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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通过个别访谈的方法，考察了96名3~5岁幼儿在道德和习俗两种社会规则领域中，依据

允许性、可变性、权威依赖性、规则依赖性等四种判断标准对同伴、以及成人主人公的行为判断及其

归因。结果显示，幼儿对社会规则的认知在3~4、5岁之间获得了显著的发展；他们对两种规则的认识

存在明显差异，这与所采取的判断标准有关。相比社会习俗，更多的年幼儿童认为违反道德规则是不

对的，道德规则不可改变、更不依赖于权威和规则规定。这些结果揭示出年幼儿童对不同领域规则的

区分能力，在一定程度上支持认知发展的领域特殊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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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提出

对社会规则的认知是儿童社会性发展的一个重

要方面。早期的发展心理学家认为个体采用同样的

方式对待各种不同类型的规则，表现出跨领域的普

遍发展模式。如著名的儿童心理学家皮亚杰曾研究

儿童在弹子游戏中的游戏规则，并试图根据游戏规

则来说明其背后的道德意义。他得出的结论是，年

幼儿童的道德规则是成人教给的，他们对道德规则

的理解逐渐从非道德事件中分化而来，因此他们用

同样的方式对待所有的规则，亦即表现出服从权威、
避免惩罚的他律倾向性。[1]而领域特殊论心理学家则

持不同意见，[2- 4]他们指出年幼儿童很早就对不同类

型的规则进行了区分，对于不同规则表现出不同的

认知模式，并且很早就已经不再单方面地服从权威。
在个体的社会性发展中，领域论者先后提出多个界

限清晰的领域，其中道德领域和习俗领域可以说是

最早受到研究者关注、也是得到最多研究的两个主

要领域。道德规则(Moral rules)用于规范社会行为，

本身蕴涵着对他人权益造成伤害，它与公平、公正、
权力有关，通常是绝对化的、不可更改，如不许打

人；社会习俗(Social convention or conventional rules)用
于规范个体的随意行为，它要求个体在一定的社会

情境中做出适宜的行为，取决于相关社会组织的规

定，通常是武断的、相对的、可变的，违反它不一定

会造成不良后果，如学校规定学生必须穿校服。[2]P111~114

大量研究都显示，学龄、学前儿童、乃至 2~3
岁的学步儿对不同领域的社会规则、尤其是对道德

和习俗领域都作出了区别对待，而这一区分与研究者

采用的判断标准、主人公角色和文化因素等有关。[5- 9]

判断标准是一组假定能够区分道德和习俗的问题，

从各领域的正式定义中提炼出来，用于评估被试对

道德、习俗等社会规则的分类。70 年代末开始，研

究 者 曾 使 用 允 许 性 (permissibility)、规 则 依 赖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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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ingency on rule)、普遍性(generalizability)、可变性

