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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情绪伪装能力的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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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情绪伪装体现了情绪的社会性和适应功能，是情绪的一种调节策略。该文综述了有关儿童情绪伪

装 情绪伪装的家庭、同伴、文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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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

表现和真实程度不符的情绪强度等来掩饰

每个人都生活在复杂的社会环境中，

Saa
两种

会改变原来的情绪感受，真实感受到个体应

监督

绪体验不一致[2]。情绪伪装是一种调节策略，

Gross的情绪调节过程模型里属于反应调
整阶段，是在情绪发

我情绪调节[3]，目的是更好的适应社会。

体在改变情绪外在表

目的，不能抹杀其掩饰或隐藏的成分 。 

展和影响因素
*
 

史  冰  彦捷 

  100871） （北京大学心理学

的研究，分析了影响 外部因素和言语能力、性别角色、气质特点等内部

因素，探讨了儿童情绪伪装研究的未来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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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体情绪的发展是情绪社会化的过程，

伪装（emotional masking）是情绪社会
化的体现，是指个体出于某种社会性目的，

表现不同的表情或表现出中性的表情、

内在体验到的情绪[1]。  

rni（1991）认为社会环境对个体情绪有
影响：一种是类似共情的影响，即个体

感受到的情绪；另一种是情绪伪装，即个体

和操作情绪表现，表现的情绪和真实情

在

生中或发生后进行的自
儿童可能缺乏情绪的伪装

个

现时可能也会改变原

来情绪的内部体验。但这是情绪伪装的次要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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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儿童开始依靠自己管理情绪行为 ，初步

习得在不同情境下夸大或抑制某种情绪，最

常见的是对负性情绪强度和持续时间的调

节。严格地说，儿童的这种情绪伪装是简单

的，反射性的和操作性的[12]，不包含对情境
助。 

-62751833，

，

情境

不断

能力

发展 ，进而促进其他重要能力的发展。 

2 

替代

对假 通常认为

儿童2岁时才出现假装[9]。因此，2岁之前的
。 

与婴儿参照他人的面部表情、声音表情

等线索产生或改变自己情绪[10]不同的是，2
[11]

的社会认知成分，仅仅是社会知觉水平的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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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的情绪伪装能力是逐渐发展的[5]

其发展的关键在于对情绪表现规则（在给定

里表现出和社会适宜的、有利于个体生

存和发展的情绪的有关规则）的日益理解和

应用。儿童适宜的情绪伪装反映了儿童

对具体情境做出恰当情绪反应的能力，这种

可以进一步促进儿童社会交往行为的
[6]

儿童情绪的伪装 

假装是指个体用另一种“现实”覆盖或

自己要保护、隐藏或伪装的真实情况[7]。

情绪伪装也是一种假装。虽然目前心理学界

装的本质没有统一观点[8]，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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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13]。 
随着年龄

