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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心理理论是发展心理学研究领域中的一个新兴领域%近十 几 年 来#研 究 者 对 儿 童 心 理 理 论 的

研究较多地转向了对假装的研究#尤其是对儿童假装理解的研究%许多研究者认为儿童对绘画的理解与对假

装的理解也一样 可 以 看 作 是 一 种 表 征 行 为%本 研 究 对"#$名!!@岁 的 中 国 儿 童 进 行 研 究#验 证 了 E8(F

(/-=#$$#年的研究中的一些结果#同时发现在本研究中的各 问 题 中#不 同 年 龄 阶 段 的 中 国 儿 童 和 欧 洲 儿 童 的

通过率存在着一些差异%

关键词!心理理论$假装理解能力$绘画理解能力$表征行为

中图分类号!G@CC!!文献标识码!H!!文章编号!"$$$F#B%%!#$$%"$"F$"C!F$D

!!一、前!言

心理理论是近十几年来发展心理学研究领域中的一个

新兴领域%心理理论是指对他人心理状态进行理解并对其

行为作出判断&预测 的 能 力%采 用 心 理 理 论 经 典 范 式 的 大

量实验研究表明C岁 是 儿 童 获 得 心 理 理 论 能 力 的 分 水 岭%
而采用假装经典范式的研究发现大部分儿童在#岁左右就

能够进行假装%一些研究者把假装看作是心理理论发展过

程中的一个里程碑#认为假装是心理理论发展的早期表现%

E56(85提出假 装 可 能 是 儿 童 早 期 理 解 心 理 表 征 的 一 个 标

志%他认为假装游戏非 常 重 要#因 为 假 装 游 戏 中 似 乎 包 含

着与理解他人错误信念的能力相类似的能力%E8((/-=指出

一个人为了假装以及 促 使 别 人 形 成 一 个 错 误 的 信 念#他 就

必须把对世界的真实 表 征 放 在 一 边#而 用 一 个 错 误 的 表 征

来代替它%因此许多研究者在检验儿童的心理理论能力的

研究中将他们的兴趣主要集中在假装上%

I/(5’"(的研究显示)#岁甚 至"@个 月 的 儿 童 都 能 与 较

大的哥哥或姐姐进行假装游戏%而独立的假装游戏出现的

时间可能更早%许多研究者都支持这个观点%

E8((/-=’#(在其实验中给C岁的儿童呈现一个小玩具娃

娃!J’5"%告诉儿童 J’5来 自 小 人 国#在 小 人 国 里 只 有 小

人和树#没有其他动物#更没有兔子%J’5就像一只兔子那

样在跳#但是他不知道兔子是怎样跳的#因为他对兔子一无

所知%在这种情景中 问 儿 童#J’5是 像 一 只 兔 子 那 样 在 跳

吗？它知道兔 子 是 怎 样 跳 的 吗？ 它 是 否 在 假 装 成 一 只 兔

子？该实验成为了目前检验儿童是否具备理解假装能力的

一个普遍实验范式%但是很多研究者都认为在该实验范式

中#实验者有误导作用的指导语较难被儿童理解#儿童自身

语言发展水平的不高也可能使我们低估了儿童假装理解能

力的水平#这些都可能使我们犯了*错误否定性错误+%

一些研究者认为绘 画 和 假 装 都 是 象 征 性 的 行 为%E8(F

(/-=认为艺术家可以创造出关于他或她知道的东西并且把

这些运用进画中%比如 在 画 苹 果 的 时 候#一 个 人 必 须 知 道

苹果是什么以及苹果看起来像什么才能够把这些知识运用

到画纸上%这样一来#儿童对绘画的理解似乎与其对假装的

理解就显得有些类似了%我们的研究也探究了与假装理解

平行的另一个表征行为)绘画理解%许多研究者认为用浪漫

主义和解构主义两种观点来对表征行为进行解释是儿童关

于绘画理解的回答的一个有用的工具%其中浪漫主义者注

重创造者的心理表征’!(#而解构主义者注重结果的外观’C(%
与此对应的#在假装的研究中#以E56(85为 代 表 的 研 究 者 认

" 收稿日期!#$$BF$%F#"