(alterability)、权威依赖性(contingency on authority)、违

规行为的严重程度和应受惩罚的程度、行为评价和

权威决定的合理性等判断标准[2,3]，发掘出年幼儿童

较早就出现的对不同领域社会规则的区分能力，相

关的研究已逾百项。研究发现年幼儿童已经能够指

出道德违背比习俗违背更加严重、更应受到惩罚、
更不依赖于规则和情境，幼儿对道德事件的判断优

于社会习俗，随着年龄增长，儿童能够区分更多的

社会规则事件，对规则概念的理解也随之进一步深

化。
除了判断标准这一最主要变量外，主人公角色、

文化背景也是研究者十分关注的因素。有观察研究

发现，幼儿对同伴道德违背比较敏感，对成人习俗

违背更加关注，因为成人会对幼儿习俗行为提出要

求，如对长辈要有礼貌，而同伴则不会。[3]但也有研

究指出[5]，无论是在道德领域还是习俗领域，幼儿对

同伴的要求都比对成人的更加严格一些，即主人公

角色效应不受规则领域的影响。上述争议可能与社

会文化因素有关。例如，韩国儿童典型地表现出能

够理解社会地位和社会角色差异，[10]而美国儿童并

未普遍表现出该特点。关于中国儿童社会规则认知

的相关研究还很少，早期研究者调查了 6- 14 岁中国

儿童对社会规则的认知，[11]结果发现儿童在多个判

断标准上能够区分道德和习俗规则，但他们并未关

注不同角色在规则理解中的作用，而且由于被试年

龄偏大，并没有探测到幼儿对社会规则的认知发展

脉络。
因此，我们选取幼儿生活中常见的道德规则和

习俗规则，从前人提出的各种判断标准中选取四种

普遍采用的标准，试图探查 3~5 岁中国幼儿对不同

角色 （同伴、成人） 违反道德规则和社会习俗的判

断及其归因，以揭示我国学前儿童在不同判断标准

下对社会规则的认知发展特点，并为促进儿童社会

性发展的幼教实践提供一定的实验依据。

二、研究方法

（一） 被试

按足岁前后三个月从江苏省徐州市 2 所中等水

平幼儿园随机抽取 3～5 岁幼儿 96 名，形成三、四、
五岁三个年龄组，每组 32 人，平均年龄 分 别 为

3.21、4. 03、4.93 岁 ， 标 准 差 分 别 为 0.17、0.19、
0.18。各组被试男孩、女孩各占一半，统计表明其平

均年龄也大致相同。

（二） 实验材料

参照前人研究[2,5,8]，选取了生活中常见的道德规

则和社会习俗各两个进行测查，并通过图片加以表

现。分别是： （大人） 不许抢小朋友的玩具； （小

朋友） 不许推人； （男人） 不能带发卡； （小朋友）

不能叫大人的名字。以 （男人） 不能带发卡为例，

见图 1。

图 1 （男人） 不能戴发卡

（三） 实验设计

本研究为 3(年龄：3、4、5 岁)×2(规则类型：道

德规则、社会习俗)×4(判断标准：允许性、可变性、
权威依赖性、规则依赖性)×2(主人公角色：同伴、
成人)的混合实验设计。

（四） 实验程序。
实验通过个别测查的方式进行，对 4 个故事的

讲述顺序进行了拉丁方平衡设计，在实际施测过程

中确保 3～5 岁组幼儿每组都有 8 名儿童按照其中一

个顺序进行，并做到 8 名儿童男女各半。以 （男人）

不能戴发卡为例，标准指导语参见表 1。

表 1 习俗规则“男人不能戴发卡”的指导语

这是孙叔叔。兰兰有一个红色的发卡很漂亮，现在兰

兰不戴了给孙叔叔玩，孙叔叔想戴在自己头上。
1） 允许性：孙叔叔把红色的发卡戴在头上对 不

对 ？为什么？

2） 可变性：现在有人说可以把红色的发卡戴在孙叔

叔头上，那孙叔叔戴红色的发卡行 不行 ？

3） 权威依赖性：这个老奶奶 （指图片） 是孙叔叔的

妈妈。她说孙叔叔可以把红色的发卡戴在头上。那你说孙

叔叔戴红色的发卡行 不行 ？

4） 规则依赖性：如果从来没有人跟孙叔叔说过，男

的不能戴发卡。那孙叔叔戴发卡行 不行 ？

注：括号内为主试动作，以引起被试着重注意故事主

人公。

（五） 结果处理。
全部实验都结束后将所有访谈结果编码，最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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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用 SPSS 13.0 处理。对归因编码时参照前人的编

