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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method of experiment with fifty 3-year-old children as subject, this paper aims to in-
vestigate the characteristic of learning the different delay strategies on delay time of 3-year-old children. The 
result reveals that: (1) Attention transfer strategy can improve effectively the delay gratification time of 
three-year-old children; (2) Learning self-language-encouraging strategy can promote a tendency of improv-
ing the delay gratification time of three-year-old children, but it can’t reach the level of significant difference 
at statis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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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采用实验法以 50 名 3 岁幼儿为被试，探讨学习不同的延迟策略对 3 岁幼儿在延迟时间上的特

点，本研究结果表明：（1）注意转移策略的学习，对 3 岁幼儿在延迟时间上有显著地提高；（2）自我言

语鼓励策略的学习，对 3 岁幼儿在延迟时间上也表现出提高的趋向，但没有达到统计学上的显著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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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提出 

自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美国心理学家 Mischel

开始从事“延迟满足”的研究，并取得了较为丰富的

成果，从而引发了国内外许多学者在此基础之上展开

了一系列的研究。我国学者陈会昌认为延迟策略即是

指，在延迟情境中，儿童会采取各种言行以帮助自己

消除或减少因情境而引起的压力，延长等待时间[1]。 

所谓延迟满足是一种心理成熟的表现，是自我控制的

重要成分，具体来说，它是专指一种为了更有价值的

长远结果而主动放弃即时满足的抉择取向，以及在等

待期中展示自我控制的能力[2]。延迟满足是自我调控

系统的成分之一，是个体在缺乏外部强加刺激的情况

下，指导自己行为的必要成分。延迟满足的能力反映 

的是个体在面临诱惑时，能否控制自己的即时冲动，

而专注于更有价值的长远目标的能力。有研究表明，

幼儿期的延迟满足可以预测青春期和成年期的各种认

知和社会适应功能[3,4]。并且这种自我延迟满足能力也

可以迁移到成年早期，减轻成年期人际交往中由于被

拒绝而产生的高焦虑和消极反应[5]。以往的文献资料

表明，延迟满足的策略是可以培养和训练的，但至今

的研究仍然是一种描述性的研究，实证方面的研究并

不多见，因此研究训练幼儿的自我延迟满足能力发展

的有关问题对于研究个体的社会适应具有重要的理论

与现实意义。 

注意机制的成熟是自我控制发生与进一步发展的

重要基础。在以往的有关文献及探讨幼儿延迟策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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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中可以发现，注意转移与延长满足之间的关系密

