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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心理理论的发展是一个复杂的认知习得过程，它对于理解个人的心理状态和预测行为非常关键。心理理

论研究已经进行了四十多年，期间取得了众多重要成果。目前，研究范围已从儿童扩展到成人和老年人。

研究者们通过各种实验和观察方法，发现儿童在不同的成长阶段表现出不同水平的心理理论能力。对于

成年人和老年人的研究却存在争议，并且这些研究的实验设计也遭到了一些质疑。未来关于心理理论的

研究应该更深入探讨它在不同年龄阶段的连续性和变化特点。此外，研究还应关注心理理论在特殊人群

中的应用，以及它在精神健康治疗方面的潜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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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development of theory of mind is a complex cognitive acquisition process, which is of great sig-
nificance for understanding individual mental states and behavior predictions. The study of the the-
ory of mind has been going on for more than 40 years and has yielded many results. Today, the focus 
on theory of mind has expanded from early childhood to adulthood and old age. Through experi-
ments and observations, researchers have found that children exhibit different psychologi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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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ory abilities at different ages. However, studies in adults and older adults have been controver-
sial, and the experimental paradigm has been questioned. Future research on theory of mind should 
further explore the continuous change characteristics of theory of mind in all ages. At the same time, 
attention should also be paid to the application of psychological theory in the treatment of special 
populations and mental disea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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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心理理论是指个体对自身及他人心理状态(如信念、意图、愿望等)进行推理，并据此预测和解释行为

的认知能力[1] [2]。这一能力融合了认知推理与社会互动技能，既是复杂的认知发展成果，也是社会认知

体系的核心组成部分。该概念由心理学家 David Premack 与 Woodruff 于 1978 年首次提出[1]，他们在研

究黑猩猩行为时发现其具备推测他人心理状态的能力，进而将“心理理论”引入心理学领域，用于探讨

人类及灵长类动物的社会认知机制。此后，社会心理学、发展心理学、认知神经科学等多个学科围绕这

一主题展开深入研究，内容涵盖婴幼儿心理理论发展轨迹、研究范式创新、环境影响因素、与自闭症的

关联及神经基础等重要议题。国内学者也对相关问题进行了系统探讨[3]-[5]，这些研究为理解心理理论的

本质特征及其在不同领域的应用提供了重要实证依据和理论视角。 

2. 文献综述 

2.1. 心理理论的人生发展 

2.1.1. 学龄前儿童心理理论的发展 
学术界关于儿童心理理论能力的初始发展时间存在争议。部分观点认为，3 岁前儿童尚未形成心理理

论能力，但也有研究提出不同看法，这些讨论集中在语言能力与心理理论的联系上[6]。当前，通过故事

讲述引发儿童反应的语言依赖型任务是评估儿童心理理论能力的主要方法，但该方法对儿童的语言能力

有特定要求。对于 3 岁以下语言能力尚未成熟的幼儿，这种基于语言交互的测试范式可能无法准确反映

其心理理论水平。为此，研究者尝试采用预期冲突任务、预期注视任务、图片排序任务等非语言自发反

应范式[6]。以预期冲突任务为例，该方法通过记录幼儿对实验者行为的预期注视时间差异来评估心理理

论能力——幼儿对符合自身预期的行为注视时间显著短于不符合预期的行为[7] [8]。Onishi 等[8]运用期

望冲突范式对婴幼儿的研究表明，15 个月大的婴幼儿已具备内隐的错误信念理解能力，为早期心理理论

能力的存在提供了证据。 
儿童面部表情识别能力与心理理论发展之间的关系已得到一定的关注[9]。Kotsoni 等[10]研究发现，

7 月龄婴儿已具备显著的面部情绪辨别能力，标志着其感知他人情感表达的初始能力在此阶段基本形成。

由于区分情感表达需要儿童对他人情绪状态进行初步评估，这一能力被视为心理理论的初级表现形式。

9~12 月龄时，婴儿逐渐发展出社会性认知技能，开始识别他人意图与行为，并对不同于自身的欲望和情

绪作出反应。Meltzoff (1995)的研究表明，18 月龄幼儿已能理解人类行为背后的意图[11]；Repacholi 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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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pnik (1997)的实验进一步发现，该阶段儿童能够基于他人偏好选择性给予食物，显示其已具备理解他