绪伪装所处的社会情境。4岁儿童开始在某
种情境中有效运用表现规则，并有足够的技

巧控制自己的情绪行为，此时的情绪伪装可

能是因为儿童社会控制行为发展显著而不

的研究表明7岁儿童会考虑情绪伪装时的情
境因素 ，但还不能充分意识到诱发情绪情

境的多样性以及对人的情绪表现的可控性；

倾向于集中关注公开的可观察的成分，更像

个年轻的“行为主义者”。而 10岁儿童的转
折点在于：10岁儿童认为复杂多样的社会情
境是影响行为的重要因素；能够自发的情绪

伪装，并且倾向于关注内在成分 。 
儿童内化的情绪表现规则随着年龄而

变化。Harris的研究表明 4岁儿童的情绪伪
装更多的是在和负性情绪有关的情境里。6
岁儿童倾向于隐藏强烈的正性和负性真实

情绪，对负性情绪的隐藏程度比正性情绪的

隐藏程度大 。10 岁和 13 岁的儿童是否表
现愤怒和情绪的交流对象有关，该年龄的儿

童通常对成人掩饰自己的愤怒，对同伴则表

达自己的愤怒。儿童表达真实的负性情绪也

是一种情绪表现规则。在某些情境里伪装情

绪有其适应意义，但在其他一些情境里表达

自己真实情绪可能更有适应作用 。由此可

知，儿童的情绪伪装是不断变化的。 
儿童对自身情绪伪装的解释能力是不

断提高的。虽然 4~5岁的儿童会伪装内心愤
怒的情绪，但是该年龄的儿童尚不能用言语

装[14]，只能通过其行为反

力进一步提高外，还能用语言更准确的解释

童的情

绪伪装行为则差异不明显，但 10 岁儿童的
解释更丰富和更准确[1]。 

研究表明，理解他人隐藏的情绪需要具

备心理理论，个体对情绪伪装的理解是和心

表现的外在面部表情、声音等，“现实”指

在的真实主观体验。情绪的外在表现和主

观体验的差异（情绪伪装）可认为是表观现

实之间的差异。3岁儿童理解真实物体和表
观物体、物体表面特性和真实特性之间的区

别 ，只是3岁儿童的这种区分能力还不稳
定，经常把现实融入表观（表观主义）或表

观融入现实（现实主义），4岁儿童则普遍
通过表观现实任务。研究也表明，对伪装情

绪的理解是在儿童具有错误信念理解能力

后发展出来的 ，而儿童错误信念理解能力

是在4岁左右出现。由此可推测3、4岁的儿
情绪伪装的认知基

础。

岁

的表情，6岁
和8岁

的增加，儿童逐渐深入理解情 自己的伪装行为；10岁儿童和 6岁儿

是因为儿童对情境的完全理解[14]。儿童在 6、
7岁以后初步意识到情境的作用[15]，Hubbard

理理论里的表观现实、错误信念理解等能力

相联系[17,18]。在情绪伪装中，“表观”指所

[4] 内

[16]

[1]

[4]

清楚表达自己的伪

映了表现的情绪和真实的情绪之间的区别。

相对于 4岁儿童，6岁儿童除了情绪伪装能

[17]

[18]

童可能已开始具备理解

儿童究竟多大年龄能理解他人会表现出

和情绪感受不一样的表情呢？不同的实验

有不同的结论。Saarni要6、8、10岁的儿童
指出人物在需要隐藏真实情绪的故事情境

里的表情，结果发现10 儿童可以很好地自

发调用表现规则解释故事人物

的儿童则较差[19]；Gnepp给儿童一幅情
境和面部表情冲突的图画，发现11~13岁的
儿童倾向于对主人公面部表情的重新解释，

认为面部表情的图画掩盖了主人公的真实

情绪，3~7岁的儿童则忽视冲突，认为面部
表情就是主人公的情绪[20] 。这些研究证实
了年幼儿童区分伪装的情绪表现和真实情

绪的内在体验能力非常有限，大约10岁后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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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这种能力才发展的比较充分。也有研究发