作者简介!何琳琳!"K@$F"#女#四川都江堰人#西南科技大学法学院#讲师#主要研究儿童认知发展%

通讯作者)李红#教授#博士生导师%

基金项目!全国教育科学规划*十五+规划重点项目*学生的智能结构及其发展特点研究+!IGH"$"BC"#项目负责

人)李红%



为儿童之所以理解假装是因为他们具备了关于假装的心理

表征!而以E8((/-=为代表的研究者们却认为儿童对假装的理

解是因为外部行为"似乎儿童对假装和绘画的理解是非常

相似的!如果在E8((/-="KK!年的假装范式的基础上设 计 出

相似的绘画任务!儿童的通过率会和假装任务一致吗？

E8((/-=在早先的运用他的假装的基本范式的研究中发

现儿童似乎仅仅是通 过 行 为 来 理 解 假 装 的!但 是 很 多 研 究

者后来都发现这种基本范式中的问题似乎对儿童具有很强

的关于行为的 暗 示 和 误 导"因 此E8((/-=将 他 的 基 本 范 式

中的问题#J’5是否在 假 装 成 一 只 兔 子？$看 作 是 问 及 客 观

现实情况的客观性问 题!并 且 在 此 基 础 上 增 加 了 可 能 更 为

容易的想法问题#J’5认 为 他 自 己 在 假 装 成 一 只 兔 子 吗？$
和叙述问题#如果你问 J’5他在干什么!他会怎样说$"这

两种问题可能不仅会避免直接对儿童造成关于行为动作的

暗示!还可能引导儿童进行思考"
本研究的目的有三点%其 一!对 中 国 儿 童 通 过 假 装&绘

画任务的年龄阶段&发 展 趋 势&性 别 差 异 进 行 研 究!并 与 国

外的研究进行比较"其 二!验 证 当 让 儿 童 从 主 角 的 观 点 来

回答问题时!他们在两种情境中的任务是否会完成得更好"
其三!对绘画任务和假装任务作比较!验证儿童是否更容易

通过绘画任务"由于国外的实验中每种条件下的任务都重

复两次!我们认为那样可能会导致儿童因疲惫&厌烦而造成

的注意力不集中!使得 实 验 者 不 能 很 好 地 测 试 到 儿 童 真 实

的能力水平"另外!在本实验中!我们将 国 外 实 验 中 的C!
@岁的年龄范围增加到了!!@岁!以更清楚 地 了 解 儿 童 假

装理解能力发展的初始阶段特征"

!!二、实验方法

!一"被试

被试来自四川省都 江 堰 市 某 幼 儿 园 的B$名 儿 童 和 四

川省都江堰市某小学的B$名儿童"共"#$人!其中女生B$
人&男生B$人"年龄阶段为!!@岁!其中每个年龄阶段各

#$名"
!二"实验材料

两个洋娃娃#其中一个是蓝头发的!另一个是只有一只

耳朵的$&一幅画得像鱼的画&用过的铅笔&奖励儿童的五彩

糖丸"
!三"实验设计

本 实 验 采 用##假 装 条 件&绘 画 条 件$LB#年 龄M!&

C&D&B&%&@岁$的 被 试 内 设 计!共"#个 处 理"实 验 为 个

别 施 测!每 名 被 试 均 回 答#种 条 件 的!个 问 题!共B个

问 题"
!四"实验过程

所 有 的 儿 童 都 参 加 两 次 试 验!即 一 个 假 装 试 验 和 一

个 绘 画 试 验"根 据 条 件#假 装 或 绘 画$把 试 验 划 分 成 两

个 板 块 并 且 每 个 年 龄 组 中 一 半 的 儿 童 先 参 与 其 板 块

#即%在 每 一 个 实 验 中!一 半 的 儿 童 先 参 加 绘 画 条 件&后

参 加 假 装 条 件!另 一 半 儿 童 先 参 加 假 装 条 件&后 参 加 绘

画 条 件$"

!!三、结果与分析

!一"儿童在两种任务中各个问题上的得分情况

不同年龄组儿童在两个任务中各个问题上的表现见表

""同时不同年龄组儿 童 在 假 装 和 绘 画 两 种 条 件 下 三 个 问

题的上总的平均通过情况#百分数$为%#BN#假装客观性$&

D$N#假 装 想 法$&B@N#假 装 叙 述$&#KN#绘 画 客 观 性 问

题$&D!N#绘画想法$&C!N#绘画叙述$"

