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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采用实验室实验和情境观察相结合的方法"考察了我国$N,岁幼儿自我延迟满足发展的特点及中澳幼

儿自我延迟满足的跨文化差异$研究结果表明!%#&$N,岁幼儿自我延迟满足平均延迟时间随年龄增长而延长#$
岁幼儿使用延迟策略少"*岁幼儿主要使用寻求策略",岁幼儿主要使用寻求策略和自我分心’问题解决策略"自我

言语控制策略在整个幼儿期始终不具有显著优势性$%"&澳大利亚幼儿自我延迟满足发展水平高于我国同龄幼

儿#在延迟策略选择上中澳幼儿既具有差异性"又具有一定的相似性#文化价值观通过教育影响着幼儿自我延迟满

足的发展$
关键词!$N,岁幼儿"自我延迟满足"发展特点"中澳比较$
分类号!(+**

#!问题提出

!!自我延迟满足%42A\%016942OO2A7L9\U/7D0\0Q7]
D098&"是个体为了更有价值的长远结果而主动放弃

即时满足的选择取向"以及在等待过程中展示的自

我控制能力$)9C/89L2/和W/CO2A的研究表明"自我

调节的延迟满足明显的个体差异"在儿童*岁时出

现"并可预知他们儿童期’青春期’大学时期的认知

和社交能力(#)$_9/178O27C和 hC7L通过结构方程

模型发现认知的自我控制能调节儿童的攻击或亲社

会行为对一年级学业成绩的影响(")$F04QP2A等人

对自我延迟满足的远期影响所作的长期跟踪研究表

明!*",岁时能够做到自我延迟满足的儿童"在十余

年后"父母对其在学业成绩’社会能力’应对挫折和

压力等方面也有较好的评价#而且他们在申请大学

时的学习能力倾向测验%5’W&分数也较高($"*)$可

见"自我延迟满足的发展是个体完成各种任务’协调

人际关系’成功适应社会的必要条件#是个体自我发

展’自我实现以致日臻完善的基本前提和根本保障#
也是社会文明和发展不可或缺的社会美德(,)$

!!在自我延迟满足的实证研究方面"米歇尔设计

的精巧的选择等待实验情境为我们提供了研究自我

延迟满足的基本范式"它包括延迟的选择与延迟的

维持两个阶段$这一范式能够说明冲动控制和面对

诱惑而维持意志力的各种技能类型和自我调节策

略(&)$在对延迟选择阶段的研究上"米歇尔曾在上

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在北美文化背景内的W/080O7O078
儿童与美国白人儿童中间"做过关于延迟选择偏好

与无父亲’社会责任感’违法行为等变量之间关系的

跨文化研究(="+)$但至今还未见到关于延迟维持阶

段的跨文化研究$而对延迟维持阶段的研究则主要

集中在儿童维持自我延迟满足的注意与认知机制问

题上$米歇尔的多项研究表明"那些使儿童的注意

焦点从奖励物或他们期望的刺激特征转移开的活动

或观念的指导有助于延迟(>)$他的新近研究还发

现"儿童策略性的’灵活的’自发的注意调配能力是

有效延迟的关键因素(#;"##)$对于这些结论"米歇尔

用冷m热系统%B9Dm)99A%5L4D21&理论来解释$他

认为"+冷,系统作为认知的’中性情绪的’思索的

%Q98D216A7D0R2&和策略性的注意调配"主要表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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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的各种注意与认知分心活动%例如"把棉花糖