现，

是应

不应

于非

支配

境的认知、情绪

的表

儿童6岁时就可以理解：情绪的面部表
情不需要和内在体验一致[21]；和内在体验不

一致的面部表情可让他人产生错误信念；和

内在体验不一致的面部表情是为了保护自

己或为了操纵情境使之对己有利[22]。 
上述研究结论不一致的原因有：首先，

不同研究涉及的情绪强度不一致，Saarni研
究情境里的情绪强度相当大。6~10岁儿童通
常认为情绪非常强烈时不需要伪装情绪。因

此，Saarni所用的情境可能低估了儿童理解
情绪伪装的能力；其次，是否有使用表现规

则的提示。在Saarni等人的研究里，仅给被
试极少提示或被试必须自发调用表现规则。

在Harris的研究里，明确告诉被试故事主人
公需要使用表现规则，被试要考虑的不

该使用表现规则，而是考虑使用哪种表

现规则[1]。因此上面的两种结果反映的是6
岁儿童在不同条件下的情绪理解，两者并不

冲突。综上可知，6岁儿童可以理解情绪伪
装，但尚不能像10岁儿童一样善于结合情
境，自发使用表现规则来理解情绪的表现。 
对他人情绪伪装的理解不仅包括对情

绪表现和内在体验不一致的理解，还包括对

情绪表现携带的丰富社会信息以及情绪表

现可能引发的社会结果的理解。研究表明，

6岁以后的儿童都认为，表达愤怒时表明儿
童力量强大，在人际交往中处于支配地位；

表达恐惧和悲伤时，表明儿童软弱，处

的地位。7岁儿童认为表达者的情绪表
达在不同情境里与接受者的后继行为都有

显著相关；9岁儿童认为某些情境里，表达
者的情绪表达还与接受者的情绪反应有显

著的相关；12岁儿童认为不同情境里，情绪
表达者不同的情绪表达和表达者的支配性、

情绪接受者的情绪反应存在非常显著的依

存关系[15]。 
总而言之，目前关于儿童情绪伪装的研

究是从儿童情绪伪装时对情

现规则、解释自己情绪的伪装、理解他

人情绪伪装及其所蕴涵的社会信息等几方

面加以研究。从这些研究我们可以知道，儿

童情绪伪装的发展大致如下：2岁时儿童开
始出现情绪的伪装；4岁时儿童是刻板的情
绪伪装（一般是伪装负性情绪），难以解释

自己或理解他人的情绪伪装；6、7岁时儿童
可以较灵活的伪装情绪，解释自己或理解他

人情绪伪装的能力提高，儿童除了伪装负性

情绪，同时也会伪装正性情绪；9、10岁时
儿童可以洞察情境以自发的情绪伪装，可以

有选择的表现或伪装负性情绪，可以准确的

解释自己或理解他人情绪的伪装；12、13岁
则是儿童的情绪伪装发展基本成熟的阶段，

此阶段的儿童不仅能较好的情绪伪装，还可

以理解情绪伪装蕴涵的信息，并依此信息指

导自己或预测他人的反应。由上总结可知，

情绪伪装的现有研究从多角度刻画了儿童

在不同年龄时的情绪伪装特点，说明儿童的

情绪伪装是复杂的，不断发展变化的。 
进一步分析儿童情绪伪装的研究，可知

有些研究如关于儿童对情绪情境认知的发

展的研究涉及到儿童的社会学习，而儿童的

社会学习离不开置于文化背景下的儿童在

家庭里和父母以及家庭外和同伴间的现实

交往经验；有关儿童理解他人和解释自己情

绪伪装的研究则不可避免的涉及到儿童的

语言发展以及与儿童语言发展密切相联的

心理理论能力；另外，儿童应用表现规则伪

装情绪时，需要控制和情境不适宜的真实情

绪表现，表现出不真实的却和情境符合的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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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因此，儿童表现自己真实情绪的“欲望”

或称气质表现度的不同，也会影响儿童的情

绪伪装。这些分析说明，儿童情绪伪装的研

究已涉及到有关儿童情绪伪装的多种不同

的影响因素。 

3 情绪伪装的影响因素 

儿童情绪的伪装是儿童情绪社会化的

体现，依赖于儿童直接或间接的社会经历。

因此情绪伪装的发展除了和儿童自身认知

能力紧密关联外，更离不开儿童与社会的接

触。

化的社会建构方法理解儿童独特的情绪情

境经验 。分析有关儿童情绪伪装的研究可

知，总体来说，影响情绪伪装的因素有家庭、

同 化等外部因素和言语能力、性别角

色、气质特点等内部因素。 
3.1 外部影响因素 

3.1.1 家庭 

家庭是儿童理解和获得情绪伪装能力

的重要渠道。儿童的情绪认知发展存在个体

差异，这种差异可能受儿童早期的生活环境

特别是家庭环境的影响 。许多研究者认为

父母的情绪表露等一些与情绪有关的行为

特征可能影响儿童的情绪认知进而影响儿

童的情绪表现等其他活动；父母与儿童的交

往互动会帮助儿童获得有效的情绪调节技

；父母关于情绪的讨论和直接指向儿童的

情绪反应可能影响儿童的情绪表现 。

研究表明 ，在和儿童的情绪讨论中，

如果母亲侧重于对情绪做详细的因果性解

释，讨论时和儿童积极互动，讨论内容更多

侧重个人的主题以及儿童的自主和偏好，那

么儿童更愿意表现自我的情绪；如果母亲很

少对情绪做出解释，讨论时主要是对儿童批

评教育，讨论内容侧重于社会常模、道德准

或调整自己的真实

情绪

研究儿童情绪伪装时需要采用高度个性

[23]

伴、文

[24]