表!!"!#岁儿童在两种条件下的各个问题中的得分

年龄组 问题表现

条件

假客

. N

假想

. N

假叙

. N

绘客

. N

绘想

. N

绘叙

. N

!岁组
$分 "K KD "@ K$ "C %$ "K KD "% @D "K KD
"分 " D # "$ B !$ " D ! "D " D

C岁组
$分 "K KD "" DD K CD "D %D "B @$ "% @D
"分 " D K CD "" DD D #D C #$ ! "D

D岁组
$分 "K KD "! BD D #D "B @$ "" DD "$ D$
"分 " D % !D "D %D C #$ K CD "$ D$

B岁组
$分 K CD B !$ B !$ "$ D$ C #$ @ C$
"分 "" DD "C %$ "C %$ "$ D$ "B @$ "# B$

%岁组
$分 "D %D @ C$ B !$ "B @$ D #D K CD
"分 D #D "# B$ "C %$ C #$ "D %D "" DD

@岁组
$分 @ C$ C #$ % CD K CD C #$ B !$
"分 "# B$ "B @$ "! BD "" DD "B @$ "C %$

!!假客M假装客观性问题!假想M假装想法问题!假叙M 假装叙述问题!"分为通过"



绘客M绘画客观性问题!绘想M绘画想法问题!绘叙M
绘画叙述问题!$分为没通过"

!二"儿童假装与绘画理解能力发展 的 年 龄 趋

势图

我们分别根据不同年龄组的儿童在两种条件下的任务

上的!个问题的通过百分数#每个问题上得"分$绘 制 了B
个年龄组的儿童在不 同 问 题 中 通 过 率 的 年 龄 发 展 趋 势 图!
如图"所示"

图!!两种条件下三个问题通过率!百分数"的年龄发展趋势

!!从图"可以看出!儿 童 假 装 和 绘 画 的 理 解 能 力 总 体 上

随年龄的增长而提 高!但 这 种 增 长 似 乎 不 是 线 性 的"为 了

发现各年龄阶段的儿童在假装和绘画理解能力发展的快速

增长期!进一步作出以下分析"
!三"各年龄组儿童假装和绘画理解能力的发

展特点

以年龄%表征形式#两 种$%条 件#三 种$为 变 量!假 装 和

绘画条件下的三个问题 的 成 绩 为 因 变 量!分 别 对 各 年 龄 组

儿童在假装和绘画任务 上 的 表 现 进 行 总 的 卡 方 检 验!结 果

表明&各问题的年龄组效应非常的显著!如表#所示"
表$!不同年龄儿童在两种条件下各问题的卡方检验

假装客观性 假装想法 假装叙述 绘画客观性 绘画想法 绘画叙述

自由度 D D D D D D

"
# !C)!%B### #D)%@!### "")C""# "%)KB$### !B)$@@### #D)K%B###

!!!!#!$)$D!##!$)$"!###!$)$$"

!!进一步分别对假装和绘画两种条件下三个问题中各年

龄组之间进行年龄配对卡方 检 验!从 表#可 以 看 出&!岁 和

C岁在假装想法问题上的差异显著’C岁和D岁在绘画叙述

问题上差异显著’!岁和D岁 在 假 装 叙 述 问 题 上 显 著’D岁

和B岁儿童在假装客观 性 问 题 上 很 显 著!在 假 装 想 法 上!B
岁和%岁差异不显著!%岁 和@岁 在 假 装 客 观 性 显 著’D岁

和@岁在假装客观性 问 题 上 极 其 显 著!在 假 装 想 法 上 差 异

显著"如表!所示"
表"!各年龄组间的配对卡方检验

"
# 问题

年龄

假客 假想 假叙 绘客 绘想 绘叙

!岁%C岁 )$$$ D)KK"# #)CKC !)$DK )"BK ")$@!
C岁%D岁 )$$$ )C$B ")%"C )"C$ #)%%@ D)CCC#

!岁%D岁 )$$$ ")@BK #)@"C## !)B%K )"C# ")C%@
D岁%B岁 ")B$%## C)%@K# )"## !)@D% D)$KB# )!KC
B岁%%岁 !)BDB )C#K )$$$ !)@D% )"C$ )"$$
%岁%@岁 C)@@%# ")@D% )""" D)$KB# )"C$ )C$B
D岁%@岁 !)BB%### #)@C### )B@" #)BC# C)D@% )#%K