码系统，[5,8]同时又结合研究目标以及被试的回答进

行归纳总结制定。然后从各年龄组随机抽取 1/3 的

被试反应，由两个评分者 （均为发展心理学的专业

人员） 分别进行编码，对各个故事编码的一致性从

78.8%到 100%不等，平均一致性达到 89.8%。
被试的判断理由归因主要分为四类： （1） 事件

造成的伤害或影响：指事件危害他人或自身的利益、
身心健康、情绪情感等。例如“车轧着阿姨”、“会

难过 （哭）”等。（2） 规则定向：指明确提及道德

或习俗规则，如“不许抢 （玩具）”。（3） 未分化的

规则解释：只说出了与规则有关的笼统性的解释，

如“不好”，“不对”。（4） 无关理由：被试不做反

应；或回答不知道；或回答与问题无关。

三、研究结果

（一） 幼儿对道德规则的理解

从表 2 可见，幼儿对道德规则的理解不存在角

色效应。配对样本的 McNemar 检验表明，幼儿对不

同角色在 4 个判断标准上的通过率不存在显著差异，

角色变量也不再作为主变量进行进一步的分析。

表 2 四个判断标准上幼儿对道德规则的理解 （通过率）

注：甲为允许性问题；乙为可变性问题；丙为权威依

赖性问题；丁为规则依赖性问题。*, P<0.05；**, P<0.01；

***, P<0.001；＃表示边缘显著，p<0.07。表 3 同此。

对年龄效应进行的 Crosstabs 检验表明，幼儿对

道德规则的认识在 3～4、5 岁之间获得了较为显著

的发展，除第一列边缘显著外，各χ2 值均达到了

0.05～0.001 的显著水平。
对判断标准进行相关样本的非参数 Cochran’s

Q 检验，结果显示幼儿对四个判断标准的认识存在

差异，在同伴主人公情境中：Cochran’s Q(3)=22.
62，p<0.001，在成人主人公情境中：Cochran’s Q
(3)=33.68，p<0.001。其中，幼儿对允许性标准的认

知好于其他判断标准，对权威依赖性标准的认知差

于其他判断标准，两两对比差异显著性达到 0.05～
0.001 水平 （除对成人主人公允许性标准的认识并未

显著好于对规则依赖性的认识）。
进一步检验分析发现，造成判断标准差异的原

因主要在于 3 岁组，对 3 岁组进行 Cochran’s Q 检

验则显示，对于同伴主人公，他们对权威依赖性的

认知较其他判断标准显著差一些，对允许性认知比

其他标准显著好一些，Cochran’s Q(3)=21.541，p<0.
001；对于成人主人公，幼儿对权威依赖性的认知较

其他判断标准显著差一些，Cochran’s Q(3)=18.871，

p<0.001。
（二） 幼儿对社会习俗的理解

从表 3 可见，幼儿对社会习俗的认识同样不存

在显著的角色效应，他们对社会习俗的理解在 3～
4、5 岁之间获得了快速发展，各条件下的年龄效应

均达到非常显著的水平。
表 3 四个判断标准上幼儿对社会习俗的理解 （通过率）

对判断标准进行相关样本的非参数 Cochran’s
Q 检验，结果显示，幼儿对权威依赖性的认知显著

差于其他三个标准，对允许性的认知好于可变性和

权威依赖性标准，Cochran’s Q(3)=33.66，p<0.001，

Cochran’s Q(3)=22.46，p<0.001。对 3 岁组进行进一

步检验显示，他们对允许性和规则依赖性的认知较

可变性和权威依赖性好一些，对权威依赖性的认知

最差，尤其在同伴主人公情境中。
表 2、表 3 所示结果进行对比可以发现，幼儿对

两类规则的认知存在差异，两两对比的统计检验显

示，在两种角色、四个判断标准上，幼儿对道德规

则的认知显著好于对社会习俗的认知，显著性水平

均在 0.01～0.001 之间。
（三） 幼儿对不同规则违背的归因

表 4 幼儿对不同角色主人公违反道德规则的归因

注：表中数据为能理解规则的幼儿中，给出某类归因

的人数百分比；①~④为 2.5 结果处理的四种归因。表 5 同

3 岁组

4 岁组

5 岁组

合计

Χ2

甲

87.5
96.9
100
94.8
5.49＃

乙

75.0
93.8
93.8
87.5
6.86*

丙

53.1
96.9
90.6
80.2

22.57***

丁

75.0
93.8
93.8
87.5
6.86*

甲

81.3
93.8
100
91.7
7.64*

乙

71.9
93.8
93.8
86.5
8.72*

丙

53.1
84.4
84.4
74.0
10.82**

丁

78.1
90.6
100
89.6
8.26*

同伴主人公 成人主人公

3 岁组

4 岁组

5 岁组

合计

χ2

甲

56.3
84.4
93.8
78.1
14.26*

乙

37.5
78.1
84.4
66.7

18.67***

丙

25.0
75.0
75.0
58.3

21.94***

丁

50.0
84.4
93.8
76.0

18.64***

甲

62.5
84.4
93.8
80.2
10.37**

乙

46.9
87.5
81.3
71.9
15.15**

丙

34.4
81.3
78.1
64.6

19.22***

丁

59.4
87.5
90.6
79.2
11.50**

同伴主人公 成人主人公

3 岁组

4 岁组

5 岁组

合计

①
25.0
36.6
36.7
33.4

②
4.2
13.3
40.0
20.2

③
16.7
20.0
20.0
19.0

④
54.2
30.0
3.3
27.4

①
20.0
17.2
31.3
23.3

②
12.0
24.1
40.6
26.7

③
4.0
13.8
18.8
12.8

④
64.0
44.8
9.4
37.2

同伴主人公 成人主人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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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

