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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以幼儿园小、中、大班共115名学前儿童为被试，在进一步考察学前儿童心理理论与情绪理解发展特点及关系的基础上，

主要探讨了学前儿童心理理论与情绪理解发展的性别差异。研究发现：1）在心理理论任务上年龄差异显著，大班学前儿童成

绩显著高于小班学前儿童；在情绪理解任务上年龄差异显著，中班学前儿童成绩显著高于小班学前儿童；大班学前儿童成绩显

著高于中班、小班学前儿童。2）学前儿童心理理论和情绪理解性别差异均显著，女孩心理理论和情绪理解成绩在各个阶段上

均显著高于男孩。3）学前儿童心理理论和情绪理解成绩相关显著。研究结果表明，学前儿童心理理论与情绪理解发展具有相

同的发展趋势，而且学前儿童心理理论与情绪理解发展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在此阶段女孩心理理论与情绪理解发展水平高

于男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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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 total of 115 preschoolers of difference ages from a kindergarten in Xi’an were used as subjects to investigate the gender

differences showed in the development of preschool children’s theory of mind and emotion understanding，based on the further investi-

gation of characteristics and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wo. The results found that: 1）age differences were significant in the tasks of theo-

ry of mind and understanding of emotion situations; 2）girls’performance in theory of mind and emotion understanding i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boys in all stages; 3）and there is a significant correlation between preschool children’s theory of mind and emotion

understanding. Therefore，there are the same developmental trends in the theory of mind and emotion understanding in preschoolers.

Moreover，there are significant gender differences in the theory of mind and emotion understanding that girls’performance is better than

boys during preschool peri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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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儿童心理理论（Theory of Mind）是指儿童将

自身和其他个体的行为归因为心理状态的能力，

或简单说是对自己与他人心理状态的推断能

力［1］。儿童心理理论发展是儿童社会认知发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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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方面之一，儿童如何理解自己和他人基本心