自由度=0M"

!!!!#!$)$D##!$)$"###!$)$$"



!!结合儿童假装与 绘 画 理 解 能 力 发 展 的 年 龄 趋 势 图!图

""可以看出#在假 装 客 观 性 问 题 中$D!B岁 是 第 一 个 发 展

迅速期$%!@岁是 一 个 新 的 发 展 迅 速 期$可 以 看 出 在B岁

和@岁是发展的 明 显 转 折 点%在 假 装 想 法 问 题 中$C岁 是

一个转折点$B岁 是 一 个 新 的 转 折 点&在 绘 画 客 观 性 问 题

中$@岁才是一个转折点$说明 该 能 力 在@岁 以 前 的 发 展 是

非常缓慢的&在 绘 画 想 法 问 题 中$B岁 是 一 个 转 折 点$和@
岁时接近$达到了一个很高的水平&在假装叙述问题和绘画

叙述问题中$D岁是一个转折 点$儿 童 在C’D岁 之 后 表 达 的

准确性开始提高$叙述问题对语言的描述能力较高%
从图"看出在假装客观性 问 题 中$!!D岁 呈 一 条 水 平

直线$可能是由于在该实验中$每一个问题采取$("的单独

计分方式$不能真实地反映出能力发展的连续过程%
为考察当我们问儿 童 的 问 题 中 包 含 了 主 观 的 想 法’主

观叙述时儿童的成绩是否有所提高$进一步作出以下分析%
!四"假装与绘画任务的配对卡方检验

分别对假装与绘画任务中各对应问题进行配对卡方检

验$结果如表C所示%

表%!假装与绘画任务中各对应问题的配对卡方检验

假客)绘客 假想)绘想 假叙)绘叙

O ")$$$ )B#B C)"!"###

18P )!"% )D!# )$$$

!!#!$)$D##!$)$"###!$)$$"

从表C可以看出$假 装 和 绘 画 两 个 任 务 中 的 客 观 性 和

想法问题的差异并不 显 著$但 是 叙 述 问 题 的 差 异 极 其 显 著

!!$)$$")"%这说明假装任务和绘画任务只有在叙述问题

上才存在差异%结合儿童在两种任务中各个问题上的得分

情况可以看出$在叙述 问 题 上 假 装 任 务 的 通 过 率 比 绘 画 任

务更高$对儿童来说似乎更为容易%
!五"两种条件中各问题间的配对卡方检验

对两种条件下的三 个 问 题 之 间 进 行 配 对 卡 方 检 验$结

果表明#假装 和 绘 画 条 件 下 的 三 个 问 题 之 间 都 是 显 著 的%
其中$假装条件下想法问题与客观性问题之间的差异都是极

其显著的!!$)$$")"$叙 述 问 题 与 想 法 问 题 之 间 的 差 异 显

著&而在绘画条件下想法问题与客观性问题之间以及叙述问

题与想法问题之间的差异都是极其显著的$如表D所示%
表&!两种任务中各问题间的配对卡方检验

假想)假客 假叙)假想 假客)假叙 绘想)绘客 绘叙)绘想 绘客)绘叙

O D)#$K### #)$@## B)!!#### C)@$#### #)@!%## !)$$$##

18P )$$$ )$!% )$$$ )$$$ )$$D )$$!

