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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采用,新故事-对来自两所幼儿园的($$名$!/岁儿童的二级错误信念进行了测查!探查了这一阶段儿

童二级错误信念认知的发展&研究主要得出以下结论$#岁左右的儿童能够掌握二级未知知识!但是儿童对于二级

错误信念的理解要晚(!!年!/岁左右是儿童二级错误信念发展的关键期&儿童对于信念问题的错误回答主要基

于一级推理!相当一部分的/岁儿童能够基于二级推理对信念问题做出合理解释&儿童对于二级错误信念认知的

发展不是一个全或无的过程!而是一个逐步发展的过程&
关键词!心理理论!二级未知!二级错误信念&
分类号!MJ##

(!问题提出

!!近!"年来!儿童心理理论"B<@=OD=P68:?#的

发展作为社会认知发展的一个新的研究领域!受到

了国内外发展心理学家的高度关注((!!)&,错误信

念-"P79G@X@98@P#问题的发现是心理理论研究的一

个里程碑&该领域的研究者较为一致地认为!儿童

获得心理理论的主要标志是达到对,错误信念-的认

知($!%)&已有的大量研究表明($!(()!虽然儿童心理

理论的发展水平因社会经验和测查任务的不同而有

所变异!但是一般来说!儿童在#岁左右能够达到对

错误信念的认知&然而!这些研究仅探讨了儿童对

于一级错误信念的认知&I@O:@O等人指出!描述个

体对真实事件的思考"一级信念#对于解释他们与

物%与人之间的互动固然起关键作用!但是并不能充

分揭示社会互动的本质((!)&有关儿童社会认知发

展的研究早已表明(($!(#)!儿童对他人的社会认知具

有嵌套性"O@;COG8T@:7BCO@#&随着年龄的增长!儿

童能够洞察到的心理状态的嵌入量增多!从对一级

信念的理解"如,小刚认为巧克力在橱子里-#发展到

对二级信念"G@;=:?3=O?@OX@98@P#的理解"如,小红

认为小刚认为巧克力在橱子里-#!即对他人关于另

外一个人的信念的推断或认知!实际上也就是对他

人心理活动的递推性思维&这种二级认识状态是许

多社会推理的基础!也是对他人行为进行精确认知

所必需的&因此!对于儿童二级错误信念认知发展

的探讨更能够在深层意义上揭示儿童心理理论或社

会认知发展的本质&

!!关于儿童二级或更高级信念认知发展的研究最

早可以追溯到R97T@99等人的,竞争游戏-";=6F@B83
B8T@>76@#以及S899@O等人的,思维泡泡-"B<8:N8:>
XCXX9@#的研究模式((#!(%)&然而这些研究模式由于

对问题的回答基于被试的内省报告或要求被试具有

较高的言语技巧!因此难以准确观察到儿童二级信

念能力的实际发展水平((!)&I@O6@O和 4866@O采

用了与一级错误信念测查任务相似的,故事理解-
"GB=OD3C:?@OGB7:?8:>#模式来测查儿童的二级错误

信念认知&故事中的两个角色"约翰和玛丽#被分别

告知目标"冰淇淋售货车#转移到了一个新的地点&
因此!约翰和玛丽都知道冰淇淋售货车在哪个地方!
但是约翰关于玛丽的信念的二级信念产生了一个错

误$,约翰认为玛丽认为冰淇淋售货车仍然在老地

方-&儿童对于这个二级错误信念的理解通过问题

,约翰认为玛丽将到哪里去买冰淇淋/-进行了测查&
研究发现!在最佳实验条件下!/!K岁左右的儿童

能够达到对于二级错误信念的认知!这表明在一级

错误信念认知和二级错误信念认知之间至少有!年

的差距&‘=>O@P@等人的研究支持了I@O:@O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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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结果((/)!但是他们发现!儿童对于二级错误信念

