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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作为社会认知的核心，心理理论(Theory of Mind, ToM)对理解个体社会行为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意义。

本文从心理理论的基本概念出发，介绍了心理理论的研究内容、研究范式和理论模型，并从发展心理学

与社会神经科学两个方面对心理理论的实证研究进行了较为系统的论述，以期对心理理论的研究内容做

一个全面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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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the core of social cognition, theory of mind (ToM) holds significant importance for understanding 
the development of individuals’ social behaviors. Starting from the fundamental concept of theory 
of mind, this paper introduces its research content, research paradigms, and theoretical models. It 
also presents a relatively systematic discussion on the empirical research of theory of mind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and social neuroscience, aiming to provide a com-
prehensive overview of the research content within the field of theory of mi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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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心理理论(Theory of Mind, ToM)是指对自己和他人的心理状态进行理解和归因，并据此进行行为预测

的能力[1]。前人研究表明，具有较强的心理理论能力的个体，在人际交流中表现出了更积极的态度，能

够与同伴进行协作，并且乐于听取别人的观点[2]，并倾向于出现更多的亲社会行为[3]。 
自心理理论的概念被提出以来[4]，该领域一直受到研究者的热切关注。心理理论研究早期集中于发

展心理学领域，以行为研究为主，发展出系列被广泛认可的经典任务范式，揭示了心理理论的发展过程，

并探索了影响心理理论发展的因素。近年来，伴随着认知神经科学与脑成像的飞速发展，对心理理论的

神经机制研究取得了很大的进展，积累了大量的行为和神经机制研究数据，并揭示了心理理论相关的脑

区的定位及神经机制，为心理理论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2. 心理理论的研究范式 

2.1. 经典研究范式 

错误信念是指个体识别他人可以拥有与现实世界不符的信念，对错误信念的理解是儿童具有心理理

论的主要标志[1]。Perner 和 Wimmer 首次对儿童错误信念的进行考察[5]。Sally-Ann 任务是考察错误信念

理解的经典任务，被试首先会看到 Sally 走进一间摆放着两个空盒和一只小球的屋子，然后把小球放在箱

子 A 里走出屋子；接着 Ann 走进屋子，把小球从箱子 A 移到箱子 B，再走出屋子。孩子们要回答，当

Sally 返回房间时会在那个箱子中寻找小球的问题。研究者根据儿童的回答，来探讨儿童的错误信念发展

情况。 
此外，错误信念任务可以根据难易程度和嵌套关系分为一级错误信念任务与二级错误信念任务。一

级错误信念任务主要有意外地点任务与意外内容任务，二级错误信念是在一级错误信念上的嵌套，考察

儿童是否能发现他人能够获得有关另一人信念的信念。经典的二级信念任务是 Perner 等人设计的故事：

角色 A 与角色 B 在公园玩耍时碰见了一个卖冰淇淋的人，B 很想吃，但是他没带钱，就回家去拿。没过

多久，A 也回家了。A 离开公园之后，售货员正准备从公园转到学校门口去卖冰淇淋，刚好被拿到钱回

来的 B 碰见了，就与售货员顺道一起走到学校门口，再购买冰淇淋。A 吃完饭后去 B 的家想找她玩，发

现 B 不在家，而 B 的母亲告诉 A，B 去买冰淇淋了，最后询问被试：“A 会认为 B 是去哪里买冰淇淋了

呢？”研究发现，与一级错误信念任务相比，能够通过二级错误信念任务的幼儿拥有更高的认知水平，

能够更加精确地对他人心理状态和行为进行理解与推测[6]。 

2.2. 心理理论研究范式的发展 

近几年来，心理理论的研究领域在不断扩大，研究深度也在不断加深，各种类型的任务范式也在不

断地出现和发展。研究者的目光也逐渐从针对错误信念进行探究，转移到研究愿望、意图、情绪等心理

理论的其他方面[7]，对心理理论进行了更全面的探究。 
除实验的方法外，Wellman 等人也设计了一套心理理论发展量表，对针对学龄前儿童潜在的心理理

论发展进程进行探索[8]。而随着发展心理学研究对象年龄范围的扩大，也有研究者设计出适合测量成人

心理理论的测验方法，如 Baron-Cohen 等人设计的“眼神中读心测验”[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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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为了更深入地揭示 ToM 加工的内在神经机制及其背后的计算原理，近年来，随着计算机技术