想象成胖胖的白云’幼儿看四周’唱歌或跳舞等&"
它会增强自我延迟满足#+热,系统作为由先天释放

刺激%0887D2/2A27408U4D01CA0&所控制的注意调配"主
要表现为儿童持续将注意力固定在奖励物或其唤醒

特征上"它会削弱自我延迟满足(&)$此外"在延迟

满足研究的历史上还存在另外一种由 HC8O2/等人

设计的礼物延迟实验范式(#")$这种延迟满足只要

求个体做出抵制诱惑的抑制"而不用对奖励物做出

两难选择$目前我国关于儿童延迟满足发展的研究

比 较 少"现 有 研 究 多 集 中 于 采 用 礼 物 延 迟

范式(#$N#,)$
!!为了进一步深入探索我国幼儿自我延迟满足的

发展特点"本研究则将依据米歇尔自我延迟满足的

选择等待实验范式"将实验室实验与情景观察有机

结合"观察并分析幼儿自我延迟满足过程中的自发

行为表现$在实验#中考察我国$N,岁幼儿自我

延迟满足发展的年龄特点"在实验"中采用跨文化

比较的方法"对中国和澳大利亚$<,N*<,岁幼儿的

自我延迟满足进行比较"以揭示不同社会文化背景

下的幼儿在延迟维持行为表现上的差异与共性"并
试图从分析两国社会文化价值观和教育差异的角

度"解释影响儿童自我延迟满足发展的深层原因$

"!实验#!$N,岁幼儿自我延迟满足

的发展特点

!"&$研究方法

!"&"&$被试与分组!在大连市两所普通幼儿园随

机抽取##+名$N,岁幼儿作为研究被试$其中"$
岁$>人%男 #>人"女 ";人&"*岁 *;人%男女各

半&",岁$>人%男#>人"女";人&$
!"&"!$实验工具与材料!一套幼儿用的方桌和小

凳子#一个直径长";Q1具有儿童化性质的钟表#一
个门铃#奖励物有两类"其中玩具类为一辆大玩具救

火车%延迟奖励物&’一辆小玩具卡车%即时奖励

物&#食物类为两盘巧克力"一盘装有"块%延迟奖

励物&’另一盘装有#块%即时奖励物&#一块计时秒

表"一把成人坐椅"录像机及录像带$
!"&"#$实验设计与程序!采用$S"S"%年龄S性

别S奖励物&三因素完全随机实验设计$具体实验

安排在每天下午家长接幼儿的时候"由经过培训的

发展心理学研究者担任主试$
!!实验前"幼儿由家长陪伴到有单向玻璃的儿童

心理实验室以适应环境"主试告诉家长!+在整个实

验过程中"请您不要跟孩子交谈"如果孩子到您这儿

来"不要理他"最多只能告诉孩子-妈妈在忙.%填写

一份问卷&$在实验过程中"我要离开一段时间"请
您不要干预孩子"不要告诉孩子该干什么"不该干什

么$,请家长在场的目的是为了消除幼儿在陌生实

验室里等待时的恐惧感$然后主试培训幼儿了解桌

子上门铃的用途和用法’理解自我延迟满足程序和

任务"待幼儿理解后开始实验$
!!正式实验时"主试给被试拿来一辆玩具大救火

车和一辆玩具小卡车"在地上演示玩法"之后将玩具

放在桌子上"询问被试喜欢哪辆车"被试选择大救火

车"主试便说+一会儿我必须到隔壁房间工作"等我

工作完自己从房间里出来后你就可以玩这辆大救火

车$如果你不想等"你可在任何时候按铃把我叫出

来"如果你按铃把我叫出来"你就只能玩这辆小卡

车$我不在时你不能玩车"如果你玩了"我回来后你

也不能玩这辆大救火车$,指导语重复两遍$为确

定幼儿是否理解等待与奖励物的因果关系"要向幼

儿提出以下$个问题!#<+等我工作完自己从房间

里出来"你可以玩哪辆车*,$<+如果你不想等了"
该怎么办*,%<+你按铃把我从房间里叫出来"可以

玩哪辆车*,幼儿正确回答后"主试说+我走了,"到

隔壁房间去"开始计时$幼儿参加实验时"家长只是

坐在一个角落里填写问卷$用隐蔽的录像设备摄录

实验全过程$
!M&M%$计时与编码!在米氏自我延迟满足的选择

等待范式中"将儿童完成等待的时间标准确定为";
或#,分钟$参照此标准"又考虑到本研究中的中澳

跨文化研究的被试幼儿年龄相对较小的情况"本研

究将幼儿完成等待的时间标准确定为#,分钟$
!!延迟时间计时!将主试转身离开房间的那一瞬

间作为计时起点"延迟行为的终止可能出现以下三

种情形!幼儿一直等到#,分钟主试自己从房间里出

来"完成等待"获得延迟奖励物"记#,分钟#幼儿中

途按铃终止延迟"得到即时奖励物#幼儿中途因违规

玩车而终止延迟$幼儿的延迟时间为计时起点和终

止点间隔的时间"以秒为单位$
!!延迟策略编码!采取时间取样观察法"对录像记

录的幼儿延迟行为编码$每隔#,秒记录该时间段

内幼儿的典型行为"幼儿表现出何种行为就在相应

策略下记#分$根据对所有录像内容的观察分析"
最终将幼儿的典型行为划分为如下##种延迟策略!
%#&企图按铃!被试企图按铃"但没按响"又拿了下

来#%"&消极行为!被试发脾气’哭或说气话等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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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极行为#%$&寻求母亲!所有指向母亲的活动#%*&
寻求目标!所有与奖励物有关的活动"例如!被试靠

近’注视或碰一下车"但实际上没有玩它们#%,&回

避铃!被试将铃推远#%&&动作分散!被试在凳子上

动来动去"看自己的手或四周"玩铃#%=&离座!被试

离开座位"在房间里活动#%+&静坐!被试安静地坐

在凳子上#%>&任务自语!被试自语关于等待奖励物

的话题"例如!+我想让那个阿姨%主试&回来,"+那

个阿姨什么时候回来*,#%#;&非任务自语!被试自

语与等待奖励物无关的话题"例如!被试自己讲故

事#%##&自我强化!被试企图说服自己等待"例如!
+我必须得等,"+我不要按铃,$为保证研究的可靠

性"对评分者如何编码进行培训"当两位评分者编码

达到>;K一致后"再对录像进行编码$
!M!$结果与分析

!M!M&$#P*岁幼儿自我延迟满足延迟时间比较!
$N,岁幼儿自我延迟满足平均延迟时间见表#$对

延迟时间做$%年龄!$"*",岁&S"%性别!男"女&S
"%奖励物!玩具车"巧克力&F’_dk’分析"结果显

示"年 龄 主 效 应 显 著"@%""#;&&I##3$;$""?

