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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该研究根据人的三种基本生物需要 (吃、喝、睡)设计动画故事脚本 ,通过计算机呈现的方式 ,探查 4～7 岁儿童对人的生

物需要目的指向行为的归因。结果表明 : (1)学前儿童能够对人的生物需要目的指向行为进行非意图的生物学解释 ,4 岁至 5 岁

是一个快速发展期 ; (2)学前儿童对人的生物需要行为的理解表现出不一致性 ,其“睡”和“吃”受社会因素影响较大 ,“喝水”表现

为一种纯粹的生物需要 (3)学前儿童对人的生物需要行为的满足与否能够采取灵活的多因果解释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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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的提出

　　目的指向性 (goal2directed action 或 teleological action) 是

生物 (包括人、动物和植物) 的一种基本特征[1 ] ,任何有生命

的本体都具有目的指向性特征 [2 ] 。

人既是一个生物实体、也是一个心理实体 ,因此导致人

的目的指向行为产生的原因多种多样 ,如生物的、心理的、物

理的、社会的以及其他因素。在一定的环境条件下 ,成年人

能够根据他人的愿望和意图等心理状态来推测他人的目的

指向行为 ,也能考虑到其他因素对目的指向行为产生的影

响 ,即他们对人类行为的解释除了运用心理因果进行解释以

外 ,也会根据物理学、生物学或社会学因素等进行解释 ,即能

够灵活地采用多重因果解释模式进行解释。那么学前儿童

怎样理解人类的目的指向行为呢 ? 学前儿童是否能够采用

多重因果解释模式呢 ?

心理理论研究的结果表明 ,幼儿能够根据别人的心理状

态如信念和愿望来解释他人的行为。如 9 - 18 个月的婴儿

能够理解他人的意图和内部心理状态 [3 ] ,也知道主体会以目

的指向的方式行动 [4 ] ,并且能够通过对他人的一系列注意方

向来推断其相关意图 [5 ] 。儿童知道人们怎样改变他们的运

动方式以朝向有利于他们的目的 ,从而进行目的指向行

动[6 ] ,也知道愿望与意图在他们的行动决策中的作用 [7 ] 。有

的研究者认为儿童经常进行心理因果推理 [8 ] ,年幼儿童不能

区分有意图行为与无意图行为 ,认为儿童把所有的行为都看

成是意图行为[9 ] 。Shultz 等人发现[10 ] ,4 岁儿童能够区分意

图行为和非意图行为。但是有的研究者认为儿童对目的指

向性的理解来自于对意图行为的理解 [11 ] 。关于学前儿童能

否区分意图行为和非意图行为目前还存在争论 ,那么学前儿

童对人的行为进行归因是否总局限于心理归因呢 ?

Wellman 等人认为儿童存在心理、物理和生物现象等三

个方面的核心领域知识系统 ,构成了儿童三大核心认知领域

即朴素生物学、朴素物理学和朴素心理学 [12 ] 。但是儿童早期

能否区分三个核心领域 ? 三个核心领域朴素理论是否同步

发展 ? 这些问题目前还存在争论 [13 ] 。

本研究针对上述问题 ,通过设计动画故事情景 ,探讨学

前儿童对人的生物需要目的指向行为的归因特点 ;探查儿童

归因是在本体和理论之间进行匹配 (人 ———心理学) 还是运

用多种因果解释模式 ,从而进一步探查学前儿童核心领域朴

素理论的认知发展特点。

2 　研究方法

2. 1 　被试 　参加实验的被试共 112 人 ,分别来自武汉和贵

阳某幼儿园以及小学二年级学生 ,在每个幼儿园 (4、5、6 岁)

和小学 (7 岁)按性别、年龄随机抽取比例相同的被试 (每个年

龄组在每个学校各 14 人 ,共 28 人) 。分为 4、5、6、7 岁四个年

龄组 ,平均年龄分别为 4 岁 2 个月、5 岁 3 个月、6 岁 1 个月、7

岁 2 个月。实验中剔除未完成实验的被试 15 人 ,最终参加结

果统计的被试共 97 人 ,其中 4 岁 25 人 ,5、6、7 岁各 24 人。

2. 2 　实验材料 　制作了人的三种生物本能需要 (吃、喝、睡)

