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心 　理 　学 　报 　2007, 39 (4) : 662～667　
　A cta Psychologica S in ica

662　　

　收稿日期 : 2005 - 07 - 18

3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资助项目 (批准号 : 30270476)。

　通讯作者 :方富熹 , E2mail: fangfx@p sych. ac. cn

幼儿对基于信念的惊奇情绪的认知发展 3

　刘国雄　　　　　　　　方富熹
(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 ,南京 210097)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 ,北京 100101)

摘　要 　采用简化的错误信念任务 ,考察了 90名 3～5岁幼儿对自己或他人信念证伪引发的惊奇情绪认知及其错

误信念理解。结果显示 , 3～5岁幼儿对自身或是故事主人公信念证伪之后的惊奇情绪理解表现出显著的发展趋

势 ,其归因均以情境定向为主 ,只有极少数幼儿提到了相应的信念状态。3、4、5幼儿对他人、以及自身错误信念的

认知基本是一致的 ,通过率分别为一半左右、76. 7%、93. 3%。幼儿对惊奇情绪产生原因的逆向推理能力在 3～5岁

之间获得了显著的发展 ,这一能力显著差于其错误信念认知 ,且略低于其顺向预测能力。这些结果揭示出幼儿很

早就发展的心理理论以及心理表征技能在惊奇情绪理解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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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提出

