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dvances in Social Sciences 社会科学前沿, 2024, 13(8), 24-30 
Published Online August 2024 in Hans.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ass 
https://doi.org/10.12677/ass.2024.138668  

文章引用: 郑若冰. 感恩对青少年跨期决策的影响[J]. 社会科学前沿, 2024, 13(8): 24-30.  
DOI: 10.12677/ass.2024.138668 

 
 

感恩对青少年跨期决策的影响 

郑若冰 

福建师范大学心理学院，福建 福州 
 
收稿日期：2024年5月30日；录用日期：2024年7月23日；发布日期：2024年8月1日 

 
 

 
摘  要 

感恩作为极具中华传统文化色彩的道德情绪，在近来青少年的道德发展研究中备受重视。文章基于感恩

的认知–情感双维结构，立足青少年道德与认知发展的特点与规律，对青少年群体的感恩情绪发展与跨

期决策水平变化的关系做了研究上的梳理，进一步明晰了情绪与认知在青少年发展过程中的相互影响、

相互作用机制，进一步拓展了道德情绪对决策领域的可能影响，为未来研究提供了理论上的参考与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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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Gratitude, as a moral emotion with a strong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al color, has received much 
attention in recent research on the moral development of adolescents. Based on the cogni-
tive-emotional dual-dimensional structure of gratitude and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laws of ado-
lescent moral and cognitive development, this paper has conducted a research review on the rela-
tionship between the development of gratitude emotions and the changes in inter-period deci-
sion-making levels in adolescent groups, further clarified the mutual influence and interaction 
mechanism between emotions and cognition in the process of adolescent development, further 
expanded the possible impact of moral emotions on the field of decision-making, and provided 
theoretical reference and support for future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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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道德情绪对青少年的道德行为、动机和判断等有着重要的作用。生于农耕文明，长于儒教社会，中

华民族在上下五千年文明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崇德敬礼、知恩图报的传统美德。在家庭建设中，古人言“百

