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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30年来，儿童人格特质概念一直是儿童社会认知发展的重要研究领域。20世纪90年代以前，研究

者主要采用自由描述和行为预测两种研究方法考察儿童人格特质概念的发展；20世纪90年代后，受

儿童心理理论研究热潮的影响，研究者开始转换研究视角，提出心理预测这一新方法考察儿童人格

特质概念的发展。心理预测研究方法的提出极大地促进和深化了儿童人格特质概念发展的研究。但

在儿童人格特质概念发展的研究中，仍存在一些基础性问题有待于进一步的理论探讨和实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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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格特质（personality traits）不仅是人格心理学特别是特质理论中的一个重要学科概念，而且也是普

通成年人在日常生活中经常使用的日常概念。词汇学的研究发现，在语言中有相当数量的词语是描述人格

特质的[1]。例如，Allport 等人从 1925 年出版的《韦氏国际字典》挑选出 4500 个描述稳定个别差异的词。

Norman从 1961年出版的韦氏字典中筛选出 2800个描述稳定特质的词。我国学者王登峰等人利用 1988年

版的《现代汉语词典》及 1992年版的《补编》对中文的人格特质词进行了系统全面的收集和分类，并筛选

出 1274个描述稳定人格特点的词[1]。语言中存在的这些描述人格特质的词是人们的日常人格特质概念在语

言中的积淀，是人类对个体相对稳定、持久的特征的认识结果，它们可以帮助人们有效地组织、预测其社

会世界。如果没有特质的存在，人们眼中的世界将会变得混乱不堪、毫无预测性可言[2, 3]。  

关于成年人日常人格特质概念的研究发现，成年人认为特质具有跨时间和跨情境的稳定性，是引发个

体一致性行为的内在原因[4~7]。那么儿童是如何认识人格特质的呢？儿童的人格特质概念随着年龄增长会发

生哪些变化？近三十年来，西方发展心理学家对儿童人格特质概念的发展进行了大量的理论探讨和实证研

究。从儿童人格特质概念发展的研究方法看，大致可以分为 3 种：自由描述研究、行为预测研究和心理预

测研究。 

1  自由描述研究 

自由描述(free description)研究主要是通过儿童对他人或自己的自由描述考察儿童人知觉(person 

perception)的发展。人知觉也称印象形成(impression formation)或对他人的认识(understanding others),是指

人们对作为个体的他人或自己的认识。该方面研究主要想了解：在儿童的人知觉中他人的哪些特征是比较

显著或者是比较重要的？儿童人知觉的内容（尤其是自发运用的人格特质）随年龄发生了哪些变化？等等。 

一般认为，关于儿童人知觉的系统研究始于 Liversley 和 Bromley[8]于 1973 年对 320 名儿童的研究。

Liversley和 Bromley要求 7～15岁的儿童首先描述“你是哪类人？”然后再分别描述八个人：他们所喜欢

的一名男孩、一名女孩、一名男子和一名女子，他们所不喜欢的一名男孩、一名女孩、一名男子和一名女

子。继 Liversley和 Bromley的研究之后，研究者采用相同的研究方法考察了儿童人知觉的发展情况[9~11]，

较为一致地发现如下的发展趋势：七八岁以前的儿童基本上是从一个人的环境和外部可见的行为描述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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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自己，很少使用稳定的人格特质描述他人或自己。如在 Liversley和 Bromley的研究中 50%的 7岁儿童在

