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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社会信息加工的情绪－认知整合模型 

王  沛    胡林成 
（西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兰州 730070） 

摘  要 回顾与总结了社会认知中情绪过程对儿童社会能力发展作用的研究成果，探讨了社会信息加工过程

中情绪过程和认知的关系问题。发现就个人－社会决策活动而言，情绪过程具有核心作用。并且由

此介绍了社会情绪－认知整合模型及其对情绪过程的理解。在此基础上，重点综述了情绪过程在社

会情境中对儿童社会信息的线索编码与解释、目标分类、反应提取与决定及行为实施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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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导言 

自上世纪 80年代以来，社会信息加工过程中情绪及其调控对儿童社会认知能力的影响这一问题的理论

与实证研究进展神速。特别是以社会认知与情绪过程的交互作用对社会能力的影响为核心所展开的一系列

研究以及由此所形成的理论模型，不仅拓宽了发展心理学关于社会性发展的研究领域，而且从实证和理论

等诸层面成功地通过社会能力的发展与培养把情绪和认知活动有机结合起来。 

2 历史背景概述 

长期以来，人们一直对情绪和认知的交互作用、特别是人类在社会信息加工过程中情绪对于加工目标

的选定与指向等所起的关键作用持有相当大的研究兴趣。而把情绪和认知结合起来的早期努力始于

Piaget(1981)撰写的《智力和情绪》一书。Piaget 把情绪和认知描绘成不可分割的连结体（即“一个硬币的

两面”），其中情绪扮演着“⋯⋯像汽油，使汽车的马达运转但不改变汽车的结构”这样的角色。尽管这本

书取得了很高成就，但是把情绪类比为汽油、把智力类比为马达却反应了其认识上的局限性，这种局限性

的实质即为试图把情绪包纳进认知发展模式中去的各种努力。 

其实，从信息加工的观点来看，情绪既包括来自意识和无意识的评价所产生的暂时体验，也包括更为

持久的情绪形式。为此，我们特意使用了“情绪过程”（emotion  processes）这个术语。同时，在某种程度

上，把情绪和认知看作是独立的还是一体的取决于对认知定义的宽泛程度。而且，情绪和认知都是发展的，

二者关系的性质也在不断地发展着。⋅ 

概括地讲，情绪和认知都是信息加工的方式而已，只是功能有所不同。为此，Izard[1]主张“情绪关乎

动机，认知关乎知识。”机能派理论家、神经生理学家以及一些认知理论家也持这种观点。在他们看来，情

绪的功能是提醒个体注意环境中的重要信息并以最适宜的方式和方向进行进一步认知加工和实施行动[2]。

近来，神经生理学的证据表明[3]，除非大脑受伤的情况，信息加工中的情绪过程和认知过程总在相互影响，

很难区分出纯粹的情绪和纯粹的认知活动。一些心理学家[4]认为情绪过程和认知活动对于社会能力的影响

的不同在于：情绪活动在个人内部和个人之间发挥着动机的、交流的及调节的功能，而认知活动则负责注

意、学习、记忆、逻辑等。据此，一些研究者提出了众多既注重认知过程、又强调情绪过程的社会信息加

工模型，如 Zajonc（1980）提出的情绪－认知理论、Bower（1981）提出的情绪节点说、Smith等人（1985）

提出的情绪认知评估说、Johnson（1991）提出的多通道模块记忆系统等。在这些模型中，Lememerise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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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senio[5]（2000）提出了一个新的社会信息加工模型（情绪－认知整合模型）即为代表，这个模型不仅把

情绪和认知的作用结合起来，而且详细阐述与论证了情绪过程在社会情境中对儿童社会信息的线索编码与

解释、目标分类、反应提取与决定及行为实施的影响。为了便于理解这一模型，本文中我们首先对 Crick

和 Dodge[6](1994)的社会信息加工模型作一简要概述，因为它是前者的基础。本文将逐步实现下面几个理论

意图：第一，对我们选择的有代表性的情绪－认知整合模型作一简要概述。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它表述清

