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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儿童情绪发展研究的新进展

刘国雄 ,方富熹 ,杨小冬
(中国科学院 心理研究所 ,北京 ,100101)

　　摘 　要 : 近十几年来有关儿童情绪发展的研究表现出一种从相互影响的、人际交

往的角度进行研究的趋向。父母作为儿童情绪发展中的支持者和指导者 ,其影响作

用随儿童年龄增长而有所变化 ;同伴作为彼此的协商者 ,逐渐形成较为成熟的情绪调

节策略、进而形成具有特定情绪规则的群体 ,他们对诸多情绪事件有着类似的评价。

本文围绕亲子交往、同伴交往两种主要社会情境 ,对国外情绪发展的近期研究进行了

回顾和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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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前到学龄期间 ,儿童的情绪发展成就是惊人的 ,他们的许多情绪技能 ,例如控制消极情

绪的爆发、表现出不同于真实感受的“表面情绪”或“情绪外壳 (emotional f ront)”等 ,在 5 - 12

岁之间飞速增长[1 ] 。早期关于情绪发展的研究多数将儿童看作是独立的个体 ,把他们的情绪

发展看作是一个孤立的、心灵内部的过程[2 ,3 ] ,关注个体的情绪控制和情绪的生理、言语表达 ,

而很少有研究关注与情绪有关的人际交往过程、情绪交流、以及人际互动中的情绪动态。近期

研究发现 ,外部的社会化过程例如他人对情绪的解释、对儿童情绪的积极或是消极反应能对儿

童的情绪能力做出很好的预测[4 ] ,父母对孩子情绪的社会化措施对其情绪能力具有重要影

响[5 ] ,因此近十几年来关于情绪发展的许多研究表现出一种从相互影响的、人际交往的角度

研究情绪发展的趋向[2 ] ,或者说是强调情绪的社会化[4 ,5 ] 。这种研究取向考虑到了人与生俱

来的社会性以及产生情绪所离不开的社会情境 ,并且多采用观察研究、准自然实验设计 ,保障

了实证研究的生态效度 ,突出体现了当前情绪发展研究的一种新动向。

在人际交往和协商中 ,个体必须采用大家都能理解的情绪表达策略 ,以达成共识。社会情

境给个体提供了对事件、对与人关系、对自己和他人的行为、以及个体的主观体验 (生理状态和

情感状态) 做出解释的“常模”,对其情绪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所谓“情绪常模”( emotion

norms) ,指的是一种类似规则的信念 ,它规定了人们在特定情境中交往时能接受的行为[2 ] 。许

多研究都说明 ,儿童在不同情境中获得各种团体 ,例如人类、家庭、同伴群体 、小团体等中的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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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常模 ,并且随着年龄而发展变化。亲子交往、同伴交往是学前 、学龄儿童情绪发展所必须面

