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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移情是心理学的重要研究领域之一。文章从发展心理学有关移情的研究入手 ,对移情的定义、所涉及的心理机制和影

响因素进行了梳理。并概述了发展心理学在该领域研究的主要研究成果和最新的研究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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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展心理学意义上的移情概念最早可以追溯到苏格兰

经济学家和哲学家亚当·斯密 (Adam Smith) 。在其 1759 年

出版的《道德情操论》( The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 ) 一书

中 ,亚当·斯密指出移情是由理解他人的观点 ,并作出相应的

情绪反应能力组成的。这一观点很快被英国哲学家、社会进

化论者赫伯特·斯宾塞 ( Herbert Spencer) 引入到心理学的研

究领域。一个多世纪以来 ,研究者从不同的角度对移情进行

了广泛的研究 ,取得了大量的研究成果。本文拟从发展心理

学相关研究的视角出发 ,对移情的定义、心理机制和影响因

素进行全面的梳理 ,以期为以后理论的整合提供有益的参

考。

1 　移情的定义

　　移情的定义非常的复杂 ,它往往是与角色采择 ( role

taking) 、情绪匹配 (emotional congruence)以及同情 (sympathy)

等概念联系在一起 [1 ] [2 ] [3 ] ,这些概念都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

移情的不同心理过程。但在移情的确切定义以及核心要素

等问题上 ,研究者并未达成一致。就如 Zahn - Waxler 等人指

出的 ,关于移情 ,人们能够确定的是 ,它与亲社会行为有关。

纵观已有的移情定义 ,根据其强调的侧重点不同 ,大体可分

为以下三类 :

1. 1 　强调认知因素的移情定义

这类定义认为 ,移情这一心理品质的核心要素在于个体

对他人内在状态的认知觉察。只要具备了这种认知上的觉

察 ,那么移情就已经产生了。这类概念并不强调移情过程中

所伴随的情绪体验以及随之而产生的行为活动。这类定义

的典型代表是 Hogan ,他认为“移情是对他人所处境遇以及心

理状态在认知或想象层面上的理解 ,这其中并不包含对他人

情感的实际体验”[4 ] 。

1. 2 　强调情绪因素的移情定义

也有的研究者将个体在移情中产生的情绪体验视为移

情的核心要素 ,在他们看来移情是对他人产生共感的情绪反

应。单纯对他人内心状态的认知觉察并不意味着个体能够

体验到他人的感受 ,只有在真正体验到他人的感受之后 ,才

能够产生真正的移情。这一观点以 Mehrabian 和 Epstein 为

代表 ,他们认为移情是“对知觉到的他人情绪体验的情绪反

应”[5 ] 。

1. 3 　强调认知与情绪融合的移情定义

作为移情的重要组成部分 ,认知和情绪似乎缺一不可 ,

于是一种融合的观点开始产生。研究者越来越相信 ,移情是

由认知和情绪共同组成的复杂融合体。近年来 ,有关移情的

定义越来越倾向于采取这种融合的观点。如 Cohen 和

Strayer 就认为 ,移情是“理解他人情绪状态以及分享他人情

绪状态的能力”[6 ] 。

尽管对于移情的定义尚存在一定的争议 ,但对其某些特

征还是得到了研究者们的广泛认同。首先 ,移情被认为是在

个体身上广泛存在的 ,并且在个体之间存在差异。因此可以

看作是一种个体差异的因素 [7 ] 。其次 ,大多研究者都相信移

情是可以测量的 ,有些研究者甚至编制了特定的移情测量量

表 ,如霍根移情量表 ( HES) 、情感移情问卷 (QMEE) 和人际反

应指标等 ( IRI) 等。第三 ,大多数研究者都认为移情可以影

响个体的行为。研究表明移情与亲社会行为之间存在显著

的相关[8 ,9 ] 。

2 　移情的心理过程

　　传统的心理测量学研究往往将移情视作是个体身上稳

定的、单一维度的特质 [10 ]。但也有研究者对此提出异议 ,认为

移情是一种包含多种心理成份的心理现象。Davis 就曾提出

过移情的多因素模型 ,认为移情是由移情性关注 ( Empathic

Concern) 、观点采择 ( Perspective - Taking) 、与虚构特征的一

致 ( Identification with Fictional Characters) 以及移情忧伤

( Empathic Distress ) 四 种 成 分 所 组 成[1 ] 。Feshbach 和

Kuchenbecker 则认为移情有两个认知成分和一个情感成分。

认知成分是辨认和命名他人情感状态的能力和采取他们观

点的能力。情感成分是情绪反应的能力 [11 ] 。目前来看 ,大部

分研究者都认为情绪和认知是移情所涉及的最重要的心理

过程。

2. 1 　移情中的情绪成分 :