楚并有极大的代表性，也因为它比较全面地考察了与情绪有关的认知加工现象及其内涵。第二，籍此探讨

情绪过程整合到社会信息加工模型中的具体途径。 

3 Crick和 Dodge的社会信息加工能力模型 
社会信息加工的一个基本前提是儿童对影响他们行为的情境因素的理解和解释，而 Crick 和 Dodge 提

出的社会信息加工理论能力模型则致力于说明儿童如何处理和解释社会情境中的信息。在其模型中（见图

1），第一、二步是儿童把注意力指向线索，并对其进行加工。具体地，第一步是对线索进行编码，线索可

以来自外部，也可以来自内部。在编码过程中，儿童会运用自我信息加工系统的内部数据库，充分利用已

有的知识经验储存，运用已经习得的规则、社会知识和社会图式等来对线索进行编码。在模型中表现在由

内向外的实线箭头上（见图 1）；而在编码过程中，有用的、带有普遍适用性的新发现的编码规则又会自动

进入数据库并予以储存以备将来使用，在模型中表现在由外向内的实线箭头上。这样，在编码过程中，编

码活动与数据库之间就形成了一个动态的信息交流回路。在其他几个加工步骤上，模型中连结加工步骤与

数据库的由内向外的箭头和由外向内的箭头都表明了儿童在社会信息的具体加工过程中对于内部数据库的

实时运用与不断地扩充与丰富，正是在这一运用与扩充的过程中，儿童的社会化过程才得以实现。 

假定现在所加工的信息为；有一个小男孩在穿过操场时被球砸了。则首先孩子会想发生了什么（注意

与编码）以及为什么（解释：意外还是故意？）。在第三步，孩子对当时的情境已有了归纳（即目标分类，

见图 1），它们可能是：或者与同学保持良好关系，或者不能容忍别人对自己的侵犯。在模型的第四、五步，

男孩在可能的反应方式中作出反应的决定，作出反应的依据是对反应的评估，对反应可能产生的预期，对

作出反应的自我效能的判断等。与前面的几个步骤一样，这些依据都来自于数据库。如果能够作出适当的

反应，那么就会产生相应的行为表现。如果在作出决定的过程中出现困难，那么这一步骤又会反过来影响

前面的第四步，修正反应提取，进而使反应决定能顺利作出。在模型中，这一过程体现在由第五步到第四

步的虚线箭头上。男孩也许想到了报复，但没有那样做，因为害怕冲突会升级，自己不是对手，并且球也

砸得并不太重。所以，他回到第四步，选择了新的反应提取，并作出相应决定，即，把球捡起来扔了过去。

这样，他的行为又得到了同伴的评价与反应，小男孩又要对这些线索进行编码，另外，自己的行为表现也

会成为新的线索。这样他就开始了新一轮的信息加工。当然，这一过程是相当迅速的，个人甚至都很难觉

察到。 

尽管 Crick 和 Dodge 很清楚地指出，在社会信息加工过程中，情绪是重要的组成部分，但他们也承认

在他们的模型中情绪的作用并未说明。下面我们将说明 Lememerise和 Arsenio把情绪活动整合到 Crick和

Dodge的模型中的具体途径。

4 Lememerise和 Arsenio的社会信息加工模型：对情绪过程和社会信息加工过程的整合 
4.1 情绪过程与信息加工 

情绪理论家一致认为不确定的条件和不完整的知识正是情绪过程发挥调节作用的背景。在情绪发挥作

用的过程中，情绪因素降低了信息加工的要求而使个人能进入实际行动阶段 [7] 。基于这种认识，Lememerise

和 Arsenio认为可以把情绪过程整合到 Crick与 Dodge的模型中（见图 2），这样就会使其解释力大大提高。

Lememerise和 Arsenio 认为孩子是兼备“生物局限性和过去经验的记忆信息库”的特点而进入特定社会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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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的。因此，选择性注意、理解、记忆及加工速度给孩子们注意和加工情境信息造成限制。情绪过程是信

息加工过程的参与成分，具体来讲，孩子的情绪风格是生物倾向性的一个重要组成成分，孩子们体验和表

达情绪的强度有所不同，调节情绪的技能存在差异。情绪风格和调节技能方面的个人差异与社会能力有关。

因此，在挑战性的社会情境中，情绪风格及情绪调节技能会影响社会（和情绪）信息的加工及行为决策。 

 
 
 
 
 

 
 
 
 
 
 
 
 
 
 
 
 
 
 
 
 
 
 
 
 
 
 
 

 

 

 

 

 

 

 

3.目标分类 
●调节机制
的唤醒 
 

4.反应提取  

 

 

5.反应决定 
●反应评价 
●预期 
●自我能效评估 
●反应选择 

同伴评价与反应 

 
6.行为体现. 
 