善孝为先”；在社会交往中，更是人们更是倡导以涌泉报滴水之恩。感恩凝聚了人世间的美好情感，散

发着良知基础上最纯粹的美德，对于青少年道德发展有着深刻的教育意义。然而，感恩教育的实践发展

需要更多科学理论与研究的支撑与引导。探究感恩作为一种优秀心理品质在个体心理与行为上的影响能

够具象化感恩的现实意义与实践价值，为感恩教育提供更广阔和有力的实证研究支撑。回顾以往研究，

感恩在促进个体适应性行为和可持续发展方面均展现了积极作用。在社会层面，感恩是亲社会行为及合

作行为的预测因子之一[1]-[3]。在人际层面，感恩对于善行传播、良好人际关系的构建有着持续性的强化

作用[4]；在个人层面，感恩有利于健全身心，提升生活幸福感[5] [6]。从发展心理学的角度对以感恩为

代表的道德情绪进行研究，有助于研究者了解道德情绪的形成、发展和相关影响因素，进而探讨道德情

绪与个体的道德行为及与行为相关因素之间的相互联系。 
作为一种认知–情感双维结构的情绪，感恩同样在决策领域表现出了独特作用[7] [8]。已有研究表明，

感恩情绪的诱发能够增加个体在经济决策中的耐心，从而在跨期决策的权衡中表现出更低的延迟折扣率，

形成感恩特质的个体目光更为长远。延迟折扣被认为代表着个体决策的冲动性。在个体层面，延迟满足

代表着人类更具适应性的生活方式，如果没有通过等待来换取成果的心态，个体很难完成一个漫长、耗

时的任务，比如写论文、跑马拉松或一项新的事业；在集体层面，对于利益的追逐影响着人际之间的竞

争与合作关系，社会个体过强的欲望易导致集体关系的紧张与社会秩序的动荡。因此，在探究感恩教育

的心理意义时，需要重视其在与人类发展息息相关的跨期决策上的影响，回答感恩在其中的特殊作用，

并进一步发掘其机制，方能为更进一步说明感恩教育在增进未来福祉与可持续发展方面的重要价值。 

2. 文献综述 

2.1. 青少年感恩情绪的发展 

感恩作为一种道德情绪，是对他人善良的一种普遍的情感反应[9]。道德情绪在 3 岁左右开始萌芽，

并随儿童年龄的增长而不断发展并趋于成熟，与道德情绪相关的不同情绪能力的形成年龄有所不同。儿

童要到较大年龄才能够有效地将道德情绪与相应的行为进行联系。最终，儿童能够建立情绪、认知与社

会行为之间稳定的相互联系，这使他们能够在适当的情境下表现出适当的情绪和行为，并且能根据自己

和他人的情绪与认知来指导自己的行为。 
感恩作为一种极具美感与道德感的情绪，前人对其研究主要集中在其对于人与人关系及人与社会和

谐两大方面。积极情绪的拓展建构理论认为，感恩能够启动并拓展个体认知，丰富思维–行动模式，建

构个体心理资源，从而使个体在行为上表现出更为积极的倾向，作出自我完善行为和社会促进行为[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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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量研究表明，状态感恩能够减少破坏行为，增强亲社会与合作行为[1]；能够提升人际关系，从而拓展

个体社会资源[4]；能够促进利他(第三方)惩罚[3]，减少作弊[2]。然而，感恩不仅有利于人际关系和社会

和谐，还在个人健康和发展上发挥着重要作用。研究表明，感恩能够显著预测个体主观幸福感，减少个

体抑郁焦虑，从而提升个体生活质量[5] [11]；感恩的表达对于施助者和受助者双方的自我感知都有着显

著促进作用，使个体充满希望，做出更多自我提升行为[6] [12]。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证据开始证明感

恩在提升决策质量中的积极影响，感恩情绪下的个体更能作出有益于个体和社会发展的决策[7] [8]。 

2.2. 感恩的作用机制 

当前关于感恩对上述个体心理与行为影响的解释理论主要有积极情绪的拓展–建构理论以及感恩的

放大理论、道德情绪理论，这些理论很好解释了感恩在促进个体心理效能上的表现。 
积极情绪的拓展建构理论认为，感恩能够启动并拓展个体认知，丰富思维–行动模式，建构个体心

理资源，从而使个体在行为上表现出更为积极的倾向，作出自我完善行为和社会促进行为[10]。感恩的放

大理论认为，感恩能够使个体更充分感受到偏正向的信息，放大能够带来正向感受的刺激，增加个体对

自身及外界事物的满意度[13]。道德情绪理论认为，感恩作为一种道德情感，具有道德计量功能、道德激

发功能和道德强化功能，使个体在接受道德善行后不仅仅停留在情绪层面，而是转化为更具价值的亲社

会行为，这些亲社会行为在提升个体自身和他人幸福感方面都有着高度的道德价值[14]。 

2.3. 青少年跨期决策能力的发展 

跨期决策任务是测量延迟折扣的经典范式，它是指个体通过对发生于不同时间节点的成本与收益的

心理权衡而做出选择的过程[15]。当选择的任务涉及时间和金钱两个维度时，事物的客观价值不变，但其

中一个维度(时间或者金钱)在个体心中的主观价值却有所改变，这就是折扣[16]。延迟折扣(delay dis-
counting)是指与当前或近期的获益(或损失)相比，人们总是倾向于赋予将来获益(或损失)更小的权重的现

象[15] [17] [18]。与一般决策过程一样，跨期决策带来的延迟折扣也受来自于决策对象、决策者、情境三

方面的影响[19]-[21]。具体来说，决策对象因素包括决策对象的数量大小及兑现时间，例如框架效应和奖

励的消费属性。决策者因素包括决策者的即时状态和自身人格特质的差异，例如个体的情绪启动水平、

年龄、成瘾状态和自我控制能力等。研究表明，物质成瘾人群表现出明显的高折扣率[22]。在收益框架下，

贫困心态者比非贫困心态者跨期决策的时间折扣率更高[23]。情境因素包括小到决策任务的表征方式，大

到个体所处的经济社会文化背景。一项跨文化研究发现，在疫情危机下的混合得失双结果跨期决策中，

不同民族的人们会表现出显著的差异，而与中华民族文化背景相似的民族表现出一致的变通倾向[24]。 

2.4. 感恩与跨期决策的关系 

一般情绪与跨期决策的关系由来已久，以往国内外研究大多基于情绪维度理论，考察积极情绪和消

极情绪对跨期决策的影响差异。研究表明积极的情感会增加个体对延迟利益的考量，使其目光更长远[7]；
而消极情绪增加个体短视倾向，进而表现出对即时奖励的偏好[25]。然而，前人在具体情绪的研究中发现，