移情是一种情绪概念 ,其产生源自于个体被自己知觉到

他人的感受所打动。从进化心理学的角度来看 ,移情的本质

源于合群的需要 ,最早和最基本的移情是一种本能 ,而不是

建立在认知的基础上的。正如 Trevarthen 等人所指出的 ,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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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对他人痛苦和其他同类信号 (如哭泣 ,悲伤的表情) 的反应

远远早于他们对这些状态的认知理解 [12 ] 。当然 ,婴儿的本能

反应只是一种最低形式的移情反应 ,它是移情进一步发展的

基础。研究者区分出了移情中三种主要的情绪成分过程。

2. 1. 1 　情绪感染 :

情绪感染是对于他人情绪状态或需要的直觉反应。

Dondi ,Simon 和 Caltran 研究表明刚刚出生的新生儿在听到

别的孩子哭泣时自己也会哭。婴儿的这种移情性哭泣可以

看作是情绪感染的典型代表。研究发现 ,这种移情性哭泣更

多是依赖于刺激的性质。Martin 和 Sagi 等人研究表明 ,新生

儿对于自己哭声的录音和黑猩猩的哭声不会做出这样的反

应[13 ,14 ] 。

除了上述的移情性哭泣之外 ,也有研究者指出表情移情

也是情绪感染的一种。表情移情是指新生婴儿模仿面部特

征的能力。这些模仿包括情绪表情特征 ,以及其他特征 (如

语气等) 。研究表明 ,刚出生的新生儿就具有这种表情模仿

的能力[15 ] 。对面部表情的模仿虽然并不必然产生移情情绪 ,

但是正如很多研究者所指出的 ,面部表情特征的模仿能够并

且常常导致类似的情绪体验 [16 ] 。

通常认为 ,新生儿并不具备对他人情绪进行认知表征及

理解的能力 ,因此情绪感染并不包含对情境和他人心理状态

的认知理解。这就意味着新生儿似乎有着与生俱来的移情

能力 ,也就是说 ,在当个体知觉到某种客观事物时 ,一种特殊

的反应便自然而然的产生了。知觉与情绪反应之间似乎有

着天生的连接关系。然而有关这种先天机制的研究目前来

看还只是停留在一般的概念讨论层面上 ,实证性的研究并不

多见。神经心理学的研究对此假设提供了支持性的证据 ,如

Dimberg 等人通过纪录被试的脑电反应发现被试会在无意识

中迅速的模仿他人的表情。

需要指出的是 ,尽管这种移情成份在很小的婴儿身上就

表现出来 ,但我们仍然可以在随后的生命发展过程中找到情

绪感染的踪迹。例如 ,别人朝我们笑的时候我们自然也会朝

他们笑 ,并因此体验到一种幸福的感觉 ,此外也有研究表明

成人似乎有一种模仿孩子以及其他成人面部表情的倾向 ,而

这种过程往往是在无意识中进行的。因此 ,情绪感染可能既

是原始的移情表现 ,也可能是所有移情发生的第一步。

2. 1. 2 　映射性情绪 :

映射性情绪是指移情主体产生了与客体相同的情绪体

验。研究者认为 ,移情个体看到某人有某种需要或处在痛苦

中 ,或者是听到他的不幸时 ,个体会从他人的角度来看待这

一情境 ,并因此而分享到他人的感受。考察这种移情反应方

式的理论有很多 ,这其中有两种观点最具有代表性 ,即所谓

的拟化论和理论论。

拟化论认为 ,这种映射性情绪的体验来源于个体对类似

事件的经历[17 ] 。在产生映射性情绪过程中 ,个体接收到有关

的情绪信息 (如他人受到伤害等) ,接下来个体就会对这些信

息做出反应 ,而反应的方式就像这些不幸发生在自己身上一

样。Goldman 研究指出当实验要求被试努力想像他人正在经

历的感受时 ,被试会更加易于体验到移情的压力 [18 ] 。Nichols

等人则研究表明 ,被试通过想像自己正在靠近某一热源从而

产生了相同情境下与他人相同的情绪体验 [19 ] 。Gordon 指出

这种共感通常是自动产生的。他并不需要个体特殊的意志

努力[20 ] 。

Nichols 等人的理论论则对移情中的映射性情绪提出了

另外一种解释[19 ] 。在他们看来 ,移情同样可以理解成信息处

理的结果。移情个体是使用自己已有的情绪信息来感受他

人的情绪。当一个小男孩看到他的好朋友不慎切伤了自己

的手指时 ,他可能马上想到自己也曾经切伤过自己 ,并立刻

感到一种由特定经历所诱发的震惊。根据这种以信息为基

础的说法 ,我们是采用记忆等形式 ,运用已有的知识来了解

他人的处境。这种信息与情绪相连 ,所以当我们观察某一特

定的情绪状况时 ,记忆被激活 ,情绪反应随之而出。

2. 1. 3 　反应性情绪 :

