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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论述 了跨文化发展心理学研究所依据的方法学原则以及当前的研究动

向和发展趋势
。

跨文化发展心理学的研究已经有一段很长的历史
,

但只有在最近二
、

三十年来这一领

域的研究才获得蓬勃的发展
。

跨文化心理学研究的兴起是跟世界上近年来社会的进步
,

经济的发展分不开的
。

不同地区和文化背景的人们的频繁交往
,

使心理学家 日益 迫 切地

感到
,

需要研究不同文化社会环境中的人们的心理过程和特点有何异同
,

以便增进人们间

的相互理解
。

对儿童抚养的实践和学校教育 是人们极为关注的问题
。

儿童是未来世界 的 主人
,

而

对新一代教育的成效
,

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儿童心理发展规律的发现和利 用
。

跨 文化

发展心理学的研究能使我们验证在某地观察到的儿童心理现象或行为是否在各处也普遍

有效或部分地有效奋抑或它仅发生在一个现代化社会或传统封闭的社会? 这一问 题 不仅

有理论意义而且也具有实践意义
。

理论上我们承认心理发展是环境与遗传相互作用的产

物
,

但环境和遗传两者是怎样的关系
,

它们是怎样互相制约
,

互相 依存地 决定心 理 发 展

的 ? 研究这个问题的途径之一是跨文化的研究 ;在实践上
,

无论研究本国的教育改革或借

鉴别国的教育经验
,

都必须具深刻理解不同民族
,

不同文化的儿童心理发展的共性及其差

异
,

无怪乎具有国际影响的皮亚杰学派关于儿童认知发展的理论
,

科尔伯格的道德发展理

论等多年来是跨文化研究的热门课题
。

K a g itc 山a s i和B e rr y( 19 8 9) 川曾给跨文化心理学的对象问题下过一个概念性定义
:

“

跨文化心理学是研究不同的文化和种族集团中个体的心理社会机能的相似性和 差异
。

它力图发现 (1 )在个体水平上的心理变量与 ( 2 )在总体水平上的文化
、

社 会
、

经 济
、

生

x)本文于 1 9 90 年 8 月 一7 日收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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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和生物变量之间的关系
。

这一领域的研究者探讨个体对变化中的 总体 变量 的实 际经

验
。 ”

研究心理社会机能的文化差异一直是人们感兴趣的问题
,

但探讨心理社会机能 的 普

遍性或相似性 目前被提勤更突出的地位
。

从定义中可 以看到跨文化心理学家更关注社会

文化背景
,

生态学
,

社会结构等宏观特点并力图弄清它们与微观变量 (个体行为)之间的关

系
,

这使他们能站在一个更有利的立场
_

L找出哪些个体心理特点是文化特殊性的现象
,

哪

些特点是在几种文化背景中共同性的表现
,

哪些特点是普遍的人类现象
。

跨文化心理学家

认识到现代化的进程对人们的生活
,

从而对人们 的心理产生深刻的影响
,

因此强调个体心

理变量对总体社会文化变量依存关系的动态变化研究
。

发展心理学是跨文化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
,

本文将着重谈谈跨文化发展心 理学的重

要方法学原则及当前的研究和发展的趋势
。

二

跨文化发展心理学也应用心理学的一般研究方法
,

如调查
、

问卷
、

访问谈话
、

现场实

验
、

实验室实验和个案研究等
。

为了更好地了解研究对象的文化历史背景
,

有时还需要分

析人种史的资料
。

有些国家已建立了
“

人类关系地区档案
”
(t he H u m a n R e la ti o

ns A re a

Fi le s)提供了这方面极有价值的资料
。

跨文化的研究是应用一种比较的方法
,

力图将 普遍

性和文化特殊性分离开来
,

其目的是为了考查各种心理产物
、

理论
、

行为模式和研究 发 现

的普遍性
。

其中一种方式是运用相同的方法在某一种文化环境中重复测查来自另一种文

化环境的理论或模式
。

另一种方式是更广泛地关注非西方文化中存在的各种有价值的心

理学概念和资料
,

并将它们与主流的西方心理学理论联系起来〔“’
。

跨文化研究既然采用一种比较的方法
,

跨文化的可比性问题在方法学上占有中心 的

她位
,

可比性的必要前提是文化的对等性
,

即从不同的文化中收集到的数据资料及其处理
‘

方法具有文化的等值性
。

M a lp a ss
和Po o r tin g a (19 8 6 ) [

”]曾区分出三种文化 等 值 性
:

机

能等值
,

这是指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对同一问题作出反应时产生的行为表现出基本相 同 的

心理机能 ;概念等值
,

即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对特定的刺激物的意义有共同的 理 解 ; 测量的

等值
,

即从不同的文化中获得的数据资料的心理测量的特征展现出一种可比较的 模 式
。

下面
,

我们将具体考察满足跨文化可比性要求的有关必要条件
,

这些条件可作为评价跨文

化研究方法上的标准
。

1
.

所研究的现象的对等性问题
:

这是指我们所研究的行为现象在作比较的每一种文

化中是否代表着基本相同的心理机能
。

相似的行为可能表现出不同的心理机能或不相似

的行为表现 出相同的机能
。

这在心理病理学中是屡见不鲜的
。

D ra g n ne
s (198 6) [ 4 ] 曾 举

出一个抑郁症的研究例子
。

虽然广泛认为抑郁症的特征是悲伤
、

焦虑
、

紧张
,

对事物不感

兴趣
,

注意力不集中等
,

但这些特征仍存在着重要的文化差异
。

例如自罪 (g ui lt) 并不是普

遍存在的
,

在黑非洲的南撒哈拉人并没有自罪的表现
,

但在西方和 日本的患者中自罪是抑
一

郁症的重要成分
。

日本患者 谴 责自己直接冒犯了某些人
,

而德国患者则责备自己破坏了

抽象的道德原则
。

如 果 不能说明这种与 文化有关的差别就可能导致误诊
,

即把文化上并

非异常的行为看作是异常的
,

反之亦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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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对所比较的对象分类时
,

使用的分类系统的机能对等性问题
。

这涉及到分类的标准

是否一致
,

如果不一致则可能导致概念理解上的差异
。

例如对色谱中的不同颜色作 分 类

命名时
,

在不同的文化中尽管使用的是同一色谱
,

但以每种颜色指称的色谱区域则可能存

在着差异
,

特别是在主要颜色之间的过渡地带要区别 出是什么颜色是很困难的
。

例如
,

某
-

一种颜色究竟是绿蓝还是蓝绿就很难确定
。

在英语中蓝绿结合就有许多不同的名称
。

分类的方法将直接影响跨文化研究中对被试的选择
。

例如在西方通常根据社会经济
-

地位将人们分类
,

而在印度
,

由于种姓等级制度的特殊重要性
,

这种分类方法就未必 行 得

通
。

又例如关于家庭与儿童心理发展的关系已进行了很多研究
,

在这类跨文化研究中
,

如
·

何对家庭下定义
,

家庭构成问题是一个基本问题
,

这既包括成员的结构关系
,

也包括感 情

关系
,

理解不同
,

将影响样本的取样问题
,

从而影响样本的可比性
。

3
.

样本的可比性
:

在跨文化的研究中这一问题特别重要
。

在发展心理学的跨文化研

究中涉及年龄和儿童所在学校 (或班级 )的水平
。

由于各个国家的经济发展程度 不 同
,

在

某一国家中只有经过精选的一部分儿童能进入中学
,

而在另一个国家则全 部 适龄的儿童

都能进人中学
,

这样随机抽出的样本对前者较为有利
。

另一个重要的问题是
,

考虑儿童出

身的社会文化背景的影响时
,

必须将文化 或种族的影响与阶级和社会地位的影 响区 别开

来
,

虽然这两者都决定生活方式
,

从而决定心理变量
。

例如C a sli m 。 r e
和G 。 o d n o w (1 9 8 6 ) t

” l

发 现 盎 格 罗一澳大利亚母亲与意大利母亲存在着显著差别
,

但当考虑到他 们 的社会经

济地位这一指标时
,

这种差异减少了
。

由于社会阶级的指标在各国变化很大
,

准确地匹配

比较经常不可能
,

但为了使跨文化的比较有意义
,

必须尽可能弄清有关的社会阶级指标
,

不然的话
,

我们不能将样本之间的差异笼统地归因于种族的或文化的差异
。

换言之
,

如果

不能适当地处理社会阶级这一变量
,

就不能假定文化作为一个主要的独立的变量
。

4
.