理状态（如愿望、意图、信念等）以及心理与行为

之间关系是儿童心理理论发展研究的主要任

务［2］。Wellman研究认为，4岁以后的儿童认识到

对物体的信念是对物体的一种主观解释，这种解

释有时是错误的，从而获得了对错误信念的认知

能力［3］。Flavell等人发现，只有到4岁以后，儿童

才能明白物体既可以用其外表来描述，也可以用

其本质来表征，从而具备了区分外表与真实的认

知能力［4］。许多关于儿童心理理论的研究均表

明，4岁以前儿童还不能认识到他人会有错误信

念，即尚不具备错误信念认知能力［5-6］。因此，一

般认为，4-5岁是儿童获得“心理理论”的关键年

龄［7- 9］，其标志是能够成功完成“错误信念”任

务［10］。

情绪理解（Understanding of Emotion）被定义

为儿童理解情绪的原因和结果的能力［11］。儿

童最早理解他人的情绪状态是基于外部世界

的，在理解情绪过程中主要利用外部的面部表

情信息和具体情境的情绪信息进行情绪状态

的推断。大量研究表明，情绪理解能力在整个

儿童期处于不断发展之中，对儿童的日常生活

和社会交往具有重要的作用［12-15］。在儿童情绪

理解研究中，许多研究创设了一系列特定情绪

的代表性情境，以故事的方式呈现给儿童，考

察儿童是否可以对情景中人物的情绪进行正

确识别或标签。研究发现，4至6岁是儿童情绪

理解的一个快速发展时期，无论是基于外部的

面部表情，还是具体的情境情绪信息的情绪理

解，都得到较快发展［16-17］。

目前对于学前儿童心理理论与情绪理解的

发展特点，有了比较系统的探讨，但已有的研究

关于学前儿童心理理论与情绪理解发展特点，尤

其是对于学前儿童心理理论与情绪理解发展是

否存在性别差异，结果不完全一致。一些研究发

现，学前儿童心理理论的性别差异显著。如

Charman等人的研究中也发现，3-5岁学前儿童在

“错误信念”任务中表现出性别差异，女孩显著高

于男孩［18］。刘惠军等人的研究发现，女孩心理理

论任务成绩要显著高于男孩，这种差异主要表现

在欺骗外表任务完成上［19］。Sabbagh等人的研究

发现，心理理论的多数任务中性别差异显著或者

接近显著［20］，女孩的心理理论任务完成成绩优于

男孩。邓赐平等人关于心理理论任务特异性的

一系列研究发现，在各心理理论任务上性别差异

不显著［21］。对于情绪理解能力，Bosacki等人研究

表明，在表情命名和复杂情绪的理解上女孩优于

男孩［22］。Fidalgo等人采用情绪理解测试（Test of

Emotion Comprehension，TEC）考察3-11岁儿童情

绪理解的性别差异发现，女孩在理解基于信念的

情绪维度上显著好于男孩［23］。姚端维、陈英和等

研究发现，在情绪观点采择任务上性别差异显

著，女孩完成情绪观点采择任务的成绩优于男

孩［24］。而陈英和等人的另外一项对学前儿童心

理状态理解和情绪状态理解的关系研究中发现，

只是在3岁组女孩的心理理论与情绪理解能力显

著高于男孩，在其它年龄阶段，女孩的情绪理解

能力与男孩没有差异［25］。

由此可见，学前儿童的心理理论与情绪理解

是否存在性别差异，已有的研究结论并不一致。

因此，笔者在本研究中以3-6岁学前儿童为被试，

采用经典的心理理论与情绪理解测试任务，在进

一步考察学前儿童心理理论与情绪理解发展特

点及关系的基础上，着重考察学前儿童心理理论

与情绪理解发展的性别差异。

二、研究方法

（一）被试

在陕西师范大学附属幼儿园对其小、中、大

班分别进行整群随机抽样，共抽取小、中、大班各

一个班共115名学前儿童为研究被试，剔除无效

数据后，最后进入数据分析的有效被试为100人

（男孩53人，女孩47人）。其中小班25人（平均年

龄 = 4.3岁，男孩15人，女孩10人）；中班35人（平

均年龄 = 5.2岁，男孩18人，女孩17人）；大班40

人（平均年龄 = 6.3岁，男孩20人，女孩20人）。经

检验（t检验）表明，各班级内男、女孩平均年龄差

异均不显著。

（二）实验材料与程序

1.心理理论测试材料与程序

测试材料采用心理理论错误信念认知的经

典实验任务：意外地点任务、意外内容任务和解

释的多样性任务。

采取个别施测的方式，一组主试由两个人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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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主试1与儿童隔着桌子面对面而坐，给被试讲