反应性情绪不同于映射性情绪 ,后者是产生与他人相同

或相似的情绪体验 ,而前者指的是个体随后的情绪性反应 ,

即通常意义上我们所谓的同情、关心和怜悯等。当我们看到

他人处在痛苦中时 ,我们除了产生与他人类似的情绪 (映射

性情绪)外 ,还会产生一种怜悯之情。这就是反应性情绪的

典型代表。

通常而言 ,反应性情绪可以分为两类 ,即同情 (sympathy)

和个体压力 (personal distress) 。其中 ,同情可以定义为源自

对他人情绪状态或处境理解的情绪反应 ,这种反应并不是与

他人情绪状态相同的反应 ,而是一种悲痛或对他人关心的反

应[21 ] 。相反 ,个体压力可以定义为在对他人情绪理解的基础

上产生的一种自我聚焦 ( self - focused) 的、厌恶性的情绪反

应[22 ] 。Eisenberg 和 Fabes 认为这种反应通常是反映了移情

的过度唤醒 (overarousal) [21 ] 。

Eisenberg等人认为将同情和个体压力区分开是非常重

要的 ,因为二者指向于不同的行为反应。研究表明 ,同情与

亲社会行为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 ,而个体压力与亲社会行

为之间却不存在相关 [21 ] 。不仅如此 ,同情还和较高水平的道

德推理存在正相关 ,而个体压力却与之无关 [23 ] 。

然而 ,关于反应性情绪是否应该包含在移情过程当中 ,

不同的研究者之间尚存在一定的分歧。Zahn - Waxler 和

Batson 等人认为个体产生与他人相同的情绪并不是移情的

全部 ,移情过程应该包含提供安抚或帮助的冲动[24 ] 。而

Eisenberg 却持不同的意见。在他看来 ,反应性情绪是移情的

结果 ,而映射性情绪才是移情的典型特征。

无论如何 ,反应性情绪是指向于亲社会行为的 ,而单纯

的映射性情绪并不会导致亲社会行为的产生。在移情反应

中 ,我们把他人的情绪状态知觉成一种对自己的要求。我们

看到了痛苦 ,感觉到怜悯 ,我们知觉到害怕并急于提供安抚。

因此 ,反应性情绪是激发亲社会行为的前提。

2. 2 　移情中的认知成分 :

移情是以认知为基础的。有关移情中的认知研究主要

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

2. 2. 1 　对自我和他人认知上的区分 :

Hoffman 将移情行为与认知发展联系起来 ,指出对于自

我和他人在认知上的区分能力的出现是产生移情行为的重

要因素。并据此提出了移情发展的阶段模型 ,把移情的发展

划分为 4 个阶段 :

阶段 1 :物我不分的移情阶段 (0～1 岁) 。这一阶段的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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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尚不能清楚地区分自我和他人 ,他人的苦恼和痛苦往往引

发的是一种综合的苦恼反应。他们并不清楚到底是自己还

是他人在经历着痛苦与悲伤。

阶段 2 :自我中心的移情阶段 (1～2 岁) 。处于这一阶段

的儿童逐渐学会区分别人与自己的痛苦。然而 ,由于年龄小

的儿童不能清楚地区别自己和他人的内部状态 ,他们经常将

二者混淆起来。因此 ,儿童的助人行为是“自我中心”的 ,也

就是说 ,儿童试图通过行动减轻他人的苦恼看起来也许只是

为了减轻自己的苦恼。

阶段 3 :认知的移情阶段 (2、3 岁开始) 。处于这一阶段

的儿童已经具备了区别自己与他人观点和情感的能力。2、3

岁儿童的助人行为比年幼儿童更恰如其分地反映了他人的

需要和情感。这是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 ,儿童学会了搜寻关

于他人的与理解他人苦恼有关的信息以及能够用来形成有

效的助人策略的信息。

阶段 4 :超越直接情境的移情阶段 (童年晚期以后) 。尽

管儿童的移情还是由他人的直接苦恼所唤醒 ,但他们的唤醒

被对他人的苦恼不是暂时的而是长期的认识所加强。即使

在直接情境中并没有关于这种痛苦的线索 ,儿童还可能会想

象另一个人所经历的痛苦来产生移情。因此 ,在霍夫曼移情

发展的最高阶段 ,各种类型的信息 ————包括来自需要者的

表达线索、直接情境线索和关于他人生活状况的认识 ————

都能引发移情反应。

2. 2. 2 　对他人情绪状态的判断与理解 :