测验和任务的可比性问题
:
这是指一个测验

、

任务
、

问卷
、

量表或实验室实 验在 作

比较的文化中是否具有相同的功能
,

即是否具有功能的对等性
。

首先被试的样本 应 该是

合适的
,

其次在侧验或任务的内容上 (包括一般主题或个别项 目)也应是合适 的
。

在某些

跨文化研究中简单地移用别国的有关量表作为本国的测量工具
,

其信度和效度是很 成 何

题的
。

因为这些测验工具的常模的可比性问题还必须仔细地加以检查
。

5
.

程序的可比性
:

这一问题如处理不当将直接影响数据结果的可比性
。

例如许多研

究者都喜欢采用问答的方法
。

但我们知道
,

某些文化社会并不鼓励儿童轻易地回 答 成人

的问题
,

除非他们对 自己答案的正确性确有把握
。

然而
,

另一些文化社会则鼓励儿童在不

会时也要大胆
“

猜测
” 。 .

如果 把儿童的答案分成
“

正确
”

和
“

部分正确
”

两种类别来打分
,

然

后再作对比
,

显然所打的分数将不利于前一种文化社会的儿童
。

程序问题涉及到实验的程

序
,

被试取样方法
,

数据结果的处理
,

主试的选择培训和遵守通行的文明准则等等
。

6
.

动机的可比性问题
:
如果研究者或被试的动机存在着很大的差异

,

那么两组 跨 文

化 的数据在机能上是不等值的
。

为此
,

参加研究的双方应对研究工作达成协议
,

并看到双

方的利益
。

关于被试的动机则较难控制
,

如果研究任务或程序缺乏文化关联性
,

对实验程

序缺乏理解
,

取样不合适
,

或对研究的问题不感兴趣
,

都可能导致被试动机上的差异
,

从而

影 响研究结果的效度
。

了
.

言语的可比性问题
:

首先这一问题是指用某一种语言表达的概念能否用另一种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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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准确恰当地表达出来
,

其次是翻译工作的水平间题
。

为了保证翻译的质量
,

反译是一种

有效的方法
, 即得到某一种语言的译本以后

,

再把译本反译成原来的语言
,

跟原文两 相 对

照
,

如有出入
,

再重复上述过程
。

应用这种方法时
,

对每次的翻译都应独立地进行
。

关于跨文化 的研究方法
,

最后还应谈谈主位研究方式 (e m ic a Pp r o a ch) 和客 位 研究
方式 (e ti o

aP p r
oa

o h) 的论争
。

这在跨文化的文献中已讨论过很多t“一 6 〕
。

所谓
“

主 位研究
方式

”

是指站在主位的立场上仅对 自身一种文化进行研究
,

这是本土心理学家所提倡的
,

从定义上看
,

这不 是一种跨文化的研究方法 ; 而
“

客位研究方式
”

则是指站在外部客位的立

场上对两种或几种文化进行研究
,

并在文化上比较各种有关的行为
。

从理论上说
,

最好的

跨文化研究方法是由所涉及的有关文化 的心理学家共同组成一个研究小组
。

由于小组的

成员最熟悉本民族的文化
,

也具有本民族的丰富学识来解释所收集到的数据资料
,

并且也

能站在一个客观的立场上将在各种文化中收集到的数据资料互相比较
,

这样有助于 克服

种族偏见
。

例如本文的作者曾合作进行过一项中澳儿童对智力概念理解的跨文化对比研

究 〔。
, ’。’。

这项研究的第一步是在 中澳两种文化的各方中收集探查性质的数据
,

这 是一 种
-

主位研究方法
,

然后依据这些数据设计出一个共同的实验再回到 中澳两国中进行
,

将收集

到的数据作比较
,

这是一种客位研究方法
,

这样把两者结合起来
,

从而得到较有 价 值的研

究结果
。

关于跨文化发展心理学研究的近期动 向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说明
:

(一)关于儿童心理发展的理论

尽管对儿童心理发展进行了许多的研究
,

但迄今为止还没有形成一个国际上公 认 的

儿童心理发展的理论
。

行为主义的社会学习论
,

弗洛伊德的性心理发展理论
,

皮亚杰的认
知发展理论及科尔伯格的道德发展理论等等只不过各自从儿童心理发展的某一个侧面作

了理论概括
。

这些理论是否具有普遍性还有待于得到更多的跨文化研究的支持
。

近几年

来有些跨文化发展心理学家也提出了一些有价值的关于儿童发展的理论见解
。

例 如Su
-

p e r
和H a rk n e s s (19 5 6 ) [川将生物学的

“

生态小生境 (e e o lo g ie n ie h e )
”

的概念与儿 童的心
J

理发展相类比
,

提出了
“

发展的小全境
”

的概念作为理论框架以研究影响儿童发展 的 文化

结构
。

它包含三种成分或子系统
:

物理和社会环境 ; 儿童照管和抚养
; 照管人的心理学

。

他假设存在着一个 自动平衡的机制整合着这三个子系统
,

使它们适合于儿童的发展 水 平

和特点
,

它们也与更大的文化
、

生态环境相互作用
。

依据这一观点 D a sse (1 9 8 8) 〔‘“]进 一步

提出关于研究人类发展的一个新的范型
,

即把正在发展的有机体与环境的相互作 用 作为

分析发展的单元
。

利用这一范型
,

他观察了非洲儿童的发展
,

例示了
“

发展小生境
”

的第三

种成分即照管人 (或父母)的心理学是怎样影响儿童的认知和社会性发展的
,

如对服 务 的

准备性等社会关系技能的发展与对手 的操作技能的发展的影 响等
。

S h a n d和K o s a w a (1 9 5 5 ) [
‘“]依据儿童的社会化是成人和儿童共同参与的过程 的理论

设想
,

比较了 日本和美国的婴儿与母亲的相互作用
,

探查是母亲单方面的行为在塑造婴儿

的行为或是一个行为相互塑造的过程
。

研究结果表明
,

婴儿 (样本总体 ) 出生时 的活动水

平和母亲的行为与经历了一段时间以后婴儿和母亲的行为所发生的变化两者之间存在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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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著的差异
,

从而支持了这一相互作用的发展模式
。

以上提到的关于儿童发展的跨文化概念模式不仅在理论上有助于说明儿童发展的复

杂过程
,

在指导抚养儿童的实践 上也有重要意义
。

例如土耳其正在进行一项研究
,

旨在促

进社会经济地位不利的儿童的心理发展 〔‘4 】
。

这一项研究的特点是
,

它并不直接对儿童提

供丰富化的课程帮助
,

而是通过一个干预训练计划支持和改善儿童在其中生活的环境 (主

要是母亲)
,

使环境能提供对儿童更好的帮助
。

研究结果表明
,

通过对母亲的训练从而影响
_

儿童发展的效果是很显著的
,

并且也改善了母亲的心理素质
,

使母亲在训练 中也 得 到 了

好处
。

(二)儿宣认知发展与教育的跨文化研究

在中国关于儿童发展的跨文化研究起步较慢
。

80 年代中期
,

左梦兰
、

王嚷业等在中国

云南
、

青海等少数民族地区进行了儿童认知发展的跨文化比较研究 [‘”1
。

他们应用了典型的

皮亚杰学派的认知作业任务
,

比较了汉族和基诺
、

摩梭等少数民族儿童的认知发展水平
,

.

结果表明不同地区
,

不同民族儿童认知发展显示出共同的规律
,

但他们也存在着发展水平

的差异
。

作者把这种差异归 因于文化教育的质量之间的差异而不是民族本身的差异
。

在

80 年代后期中国出现了越来越多的跨国的跨文化 比较研究
,

如关于中澳儿 童对智力概念
一

理解的对比研究
,

关于中澳两国儿童社会观点采择能力发展的对比研究〔‘“
’ ‘7 ’
等

。

特别值
刀

得一提的是H
,

W
.