的前提条件000二级未知"约翰知道玛丽知道卖冰

淇淋的人现在在哪里吗/#的掌握要比对二级信念的

理解提前!年&在系列研究的基础上!他们进一步

提出了儿童对心理状态认知的三个阶段$首先!儿童

完全自我中心!不能区分自己和他人的观点’然后!
儿童进入了一个过渡性阶段!在这一阶段中他们能

够区分他人看到的或知道的以及没有看到的或不知

道的!但是当需要他们具体化他人的所见或所想时

又趋于自我中心化’最后!他们逐渐能够明确他人的

观点或信念&儿童通过各阶段的年龄取决于所认知

的心理状态的类别&许多研究者进一步指出((K!(J)!
一级信念与二级信念之间以及未知知识与信念问题

之间发展上的年龄差距可能是由于不同的认知任务

所要求的言语能力"如处理双重包涵命题的能力#%
测验问题和研究模式对信息加工要求的不同而导

致的&

!!值得注意的是!在已有为数不多的关于儿童二

级错误信念认知的研究中!研究结果具有很大的差

异&最近的一些研究表明!/岁的儿童就能够达到

对二级错误信念的认知((&)!甚至是%岁的儿童也能

够达到((J!!")&1C998T7:等人认为!这种现象可能与

测验任务对信息加工要求的差异有关系!因此对于

二级心理状态认知发展的研究应该分离出信息加工

因素的影响&鉴于此!在控制信息处理要求的前提

下!他们采用欺骗模式设计了一种,新故事-":@V
GB=OD#&与I@O:@O等人设计的故事相比!新故事的

角色%地点及情节相对较少’通过精巧的提问方式降

低了测验问题的复杂性’增加了探索性问题和控制

问题’在二级错误信念之前插入一个记忆帮助&这

样!通过降低测验任务对被试信息加工的要求有助

于测查出儿童的真实能力&结果发现!#!]的学前

班儿童"#岁(个月!%岁$个月#!大部分的%岁以

后儿童能够掌握二级错误信念’二级未知与二级错

误信念的认知之间至多存在着大约/个月到(年的

差距&由此可以看出!儿童对于二级错误信念的认

知会因测验任务的不同而产生变异’学前期可能是

儿童理解二级错误信念的关键时期&

!!综上所述!国外研究者对儿童的二级错误信念

认知已经进行了一些探讨!但是得出的结论不尽相

同&国内至今尚未见到关于儿童,二级错误信念-认
知的研究&已有研究发现(/!!(!!!)!儿童心理理论的

发展存在跨文化差异!不同文化下的个体受语言%生
活环境%社会习俗等方面的影响!人们对心理状态的

认识和表达方式有所不同&学前期作为儿童二级错

误信念认知发展的关键期!对于这一阶段个体二级

错误信念认知发展状况的考察!能够为我们提供儿

童二级错误信念认知的发生发展以及儿童心理理论

的纵向发展状况的有价值的信息&鉴于此!本研究

旨在采用1CT89987:等人设计的,新故事-!探讨我国

学前儿童获得,二级错误信念-认知的关键年龄及其

发展&

!!方法

#$%!被试

!!本研究从山东省济南市区的!所幼儿园中抽取

了($/名儿童作为被试!其中有$名儿童没有完成

测验!有效被试为($$名!包括K(名男孩!/!名女

孩&这些被试分为四组$$岁组"$岁#个月!$岁

((个月#!"人!平均年龄为$[/(岁’#岁组"#岁"
个月!#岁((个月#$$人!平均年龄为#[##岁’%
岁组"%岁"个月!%岁((个月##(人!平均年龄为

%[#$岁’/岁组"/岁"个月!/岁J个月#$&人!平