的发展，研究者开始采用认知神经科学的方法探讨个体心理理论的神经机制，将经典研究范式和新兴研

究技术结合，揭示与心理理论的脑区的定位和时间过程及神经机制。 
神经机制层面的研究主要借助脑成像与神经调控技术，旨在揭示心理理论(ToM)加工的神经基础及

其因果机制。常用的研究方法包括：1) 功能性磁共振成像(fMRI)或功能性近红外光谱技术(fNIRS)结合

的故事范式、动画范式或互动游戏范式。例如，让被试在扫描状态下阅读涉及角色信念推断的故事(ToM
条件)，并与仅描述物理事件或行为的控制故事对比，以识别特异的激活脑区[10]-[12]；2) 事件相关电

位(ERP)技术，通过分析个体在理解信念状态(如错误信念揭示)时诱发的特定脑电成分，考察 ToM 加工

的精细时间进程[13]。这些技术手段共同构建了从空间定位、时间动态到因果验证的多层次神经机制研

究框架。 
此外，计算模型研究范式则致力于从算法和计算层面，形式化地刻画 ToM 加工的核心推理过程，即

ToM 视为一个复杂的计算推理系统，旨在构建可定量预测行为的数学模型。例如，贝叶斯模型即将观察

者建模为贝叶斯推理者，基于观察到的行为、环境约束和先验知识，计算并更新关于他人潜在心理状态

(如信念、目标)的后验概率分布[14]。 
综上所述，从揭示基本能力发展的经典行为范式(如错误信念任务)，到定位神经基础的脑成像与调控

技术，再到阐明计算原理的建模方法，心理理论的研究工具箱日益丰富和深入。然而，每种研究范式都

有其独特的优势与固有的局限性，其适用性取决于具体的研究问题、研究对象、生态效度要求以及可用

的资源。 

3. 心理理论的发展过程 

心理理论作为一种高级的社会认知能力，它的发展经历了从无到有，由简到繁的逐步变化过程。大

量的研究表明，除了信念之外，心理理论还包含对愿望、意图及情绪等不同类型心理状态的理解[7]。对

不同心理状态的理解存在发展的先后差异，个体在这些领域的发展过程备受研究者的关注。 

3.1. 信念理解 

信念是个体对现实世界的心理表征[15]。Perner 和 Wimmer [5]首创了心理理论的错误信念研究范式，

并以儿童对意外地点的理解为线索，考察了儿童对错误信念的理解发展。采用标准错误信念任务，大部

分研究者认同，4 岁左右是儿童获得错误信念理解能力的关键年龄。 
然而随着研究方法的发展和研究领域的扩大，逐渐有研究者质疑标准错误信念任务在儿童间的适用

性。他们认为，由于标准错误信念任务的复杂性过高，导致人们低估了婴儿的错误信念理解能力[8]。例

如，Clement 和 Perner 使用了眼动技术来研究儿童的心理理论发展：在向儿童提问之前，主试会以自言自

语的方式，先抛出一个预期诱导问题(如“我在想它会去哪里找呢?”)，然后停顿一个短暂的时间，大部

分 2 到 4 岁的儿童这个停顿时间内都能够注视正确的位置，虽然他们无法正确地回答之后的问题。据此，

两位研究者认为，3 岁儿童已具有一种内隐的错误信念理解能力[16]。 
此后，Onishi 发现，15 个月的婴儿可以觉察到他人的行为和错误信念之间的冲突，表现为当他们在