图 1 儿童社会判断的

 

在 Crick 和 Dodge 的社会信息加工模型中，儿童的

会图式。而 Lememerise和 Arsenio认为儿童的过去经验

联结”（见图 2），所以儿童的社会知识的线索可以是事件

并且 Lememerise和 Arsenio认为身处社会情境中的孩子

绪。例如，在一个同学们共同参与的情境中，某一儿童的

 

 
1.线索编码 
 (内部和外部的) 
数据信息库 
●记忆贮存 
●习得性规则 
●社会图式 
●社会知识 
  
 
2.对线索的解释 
●原因归因 
●目的归因 
●其它解释过程 
 --目标获得评价 
 --过去表现评价 
 --自我评价 
 --其它评价 
社会信息加工模型 

信息库包括了习得规则的记忆贮存、社会知识及社

的表征中还包含情绪和认知成分，即“情绪—事件

也可以是情绪，甚至事件也可以成为情绪的线索。

具有一般水平的生理唤醒以及与情境不太有关的情

焦虑感也许与父母早晨的争吵有关，或者与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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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同伴冷落的过去经验有关。所以把情绪过程纳入信息加工过程是合理而必要的。 

4.2 编码和解释线索 

Crick和 Dodge模型的前两步是编码和解释社会线索。Crick和 Dodge指出个人的内部情绪线索必须和

其它情境线索一起编码和解释。他们还认为，编码和解释线索的过程可以引起体验过的情绪的变化或者现

有的情绪强度的变化。 

4.反应提取  

3.目标分类
●调节唤醒 
◆与同伴关系

的情绪性质 

同伴评价与反应 

2.对线索的解释 
●原因归因 
●目的归因 
●其它解释过程 
 --目标实现的评价 
 --过去表现的评价 
 --自我评价 
 --其它评价 
◆与同伴关系的情感性质 

6.行为表现. 
◆情感产物 
◆表露规则 

5.反应决定 
●反应评价 
●预期--情感预期 
●自我能效评价---情感调控 
●反应选择 
◆与同伴关系的情感性质 
◆移情反应 

1.对线索编码 
 (内部和外部的) 
◆来自同伴的情感线索

◆情感认知 
◆移情反应  

◆预存的情绪方

面的身体标记 

数据信息库 
●记忆贮存 
●习得性规则  
●社会图式 
●社会知识 
◆情感事件联结

情绪过程
◆情感/气质 
◆情绪调节 
◆背景情感/心境

◆新添成分    ●已有成分 

图 2 社会信息加工中情绪活动与认知的整合模型 

Lememerise 和 Arsenio 进一步认为他人的情绪线索也是重要的信息源，应该给予编码和解释。例如，

在一个模棱两可的煽动情境中，煽动者的愤怒有助于他人形成敌意。情绪的机能理论强调情绪信息的相互

调节功能。自己和他人的情绪信号提供了事件进行的连续信息，并能对行为做出及时的调节。例如，情绪

信号的相互调节功能在熟悉的、彼此喜欢的参与者（首先是父母，然后是朋友）之间发挥出色，这些参与

者的信号易于读取与解释，孩子们对这种参与者更有可能产生移情。参与者之间的情绪联系的性质也能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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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编码和解释，如，被朋友取笑不同于被班级坏学生取笑。 