;3;;##而性别主效应"@%#"#;&&I#3$>&#奖励物主

效应"@%#"#;&&I;3;;;#以及各交互作用%性别 S
年 龄"@%""#;&&I"3$#>#性 别 S奖 励 物"@
%#"#;&&I;3=>$#年 龄 S奖 励 物"@%""#;&&I
;3>";#性别 S年龄 S奖励物"@%""#;&&I;3"=$&
则均不显著""J;3;,$对年龄主效应的进一步多重

比较%Z5[&显示"$岁与*岁差异显著""?;3;##*
岁与,岁差异比较显著""?;3;,#$岁与,岁差异

非常显著""?;3;;##这表明$N,岁幼儿自我延迟

满足发展迅速"存在显著年龄差异"幼儿平均延迟时

间随年龄增长显著延长$性别主效应不显著"表明

总体上$N,岁男女幼儿的自我延迟满足发展水平

基本相当$奖励物主效应不显著"表明奖励物类型

在本研究中不是影响幼儿自我延迟满足的主要因

素$另外"年龄与是否完成选择等待任务的 !"检验

结果差异也显著"!"I+3;">""?;3;,$$岁组$>名

幼儿中只有>名完成等待#*岁组*;名幼儿中有##
名完成等待#,岁组$>名幼儿中有";名完成等待$
这一结果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幼儿自我延迟满足发

展水平随年龄增长而发展的趋势$

表&$#P*岁幼儿自我延迟满足平均延迟时间!单位#秒"

$!岁 *!岁 ,!岁

. - =C . - =C . - =C

男 #> ""&<"& $&,<*, "; ,*,<+; $*;<*$ #> ,,#<=* $*$<##

女 "; $#><=; $&*<$+ "; **,<+; $#,<$= "; =,#<,, ",,<;,

玩具车 "; "";<#; $#,<=& "; ,#;<>; $&$<;# "" &&*<;; ">;<,=

巧克力 #> $$#<## *;+<;= "; *+;<=; ">=<", #= &*#<,$ $,;<,,

总!体 $> "=*<#+ $&$<#& *; *>,<+; $"=<+* $> &,*<"# $#$<+>

!M!M!$#P*岁幼儿自我延迟满足延迟策略比较!
首先"在米歇尔的+冷热系统理论,中"那些将儿童

的注意力固定在奖励物或其唤醒特征上的+热,性

质行为是较低级的不利于延迟的策略"而具有+冷,
性质的各种注意分心活动由于转移了儿童对奖励物

唤醒特征的注意"从而促进了延迟"被认为是较高级

的策略#其次"有研究已表明自我延迟满足是幼儿自

我控制的核心成分(#&)"而儿童自我控制发展的规律

是由低水平的外控逐渐向高水平的内控过渡"儿童

自我延迟满足的发展亦遵循这一规律$依据上述理

论观点"结合对录像资料中幼儿行为指向的观察"本
研究将最初编码的##种延迟策略行为按照由低至

高的原则划分为*种水平!水平#无意义策略"包括

企图按铃和消极行为策略#水平$寻求策略"包括寻

求母亲和寻求目标策略#水平%自我分心’问题解决

策略"包括回避铃’动作分散’离座和静坐策略#水平

&自我言语控制策略!包括任务自语’非任务自语和

自我强化策略$同时"假设延迟策略的水平越高越

有助于增加延迟时间$
!!$N,岁幼儿自我延迟满足延迟策略水平发展

趋势见图#$对延迟策略水平年龄差异的方差分析

结果显示"在水平#无意义策略和水平&自我言语

控制策略上的年龄差异不显著"@%""##,&I;3;*""
"J;3;,#@%""##,&I"3>&+""J;3;,$在水平$寻

求策略和水平%自我分心’问题解决策略上的年龄

差异显著"@%""##,&I+3$">""?;3;;##@%""##,&
I+3$$"""?;3;;#$进一步多重比较%Z5[&显示"

水平#无意义策略由于水平较低’适应性差"在整个

幼儿期都不具有优势性"且表现出随幼儿年龄增长

而下降的趋势#在水平$寻求策略上"$岁幼儿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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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岁幼儿之间差异均显著"而*岁与,岁幼儿之