看到对物体位置有着错误信念的主人公，去物体真实所在的位置寻找物体时，会注视主人公更长的时间

[17]。因此，研究者认为 15 个月大的婴儿已经拥有了一定的信念理解能力。但对于儿童理解错误信念的

具体年龄，不同研究者间还没有达成一致的意见[18]。 

3.2. 愿望理解 

愿望和信念是心理理论最重要的心理状态成分，理解它们对解释和预测他人行为有着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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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llman 等人曾使用多重愿望任务考察儿童对他人愿望的理解。任务首先给儿童呈现主人公需要做出的

两个选择，并询问儿童喜欢做哪一个。当儿童做出选择后，再告诉儿童主人公的愿望是另一个，然后要

求儿童回答，主人公会去做哪一件事。研究发现，儿童在 2 岁时就能够根据他人的愿望正确预测他人的

行为，但不能通过信念推理任务[19]。 

3.3. 意图理解 

意图理解就是理解他人行为原因。有研究者采用视觉注意范式来考察儿童是否能理解他人行为的意

图，结果发现，14 个月的婴儿已经能够理解，当他人做出的“注视”的行为时，有进行交流意图[20]。此

外，3 岁儿童已经能够正确回答行为的意图性问题[21]，但要到 5 岁左右，儿童才能够理解他人的意图和

愿望存在差别[22]。 

3.4. 情绪理解 

对婴儿情绪理解的研究多采用情绪识别任务。在实验过程中，研究者会让儿童看一些面部表情的照

片，如高兴、愤怒等，然后让他们辨认这些面部表情所传达的情绪[9]。研究结果比较一致地发现，在 1、
2 岁时，儿童就能够识别他人的基本面部表情，根据他人情绪做出不同的反应，并随着年龄增长逐渐理解

自己和他人情绪产生的原因[23]。 

4. 心理理论的影响因素 

4.1. 个体因素 

4.1.1. 语言 
在心理理论的研究中，大多采用故事情境的研究范式，因此言语理解能力是测量儿童心理理论的过

程中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Jenkins 等人研究发现，只有拥有理解错误信念的语言能力，幼儿才能够通过

错误信念任务[24]。Milligan 等人对 104 项语言与错误信念理解的相关研究进行了元分析，结果证实了在

儿童逐渐理解他人的过程中，语言扮演了关键的作用，儿童语言能力发展越好，心理理论发展水平就越

高[25]。 

4.1.2. 记忆 
研究发现，幼儿心理理论与记忆也呈现出密切的关联。赵婧和苏彦捷的研究发现，情景记忆对学龄

前儿童和青少年心理理论的发展都发挥着重要影响[26]。此外，也有研究者证明了时序记忆会影响到幼儿

的心理理论能力的发展[27] [28]。 

4.1.3. 执行功能 
执行功能，就是参与控制思维意识与行动的心理过程，可分为认知灵活性、抑制控制与工作记忆三

个层面。执行功能帮助孩子专注于自己的思想，不受具体现实的环境的影响。Muller 等人的研究发现

儿童执行功能的表现与其心理理论的发展具有明显的相关性[29]。在执行功能影响幼儿心理理论的理

论，以往研究者提出了表达论和出现论两种可能性。表达论认为，尽管幼儿已经对心理理论有了一定

的理解能力，但儿童无法抑制基于自我视角对于现实情境的认识，在对事物进行加工时容易受到干扰，

因此无法把自己关于心理理论任务的看法正确地表达出来。而出现论认为，执行功能有助于幼儿能分

辨自我与他人的观点，对优势反应有良好的抑制作用[30]。这两种观点的共同点在于，他们都强调了抑

制控制的重要作用。抑制控制指个体为了完成某种特定的目，对不相关的刺激进行抑制的能力。Carlson
等人的研究表明，儿童执行功能与心理理论的关系最早始于 2 岁左右假装与冲突抑制和延迟抑制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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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联系[31]。魏勇刚等人的研究表明，在幼儿四岁时，抑制控制与执行功能及心理理论之间的相关性十