情景的动画故事脚本。每个脚本包括 3 个连续的画面构成 ,

并在动画脚本呈现结束后 ,呈现探测问题。本研究将动画故

事脚本中的主人公朝向目标的行为称为目的指向行为 ,没有

朝向目标而延缓其生物需要行为称为延缓抑制行为。

2. 3 　实验设计 　实验采取 3 (任务范围 :吃、喝、睡) ×4 (年

龄 :4、5、6、7 岁)混合设计 ,年龄为被试间设计 ,实验任务为被

试内设计。

2. 4 　实验程序 　采用结构式访谈法 ,在幼儿园和小学选取

一间比较安静的房间进行单独施测。

实验采用计算机呈现动画故事脚本的方式 ,给被试随机

逐一呈现每个故事脚本的动画片 ,让儿童根据指导语回答问

题 ,实验开始时 ,主试边演示动画片 ,边叙述脚本内容 ,最后

提出测查问题 ,每个被试接受 3 个问题脚本 ,主试把被试答

案记录下来。

以喝水的故事脚本为例 :主试边演示动画边讲解画面的

内容 ,如“一年级的小刚和他的同学在爬山 ,爬得满头大汗

了 ,突然他发现前面有泉水”。“探测问题 A 你猜猜他会怎么

办 ? 为什么 ? (如果被试说小朋友会飞快地跑过去喝泉水 ,

进入反向探测问题 B1 ;如果被试说小朋友跑过去没有喝水 ,

进入反向探测问题B2) ;探测问题B1 但是他其实跑到那儿没

有喝泉水 ,为什么 ? 探测问题 B2 刚才你说他没有喝泉水 ,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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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他喝了泉水 ,为什么 ?”

2. 5 　实验顺序处理 　将被试分为三组 ,将 3 个不同的故事

脚本 (吃、喝、睡)进行 ABC、BCA、CAB 平衡处理 ,每组被试随

机接受一种顺序进行实验 ,每个被试回答所有故事脚本。

2. 6 　归因编码与计分

编码 :本研究编码主要分四类 : (1) 生物学解释 :从有利

于人的生存和发展的角度来解释生物 , 被认为是生物学解

释 ; (2)社会学解释 :从社会道德、社会责任、行为准则和人际

交往的角度来理解人的目的指向性被认为是社会学解释 ;

(3)心理学解释 :从愿望、意图、想法的角度来解释人的目的

指向性被认为是心理学解释 ; (4) 其它和无关理由 ,儿童作简

单重复、无关解释和回答不知道等。该编码由主试和一位同

专业的心理学博士研究生对判断理由进行单独编码 ,两者编

码的一致性程度达到 94. 6 %。

计分 :儿童对生物需要引起的目的指向行为采用生物学

归因计 1 分 ,其他解释计 0 分。

统计工具 :采用 spss11. 0 软件包进行统计分析。

3 　结果

3. 1 　比较儿童对人的目的指向行为的基于本体的生物学因

果归因
表 1 　儿童对人的目的指向行为的基于本体的生物学归因的

平均数与标准差( M±SD)

年龄

(岁)

吃的目的指

向行为

喝水的目的

指向行为

睡觉的目的

指向行为

M ±SD M ±SD M ±SD

4 0168 ±0148 0184 ±0137 0180 ±0141

5 0192 ±0128 0196 ±0120 0186 ±0134

6 0196 ±0120 0196 ±0120 0196 ±0120

7 0196 ±0120 1100 ±0100 0192 ±0128

　　通过 3 (任务) ×4 (年龄) 重复测量方差分析 ,结果表明 :