描述中未提及任何心理特征，在 Peevers和 Second的研究中，幼儿园儿童在描述中不能够把一个人与其环

境或拥有物区分开来。7、8岁以前的儿童若使用特质描述他人或自己的话，所用特质词往往也是笼统的、

评价性的，如，“他很坏”或“她很好”等等。7、8 岁以后，儿童逐渐开始更多地使用稳定的人格特质描

述他人和自己，且儿童所使用的特质词随着年龄增长而不断增多。此外，他们所使用的描述特质的词在意

义上也变得越来越精确、越来越抽象。例如，“好”替换为“替别人着想”、“帮助人”等。 

自由描述研究可以较为真实地揭示儿童对自己熟悉的、有较长真实交往历史的人的知觉，可以说明儿

童是从哪些方面认识他人，而且这种方法没有引发儿童的过度反应（由于测查任务的原因，使儿童的判断

反应水平高于其真实的认知水平）。但如果迫使儿童从给定特质中选择相应的特质说明一个人的行为，往往

会引发儿童的过度反应。例如，让儿童说明让别人玩自己玩具的孩子是一个“大方”孩子还是一个“小气”

的孩子，即便是儿童对“大方”、“小气”的精确含义不甚了解，仅知道大方是好的，让别人玩自己的玩具

是好的，而小气是不好的，就能正确地判断出让别人玩自己玩具的孩子是一个大方的孩子。但自由描述方

法本身也存在着一些缺陷：首先，对儿童言语能力的要求负荷过重。有关儿童语言发展的研究表明，儿童

的言语理解早于言语运用，他们理解的东西不一定能用恰当的语言准确地表达出来。儿童的词汇可分为消

极词汇和积极词汇，前者是指儿童能理解但不会用的词汇，后者是指儿童理解且会用的词汇[12]。具体到儿

童的人格特质概念领域，表现为儿童可能对某些特质有一定的理解，但由于言语能力的局限而不能准确表

达出来，因此采用这种研究方法很可能低估了儿童真实的人格特质概念水平。其次，儿童对描述任务的理

解可能存在年龄差异从而导致自由描述的年龄差异。例如，儿童可能会从自己感兴趣的方面描述他人，而

不是根据自己对他人的认识较为全面地描述他人。再次，儿童可能拥有一些人格特质词或者认识到他人的

某些特质，但是他们可能认识不到特质在描述他人中的作用或者并不认为特质是描述他人的有效工具，因

此在自由描述中并不自发地运用人格特质。

2  行为预测研究 

人格特质的重要特点之一就是其跨时间和跨情境的一致性，它们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预测人们的行为。

儿童人知觉的发展研究仅考察了儿童自发运用特质的发展变化趋势，而无法揭示儿童如何理解特质、是否

利用特质预测行为者的行为等问题。因此，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研究者开始采用行为预测研究方法考察

儿童人格特质概念的发展，基本的研究范式是提供给儿童一些旨在显示人格特质的信息，然后让儿童预测

行为者在一种与特质有关的新情境中会怎样行动或做出怎样的反应，目的是考察儿童是否运用行为者先前

行为或有关特质的信息预测其未来行为。从该方面的研究看，研究者更侧重考察儿童对行为的跨情境一致

性的认识，因为跨情境的一致性是特质的核心定义性特征，而且归因理论认为儿童对特质（包括能力）的

跨情境一致性的不同认识会使某些经验（如成功或失败）的影响范围有所不同[13, 14]。该方面的研究大致可

分为以下两种类型：第一，从先前行为预测未来行为的研究。研究者一般是先提供给儿童有关行为者的一

些行为事例，然后让儿童预测行为者在新情境中的行为反应。第二，从特质预测未来行为的研究。有些研

究者通过直接提供给儿童一些特质词或要求儿童首先为给定的行为加贴特质标签，然后考察儿童是否利用

特质信息预测未来行为[15,16]。尽管两种类型的研究结果不尽一致，但行为预测研究大多认为，7、8岁以前

的儿童能够正确地使用特质标识行为者的行为，并在一定程度上运用有关特质信息（特质或行为）预测行

为者行为的一致性，8岁以后的儿童才较为稳定地运用有关特质信息预测行为者行为的一致性[15~18]。 

行为预测研究能够说明儿童是否利用行为者先前的行为或特质信息预测其未来行为，但并不能深入揭

示儿童是根据什么规则进行行为预测。研究者认为，儿童可能依据 4种不同的规则作出恰当的行为预测[13]。 

情境匹配（situation matching）规则 是最简单的规则，指儿童“把所见的行为情境与要预测的行为情

境匹配起来”。如果二者足够相似的话，儿童就可能预期相同的行为出现在这两种情境中，或者认为环境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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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的原因，相同或相似的情境产生相同或相似的行为。Ruble等人（1979）发现，较年幼儿童倾向从非特

