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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心理理论是指个体凭借所具备的知识体系来推测他人的心理状态,并且能够解释他人的行为或者进行因果预测的能力。心理理论的发

展通常用错误信念任务来衡量,大多数儿童在4岁时就能够通过该任务测试。学龄前期是儿童心理理论发展的关键时期,这一阶段儿童的社会认

知发展还包括执行功能、选择性信任、分配公平、共情等。本文梳理心理理论的基本概念及其他相关研究。 

[关键词] 心理理论；社会认知发展；执行功能；选择性信任；分配 

 

引言 

儿童认知发展研究先后经历了皮亚杰的研究、元认知研究以及心理理

论研究三个重要阶段。皮亚杰以个体对客体的认识为基础,研究主体操作

客体对儿童认知发展的影响,即发生认识论。客体永久性和三山实验都是

皮亚杰的经典研究,根据主体对客体的认知,将儿童的认知发展分为：主客

不分、自我中心、主客分离和去自我中心四个阶段。 

众多研究者受到启发,从观点采择切入,深入探讨了儿童的认知发展,

分析知觉、概念、观点等主体的心理状态因素,推测出,儿童会对自己和他

人的观点、行为做出不同的判断。之后,儿童元认知探究成为焦点,弗拉维

尔为其中的代表人物。元认知指的是“对认知的认知”,表明儿童认知发

展研究已经从客体认知研究向主体认知研究转变。对于元认知的研究,有

以下研究内容：有关认知主体特性的认知；不同认知任务特性的认知；根

据不同任务采取认知策略的认知。 

1978年提出的儿童心理理论研究,包括儿童的元认知、客体认知和主

体认知。与早期研究相比,心理理论可以揭示个体认识的起源及其发展过

程,并可以探究其内在机制,具有更大的实用价值
[1]
。到目前为止,对心理

理论的研究依旧是认知发展领域的焦点,并且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将心理理

论与其他社会认知能力进行对比,探究之间的内在联系。 

1 心理理论的定义及研究范式 

关于心理理论的概念界定,更多研究者认可Weimer提出的定义：心理

理论是指个体凭借所具备的知识体系来推测他人心理状态,并且能够解释

他人的行为或者进行因果预测的能力
[1]
。 

典型的研究范式是错误信念任务,研究者将理解错误信念作为儿童具

备心理理论的标志。错误信念任务分为两种,意外地点、意外内容
[1]
。 

意外地点任务,主试给儿童简要描述情景：男孩把巧克力放到了蓝色

柜子里,然后离开了。他的妈妈看见后,把巧克力拿出来放到绿色抽屉里离

去。这时男孩回来了,想吃巧克力,他会去哪里找？ 

不具备心理理论的儿童可能无法区分不同主人公在故事情境中的所

见所闻,会以自己获取的全部信息来做出判断。 

意外内容任务,桌子上有一个牙膏盒,让儿童猜猜里面是什么？然后

打开盒子,让儿童看盒中的东西,通常是儿童熟悉的物品,如铅笔,然后重

新盖上。根据上述操作内容,最后提问儿童：打开包装盒之前,你认为盒子

里有什么？当其他小朋友看到这个盒子时,他们认为盒子里有什么？ 

不止要区分不同人的理解和认识,还要把握先后顺序进行换位思考,

抑制自己已经获取的知识,或者是接受不常见,不匹配的对应关系。 

2 心理理论的影响因素 

2.1执行功能 

执行功能指一系列自上而下的心理过程,是个体有意识地监控思想和

行为,也可以说是人为了完成复杂的认知任务而对各种认知过程进行协调,

保证认知系统灵活、优化地实现目标的一般性控制机制。包括三个核心成

分,即抑制控制、注意转换、工作记忆。 

多数研究者认为执行功能是心理理论发展的前提和基础,儿童无法完

成错误信念任务,可能是由于抑制控制能力不足,无法抑制关于事件真实

状态的认知。主试简单描述情景后提问,看儿童能否区分他人和自己获取

的知识。儿童需要调用工作记忆中相关的细节,并进行注意转换,区分当事

人和自己作为旁观者接收的信息,最后抑制自己说出正确结果,只表达他

人获得的认知,即使这个信念是错误的。 

2.2语言能力 

只有儿童达到某种语言水平时,才能理解测试任务中存在的错误信

念。为了理解他人的信念和意图,儿童需要正确使用和解释他人的语言,

并通过理解特定的心理术语来理解他人的心理状态。此外,儿童还要具备

一定语法能力,确保其能听懂复杂语句。 

2.3家庭背景和同伴关系 

家庭成员越多,孩子与他人互动的机会就越多,他们可以从家庭互动

中获得心理知识。研究证明,在错误信念任务中,非独生子女儿童的测试成

绩要显著高于独生子女。拥有兄弟姐妹的数量与儿童在心理理论测试任务

中的得分呈显著正相关。父母的教育水平、社会经济地位和教养方式也影

响心理理论的发展。 

同伴关系的建立与良好发展是儿童社会化的过程,可以促进心理理论

的发展。孩子们与同龄人交流的次数越多,他们在一起玩的越多,之间的共

同语言就越多,更能相互理解。在同伴交流中,受同龄人欢迎的儿童的心理

理论发展水平高于被同龄人排斥的儿童,受欢迎的孩子在合作过程中更能

理解他人心理状态。 

2.4假装游戏 

假装游戏是幼儿主要的游戏方式,指通过用熟悉、常见的物体来代

替假想的物体,或者扮演不同的角色,描述和解释不同人的心理状态。假

装游戏可以促进幼儿心理理论的发展,有利于他们理解心理和现实存在