St e v e ns on 领导的小学儿童学校适应能力的对比研究
。

参 加这 一项 目

的包括中国
、

美国
、

日本三国的心理学家
,

被试样 本 取自北京二台北
、

仙台和芝加哥四个城

市
。

来自不同国籍的心理学家在一起工作
,

他们制定了统一的数学
、

语文阅读的标准化测

验试题和认知作业任务
,

评估了这四个地区儿童数学
、

语文的学业成绩和认知能力发展水

平
。

结果表明
,

亚洲儿童特别是中国儿童的数学成 绩 比美国儿童高
。

为了探查产生差异

的原因
,

研究者对儿童
、

他们的母亲和教师作了有关的问卷调查和随 访谈话
,

并进行了课

堂教学的现场观察
。

结果发现
,

不同文化社会的母亲对自己孩子的学习成绩的期望
、

教养

态度及儿童本身的学习动机
,

学校课堂教学实践等都存在着重要的差异【‘8 一 2。’。

这一研究

有助于了解有关各国学校教育的长处和弊端
,

并为有关教育行政部门 改进小学 教育提供
一

了科学依据
。

在国际上
,

认知发展的跨文化研究依然是一个热门的课题
。

提交1 9 8 8年国际 跨 文化

心理学学会 (I A C CP) 学术双年会的1 63 篇论文中关于发展和教育的 占41 篇
,

其中关 于 认

知发展和教育的 占15 篇
。

有几篇报告用皮亚杰的认知作业任务和有关的侧验对生活在不

同生态环境或不同文化社会的儿童作测查以比较他们的认知发展水平和认知风格上的差

异
f“‘, 2 2 ]

。

关于儿童的语言发展方面
,

H o ni n g和 P a r k (1 9 88 )[
2 。〕的一项研究分析了影响生

活在法国的美国人
、

非洲人和法国人家庭中的学步儿语言能力发展的因素
,

结果发现父母

受教育的水平是对儿童语言正常发展的一个很好的预测指标
,

而生态环境 (如住宅的人 口

密度
,

家庭人口数 目等 )与儿童语言的正常或延迟发展关系不大
。

关于认知发展的跨文化研究这几年没有重要的突破
。

D as e n
在他主编的

“

皮亚杰学派

的心理学
:

跨文化贡献
”
(1 9 7 7) 〔“4 ]一书中曾提出了皮亚杰的理论是否具有普 遍 性 的 问

题
,

并预期
”

这一理论的质的方面 (即基本的认知过程
,

阶段的结构特点及它们的层次结构

次序 )应该是普遍的
,

如果说它的量的方面 (儿童发展通过相继次序的各种水平的年龄)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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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普遍的话
” 。

近年来的有关研究结果似乎支持了这一设想
。

(三 )关于儿宜杜会性发展的跨文化研究

近年来许多关于婴儿期和婴儿一母亲 相互作用的跨文化研究是在 日本进行的 [“

二l.