临的主要社会情境 ,以下就从这两个方面介绍一下当前国外情绪发展的研究状况。

一、亲子交往中的情绪发展

亲子关系是一种非对称的、亲密的两极关系。父母的知识、社会权力都远远超过孩子 ,他

们对儿童情绪发展的重要作用是显而易见的。他们不仅是孩子的依恋对象 ,还是认知和情绪

“专家”。因此 ,父母对儿童一般具有两种作用 :他们不仅是孩子情感需要的安慰者和支持者 ,

还是其情绪发展的教育者和指导者。

在童年期的很长一段时间内 ,当孩子感到焦虑或悲伤的时候 ,父母一直都是孩子身边最主

要的安慰者和支持者 ,他们帮助孩子在自身不能处理情绪困扰时进行情绪调节。父母对孩子

的悲伤或挫折做出及时反应能够缓解他们当前的痛苦 ,并能从长远意义上帮助他们抑制消极

情感 ,以控制可能引起他们沮丧的不良情境[6 ] 。如果父母在这种情况下忽略了他们的情绪体

验 ,会促使儿童发展分心、转移注意的策略 ,最终限制儿童的相关情绪发展[7 ] 。依恋方面的研

究也表明 ,父母能否对孩子们发出的情绪信号做出即时反应对其情绪发展有很大影响 ,对母亲

的安全依恋能促进学前儿童对消极情绪[8 ] 、以及混合情绪[9 ]的理解 ;对父母具有不安全依恋

的儿童容易对同伴的意图做出敌意的归因[10 ] 。

父母在学前期到学龄早期儿童的情绪发展中持续扮演着重要角色 ,随着儿童长大 ,他们对

父母支持的依赖逐渐减少 ,到青少年期其作用则迅速减弱。多数学龄早期男孩在听鬼怪故事

感到害怕时 ,仍然需要父母的情感支持 ;多数小学儿童在研究者呈现的假想父母关注其情绪反

应的故事中 ,仍然表现出真正的情绪表达如生气、焦虑、难过和痛苦 ,尤其是年幼一些的学龄儿

童把母亲看作是愤怒表达的最佳对象 ,在自身缺乏调节技能时表达出愿意接受帮助的情

绪[11 ,12 ] 。从 2 年级开始 ,儿童对父母的这种单边的信任和情绪支持感开始有所改变 ,他们预

期对他人的愤怒表达会得到父母的不赞同反应[12 ] 。到青少年期 ,儿童对父母曾经有过的这种

情感信任和依赖则完全改变了 :8 年级的青少年不愿意在父母面前显示他们的愤怒或难过情

绪 ,并预期这样做会得到最消极的反应[13 ] ,8 年级的女生认为在某些情境下应该掩饰情绪的

表达 ,更愿意把同伴作为真正情绪表达的对象[11 ] 。这既体现出青少年情感发展的日益成熟和

独立 ,也反映出亲子关系在这一阶段发生了显著的变化 ,需要双方共同努力适应。

作为“情绪专家”,父母教给孩子如何处理日常情绪事件。他们会告知孩子他们对情绪事

件的评价 ,帮助孩子们针对情绪体验使用相应的情绪标签 ,使用情绪表达的文化或亚文化规则

(这也是情绪的 3 种成分) 。这主要是通过家庭中父母和儿童的“情感对话”(feeling talk) 进行

的[14 ] ,这种生活中几乎每天都在上演的“功课”大大提升了儿童对各种情绪的理解力。研究发

现 ,母亲在讨论家庭成员的情绪上花的时间越多 ,其 3 岁孩子的情感观点采择能力越好[14 ] 、学

前儿童的情绪理解能力越好[4 ,15 ] 。如果 18 个月大的儿童听到关于感受方面的谈话比较多 ,那

么该儿童 2 岁的时候就比那些听得比较少的儿童更爱谈论自己和他人的感受[16 ] ;在家庭对话

中听到了较多关于感情话题的 3 岁儿童 ,到 6 岁半时能更好地识别他人的情感 ,而且这一现象

与儿童的语言表达能力、家庭中的谈话总量无关[17 ] 。如果父母对情绪的教导和预警是误导性

的 ,孩子在童年中期对情绪就具有扭曲的理解 ,例如倾向于认为引起其愤怒的同伴具有敌意的

意图[18 ] 。Dunn , Brown , & Maguire (1995)发现 ,早期的情绪理解与幼儿、1 年级儿童道德认

知水平有关[19 ] 。这些研究结果表明 ,如果儿童在较多地谈论感情话题的家庭中长大 ,不仅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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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于他们更好地理解他人的情绪和感受、发展社会交往技能 ,还可能导致学前或学龄儿童表现

出良好的道德情绪[20 ] 。

情感对话还为孩子提供了接触自身文化、亚文化 (或家庭) 的情绪表现规则 (emotion dis2
play rule)的机会 ,例如亚洲文化中强调儿童应该尊敬年长成员、禁止对他们表现出愤怒或沮

丧[21 ] ,西方某市区工薪阶层的母亲们教给孩子们“坚强”( toughness) ,以应付周边的恐吓事

件[22 ] 。这些宏观上不同的社会环境和带有地域特色的教养风格给儿童的情绪发展打上了深

刻的文化烙印。

总之 ,父母是认知、情绪上更成熟的成人 ,他们对孩子的情绪理解一方面可以做出比较全

面的把握和导向 ,另一方面则又容易为自己的角色所局限。在某些情况下 ,儿童还有可能反过

来成为父母的支持者。由于亲子之间客观存在的非对称关系 ,孩子们被要求遵守文化规定的

关于情绪评价、情绪体验和情绪表现的规则 ,偏离常模的情绪表现例如愤怒爆发可能不能受到

欣赏 ,并使得父母不能理解孩子的某些情绪反应。例如 ,父母担负着为孩子的健康成长提供充

分保障的责任 ,这使得他们在孩子玩兴奋刺激、但可能比较危险的游戏时 ,不得不采取控制措

施 ;同时他们又有着作为成人的特权 ,因而不可能完全告诉孩子们自己的真实想法。一些认

知、情感相对成熟的孩子则有可能安慰遇到麻烦的父母 ,正如电视节目中我们经常看到的那些

懂事的孩子一样。这些都是从亲子交往的角度研究儿童情绪发展应该考虑的。

二、同伴交往中的情绪发展

相对于亲子关系而言 ,同伴关系是对称性的 ,双方具有平等的社会地位和行为权力 ,因而

同伴关系对儿童的情绪发展具有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其一 ,同伴之间具有更多的相似性 ,随着