唤醒水平、情绪（不论是先前存在的还是由于唤醒而产生的）都能影响编码和解释。例如，它们可以

影响对社会事件的看法，最终影响对社会线索的解释。而且，快乐情绪的效果与忧伤或愤怒情绪的效果非

常不同。儿童情绪体验的强度及情绪调节的技能也会影响对社会事件与情境的看法。在整合模型中，各种

箭头的作用与 Crick 和 Dodge（1994）模型中的一致。 

4.3目标分类 

Crick和 Dodge的模型的第 3步是目标分类。他们把目标定义为“以产生某种特殊结果为指向的心理唤

醒状态”。目标既可理解为内部的（保持和调节情绪）也可理解为外部的（例如，工具性目标和社会关系目

标，如让另一孩子和你一起玩）。Lememerise和 Arsenio认为，情绪可以为特定的目标提供能量。例如，一

个愤怒情绪的孩子很有可能集中注意于一个工具性目标；而一个处于积极情绪的孩子选择的目标有助于保

持其快乐的情绪。Lememerise和 Arsenio断言目标选择和/或保持会起到调整情绪或心境的作用。 

4.4 反应提取和决策 

在 Crick和 Dodge模型的第 4、5步中，儿童提取产生于情境中的可能反应，并按有可能的后果及完成

反应的自我效能感来评价反应，儿童会选择受到积极评价的反应。他们还认为儿童正在体验的情绪会影响

儿童对反应的评价，而且特殊反应会调整某一情绪。这两种可能性都与过去经验的表征都包含情绪成分这

一思想一致[8]。因此，愤怒、害怕或快乐的情绪成分可以引起不同的反应类型。因为反应的表征包含情绪

成份，所以，对于特定策略的提取会引起某种情绪。例如，如果逃避的经历与焦虑的降低相联系，那么对

逃避反应的接收也许会缓和害怕感。 

情绪体验的强度和调节情绪的能力也能影响对反应的提取及对情绪活动的评价。如果一个孩子有较强

的情绪体验，他就会被情绪控制，并且以自我为中心而生成各种反应并从各方面对这些反应予以评价。Crick

和 Dodge认为儿童对各种反应的情绪后果的预期是反应评价活动的重要成分，并且，道德判断和行为在很

大程度上受情绪期望的影响。     

Lememerise和 Arsenio增加的新观点是：（1）儿童与他人在社会情境中的情绪联系和/或其他儿童的声

誉会促使儿童在提取反应时进行更充分地加工。换言之，如果儿童想让别人喜欢他的话，他会更多地顾及

他人的反应。（2）情绪的重点对象选定和预存的情绪方面的身体标记的作用。在认知活动中，进入意识的

信息有很多，如何减少到可以处理的数量是一个问题。Lememerise 和 Arsenio 认为情绪不仅有助于从不同

的信息中确定重点，而且有助于缩小“在线”信息加工的搜索空间。情绪的重点对象圈定作用表明了预存

的情绪方面的身体标记的形成。也就是说，当一个否定的结果与一个特定的行为或认知联系起来后，就会

产生一种否定的情绪，这种情绪保护你在将来免遭损失，并让你在更少的选项中选择。身体标志是一种偏

见形式，它会导致不良适应行为的出现，但大多数身体标志支持适应性行为。在整合模型中，预存的情绪

方面的身体标记直接影响反应提取和反应决定（见图 2顶部）。 

4.5 反应的实施 

在模型的最后一步中，儿童实施了反应。与情绪有关的活动可以影响反应的实施。情绪体验的强度和

情绪控制的能力也可以影响反应的实施。例如，在平静的条件下，甚至调节不良的儿童也会意识到环境条

件提出的要求。但在高唤醒状态下，这种认知就不会付诸行动。儿童和他人的情绪线索提供了一个持续的

信息源，信息源涉及遭遇是如何进行的，并使儿童对他的行为实施作出调整。在读取和发送情绪线索方面

有缺陷的儿童会求助于对于情境来说相对死板的方法。情绪线索还可以为孩子提供反应实施成功或失败的

信息。情绪线索是情境表征的一部分，贮存在儿童的社会知识基本数据库中。在某一情境中，一个儿童想

玩同伴的玩具。如果在情绪方面很积极地提出交换玩具，这个儿童不仅会得到玩具，而且会增加一个玩伴。

如果很生气地要求对方把玩具递过来，那么会引起愤怒和拒绝，结果是既没有玩具也没有玩伴。从这些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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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可以看出，情绪线索会影响儿童的反应并最终影响实施的结果及相关的情绪。 

5 未来研究方向 
第一，从 Lememerise和 Arsenio提出的理论模型出发可以得出假设，个人在情绪和情绪控制方面的差

异可以影响社会信息加工的每一步。具体来说，通过情绪诱导或情境调节而调节儿童的情绪会影响社会信

息的加工过程。而且，对情绪线索的性质的调控也会影响社会信息的加工。这些假说有待进一步研究证实。 

第二，我们认为有必要探究儿童社会情境知识数据库的情绪内容。最近的研究表明儿童的知识结构可

以预测其攻击性行为[9]，但是目前对儿童的知识结构的内容还很少有实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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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Introduction of an Integrated Model of Emotion Processes and 
Cognition in Children’s Social Information Processing 

 
Wang Pei,   Hu Lincheng 

(Academy of Educational Science, Northwest Normal University, Lan Zhou 730070) 

Abstract：Literature on the contributions of social cognitive and emotion processes to children’s social competence 

is reviewed. Crick and Dodge’s cognitive model of social decision-making is introduced. Based on this model, 

Lmerise and Arsenio proposed an integrated model of emotion processes and cognition. The article focuses on the 

influence of emotion processes on the children’s encoding and interpretation of social information cues, 

clarification of goals, response access, response decision and behavior enactment. 

Key words: social information processing, emotion processes, cognition, an integrated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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