切，注意是自控机能的一个重要的早期表现，Walter、

Mischel 的研究发现，在 3 岁以后，虽然注意已不能对

自控做出有效的预测，但是注意能力的高低，仍能通

过自控策略发生重要影响，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影响自

控水平[6]。 

维果斯基通过对学前儿童的观察发现，儿童经常

在游戏或从事一项活动时自言自语，他称之为“自我

言语”，这种自我言语可以帮助幼儿控制自己的行为，

以便 大限度地达到目标。许多研究证实，自我言语

是重要的自我调节手段之一。鲁利亚的研究发现，3

岁以下的幼儿还不能对他们自己的自我言语指导做出

恰当的反应，直到 5 岁，儿童才能像成人那样对自己

的自我言语指导做出恰当的反应[7]。 

近期有研究表明，对 5 岁、4 岁幼儿进行了有关

的延迟满足策略的训练后，幼儿的延迟满足时间得到

了延长[8,9]。那么，对 3 岁组的幼儿进行训练后，是否

也能显著地提高幼儿延迟满足的时间，分别接受注意

转移和自我言语鼓励训练的 3 岁儿童，在延迟情境中

延迟满足时间上是否存在差异，以上问题成为本研究

的研究目的。本研究的研究假设为：3 岁组的幼儿进

行注意转移策略的训练后，可以显著地提高幼儿延迟

满足的时间；3 岁组的幼儿进行自我言语鼓励的策略

训练后，不能显著地提高幼儿延迟满足的时间。 

2. 研究方法 

2.1. 被试的选择 

按随机取样法，抽取了内蒙古师范大学实验幼儿

园的 55名 3岁幼儿，后测时由于 5名幼儿因病未来园，

因此有效被试为 50 名，其中男孩 20 名，女孩 30 名。 

2.2. 研究工具和材料 

2.2.1. 实验场地的创设 

在大约 9 cm2 的屋内，安有门铃，屋子中央放置

一张桌子和一把椅子，桌子上放置一台电脑，里面装

有幼儿喜欢的游戏软件。屋内四周墙角处还散放了几

张桌椅及几个零星的塑料瓶、几块插塑、纸、画笔等。 

2.2.2. 仪器设备的准备 

两部电脑（其中一台供幼儿操作使用，另一台则

作为监视器在内设的观察室中使用），摄像头、麦克风

等。监控的电脑对实验的整个过程进行摄像。 

2.2.3. 刺激物的选择 

在实验前的预测阶段，根据对 3 岁组 48 名幼儿的

谈话 终选定用电脑游戏“吞食鱼”与“捞金子”作

为幼儿前测与后测的刺激诱惑物。在后测实验一周后，

对 40 名参与实验的幼儿进行说说 喜欢哪一个游戏

的谈话中，30 名幼儿认为两个都喜欢。6 名幼儿更喜

欢“捞金子”，4 名幼儿更喜欢“吞食鱼”。对更喜

欢其中某一种游戏的两组儿童在人数上进行卡方检

验，结果 P = 0.527 ＞ 0.05，表明幼儿在对两种游戏

的喜欢程度上不存在显著差异。 

2.3. 实验程序 

2.3.1. 预测 

在实验前一个星期，主试到被试所在幼儿园进行

预测，其一是确定实验中的诱惑物；其二是了解幼儿

对指导语的理解和对实验场地的熟悉程度，从而及时

根据实际情况调整实验方案，保证正式实验的顺利进

行。 

诱惑物是否能激起被试的兴趣、是否能满足跨性

别的一致性将决定本实验的成败。本课组的成员首先

对 68 名 3 岁幼儿进行访谈，了解他们喜欢的玩具，试

图找出幼儿普遍喜欢的东西。结果发现女孩更多的选

择芭比娃娃、毛绒玩具、积木而男孩则更多的选择汽

车、奥特曼、枪。而无论是男孩组还是女孩组的幼儿

在访谈中都有提到游戏机和电脑游戏的。于是课题组

成员采用玩具偏爱的办法，即，在幼儿面前呈现芭比

娃娃、毛绒玩具、汽车、奥特曼和一台正播放游戏的

画面，并伴随音乐的电脑，观察幼儿更关注哪个物品，

结果既有生动画面，又有乐曲伴随的电脑游戏成为了

绝大多数幼儿偏爱的物品。因此实验诱惑物确定为电

脑游戏。 

2.3.2. 前测 

实验者首先花费两周半的时间对随机抽取的儿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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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延迟满足基线水平的测定即前测。 

