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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以 80 名 315～615 岁儿童为被试 ,用个别访谈法和关键词编码法研

究了他们对人、事、物三个维度 (随时发生性、伤感性、难修复性)的丧失认知及其与

亲密度的关系 ,结果发现 : (1)他们对丧失认知是随着年龄发展而不断提高的 ,但在

发展水平上存在差异 ; (2)对广义和狭义死亡的认知具有一致性 ; (3)丧失是一种破

坏性情感 ,对儿童情感的伤害程度与其对所爱的人、事、物的亲密程度有关 ; (4) 对

丧失认知表现出自我中心性和情感色彩。

关键词 　儿童 　丧失 　亲密度 　认知

一、问题的提出
笔者在该刊 (1998 年第 4 期) 发表了题

为《315～615 岁儿童对死亡认知的研究》一

文 (简称《死亡研究》) ,该文从生物学的角度

将死亡界定为生命的终极 ,这是源于人们对

死亡含义的狭义理解 ,也是我们从心理学的

角度对该问题进行的初步探讨。在我们研究

这个问题之前 ,许多心理学家对这个问题已

经进行了大量研究。心理学家 Speece (1984)

指出 ,死亡不仅表现为生命活动的终了 ,而且

也表现为在生命过程中人失去一位所爱的

人、失去心爱的物、失去童年、失去做人的方

式以及因此招来的他人的特殊反映等。依据

该观点 ,生命终结指的是狭义死亡 ,它不包括

发生在生命过程中的物、事和活动的失去、终

止和停滞 ,即广义死亡。

七十年代 , 西方心理学家 ( Spinetta ,

1974)在研究死亡对儿童情绪情感发展影响

时发现 ,丧失 (loss)在儿童的世界中是最普通

的又是最突如其来的 ,在广度上它对儿童的

情感、认知和行为的破坏程度要大于狭义的

死亡 (Lugo , 1979) 。七十年代末 , Yarrow ,

L1 (1979) 跟踪研究了一组丧失父母 (离婚、

分离)的儿童 ,发现他们情感常年悲伤、痛苦 ,

身体疾病的发病率明显高于正常家庭的儿

童。Bradley (1979) 研究丧失父母之后的儿

童行为发现 ,他们不管是因为父母死亡还是

与其分离 ,都会引起高度的精神失常 ,包括自

杀 ,学业一蹶不振 ,少年犯罪和刑事犯罪等。

Lugo (1979)研究发现 ,一个幼儿丢失了他心

爱的皮球 ,丧气的情绪会伴随他好久 ,易引起

攻击行为。近年来 ,我国学者对离异家庭的

儿童也进行了大量调查 ,发现他们的心理问

题比正常家庭的儿童要多 (刘贤臣 ,1997) 。

纵观国内外的研究 ,我们发现西方学者

只对部分丧失父母及物品的儿童的情感和行

为进行了初步调查 ,缺少对一般儿童丧失认

知的探讨 ,更缺乏对儿童早期丧失认知的研

究。我国的情况亦是如此。为此 ,笔者在对

幼儿死亡认知研究的基础上进行了这个实

验 ,其目的一是探讨幼儿丧失认知的特点及

其发展水平 ,二是分析幼儿对狭义死亡和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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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死亡认知是否具有一致性。达到这两个目

