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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岁儿童对友谊关系的认知及其发展
”

方富熹 方 格 王文忠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

,

北京
,

摘 要

用以承诺为主题的两难推理故事探查 一巧 岁儿童对友谊关系的认知及其发展 结果表

明
,

儿童的有关发展制约于社会观点采择能力的发展和调节友谊关系的道德规范的理解
,

并表

现出阶段结构的发展模式 我国儿童的发展具有某种跨文化的普遍性
,

也显示出自己的特点

关键词 至巧岁儿童
,

社会认知发展
,

友谊关系
,

两难故事
。

问 题

儿童社会化的过程受两种人际关系的交互影响
,

即以单向服从为特征的权威约束关

系 如亲子关系 和以合作为特征的同济平等关系 如友谊关系
,

而随着儿童的成长
,

后一

种关系则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 。

儿童对友谊关系的认知既包括认知 自己 和 别人的

观点
、

意图
、

需要
、

情感等
,

同时也包括对调整友谊关系的道德规范 如承诺
、

利他等 的认

知
,

因此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实际上处于两个研究领域 社会认知发展和道德发展 的接合

面
。

友谊作为一种亲密持久的同济关系是发展上较晚的成就
,

只有在 青年 初 期 才能达

到【幼 】。 本文作者 曾探讨了小学低年级儿童
,

岁 对友谊关系的认知发展并与国外同

行进行了跨文化比较研究
,

发现我国儿童对友谊关系的认知发展既有跨文化的普遍性
,

也

存在着文化差异 〔, ’。 随后
,

作者对 岁和 岁儿童的有关发展作了进一步研究
,

企图

进一步揭示我国儿童认知友谊关系从不成熟到成熟的发展过程
,

并深入探讨影响其发展

的有关因素
。

本文将综合报告
、 、 、

岁四个年龄组的研究结果
。

方 法

被试

被试分四个年龄组
,

岁组 人
, 、 、

岁组各 人
,

各年龄组被试分别是小学
、 、

年级和初中 年级的学生
。

被试来 自 类不同类型的学校 北京市区重点中小

学各两所
,

市区普通中小学各三所和郊区农村中小学各一所
。

每类学校 了岁组被试各

人
,

其它年龄组各 人
。

校内分层 随机取样 市区重点和普通学校 家 长 文 化 程 度分高

大专及大专以上 低 高中
、

中专及以下 两组
,

人数均等
。

郊区农村学校被试家长的文化

程度均属低组
。

各年龄组男女被试各半
。

被试年龄范围均是足岁前后半年
。

研究程序

本文修改稿于 年 月 日收 到
。

本研究属国家自然科学鑫金资助项 目“
学龄儿宜认知发展实脸研究 的部分工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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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以个别访谈方式进行
,

