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38 

· 综 述 · 

四川精神卫生 2013年第 26卷第 2期 

儿童情感决策的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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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感决策(affective decision making，ADM)是 

个体在面临价值矛盾冲突而引发情感冲突时针对 

至少两种价值类型不同或价值大小程度不同的事 

物做出趋利避害选择的能力，其主要 目的在于做 

出对个体有利或对他人和社会有利的选择和决 

定。情感决策作为一种重要的社会适应能力，近 

年来受到越来越多的心理学家的关注_l J，不 良的 

ADM往往会对个人或社会带来严重的后果。研 

究发现，ADM缺陷影响到青少年冲动性饮酒、吸 

烟及潜在的成瘾行为；较差的ADM个体，其对物 

质使用的控制能力也较差，更容易收到即时奖励 

的诱惑，对未来选择的结果往往也是负性的⋯。 

本文就儿童情感决策主要从能力研究范式、影响 

因素等方面进行综述。 

1 情感决策研究概述 

ADM研究是从执行功能(executive function， 

EF)研究中逐渐分化出来的。EF是一种高级的认 

知功能，其含义广泛，目前尚无一个明确的定义。 

EF区分为与眶额皮层(orbitofrontal coaex，OFC) 

相联系的相对“热”(hot)的情感方面和背外侧前 

额皮层(dorsolateral prefrontal codex，DLPFC)相联 

系的相对“冷”的认知方面，并认为ADM是 hot E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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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部分 j。但是在后来的研究中并没有对这两 

者加以严格区分，而是相互混用。但众多研究表 

明，ADM过程中主要涉及腹内侧前额皮层 (yen． 

tromedial prefrontal，VMPFC)和OFC 。 

情感决策作为“热”执行功能的重要组成部 

分，其研究主要来 自于“热”执行功能的两个基本 

范式：儿童博弈任务和延迟满足任务。最为经典 

的就是爱荷华赌博任务(IGT)，在它之后，又出现 

了一些新的成人研究方法，如 Elliott等人的反馈 

猜测、风险决策、剑桥赌博任务等。由于上述实验 

方法适用于成人研究，并不适合儿童情感决策能 

力的发展研究。因此，很多研究者通过简化或改 

造一些经典的研究方法，设计出了一些适合发展 

性的研究方法，这些研究都表明在 3～6岁之间， 

儿童的“热”执行功能和情感决策能力发展很快。 

2 儿童情感决策能力研究范式 

2．1 延迟满足任务的研究 延迟满足任务是 目 

前研究者们广泛使用来探讨儿童情感决策能力的 

基本范式之一。它要求儿童在某种较小的、可立 

即得到的奖励物和较大的、需要等待才能得到的 

奖励物之间作出选择。一些研究者对传统的延迟 

满足模式进行了改进，发现观点采择等社会认知 

因素对儿童情感决策存在影响。 

为探索中国儿童在延迟满足任务中情感决策 

的发展特点以及观点采择因素对儿童情感决策的 

影响，蒋欣在观点采择对儿童情感决策的影响中 

采用不同的研究方法来研究儿童的观点采择因素 

在儿童情感决策中的影响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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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爱德华赌博任务范式 儿童赌博任务研究 

儿童情感决策能力的发展，赌博任务因同时包括 

真实生活中的奖励、惩罚和不确定结果而被认为 

最贴近现实生活的研究方法，也是被运用得最广 

泛的研究情感决策的研究范式。 

对学前儿童情感决策的初步试探虽然还比较 

零星但却有十分重大的意义。一些研究从降低任 

务难度人手，探讨儿童情感决策的年龄特点，例如 

Garon和Moore 借鉴IGT设计了四副纸牌的儿 

童赌博任务，3、4岁和6岁儿童对四副纸牌的选择 

均出现了地板效应。我们重复了 Garon和 Moore 

的研究，得到了几乎同样的结果。运用更简单的 

赌博任务，让儿童在一副不利纸牌和一副有利纸 

牌之间进行选择，结果发现 3岁儿童多数倾向于 

选择及时奖励较大但延迟惩罚更大的不利纸牌，4 

岁儿童逐渐倾向于选择及时奖励小但延迟惩罚也 

相对小的有利纸牌。这些研究的结论均提示，3～ 

4岁是儿童情感决策的“快速发展期”，是利用赌 

博任务研究儿童发展性特点群得到的有价值的成 

果，但这些研究缺少对影响儿童决策因素的探讨， 

也没有很好地区分4岁以后儿童情感决策的发展 

特点。 

以往用赌博任务对儿童进行的研究，要么对 

任务的简化不够，由于任务难度超出了低年龄儿 

童的认知发展能力而不能对儿童的发展特点和影 

响因素进行分析和考察；要么只探讨个别影响儿 

童决策的因素，有的甚至没有很好地控制和离析 

不同的影响因素的作用，因此对儿童的发展特点 

探讨得不够。 

Garon等 认为，要想在爱德华赌博任务中表 

现良好，至少需要发展出三项相关的技巧。第一， 

需要能够设想未来的能力，而且需要能够被这种 

设想中的情感信息所激励；第二，需要能够抑制和 

转变已有的有关奖励／N激的信息；第三，需要能 

够对连续的奖励和惩罚信息进行正确的评估。 

3 儿童情感决策能力发展的影响因素 

3．1 年龄 考虑到儿童的大脑正在发育中，可以 

认为他们的决策能力也在发展。需要特别指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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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前额叶皮层的发展速度要比其他脑区滞后，而 
一 般认为前额叶在决策中非常重要 J，研究表明 