同为消极情绪，恐惧情绪启动能够增加个体的延迟折扣率，而悲伤情绪减少个体延迟折扣率[26]。上述研

究说明，即使效价相同的情绪对跨期决策的影响也存在差异[27]-[30]。基于情绪效价的研究均以效价为研

究出发点，没有考虑这些情绪的具体形态(如悲伤、恐惧等具体情绪)，而不同形态的积极情绪可能对跨期

决策的影响模式并不相同，这就导致了各项研究结论的差异。因而，有学者进一步提出，情绪效价并不

是情绪对决策影响的决定因素，具体离散情绪对决策有着更细致的影响，尤其是与人类社会息息相关的

道德情绪[31]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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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对具体道德情绪作用的关注，关于感恩与决策的直接关系的研究正不断发展。决策领域通常包

括三个主要领域[33]：对他人的态度(如利他或自私)、对时间的态度(如耐心或不耐烦)和对风险的态度(如
风险厌恶、风险中立或风险寻求)。其中，对风险的态度领域以及对时间的态度是决策冲动的两个分支。

在风险态度领域，感恩也被证明能够增加获得框架下的风险厌恶，并在为他人决策时表现得更为明显[8] 
[34]。同样地，在时间态度领域，DeSteno 等人通过一个简短的练习来诱导感恩，随后完成跨期决策任务

[7]。结果表明，那些处于感恩条件下的人比那些处于控制条件下(诱导幸福情绪)的人折扣更少，做出更

多的未来奖励选择。该项研究通过和另一项常见的积极情绪(即幸福)进行比较，说明了感恩和折扣之间关

系的特殊性。上述研究表明，在一般群体中，感恩降低了涉及风险和时间的决策冲动，意味着情感反应

可以促进适应性经济决策。 

2.5. 青少年抑制控制的发展及其中介作用 

执行功能是个体在信息加工过程中，通过调配资源自上而下地对当前信息进行储存、计划和操控的

能力[35]。抑制控制的发展存在阶段性，于婴幼儿期便已开始萌芽，进入儿童青少年时期发展迅速，进入

成年期后发展较为平缓，在成年后期至老年初期有明显的下降趋势，而后基本保持稳定。抑制控制

(Inhibitory control)，又称认知控制，是执行功能的重要组成部分。抑制控制则指个体在这一认知过程中

通过意志努力克服强烈的内部倾向或外部诱惑，从而将注意更好地集中于当前目标的能力[36]。对于抑制

控制而言，一般可将其划分为反应抑制和干扰抑制。反应抑制侧重不适宜优势反应的抑制，即抑制不适

宜或不符合当前情境的行为反应。干扰抑制则强调保持良好的注意力控制，即抑制对无关刺激的注意[37]。
研究反应抑制的常用实验范式有反向眼跳任务 (anti-saccade task)、Go/Nogo 任务和停止信号任务

(stop-signal task)等。例如，Go/Nogo 任务要求被试按照指导语的要求，对出现的指定刺激做出快速反应(即
Go 反应)，对非制定刺激不做反应(即 Nogo 反应)。 

青少年道德情绪的发展是一个复杂而重要的过程，对青少年的综合成长和社会适应能力具有深远影

响。在这一阶段，青少年逐渐开始理解和评估道德情境，并在此基础上形成自己的道德判断和情绪反应。

他们开始意识到他人的感受，并逐渐培养出同情心和同理心。此外，青少年还在道德决策中逐渐发展出

对内在道德准则的认识，这些准则可以影响他们的情绪反应和行为选择。在这一过程中，青少年的执行

功能(如，抑制控制)发挥着重要作用，帮助他们在道德情绪的表达和应对中进行调节和控制。作为一种具

有认知–情感双维结构的情绪，感恩与认知存在天然的联系。辛勇等人关于情绪对行为控制的研究发现，

积极情绪能够有效促进个体的行为控制，而消极情绪阻碍行为控制的发生发展[38]。情绪信息理论支持启

发式策略，它认为情绪会简化个体的判断，个体做决策时更倾向根据当前情绪迅速做出决策[39]。积极–

拓展理论的提出者 Fredrickson 认为，感恩作为一种特殊的积极情感，在个体发展过程中可以帮助其克服

消极情绪，拓展个体思考与行动的广度，提供有利于发展的心理资源，还可能带来注意力焦点缩小[40]。
从感恩情绪产生过程来看，感恩是人们在受到无私的帮助之后产生的一种心境，这种心境持续时间长于