人愿望及其与行为、情感关联的能力[12]。综合这些证据，12~18 月龄被认为是儿童愿望理解能力发展的

关键期，标志着从简单感知到心理状态推理的重要跨越。 
进入两岁阶段，婴儿开始表现出对他人错误信念的内隐理解[13]，同时出现影响他人情感状态的行为

倾向[14]，并能够预测他人基于自身愿望的行为[2]。至三岁时，幼儿心理理论进入萌芽阶段：他们开始意

识到心理状态与外在现实的差异性，能够自发将信念与现实进行对比，标志着其已掌握信念的基础概念

[15]。值得注意的是，这一阶段儿童对自身错误信念的认知清晰度显著高于对他人错误信念的理解[16]，
体现了心理理论发展中自我与他人认知的阶段性差异。 

大量研究显示，4 岁是儿童心理理论发展的关键转折期。在此阶段，儿童不仅形成“错误信念”概念

——即理解他人可能持有与客观事实不一致的信念，还能基于这种信念理解对他人行为进行解释与预测，

标志着社会认知能力的重要进阶。Wimmer 与 Pemer (1983)在“意外地点任务”中发现，4 岁儿童已能意

识到个体因信息获取不同可能形成相异信念，并开始稳定通过错误信念任务，表明其心理理论的推理能

力趋于成熟[17]。国内学者王益文和张文新(2002)的实证研究进一步证实，4 岁是儿童在错误信念任务中

实现稳定正确判断的关键年龄，低于该年龄段的幼儿较难完成此类需要心理状态推理的任务[18]。
Wellman、Cross 与 Watson (2001)开展的跨文化元分析显示，尽管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任务表现存在细微差

异，但儿童对错误信念的理解能力均在 4 岁左右出现显著发展[19]。 

2.1.2. 学龄期儿童心理理论的发展 
幼儿期获得初级心理理论后，学龄期儿童的心理理论能力进一步向高阶发展，形成二级心理理论与

解释性心理理论[20] [21]。这两种能力同时发展、相互影响，体现了心理理论的两种进步：二级心理理论

是对他人想法的再推测，代表心理理论复杂程度的提升；解释性心理理论需要理解“不同人对同一事物

可能有不同解读”，代表心理理论本质上的升级。从推理层次来看，二级心理理论基于一级错误信念发

展而来，比一级心理理论更复杂，因为它不再是简单判断“他人怎么想”，而是能推测“他人认为另一个

人怎么想”[22]。这种能力本质上是对他人心理活动的递推式推理，属于更高级的社会认知技能。 
随着研究深入，学者发现儿童对他人心理状态的理解呈现阶段性发展特点，相关能力随年龄增长逐

渐复杂化[23]。不过，国内外研究在具体发展时间上存在分歧：西方研究显示，5 岁儿童已具备二级错误

信念理解能力[24]；国内学者张文新等人通过改编“生日小猫”任务的“小画书”故事范式测量发现，中

国儿童该能力的快速发展期为 5~6 岁，晚于西方同龄人[25]。研究者认为这种差异可能与中西方文化背景

对儿童社会认知经验的影响有关。综合来看，儿童从掌握一级错误信念到发展出二级错误信念，其间可

能存在约两年的认知发展期，体现了心理理论从单层级表征向多层级嵌套推理的渐进过渡。 
此外，研究表明，儿童从掌握一级错误信念到二级错误信念的转变是逐步进行的，并非突然变化[25] 

[26]。具体而言，4 岁儿童开始理解二级未知知识；5 岁时，其二级推理能力逐步提升；6 岁则进入理解

二级心理理论的关键时期，直至 9 岁左右，儿童二级错误信念能力的发展才趋于平缓，心理理论逐步成

熟。这说明，二级未知知识在儿童从一级到二级错误信念的转变中起到了桥梁作用。 
掌握二级心理理论的儿童能够进行更复杂的心理状态推理，标志着其心理理论能力从“获取阶段”