其认知水平的同步提高 ,同伴更有可能理解对方的情绪发展 ,彼此扮演着协商者的角色 ,逐渐

形成较为成熟的情绪调节策略。例如 ,日常交往中他们从同样的社会认知水平和道德水平进

行讨论和争论 ,面临同样的成长过渡期和生活事件 ,在学校和老师眼中都具有相同的角色 ,因

而彼此之间能做到相互的支持和指导。其二 ,同伴之间可以形成群体、小团体或是友谊关系 ,

从而抑制或加强其情绪体验。群体的形成使得儿童在伙伴们面前时避免表现出愤怒或是恐

惧 ,在和伙伴们一起玩游戏时变得更加有趣、或者在看到某种怪物时加强彼此的恐惧情绪 (如

曾有所报道的集体性的癔病症) 。作为一个群体 ,儿童和青少年形成了一种有着独特情绪规则

的文化 ,他们对诸多的情绪事件有着类似的评价 ,构成了其情绪表现的同伴常模。

在和同伴交往、协商的过程中 ,儿童不断学会通过适当的认知策略来调节自己的情绪。一

项研究采用儿童愤怒调节策略问卷 (SAR2C)考察了 130 个 9 - 13 岁柏林小学儿童的情绪调节

策略[2 ] 。结果显示 ,年长儿童比年幼儿童更多地采用“沉默处理”,更多地转移注意力 ,远离让

他们生气的同伴 ;在向同伴寻求社会支持上则不存在年龄差异。Underwood 等 (1999) 同样发

现[23 ] ,当受到不认识的同伴挑衅时 ,6 年级儿童比 2 年级更容易做出沉默反应、显示中性的面

部表情、以及耸肩。Murphy 和 Eisenberg (1996) 发现 [24 ] ,当被问到同伴引起他们愤怒怎么办

时 ,越来越多的年长儿童表示他们将避免直接对峙 ,并且越来越懂得转移注意力会减轻他们的

痛苦体验。10 岁儿童几乎 100 %认为 ,认知回避是一种有效地减少他们的愤怒或难过情感的

方式 ,这一比例比学前儿童、青少年以及成人都多。对四五岁的幼儿 ,他们还可能会通过担负

更多的社交责任和表现出更积极的情绪来应付愤怒情境。在一项对学龄儿童的社会认知研究

中[25 ] ,当主人公受到同伴伤害时 ,远离被认为是最好的策略 ;主人公受到同伴羞辱时 ,问题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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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被选为最好的策略。远离和问题解决都不需要对同伴表现出消极情感 ,可以说是内隐的 ;而

外显化、情绪爆发则被一致认为是最坏的策略。更进一步来看 ,小学低年级儿童大多数都已经

知道 ,他们表现出来的情绪不必与他们自己感受到的一致 ,亦即表现出 Saarni (1988) 称之为的

“情绪外壳”(emotional f ront) 。尽管这些“情绪外壳”使得孩子情绪表达的真实性少了 ,但却是

积极的 ,多数情况下都意味着儿童能够控制主观情感的表达。这些研究结果表明 ,随着社会认

知能力的发展 ,学前、学龄儿童对情绪的控制和调节能力逐渐增强 ,他们学会了减少愤怒的表

达 ,以便和同伴的冲突观点进行协商或是重新形成新的观点 ,尤其是年长儿童更趋向于采用能

达到目标而不破坏人际关系的方式来应付情绪冲突[26 ] 。

同伴交往将无可避免地形成同伴群体 ,现代的同伴群体似乎倾向于抑制很多情况下的情

绪表达。伙伴们拒绝不服从情绪表达规则的儿童 :例如经常爆发愤怒、对其他儿童的失败洋洋

得意会招致同伴拒绝[27 ] ,对他人成功的妒忌也与同伴拒绝有关[28 ] 。这种同伴拒绝即便非常

短暂 ,也将是一个很强的刺激 ,促使儿童服从同伴行为标准。因此 ,在同伴常模的压力下 ,对许

多情境中的多数情绪表现出“酷”(cool) 或者说是冷静的姿态是非常有必要的。例如 ,社会压

力要求男孩子保持坚强的外在形象 ,使得他们的某些情绪常模可能跟女孩子不一样。青春期

男孩比女孩更加确信 ,如果同伴在场时表现出愤怒或难过 ,他们会被小看或嘲笑[13 ] ;学龄期男

孩比女孩更多地报告说不对同伴或老师表现出愤怒[29 ] 。在一项实验室观察中 ,10 岁、12 岁儿

童面临挑衅时都能保持相当的镇静 ,年长儿童表现出更多的中性面部表情和沉默反应、更少的

消极手势 ,尤其是女孩[23 ] 。这种同伴压力与儿童“情绪外壳”的形成不可谓无关。例如一个

10 岁男孩说道 ,“当你难过的时候 ,你应该面带微笑 ,与其他人呆在一起 ,并试着跟正常一样。”