均年龄为/[!/岁&
#$#!研究材料与程序

!!本研究的测验任务采用了1C998T7:!+78B;<8N
等人所设计的测量儿童二级错误信念认知的新故事

":@VGB=OD#范式((J)&新故事基于I@O:@O等人的

,标准故事-设计而成!其特点是设计精巧%对信息加

工的要求较低&在本研究的两个测验任务中!一个

是他们所用过的,生日小狗-的故事!另一个是研究

者自编的,小画书-的故事&,生日小狗-的故事描述

了母子之间的互动!一位妈妈故意错误地告诉儿子

将会收到什么样的生日礼物!因为她想给他一个惊

喜&接着!在妈妈不知道的情况下!儿子发现了他真

正的生日礼物&后来!奶奶问妈妈孩子是否知道他

真正的生日礼物"二级未知问题#!以及孩子认为他

将会获得什么样的生日礼物"二级信念#&,小画书-
的故事则描述了同伴之间的互动!宁宁故意错误地

告诉小亮小画书放置的地点!因为她想自己独占&
接着!在宁宁不知道的情况下!小亮看到她从藏画书

的地点拿小画书&然后!老师问宁宁小亮是否知道

小画书真正的放置地点"二级未知问题#!以及他认

为小画书在哪里"二级信念#&

!!在结构上!测验任务包括$个探查问题%!个控

制问题%!个测验问题和(个确认问题&探查性问

题的功能是保证儿童理解故事%正确地编码和记忆

主要事件"如,妈妈为小强准备的生日礼物是小汽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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吗/-#&控制问题之一评估儿童对,一级未知-的掌

握"如,小强知道妈妈为他的生日准备了一只小狗

吗/-#!之二是言语控制问题!具有与二级未知问题

相似的句法结构"如,妈妈知道小强在小房子里看到

小狗了吗/-#!是一种,双重包涵命题-"?=CX9@3@63
X@??@?FO=F=G8B8=:G#&通过言语控制问题可以检测

掌握双重包涵命题的言语能力是否是掌握二级推理

的必要条件&主试要对探查性问题和控制性问题的

回答进行反馈和纠正!强化儿童对故事的理解&二

级未知问题"如,奶奶问妈妈$,小强知道他的生日礼

物是小狗吗/-妈妈会对奶奶怎么说/-#和二级错误

信念问题"如,奶奶问妈妈$,小强认为你给他准备了

什么样的生日礼物/-妈妈会怎么回答/-#是该测验

的两个测验问题!均采用开放式的提问方式!不给儿

童提供任何反馈&在二级错误信念认知的问题提出

之前插入一个记忆性帮助!以避免信息处理要求对

儿童任务成绩的影响&在二级错误信念问题之后是

它的确认问题",为什么-#!以确定儿童对于错误信

念问题的回答确实是基于正确推理!而不是基于

猜测&

!!与1C998T7:!+78B;<8N等人用彩色三维模型呈

现故事的主要地点!用三维小木偶代替主要角色的

呈现方式不同((J)!本研究采用主试言语讲述配合卡

通连环画的方式呈现故事&这主要是基于以下考

虑$"(#测验任务所涉及的地点"场景#和人物较少!
运用两维的卡通画形式就可以清楚地说明人物所处

的场景和人物之间的互动!使儿童很好地理解故事&
"!#运用卡通连环画的形式呈现比较方便%简洁!可
以把由 主 试 操 作 所 带 来 的 无 关 变 异 减 少 到 最 低