移情反应产生的前提在于 ,儿童对他人情绪状态的正确

判断。Feshbach 认为移情中认知的作用可分为两个阶段 :一

是感知和判断 ,即运用相关信息认识、确认和命名情绪状态

的能力。二是观点或角色采择 ,即假设或者体验他人观点的

能力[25 ] 。在此基础上 ,个体才能做出相符的情绪反应 ,即产

生真正的移情。

有关移情与认知关系的探讨主要来自于自闭症儿童的

研究证据。Frith 研究认为自闭症儿童难以获得真正意义上

的移情[26 ] 。其原因一方面是因为那些患有自闭症的儿童往

往对他人表现出来的情绪并不感兴趣 [27 ], 另外一方面则是因

为自闭症儿童的情绪认知能力存在缺陷 [26 ] 。

3 　移情发展的影响因素

　　影响移情发展的因素有很多 ,研究者的注意力主要集中

在人格、气质、依恋和父母教养方式等对移情的影响 :

3. 1 　人格与移情 :

人格与移情之间既有区分又有重叠 ,很多研究者认为移

情本身就是人格的一部分。而有关人格与移情关系的研究

主要集中在气质与移情、人格与移情两个方面。

Shari K. Young 等人对 50 名 4 个月大的儿童进行了为

期一年多的追踪 ,旨在探讨气质与移情的关系。研究结果表

明 ,4 个月时的唤醒不足 (underarousal) 可以预测 2 岁时儿童

的移情水平 :唤醒水平较低的婴儿较之唤醒水平高的婴儿在

两岁时表现出较少的移情反应。此外 ,两岁儿童的行为抑制

性与儿童的移情也存在显著的负相关 [28 ] 。Eisenberg 等人也

考察了儿童的努力控制与移情性反应的关系。研究结果表

明在努力控制上得分较高的儿童表现出了更多的同情反

应[29 ] 。

Victoria Del Barrioh 等人考察了移情与“大五”人格理论

中五种人格因素的关系。研究表明 ,移情与宜人性、尽责性

和开放性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 ,而与情绪稳定性则不存在

相关[30 ] 。

3. 2 　依恋与移情 :

根据鲍尔比的理论 ,儿童与其抚养者的依恋关系最终会

使得他们形成一种表征人际关系的“内部工作模型”,而这种

“内部工作模型”又会指导儿童未来的人际交往。由于移情

也是人际交往的一部分 ,因此二者之间必然存在某种关系。

Bischof2Khler 在实验室条件下考察了依恋与移情的关系。其

中 ,她通过设置一种打碎器具的场景来考察儿童的移情反

应。研究表明 ,大部分非安全依恋的儿童未能表现出移情反

应 ,而那些作出移情反应的儿童往往是那些安全型依恋的儿

童。现实的观察也发现 ,年幼的儿童对同伴的处境往往很少

表现出移情反应 ,而一旦出现了移情反应 ,往往是那些安全

型依恋的儿童参与其中 [31 ] 。Cassidy 的研究则认为安全型依

恋的儿童更善于表达和交流自己的情绪 ,而这是产生真正移

情的必备条件[32 ] 。

Joireman 等人考察了成人依恋与移情之间的关系。他们

采用 Collins 和 Read 的成人依恋量表 ( Adult Attachment

Scale) 和 Davis 的人际关系指数 ( Interpersonal Reactivity

Index)对 134 名大学生进行了调查。研究发现 ,安全型依恋

中的亲密感和信任与移情中的移情关心和观点采择存在显

著的正相关[33 ] 。

3. 3 　父母教养方式与移情 :

Barnett 认为儿童的移情要想顺利地发展 ,其家庭环境必

须具备以下几方面条件 : (1) 能够满足儿童的情绪需要同时

又不鼓励过分的自我关心 (self - concern) ; (2) 鼓励儿童体验

和表达各种情绪 ; (3) 使儿童有机会观察和参与与他人的互

动。从这一角度出发 ,父母的教养方式无疑是影响儿童移情

发展的重要因素。

Eisenberg 等人考察了父母表达性 (parents’expressivity)