一般的情绪体验，并且会在某种情境中影响个体的认知能力[41]。 
以往学者对于抑制控制在情绪对个体行为影响的中介作用做了相关研究。一项对冒险行为的研究证

明，抑制控制在情绪和冒险行为之间起中介作用，消极情绪损害个体的抑制控制水平，从而增加其高冒

险行为；积极情绪提升个体的抑制控制水平，从而减少其冒险行为[42]。进一步对具体情绪和决策的关系

进行研究发现，抑制控制在消极情绪对跨期决策和风险决策的影响中均起中介作用，但随具体情绪的种

类不同而有所差异：恐惧情绪下的个体抑制控制水平下降，在跨期决策中更为短视，在风险决策中更为

风险寻求；而悲伤情绪下的个体抑制控制水平得到提升，在跨期决策中目光长远，在风险决策中更为风

险规避[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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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以上研究，我们可以推断，青少年群体的决策能力发展与道德情绪息息相关。感恩情绪的启动

可能加强了青少年的抑制控制功能，从而影响他们在跨期决策中表现出的延迟折扣行为。这意味着，感

恩情绪可能有助于青少年更好地权衡眼前利益与长期收益，使他们更倾向于做出符合道德规范和长远利

益的决策。因此，了解感恩情绪对青少年道德发展和跨期决策的影响，对于设计更有效的教育和发展干

预方案具有重要意义。 

3. 未来研究展望 

3.1. 青少年的延迟满足倾向 

决策者因素作为跨期决策的重要影响因素受到许多研究的关注，延迟满足能力伴随个体生理成熟及

认知能力共同发展。前人已对成人被试的延迟折扣水平进行实证研究探索。未来研究可基于青少年群体

道德与认知发展特点，探究与成年个体相比，青少年在跨期决策中的延迟满足倾向有何不同与特点。 

3.2. 青少年的跨期决策行为与道德发展水平的关系 

青少年时期是道德认知和情感发展的关键时期，了解他们的跨期决策行为与道德发展水平的关系有

助于揭示道德决策背后的心理机制和发展轨迹。道德发展水平则涉及到个体对于道德问题的认知、情感

和行为反应。研究表明，青少年的跨期决策行为与道德发展水平之间存在一定的关联。道德发展水平较

高的青少年往往更倾向于做出能够最大程度满足未来利益的跨期决策，而道德发展水平较低的青少年可

能更倾向于追求即时满足。青少年在跨期决策中所表现出的道德考量和行为可能会影响其道德发展水平，

有助于培养其对未来利益的认知和关注。未来研究可采用多层次的研究设计，包括实地观察、实验研究、

问卷调查等方法，结合纵向研究的优势与特点，全面了解青少年道德发展与决策变化的关系，从而为开

展相关的行为干预和道德教育提供理论指导和实践依据。 

3.3. 感恩情绪对青少年跨期决策的作用机制 

近年心理学研究对不同效价情绪对跨期决策的影响做了深入探讨，而更具社会价值与成长功能的道

德情绪的作用则仍处于探索阶段。前人实证研究已证明特定情绪，尤其是感恩情绪的启动，对降低个体

决策冲动性有着一定作用。双过程理论认为道德决策时认知和情绪平等竞争，情绪战胜认知则做出道义

决策，而认知战胜情绪则做出功利主义决策。未来研究可以在厘清青少年情感与认知发展关系基础上，

进一步探究感恩在跨期决策中的作用机制。在理论基础上推动应用研究，设计并实施基于感恩情绪和道

德发展水平的干预方案，以促进青少年的长期利益导向决策行为。通过实际干预的实施和效果评估，可

以验证感恩情绪和道德发展水平对青少年决策行为的影响，为实际教育实践提供有益的参考和指导。 

4. 结论 

本文综述了感恩情绪对青少年跨期决策的影响，发现感恩情绪通过增强青少年的道德认知和亲社会

行为，积极影响其跨期决策能力，使其更倾向于追求长远利益。这一发现不仅丰富了道德情绪与决策关

系的理论框架，也为青少年教育提供了实践指导，强调了培养感恩情绪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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