　　我们的日常心理学中对情绪的解释通常是与心

理状态联系在一起的 ,例如人们之所以会感到高兴

或是惊奇 ,这与其愿望或信念等心理状态有关 :如果

外部情境符合个体的主观愿望 ,他就会觉得高兴 ,反

之则会难过 ;如果外部情境不符合主体信念 ,他就会

觉得惊奇 ,否则就不会惊奇 [ 1, 2 ]
,对情绪的这一朴素

理解构成了人们的朴素情绪理论 ,这也是个体朴素

心理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 2～5 ]。

　　关于儿童朴素情绪理论获得和发展的研究显

示 ,儿童对基于信念的情绪理解显著地晚于对基于

愿望的情绪理解 [ 1～6 ]
,他们在 2、3岁时即能理解基

于愿望的情绪 ,但要到 4、5岁才能逐渐认识到情绪

是和个体内在的信念状态的 ,因而获得了“新的情

绪概念 ”[ 6 ]
,亦即他们从基于愿望的情绪理解过渡

到基于信念的情绪理解 ,这与他们对心理理论的掌

握 [ 7, 8 ] ———从愿望心理学家过渡到信念 ———愿望心

理学家的发展趋势是一致的。

　　对信念和情绪之间关系的研究一般采用经典的

错误信念范式 ,即询问已经知情的被试 ,不知情的故

事主人公的情绪反应是怎样的。因此 ,基于信念的

情绪理解要求被试根据当事人的信念 ,也就是对客

观情境的主观看法或认知评价 ,而不是外在的客观

情境本身、或是非当事人对客观情境的认知对当事

人的情绪做出判断。例如 Harris et al. (1989)的结

果显示 ,多数 6岁儿童、少量 4岁儿童能认识到故事

人物的错误信念 ,预期他们在看到 (空盒子 )礼物时

感到高兴 [ 4 ]。而且 ,多数关于儿童理解基于信念的

情绪研究都发现 [ 1～6, 9～11 ] ,儿童对基于信念的情绪

理解显著落后于他们对错误信念的理解 ,存在明显

的“滞后效应 ”( lag behind)。还有研究者采用情绪

的逆向推理任务考察了儿童对基于信念的情绪理

解 [ 6, 12 ]。比如 MacLaren和 O lson ( 1993)要求 3～8

岁儿童对他人的知识状态做出评定 ,然后选择令其

感到惊奇的物品 ,结果同样发现只有 5岁儿童才能

理解基于信念的惊奇情绪 ,而这一理解是滞后于他

们对错误信念的理解的。

　　综上我们设想 ,经典的错误信念范式要求被试

区分自身与他人信念 ,这可能会阻碍年幼儿童对信

念以及基于信念的情绪的理解 ;同时 ,要引发基于信

念的高兴情绪 ,必须结合主人公的愿望状态 ,而惊奇

情绪本身就是一种基于信念的情绪 [ 1 ] ,这种情绪的

产生不一定依赖于愿望 ,这就有可能通过惊奇情绪

排除愿望的卷入而简化任务范式 ,发掘年幼儿童的

认知潜力 ;最后 ,情绪的逆向推理研究范式测查的是

儿童能否认识到引发相应情绪反应的正确刺激物 ,

这一范式有助于直接探查心理表征技能在情绪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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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作用。因此 ,本研究试图通过排除相应的影响

因素以简化经典的错误信念任务 ,考察幼儿在信念

证伪之后对自身、以及他人的惊奇情绪的认知及其

错误信念理解 ,并通过同样简化的逆向情绪推理任

务考察幼儿对惊奇情绪产生原因的认知 ,以揭示幼

儿可能更早就发展的朴素心理理论以及心理表征技

能在情绪理解中的作用。

2　研究方法

2. 1　被试

　　随机抽取北京市一所中等水平幼儿园 3. 0～

3195、4. 0～4. 95、5. 0～6. 0岁幼儿三组 ,每组各 30

名、男女各半 ,各组被试年龄分别为 3. 5 ±0. 3、4. 5

±0. 3、5. 5 ±0. 3岁。

2. 2　实验材料

　　1)根据研究目的设计的三种故事情境 A1、A2、

A3,见表 1。

　　2)塑料玩具小偶人两个 ,用作故事主人公。讲

故事演示用的实物三套 ,分别是包着小石头的糖纸、

装着玩具小狗的牙膏盒、装有玩具小猫的薯片筒。

　　3)参照国外儿童表情图片 [ 13 ]绘制的表情线条

画一套 ,见图 1。

表 1　三种故事情境及其指导语

A1: 对自身情绪的理解 (包着小石头的糖纸 )

看这个 (指 )。你觉得里面是什么 ? (必须正确回答糖 )

我们来打开看看⋯哎 ,是小石头 ,这里面装的是小石头 ,不是糖。

看到这里面的东西 ,你觉得怎么样 ? 奇怪还是不奇怪 ? 为什么 ?

信念问题 :刚才叔叔还没打开给你看的时候 ,你以为这里面装的是什么 ? 是糖还是小石头 ?

A2: 对故事主人公情绪的理解 (装着玩具小狗的牙膏盒 )

这是兵兵 (指 )。这是兵兵用的牙膏 (指 )。

你说兵兵会以为这个盒子里面装的是什么 ? (必须正确回答牙膏 )

兵兵打开盒子一看 (不让被试看 ) ⋯哎 ,兵兵看见盒子里装的是小狗 !

兵兵看到盒子里的东西会觉得怎么样 ? 奇怪还是不奇怪 ? 为什么 ?

信念问题 :刚才兵兵还没打开盒子看的时候 ,他以为这里面装的是什么 ? 是牙膏还是小狗 ?

A3: 情绪逆向推理 (装有玩具小猫的薯片筒 )

这是莎莎 (指 )。妈妈给莎莎买了一筒薯片 ,昨天莎莎还吃过里面的薯片呢。

你说莎莎会以为这个筒里面装的是什么呢 ? (必须回答为薯片 )

莎莎打开筒一看 (动作演示 ,不让被试看见盒子里的东西 ,但真正装的是小猫 ) ⋯哎 ,看见了 ! 莎莎看到筒里装的东西觉得特别奇怪 !

你说为什么莎莎会觉得奇怪呢 ? (如回答不确切则追问 )他看到筒里装的是不是薯片 ?