开始时先由主试叙述一个以承诺为主题的两难故事 主

人公已经答应一个老朋友的邀请
,

约定到老朋友家中谈心
,

事后又接到一个新结交的孩子

的邀请
,

在同一时间去看一场精彩的电影
,

主人公不知该怎么办
。

故事叙述完后
,

主试接着

用皮亚杰的临床法提出一系列开放式探查问题
,

包括 对问题情景的定义 即主人公

碰到一个什么问题
,

为什么成为问题 决定选择 主人公会去谁那儿呢
,

为什么

对后果的考虑 让被试设想主人公在作出这种或那种行动方向选择时的想法和 心 情
, 以

及久等主人公而主人公失约不来时老朋友的心情 问题的解决 让被试提出建议帮助

主人公解决好这一矛盾 对决定的评价 让被试指出主人公应该到谁那儿才对
,

为什

么等
。

问题 至 的 目标是探查被试的观点采择能力
,

问题 则属于探查被试的道德

判断能力的发展
。

此外
,

主试还提出各种探查问题
,

以深入了解被试对友谊
、

承诺概念的

认识
。

个别访谈均作现场录音
,

事后转成书面材料
。

实验前后还收集了被试的各种背景材

料包括教师对其学习能力
、

品行等所作的等级评定 通过瑞文 图形推理测验反映的被试一

般智力水平 语文
、

数学期末考试成绩 , 此外
,

由于在 了
、 、

岁组的同一被试身上我们还

曾同时以具体运演的作业任务探查其认知发展水平 ’,

这使我们有机会分析同一个体中

这两种认知能力 物理关系认知和社会认知 发展中的相互关系
。

结 果

对个案结果的处理

本研究沿用 和 的结构分析方法
,

将被试对各问题的回答理由划分为

不同的发展水平
,

前一较低的水平是后一较高水平的必要但非充分的条件
,

从而形成层次

等级系统
,

这一系统展示了有关社会认知结构的发展
。

由于认知结构的发展具有一定的跨文化的普遍性
,

因此在确定水平划分的标准时参

考了西方心理学家对有关问题制定过的计分手册 , 幼
,

但在本项研究中
,

由于文 化差异

影响
,

我国儿童的反应表现出许多新的特点
,

有些反应并不能径直地与他们制定的记分标

准相匹配
,

因此
,

我们修订并发展了 自己的标准
。

依据这一标准
,

两个熟悉本研究的专家

对每一年龄随机抽取的 个样本独立作水平评分
,

评定一致性达 肠一 肠
,

一位新手

研究生 在学 习了记分手册后对相同被试样本作独立评分与一位专家的一致性达 帕
。

对群体研究结果的皿的分析

关于行动方向

图 表示被试作观点采择时推论主人公可能采取的行动方向 即问题
“

主人公

会到谁那儿
” 。

从图 中可知主人公可能会找新孩子的被试人数随着年龄增长而

逐步下降 四个年龄组分别为 帕
、

帕
、

帕
、

帕
,

年龄差异十分显著
“ 了,

, 。

图 表示被试依据道德判断上的正确性主张主人公应采取的行动方向 即问题
“
主人公应上哪儿才对

” 。

从图 可知
,

在作道德判断时
,

与最初决定行动方向相比
,

、 、

岁被试主张去新孩子处的人数有下降但仍占优势 分别为 肠
、

帕
、

肠
,

大

部分 岁被试仍推论主人公应去找老朋友 肠 ,

值得注意的是相当一部分 岁
、

岁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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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 肠和 肠 在作道德判断时决择不下
。

统计分析表明
,

这一部分结果的年龄差异仍

然十分显著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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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行动方向的决定 图 道德上应采取行动方 向的决定

为了了解被试的观点采择的行动取向与道德判断上行动取向是否一致
,

将同一年龄

组前后两者的结果作差异性统计检验
,

结果表明
, 了岁及 岁组差异显著 岁组 妒

, , , 岁 组
, , ,

而 岁及 岁组

差异不显著
。

各午龄发展水平

表 表示依据个别随访所探查的 了个问题项目
,

即对情景的定义
、

决定选择
、

后果估

计
、

矛盾的解决
、

对决定的评价
、

承诺概念
、

友谊概念等问题的回答的水平评定结果
。

表 各年龄被试在不同测查项目上的平均等级

年龄 定义

岁
。

岁
。

岁
。

岁
。

决定

。

。

。

。

后果

。

。

。

。

道德判断 间题解决 承诺

。

。

。

。

友谊

。

。

。

。

几口勺口,且比

⋯
,占曰,臼品︸吕,甘﹃了甘叹

⋯
玉占

所有被试的回答依据记分手册可划分为 。 , , ,

四个水平
,

每两个水平之间存在

一个过渡水平
,

如 至 的过渡水平记为 。八
。

从表 可以看出
,

岁儿童对各问题回

答的水平为 或 岁儿童的水平是 或 岁儿童的水平为 或
,

岁

童大致水平为 或
,

这说明儿童对人际关系的社会认知发展是一个较为 缓 慢 的过

程
,

年龄增长 至 岁才提高约半个水平
。

对表 中各项的成绩所作的项目相关分析表明 , 所有分项目之间的相关均在 至

之间
,

均非常显著
,

说明所探查问题的内部一致性很高
,

它们所测的是同一有关认知

能力
。

个别随访的一个问题是要让被试判断
“

主人公怎样才能把问题解决好
” ,

被试解决矛

盾的策略大致可分为三类
,

第一类为提不出任何解决矛盾的策略和手段 第二类提出了通

过
“

对话
”