程度&
#$!!施测

!!主试由发展心理学专业的女性研究生担任!经
培训后均能达到施测要求&正式施测前首先对其他

儿童进行两次预测!并就测验材料与两位经验丰富

的幼儿园老师进行了讨论&基于预测与讨论的结果

进一步对故事及测验问题的语言进行推敲和修订!
统一施测任务&正式施测在幼儿园的三间安静的房

间内进行&一名主试负责一名被试!个别施测&在

测验方式上!主试配合图片讲述故事!使用专门的答

案记录纸记录被试的回答&对于任务顺序以及各任

务中问题选项的出现顺序在被试之间加以平衡&测

验完毕后!主试给被试以积极的反馈!并送给被试一

个小礼物&
#$&!反应的编码

!!与有关研究相一致((!!(J)!两个控制问题和测验

问题分别编码为正确与不正确!正确得(分!错误得

"分&对于二级错误信念认知的确认问题!进行两

类一级编码$合理确认和不合理确认!每类一级编码

下面各包括#类二级编码&

!!"(#合理确认&表示儿童能够恰当地理解故事

中的角色做了什么!或者不知道其他角色知晓相关

信息的历史&这一类别的二级编码包括$外显的二

级推理"@QF98;8BG@;=:?3=O?@OO@7G=:8:>#$儿童在心

理上嵌入了一个角色对另一个角色的认识状态!如
,妈妈不知道小强知道他的生日礼物是小狗-&内隐

的二级推理"Y6F98;8BG@;=:?3=O?@OO@7G=:8:>#$儿童

把相关的信息嵌入到了角色的认识状态中!如,妈妈

不知道小强看到了小狗-!嵌套的这一相关信息实际

上隐含着儿童对于一个角色对另一个角色认识状态

的认知&信息的交流";=66C:8;7B@?8:P=O67B8=:#$
儿童根据角色之间交流的信息进行推论!如,妈妈告

诉小亮他的生日礼物是小汽车-&欺骗及欺骗的意

图"?@;@FB8=:#$儿童通过相关角色的内部心理状态

"如欺骗或欺骗的意图#作出推论!如,她想给小强一

个惊喜-&

!!"!#不合理的确认&表明儿童没有正确理解相

关信息之间的联系&该类别的二级编码包括$一级

推理"P8OGB3=O?@OO@7G=:8:>#$儿童根据与某一角色

的知识状态相关的事件作出推理!如,小强在小房子

里发现了小狗-&故事的事实"GB=ODP7;BG#$儿童提

到了故事中正确或错误的事实!如,小强喜欢小狗-&
无意义的回答":=:G@:G@#$儿童提到了没有意义或

完全不相关或新奇性的信息!如,因为不想让奶奶知

道-&不回答":=O@GF=:G@#&

!!经过培训的两名编码者按照正式的编码系统对

被试的回答进行编码&从全体被试中随机抽取#$
名儿童的回答材料由两名编码者独立进行编码!两
名编码者对控制问题和测验问题的编码一致性为

(""]!确认问题的一致性为&"]&对编码过程中

意见不一致的编码通过编码者的讨论确定&

$!结果与分析

!$%!不同年龄儿童在测验问题上的成绩

!!不同年龄儿童在二级未知和二级错误信念问题

上的得分见表(&以儿童在两个测验问题上的得分

为被试内变量!以年龄组别为被试间变量进行!"问
题类型#̂#"年龄组#的重复测量方差分析&结果表

明!问题 类 型 的 主 效 应 极 其 显 著!$"(!(!&#c



$$"!! 心!!理!!学!!报 $/卷

/(["J!"#"[""(!儿童在二级未知问题上的得分显

著高于二级错误信念问题上的得分&组别主效应显

著!$"$!(!&#c!"[$/!"#"[""(&同时!组别与问

题类型的交互作用显著!$"$!(!&#c$[((!"#
"["%&进一步分析发现"M=:P@OO=:8#!$岁儿童在二

级未知问题上的得分低于其他组""#"["(#!但是!
#岁%%岁与/岁之间差异不显著""$"["%#&/岁

儿童在二级错误信念问题上的得分均高于其他各组

""#"["(#!%岁儿童的得分高于$岁儿童的得分""
#"["(#!其他组之间不存在显著差异&

表%!不同年龄儿童在测验问题上的得分

组别 #

二级未知 二级错误信念

% &/ % &/

$岁 !" "[K% "[J% "[$% "[#&

#岁 $$ ([#% "[K( "[%% "[K(

%岁 #( ([%/ "[/K "[&" "[J"

/岁 $& ([J# "[#$ ([#& "[K!