故事，同时用道具形象地演示故事情节后，对儿

童进行提问，每个问题最多可向被试重复3遍，但

不给被试提问以外的任何提示，被试的回答可以

是言语,也可以是动作（如用手指）；主试2在记录

纸上记录被试的回答。

2.情绪情境理解测试材料与程序

根据6种基本情绪即高兴、惊奇、悲伤、愤怒、

恐惧、厌恶共设置54种语言情境，其中每一种基

本情绪均对应9种语言情境。如惊奇的语言情境

为：“洋洋跟妈妈出去玩，走到一棵苹果树下面，

发现苹果树上长着大大的西瓜。问：洋洋看到苹

果树上长着大大的西瓜会有什么感觉呢？”让大

学生完成这54种语言情境的情感观点采择任务，

从中选取正确率75%以上的情绪情境材料共18

种，其中高兴、惊奇、悲伤、愤怒、恐惧、厌恶的语

言情境各3种，将18种语言情境随机打乱后编码

构成情感观点采择材料。

采取个别施测的方式，一组主试由两人担

任，主试1与儿童隔着桌子面对面而坐，以中性的

语气和表情给学前儿童讲述各种情绪情境，没有

动作提示，要求学前儿童根据情境信息判断主人

公的情绪状态；主试2位于儿童的90度位置，在

记录纸上记录被试的回答。

（三）评分标准

在心理理论任务中，没有答对检测问题任

务，后面的得分均记为0分；检测问题答对后，其

它问题答对1个记1分，检测问题不计分。每个

心理理论任务成绩在0-2分之间，总分在0-6分

之间。

在情绪情境任务中，一个故事情境记1分，每

一种情绪的情境理解成绩在0-3分之间，总分在

0-18分之间。情绪情境理解答案与该情绪词汇

相同或为较严格的同义词，判为正确；意义出入

较大的则判为错误。例如，对“悲伤”一项反应为

“伤心”“痛心”等判为正确；对“惊奇”一项反应为

“惊讶”奇怪”等判为正确；对“厌恶”一项反应为

“恶心”“讨厌”等判为正确。有较大分歧的答案

则由3个评分者分别进行评分，若两个以上评分

者认为正确则为正确答案。

（四）统计方法

采用SPSS 12.0 for windows软件包进行数据

处理。

三、研究结果

（一）学前儿童心理理论成绩的年龄与性别

差异

对心理理论任务成绩进行2（性别）×3（年

龄）方差分析（各组得分的平均数标准差见表1），

结果表明，在心理理论任务得分上性别主效应显

著，F 性别（1，94）= 13.88，p ＜ 0.001，η2=0.13；年级

主效应显著，F 年 级（2，94）= 4.38，p ＜ 0.05，η2=

0.09；性别与年级的交互作用不显著，F性别×年级（2，

94）= 0.25，p = 0.78。
表1 小中大班学前儿童心理理论成绩的平均数与

标准差（M±SD）

年龄

男孩（n=53）

女孩（n=47）

总计

4.3y（n=25）

2.33±1.63

3.40±1.84

2.76±1.76

5.2y（n=35）

2.89±1.75

4.41±1.77

3.63±1.90

6.3y（n=40）

3.55±1.54

4.60±1.05

4.08±1.40

事后比较（Scheffe）发现，小班与中班、中班与

大班学前儿童得分差异不显著，大班学前儿童得

分在0.001水平上显著高于小班。在心理理论任

务上，随着年龄的增长，男孩和女孩心理理论能

力均呈提高趋势。另外，从小班开始，女孩在心

理理论任务上的表现也好于男孩，并一直持续到

大班，即从4岁开始，性别成为完成心理理论任务

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女孩的成绩优于男孩（见

图1）。

图1 心理理论任务成绩的性别差异

（二）学前儿童情绪情境理解成绩的年龄与

性别差异

对情绪情境理解成绩进行2（性别）×3（年

龄）方差分析（各组得分的平均数标准差见表2），

结果表明，在情绪情境理解任务上性别主效应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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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F性别（1，94）= 8.85，p＜0.05，η2=0.09；年级主效

应显著，F 年级（2，94）= 23.42，p ＜0.001，η2 = 0.33；

性别与年级的交互作用不显著，F性别×年级（2，94）=

0.029，p = 0.97。
表2 小中大班学前儿童情绪情境理解成绩的平均数与

标准差（M±SD）

年龄

男孩 (n=53)

女孩 (n=47)