如事先向某一方说明自己不能赴约或事后向对方解释或道欲 解决矛盾的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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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
,

第三类提出了用
“
调解

”

的补偿性策略来解决矛盾
,

即通过谈心解开疙瘩
,

把人际关系

调整好
,

图 表示这三类回答的各年龄人数百分比
。

图 中年龄变量的作用非常显著 “

二 , , 。

一州口卜 一类学校

一 今一 二类学校

一八一 三类学校

侧勺曰

缭链录书曰众恤其城

岁 岁

图 各年龄 组被试解决矛盾的策略 图 各类学校被试认知友谊关 系 的成绩

影响其发展 的有关因素

图 表示了三种类型学校儿童认知友谊关系的平均成绩
。

对图 的结果作统计分析表明 在作统计分析时
,

将水平转变为从 到了的 个等级
,

与 。、 、 、

等对应
,

学校类型 〔
, ,

〕和年龄〔
,

,

〕的主效应差异显著
,

并且两者的交互作用也达到显著水平 〔
,

,
〕

。

图 显示了市区学校 包括普通与重点学校 中被试母亲文化程度高组与低组的成绩

差异
。

野链录书

岁

令母亲文化高

母亲文化低

图 母亲文化程度不 同的被试的认知成绩

对图 的结果的统计分析表明
,

母亲文化程度高组和低组被试认知成绩差异显著〔
, ,

〕
,

被试母亲文化程度和被试年龄的交互作用也 达 到 显 著 水 平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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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列举了 岁至 岁被试的友谊关系认知成绩与有关变量的相关
。

表 友谊关系的认知成绩与有关变项的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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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中
, ,

二

讨 论

对友谊关系的认知与杜会观点采择能力及道德规范的关系

友谊是私人之间的一种亲密持久的人际关系
,

要建立
、

发展和维持这种关系
,

关系双

方必须认识和区分自己和朋友的观点
、

愿望
、

需要
、

情感等等
。

认为分化和整

合自己与别人观点的社会认知能力是友谊概念发展的基础
,

并提出社会观点采择能力发

展的阶段 水平 模式闭
。

木研究的结果表明
,

我国儿童的有关发展也表现出相同的趋势
,

这说明在深层认知结构的发展上具有一定程度的跨文化的普遍性
,

例如
,

对于水平 的儿

童
,

友谊是一种短暂的
、

物质定向的相互交往关系
,

儿童不能区分自己和别人的观点
,

友谊

概念还没有发生 水平 的儿童开始能分化自己与别人的观点
,

认知别人可能具有与自己

不同的观点
、

要求
,

并能预见自己行动的后果 如
“
同学请他

,

他不去
,

人家就生气了 ,
等 ,

水平 的儿童出现了 自我反省的观点采择能力
,

即能站在对方的立场上考虑别人的需要
,

利益和情感
,

预料当自己作出不利于朋友的行动时对方可能出现的消极反应
,

例如儿童能

预料朋友等待他赴约时的焦急心情
,

失约会使朋友再也不相信他了等等 而水平 的儿童

则能超越作为伙伴双方的观点
,

以第三者的角度观察友谊问题
,

例如儿童认为
“

好孩子总

是守信用的
,

遵守诺言人家才觉得你非常好
,

靠得住
” 、 “

不遵守诺言对你没有好印象
,

在同

学心 目中也没有威信
”