实验前准备：主试带领幼儿进入到实验室内，使

之适应环境并了解门铃的用途和用法，培训幼儿理解

延迟满足的程序与任务，待幼儿理解后进行实验。 

前测基本程序及指导语：“这个电脑里的游戏可

有意思了。不信你看，（教师为幼儿演示 10 秒后）老

师这会要去隔壁的屋子里办点事，一会儿就出来，你

要在这里等我，等老师的时候不要动电脑、鼠标和键

盘，等老师自己回来后，就让你玩好长好长时间，如

果你不想等，想马上就玩，可以按铃把老师叫出来，

但是，这样就只能给你玩一下电脑游戏。为了确定幼

儿是否理解延迟任务，主试要向被试幼儿提出以下有

关的问题：1、等老师的时候，你不许动什么？2、如

果你不想等老师，怎样把老师叫回来？3、按门铃把老

师叫回来让你玩游戏的时间长，还是等老师自己回来

后让你玩的时间长？被试儿童能够正确回答问题并表

示喜欢玩游戏时，方可进入到前测的测试中。 

2.3.3. 后测 

了解了每个幼儿的基线水平之后，将所有被试的

延迟时间按升序排列，将其按照 1、2；2、1 的顺序编

号反复匹配， 后将顺序编号一致的被试归为同一个

实验组（比如，凡是编号为 1 的被试进入到实验 1 组，

而编号为 2 的被试进入到实验 2 组）。由于对被试进行

了严格的匹配，因此，实验组之间在非参数的两个独

立样本的检验（Mann-whitney U）中，P = 0.823 ＞ 0.05，

表明两个实验组在干预研究之前，不存在显著差异（参

见表 1）。前测 3 周后由 2 名受过训练的主试分别对实

验 1 组和实验 2 组的每个幼儿进行注意转移策略和自

我言语鼓励的录像内容的播放及训练。 

实验 1 组幼儿观看的录像内容为：一个幼儿在遇

到需要抵制的诱惑面前，能够不去看它，接近它，而

是远离它，并通过游戏、唱歌、背歌谣、数数等抵抗

诱惑，并 终获得了想要的礼物。 

实验 2 组幼儿观看的录像内容为：一个幼儿在遇

到需要抵制的诱惑面前，能够主动用言语及时提醒自

己：“我很有耐心。我是 棒的孩子，我一定能等到

老师回来……”并 终获得了想要的礼物。 

每组幼儿看完表演后，主试要向他们提问，说说

录像中的小朋友为什么 后可以玩好长的时间，当被

试能比较清楚的用语言表达出录像的内容、表示喜欢

玩游戏，并能正确回答有关问题后，方可进入到实验

环节。 

2.3.4. 计时与编码 

根据以往的研究标准，本研究将幼儿完成任务的

时间确定为 20 分钟。延迟时间也作为本研究的因变

量。 

延迟时间计时：以时间为指标（分钟），从主试关

上房间门的那一瞬间开始，到被试触碰刺激物的那一

刻作为该被试的延迟时间。 

为保证研究的可靠性，先对评分者如何操作电脑、

记时、评价等进行培训，再由两个编码人员分别独立

进行编码，计算其 Kappa 系数，作为评分者信度指标，

结果为 0.936，说明评分的一致性较好，结果可以接受。 

2.4. 数据整理 

本实验的所有数据使用 SPSS13.0 进行数据的录

入、整理和分析。 

3. 研究结果 

3.1. 延迟策略的学习在前测与后测上的比较 

由于数据不呈正态分布，所以对数据进行了非参

数的两个相关样本的差异显著性检验（Marginal Ho-

mogeneity Test），检验结果 P = 0.000 ＜ 0.0001，表

明，不同延迟策略组的 3 岁幼儿在前后测延迟时间上

的差异是非常显著的，换言之，学习延迟策略，对 3

岁组儿童在延迟时间上有很大的影响，效果非常明显。

为了更显而易见的观察到这种变化，参见表 1 及图 1。 
 

Table 1. Comparison of the delay time before and after the test on 
three-year-old children in different delay strategies 

表 1. 3 岁幼儿不同延迟策略组在前后测延迟时间上的比较 

不同延迟  前测延迟时间 后测延迟时间 

策略组 N M SD M SD 

注意转移组 25 4′54″ 4′57″ 10′56″ 6′59 ″

自我言语鼓励组 25 5′46″ 5′59″ 7′34″ 6′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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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Comparison of the different delay strategies before and 
after the test on three-year-old children 

