相冲突时引发的情绪认知

在心理需要与生理需要相冲突的情况下, 幼儿倾向于作出符合主人公心理需要的情绪判

断 ) ) ) 在主人公饥饿时, 分别有 6617%、9313%、100%的 3、4、5岁幼儿认为他看到柜子

里只有不喜欢吃的面包时感到不高兴, 且年龄效应显著, 矫正 V2 ( 2) = 16115, p< 01001,

看来年长的4、5岁幼儿较 3岁幼儿更容易作出符合心理需要的情绪判断。

情绪归因结果与其判断基本一致。多数幼儿判断主人公感到不高兴, 他们中分别有

50%、8517%、8313%的 3、4、5岁幼儿作出心理状态归因 (例如没有喜欢的火腿肠、不喜

欢吃面包等) , 25%的 3岁幼儿及剩下的 4、5岁幼儿则认为主人公因为没有火腿肠或是只有

面包感到不高兴, 作出情境定向的归因。另有 5个 3岁幼儿回答不知道或是未作反应。而在

少数判断主人公感到高兴的幼儿中, 有 5 个 3岁幼儿、2 个 4岁幼儿认为主人公因为 /饿

了0、/有面包0 感到高兴, 1个 3岁幼儿认为主人公 /想吃了0 感到高兴, 另有 4个 3岁幼

儿回答不知道或是未作反应, 考虑到这一冲突情境的特殊性, 这些回答不能简单以正误论,

但并不是优势反应。

四、讨   论

411 幼儿对愿望与情绪关系的认知发展

儿童的朴素情绪理论是其朴素心理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主张幼儿逐渐会使用愿望、信

念等主观心理状态、并结合外部情境对人们的情绪作出框架性的、朴素的因果解释。本研究

从愿望产生的两种需要基础, 即生理需要和心理需要出发, 揭示出 3~ 5岁幼儿对愿望与情

绪之间关系的认知发展, 这对前人关于儿童早期心理理论发展的基础部分 ) ) ) 即儿童作为一

个 /愿望心理学家0 的研究结论作出了有益的补充。

很多研究都显示 2、3岁甚至更小的儿童就已经能认识到愿望和情绪之间的关联。本研

究则发现, 3- 5岁幼儿对基于愿望的情绪理解依赖于需要的性质, 并非一个普遍性的一般

进程, 这对前人研究结果提出了一定的挑战。尽管幼儿都已经能很好地认识到愿望满足引发

的积极情绪, 但他们对愿望未满足时产生的消极情绪认知要差得多。幼儿对心理需要未满足

时产生的消极情绪认知在 3- 4岁之间获得了显著的发展而达到成熟水平, 而对生理需要未

满足引发的消极情绪认知在 3、4、5岁之间都获得了较明显的发展。因此, 在幼儿的朴素情

绪理论框架中, 对愿望和情绪之间关系的认知并没有前人研究所显示的那么乐观, 还处于逐

渐发展和完善之中。这些结果显示出幼儿对愿望与情绪之间关系的认知依赖于具体的认知情

境, 支持认知发展的领域特殊观, 符合儿童朴素理论发展观的基本思想。

还应注意到, 本研究设计还存在一些不足之处: 如出于任务呈现的需要, 在某些情境中

出现 /老师0 这种权威角色, 这有可能对正处于服从权威阶段的幼儿的情绪认知产生影响

(但我们的实验程序注重引导被试的注意力、且被试的理由中从未提及 /老师0 这样的字眼,

应可排除这一影响) ; 为避免重复, 我们设计了 /口渴0、 /肚子饿0 两种生理需要, 并假设

这两者是对等的, 由此我们对相关结果的解释也采取了谨慎的态度等。

412 心理需要优先效应

根据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 生理需要在层次上属于最低级、最先得到满足的需要, 由

71



此年幼儿童相应的认知成绩应该更优; 然而, 综合本研究结果, 我们有可能得出与之相反的

结论, 即所谓的 /心理需要优先效应0。这一效应有两层含义: 首先是幼儿对心理需要未满

足时引发的消极情绪认知显著好于生理需要未满足时引发的消极情绪认知, 这一差异主要存

在于 3、4岁组幼儿, 到 5岁时差距已经很小; 其次是在心理需要与生理需要相冲突的情况

下, 幼儿倾向于作出符合个体心理需要的情绪判断, 这一倾向性在年长幼儿身上表现更为明

显。

为何在年幼儿童身上会出现这种 /心理需要优先效应0 呢? 有研究者指出人的生理需要

往往带有心理成分
[ 11]

, 事实上我们认为任何生理需要、或心理需要都要转化为主观的愿望

状态并由此产生相应的情绪, 而这一转换很可能就是 /心理需要优先效应0 产生的原因所

在。如想吃饭这一主观愿望是肚子饿了这一生理需要的反映, 而想玩某个玩具、想吃某种喜

爱的食物等愿望则是喜欢该玩具或食物的心理需要的反映。能作出正确情绪判断的幼儿的归

因也显示出两种需要的这一共性: 在生理需要满足、未满足的情况下, 分别有约 1P3、1P2的

幼儿给出心理状态归因 (表 4) , 可见即便是在生理需要引发情绪反应的情境中, 幼儿仍然

存在通过生理需要基础上产生的心理状态来解释主人公情绪的倾向性, 这一方面说明幼儿更

倾向于通过心理状态、而非生理状态来认识情绪, 同时也反映出儿童早期心理理论的发展对

其情绪认知的促进作用。

此外, 在两种需要相冲突的情况下, 多数 3 岁幼儿和几乎所有 4、5岁幼儿都根据主人

公的心理需要来判断其情绪, 这从另一侧面反映出幼儿总体上存在优先考虑主人公的心理需

要, 而忽视其生理需要的倾向性。在儿童日常生活的切身体验中, 如果在幼儿玩游戏、看动

画片的时候要求他们去吃饭, 这一要求往往很难实现, 而且容易导致其出现不良情绪反应、

进而产生厌食心理。而从幼儿的情绪认知来看, 他们也确实认为心理需要不满足会令主人公

不高兴, 这提示我们尽量避免造成幼儿生理需要与心理需要满足之间的冲突, 而是要让两者

一致起来, 让孩子在快乐的气氛中进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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