在儿童社会性发展的领域中研究过的课题较为重要 的有 自我 概念的 发 展〔“7 1 ,

互 助行

为 [ ”] ,

儿童一父母关系的因素结构 [ ” ] ,

儿童对成人常模的认识 [ 3 0] ,

调节儿童行为的 母 亲

策略1 3 ‘J和攻击行为的稳定性【3 “]等
。

在儿童社会一道德发展领域近年来也进行了不少研究
。

以色列的一些研究报告表明
,

道德推理受思想意识的训练的影响
,

并且可能反映了语言的熟练程度[ 3 3 ’ 3心] 。 某些研究发

现在传统文化的边远地区儿童的道德发展和习俗道德水平较低
,

这与上述研究的结 果一

致阳 , 1。 s n a托y( 1 9 8 5) { ’‘]在他的一篇综述报告中
,

综合了27 个文化地区的45 个研究
,

提供

了支持 K o h lb e rg 研究假设的证据
,

但他指出主要问题是阶段的一般应用范围存在着城 市

和中产阶级的偏差
。

H o “m all (1 9 87 )[ ”’认为父母对儿童的价值观构成了儿童抚养行为的基础
。

他对9个

国家的儿童价值观进行了研究
,

结果表明父母期待儿童满足他们 的 需要的 价值 (如养老

等 )是随着生活方式的变化而变化的
。

父母对子女的教养态度是人们感兴趣的课 题
,
Per ,

ri s
等 (1 9 85 )[ 3sj 应用一种内省的自我报告作工具测查了欧洲五个国家和澳大 利 亚的 被

试
,

分析出父母对子女的三种不同教养态度
:
感情温暖

,

拒绝和过度保护
。

但这对非西方

文化国家是否适用有待于研究
。

另一些研究表明父母对子女的控制究竟被儿童看作是父

母对他们的拒绝或接受视儿童生活的文化背景而定
。

例如在父母的行为一般是严谨的社

会 (如 日本
、

朝鲜 )中
,

儿童认为父母对他们的控制不是拒绝
,

而是关心
。

但在父母的行 为

是宽容和随意的社会中(如美国和德国)
,

父母的控制则被儿童认为是拒绝 t s。一川
。

由于篇幅关系以上只是举例性地论述了跨文化发展
,合理学的最新进展

。

从近年已进

行过的研究中可以看出以下的几点发展趋势
。

1
.

本土心理学的捌昌
:
本土心理学得到提倡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第三世界的

,合理学家

十分关心心理学为本国发展作出贡献 [‘2, 名, ] 。 有些还明确提出心理学的研究 应把 重点放

在解决社会实践提出的问题上 [44
,

“] 。 他们对占统治地位的西方心理学感到不满
,

认为西

方心理学家偏重于纯科学的研究
,

即依据西方的理论和数据资料探讨普遍性
,

而忽视文化

差异 和应用 研究
。

推动心理学本土化的另一种动力来自西方的研究者
,

他们认为从跨文

化研究的角度看
,

本土的心理学知识对发展真正普遍的心理学是十分必要的
,

因为普遍性

正是从各种特殊性中概括出来的共同行为模式
。

我们知道人类学在传统上是探讨特殊性

的
,

心理学家在探讨本土知识的时候
,

正在发展一种将心理学与人类学结合起来的研究方

法 [ ‘, ’ 心, J。 中国的发展心理学家强调用 自己的哲学思想指导研究
,

强调中国
,

的发展心理学

应由
“

中国儿童自己说话
”

的观点是十分突出的 [心s, ‘,
、

2
.

主张对普遍性的研究
:
与提倡本土心理学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一部分心理学家强调

探讨对人类普遍适用的心理机能特点
。

如A m ir 和 Sh a
ro n( 1 9 8 7) t. , ,企图通过实验研究探

讨社会心理学规律的普遍性
。

在认知领域工作的一些心理学家认为认知机能在行为水平

上的表现是基本的普遍过程的文化产物
,

因而可能显示出文化上的差异 t. , , ,

但他们 要探

讨的是基本的认知过程和机能
。

在个性领域中
,
E ys en ck (1 , 86 )t 川声称他提出的因 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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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指标在他研究过的 24 种文化中是普遍适用的等等
。

3
.

对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的研究
:

最近几年来提供的研究证据表明 [ 5 3 一 ““J ,

个人主义
或集体主义是决定个体的行为和价值观念的两种基本不同的文化变量

,

来自个人 主义 文

化背景的个体表现出个人主义的价值和行为
,

而来自集体主义文化背景的个体 则 有相反
.

的表现
。

研究者越来越感兴趣的是
,

这两种不同的文化变量如何对儿童 个 体的心理机能

的发展产全不同的影响
,

这方面的科学资料正 日益增多
, 1 9 9 0年7月在南朝鲜 的 汉城还举

行了
“

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
”

专题国际学术讨论会
。

二 跨文化发展心理学的研究不仅对探讨环境与遗传关系的基本问题有重要理论意义
,

而且对儿童的抚养和教育有重要实践价值
。

跨文化发展心理学的研究非常重视方法学问 月

题 ,而跨文化的可比性问题在方法学上占有中心位置
。

跨文化发展心理 的研究近 年来有

长足的进展
,

关于个人主义或集体主义的文化 背 景对儿童心理发展影响正 日益受到人们
,

的重视
。

提倡本土心理学或主张探讨普遍性是当前跨文化心理学的 两种主要趋向
,

与此

对应存在着主位和客位两种研究方式的论 争
。

但 不能认为这两者是互相对立和排斥的
, ,

因为不研究特殊性就无法发现普遍性
,

而只有依据对某种普遍性的认识才 能更 好地把特
二

殊性区分开来
。

研究的侧重点可以不同
,

但均能 对 跨文化的研究作出贡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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