总计

4.3y（n=25）

6.80±2.96

8.50±2.92

7.48±3.00

5.2y（n=35）

9.72±2.37

11.12±1.96

10.40±2.26

6.3y（n=40）

11.30±2.39

12.75±2.43

12.03±2.49

事后比较（Scheffe）发现，中班学前儿童得分

在0.001水平上显著高于小班，大班学前儿童得

分在0.01水平上显著高于中班。情绪理解任务

上，随着年龄的增长，男孩和女孩情绪理解能力

均呈相同的提高趋势。同样从小班开始，女孩在

情绪理解任务上的表现就好于男孩，并一直持续

到大班，即从4岁开始，性别就成为完成情绪理解

任务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女孩完成情绪理解任

务的成绩优于男孩（见图2）。

图2 情绪理解任务成绩的性别差异

（三）学前儿童心理理论与情绪情境理解成

绩的相关

学前儿童心理理论与情绪情境理解成绩之

间相关系数见表3。
表3 小中大班学前儿童心理理论与情绪理解任务的相关

情绪情

境理解

意外

地点

.217*

意外

内容

.244*

解释

多样性

.036

心理

理论

.236*

注：*p＜ 0.05

相关分析表明，学前儿童心理理论与情绪情

境理解成绩之间呈显著正相关（r = .236，p＜

0.05）。

四、讨论

（一）学前儿童心理理论与情绪理解的发展

特点

大量研究表明，学前期是儿童心理理论发展

的关键期，特别是4岁左右是儿童获得心理理论

的关键年龄［7-9］。笔者在本研究中采用经典心理

理论任务得出了一致的结论：心理理论能力在学

前儿童阶段呈持续发展趋势，其中小班与中班、

中班与大班学前儿童得分差异不显著，而大班学

前儿童心理理论水平显著高于小班，表明4-5岁

是学前儿童获得“错误信念”认知能力的关键时

期。国内相关研究也发现，4-5岁是儿童获得“心

理理论”的关键年龄［7-9］。

在情绪情境理解任务中，学前儿童要根据具

体情境进行情绪理解，涉及情绪的社会性含义的

精确判断，包括更复杂的信息加工，随儿童情绪

体验的增多而发展。笔者在本研究中发现，4-6

岁情绪理解呈现出显著提高的趋势，与已有研究

指出的情绪理解能力在整个儿童期处于不断发

展之中的结论一致［22-23］。

（二）学前儿童心理理论与情绪理解的性别

差异

笔者在本研究中发现，在心理理论以及情绪

理解发展方面，男孩和女孩表现出相同的趋势，

但女孩的心理理论以及情绪理解水平普遍高于

男孩。在心理理论能力发展方面，本研究性别差

异的结果支持了Charman等人的结论：在学前儿

童阶段，女孩心理理论的能力优于男孩［18］。已有

许多研究的结论也支持了这一点［19-20］。例如，刘

惠军等人的研究发现，女孩的欺骗外表心理理论

任务完成成绩要显著高于男孩；Sabbagh等人采用

相似的心理理论任务发现，女孩的心理理论水平

显著好于男孩［20］。在情绪情境理解能力的发展

方面，本研究结果与姚端维［24］、Fidalgo等人的研

究结果一致［23］，即在学前儿童阶段，女孩的情绪

理解能力显著好于男孩。姚端维等人发现，3-5

岁学前儿童在情感观点采择上女孩好于男

孩［24］。在理解基于信念的情绪维度上，Fidalgo等

人发现，女孩的表现也显著好于男孩［23］。

已有研究表明，在学前阶段女孩比男孩有更

多的情绪感受、服从、利他亲社会行为［26］，也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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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更多的社交技能［27-28］。与其它社会技能一样，

学前儿童的心理理论发展会受到父母不同教养

方式的影响，相较于男孩，父母对女孩采用更积

极的教养方式［29］，从而促进了女孩心理理论水平

的提升。同样，情绪社会化是双向的过程，女孩

的情绪理解能力与其自身积极行为（例如自主

性、反应性）密切相关，这些积极的行为更可能引

发母亲的积极回应，促进了女孩更好地感受父母

表达的情绪信息，从而提升了女孩情绪理解能

力。此外，神经认知功能的成熟是心理理论水平

与情绪理解发展的基础，研究发现，女孩的成熟

稍早于男孩［30］。

本研究与已有研究结果一致表明，4-6岁学

前儿童在经典心理理论任务、情绪情境理解任务

完成水平上性别差异显著，女孩完成任务的成绩

显著高于男孩，说明在学前期，女孩的心理理论

以及情绪理解能力要普遍高于男孩。研究结果

也表明，无论是心理理论任务还是情绪理解任

务，只要研究的测试任务主要集中在测试学前儿

童的对于他人的心理理解上，大都报告了显著的

性别差异。部分研究没有发现儿童心理理论与

情绪理解能力的性别差异，或者是因为非标准化

心理理论测试任务、情绪理解测试任务所导致

的，也可能是因为样本量较小、检验力不足所导

致的。

（三）学前儿童心理理论与情绪理解之间的

关系

笔者在本研究中发现，小、中、大班学前儿童

在情绪情境理解和心理理论任务上均有较大的

发展，且学前儿童在这两种任务上的成绩显著相

关，这与陈英和等人“情绪理解中的情绪观点采

择和心理理论存在着本质相关”的研究结论一

致［25］。心理理论涉及到个体对心理各个方面的

认识——视知觉、注意、愿望、意图、信念以及相

关的心理表征、假装和思维，反映了学前儿童对

不同于自己认知的他人认知评价理解的能力；情

绪理解是对自己和他人情绪的认识，本研究中情

绪情境理解主要指学前儿童推断他人内部心理

活动的能力，即设身处地的理解他人思想、愿望、

情感的能力。尽管心理理论与情绪理解有着不

同的定义，但心理理论所反映心理能力在某种意

义上与情绪理解具有一致性，都反映了儿童的心

理理解方面，故两者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呈

现出基本相同的发展趋势。

五、结论

本研究得出以下结论：1）心理理论任务的年

龄差异显著，大班学前儿童心理理论成绩显著高

于小班学前儿童；情绪情境理解任务的年龄差异

显著，中班学前儿童情绪理解成绩显著高于小

班，大班学前儿童情绪理解成绩显著高于中班与

小班学前儿童。2）学前儿童心理理论和情绪理

解能力的性别差异均显著，女孩心理理论和情绪

理解的能力显著优于男孩。3）学前儿童心理理

论和情绪理解显著正相关，具有基本相同的发展

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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