　注 :以上程序系根据 Hadwin等 (1991)、W ellman等 (1991, 2004)提出的程序进行改编而设计。

图 1　奇怪 (左 )、不奇怪的表情图片

2. 3　实验设计

　　本研究为 3 (年龄 : 3、4、5岁 ) ×2 (信念主体 :自

我、他人 )的混合实验设计 ,另外还通过逆向推理任

务考察了幼儿对他人惊奇情绪产生原因的推测。

2.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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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个故事分两次实

验完成 ,两次实验间隔时间为 3～4天 ,各年龄组被

试一半按照顺序 1讲述 : A1 (第一次 ) / A3、A2 (第

二次 ) ,另一半按顺序 2讲述 A3、A2 (第一次 ) / A1

(第二次 )。

　　第一次实验时先进行一个预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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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怪 (指 ) ,也可能觉得不奇

怪 (指 )。那你给我指一下哪张脸是 :奇怪 ? 不奇

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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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5　结果处理

　　所有实验都结束后将访谈结果编码 ,最终数据

用 SPSS 12. 0处理。

　　考虑到惊奇情绪总是与信念联系在一起 [ 1, 2 ]
,

我们在计算幼儿理解惊奇情绪的通过率时 ,综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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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试的情绪判断及其信念判断 ,亦即将两者同时回

答正确作为理解惊奇情绪的标准。逆向推理任务

中 ,正确回答为筒里面装的不是薯片、或者回答是别

的东西。

　　对归因的编码是参照 Harris等 ( 1989)、W ell2
man和 Banerjee (1991)、de Rosnay等 (2004)的编码

系统 [ 2, 4, 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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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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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6. 7%到

96. 7%不等 ,平均为 90. 0%。

　　情绪归因共分成 4类 :

　　①无关理由或不知道。被试回答与当前故事完

全无关 ,例如“他想玩 /吃 ”,“他看到就奇怪 ”,或者

回答不知道、不作反应。

　　②情境定向 :只提到当前情境的结果 ,例如“它

是糖纸 /小石头 ”,“小石头变成糖了 ”,“本来刷的牙

膏、变小狗了 ”,“不是薯片了 ”。

　　③半信念状态 :此类归因仅在任务 A3中出现。

有少量 3、4岁幼儿不能完全确定主人公的信念状

态 ,回答“不知道里面的东西是不是变了 ”,追问“他

看到筒里装的是不是薯片 ?”则能正确回答“不是 ”。

　　④信念状态 :正确提到主人公的信念状态 ,例如

“以为是糖呢 ”,“他以为 /觉得这里面是牙膏。”“他

以为里面是薯片 ,结果一看不是 ,就特别奇怪。”

3　结果

3. 1　幼儿对错误信念的理解

　　本研究中实验顺序的效应在各种条件下均不显

著 ,后文不再赘述。表 2显示 , 3～5幼儿对自身、他

人的错误信念的理解率都相当高 ,且基本一致 ,总的

一致性达到 78. 9% , Kappa = 0. 47, p < 0. 001。幼儿

的这一理解还表现出显著的年龄发展趋势 ,对自身 :

χ2 (2) = 18. 93, p < 0. 001,对他人 :χ2 (2) = 12. 73, p

< 0. 002。

表 2　各组儿童通过故事 1和故事 2中错误信念问题的人数

百分比

错误信念 3岁组 4岁组 5岁组 总计

自身错误信念 (A1) 43. 3 76. 7 93. 3 71. 1

他人错误信念 (A2) 53. 3 76. 7 93. 3 74. 4

3. 2　幼儿对信念证伪后的情绪推测及其归因

　　可以看出 , 3～5岁幼儿对他人惊奇情绪的理解

表现出显著的年龄发展趋势 ,χ2 ( 2 ) = 13. 17, p <

01001,对自身惊奇情绪的正确指认也存在显著的年

龄效应 ,χ2 (2) = 16. 39, p < 0. 001。与表 2错误信念

理解相比 ,对惊奇情绪的理解稍有落后 ,但差异相当

微小。

表 3　幼儿对信念证伪之后的惊奇情绪判断及其归因 ( % )