转向“应用阶段”。这种推理能力对理解复杂社会互动、准确识别他人行为具有重要意义。然而，即便掌

握了这一能力，个体也未必能在所有情境中熟练运用，尤其是儿童，在不同领域会面临不同挑战[27]。例

如，有研究发现，部分 9~10 岁儿童在心理理论任务中仍难以根据他人视角推理其信念和目标，进而做出

正确回应[28]。 
解释性心理理论的核心内涵是：儿童能够理解，即使面对相同信息，不同个体也可能因自身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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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背景和认知方式的差异，形成不同的理解与判断[29]。关于儿童何时获得这一能力，学界存在两种主

要观点：一种观点认为解释性心理理论在学龄前已初步显现。例如，Flavell (1999)发现，4 岁前儿童能通

过他人的观察视角预测其对模糊图画的理解[30]。但这一结论存在争议——研究中观察者的不同理解可

能源于视觉角度差异(如位置不同导致刺激不同)，而非对同一信息的认知差异。Perner (1991)从表征理论

出发，将错误信念理解视为解释性心理理论的标志，提出 4 岁左右儿童开始将知识理解为具有解释属性

的心理表征，而解释性是心理表征的基本特征之一[31]。另一种观点强调该能力的发展具有阶段性。跨文

化研究指出[32]，6 岁前儿童尚未形成稳定的解释性心理理论，6~8 岁才是其快速发展的关键期。国内研

究也支持这一结论：徐伟、韩仁生(2012)发现 5 岁儿童出现解释性心理理论萌芽，但直到 7 岁才能稳定表

现[21]；王彦、苏彦捷(2008)则发现 6 岁是能力显现的起点[20]。尽管不同研究因实验方法和材料略有差

异，但 6~8 岁作为解释性心理理论的核心发展期已成为共识——这一年龄段的儿童逐渐超越对表面信息

的直接加工，开始理解心理状态对信息解释作用。 
此外，国外研究显示，儿童对社会习语、反讽语言的理解以及证据推理等社会认知技能的掌握程度，

与心理理论发展水平显著相关[33]-[35]。国内学者李梦娇(2016)的研究进一步表明，儿童的错误信念推理

能力可通过同伴互动间接影响其社交行为——心理理论水平较高的儿童往往拥有更协调的同伴关系[36]。
李东林(2008)的研究还指出，儿童亲社会行为水平与其心理理论能力呈正向关联，即心理理论水平较高的

儿童通常表现出更频繁的亲社会行为[37]。这些发现提示，儿童在此阶段心理与行为发展迅速，外界需客

观观察其行为变化并给予正确引导，以促进儿童健康成长。 
基于以上研究成果，本文将能力划分为三个递进层级：1. 基础感知层(0~3 岁)：以非语言的情绪识别

(如 7 个月大婴儿的面部表情辨别)和意图理解(18 个月大幼儿的目标推理)为核心，依赖杏仁核、前额叶皮

层的早期发育。2. 表征推理层(4~6 岁)：以一级错误信念为标志，儿童开始区分“信念”与“现实”，其

神经基础涉及颞顶联合区的功能成熟[38]。3. 递归解释层(6 岁后)：包括二级心理理论与解释性心理理论，

依赖前额叶背外侧皮层的执行功能支持[38]。 

2.1.3. 正常成人心理理论的发展 
相较于儿童，针对成年人心理理论的研究目前仍相对有限[38] [39]。然而，Freeman (2000)等研究者

指出，个体在生命各阶段对他人心理状态的理解与推测均可能存在偏差[40]，这一观点促使学界开始关注

个体心理理论的全程发展。在此背景下，相关研究范畴逐步拓展至青少年、成年人及老年群体，并已积

累了一定的研究成果。 
当前成年人心理理论研究主要集中在两大方向：一是脑机制探究，二是心理理论与社会行为的关联。

张慧和苏彦捷(2008)系统梳理了心理理论神经机制及加工系统的相关脑区[41]；方卓、胡治国和张学新

(2008)通过脑功能成像技术，探讨了心理理论的神经基础及潜在影响因素[42]。在关联领域，张雯(2010)
研究发现，个体心理理论能力对利他倾向具有正向预测作用[43]；王荣和白洁(2013)则发现，大学生心理

理论能力与人际困扰呈显著负相关——心理理论能力较低者，面临的人际困扰更明显[44]。 
在研究争议方面，学者针对心理理论测量任务的选择存在分歧。部分学者倾向采用基于故事的测验