间差异不显著"这表明*岁是幼儿使用寻求策略发

展最迅速时期#在水平%自我分心’问题解决策略

上"$岁"*岁幼儿与,岁幼儿之间差异显著"而$岁

与*岁幼儿之间差异不显著"这表明,岁是幼儿使

用自我分心’问题解决策略发展最迅速时期$由此

可见"寻求策略的作用在幼儿*岁时开始具有明显

优势性"且持续至,岁#自我分心’问题解决策略的

作用直至幼儿,岁时才显示出明显的优势性#而自

我言语控制策略虽然表现出随年龄增长而发展的趋

势"但在整个幼儿期都不具有优势性$

图#!$N,岁幼儿延迟策略水平发展趋势

!M!M#$#P*岁幼儿自我延迟满足延迟策略对延迟

时间的多元回归分析!在延迟策略与延迟时间相关

分析的基础上"分别以$N,岁幼儿的延迟时间为因

变量"与之显著相关的延迟策略为预测变量"做多元

逐步回归分析%4D26:042&"找出能够预测延迟时间长

短的延迟策略"以确定出每一年龄段幼儿主要使用

的延迟策略分别是什么$结果显示%见表"&"$岁

幼儿+企图按铃,’+寻求母亲,’+寻求目标,’+动作

分散,’+离座,’+静坐,&种与延迟时间显著相关的

策略全部进入了回归方程$但是"各个策略的标准

化回归系数都低"对延迟时间的预测作用都不强"延
迟策略的使用还很难分出主次重要性$$岁幼儿还

不太会使用延迟策略$*岁幼儿在+寻求母亲,’
+寻求目标,’+动作分散,’+静坐,’+任务自语,,种

与延迟时间显著相关的策略中除+任务自语,策略

外"其余全部进入回归方程$与$岁幼儿相比"+寻

求目标,策略的标准化回归系数显著增大"突出显

示了其对延迟时间的预测作用$*岁幼儿开始主要

使用水平$寻求策略$,岁幼儿+寻求目标,’+动

作分散,两种与延迟时间显著相关的策略全部进入

了回归方程$而且"这两种延迟策略的标准化回归

系数都高"足以显示其对延迟时间的预测作用$,

岁幼儿在主要使用+寻求目标,策略的同时"还开始

主要使用+动作分散,这一水平%自我分心’问题解

决策略$$N,岁幼儿使用的主要延迟策略性质不

同"水平不断提高"致使$N,岁幼儿在延迟时间长

短上存在差异$
!!从录像记录延迟期间的主要行为来看"$岁幼

儿是下座近距离欣赏玩具车或用手摸巧克力"行为

缺乏持久性"绝大多数因禁不住奖励物的诱惑而很

快违规或按铃终止了延迟#*岁幼儿是将视线不停

地在延迟与即时奖励物之间转换以比较二者价值的

大小"但有时可能会碰一下它们"有时会通过玩铃’
玩自己的手或衣服分心"一些幼儿会依偎在母亲身

边"一些幼儿会将头转向母亲问问题"行为开始具有

一定的持久性#,岁幼儿是通过观察房间四周’看桌

子’伏案趴桌子等小范围的外部动作分心"并能够在

长时间比较两个奖励物价值的同时而不去碰它们"
行为的表现大多是经过思索"所以持久性相对较强$

表!$#P*岁幼儿自我延迟满足延迟策略对延迟时间的影响

年龄

%岁&

进入回归方程

的延迟策略
" =D ’

$ #<寻求目标 #,<";= ;<>;, ;<*;*!!!

"<动作分散 #*<>=+ ;<=$* ;<*#=!!!

$<离座 #*<+", ;<>;" ;<";#!!!

*<寻求母亲 #*<>#, #<;#+ ;<"$"!!!

,<静坐 #,<##* "<$># ;<#"+!!!

&<企图按铃 #"<=;# "<>$; ;<#;>!!!

%常数项& #<,&= ,<#";

* #<寻求目标 #*<"#& #<",+ ;<&#&!!!

"<动作分散 #*<"=> "<,,* ;<$#&!!!

$<寻求母亲 #><>;= $<">, ;<$#*!!!

*<静坐 #*<&#+ *<$>, ;<#+#!!

%常数项& =+<"## ",<,&&

, #<寻求目标 #$<">" #<&$* ;<&#*!!!

"<动作分散 #&<>*= "<"+> ;<,>>!!!

%常数项& #&,<;>, *&<+,#

!注!!! "?;3;##!!! "?;3;;#

!!综上"通过实验#的研究可以看出"$N,岁幼

儿自我延迟满足发展水平随年龄增长而迅速发展"
从发展水平的量与质的特点看"存在显著差异$$
岁幼儿完成选择等待任务的人数少"使用延迟策略

少"平均延迟时间短暂#*岁幼儿主要使用寻求策

略"特别是寻求目标策略开始占优势"行为开始具有

一定持久性"平均延迟时间显著延长#,岁幼儿完成

选择等待任务的人数明显增多"在寻求策略继续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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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优势的同时"自我分心’问题解决策略也显示出明

显优势性"行为持久性相对较强"平均延迟时间更

长$但是"发展水平还是有限"高水平的自我言语控

制策略在整个幼儿期始终不具有显著优势性$

$!实验"!中国和澳大利亚$3,N*3,
岁幼儿自我延迟满足的跨文化比较

#M&$研究方法

#M&M&$被试与分组!在中国大连市两所普通幼儿

园随机抽取+&名$3,N*3,岁头生幼儿"男女各半"
平均年龄*+3"个月"标准差为$3,>>个月#在澳大

利亚昆士兰州布里斯班市普通幼儿园随机选取$&
名$3,N*3,岁头生幼儿"男"#人"女#,人"平均年

龄,;个月"标准差为*3,,个月$对两国幼儿年龄

的同质性差异检验不显著"@%$,"+,&I#3,>+$""
J;3;,$
#M&M!$实验工具与材料!同实验#"但奖励物只使

用其中的两辆玩具车$
#M&M#$实验设计与程序!采用单因素完全随机实

验设计"自变量为国别$具体实验程序同实验 #$
澳大利亚幼儿自我延迟满足实验由澳大利亚研究合

作者实施$
#M&M%$计时与编码!具体方法同实验#$
#M!$结果与分析

#M!M&$中澳幼儿自我延迟满足延迟时间比较!对

中澳幼儿延迟时间%-中 I*,&3#"4"=C中 I$,$3>+4#
-澳 I&*>3$$4"=C澳 I$,>3,$4&做独立样本 +检验"
结果显示"澳大利亚幼儿平均延迟时间显著长于我