情绪理解 组别 (岁 ) 通过率 ( % ) 无关理由 情境定向 信念状态

3 40. 0 25. 0 75. 0 0

对自身情绪 4 63. 3 26. 3 63. 2 10. 5

的理解 (A1) 5 90. 0 14. 8 74. 1 11. 1

小计 64. 4 20. 7 70. 7 8. 6

3 46. 7 42. 9 50. 0 7. 1

对他人情绪 4 70. 0 19. 0 66. 7 14. 3

的理解 (A2) 5 90. 0 11. 1 66. 7 22. 2

小计 68. 9 21. 0 62. 9 16. 1

　注 :归因百分比为占各年龄组正确理解主人公惊奇情绪的人数百分比

　　从归因来看 ,幼儿对自身以及他人惊奇情绪的

归因均以情境定向为主 :情境 A1中χ2 (2) = 37. 69,

p < 0. 001,情境 A2中χ2 (2) = 24. 61, p < 0. 001。还

应注意到 3岁组在对他人情绪的归因中给出了较多

的无关理由 ,而年长的 4、5岁组则给出了一定的信

念状态归因 ,这也从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不同龄儿童

情绪认知发展水平的差异。

3. 3　幼儿对惊奇情绪的逆向推理

　　在逆向推理中 ,我们先要求被试回答主人公为

什么会觉得奇怪 ,分别有 17个 3岁、9个 4岁、4个 5

岁幼儿不能回答或给出无关理由 ,经追问 ,他们仍然

错误地认为筒里面装的是薯片。另各组都有三两个

幼儿给出了诸如“这里面是谁放的 ?”“没有了 ”之类

的无关理由 ,并且认为桶里装的是薯片 ,但这只是少

数情况。

表 4　各组幼儿对主人公惊奇情绪的逆向推理正确率及其

归因 ( % )

组别 (岁 )通过率 ( % ) 无关理由 情境定向 半信念状态 信念状态

3 33. 3 20. 0 60. 0 20. 0

4 56. 7 29. 4 58. 8 11. 8

5 80 8. 3 87. 5 4. 2

小计 56. 7 17. 6 72. 5 7. 8 2. 0

　注 :归因百分比为占各年龄组正确指出信念状态的人数百分比。

　　可见 , 3～5岁幼儿对他人惊奇情绪的逆向推理

同样表现出显著的年龄效应 ,χ2 ( 2 ) = 13. 30, p <

01001。相关样本的卡方检验表明 ,他们在逆向推理

中的成绩略低于故事 A2中对他人情绪的预测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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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达到边缘显著水平 :χ2 (90) = 3. 23, p < 0. 08;与