表 4 的归因结果显示，半数以上的 3 岁幼儿、
30%以上的 4 岁幼儿对违反道德规则给出无关理由。
除此，各组幼儿较多地将不能违规归因为事件造成

的伤害或影响 （30%左右），然后是规则定向和笼统

性的规则解释；还可注意到，幼儿对成人违反道德

规则给出了相对较多的无关理由，这表明对幼儿来

说指出成人为何不能违规是比较困难的。
从表 5 可见，有更多的幼儿对违反社会习俗给

出无关理由的归因，这与表 4 有类似之处。此外，

很少有人将习俗违背归因为事件造成的影响，这符

合前言中关于习俗规则的界说。幼儿在归因时给出

了较多的规则定向理由，尤其是在解释成人违规时；

相比之下他们在解释同伴违规时给出了更多笼统性

的规则理由。

表 5 幼儿对不同角色主人公违反习俗规则的归因

四、讨论

（一） 不同判断标准下幼儿对社会规则的认知发

展

本研究显示，3~5 岁幼儿已能在不同程度上采

用四种判断标准对不同角色主人公在道德和习俗中

的违规行为作出合理的推断，并表现出明显的年龄

发展趋势；他们对两个不同领域的社会规则表现出

不同的认知发展规律，具体表现为对道德规则的理

解要显著好于对社会习俗的理解。很明显，允许性

标准是四个判断标准中最容易通过的，几乎所有

3~5 岁幼儿对道德规则、绝大多数 4~5 岁幼儿对习

俗规则都能在这一标准上达成理解，只是其中 3 岁

幼儿对习俗规则的通过率要明显低一些，但也超过

了 50%的概率水平。而权威依赖性标准则是最难通

过的，尤其是 3 岁幼儿，他们几乎还不能在这一标

准上达成对习俗规则的理解，大多数 3 岁幼儿都认

为如果妈妈说可以违反习俗规则，那么就可以违反；

即便在他们更加擅长的道德领域，其通过率也在概

率水平(50%)徘徊。可见，即便 3 岁幼儿认识到违反

规则是不对的，但在权威的命令下还是有一部分幼

儿服从了权威的错误意见。这一结果充分显示出年

幼儿童、尤其是较小的幼儿服从权威的倾向性，与

皮亚杰的经典观点相一致。在可变性标准和规则依

赖性标准上，幼儿的表现则在四个判断标准中处于

中间水平，其中对规则依赖性的认知要略好，尤其

是对习俗规则。这些结果与前人指出很小的幼儿即

能对道德和习俗做出很好的区分是一致的[6]，同时也

显示出采用不同判断标准来探查年幼儿童规则认知

的必要性。
总体上看，幼儿对习俗的理解不及道德，认为

道德规则比社会习俗更不能违背，更不可改变，道

德规则更不依赖于权威命令和规则的规定。幼儿认

为道德更具普遍性、绝对性，而习俗则具有相对性、可
以变通。这与皮亚杰早期研究的主张正好是相背离

的，他主张儿童采用同样的方式对待所有的规则；却

符合领域特殊论者关于儿童认知发展的一般观点，[3]