分显著[32]。 

4.2. 外部因素 

4.2.1. 家庭 
家庭对儿童心理理论的发展尤为重要，儿童心理理论的发展程度与父母的教养方式存在着不可忽视

的关系研究发现，当儿童犯错误时，如果母亲以温和地反应方式对待儿童，会促进其错误信念的发展，

即惩罚式教育负向预测心理理论的发展，鼓励式教育则起到正向预测作用[33]。此外，家庭中的兄弟姐妹

对心理理论的发展也有重要影响。兄弟姐妹的数量与幼儿在心理理论测试任务中的得分呈现显著的正相

关，非独生子女幼儿的错误信念理解能力优于独生子女[34]。这可能是因为，有兄弟姐妹的儿童比独生子

女拥有更丰富的交往对象，除了和家长沟通外，还可以和自己的同龄人交流，这对心理理论能力的发展

有着促进作用。 
除此之外，幼儿心理理论的发展还受到家庭的社会经济地位的影响。与低收入家庭或落后地区儿童

相比于，高收入家庭或处于经济发达地区的幼儿能够更好地理解和体贴他人的心理[35]。同时，如果父母

的受教育程度和职业地位较高，幼儿心理理论水平相对也会更高[36]。 

4.2.2. 同伴关系 
同伴之间的交往对个体心理理论的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如果儿童想与同伴和谐共处，需要充

分调动自身的认知与理解能力，揣摩对方的想法，站在他人角度进行思考，这对幼儿心理理论的发展有

着积极的影响。研究显示，幼儿和同伴良性互动时间越长，互动频率越高，心理理论能力发展得越好[37]。
Slaughter 等人发现，受同伴喜爱的儿童性格大多开朗外向，并且普遍有良好的心理理论能力[38]。由此看

来，同伴间互动的频繁程度、交往数量和同伴关系的好坏均与心理理论发展密切相关。 

4.2.3. 文化 
人们所处的文化背景不同，受到的文化熏陶不同，心理理论的发展也会有所差异。有研究者对比了

不同文化背景下家庭独裁式教育，发现在同样采用独裁式教育时，韩国家庭的儿童心理理论发展会更好，

而英国家庭的儿童心理理论发展则更差[39]。国内学者对农村和城市文化背景下的儿童心理理论进行了

探索，结果发现城市幼儿大约在 4 岁左右获得了心理理论能力，且心理理论能力发展速度较快，相比之

下，农村幼儿的心理理论发展的速度则相对较慢[40]，这可能是由于城市和农村家庭间经济状况和儿童成

长环境差异导致的。 

5. 心理理论的理论解释 

基于各自的实验证据，研究者提出了多种不同的理论模型，来解释心理理论能力是如何获得和发展

这一问题，其中较有影响的是模拟论、理论论、模块论和心理理论的执行功能说。 

5.1. 模拟论 

模拟论认为，个体是通过心理内部的模型来理解他人的行为和心态的。在对别人的心理进行分析的

时候，人们会设想自己经历他人的内心世界，接着感受自己在相应的情境中的感觉。研究表明，与那些

和自己不同的人相比，人们更容易将自己的想法投射在与自己相似的人身上[41]。镜像神经元在模拟过程

的起到重要作用，它不仅会在个体自己进行某项活动时被激活，在观察他人执行类似的活动时也会被激

活[42]。这表明，在个体观察他人进行相同活动时，会在头脑中进行模拟，且这个过程中用到了相同的神

经基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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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理论论 