国同龄幼儿"+I"3=$=""?;3;#$另外"国别与是否

完成选择等待任务的 !"检验结果差异也显著"!"I
#;3#$>""I;3;;#$+&名中国幼儿中只有 "&名完

成等待"而$&名澳大利亚幼儿中就有"$名完成等

待$这一结果从另一侧面反映了澳大利亚幼儿自我

延迟满足发展水平高于我国同龄幼儿$
#M!M!$中澳幼儿自我延迟满足延迟策略比较!中

澳幼儿自我延迟满足延迟策略水平的平均分比较"
见图"$独立样本+检验结果显示"中国幼儿对水平

#无意义策略的使用显著多于澳大利亚幼儿"+I
"3&>&""?;3;##水平$寻求策略的使用略多于澳大

利亚幼儿"+I#3,,,""J;3;,#水平%自我分心’问

题解决 策 略 的 使 用 显 著 少 于 澳 大 利 亚 幼 儿"+I
%,3,$&""?;3;;##水平&自我言语控制策略的使

用略少于澳大利亚幼儿"+I%#3"#,""J;3;,$

图"!中澳幼儿延迟策略水平比较

#M!M#$中澳幼儿自我延迟满足延迟策略对延迟时

间的多元回归分析!在延迟策略与延迟时间相关分

析的基础上"分别以中澳幼儿的延迟时间为因变量"
与之显著相关的延迟策略为预测变量"做多元逐步

回归分析%4D26:042&"找出能够预测延迟时间长短的

延迟策略"以确定出中澳幼儿主要使用的延迟策略

分别是什么$结果显示%见表$&"中国幼儿"除+静

坐,策略"其余的+寻求母亲,’+寻求目标,’+动作

分散,’+离座,’+非任务自语,,种与延迟时间显著

相关的策略全部进入回归方程$其中"+寻求目标,
策略的标准化回归系数最高"它是中国幼儿使用的

主要策略$这与实验#中*岁幼儿的结果分析基本

一致$而澳大利亚幼儿"+寻求母亲,’+寻求目标,’
+离座,’+动作分散,*种与延迟时间显著相关的策

略全部进入回归方程$与中国幼儿相比"+离座,和

+动作分散,这两种自我分心’问题解决策略的标准

化回归系数很高"它们是澳大利亚幼儿使用的主要

策略$两国幼儿使用的主要延迟策略性质不同"澳
大利亚幼儿主要使用的自我分心’问题解决策略水

平较高"中国幼儿主要使用的+寻求目标,策略水平

较低"致使两国幼儿在延迟时间长短上存在差异$
!!从录像记录的延迟期间的典型行为来看"中国

幼儿是注视或近距离欣赏奖励物"有时也会玩自己

的手’看四周或玩铃"一些幼儿还走向母亲寻求安慰

或帮助"少数幼儿出现了唱歌或离座行为#澳大利亚

幼儿大部分时间是离座绕房间转圈走’坐在或躺在

地上玩"或看房间四周’玩自己的手或衣服"但也会

时不时地看一下奖励物"一些幼儿会问母亲问题"一
些幼儿会唱歌"还有少数幼儿会自语+那个阿姨什

么时候回来"我想让她快点回来,’+我必须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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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中澳幼儿自我延迟满足延迟策略对延迟时间的影响

国别
进入回归方程

的延迟策略
" =D ’

中国 #<寻求目标 #$<+*$ ;<+$; ;<&$,!!!

"<动作分散 #=<>&> "<"#> ;<$"$!!!

$<寻求母亲 #,<$## "<"#$ ;<"*"!!!

*<非任务自语 #&<;#$ $<>=; ;<#**!!!

,<离座 #$<&"= $<=>; ;<#"&!!

%常数项& $&<,,, #><,,$
澳大

利亚
#<寻求目标 #$<+## #<*;* ;<*+#!!!

"<离座 #$<>+& #<;#+ ;<&#>!!!

$<动作分散 #*<,"; #<#>" ;<&;#!!!

*<寻求母亲 "#<=*# "<*"# ;<$+&!!!