范式，如信念-愿望理解任务[45]、双重欺骗任务[46]、白谎任务[39]及失言任务[47]。然而，这类离线任

务因脱离真实情境，其效度受到质疑。我国学者李晓东等(2007)采用成人版意外转移任务发现，成年人在

错误信念任务中表现未达预期[48]，从而对“仅以错误信念任务评估心理理论”的标准提出挑战。国际研

究中，Keysar 等(2003)通过实际情境任务发现，成年人即便具备心理理论能力，也未必能在现实互动中有

效运用[49]。近年来，矩阵博弈范式为成人心理理论研究提供了新路径。Yoshida 等(2008)基于“心理博

弈理论”，通过数学模型阐释人际互动中的心理理论运用机制，进而在真实博弈场景中考察个体能力[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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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目前该范式存在方法学争议：李晶和刘希平(2010)指出，不同矩阵博弈结构的有效性尚未形成共识[51]；
Colman (2003)则质疑其能否真正激发心理理论能力[52]。综上，成人心理理论的测量方法仍处于探索阶

段，亟待开发更有效的评估工具。 

2.1.4. 老年人心理理论的发展 
近年来，针对健康老年群体的研究显示，心理理论能力随年龄增长呈现下降趋势[53] [54]。研究者认

为，这种下降可能与老年人执行功能衰退相关——随着年龄增长，老年群体的工作记忆、信息编码速度

等认知能力逐渐减弱[55]，进而影响其在心理理论任务中的表现[56]。国内研究也证实，老年人心理理论

能力随年龄增长而下降，且抑制控制能力会影响这一发展过程[45]。然而，学界对老年人心理理论能力的

变化存在分歧。部分研究得出不同结论：Happé 等人(1998)发现，尽管老年人阅读速度较慢，但在心理理

论任务中的表现优于年轻人[57]。元分析结果虽普遍支持“老年人心理理论能力低于年轻人”[53]，但这

种下降并非全方位——当匹配智商和教育水平后，老年人仅在失言任务等特定情境中表现较弱，而在心

理理论故事理解任务上与年轻人水平相当[39]。目前，关于老年人心理理论能力的研究尚未形成统一共识，

其具体变化机制仍需进一步探索。随着社会环境变化，老年人面临的新挑战可能对其心理理论能力产生

复杂影响，这为后续研究提供了重要方向。 

2.2. 特殊人群心理理论的发展 

社会认知的相关研究指出，个体借助心理理论对自我及他人的心理状态进行归因，以此解释和预测

人类行为，这种推理过程在大多数健康成年人中可无意识完成[1]。针对特殊人群的心理理论发展现状，

研究者开展了大量探索。 
早期研究通过错误信念任务发现，与正常发展儿童及唐氏综合症儿童相比，自闭症儿童在心理理论

能力上显著滞后，尤其在理解“不同个体对同一事件可能持有不同观点”方面存在根本性困难[58]。国内

相关研究则聚焦于特殊儿童的干预策略，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通过心理理论故事、情境模拟等直接训

练其心理状态推理能力；另一类是针对语言交流、社会注意等与心理理论相关的基础特质进行间接干预

[4]。在其他特殊群体中，心理理论表现呈现差异化特征：例如 Beaumont 等(2006)对自闭症成人的追踪研

究显示，其心理理论缺陷并未随年龄增长明显改善，仍在复杂社会推理中存在障碍[59]；Adenzato 等(2010)
发现额颞叶退化症患者存在显著的心理理论损伤[60]，Laisney (2013)通过二级错误信念、讽刺理解等任务