对他人错误信念的理解 (表 2)相比则表现出显著的

滞后效应 :χ2 (90) = 7. 03, p < 0. 01。

　　从归因来看 ,他们对信念证伪后引发的惊奇情

绪推测主要给出情境定向的归因 (χ2 (3) = 64. 06, p

< 0. 001) ,基本上没有人给出信念状态的归因 ,少

量 3、4岁幼儿给出的半信念状态归因则显示出其信

念认识的过渡性质。

3 很多研究都显示 ,很小的婴儿就对不符合预期的客体表现出惊奇情绪 [ 17 ] ,这与本研究并不矛盾。本研究范式通过言语访谈的方式考察幼儿

对惊奇情绪的认知 ,而婴儿则只能在诸如遮挡任务中实际表现出惊奇情绪。

4　讨论

4. 1　幼儿对基于信念的惊奇情绪认知发展

　　本研究采用精简的信念任务揭示出 3～5岁幼

儿对惊奇情绪的认知发展趋势 3 。3岁幼儿对惊奇

情绪的认知还是不太稳定 ,其通过率约为 40% ,到

4、5岁时 ,他们对惊奇情绪的理解获得了显著的发

展 ,其通过率达到了 60%以上、90% , 5岁幼儿基本

上都能理解惊奇情绪。相比之下 , Hadwin和 Perner

(1991)的研究认为幼儿要到 5岁才能理解惊奇情

绪 ,其通过率仅为 50% , V inden ( 1999)的跨文化研

究中 ,西方 4、5岁儿童理解基于信念的高兴情绪的

通过率仅为 18. 8%、61. 5%。

　　造成这种发展上的显著差异的原因就在于 ,本

研究对惊奇情绪的测查范式相对简化 ,对幼儿心理

表征能力的要求相对低一些。Hadwin 和 Perner

(1991)的研究中 ,基于信念的情绪理解的标准为 ,

被试能同时指出惊奇情绪和不惊奇情绪 ,这一测查

标准显得过于严格 ; V inden (1999)采用的标准也正

是本研究所采用的 ,但其任务范式为经典的非预期

位置转移任务 (Unexpected location transfer) ,比本研

究范式要复杂得多。

　　3～5岁幼儿对他人信念证伪之后的产生的惊

奇情绪判断与自身信念证伪之后的惊奇情绪判断相

当一致 ,这与前人研究结果是一致的 [ 8, 14 ]
,说明儿童

很早就具备了区分他人和自身心理状态的能力。从

另一角度来看 ,这还有可能是被试将自身的惊奇情

绪投射到故事主人公造成的 ,但是考虑到在我们的

研究范式中 ,并没有让被试本人看到最终结果 ,而是

告诉被试 ,主人公看到牙膏盒子里面装的是小狗 ,这

从一定程度上控制了被试自身惊奇情绪的产生。被

试的归因中有一些直接提到了故事主人公 ,例如

“他昨天还见牙膏 ,今天就看见一个小狗 ”、“因为他

看见了小狗 ”等 ,这表明被试并非将自身的惊奇情

绪汇报给实验者。

　　被试对惊奇情绪给出的归因主要是情境定向

的 ,这可能与其表达能力或言语习惯有关 ,而并不意

味着他们没有认识到信念状态或认知评价在情绪产

生中的作用。可以想见 ,即便成人在回答类似问题

时 ,一般也只是简单地提到当前情境的结果 ,例如

“因为是糖 ,所以很奇怪 ”。一些幼儿回答“小石头

变成糖了 ”,这种回答尽管是情境性的 ,但“变成 ”一

词也表明他们将过去的信念与当前的情境作了对

比 ,体现出他们对基于信念的惊奇情绪的朴素理解。

　　最后 ,还有一些做出惊奇情绪判断、但未能通过

错误信念任务的被试 ,我们认为他们并没有真正理

解惊奇情绪 ,其判断可能是一种积极反应偏差。其

归因支持其判断属于积极反应偏差 :他们主要给出

情境定向归因和无关理由。这种偏差在 Hadwin和

Perner (1991)的研究中也相当明显 ,因此他们采用

被试能同时指出惊奇、不惊奇情绪作为惊奇理解的

标准。

4. 2　对惊奇情绪的逆向推理

　　与前人研究相一致 ,本研究中幼儿对惊奇情绪

的逆向推理能力显著差于其错误信念认知 ,这揭示

出幼儿基于信念的情绪理解中的滞后效应。然而有

所不同的是 ,我们还发现幼儿对惊奇情绪的逆向推

理能力略低于顺向预测能力 ,这一结果则显示出心

理表征能力在基于信念的情绪理解中的重要作用。

　　在不需要对自身和他人信念作出区分的情况

下 ,幼儿的逆向推理成绩依然相对更差 ,这表明幼儿

从单纯理解错误信念、理解信念在惊奇情绪中的作

用到应用信念表征去推测情绪的产生原因 ,还存在

一个发展过渡的过程。即便是能对惊奇产生原因作

出正确判断的幼儿 ,给出的解释仍以情境定向为主 ,

这与他们在顺向情绪推理中的归因一致 ,同样说明

他们很少使用心理状态词汇、而更倾向于简单地从

情境角度解释人们的惊奇情绪。这对探讨言语和心

理理论发展的关系的研究有一定启示意义。

　　尤其需要指出的是 ,情绪的逆向推理范式所考

察的并不是儿童对情绪本身的直接理解 ,而是对情

绪的反思的理解 ,而这种反思需要更高级的心理表

征技能的参与。通常来讲 ,我们在体验到某种情绪

的当时 ,并不会深究这种情绪产生的原因 ;只有在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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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对自己的情绪状态进行反思的时候 ,我们才会去