%常数项& **<,;, "><>&*

!注!!! "?;3;#"!!! "?;3;;#

!!综上"通过实验"的研究可以看出"中澳幼儿自

我延迟满足存在差异"澳大利亚幼儿自我延迟满足

发展水平总体高于我国同龄幼儿"表现在他们使用

较高的自我分心’问题解决策略显著多于我国幼儿"
使得他们的平均延迟时间显著长于我国幼儿"完成

选择等待任务的人数也显著多于我国幼儿$但是"
中澳幼儿在延迟策略选择的发展特点上也表现出相

似性"即都相对较少地选择低水平的无意义策略和

高水平的自我言语控制策略$

*!讨论

%M&$#P*岁幼儿自我延迟满足发展的特点

!!本实验#与实验"的结果均表明"高水平的自

我言语控制策略在自我延迟满足过程中对$N,岁

幼儿的行为抑制作用不具有显著优势性$这可能是

受幼儿期言语发展特点所制约$鲁利亚研究曾发

现"言语控制的来源%成人m儿童&对不同年龄段儿

童的行为起着不同的调节作用!在#3,N$岁"只有

成人的外部言语能够控制儿童的行为"儿童的自我

言语并不奏效"且成人言语只具有控制行为的启动

功能%080D07D08U\C8QD098&"不具有抑制功能%08P0c0D08U
\C8QD098&#在$N,岁"成人言语具有控制儿童行为

启动和抑制两种功能"而儿童的自我言语只具有控

制行为的启动功能"抑制功能还不完善(#=)$
!!实验#还发现"$N,岁幼儿自我延迟满足发展

水平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发展"$岁幼儿延迟策略使

用少"平均延迟时间短暂#*岁幼儿以使用寻求策略

为主"平均延迟时间显著延长#,岁幼儿完成选择等

待任务的人数明显增多"以使用寻求策略和自我分

心’问题解决策略为主"开始使用+冷,系统进行自

我控制"平均延迟时间更长$从延迟时间的结果来

看"这与米歇尔的研究基本一致$但米歇尔以中间

年龄为分界点"将幼儿分成两组做自我延迟满足发

展的年龄差异检验"结果没有得出显著性效应$他

自己认为这是由于其研究在被试幼儿的年龄取样分

布上范围狭小所致(#+)"并不能说明在幼儿不同阶段

自我延迟满足表现不存在显著的年龄差异$而本研

究则突破了米歇尔研究在年龄组取样上的这一局限

性"按幼儿年龄段即$岁’*岁’,岁分组取样"样本

具有代表性"能代表该年龄段内幼儿的发展特点"以
此研究成果为幼儿教育服务$我们拟从$N,岁幼

儿期神经生理’注意调配与工作记忆的执行功能各

方面心理发展水平的特点来理解这种发展的显著性

差异$
!!首先"神经生理学研究发现"前额叶损伤病人对

延迟折扣%O2A7LO04Q9C8D08U&判断表现出强烈冲动

性(#>)"表明大脑前额叶是参与抑制过程的重要生理

机制(";)"而*N,岁正是大脑前额叶发展的冲刺期"
儿童抑制机制得到飞速发展("#)"这就为自我延迟满

足在幼儿*N,岁时得到显著发展奠定了生理基础$
!!其次"米歇尔的冷m热系统%B9Dm)99A%5L4D21&
理论认为"受年龄发展因素影响"+热,系统发展得

早"+冷,系 统 发 展 得 晚$在 人 生 最 早 的 几 年 里"
+热,系统发挥主要功能作用"在自我延迟满足中具

有优势作用"随着年龄的增长"+冷,系统发展起来"
开始在自我延迟满足中具有优势作用(&)$儿童最

终能否完成等待取决于两种系统的相互作用$本研

究也发现"$N*岁幼儿更容易被奖励物的唤醒特征

所驱动"行为不假思索"而去近距离欣赏奖励物"甚
至采用几乎按铃的无意义策略#而,岁幼儿因其注

意调配灵活性的明显增强"促进了+冷,系统的发

展"行为的同时能够不断思索"所以倾向于选择自我

分心’问题解决策略来分散对奖励物的注意"从而大

大地延长了延迟时间$
!!再次"依据认知心理学观点"在自我延迟满足过

程中个体的决策或选择必然会受延迟折扣原则的影

响("")"冲动性强的幼儿就会在中途放弃延迟或违

规$本实验#和实验"均发现"幼儿从*岁起就能

长时间注视奖励物"并将注意视线不断转换于延迟

与即时奖励物之间"这实际正是幼儿对两个奖励物

价值进行比较的过程"且随着年龄增长"幼儿中途放

弃延迟或违规的冲动行为逐渐减少$从来自工作记

忆执行功能的研究获悉"个体决策%O2Q0409817M]
08U&的冲动性与其工作记忆容量大小直接相关"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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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记忆容量小者更容易在延迟折扣判断上做出冲动