的不仅为人们从多角度理解死亡提供实验依

据 ,而且能为教育工作者、家长有目的、有计

划、科学地对儿童进行情感丧失及挫折教育

提供一定的心理学参考。

二、研究方法
(一)被试

315～615 岁儿童 80 名 ,4 个年龄组 ,每

组 20 人 ,男女各半。被试分别来自东北师范

大学幼儿园和吉林大学幼儿园的小、中、大、

学前四个班。他们均为正常儿童 ,听力良好 ,

无言语表达障碍。

(二)研究方法和内容

采用个别访谈法和关键词编码法。第一

种方法是 4 名主试在实验正式开始前 ,分别

参与两个幼儿园四个班儿童的日常活动 ,通

过参与他们的活动 (如做游戏、讲故事等) ,熟

悉和了解被试。当双方彼此熟悉之后 ,主试

开始就丧失问题同被试交谈。当场录音 ,事

后转换成书面材料 ,以作评价儿童对丧失认

知发展水平的依据。第二种方法是采用编码

手册。编码的标尺分为三个方面 :对人、对

事、对物的丧失 ;每个方面又按问题的性质分

三个维度 :随时发生性、伤感性、难修复性 ;每

个方面与维度又按亲密度分三个等级 :亲密、

一般亲密、不亲密。编码手册的内容由与丧

失事件关系密切的 28 个陈述句子组成。例

如 ,妈妈离开了孩子 ,爸爸到外地工作 ,小兰

兰的皮球丢失了 ,小明这周没当上值日生等

等。主试逐句地、反复地向被试解释句子中

的关键词如离开、外地、丢失、没当上等是什

么意思 ,直到被试真正理解这些词的含义为

止。在理解的基础上 ,主试又向被试提出问

题 ,例如 ,谁和你亲密、一般亲密、不亲密 ;你

喜欢做什么事情、一般喜欢、不喜欢 ;你喜欢

什么东西、一般喜欢、不喜欢。然后 ,对提出

的人、事、物进行再提问。例如 ,你妈妈离开

过你吗 ? 是随时随地吗 ? 你难过吗 ? 妈妈离

开你之后的感受能常想起吗 ? 对事和对物丧

失的问题提问亦按照这个规则。共 28 个问

题。主试当场录音 ,事后将收集到的对问题

的回答内容按关键词的类别进行编码。经过

对编码项目的重测信度 (间隔一个月) 的考

察 ,r 为 0181。

(三)关键词的确定

3 名主试在正式实验前 ,到部分幼儿园 ,

采用谈话法搜集到儿童对丧失的主观认识的

词汇 43 项。主试依据现行的分类标准将这

43 项词汇分成三个方面 :对人、对事、对物的

丧失认识。然后 ,主试再将这三方面内容以

开放式的探查问题形式呈现给不同年龄的被

试 ,让他们依据自己对丧失的理解的程度进

行排序。最后 ,主试选取被试认为最能代表

对人、对事、对物的丧失问题作为本实验研究

项目。

(四)计分方法和统计

被试对丧失的三个方面及其所包含的三

个维度和亲密度的计分 :对每一个问题能很

准确的回答计 5 分、一般准确计 4 分、准确计

3 分、不太准确计 2 分、很不准确计 1 分。测

试结果均由 SPSS 软件统计处理。

三、结果与分析
(一)儿童对丧失认知水平的分析

根据实验结果把儿童对丧失认知的发展

划分为三种不同的水平 ,每一种水平的结构

特点和例示分析如下。

水平 Ⅰ:被试对实验涉及丧失的三个方

面 (人、物、事)的三个维度 (随时发生性、伤感

性、难修复性) 不能清楚认识 ,即他们不理解

与亲人如爸爸、妈妈等的分离是一种暂时性

的丧失 ,也不能理解他们的爱物如娃娃、小汽

车、画笔等被他人拿走是一种丧失 ,更不理解

他们喜爱做的事情如当值日生、做游戏等被

老师阻止或受到批评也是一种丧失。儿童认

为 :爸爸、妈妈离开他们去外地 ,还有别人照

顾 ,有玩具玩 ,有好吃的 ,他们照样可去幼儿

园 ,没关系 ;他们心爱的东西永远不会被别人

拿走 ,要是真的拿走 ,可以抢回来 ,或是让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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爸再买个新的来。儿童还认为 ,老师不让他

做值日生 ,他能够与其他小朋友做游戏 ,挺有

意思的等等。

水平 Ⅱ:能够根据某些具体生活事件 ,粗

略地描述丧失的个别特性 ,但表现出自我中

心性和情感色彩。就前者而言 ,儿童认为 ,他

的外婆、外公、爷爷、奶奶由于生病可能去医

院住院 ,或由于死了离开他 ,他感到害怕 ;他

自己的父母要上班挣钱 ,不会离他而去 ;他自

己由于年龄太小 ,也不会离开大人。此外 ,儿

童还认为 ,由于他是听话的孩子 ,他不会丢东

西、受批评等。就后者而论 ,儿童认为他喜欢

的小朋友、心爱的玩具、宠物、画笔等不会失

去 ,喜欢做的事情也不会被阻止 ;而不听老师

话的和爱打人的小朋友 ,他们的东西会被没

收 ,由于他们不听话 ,会受到老师批评等等。

水平 Ⅲ:依据对生活事件的分析 ,较清楚

地理解丧失也是死亡 ,比如亲爱的爸爸、妈

妈 ,会因生气离开他 ,喜爱的东西或物品也会

因不小心丢失或玩坏 ,喜欢做的事情也不能

总做。他们认为 ,这些事情是人无法控制的 ,

随时随地都可能发生。要是它们发生了 ,他

也没有办法 ,只会感到痛苦和难过 ,并长时间

埋在心里。这意味着儿童对丧失有了较深的

理解 ,基本把握了它的三个特点 ,即能从广义

上把丧失看作死亡。

(二) 儿童对丧失认知水平的成绩分析

(见表 1)