等等
。

为了建立发展友谊关系
,

一个重要的条件是对关心他人以及遵守诺言等道德规范的

认知和掌握
,

从而转化为指导行动的动机
。

在西方文献中
,

前者被称为关心的道德
,

后

者被称为公正的道德 ’。 。

曾提出了儿童道德发展的阶段 理论 模式 川
,

并分

析了儿童有关道德动机的发展
。

但无论是 或 等都把关心他人的道德看

作是儿童发展的较晚阶段的成就
。

例如
,

认为处于水平 的年幼儿童
,

对友谊的

理解是一种
“

单向制约关系 ” ,

即仅把朋友看成是满足自己需要和利益的人
,

年龄较大的儿

童 水平 由于发展了 自我反省的思维能力
,

开始能认识到别人的需要和情感
,

但 自我利

益在动机上仍处于统治地位
,

这时的友谊是一种
“

只能共安乐
,

不能共患难
”

的合作关系
,

而只有水平 的儿童把友谊看成是一种稳定
、

持久
、

亲密的人际关系
,

赋予友谊以情感上

相互关心
、

信任的特点
。

的道德发展阶段是跟 的友谊发展阶段相平行

的
,

都认为对他人的关心是较晚发展阶段 出现的
。

由于社会文化和教育条件的不同
,

本研究发现我国儿童对调节友谊关系的道德规范

的认知具有 自己的特点
。

这主要表现为关心他人的道德在发展的早期阶段 已经出现
,

并且

或为年幼儿童行动取向的主要动机之一
。

本文作者一项跨文化合作研究的结果 表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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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同一故事对我国和西方冰岛儿童进行个别随访
,

虽然两种文化大部分
、

岁儿童都主

张主人公应去新孩子那儿
,

但背后依据的理由却有很大差异 冰岛孩子的理由大 都 和个

人的物质利益相联系
,

而中国孩子的理由主要是出于对新孩子的同情和关心
。

本研究结果

表明
,

关心他人的道德同样表现为阶段结构发展的模式
。

例如
,

水平 的儿童主张主人公

去新孩子处的理由是
“
因为他 新孩子 是新来的 ” ,

对理由不能作进一步的解释
,

只是出于

一种对新孩子处境的同情 水平 的儿童已发展成为对人际关系规范的认识
,

其 理 由是
“
应该照顾新同学

” 、 “ 对新来的孩子应特别友好
”

等
。

水平 的儿童则表现为作为一个集

体成员关心别人的人际关系责任感
,

认为“ 小刚是新同学
,

应给新同学一个好印象
,

让他感

到班内的温暖
。 ”

与关心他人的道德发展相并行
,

几童也发展着对
“

遵守诺言 ,
这一道德规范的认知并

表现出阶段结构的特点 水平 的儿童还没有认识和掌握承诺这一道德准则
,

因此对失

信行为不会感到道义上的不安 , 而水平 的儿童已能根据承诺的准则作出行动 决 定 和评

价
,

懂得
“

答应了别人 ”意味着承担了义务
,

因此必须守信用 水平 的儿童已认识到只有

遵守诺言
,

才能取得朋友的信任
,

因此
,

遵守信用是建立和维持友谊关系的必要条件
。

根

据本研究的故事情景
,

被试推断主人公作出何种行动选择 即跟新孩子一块儿去电影院还

是到老朋友处赴约
,

主要取决于
“

关心他人
”或“

遵守诺言 ”两种道德准则的权重选择
。

研

究结果表明
,

似乎年龄小的儿童更重视关心他人的道德
,

年龄大的儿童 岁 更重视承

诺
,

与年幼被试比较
,

年龄较大儿童的行动取向和道德判断取向比较一致
,

这表明随着儿

童年
’