能
[6]  

[25]

则、适宜行为，那么儿童会在社会情境中更

多使用表现规则来控制

。 
3.1.2 同伴 

随着儿童的长大，儿童和同伴在一起的

时间变多，同伴对儿童的作用越来越大，尤

其对儿童的社会化起着成人无法取代的独

特作用。儿童的情绪伪装也是儿童社会化的

一种体现，儿童和同伴之间的交往互动可以

塑造儿童的情绪表现规则。 
Mostow 认为儿童倾向于接受能够更好

的调适情绪、更友善、更乐于合作和助人、

更社会化的同伴[26]，喜欢经常表现正性情绪

的同伴，而常表现负性情绪的儿童会体验到

更多的同伴拒绝。儿童为了被同伴接受，有

时会情绪伪装。而儿童在同伴中的不同社会

地位也相应影响了儿童情绪的表现，如低地

位的儿童在与高地位的儿童交往时，很少会

做出攻击性的表现，而是经常表现为恐惧和

顺从[15]。此外，同伴的不同可能也会影响儿

童情绪表现，如当儿童面对同伴挑衅时，若

挑衅者是自己喜欢的同伴时，年幼儿童较少

生气并会较多的控制自己生气的表达[15]。 
3.1.3 文化 

情绪的表现从纯生理状态的表现转变

为心理的社会表现是在特定社会文化和历

史背景里，通过家庭成员、同伴等他人的干

预和调节而演化、实现的[27]。因此，儿童的

情绪伪装是处在文化这个大背景里发展和

变化的。 
研究儿童的情绪伪装离不开儿童所处

的文化，不同的文化有不同的关于情绪的信

念。美国文化重视个人的自主自立和独特

性，[25]强调自我的直接表现和自我的重要

性，认为个人情绪作为自我的一个重要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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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应该被重视和接受。鼓励儿童要表达自