与儿童移情反应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 ,父母的积极表

达与儿童的同情反应之间的相关呈边缘性显著[34 ] 。而

Vreeke 和 Mark 则采用个案追踪的方式探讨了父母教养方式

的方方面面与儿童移情发展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 ,父母的

反应敏感性和训练方式会影响儿童移情的发展[35 ] 。Lisa

Kiang ,Amanda J . Moreno 和 JoAnn L . Robinson 则探讨了母

亲对于教养的预期以及母亲的敏感性与儿童移情之间的关

系。研究表明 ,母亲对教养的预期可以预测儿童的移情发

展 ,而母亲的敏感性是二者之间的调节因素 [36 ] 。Qing Zhou

和 Nancy Eisenberg 等人考察了父母温暖 (parental warmth) 、

父母表达性与移情反应的关系。研究结果认为 ,父母温暖与

儿童的移情之间相关显著 ,而父母表达性可以调节二者之间

的关系[37 ] 。

4 　评价与展望

　　作为心理学核心概念之一的移情 ,在过去一个多世纪里

得到了心理学研究者们的广泛关注。发展心理学也在这一

领域开展了大量的研究工作 ,为我们理解和认识这一心理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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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提供了丰富的实证材料。但是 ,纵观已有的移情发展研

究 ,我们也不难发现 ,仍有一些问题困扰着该领域的研究。

首先 ,对于移情的认识仍存在很大的差异。我们是否可以简

单的将其视为一种个人的品质 ? 移情究竟是一种连续的变

量 (即有高低之分) 还是一种间断的变量 (即有无之分) ? 对

这一问题的认识 ,研究者之间还存在较大的差异。其次 ,从

移情的功能来讲 ,它是在知觉到他人的感受 (痛苦、需要、不

安等)后寻找一种反应的方式。这一功能底下是否会有更为

基本的调节机制 (如获得亲密关系) ? 这种基本的调节机制

是否存在进化的根源 ? 目前来看 ,研究者对于移情功能的进

化背景并没有进行深入地探讨和研究。最后 ,移情的发生不

是单单有主体便会产生的 ,在很大程度上 ,移情是产生与特

定的情境和关系下。如何将情境和关系纳入到移情机制和

功能的研究中 ,这也给研究者提出了很大的挑战。

综上所述 ,有关儿童移情的研究对移情背后的心理机

制、影响因素等方面开展了大量的研究 ,初步揭示了移情背

后所涉及的心理过程和成分 ,并对儿童移情发展的促进提供

了有益的指导。但在某些核心问题上仍存在一定的争议。

解决这些问题的途径之一 ,就是借助其他研究领域的理论方

法与技术。可以预期的是 ,未来的移情研究将在更为广泛的

领域内 ,整合其他心理学分支学科 ,甚至心理学以外相关学

科的研究成果 ,对移情的本质、发展的特点进行更为深入的

探索 ,为为培养儿童良好的心理品质提供依据和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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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Mechanism and Affecting Factors of Children’s Empathy

L i u J unsheng1 ,2 , Zhou Yi ng3

(1 Department of Applied Psychology , Shanghai Normal University , Shanghai , 200234)

(2 Center of Child Development and Family Studies , Shanghai Normal University , Shanghai , 200234)

(3 China Executive Leadership Academy. Pudong , Shanghai , 201204)

Abstract　 Empathy is a very important research field in psychology. The article integrated many results of relevant researches in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 and summarized the definition , mechanism and affecting factors of empat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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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Event2related Potential Study of Formal2operation Development
in 9 to 112year2old Children

Zhang Qiong1 , S hi Jiannong2

(1 Department of Psychology , Zhejiang University , Hangzhou , 310028)

(2 Corresponding Author , Institute of Psychology ,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 Beijing , 100101)

Abstract 　Evidence from resting EEG showed that cognition development is both continuous and discontinuous , while evoked2
potential studies failed to prooide similar evideme , probably due to oddball tasks which were not sensitive enough. To investigate the

electrophysiological evidence of cognitive development , an adapted formal2thinking task was employed. 31 children aged from 9 to 11

participated in the study and the electroencephalography as recorded.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reaction time decreased and accuracy

increased with age. The N380 amplitude was lowest for the 102year2old group , and the topography of 3502400 ms was more diffused

for the 102year2old group , which suggested a change of information processing mode or a transformation of brain maturation and

cognitive development .

Key words : children , information processing , development , event2related potenti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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