证实，阿尔茨海默病患者在疾病早期即出现心理理论能力衰退[61]，但不同研究因任务范式差异，尚未就

其缺陷的具体机制形成广泛共识。 

2.3. 心理理论传统范式的潜在创新方向 

在儿童心理理论研究中，传统语言依赖任务的效度瓶颈显著制约了早期能力评估的准确性。这类任

务对语言表达能力的过度依赖，导致 3 岁前儿童的内隐心理理论表现被系统性低估[6]。其核心局限在于

将外显语言反应等同于心理理论能力，忽视了婴幼儿通过非语言行为(如注视模式、生理反应)呈现的早期

社会认知迹象。针对这一方法论偏差，未来研究可整合眼动追踪技术与生理指标，通过动态捕捉非语言

行为信号解析内隐心理理论加工过程；同时，借助虚拟现实(VR)技术创设生态化社交场景，记录儿童在

自然互动中的目标导向行为选择，弥补实验室任务的情境抽象化缺陷[5]。此类改进策略既符合发展心理

学的生态效度要求，也与婴幼儿认知发展的非语言主导特征相契合。 
成人心理理论研究的争议本质上反映了任务范式的生态效度失衡问题。离线故事任务虽能有效测量

外显心理理论知识，却因剥离真实社交情境的动态交互性，导致“能力-表现”脱节现象[49]。而真实情

境任务虽具生态优势，却面临量化标准模糊的方法论挑战。破解这一矛盾可以考虑构建“双层评估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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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层采用标准化工具测量静态心理状态推理能力，确保跨群体比较的信度；应用层借助矩阵博弈范式

[50]结合计算建模，在策略性互动中量化递归推理深度[51]。该模型通过分离“心理理论知识”与“社会

情境应用”，既能保留传统范式的标准化优势，又能捕捉现实社交中的认知弹性，为成人心理理论的功

能性评估提供新框架。 
老年人心理理论研究的方法论局限集中体现在混淆变量控制不足。现有研究常忽视智商、教育水平、

生活经验等变量对认知表现的调节作用，导致“能力衰退”结论的过度泛化[53]。例如，王异芳和苏彦捷

(2005)的研究显示，当控制教育水平后，老年人在心理理论故事理解任务中的表现与年轻人无显著差异，

揭示了认知储备对年龄效应的缓冲作用[39]。改进路径可以从两方面展开：其一，采用多维度匹配设计，

在年龄、教育、职业等层面严格控制组间差异，避免将代际文化差异误判为能力衰退；其二，开发认知

负荷梯度任务，精准定位老年人心理理论衰减的具体认知加工环节，而非停留在整体表现的笼统比较[45]。
此类精细化设计有助于揭示老年群体心理理论变化的内在机制，为认知老化理论提供更具解释力的证据。 

3. 小结与展望 

心理理论的进化是一个持续整个生命周期的过程。在不同成长阶段，儿童表现出不同水平的心理理

论水平。在学前期，他们逐渐建立基础心理理论能力，即理解他人的欲望、信仰和目标。随着年纪的增

长，他们的心理理论水平提升至更高层次，这包括解释心理理论和二级心理理论。解释心理理论允许孩

子理解，面对相同的信息，因为各自的经验、背景和思维差异，不同的人可能会得出不同的结果。而二

级心理理论是对先前理论的进一步拓展，即孩子能理解他人对别人心理状态的认知。在进入学龄期之后，

这些心理理论技巧的发展逐渐稳定。然而，对成年和老年人群心理理论的研究存在争议。一些研究提出，

成年人和老年人的心理理论水平可能会退步，尤其在某些特殊任务中。反之，其它研究表明，老年人的

心理理论水平并不是全面退步，可能只是某些方面不如年轻人。心理理论的进化在不同时期展现出不同

特征，其各个组成部分的发展也有所不同。研究显示，心理理论的进化与其他认知能力的提升以及大脑

相应区域的变化密切相关[62]。因此，强调心理理论发展的生命周期观点十分必要。虽然相关研究日益丰

富，但仍有许多问题需要深入探讨：首先，未来研究应致力于研究范式的开发。由于心理理论在不同发

展阶段表现不同，需要采用不同的范式进行测量。目前研究范式尚未统一，这使得全面了解成人阶段心

理理论的发展变化变得困难。特别是在成年期，心理理论主要应用于现实情境，因此在开发相关实验范

式时需要强调其现实情境性；其次，必须通过更多的生理性研究来证明心理理论的发展存在于人的一生

之中。研究大脑相关区域的衰老性变化不仅有助于理解心理理论的发展变化，还能为治疗心理理论缺陷

提供新的思路；再次，目前的研究主要是横断面的，需要进行纵向研究以明确心理理论的增龄性发展的

相关性和因果关系；最后，加强心理理论在特殊群体和精神疾病患者中的应用研究尤为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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