龄增大
,

他们逐渐能对道德规范的认知转化为自我的道德要求
,

根据道德上的正确性

决定 自己的行动方向
,

使行动有更高的自觉性 见图
。

学校教育和家庭环境对儿 , 认知友谊关系发展的影晌

本研究样本取 自三类不同学校和母亲文化程度不同的家庭
,

研究结果证实了学校和

家庭教育质量是影响儿童对友谊关系社会认知发展的重要变量
。

本研究还 进一步 发 现
,

随着年龄增大
,

受上述变量影响的被试之间的差异则越来越少 见图
、

图
,

这可能表

明随着个体认知的逐渐成熟
、

自主性的增长
,

学校
、

家庭作为外部因素对其有关发展的影

响相对减弱
。

但 由于本研究各年龄组的被试均取 自横断设计的样本
,

这一发展趋势是否

可靠则有待于追踪研究的进一步检验
。

、 结

本研究以 日常生活中承诺问题的两难故事为材料对了一 巧岁儿童作个 别随 访 以 探查

其对友谊关系的社会认知发展规律
,

结果表明

儿童的有关发展制约于分化和整合 自己与别人观点的社会认知能力以及对利他
、

承诺等人际道德规范的理解和掌握
。

依据结构发展分析所制定的记分标准
,

可把儿童的

发展划分为 种不同水平 物质定向水平 水平
、

前规范水平 水平
、

规范水平 水

平 和概念理解水平 水平
。

大部分 岁儿童处于水平 或 至 的过渡水平 大部

分 岁儿童处于 至 的过渡水平或水平 大部分 岁儿童处于水平 或 至 的过

渡水平 大部分 岁被试处于 至 的过渡水平或水平
。

同一年龄儿童的发展表现出明显的个别差异
。

学校教育条件
、

家庭教育的质量 以



期 方富熹等 一 ,岁儿童对友谊关系的认知及其发展

母亲文化程度为指标
,

对儿童的友谊关系认知有重要影响
,

并且儿童年龄越小
,

学校和家

庭变量对其影响越显著
。

儿童的物理关系认知水平和一般智能水平也与儿童对友谊关系

的认知水平有显著相关
。

与西方同类研究的结果相比
,

我国儿童的有关发展具有自己的特点
,

即人际关系

中利他的道德在我国最年幼的被试中已强烈显示出来
,

并且表现出阶段结构 发 展 的 特

点
。

本研究也发现在分化
、

整合自己和别人的观点的社会认知能力发展上东西 方文 化儿

童具有一致的特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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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政治心理学会第 届学术年会在美国召开

国际政治心理学会 第 届学术年会
,

于 年 月 , 日至 日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

参加这次年会的有来自世界各地的心理学家
、

社会学家和部分热心于政治心理学研究的官员
,

共 余

人 著名政治心理学家多白丝
·

格雷柏
,

乔治 马库斯
,

弗雷德 格林斯坦
,

戴维 西尔斯
,

贝蒂

格拉德
,

汤姆 布赖德
,

理查德 布朗加特 丹尼尔 巴
·

杰罗尔德 福斯特 德博拉 拉森
,

维廉姆

斯通等出席了会议
。

在开幕式上
,

会议主席在回顾一年来国际政治心理学的重大事件时
,

特别提到了我国以政治心理学

研究为主的沈阳市心理研究所的成立 在开幕式结束后的招待会上
,

许多学者纷纷向我国与 会 学者祝

贺
,

并表示希望建立联系和开展合作
。

此次年会的论文和报告数量多
,

领域广
,

不少论文有新意
。

诸如
,

多元文化与种族认同政策 多元文

化热的心理分析 美国政治中的偏执狂 尼克松政府中的小集团主义和顾问制度 化解矛盾的培训 领导

与权力 在领导作用方面对性别差异的探索 宣传和候选人的评价 社会心理学方法在政治心理 学 中的

运用 人格
、

健康和政治领袖 领袖的人格鉴定 政治领导的比较研究 民主化的心理作用和社会变革
,

等

等
。

我国与会学者向大会报告了《中国的政治心理学 》
,

引起了到会学者的广泛兴趣和关注 国际 政 治

心理学会主办的《政治心理学 》杂志
,

主编斯坦利 伦松已决定在该杂志刊载这篇报告

国际政治心理学会第 届年会
,

将于 年夏在加拿大举行
。

王树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