己的情绪和体验以使自己的需要最终能被

满足[28]，鼓励年幼儿童自发参与家庭关于情

绪的讨论，培养儿童对情绪的理解能力[29]。

东亚文化如中国的文化强调社会的和谐和

和他人社会交

往的结果，是强化儿童适宜行为和集体感的

工具。负性情绪经常被视为对人际关系有破

坏作用甚至是危险的，需要严格的控制。而

对情绪的语言描述或讨论是多余或不合适

的。东方文化一方面强调情绪的心理自律和

儿童行为标准[28]；另一方面又鼓励儿童要对

他人情绪非常敏感，好儿童的标准之一就是

能通过外部非言语线索理解他人情绪并据

此做出适宜行为反应[6]。因此，美国儿童可

能比中国儿童更早更好地理解自己的情绪，

更倾向于表现自己的真实情绪；而中国儿童

可能更善于理解他人的情绪，倾向于压制自

己的情绪以便表现出和情境符合的情绪。 
3.2 内部影响因素 

3.2.1 言语能力 

言语能力影响儿童的情绪知识进而影

响儿童的情绪伪装。言语能力较好的儿童使

用情绪词汇、处理负性情绪以及情绪讨论的

能力都较强。这些和情绪有关的技能可让儿

童操纵情绪 并有效应用到社会交往上。例
如，儿童在和悲伤的同伴交往时需要正确标

识同伴的悲伤，有效控制自己情绪并采用适

宜的抚慰语言和行为。因此言语能力是儿童

掌握情绪知识的关键，也是儿童掌握表现规

则，表现和情境适宜的真实或伪装情绪以最

终成功生存的关键[29]。 
言语能力可能也影响了儿童对他人情

绪伪装的理解[30] 。儿童理解情绪伪装所需

要的错误信念理解、表观现实等心理能力和

明确的关于心理状态的术语时，那

的一般性语言可让儿童思考

和修

孩比男孩更愿

意隐

式是自我报告法[32]。不同表现

度的

影响儿童的情绪伪装。低表现度

而不

集体的利益，认为情绪是儿童

儿童对含有 “知道，认为”等心理词的语
句意义的理解显著相关[23] 。Ruffman认为如
果给儿童

么句法加语义

正眼睛注视等外在指标反映出来的内

隐知识[31]。 
3.2.2 性别角色 

情绪伪装的研究说明情绪伪装还存在

一些性别差异。研究发现，4岁儿童的情绪
伪装就已经出现性别差异，女

藏失望情绪[14]。这种性别差异不是由于

男孩和女孩对情绪表现规则知识的掌握存

在差异，而是由于“性别角色”影响了男孩

和女孩使用表现规则的动机[2]。随着年龄的

变大，儿童有关性别角色的内容不断丰富，

男女孩的情绪伪装进一步分离：6岁的女孩
倾向于压抑愤怒，男孩倾向于压抑害怕[2]；

10岁和13岁的女孩则比同龄男孩更愿意对
同伴表现真实的情绪，对成人伪装或掩饰真

实情绪[4]。 
3.2.3 气质表现度  

气质表现度（dispositional expressivity）
是指在情绪表现行为上的稳定个体差异，其

典型的评估方

个体具有不同的情绪表现。高表现度的

个体在有某种情绪时，会比低表现度个体表

现出更多的和此种情绪有关的外在行为。 

有关研究表明，尽管儿童的人格特质尚

未稳定，但会有气质上的个体差异。而气质

表现度也会

是高表现度的儿童倾向于动态调节负

性情绪的表现行为，情绪体验和情绪表现无

明显关联。而在观看正性情绪的影片时，高、

低表现度的儿童情绪表现和情绪体验都存

在显著相关。因此高表现度的儿童更愿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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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自己的正性或负性情绪，难以抑制自己的

真实情绪，而低表现度的儿童控制能力较

强，可较好的控制情绪尤其是负性情绪[33]。 

4 研究展望 

由上可知，影响儿童情绪伪装的因素多

种多样，各因素彼此又交织一起。我们不仅

可以继续横向或纵向考察上述各因素尤其

是家庭、同伴对儿童情绪伪装的影响，还可

以在此研究基础上，解析出影响情绪伪装的

独立因子，进而深入探讨影响儿童情绪伪装

发展的潜在因素，以帮助父母、教师等成人

正确理解和引导儿童的社会情绪行为。另

外，情绪伪装是个体常用的情绪调节策略。

由于伪装情绪需要抑制真实情绪，所以使用

该调节策略时可能会由此带来消极的后果
[3]。可目前对儿童情绪伪装的现有研究尚缺

乏这一方面的相关发现。由此，我们应进一

步具体分析儿童情绪伪装可能对儿童今后

发展的短期或长期的消极影响以及如何避

免或减少这种影响。 
一种社会能力[1]，这种能

力可

的影响奠定基础。 

[1] Harris P L, Donnelly K, Guz G R et al. Children’s 

understanding of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real and apparent 

[3] 王振宏, 郭德俊. Gross情绪调节过程与策略研究述评. 心

理科学进展, 2003, 11(6): 629~634 

[4] Hubbard J A, Coie J D. Emotional determinants of social 

te  children's peer relationships. Merrill-Palmer 

: 1~20  

[5] E

[6] 邓赐平, 桑标, 缪小 幼儿的情绪认知发展及其与社会

行为发展的关系研究 . 心理发展与教育 , 2002, 18(1): 

6~10  

412~426 

[10] Cole P M, Martin S E, Dennis T A. Emotion regulation as a 

scientific construct: methodological challenges and 

development research. Child 

D

monitor their expressive behavior. Child Development, 1984, 

55(4): 1501~1513 

[13] Tager-Flusberg H, Sullivan K. A componential view of 

th

[16] Harris P L, Olthof T, Meerum T et al. Children’s knowledge 

of emotion. Journal of Child Psychology and Psychiatry, 

1981, 22(2): 247~261 

情绪的伪装是

能是毕生发展的。儿童时期，情绪伪装

能力只处在初级发展阶段。随着个体进入青

年期和老年期，个体的社会经验尤其是人际

关系（social relations）日益丰富，个体的情
绪伪装可能会和其他心理理解能力一样，不

断的发展变化[34]。因此进一步探讨个体在青

年期和老年期不同的情绪伪装特点，以及在

不同社会关系情境里，个体可能会有的不同

情绪表现，不仅会加深我们对情绪伪装能力

的认识，而且也会为系统分析儿童时期情绪

伪装对个体今后社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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