考虑是什么事情让人奇怪 ,又有什么让我们觉得高

兴或是难过 ,而这种反思有助于我们深入理解自己

或他人的情绪 ,有助于情绪能力和社交技能的发展。

4. 3　对错误信念任务的改进

　　正如前文指出的 ,愿望的卷入可能会干扰幼儿

对错误信念的理解 ,而对自身和他人信念状态的区

分更是增加了经典的错误信念任务的难度。本研究

通过对这两个不利因素的排除 ,大大地提高了幼儿

对错误信念的通过率 ,在更大程度上探测出幼儿理

解错误信念的潜力。

　　几乎所有心理理论研究都显示 , 3岁幼儿基本

上是不能理解错误信念的 ,而这些研究中所采用的

错误信念任务往往将被试以外的他人、或故事中行

为主体以外的第三者引入故事情境。在和 W ellman

教授的一项合作研究中 [ 15 ]
,我们采用经典的“内容

错误信念 ”(Content false belief)任务测查了 45名平

均年龄为 3. 5岁的幼儿 ,其通过率只有 17. 8% ;王

益文 ,张文新 (2002)采用“非预期位置转移 ”任务对

72名平均年龄为 3. 69 岁的幼儿的测试结果表

明 [ 16 ]
,其通过率只有 25% ; V inden (1999)的研究中 ,

西方文化 4岁组儿童的通过率都只有 4318%
[ 10 ]

;而

本研究中 3岁幼儿对自身、以及他人的错误信念的正

确指认率分别达到 43. 3%、5313% , 4、5岁幼儿的通

过率 (分别为 76. 7%、93. 3% )也较同类研究要更高

一些。可见 ,本研究对错误信念任务的改进是成功

的 ,经过简化的实验范式有利于探测年幼儿童更早

就开始发展的朴素心理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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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roduction　

　　Typ ically, a false belief paradigm has been used to exp lore children’s understanding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motion and belief, which is part of the children ’s naive theory of m ind. Abundant results have indicated that

children are able to understand belief - based emotions only after the age of 4 to 5. This study clarified the following

two variables that perhap s influenced p reschoolers’belief and belief - based emotion cognition: (1) desire status of

the story’s p rotagonist who is typ ically and inevitably involved in many belief tasks and (2) distinction between the

beliefs of different p rotagonists. U sing the belief - based emotion of surp rise, the classic " content false belief" task

was simp lified to exp lore the possibility that younger p reschoolers m ight show the rudimentary understanding of

belief - based emotions. The role of mental rep resentation in their understanding of belief - based surp rise was then

exam ined further using a backward emotion task.

　　M ethod　

　　The participants comp rised 90 children, aged 3, 4, and 5, who were random ly selected from one of Beijing’s

regular kindergarten schools. The children were divided into 3 age group s depending on their ages: 3. 5 ±0. 3, 4.

5 ±0. 3, and 5. 5 ±0. 3. Each group comp rised 30 children of which 15 were male. Each child was tested

individually with regard to the p rotagonist′s, his or her own surp rise status, and false belief, when corresponding

belief was p roved false by looking into a specific package by oneself.

　　Results　

　　Significant developmental trends were observed in the p reschoolers’understanding of the belief - based emotion

of surp rise; moreover, most of them justified their judgment with situational reasons and only a few referred to the

corresponding belief state. The children’s understanding of their own false belief was basically consistent with that of

the others, with the passing ration of half or so, 76. 7% , and 93. 3%. Further, their backward reasoning with

regard to the causes of the belief - based emotion of surp rise also showed significant development among the

children; this wasmarginally worse than their surp rise p rediction and significantly worse than their understanding of

false beliefs.

　　Conclusion s　

　　The abovementioned results indicated that p reschoolers developed an understanding of belief - based emotions

at an early age and suggested their early developed theory of m ind and the role of mental rep resentation in their

understanding of surp rise.

Key words　surp rise, false belief, emotion cognition, theory of m ind, p reschoole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