质的情境因素解释行为[19]。 

效价匹配（valence matching）规则  是将所见行为的效价（指评价意义上的笼统的好或坏，例如，聪

明好而笨不好，大方好而小气不好，跑得快好而跑得慢不好）与要预测的行为效价进行匹配，如果新行为

的效价与所见行为的效价相同，那么儿童可能由所见行为预测新行为的发生。按照效价匹配规则，儿童可

能做跨特质范畴的预测。例如，研究发现年幼儿童预测一个聪明人会在诸如跨栏跳等与智力相去甚远的任

务上取得成功，而不聪明的人不会在这些任务上取得成功[20] 。这说明，年幼儿童能对行为进行分类，但他

们可能并不采用成人的高度分化的类别系统，而是根据好/坏的笼统标准[20,21]。 

概念相似（conceptual similarity）规则  儿童可能根据行为在概念上的相似性从所见行为预测未来行为。

具体地说，当所见行为和要预测的行为都能够用同一特质来标识时，儿童可能预测行为跨情境的一致性。

例如，如果两项行为（如分给同伴糕点和分给同伴玩具）均是以“大方”为特征，其中一项行为的出现会

增加另一项行为出现的可能性。在这一规则中，对行为间概念的相似性而不是对行为者心理结构的考虑制

约着行为一致性期望的形成过程。 

特质引发（traits as causal）规则  儿童可能依据行为背后的行为者的内部心理特征预测行为的一致性。

这一规则的运用说明儿童能够充分地从心理意义上理解特质，换言之，儿童不仅认识到行为者行为的一致

性，而且认识到行为者内部的心理特质是引发行为一致性的原因。 

由上述可知，不管是使用情境匹配规则、效价匹配规则、概念相似规则，还是特质引发规则，儿童均

可以做出恰当的行为预测。因此，预期研究只能说明儿童是否能够做出恰当的行为预测，但是并不能说明

儿童做预测时使用了哪种规则，因而也不能精细地鉴别出儿童对特质的具体认识。 

3  心理预测研究 

自Premack和Woodruff于1978年首次提出心理理论的概念以来，儿童心理理论的研究日益扩展、深化，

并形成近20年多来发展心理学研究中最活跃的热点领域之一。在声势浩大的儿童心理理论研究的影响下，

西方的一些学者在深入考察儿童人格特质概念的基础上，转换研究的视角，提出了考察儿童是否从心理意

义上理解特质的新方法，从而极大地推动、深化了儿童人格特质概念的研究。 

Yuill[22]认为存在两种根本不同的人格特质概念，一种人格特质概念是指行为的惯常性，另一种是指引

发行为的原因机制。第一种人格特质概念仅仅充当“推论券”，它允许归因者推断一个具有某种特质的人会

在某些情况下以一定的方式行动，即这种人格特质概念允许推断行为的跨时间和跨情境的一致性，故称之

为行为水平的人格特质概念。第二种人格特质概念包含着行为惯常性是由人的某种内在特性引起的观念。

只有这种人格特质概念才是心理意义上的人格特质概念，它容许人们利用特质进行因果推断，故称之为心

理水平的人格特质概念。 

传统的行为预测研究绝大多数是让儿童预测行为者在新情境中的行为反应，即儿童的推理仅仅涉及行

为，因此这些研究至多考察了儿童行为水平的人格特质概念，而无法考察儿童的心理水平的人格特质概念。

在深入细致地考察、分析传统的行为预测研究方法的基础上，Yuill[22]明确提出了考察儿童心理水平的人格

特质概念的有效策略是让儿童进行预测或推理时涉及心理状态。她认为，Gnepp和 Chilamkurti创立的情感

预测研究方法就是一种很好的研究策略。Gnepp和 Chilamkurti考察了儿童是否把特质理解为不同情绪反应

的原因，即让儿童预测具有相反特质的行为者对同一事件的情绪反应。例如，被选做游戏的领头人会使一

个外向的孩子兴奋，却会使一个腼腆的孩子害怕。如果儿童能够从行为者的人格特质推断其内部的情绪反

应，预测不同行为者对事件的情绪反应存在个体差异，说明他们已拥有并运用“特质是引发行为的有组织

的内部状态”这一心理水平的人格特质概念[16]。 

迄今为止，一些研究者采用 4 种不同的心理预测方法考察了儿童人格特质概念的发展情况，并得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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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人格特质概念发展的新结论。 