表 1 　各年龄组儿童在丧失认知水平中人数分

配和百分比

水平Ⅲ 水平Ⅱ 水平Ⅰ

615 岁 15 (75 %) 5 (25 %) 0

515 岁 13 (65 %) 7 (35 %) 0

415 岁 8 (40 %) 10 (50 %) 2 (10 %)

315 岁 0 2 (10 %) 18 (90 %)

　　从表 1 可以看出 ,315 岁儿童到 615 岁

儿童对丧失认知的发展经历了一个从不知到

略知再到知的过程。这一过程体现了儿童对

丧失认知的发展是从前运算思维水平开始

的 ,逐步过渡到具体运算思维水平。这一结

果与我们在《死亡研究》中获得的数据是基本

相似的 ,这表明幼儿对狭义死亡和广义死亡

认知具有相同发展的轨迹 ,所不同的是 ,在第

一级水平上儿童对广义死亡的认识略低于狭

义死亡 (张向葵 ,1998) 。

(三)对丧失特性认知的年龄阶段特点分

析

我们对上述四个年龄阶段在按编码标尺

所得到的成绩采用了 4 (年龄组) ×3 (方面)

×3 (维度) ×3 (亲密度) 的多因素 MANOVA

分析 ,并用 t 检验对两两年龄阶段间及各因

素间的差异进行了比较 (由于篇幅所限 ,t 检

验的全部结果不予例出) 。

11 不同年龄儿童对丧失认知发展的一

般趋势和差异
　　表 2 儿童对丧失特性认知发展的一般趋势 (平均数和标准差)

人 事 物

年龄 315 415 515 615 315 415 515 615 315 415 515 615

随发性 513 518 911 1311 311 314 319 519 511 611 619 913

伤感性 612 619 1012 1713 213 219 318 418 519 611 619 713

难复性 211 218 311 315 315 411 418 511 519 619 719 815

X 4153 5118 7143 1113 2196 3146 4116 5126 5163 6136 6190 8136

SD 1781 1674 1912 1563 1439 1684 1835 1651 1791 1825 1891 1632

　　经方差分析 ,年龄组间差异显著 F (3 ,

76) = 1519 , P < 0105 ,方面间亦存在显著差

异 ,F (2 ,114) = 1217 , P < 0105 ,三个维度间

差异十分显著 , F (2 , 84) = 2116 , P < 0101。

经 t 检验发现 ,各年龄组儿童对丧失的三个

方面 (人、事、物)认知在 0105 水平上显著 ,对

丧失的三个维度 (随发性、伤感性、难复性)认

知在 0105 水平上也同样显著。这说明随着

年龄的发展 ,儿童对人、事、物的丧失认知是

不断发展的 ,而对它们维度的认知有一定的

01

1999 年 　　　　　　　　　　　　　　　心理发展与教育 　　　　　　　　　　　　　　　第 4 期 　



偏差。 21 对不同亲密程度丧失的认知发展

表 3 儿童对不同亲密程度丧失的认知发展 (平均数和标准差)

人 事 物

年龄 亲密 一般 不亲 亲密 一般 不亲 亲密 一般 不亲

315 615 610 4165 315 414 311 3135 312 119

415 411 318 219 311 310 211 412 319 311

515 119 116 112 511 419 211 119 019 0151

615 116 112 111 612 611 211 113 017 0121

X 3152 3115 2146 4147 416 2135 2168 2117 1143

SD 1229 1651 1871 1981 1642 1541 1762 1246 1784

　　经方差分析 ,年龄组间差异显著 F (3 ,

76) = 14161 , P < 0105 ,亲密度间差异亦显

著 ,F (2 ,114) ,P < 0105。经 t 检验发现 ,每两

组儿童对人、事、物的三种亲密程度的丧失认

知在 0105 水平上存在差异。这说明随着儿

童认知水平的提高 ,对不同亲密度的人、事、

物的丧失认知和理解是存在差异的 ,即儿童

对某人、某事、某物的亲密程度越高 ,其产生

的丧失认知就越深刻、越长久。

31 儿童对丧失认知的性别差异

表 4 儿童对丧失认知的性别差异的平均数与标准差

人 事 物

随发性 伤感性 难复性 随发性 伤感性 难复性 随发性 伤感性 难复性

亲密 416 618 312 311 419 311 511 519 418

男 一般 319 411 319 215 211 119 413 411 317

不亲 119 110 011 112 018 015 211 1198 117

X 3146 3196 214 2126 216 1183 3183 3199 314

SD 1918 1489 1682 1824 1721 1532 1912 1829 1921

亲密 412 719 419 316 317 311 419 619 419

女 一般 315 518 511 315 215 211 412 517 412

不亲 118 112 013 114 119 017 213 211 118

X 3116 4196 3143 2183 217 1196 318 419 3163

SD 1918 1762 1893 1532 1582 1783 1428 1962 1482

　　经方差分析 ,性别间差异显著 F (1 ,76)