三种任务主效应不显著 , F (2 , 93) = 11360 , p > 0105 ;任务与

年龄的交互效应不显著 , F (6 , 93) = 01845 , p > 0105 ;年龄主

效应显著 , F(3 ,93) = 51628 , p < 0101。事后检验发现 ,5、6、7

岁儿童的生物学解释多于 4 岁儿童 ,并且差异显著 ,但是 5、

6、7 岁之间差异不显著。

312 　比较儿童对人的目的指向行为与延缓抑制行为的因果

归因特点

31211 　儿童对吃的目的指向行为与延缓抑制行为的因果归

因

表 2 　儿童对吃的目的指向行为与延缓抑制行为的因果解释人数及百分比 ( %)

年龄 (岁) 人数
目的指向行为 ( %) 延缓抑制行为 ( %)

生物 心理 社会 其他 生物 心理 社会 其他

4 25 17 (68) 6 (24) 1 (410) 1 (410) 5 (2010) 12 (48) 5 (2010) 3 (12)

5 24 22 (9117) 0 (010) 1 (412) 1 (412) 4 (1617) 7 (2912) 12 (5010) 1 (412)

6 24 23 (9518) 0 (010) 1 (412) 0 (010) 2 (813) 6 (25) 16 (6617) 0 (010)

7 24 23 (9518) 0 (010) 1 (412) 0 (010) 7 (2912) 10 (4117) 7 (2912) 0 (010)

　　卡方检验表明 ,儿童对吃的目的指向性的生物学因果归

因显著高于其它归因如心理、社会的归因 ,χ2
(3) 4岁组 = 271320 ,

p < 01001 ;χ2
(2) 5岁组 = 311750 , p < 01001 ;χ2

(1) 6岁组 = 201167 , p

< 01001 ;χ2
(1) 7岁组 = 201167 , p < 01001。5 岁儿童对于吃的延

缓抑制行为的社会归因高于 4 岁儿童 ,但是还没有达到显著

水平 ,χ2
4岁 - 5岁 = 21882 , p > 0105 ; 6 岁和 7 岁儿童对于吃的

延缓抑制行为的社会学归因显著多于 4 岁儿童 ,χ2
4岁 - 6岁 =

51762 , p < 0105 ; χ2
4岁 - 7岁 = 51762 , p < 0105。

31212 　儿童对喝水的目的指向行为和延缓抑制行为的因果

归因
表 3 　儿童对喝水的目的指向行为与延缓抑制行为的因果归因人数及百分比 ( %)

年龄 (岁)
目的指向行为 ( %) 延缓抑制行为 ( %)

生物 心理 社会 其他 生物 心理 社会 其他

4 21 (8410) 0 (010) 0 (010) 4 (1610) 17 (6810) 0 (010) 2 (810) 6 (24)

5 23 (9518) 0 (010) 0 (010) 1 (412) 18 (7510) 1 (412) 1 (412) 4 (1617)

6 23 (9518) 0 (010) 0 (010) 1 (412) 21 (8715) 0 (010) 3 (1215) 0 (010)

7 24 (100) 0 (010) 0 (010) 0 (010) 17 (7018) 2 (813) 4 (1617) 1 (412)

　　卡方检验表明 ,各年龄组儿童对于喝水的目的指向行为

的生物学归因模式显著多于其它因果归因模式 ,χ2
(1) 4岁组 =

111560 , p < 0101 ;χ2
(1) 5岁组 = 201167 , p < 01001 ,χ2

(1) 5岁组 =

201167 , p < 01001。各年龄组儿童对于喝水的延缓抑制行为

的生物学归因模式显著多于其它因果归因模式 ,χ2
(2) 4岁组 =

141480 , p < 0101 ;χ2
(3) 5岁组 = 331000 , p < 01001 ,χ2

(1) 6岁组 =

131500 , p < 01001 ;χ2
(3) 7岁组 = 271667 , p < 01001。

31213 　儿童对睡觉的目的指向行为与延缓抑制行为的因果

归因

表 4 　儿童对睡觉的目的指向行为与延缓抑制行为的因果归因人数及百分比 ( %)

年龄 (岁)
目的指向行为 ( %) 延缓抑制行为 ( %)