另一些场合 ,表现得过于泰然自若也不行 ,比如顺从的行为模式与 6、8 岁儿童中缺乏自信以及

长期的伤害行为有关[30 ] ,因而在面临同伴挑衅时 ,采取保持冷静的策略并不总是凑效 ,还是应

该表现出适当的自信。在众多同伴的眼光注视之下 ,儿童学会了自我表现和印象管理技巧 ,这

对于公共生活是非常重要的。

同伴群体的这种抑制作用可能与一定时期内父母还是儿童的主要交往对象、而同伴关系

不及亲子关系亲密有关。Saarni 发现[11 ] ,学龄儿童只有在强度达到极端时才会把他们的焦

虑、伤害告诉他们的同伴 ,或者是将那些外部可见的情况 (例如流血了)告知同伴。小学儿童认

为 ,如果他们在同伴面前表现出难过或是痛苦会得到比在父母面前时更多的消极反应。在愤

怒情绪上也存在类似的情绪表现规则[31 ] 。

总的来看 ,需要更加深入、细致地考察儿童在各种具体情境下对各种不同情绪的同伴常模

及其发展。可能是因为日常学习、生活实践的需要 ,研究者往往更关注同伴交往中的消极情绪

及其调节 ,突出了同伴群体对情绪表达的抑制作用 ,而关于积极情绪及其常模的研究还不多

见 ,同伴群体对情绪表达的促进作用还缺乏足够的实证研究。在体验积极情绪时 ,是否也要表

现得很“酷”呢 ? 同伴世界中一些曾经受到许可的积极的情绪表达 ,随年龄增长可能会受到越

来越多的限制。由于许多情绪表达都可能会受到同伴群体的嘲笑 ,应注意防止同伴群体中形

成抑制性的、乃至令人窒息的气氛。反过来 ,同伴群体是否会加强个体在某些情境下的情绪体

验呢 ? 回答应该是肯定的。比如一个儿童的恐惧感可能会传染给同伴 ,引发、并加强大家共同

的恐惧感 ;一起玩游戏体会到的快乐情感应该会比一个人玩时要多。这些预期还有待进一步

实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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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情绪发展研究前景展望

情绪发展是儿童社会性发展领域的重要内容 ,亲子交往、同伴交往是儿童情绪发展面临的

主要社会情境 ,父母作为儿童情绪发展中的支持者和指导者 ,其影响作用随儿童年龄增长而有

所变化 ;同伴作为平等交往的伙伴和彼此的协商者 ,逐渐形成较为成熟的情绪调节策略、进而

形成具有特定情绪规则的群体。尽管近十几年来国外关于情绪发展的研究有了长足的进展 ,

要勾勒出比较系统、全面的发展蓝图还比较困难。该领域可能需要进一步澄清的问题有 :依恋

问题是亲子交往中不可避开的话题 ,可以通过追踪研究考察早期依恋对后来亲子交往中的情

感发展的影响 ;考察童年中期亲子“情感对话”的数量和质量 ,可以探查某些高级情绪 ,例如复

杂情绪、混合情感、情绪外壳的发展。通过更加细致地探讨情绪表达的常模 ,可以确定在什么

样的情境下可以、甚至必须作出一定的情绪反应 ,例如父母之间的婚姻争端如何影响他们对孩

子哭闹的情绪反应和教养方式 ? 这是否会造成儿童的情绪问题 ? 同伴打闹之后的情绪状态如

何 ? 如何达成相互的谅解 ? 这些问题的解决都有助于设计临床干预手段 ,帮助儿童更好地为

同伴群体成员所接受。同伴对儿童情绪发展的影响毋庸置疑 ,然而 ,他们对其同龄人的情绪理

解是否比父母对孩子的情绪理解更准确 ? 这需要在不同的年龄群体中进行验证 ;父母的情绪

经验会教给学龄儿童如何和同伴进行情绪交流[32 ] ,但对青少年来说可能会出现相反的情况 :

他们之间的情绪行为会影响到随后他们与父母的情绪交流。因此进一步阐明亲子交往和同伴

交往对儿童情绪发展的交互作用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最后需要指出的是 ,

综合情绪的各种成分、纳入发展变量的综合性的情绪发展理论仍然有待进一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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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vances of Studies on Children’s Emotional Development
L IU Guo2xiong ,FAN G Fu2xi , YAN G Xiao2d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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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In recent decades , numerous researches on emotional development were conducted from the

transactional , interactional perspective. Such studies were reviewed and prospected around two social con2
texts of parent2child interaction and peer interaction. As the supporter and director for children’s emo2
tional development , parents’influences on them varied as they grew older. As the negotiator for each

other , peers mastered maturer emotion regulation strategies gradually , then formed specific groups with

their own emotional rules and developed similar evaluations to emotional ev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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