!!!!!#!$)$D##!$)$"###!$)$$"

!!结合不同年龄组儿童在假装和绘画两种条件下三个问

题上总的平均通过情况来看$在假装形式下#假装客观性问

题的通过率为#BN$假 装 想 法 问 题 的 通 过 率 为D$N$假 装

叙述问题的通过 率 为B@N&绘 画 形 式 下 为#绘 画 客 观 性 问

题的通过率为#KN$绘 画 想 法 问 题 的 通 过 率 为D!N$绘 画

叙述问题的通过率为C!N%由此可 以 看 出#在 假 装 和 绘 画

两种任务中$当问题的内容涉及到主观的想法时$比之前的

客观性问题更为简单$儿童更容易通过&在假装条件下叙述

问题比想法问题更为简单$儿童更容易通过$但是绘画条件

下的叙述问题比想法问题难些%
!六"与’())*+,#$$#年的研究结果比较

与E8((/-=在#$$#年的研究*D+相比$C岁的中国儿童在

假装客观性问题上的 通 过 率 低 于 欧 洲 儿 童$但 在 绘 画 客 观

性问题中的通过率高于欧洲儿童%当假装问题涉及到想法

和叙述时$C岁中国儿童的通过率高于欧 洲 儿 童$但 是@岁

中国儿童的通过率 低 于 欧 洲 儿 童%在 绘 画 条 件 中$当 问 题

涉及到想法和叙 述 时$C岁 和@岁 的 中 国 儿 童 的 通 过 率 都

低于欧洲儿童$如表B所示%
表-!与’())*+,$..$年的研究结果比较

年龄

我们的研究

绘画!N"
客 想 叙

假装!N"
客 想 叙

E8((/-=的研究

绘画!N"
客 想 叙

假装!N"
客 想 叙

C #D #$ "D D CD DD D$ D$ CC #D CC #D

D #$ CD D$ D !D %D DK %B DK !D BD "#

B D$ @$ B$ DD %$ %$ %" @K %" CC %@ B

% #$ %D DD #D B$ %$ @C %K %K B@ @C D

@ DD @$ %$ B$ @$ BD KC "$$ KC @K "$$ CC

!!四、讨论与结论

概而言之$本研究发现$在 假 装 和 绘 画 两 种 任 务 中$当

问题的内容涉及到主 观 的 想 法 时$比 之 前 的 客 观 性 问 题 更

为简单$儿童更容易通过&在假装条件下叙述问题比想法问

题更为简单$儿童更容易通过$但是绘画条件下的叙述问题

比想法问题难些%这与国外的研究基本一致%可能真如一

些研究者所说想法和叙述问题避免了客观性问题对儿童很



强的关于行为的暗示 和 误 导 并 且 引 导 儿 童 思 考!可 能 要 相

对容易一些"我们的研究还发现假装任务和绘画任务只有

在叙述问题上才存在 差 异!对 儿 童 来 说 在 叙 述 问 题 上 假 装

任务比绘画更为 容 易!这 与E8((/-=的 研 究 结 果 基 本 一 致!
与G(’’<!J/-Q6’.#B$等人"KK@年的研究结果相反"从图

"可以看出儿童 在%岁 左 右 的 通 过 率 突 然 降 低!这 究 竟 是

本研究的被试取样的问题呢？还是儿童为了更好地发展其

假装和绘画的理解能力而在%岁左右停滞下来？以后的研

究应该扩大被试的范围进一步探索这个问题"

!!五、本研究的不足

%一&在本研究中儿童假装的理解能力在!岁时开始发

展!@岁是一个明显的转折期!但是在@岁 时 儿 童 的 通 过 率

除了假装想法问题为@$N外!假 装 想 法 为B$N’假 装 叙 述

为BDN!通过率均比 较 低!说 明@岁 儿 童 的 假 装 理 解 能 力

还没有基本形成!下一步的研究应该在年龄上有所延伸!以

确定假装理解能力的基本形成时期"
%二&当问题中涉及到想法’叙述时!儿童的成绩有了很

大的提高!以后 的 研 究 可 以 将 想 法’叙 述 问 题 取 代 客 观 性

问题"
%三&在我们的研究中使用的是每个问题$("的单独计

分方法!这样不容易看出能力发展的连续过程!下一步的研

究中应采用连续计分方法"

%四&在我们的实验过程中发现儿童可能并没有听懂指

导语!仅仅根据指导 语 中 出 现 的 名 词 来 回 答 问 题"指 导 语

的改进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五&由于本研究中的任务都是要求儿童用听和说的方

式来完成!因此一些年 幼 儿 童 可 能 会 因 为 不 能 准 确 表 达 出

来而不能很好 完 成 任 务!因 此!任 务 的 形 式 还 可 以 进 一 步

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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