生物 心理 社会 其他 生物 心理 社会 其他

4 20 (80) 3 (1210) 1 (410) 1 (410) 3 (12) 2 (8) 18 (7210) 2 (1810)

5 21 (8715) 0 (010) 2 (813) 1 (412) 1 (412) 2 (813) 21 (8715) 0 (010)

6 24 (100) 0 (010) 0 (010) 0 (010) 0 (010) 1 (412) 22 (9117) 1 (412)

7 22 (9117) 0 (010) 2 (813) 0 (010) 2 (813) 1 (412) 21 (8715) 0 (010)

　　卡方检验表明 ,儿童对睡觉的目的指向性的生物学因果 归因模式显著多于其它如心理的和社会的归因模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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χ2
(3) 4岁组 = 401760 , p < 01001 ;χ2

(2) 5岁组 = 311750 , p < 01001 ,

χ2
(1) 7岁组 = 161667 , p < 01001。各年龄组儿童对于睡觉的延

缓抑制行为 (不睡觉) 的社会学因果归因显著多于其它因果

归因如生物、心理的归因模式 ,χ2
(3) 4岁组 = 291560 , p < 01001 ;

χ2
(2) 5岁组 = 311750 , p < 01001 ,χ2

(2) 6岁组 = 361750 , p < 01001 ;

χ2
(2) 7岁组 = 311750 , p < 01001。

4 　讨论

411 　儿童对人的生物需要引起的目的指向行为的因果归因

从表 1、表 2、表 3 和表 4 可见 ,儿童对人的三种生物本能

需要引起的目的指向行为归因主要采用了非意图的生物学

归因 ,随着年龄的增长 ,其生物学归因不断增多 ,5 岁儿童显

著多于 4 岁儿童 ,4 岁到 5 岁之间是儿童生物学归因发展的

快速期。

412 　童对人的生物需要延缓抑制行为的因果归因

儿童对人的生物需要延缓抑制行为的因果归因表现出

不一致的特点 (见表 2、表 3、表 4) 。儿童的喝水是一种纯生

物需要 ,喝水较少受社会因素的影响 ,但是 ,儿童对“吃”与

“睡觉”的延缓抑制行为主要采用心理的和社会的归因模式

(见表 2、表 4) ,较少采用生物学归因。随着年龄的增长 ,儿童

采用社会归因越来越多 ,说明儿童已经理解了进食、睡觉虽

然是一种生物行为 ,但是也带有社会文化因素的影响 ,他们

“不吃”、“不睡”是因为有更重要的社会原因 ,从而约束着

“吃”、“睡”这种生物行为。

本研究通过儿童对生物需要延缓抑制行为的归因模式

的探讨 ,验证了儿童社会化的不断发展以及道德教育和社会

行为规范准则对儿童的影响与效能。随着年龄的增长 ,学前

儿童逐渐意识到了生物需要行为也会受到社会因素以及自

我意识的约束 ,并且利用社会规范和自我意识进行自我调控

的能力逐渐提高 ,4～6 岁儿童是社会化的重要发展时期 ,因

此 ,本研究为学前儿童的社会化教育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

据。

413 　儿童对于人的生物需要行为的归因是基于本体的还是

采用多因果模式 ?