理论论认为，个体会使用概念框架来对别人的行为与想法进行预测与理解[43]。这一理论认为，人们

从构成心智概念系统的社会生活中，一点一滴地积累了抽象理论的相关内容。最初，人们只是用一些简

单的理论来解释自己的行为，但随着越来越多的证据被推翻，原来的理论就会被推翻，从而产生新的理

论[44]。 

5.3. 模块论 

模块论认为对人类心理和行为的建构以大脑先天的结构和模块为基础[45]。中心理论认为，先天的心

理理论模块从个体 2 岁时开始发生作用，随着年龄增长，抑制选择加工促进了儿童的心理理论能力，从

而更好地处理心理理论任务的执行要求[46]。此外，在任何个体进行心理理论活动时，都应该有一个特定

的脑区或者脑区组成的网络被一致地被激活。已有研究发现，这涉及到由内侧前额叶、相邻的前喙扣带

皮质、内侧后顶叶组成的皮质中线结构，以及双侧颞顶联合区[47]。 

5.4. 执行功能说 

执行功能，就是参与控制思维意识与行动的心理过程。上文中已经提到，以往研究有表达论和出现

论两种关于执行功能影响幼儿心理理论的解释，且强调了执行功能中抑制控制的主要作用。在控制了年

龄、语言能力等因素的影响之后，执行功能与心理理论之间有很强的相关性。神经成像的研究也发现，

个体在进行抑制控制及错误信念推理任务时会激活一些共同的脑区，如两侧的颞顶联合区[48]。 
综上所述，模拟论主张个体通过模拟他人心理状态来理解其心理，优势在于强调个体自身经验在理

解他人心理时的关键作用，能较好解释日常中人们快速推测他人心理的现象，但难以说明模拟过程的精

确性以及如何避免自我中心偏差，且对低龄儿童心理理论发展解释力不足。理论论认为个体像科学家一

样构建关于心理的理论来解释和预测行为，能够系统解释心理理论随年龄增长而发展的规律，强调认知

结构的变化，然而其理论构建的抽象性和难以实证性受到质疑，且对心理理论发展的具体机制阐述不够

细致。模块论能说明心理理论能力出现的相对稳定性和跨文化一致性，但缺乏对模块如何与环境交互以

促进发展的说明，且难以涵盖心理理论在复杂情境中的灵活运用。执行功能说强调心理理论发展依赖于

执行功能，如工作记忆、抑制控制等，优势在于能解释心理理论任务中执行功能对表现的影响，以及心

理理论发展与执行功能发展的同步性，但执行功能与心理理论的具体关联机制尚不明确，且不能完全解

释心理理论能力的独特性。这四种理论并非完全对立，模拟论和理论论都关注心理表征，模拟论可视为

理论论的一种特殊形式；模块论强调先天基础，理论论和执行功能说更关注后天发展，模块论可为心理

理论发展提供基础，而理论论和执行功能说则解释其在后天环境中的变化。总而言之，各个理论之间相

互补充，共同推动对心理理论复杂现象的理解。 

6. 心理理论的神经机制 

近年来，研究者开始采用认知神经科学的方法探讨个体心理理论的神经机制，从而揭示与心理理论

的脑区的定位和时间过程及神经机制。研究者采用的研究方法主要有三种，分别是电生理学研究、神经

影像学研究和脑损伤研究。 

6.1. 电生理学研究 

研究者主要使用电生理技术中的事件相关电位(ERP)技术，记录被试在特定事件诱发下的脑电波，从

而分析其在对他人心理进行推理时的脑电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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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信念的研究是心理理论中成果最丰富的一个领域。Sabbagh 和 Taylor 要求被试根据信念和照片进