决定"工作记忆容量大者则反之("#)$有研究还表

明"工作记忆加工容量正是在*N,岁幼儿期得到迅

速发展("$)"这就使得幼儿能够在某段时间内根据情

境变化"处理较大量的刺激信息"从而降低行为决策

的冲动性"促进了自我延迟满足$
!!此外"实验#中延迟策略对延迟时间的多元回

归分析表明"进入$岁幼儿回归方程的&种延迟策

略的标准化回归系数都低"延迟策略的使用对延迟

时间的预测还很难分出主次重要性#对延迟策略水

平的方差分析结果也表明$岁幼儿的水平$寻求策

略和水平%自我分心’问题解决策略显著少于*岁

和,岁幼儿"所以$岁幼儿还不太会使用延迟策略"
平均延迟时间短暂$在*岁幼儿的回归方程中+寻

求目标,策略的标准化回归系数最大"其对延迟时

间的预测比其他延迟策略具有更大的相对重要性#
对延迟策略水平的方差分析结果也表明"幼儿*岁

时水平$寻求策略的作用开始具有明显优势性"所
以平均延迟时间得到延长$在,岁幼儿回归方程中

+寻求目标,和+动作分散,两种策略的标准化回归

系数大小相当且都很高"+动作分散,对延迟时间的

预测开始显示出相对重要性#对延迟策略水平的方

差分析结果也表明"幼儿,岁时自我分心’问题解决

策略的作用开始显示出明显的优势性"所以,岁幼

儿在使用寻求策略的同时"还使用了具有受内部自

我调节驱动性质的自我分心’问题解决策略"这比*
岁幼儿主要使用的具有受外部情境驱动控制性质的

寻求策略更易于幼儿自我控制"所以平均延迟时间

更长$由此可见"从量与质的两个方面可以说明"每
一个年龄段内幼儿主要使用的延迟策略类型不同"
不同性质的延迟策略类型可以对不同年龄段幼儿的

延迟时间做出预测$
%M!$中澳幼儿自我延迟满足的跨文化比较

!!实验"结果表明"中澳幼儿自我延迟满足存在

差异"澳大利亚幼儿自我延迟满足发展水平高于我

国同龄幼儿$表现为澳大利亚幼儿更主要使用自我

调节性质的自我分心’问题解决策略"平均延迟时间

长#而我国幼儿"更主要使用外部调节性质的寻求策

略"平均延迟时间短$我们认为这种差异主要受不

同文化因素影响所致$由于中澳两国主流文化性质

不同"人们的基本价值观念存在着很大差异$而作

为一个国家主流文化核心成分的价值观念是沉淀在

人们深层心理结构中的价值取向和心理倾向等"它
弥漫于整个社会中"渗透在人们生活的各个方面"几

乎影响人们所有的选择和行为准则("*)$这种价值

观念的差异渗透到教育领域"就使得中澳两国在家

庭’幼儿园对儿童的教养方式与内容上存在很大的

差异"从而导致两国幼儿发展的差异$
!!澳大利亚作为一个年轻移民国家"深受英国影

响"建立了以从英国移植来的个人本位价值观为主

流核心文化的多元文化价值观体系"十分强调个人

选择的价值’个人的自由与平等$用澳大利亚人自

己的话说"+-生活的意义.不能等着别人去发现"然
后再放在我们中的其他人身上///我们必须赋予我

们自己的人生以自己的意义"否则它们将毫无意

义,(",)$在他们的价值观中"特别强调个人有责任

控制自己的生活"个人应该独立自主地去探索世界"
人生是掌握在自己手中的$这种价值观渗透到澳大

利亚的家庭与幼儿园日常教育中就是非常强调把儿

童看作是年幼的学习者"教育者要充分理解每一个

儿童的个体发展$例如"澳大利亚幼儿教师为了制

定出充分尊重与理解儿童发展的课程"她将自己与

教学助理一同讨论出的课程内容"发给每个幼儿的

家长"或与家长进一步讨论"请家长针对每个孩子的

个性特点提出自己的建议$这种做法不仅体现出家

园教育价值观念的一致性"更为尊重幼儿个性自由

发展提供了基础("&)$另外"在幼儿园环境建设上"
为了能够为幼儿提供自由选择活动与材料’独立解

决问题’创造和做决定的机会("=)"澳大利亚幼儿园

给儿童多是创设各种具体实际的生活情境"让儿童

在这些具体生活情境中去发现问题’自主解决问

题("&)"这样就促进儿童各种自助技能%42A\%P2A6
4M0AA4&’独立解决问题能力的发展"使他们学会为自

己的行为负责任"同时在这个过程中为儿童提供必

要的支持与帮助("+)$这样就使得澳大利亚幼儿具

有较强的独立自主性"在自我延迟满足模糊等待情

境中独立思考’解决问题的能力较强"更倾向于主动

采取一些策略而坚持完成等待"特别是更倾向于选

择离开座位在房间里开展大范围的自主活动’或以

各种动作来分散等自我分心策略"这些策略水平较

高"可促进延迟维持"所以他们平均延迟时间较长$
!!我国长期以来形成的以儒学文化为代表的传统

价值取向是重传统重权威"正如荀子所说!+君者"
国之隆也#父者"家之隆也$隆一而治"二而乱#自古

至今"未有二隆争重而能长久者(">)$,这种传统文化

深刻影响着中华民族"形成中国人的崇尚权威’尊重

长上的观念和习惯$在教育上就是崇尚教师"形成

教师对学生他控的教育模式$长期以来在我国形成



!"期 杨丽珠 等!$N,岁幼儿自我延迟满足的发展特点及其中澳跨文化比较 "$#!!