有的研究者认为儿童对人的目的指向行为容易采用心

理学的因果归因[14 ] ,是一种基于人 ———心理学匹配的归因模

式。但是本实验结果发现儿童对于人的行为的解释并非都

从愿望和意图的角度来理解。儿童对人的目的指向行为的

理解并非完全遵从一种心理本体的归因模式 ,尽管有一些儿

童也从意图的角度来理解人的生物需要行为 ,但是大部分 4

岁儿童 (68 %) 主要采用了非意图的生物学解释 (见表 2) ; 4

岁儿童对于“睡觉”和“喝水的生物学解释均达到 80 %以上 ,

其它年龄儿童对于三种生物需要的生物学解释基本上达到

了 90 %以上 (见表 3、表 4) ,可见 ,学前儿童对人的生物需要

目的指向行为基本上采取了生物学归因 ,并且能够采取生物

的、心理的、社会的多因果归因模式 [10 ,15 ] 。

414 　本研究存在的不足以及有待进一步探讨的问题

本研究通过设计动画故事脚本的方式探查儿童对人的

基本生物需要的目的指向行为的归因 ,在实验研究材料的制

作上有所创新 ,也获得了一些重要的研究结果。但是本研究

也还存在一些不足 ,如由于在设计动画故事脚本的对等性方

面存在很多困难 ,本研究设计的 (吃、喝、睡) 动画故事脚本的

数量偏少。尽管如此 ,本研究为未来在此领域的研究起到了

铺垫作用 ,也为未来对此领域的研究提出了需要进一步探讨

的问题。

尽管前人的研究表明 4 岁儿童已经拥有了心理理论 ,但

是从本研究的结果看 ,发现 4 岁儿童也能够进行生物学归

因 ,说明 4 岁儿童朴素生物学的发展已初见端倪 ,并且能灵

活运用生物学归因与心理归因 ,两种归因模式并非相互替

代 ,而是相互补充 ,学前儿童能够采取灵活的多因果解释模

式 ,但是儿童是否天生就拥有朴素生物学理论还有待于验

证。

本研究探讨了儿童对人的生物需要目的指向行为及其

延缓抑制的理解 ,发现 4 岁儿童具有了对延缓抑制的认知与

自我调控的理解 ,如能在此基础上探查更年幼儿童如 3 岁、2

岁、1 岁儿童对于人的生物需要目的指向行为和延缓抑制的

理解以及有意图的目的指向行为的认知模式发展 ,对于了解

儿童心理理论的发展以及延缓抑制的发展有重要作用。

5 　结论

　　在本实验条件下 :

5. 1 　儿童能够对人的三种生物本能需要行为进行非意图的

生物学解释 , 4 岁到 5 岁儿童是一个快速发展期 ;

5. 2 　儿童对人的三种生物需要行为的理解表现出不一致

性。儿童“睡”和“吃”的生物需要行为受社会因素的影响较

大 ,但其“喝水”表现为一种纯粹的生物需要 ,较少受社会因

素的影响 ;

5. 3 　学前儿童对人的生物需要行为满足与否能够采取灵活

的多因果解释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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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Investigation of 4 —72Year2Old Children’s Attribution
of Human Goal2directed Action

Qi ng S ulan1 , Fang Fuxi2

(1 Chinese National Institute for Educational Science , Beijing , 100088)

(2 Institute of Psychology ,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 , Beijing , 100101)

Abstract 　 This article probes 4272years2 old children ’s cause attribution of human beings’goal2directed action with three kinds of

cartoon settings shown on the computer , basic human biological needs of eating , drinking and sleeping. The results show (1) the

preschoolers have non2psychological attribution of human goal2directed action of biological needs , there is a fast period during from 42
year2olds to 52year2olds ; (2) there are differences in children’s cause attribution ; social factors will influence such biological needs as

“eating”and“sleeping”, but drinking is a pure biological need and is not influenced by social factors ; (3) the preschoolers explain hu2
man biological need action by flexible multiple cause attribution.

Key words : children , goal2directed action , naÇve psychology , naÇve biology , cognition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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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ffect of Hearing Aid on the Lipreading
Phonetic Identif ication of Hearing Impaired Students

L ei Jianghua1 , 2 , Gan L i ngli ng1 , Fang J unm i ng3

(1 College of Educational Science , HuaZhong Normal University , Wuhan , 430079)

(2 College of Educational Science ,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 Nanjing , 210024)

(3 Special Educational Institute ,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 y , Shanghai , 200062)

Abstract 　Our exploration of the hearing aid effect and the viseme effect on the deaf in lipreading phonetic identification obtained the

following results : The interaction of the degree of hearing aid and the difference of phonemes is significant in correctness , but not in

response time. The visibility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phonetic identification , while the hearing aid has a significant function in the i2
dentification of single vowels and compound vowels.

Key words : hearing2impaired students , lipreading , phonetic identification , hearing a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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