第一，利用行为信息预测情绪反应 

该研究方法是呈现给儿童有关行为者的行为描述，然后让儿童预测行为者在新情境中的情绪反应。采

用该研究方法进行的研究均表明[16, 23]，年幼儿童已具备一定的情感预测能力，而且这一能力随年龄而不断

发展。如，Yuill和 Pearson[23]研究发现，4岁儿童不能利用行为者的先前行为预测其未来的情绪反应，而 5

岁儿童开始利用行为者相反的行为信息预测其迥然不同的情绪反应。 

第二，利用有意/无意信息预测行为 

该研究方法是呈现给儿童有关行为者的行为是有意/无意的信息，然后考察儿童是否利用行为的有意/

无意信息预测行为者的行为。Rotenberg[24]研究发现，幼儿园儿童并不利用行为者行为的有意/无意信息（如

行为者有意或无意用球击中一个小孩）预测其在新情境中的行为，而小学二年级和四年级儿童则利用这些

信息预测行为者在新情境中的行为。在 Bennett[25]的研究中，行为者行为的有意/无意信息（有意或无意拿

走一个小孩的玩具）影响到年幼儿童对行为者行为的预测，而且行为的有意/无意信息对儿童行为预测的影

响随着儿童年龄的增长而增强。 

需要指出的是，即便是明确地告诉儿童行为者的行为是有意的，儿童可能仍然难以理解或推断行为者

的行为动机。例如，在 Bennett的研究中，告诉儿童故事人物“迅速拿起汤姆的一个玩具放到自己的布兜里”，

儿童需要进行一定的推理才能认识到故事人物的行为是有意的。即便儿童通过推理认识到故事人物的行为

是有意的，他们对故事人物的具体行为动机可能有多种不同的理解，如故事人物可能是想要汤姆的玩具，

或者是逗汤姆玩，或者是想惹怒汤姆。因此，如果以一种更为明确的方式告诉儿童行为者的行为动机，儿

童可能会更好地从行为动机预测行为者的行为、情感等。 

第三，利用动机信息预测行为、愿望和情感 

鉴于第二种研究方法存在的问题，Heyman和 Gelman[26]采用从动机预测行为和愿望的研究策略考察儿

童人格特质概念的发展。具体地说，呈现给儿童有关行为者行为动机（积极动机、消极动机和不相干的动

机）和行为后果（积极后果和消极后果）的信息，然后让儿童预测行为者对行为后果的情绪反应和在新情

境下的行为和愿望。研究发现，幼儿园儿童（5岁 9个月）、小学二、五年级儿童以及大学生都利用动机信

息预测行为者对行为后果的情绪反应和在新情境中的行为与愿望，但是儿童利用动机信息预测行为者愿望

的能力随着年龄增长而提高。 

第四，利用特质预测动机和情感 

以上三种研究方法均是呈现给儿童一些有关特质的特性信息（properties of trait），如行为、动机等，然

后要求儿童预测行为者特质的另一些特征，如行为、情感或愿望等。这是要求儿童做出从特性到特性的推

论（property-to-property inference）。这些研究都是以这样的假设为前提：儿童进行推理时首先从特质的特

性信息（property information）推论到特质类别或特质范畴（trait category），然后再从特质类别推论到特质

的特性。然而，儿童可能是从特质的某种或某些特性直接推论到特质的另一种或另一些特性，而省略了中

间的特质类别。因此，儿童不能够从特质特性推论到特质特性，可能是他们不能从特质的特性推论到特质

的类别，而不是他们不能从特质类别推论到特质的特性。 

来自其他领域的研究发现，学前儿童能够做从类别到特性的推理（category–property inference），如他

们能够利用生物的类属关系推论出其看不见的特性，能够认识到糖融化在水中后仍然存在，但是儿童在做

从特性到类别的推理（property–category inference）时存在困难[27~29]。这说明学前儿童虽然可能难以从特质

的特性推断特质，但可能会从特质类别推断特质的其他心理特性。Heyman和 Gelman采用从特质类别预测

特质特性的研究策略考察儿童人格特质概念的发展。具体地说，直接提供给儿童有关故事人物特质类别的

信息（如直接告诉儿童故事人物很好或很坏），并告诉他们故事人物的某一行为给另一个故事人物造成的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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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然后让儿童推测故事人物的行为动机，并预测对行为后果的情绪反应。Heyman等人发现，4岁儿童已