!$#!儿童对于信念问题的确认

!!正确回答二级错误信念问题的儿童对问题的合

理确认情况如表!的上半部分所示&大多数#岁以

后的儿童对错误信念问题的正确回答能够做出合理

确认!这说明儿童在错误信念问题上的成绩并不是

基于简单的猜测&但是$岁儿童却不能对自己的正

确回答作合理的确认&同时!在信念问题上回答错

误的儿童都没有对信念问题的回答做出合理确认

"见表!的下半部分#&对不同年龄儿童错误回答的

不合理确认状况分别进行配合度检验发现!$岁组

""#"["%#!#岁组""#"["%#!%岁组""#"[""%#!/
岁组""#"["%#儿童所用的确认存在显著差异&其

中!$岁组中,不回答-的儿童最多"#$]#!#岁组%%
岁组%/岁组运用,一级推理-进行确认的最多"分别

为#(]!#&]!%"]#&

!!为了更好地与以往的研究结果进行比较!在排

除了对错误信念问题的回答没有给予正确确认的儿

童之后!以儿童在测验问题上的成绩为被试内变量!
以年龄组为被试间变量!再次进行重复测量方差分

析&这一结果与以上结果基本一致$儿童在二级未

知问题上的得分显著高于在二级错误信念问题上的

得分!$"(!(!&#c($"[/J!"#"[""(’年龄组的主

效应显著!$"$!(!&#c!([/%!"#"[""(’问题和年

龄组的交互作用显著!$"$!(!&#c$["/!"#"["%&

表#!正确回答信念问题的儿童以及回答错误儿童对问题的确认情况

问题的确认

$岁组 #岁组 %岁组 /岁组

频次 ] 频次 ] 频次 ] 频次 ]
正确回答的合理确认

外显的二级推理 ’ ’ ’ ’ $ J % &
内隐二级推理 ’ ’ $ (K % (# !! $J

信息的交流 ’ ’ ! (( # (( # K
欺骗及欺骗意图 ’ ’ K $& (J #J !" $#

合计 ’ ’ (! /K $" J( %( JJ
错误回答的不合理确认

一级推理 & !K !" #( !! #& (" %"
故事事实 ! / K (% % (( ( %

无意义回答 J !# (( !$ & !" J #"
不回答 (# #$ (" !( & !" ( %

合计 $$ ("" #J ("" #% ("" !" (""

!$!!通过未知问题和信念问题的人数

!!为了检验儿童的二级推理能力!我们考察了儿

童通过两个测验问题的人数&表$给出了儿童在两

个测验问题上同时回答正确!答对(个和都不正确

的人数和百分数&可以看出!两个未知问题都答对

的人数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增加!在#岁时出现了一

个大幅度增长&两个未知问题都没有答对的儿童的

人数随着年龄的增长而降低&为了考察儿童在二级

未知问题上的回答情况与其年龄是否具有关联!进
行了$̂ #的独立性检验!结果表明两个因素之间存

在显著关联!)!c$#[!J!"#"[""(&相关源分析发

现!#岁以后的儿童答对两个问题的人数较多!而较

多的$岁 儿 童 没 有 答 对 或 仅 答 对 了 一 个")!c
(%[#%!"#"[""%#’#岁%%岁和/岁的儿童在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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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上不存在显著性差异""$"["%#&在信念问题

上!两个都答对"合理解释#的儿童的人数也随着年

龄的增长而增加!在/岁时达到了%#]!超过了偶

然几率!%]""#"[""%#&两个问题都答错的儿童

人数随着年龄的增加而降低&对儿童在二级信念问

题上的回答情况与年龄组之间进行的$̂ #独立性

检验表明!两个因素之间关联显著")!c##[$#!"#
"[""(#&相关源分析发现!%!/岁的儿童答对一个

或两个问题的人数较多!较多的$!#岁儿童没有通

过错误信念问题")!c!J[(/!"#"[""%#&但是!$
岁和#岁的儿童之间以及%岁和/岁的儿童之间在

回答问题情况上不存在显著性差异""$"["%#&

表!!通过,&%&#个未知问题和信念问题的人数和百分数

正确

个数

$岁

# ]

二级未知

#岁 %岁 /岁

# ] # ] # ]
!
L

$岁

# ]

二级错误信念

#岁 %岁 /岁

# ] # ] # ]
!
L

! % !% (& %J !K // $# JK J% " " $ & & !! !( %# $$

( % !% (" $" (" !# # (" !& " " / (J (! !& & !$ !K

" (" %" # (! # (" ( $ (& !" ("" !# K$ !" #& & !$ %$

!!此外!还考察了儿童在测验问题上的四种成绩

模式!如表#所示&从表#可以看出!未知问题和信

念问题都通过的儿童的人数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增

加!/%]的/岁儿童能够同时通过两问题’与之相

反!两问题都没有通过的儿童人数随年龄的增长而

减少&对于#岁和%岁的儿童来说!通过未知问题

但没有通过信念问题的儿童人数极显著地多于通过

信念问题但没有通过未知问题的儿童的人数!)!"(!

#c#"#c$![#!"#"[""(’)!"(!#c$J#c$"[#!"
#"[""(!在$岁组和/岁组上也是如此&

表&!儿童在未知问题#4;$和信念问题#/L$上的成绩模式

年

龄

Y_.RM$ll Y_.RM$l’ Y_.RM$’l Y_.RM$’’

# ] # ] # ] # ]

$岁 " " (% $J " " !% /!

#岁 (" (% $J %J ! $ (/ !#

%岁 !J $# $/ ## ! ! (/ !"