在学龄前的早期阶段，儿童可以做出对将来有利 

的决策，在儿童 4岁时表现出的延迟满足能力和 

成人以后是否能够成功有关。 

国内，在儿童情感决策能力的发展研究中采 

用简化了的爱德华赌博任务来研究儿童的情感决 

策能力，结果表明，年龄差异非常显著，4岁儿童 

的整体任务表现显著优于3岁儿童。在后面的几 

个实验中，4岁儿童比3岁儿童更加倾向于选择有 

利牌。而且，4岁儿童的任务表现显著高于随机 

选择，3岁儿童的任务表现和随机选择之间没有 

显著差异 。 

3．2 性别 Reavis和 Overman等 进一步将反 

转的能力和赌博任务联系了起来，发现他们需要 

同样的认知需求。他们采用修改的赌博任务，发 

现了这种年龄差异，偏向于男孩。Kerr和 Zelazo 

等人采用简化的爱荷华赌博任务，在 3岁儿童发 

现了性别差异。但是 Garon和 Moore采用了较为 

复杂的爱荷华赌博任务(儿童版本)，却发现女孩 

的任务表现优于男孩。 

但在国内的类似研究中却没有发现这种性别 

差异，如杨元奎等 的研究结果就没有发现显著 

的性别差异，但是对性别的简单效应分析初步表 

明女孩的任务表现优于男孩。 

3．3 任务意识 Garon和 Moore 5 的研究用了一 

项任务意识测试，发现儿童的任务表现和任务意 

识测试的得分显著相关。任务意识测试中得分高 

的儿童倾向于选择更多的纸牌。 

在儿童情感决策能力发展的研究中提示，任 

务意识测试的结果表现出显著的年龄差异，这表 

明4岁儿童对任务的理解程度高于3岁儿童，但 

是并没有发现显著的性别差异。进一步分析表 

明，任务意识测试得分较高的儿童在任务中的表 

现显著优于得分较低的儿童，而且不同年龄儿童 

的任务意识测试得分和任务表现之间存在显著的 

相关性 。 

3．4 气质类型 气质是个性心理特点之一。现 

代心理学一般认为气质主要是由生物学决定的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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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稳定而持久的心理特征，是行为的表现方式，体 

现了行为的速度、强度、灵活性等动力特点。 

在一项改进的爱荷华赌博任务的成人研究 

中，个体的任务表现和人格的自我报告相关。负 

性情感较强的人倾 向于避免较大的损失，而正性 

情感较强的人则倾向于寻求更高的收益。这表明 

个体的任务表现和个体的人格特点之间存在着一 

定的关系。国内相关研究对儿童个体气质类型差 

异的分析表明，不同气质类型的儿童在任务表现 

中存在显著差异。易接近、情绪积极、或适应性强 

的儿童在任务中的表现显著优于易退缩、情绪消 

极、或适应性差的儿童 71。 

3．5 观点采择 采用 Prencipe和 Zelazo改进后 

的延迟满足范式来研究儿童的观点采择因素在儿 

童情感决策中的影响。结果显示观点采择能力对 

儿童的情感决策的影响是发展性的。随着观点采 

择能力的发展，儿童逐渐能够确立正确的延迟动 

机，为他人做出有效的决策 J。 

4 不足与展望 

ADM作为一种重要的社会适应能力近年来 

受到越来越多的发展心理学家的关注。ADM不 

良往往会带来严重的个人或社会后果 。现有 

的研究尚存在亟待解决的问题： 

首先，年龄是 ADM发展研究的一个重要变 

量。弄清楚不同年龄阶段情感决策发展的特点， 

以及从学前期到成年初期的发展模式，能让我们 

为儿童和青少年做出适宜的 ADM教育和干预。 

目前的研究显示，ADM随着年龄的增长而不断发 

展，4岁和 14岁是其发展的关键时期。但 ADM 

何时发展成熟并达到成人水平还未有定论。 

再之，从简化的 IGT范式来看，对 3—5岁儿 

童ADM的研究结论还存在争议，无论是儿童 自身 

发展的解释偏向，还是实验任务复杂性的解释偏 

向，在某种程度上都可归因为实验任务的复杂性 

上。其实，何种偏向的解释不是最重要的，关键是 

这两种偏向的解释给后继研究带来的启示。因为 

在该年龄段继续将简化任务，考察ADM的发展特 

征似乎已经没有太大的意义。要想更深人全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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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 ADM年龄的发展特点，今后的研究需要向年 

龄的两极延伸(小于 3岁，大于 30岁)，并且创新 

实验方式，或根据 ADM的特征，创造新的实验范 

式。从 IGT范式的纯化来看，研究者对该任务范 

式是否是纯粹的ADM任务存在争议，同时在该任 

务中包含了较多的变量，如奖励和惩罚、数量和频 

率、即时和延迟等，这些都有可能会干扰到以考察 

年龄、性别差异为目的的研究。因此，为了弄清年 

龄、性别效应，除了要选取恰当的样本量外，也要 

有着更为单一的实验变量范式，这同样呼吁着对 

实验范式的创新。 

另外，情绪对决策的影响得到广泛的关注，但 

在情感决策过程中，不同的情绪对情感决策的影 

响是否一样，也还需要实验的进一步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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