着差异。 

儿童通常和他们的家庭成员进行假装游戏,与儿童和父母间的假装游

戏相比,兄弟姐妹间的假装游戏与心理理论关系更加密切
[2]
。 

3 心理理论的相关研究 

3.1心理理论与执行功能、选择性信任 

执行功能发展的年龄跨度较大,快速发展时期为3-6岁。这个阶段也是

心理理论的关键期,探究两者的关系已成为认知发展领域的热点问题。郭

筱琳等人选取3-4岁的中国儿童,采用交叉滞后设计,对心理理论和执行功

能的发展进行为期一年的追踪研究,以深入探究两种社会认知的动态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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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两者的预测关系。结果显示,3-5岁的儿童在执行功能和心理理论方面

都有显著发展,速度先快后慢,且个体差异相对稳定。执行功能在3-4岁发

展过程中显著预测心理理论的发展,在4-5岁发展过程中不再具有预测作

用。在3-5岁发展过程中,心理理论对执行功能始终没有预测作用。研究结

果支持执行功能是心理理论的基础,可能受中国家庭文化教育的影响,儿

童较早地学习克制和含蓄的表达方式,其抑制控制能力发展得更好,执行

功能发展比心理理论更快。而西方家庭少有独生子女,有很多的兄弟姐妹

一起交流和玩耍,有利于他们换位思考,理解他人的意图和愿望,心理理论

发展更快
[3]
。 

选择性信任是个体在多人提供信息时,要有依据地选择并作出判断,

选择相信其中的一些。知识和认识来源于个体的直接经验和观察,但即使

儿童主动认识世界,获取知识,仍然有一些领域的知识需要他人提供。在儿

童理解世界、建立知识体系的关键期,选择性信任发挥重要的作用。 

儿童从4岁起,可以根据过去信息的精准度对信息提供者作出选择性

信任,而这一阶段,儿童也可以通过错误信念任务,具备心理理论。两者发

展的时间有重叠,可能存在某种关联。儿童一旦具备了心理理论,既能正确

理解他人的信念,也能认识到他人可能拥有错误的知识储备,因而避开无

知的信息提供者。两者间的关系涉及儿童的早期学习和社会适应。 

也有研究者发现,选择性信任与执行功能有关,选择性信任需要注意

并记住信息提供者的某些特征,在后续未知领域时进行自我调控,选择相

信合适的信息提供者,这个认知过程与执行功能类似。三者之间的综合研

究较少,没有同时测量三种认知能力,无法说明其关系。 

丁雪辰等人选取3-5岁中国儿童,采用追踪研究,控制语言能力后同时

测量心理理论、选择性信任和执行功能,分析三者间的关联。结果发现3-5

岁的儿童能够根据过去的精准度进行选择性信任,并且年龄增长,这种能

力也得到了提高。选择性信任是基础的认知能力,可以促进未来执行功能

的发展,而执行功能不能预测选择性信任的发展。儿童的选择性信任和心

理理论之间没有纵向的相互预测关系
[4]
。 

3.2心理理论与分配公平、分配模式传递 

分配公平,指个体和社会以公平的方式分配资源。随着儿童年龄的增

长,他们会逐渐选择平等分配,而不是对自己有利的不平等分配,这可能与

心理理论有关。心理理论在学龄前期快速发展,而7-8岁的学龄期是儿童做

出公平分配的重要转折期。 

理解他人需求、意图和情绪,是心理理论的重要成分,也正是通过对这

些成分的判断,儿童结合自身利益,在不同动机中权衡利弊,平衡自我利益

和他人需求,作出分配公平性的决策
[5]
。 

分配模式传递,指个体遭受不公平待遇或慷慨分配后,他们会倾向于

用相同的分配方法对待第三个无关的人。谢东杰等人的研究发现,心理理

论和共情在学龄前儿童传递他人资源分配模式中发挥作用。 

儿童会传递自私和慷慨的分配模式,而具有更好心理理论和共情能力

的儿童更有可能传递慷慨的分配模式。以亲社会行为方式对待的儿童更有

可能学会感恩,在随后的人际关系中,他们可能更加体贴他人,理解接受者

的愿望、需要等心理状态,并传递亲社会行为
[6]
。 

4 结语和展望 

心理理论是儿童社会认知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且与其他认知能力关

系密切。关注心理理论的发展,对于儿童换位思考、理解他人,获得认识、

建构知识体系,加强合作、减少人际冲突,遵守规范、互惠分享等方面意义

重大。 

总结相关研究发现,纵向研究较少,且研究范式不一致,对一些条件的

控制还不够严密,无法表明社会认知能力间的因果关系。未来应多采用纵

向研究,追踪儿童社会认知能力的动态发展,采用整合的研究范式,探究各

认知能力间的预测关系。社会环境和家庭教养方式不同,认知能力也存在

跨文化差异,中西方儿童在成长过程中,可能一种认知能力的发展要先于

另一种,不能因此就断定该能力是其他能力的基础,要结合文化差异和社

会经济地位等进行分析。语言能力影响儿童的理解和观点表达,在进行儿

童认知发展研究时,应该对语言水平进行测试,作为控制变量,或用非语言

任务测试,减少混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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