有能力利用特质信息预测故事人物的动机和情绪，这说明他们能够超越行为描述或评价从心理意义上理解

特质。尽管如此，4 岁儿童人格特质概念中依然存在一些肤浅的认识，这主要表现为行为后果对 4 岁儿童

情绪预测的影响大于行为者的特质，如 4 岁儿童往往认为：不管行为者具有什么特质，他们对积极的行为

后果有积极的情绪反应，对消极的行为后果有消极的情绪反应[30]。但是，也有研究比较了儿童从行为者的

先前行为和从特质预测其未来行为的情况，结果发现二者之间不存在显著差异[15]，这说明，儿童从特质特

性到特性的推断和从特质类别到特性的推断之间没有显著的差别。 

上述 4方面的心理预测研究较为一致地认为，3岁时儿童还不能够从心理意义上认识特质，4岁时儿童

人格特质概念中虽存在一些肤浅的认识，但是他们已有能力超越行为描述或评价从心理意义上理解特质，

而且儿童的人格特质概念随着年龄增长而不断发展。显然，与自由描述和行为预测研究相比，心理预测研

究所揭示的儿童人格特质概念的发展水平要成熟得多。 

4  结语      

综上所述，从自由描述研究到行为预测研究再到心理预测研究，儿童人格特质概念研究方法的这些发

展变化显示了儿童人格特质概念研究方法的不断成熟，而且研究方法上的这些变化也在一定程度上修正着

关于儿童人格特质概念发展的研究结论。同时我们也应该认识到，研究方法上的这些发展变化在很大程度

上依赖于人格特质概念理论探讨的深化。例如，行为预测研究方法的理论基础是特质具有跨时间和跨情境

的一致性，而心理预测研究方法的理论基础是特质不仅具有跨时间和跨情境的一致性，而且是引发个体行

为表现出跨时间和跨情境一致性的内部心理特征或状态，可以说心理预测研究方法的提出与研究者对人格

特质概念内涵的认识深化有密切的关系。由于目前学术界对什么是人格特质这一基本问题上尚存在着争议，

未来对儿童人格特质概念进行深入的理论探讨，对具体研究方法进行细致的分析考察，都必将进一步推动

该领域研究的深化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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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hod of Assessing Children's Conceptions of Personality Traits 
Wang Meifang  

(School of Education, Shandong Teachers' University, 250014 ) 

Abstract: This review of literature on children's conceptions of personality traits examines three assessing 

methods extensively employed in the past three decades:(a) free descriptions, (b) behavior predictions, both of 

which were regarded as the main approaches before 1990s, and (c) psychological predictions newly developed in 

1990s influenced by the research of theory of mind. It is suggested that future research in this area requires further 

exploration of fundamental issues theoretically and empirically. 

Key words: conceptions of personality traits, free descriptions, behavior predictions,  psychological  predictions,  

childr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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