/岁 %( /% !( !K " " / J

!$&!对于控制问题的分析

!!JJ]!(""]的儿童能够通过,一级未知-的控

制问题"两个同时回答正确#&在言语控制问题上

"两个都正确#!$岁组的通过率为!"]"低于偶然几

率#!#岁%%岁和/岁儿童的通过率分别是%J]!
J(]!&"]&可以看出!言语控制问题的难度与二级

未知问题的难度水平基本相同&为了比较,一级未

知-控制问题与言语控制问题的难度水平!对儿童在

两类问题上的通过率进行了比率差异的显著性检

验&结果发现!对于$岁%#岁和%岁的儿童来说!
言语控制问题的难度要高于一级未知的控制问题

"Lc#[J(!"#"[""(’Lc![/J!"#"["(’Lc
![JJ!"#"["(#!但是对于/岁儿童来说!二者之间

的难度不存在显著性差异"Lc([#%!"$"["%#&

#!讨论

!!本研究发现!在最严格的标准下"同时通过两个

信念任务并给予正确确认#!少数的#岁儿童"&]#
和%岁儿童"!!]#!超过一半的/岁儿童"%#]#能
够理解二级错误信念&因此!对于我国儿童来说!/
岁左右可能是儿童二级错误信念认知发展的关键年

龄&然而!在1C998T7:!+78B;<8N等人 的 研 究 中 发

现((J)!#!]的学前班儿童"#岁(个月!%岁$个

月#!/J]的幼儿园儿童"%岁%个月!/岁%个月#
能够达到对二级错误信念的认知&可以看出!与西

方儿童相比!我国儿童对于二级错误信念的理解可

能相对较晚!这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心理理论

发展的文化间差异的假说&从本研究来看!这种文

化间差异的出现可能与我国儿童言语能力的发展有

关&对于$岁%#岁和%岁的儿童来说!言语控制问

题的难度要高于一级未知的控制问题!但是对于/
岁的儿童来说却不存在这种差异&这表明儿童掌握

,双重包涵命题-的语言能力的发展晚于对一级未知

知识的理解&也就是说!儿童在发展了包涵一个命



$$!!! 心!!理!!学!!报 $/卷

题的能力同时!不能够从语言上包涵一个句子中的

两个命题&然而!在1C998T7:!+78B;<8N等人的研究

中发现!两个控制问题对于学前班儿童和幼儿园儿

童来说难度相同&这可能是因为$在英语中!,双重

包涵命题-的句式结构是从句结构!以英语为母语的

儿童对此更容易理解!而在汉语中!掌握,双重包涵

的命题-可能更为困难一些&进一步分析发现!在本

研究中!言语控制问题与二级未知问题的难度相当!
换言之!儿童在掌握,双重包涵命题-的同时也能够

掌握二级未知知识&因此!处理,双重包涵命题-的

能力可能在某种程度上促进了儿童关于心理状态的

递推性思维的发展!从而构成了儿童理解二级错误

信念的基础&由此我们可以推测!中国儿童掌握

,双重包涵命题-能力上的延缓在某种程度上制约着

他们对二级错误信念的认知&此外!已有研究发现!
对于$岁以后的儿童来说!哥哥姐姐的数量越多!心
理理论的理解水平越高(!$)!来自大家庭的儿童!其

错误信念认知的成绩越高(!#)&本研究的被试全部

都是独生子女!缺乏跟兄弟姐妹之间的互动经验!这
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其对错误信念的理解&在教

养方式上!已有研究表明!儿童与母亲谈论情感状态

的多少与其心理理论的成绩呈正相关(!%)&中国人

传统的含蓄内敛的品质以及,严父慈母-的形象!使
父母一般不善于跟子女谈论情绪情感等心理状态!
从而影响了他们对信念等心理状态的认知&当然!
要进一步了解错误信念认知的文化间差异的原因!
还有待于严格的跨文化研究&但是!与I@O:@O等人