行推理，结果发现这两种推理诱发的晚期慢波(LSW)在右半脑出现了分离[49]。Liu 等人在成人和儿童被

试中比较了基于信念的判断和基于现实的判断诱发的 ERP，也发现了信念推理与分布于左前部头皮的

LSW 有关[50]。Meinhardt 等人探究了信念推理和假装的神经机制，发现错误信念推理在成人被试中诱发

了 600~900 ms 时间窗口的前部 LSW [51]。蒋钦探讨了为自己和为他人的信念推理引发的神经活动差异，

发现当自己与他人的信念不一致时，为自己的信念推理在 450~600 ms 时间窗口内诱发了比为他人的信念

推理更正的 LPC [52]。 
除了信念以外，也有研究者对心理理论的愿望、意图、情绪等成分的 ERP 进行探讨[53]-[55]。总体

而言，已有的 ERP 研究揭示了心理理论与位于前额的晚期 ERP 成分有关。 

6.2. 神经影像学研究 

Saxe 和 Kanwisher 通过让被试理解故事中错误信念的研究发现，颞顶联合处与人们对他人心理的活

动进行存在紧密的联系[56]。Schuwerk 等人的 fMRI 及重复经颅磁刺激(rTMS)的研究结果发现，在加工与

自己意见相左的他人信念后部时，内侧前额皮质有重要作用，且并抑制这一区域会损害将区分他人与自

我的信念的能力[57]。此外，Brunet 等人的一项研究中，要求被试在阅读漫画的过程中，对人物的意图进

行预测，同时用 PET 对其大脑的活动进行检测，结果发现被试的内侧前额叶皮质区域存在显著激活[58]。
另外，Jackson 等人使用 fMRI 考察了个体对他人疼痛的感受，发现观看有肢体疼痛的场景时时，心理理

论的关键脑区如内侧前额区、颞下沟等区域出现了明显的激活[59]。 

6.3. 脑损伤研究 

患者脑损伤的区域不同，在心理理论任务上的作业水平上表现出不同的差异水平。 
前额叶受损会对个体的心理理论产生影响。Baron 等人发现，前额叶尤其是腹内侧前额叶受损后，患

者会出现心理理论密切相关的社会认知行为方面的障碍表现，如：言行不得体、无法读懂他人的弦外之

音、听不懂玩笑话等[60]。Stuss 等人也发现眶前额叶及右腹侧前额叶受损会影响到社交认知能力，特别

是对他人心理的觉察和理解[61]。 
此外，杏仁核受损也会影响心理理论的能力表现。Fine 等人(2001)发现左侧杏仁核受损的患者心理理

论功能严重受损[62]，Stone 报告了两名双侧杏仁核损伤的患者，无法根据他人的眼神来推测他人的想法，

这同样显示了杏仁核在心理理论加工中起到重要作用[63]。 

7. 讨论 

自心理理论的概念提出至今，人们在该领域的研究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研究者从单一地针对信

念理解进行研究，拓展到使用不同的研究范式，对愿望、意图、情绪等心理理论的不同成分的特点进行

探讨，并揭示了儿童在不同领域的发展进程及影响心理理论发展的因素，这对我们培养儿童的心理理论

能力，促进其更好地社会化发展有着重要的启示。 
此外，认知神经科学研究对于理解心理理论的神经机制有重要的作用。从神经影像学的角度看，关

于心理理论的神经影像学研究和脑损伤研究揭示了参与心理理论加工的三个主要脑区：颞极、颞顶叶联

合区及内侧前额皮层，它们在心理理论的发展中起着重要的作用。而有关心理理论的电生理研究探究了

信念、愿望、意图、情感的不同脑电波，揭示了心理理论与位于前额的晚期 ERP 成分有关。也有研究者

着手探寻心理理论加工的具体发生过程，发现心理理论加工的神经基础可能是包括前额叶在内的一个整

体神经网络[52]。 
但与此同时，该领域的发展也存在着挑战和不足之处。首先，目前心理理论的研究对象大多为儿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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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或特殊人群，关于成人和老年人的心理理论研究还有待拓展。此外，现有的关于心理理论的理论

间存在模糊之处，一个证据在支持一个理论的同时也部分验证了其他理论，这使得神经影像研究只能简

单地积累支持它们的证据，难以更好地在几个理论间进行区分。因此，也许还需要一个更具系统性的有

关心理理论的理论。再者，采用认知神经科学研究心理理论时，不同研究者选取的任务和范式存在差异，

这使得某些研究间的不一致和分歧可以用任务的结构和要求的不同来解释，从而影响了研究者对结果的

解释和分析。最后，已有的有关意愿、信念、意向等心理理论的成分的研究大都是平行的，对于心理理

论结构中不同成分的神经活动间的内在联系与差异并没有充分涉及，这还有待于今后的研究进一步补充

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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