即儿童很早就对不同类型的规则作出了区别对待，

其认知发展并非遵循一条普遍的路线。这可能与道

德规则自身特点有关，违反道德规则会导致伤害性

后果，幼儿可以根据行为的后果以及成人的反应来

理解违反道德规则是不对的；违反习俗不会造成直

接伤害，从而导致幼儿缺乏相应的直接经验，不能

很好地理解习俗规则。
（二） 主人公角色对幼儿社会规则认知的影响

按照皮亚杰的观点，年幼儿童处于服从权威的

发展阶段，他们很可能会认为成人较同伴更有特权，

更可以违反和改变规则。本研究在四个判断标准上

都没有发现显著的角色效应，即幼儿认为成人和同

伴一样都不能违反社会规则，而且这一认识不依赖

于更高一级权威或规则的存在与否。一直以来，研

究者们都在担心成人———儿童之间不平衡的角色地

位会阻碍儿童的道德和社会性发展，但从幼儿对社

会规则的认识中可以看出，幼儿的社会性发展是一

个逐步摆脱成人权威影响的过程。对于道德规则，

不论是成人还是同伴，违反了道德规则均会对他人

造成影响和伤害，因此都是错误的；在习俗规则中，

儿童认为尽管成人可以制定和改变规则，但当规则

一旦制定并达成共识，成人也必须遵守，否则就会

造成社会混乱、人际间不和谐。可见，对成人的顺

从本身并不是促进儿童社会性发展的关键因素或其

社会性发展的必然阶段，只有当顺从和服从是相互的

或自由选择的而不是外在强迫的时候，才能真正达成

所谓的规则内化，实现其社会性发展的质的飞跃。
尽管幼儿对社会规则的认知总体上角色效应不

3 岁组

4 岁组

5 岁组

合计

①

11.1
26.7
15.1

②
12.5
37.0
26.7
27.4

③
12.5
33.3
26.7
26.0

④
75.0
18.5
20.0
31.5

①
5.3
3.6
3.4
3.9

②
15.8
53.6
55.2
44.7

③
10.5
3.6
10.3
7.9

④
68.4
39.2
31.0
43.4

同伴主人公 成人主人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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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著，但我们也注意到了一些现象。在道德归因判

断中，幼儿对成人违反给出了较多的无关理由，表

明幼儿不太能够理解成人违背道德规则；在习俗归

因判断中，幼儿在解释同伴违规时给出了更多的笼

统性理由，说明幼儿对同伴违反习俗的认识要差一

些。这正符合领域论的积极建构论观点[3]：即幼儿对

社会规则的知识是在其实际社会交往中建构出来的，

是一个不断发展的动态过程。
（三） 中国文化下幼儿社会规则认知的特点

对于儿童在多大年龄可以区分道德和习俗的问

题上，研究者的观点不甚一致。激进的观点认为[12]，

2 岁半的幼儿就可以区分道德和习俗，他们认为道

德违背比习俗违背更加严重，更值得惩罚；保守的

观点则认为儿童要到 6 岁才能够作出区分，认为道

德违背比习俗违背更不允许、更不依赖于权威和规

则规定[5]。本研究结果显示，3 岁的幼儿开始能够区

分道德和习俗，尤其在允许性标准上，他们认为违

背道德规则更不允许，4 岁时达到较为稳定的水平。
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可能有两点：一是由于使用了

不同的判断标准，不同的判断标准对幼儿而言存在

难度上的差异，如 Smetana(1981)选用的严重性、惩

罚度等标准相对容易些，而权威依赖性标准相对难

一些。二是实验故事的熟悉度也会影响幼儿的判断，

激进的观点通常选取的是幼儿十分熟悉的典型规则

情境，而保守的观点则还采用了一些幼儿相对不太

熟悉的情境。本研究选取的都是幼儿熟悉的故事情

境，且采用了具有不同难度的四种典型判断标准，

倾向于支持个体在童年早期就发展了区分不同领域

规则的能力。
在归因判断方面，不少幼儿给出了规则定向理

由，即直接讲出规则内容，尤其在习俗事件中表现

更为明显，这是以往研究中很少见到的。相比之下，西

方和其他地区的研究结果多为笼统性的回答，或是造

成伤害性的后果以及服从权威和避免受到惩罚。[8,9]

这可能与我国家长与幼儿教师的教育方式有关，例

如他们可能会经常对幼儿“灌输”一些日常行为规

范，直接告知他们“不许打人”、“不许偷别人的东

西”、“见了长辈要问好”等，幼儿便在耳濡目染、
知行过程中内化了这些规则，逐渐习惯于使用相应

的社会规则来参与同伴间的争执和与成人的争辩。

五、结论

（1） 在四种不同的判断标准上，3～5 岁幼儿对

道德规则和社会习俗两种规则的认知都获得了较为

显著的发展； （2） 幼儿对两种规则的认知存在明显

差异，他们认为道德规则比社会习俗更不能违背、
不可改变、更不依赖权威和规则规定； （3） 幼儿的

上述认知基本不依赖于行为者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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