所得出的结果相比!本研究采用,新故事-所发现的

儿童掌握二级错误信念的关键年龄有所提前&这一

方面可能是因为欺骗模式的任务有助于儿童对于错

误信念的理解(!/)’另一方面也说明了测验任务对儿

童的信息处理能力的要求可能是影响儿童成绩的重

要因素!降低测验任务的信息加工要求提高了儿童

的成绩&

!!从儿童对二级未知知识的掌握来看!#岁以后!
大部分儿童通过了二级未知问题&因此!#岁左右

可能是我国儿童掌握二级未知知识的关键年龄&这

与1C998T7:!+78B;<8N等人的结果基本一致&但是

与I@O:@O等人的研究结果相比却有所提前!这也从

另一个侧面表明了信息加工要求对儿童测验成绩的

影响&二级未知知识的掌握标志着儿童进入了区分

他人知道或不知道的过渡性阶段&但是掌握二级未

知知识并不必然能够理解二级错误信念&正像本研

究所发现的!对于所有年龄组儿童来说!二级未知问

题要比二级错误信念问题简单’通过未知问题但没

有通过信念问题的儿童人数都极显著地多于通过信

念问题但没有通过未知问题的儿童的人数’在儿童

掌握二级未知与二级错误信念之间存在着(!!年

的差距&正如‘=>O@P@等人所提出的((/)!要掌握二

级信念!儿童还需要进一步明确他人的信念!学会表

征关于事件的相互矛盾的命题!即区分事件的真实

状态以及他人所认为正确的事件的错误信念!如前

面还正确的,小强认为他的生日礼物是小汽车-的命

题在被试自己的表征中已经成为错误的了!但是在

,妈妈-的表征中依然还是正确的&

!!从儿童对信念问题的确认情况来看!#岁以后!
那些在信念问题上回答错误的儿童主要是基于一级

推理’到了/岁!#K]的儿童能够基于二级推理正确

回答二级错误信念问题&由此可以看出!在一级推

理的基础上逐渐发展起来的二级推理能力可能是儿

童理解二级错误信念的关键&同时!这也在某种程

度上解释了一级错误信念认知与二级错误信念认知

之间的年龄差距问题&另外!从儿童在二级错误信

念问题上的成绩来看!/岁组儿童的成绩显著高于

其他年龄组儿童!%岁组高于$岁组!其他组之间不

存在显著性差异&由此可以看出!$!/儿童的二级

错误信念的整个发展历程实际上经历了两次转折$
第一次转折发生在#岁!这时候儿童掌握了二级未

知知识’第二次转折发生在%岁!儿童的二级推理能

力逐渐开始发展&这两次转折也在某种意义上说明

从一级错误信念认知到二级错误信念认知的发展并

不是全或无的发展!而是逐步发展的过程&换言之!
儿童在掌握一级错误信念认知的同时已经开始出现

二级错误信念认知的萌芽!随着年龄的增长!在获得

了二级推理能力的基础上逐渐理解了二级错误信

念&/岁之后!儿童的二级错误信念认知的能力继

续发展&当然!我们也要承认!儿童的二级错误信念

认知具有个体差异性!早在#岁或%岁!有些儿童就

已经能够理解二级错误信念!而有些儿童到了/岁

还不能掌握!这种个体差异产生的原因还有待于进

一步的探讨&

!!本研究中所获得的%!/岁儿童能够认识二级

心理状态这一发现!改变了我们对儿童理解社会互

动中潜在的复杂推理能力的认识&但是!本研究还

存在如下不足$第一!本研究中的二级未知问题没有

让儿童对问题的回答进行确认!因此不能充分说明

儿童的回答是基于正确的推理而不是基于猜测而做

出的&将来的研究可以改变研究设计!进一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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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对于二级心理状态认知的发展&第二!本研究

只包括$!/岁四个年龄组的被试!没有在一个较长

时间内考察儿童二级错误信念认知的发展变化&因

此!在未来的研究中!还需要进一步扩大儿童的年龄

范围!在一个较长的时间段内考察儿童对于二级错

误信念的理解&

%!结论

!!本研究得出以下结论$#岁左右的儿童能够掌

握二级未知知识!但是儿童对于二级错误信念的理

解要晚(!!年!/岁左右是儿童二级错误信念发展

的关键期&儿童对于信念问题的错误回答主要是基

于一级推理!相当一部分的/岁儿童能够基于二级

推理对信念问题作出合理解释&儿童对于二级错误

信念认知的发展不是一个全或无的过程!而是一个

逐步发展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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