的这种传统他控教育模式约束着儿童个性的自由发

展$例如"在家庭生活中"中国父母更多是作为孩子

的行为监督者"告诉孩子该做什么与不该做什么"甚
至包办代替"限制了孩子独立自主解决问题的能力"
使得孩子对父母产生强烈依赖感#在幼儿园中"仍然

存在教师对儿童的高控制"儿童对教师的高依赖现

象#教育者对幼儿的发展依然要求整齐划一"强调集

体活动的一致性"给儿童提供自由选择活动的机会

较少"往往忽视幼儿的个体差异$尽管我国幼儿园

教育在当今也开始提倡发展幼儿个性的自主性教

育"取得了一些成效"但由于中国传统价值观念的巨

大惯性与潜在影响"新教育理念的实施步履维艰$
这样就导致了在失去了成人控制的自我延迟满足模

糊等待情境中"中国幼儿缺乏独立思考’解决问题有

效调节与控制延迟的能力$
!!同时"实验"也表明"中澳幼儿在延迟策略选择

上也具有相似性"即都相对较少地选择高水平的自

我言语控制策略$这表明幼儿自我延迟满足的发展

除受文化因素影响外"还要受年龄因素的制约$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促进幼儿自我延迟满足的

发展"既要注重以人为本"依据幼儿自我延迟满足发

展的特点"又要深入开展学前教育改革"全面实施自

主性教育"尊重幼儿本身的发展特点与个体差异"为
幼儿创设独立选择与解决问题的情境"激发幼儿独

立自主解决问题的主动性"以促进幼儿自我延迟满

足的自我调节能力的发展$

,!结论

!!%#&$N,岁幼儿自我延迟满足发展水平随着年

龄的增长而发展$表现为$N,岁幼儿自我延迟满

足平均延迟时间随年龄增长而延长#$岁幼儿完成

选择等待任务的人数少"使用延迟策略少"平均延迟

时间短暂#*岁幼儿主要使用寻求策略"平均延迟时

间显著延长#,岁幼儿完成选择等待任务的人数明

显增多"主要使用寻求策略和自我分心’问题解决策

略"平均延迟时间更长#自我言语控制策略在整个幼

儿期始终不具有显著优势性$
!!%"&澳大利亚幼儿自我延迟满足发展水平高于

我国同龄幼儿$澳大利亚幼儿完成选择等待的人数

多"更多使用自我分心’问题解决策略"平均延迟时

间长#我国幼儿完成选择等待的人数少"更多使用寻

求策略"平均延迟时间短$其差异主要是由于两国

文化价值观念不同"导致两国教育方式与内容存在

差异所致$受年龄因素制约"中澳幼儿自我延迟满

足策略选择也有一定的相似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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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78UZ0fPC#"b78Û078UL78U#"Z0Cb28#"""F980Q7)C4M2AAL$"’0/98UVP78U$

%#C%"(#+<%.+*,63&71*/*8&"’4(*.4.8!*#<(/B.4A%#34+&"C(/4(.##&;">"914.(&
%"2.3+4+5+%*,C%A%/*"<%.+(/63&71*/*8&">%4?4.8!*#<(/B.4A%#34+&">%4?4.8#;;+=,"914.(&

%$G1%B.4A%#34+&*,H5%%.3/(.;"H*;="":53+#(/4(&

>ABCDEFC

a408UDP22@62/0128D9\42A\]016942OO2A7L9\U/7D0\0Q7D09878O40DC7D0987A9c42/R7D098"DP2O2R2A96128D7A
QP7/7QD2/04D0Q49\$D9,L27/49AO)P08242QP0AO/28o442A\]016942OO2A7L9\U/7D0\0Q7D09878ODP2Q/944]QCADC/7AO0\\2/28Q24
c2D:228$<,D9*<,L27/49AO)P0824278O’C4D/7A078QP0AO/28o442A\]016942OO2A7L9\U/7D0\0Q7D098:2/208R24D0U7D2O<WP2
/24CAD44P9:DP7DDP2$D9,L27/49AO)P08242QP0AO/28o442A\]016942OO2A7L9\U/7D0\0Q7D098O2R2A964:0DP7U208Q/27408U<$]
L27/]9AOQP0AO/28/7/2ALC42OO2A7L4D/7D2U024"*]L27/]9AOQP0AO/28o4Q28D/7AO2A7L4D/7D2U0247/2DP26C/4C78D4D/7D2U024",]
L27/]9AOQP0AO/28o4Q28D/7AO2A7L4D/7D2U0247/2DP26C/4C78D4D/7D2U02478O42A\]O04D/7QD09878O6/9cA21]49AR08U4D/7D2U024"
78ODP242A\]R2/c7A]Q98D/9A4D/7D2U024P7R28oD4P9:2ODP240U80\0Q78D7OR78D7U2/9A2<G87OO0D098"DP2/24CAD47A494CUU24DDP7D
DP2$<,D9*<,L27/49AO’C4D/7A078QP0AO/28o442A\]016942OO2A7L9\U/7D0\0Q7D09804P0UP2/DP78DP7D9\DP2)P08242QP0AO/289\
DP247127U2<’8ODP2/27/240U80\0Q78DO0\\2/28Q2478O4010A7/0D02408c9DPc2D:228)P0824278O’C4D/7A078QP0AO/28o4
O2R2A96128D9\42A\]016942OO2A7L9\U/7D0\0Q7D09898QP99408UDP2O2A7L4D/7D2U024<WP2O0\\2/28DQCADC/2R7AC247\\2QDDP2
O2R2A96128D9\L9C8UQP0AO/28o442A\]016942OO2A7L9\U/7D0\0Q7D098DP/9CUPDP2O0\\2/28D2OCQ7D098<
GHIJKDLB!$D9,L27/49AOQP0AO/28"42A\]016942OO2A7L9\U/7D0\0Q7D098"O2R2A96128D7AQP7/7QD2/04D0Q"Q9167/0498

c2D:228)P08778O’C4D/7A0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