= 2151 ,P > 0105 ,说明儿童对丧失各维度及

其亲密度认知与性别无关。

四、讨论
(一)儿童对丧失认知的发展趋势和差异

本研究发现四个年龄组儿童对人、事、物

的三个维度丧失认知是随年龄增高不断发展

的 (见表 2) 。这一结论与我们在《死亡研究》

中的研究结果是相似的。这反映了随着儿童

生理、心理和社会性的逐步成熟 ,其对死亡的

狭义理解和广义认识基本是一致的 ,所不同

的是儿童对广义死亡认知略低于对狭义死亡

的理解 , 但没有统计学的显著差异 ( P >

0105) 。这符合儿童认知发展的整体特点和

规律。但就同年龄阶段的儿童来说 ,他们对

有关丧失的认知不是处于同一发展水平 ,出

现了同年龄不同水平的现象 (见表 1) 。其原

因可能与儿童的早期生活经验和社会性认知

水平有关。众所周知 ,年幼儿童的认知和情

感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他们的心理水平

是否能够从自我走向他人和社会。实际上 ,

由于他们生活空间的狭窄 ,与他人关系的简

单、具体 ,心理水平具有很强的自我武断性 ,

因此 ,对人、事、物的认知主要依赖其生活经

验。对丧失的认知也具有同样特点。例如 ,8

名 415 岁的儿童由于他们的亲人长期在国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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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外地工作 ,体验过离开亲人的感受 ,所以 ,

他们对丧失认知水平 (水平 Ⅲ)高于其他儿童

(水平 Ⅰ、Ⅱ) 。这一结果与《死亡研究》结果

亦十分相近 ,表明年幼儿童对丧失认知受其

生活经验制约。

(二)丧失认知中的自我中心性和情感色

彩

在水平 Ⅱ上的儿童对丧失认知表现出自

我中心性和情感色彩。就前者而言 ,他们认

为 ,他们自己是不会出现丧失现象 (如离开大

人等)的 ,由于他们是听话的孩子 ,也不会丢

东西、受批评等。这一结果也与《死亡研究》

中的结论相一致 ,表明年幼儿童的思维具有

主观性与客观性相混淆的特点 ,常表现为把

自己的观念、认识当作他人的观念、认识 ,即

用自我中心的防御武器去强化他们自己的思

维 ,排除他人的思维 ,使其对丧失认知具有自

我中心性。就后者而论 ,儿童认为他们喜欢

的人、事、物不会出现丧失现象。这也同样说

明儿童情感世界的主观色彩在宣染其理解和

判断。

(三)情感的亲密程度影响对丧失的认知

Lugo (1979)认为 ,人们对人、事、物的丧

失程度与其对它们的亲密程度有关。本实验

结果证明了这一点 ,即年幼儿童对某人、某

事、某物的亲密程度越高 ,其产生的丧失认知

就越深刻、越长久。这表明丧失是一种破坏

性的情感 ,当它突如其来的出现在儿童的生

活世界中时 ,尤如一个强盗对儿童的情感产

生直接的、不同程度的破坏和干扰。儿童对

某人、某事、某物的情感越亲密 ,受到破坏就

越大。这一点启发教育工作者和家长在对儿

童进行心理挫折教育时 ,应该注重他们对人、

事、物的情感程度 ,关心每一个情感事件 ,避

免由丧失导致的各种破坏性情感对儿童心理

发展进程的影响。我们要为幼儿营造一个

“温室”,让他们的情感世界充满明媚的阳光。

五、结论

通过以上分析 ,本研究得出以下四点主

要结论 :

11315 - 615 岁儿童对丧失认知是随着

年龄发展而不断提高的 ,但在发展水平上存

在差异 ,说明儿童早期生活经验制约他们对

丧失事件的认知和把握。

21315 - 615 岁儿童对广义和狭义死亡

的认知具有一致性。这表明在儿童发展的各

阶段中存在一个统一的认知结构或认知过

程 ,它支配着儿童在所有不同领域或认知方

面的活动 ,从而使儿童心理的发展呈现阶段

性。

31 丧失是一种破坏性情感 ,它常突如其

来地发生在儿童的生活世界中 ,对儿童情感

的伤害程度与其对所爱的人、事、物的亲密程

度有关。

41 儿童对丧失认知表现出自我中心性

和情感色彩 ,一方面反映了儿童年龄特点 ,另

一方面揭示教育工作者和家长要有意识、有

目的、有系统地帮助儿童避免生活中丧失事

件的发生 ,提高儿童自我保护意识是十分重

要的 ;同时 ,在幼儿阶段开展心理挫折教育也

是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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