图 1. 3 岁幼儿不同延迟策略在前测与后测上的比较 

3.2. 不同延迟策略对延迟时间影响上的比较 

为了更进一步的了解，两个实验组的策略在前后

测的比较上，哪一组的差异更大，我们对数据进一步

深入分析。对注意转移策略组的前后测数据进行了两

个相关样本的差异显著性检验，检验结果 P = 0.001 ≤ 

0.001，说明注意转移的延迟策略对前后测延迟时间的

影响上差异非常显著；而对自我言语鼓励策略组的前

后测数据所进行的两个相关样本的差异显著性检验，

检验结果为 P = 0.104 ＞ 0.05，说明自我鼓励的延迟

策略对前后测延迟时间的影响上没有达到统计学的差

异水平。 

换言之，注意转移策略的学习更能有效的帮助 3

岁组幼儿延迟满足时间的提高，而自我言语鼓励策略

的学习在提高延迟满足的时间上没有达到统计学上的

差异水平，即效果不显著。 

4. 讨论 

在本研究中，所谓注意转移策略是指，运用一些

活动、使自己的注意不指向诱惑物，从而延长自己的

延迟满足时间。训练儿童延迟满足的一种行之有效的

方法是让儿童学会不去想、不去关注渴望得到的东西，

或者给幼儿呈现具有吸引力的新颖玩具或有趣的活

动，以使注意力从诱惑物上转移开来。儿童使用策略

的能力可能是由运动技能、言语技能和自我意识达到

一定水平所决定的。因为有研究表明，情感控制能力

和表象能力在这个发展阶段出现[10]，这些能力的发展

会促进儿童注意转移策略的使用，表象能力发展到一

定的水平可以使儿童通过玩替代性物品、探索环境来

减少因不能马上得到诱惑物所产生的挫折感，从而延

长等待时间。情感控制能力对儿童行为起着“行或

止”的功能，其对儿童的特定行为发出可否接受的信

号，内疚感与同情是儿童自我控制发展的基础。大约

在 3 岁或 4 岁，当儿童抵制不助诱惑或违反了所知的

规则时，他们开始体验到内疚感、因为他们意识到了

自己的行为与外在标准的不一致。 

KOPP 认为真正的自我控制在 3～4 岁时出现，此

时的儿童在没有外界监督的情况下也能够服从他人的

要求并表现出恰当的行为。这与本研究的研究结果相

一致。在实验的录像中，我们可以看到，接受注意转

移训练组的 3 岁幼儿在独自面对延迟任务时，大多模

仿录像中的姐姐那样，唱歌、舞蹈、画画或做其他的

与注意诱惑物（电脑游戏）无关的活动，尽管 3 岁幼

儿的延迟能力虽然不高，但接受注意转移训练后的幼

儿与他们在前测时面对延迟任务的活动相比较而言，

显得更加轻松自如，因而有效地提高了延迟满足的时

间。 

所谓自我言语鼓励策略是指，运用语言不断的提

醒自己、夸奖自己是 棒的孩子、很有耐心等等，从

而改变自己的行为，抵制诱惑，从而延长延迟满足时

间的一种方法。自我言语鼓励是自我言语的一种形式。

自我言语既是自言自语，对于年幼的儿童而言，它是

内部言语发生过程中的一种过渡形态。从个体发展的

角度来看，受言语控制的随意行为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2 岁左右是儿童的行为受成人言语的控制

和指导；第二阶段，4 岁左右，是儿童的行为受自己

的外部言语所调节，即自我言语，利用外部言语进行

对自己的控制和调节；第三阶段是儿童行为受自己内

部言语的调节，该阶段从 6 岁时，开始从外部语言向

内部语言转换。“我国的心理学者的研究表明，成人

给予幼儿明确具体的语言指示对 3 岁幼儿自控能力不

起什么作用，对 4 岁以上幼儿才逐渐起作用（许政援，

1987）。这与维果斯基和鲁利亚认为的‘言语还不能用

做心理组织的内部模式或用来自我调节直到 4 岁’的

观点吻合”[11]。本研究的结果与以往的研究结论相一

致，运用自我言语鼓励策略的训练在后测时，没有达

到统计学上的差异水平。 

另外，在对 3 岁组幼儿延迟满足基线水平的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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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发现，延迟时间不足 2 分钟的幼儿有 10 个，而能完

成延迟任务的幼儿即坚持 20 分钟的，有 2 个，说明 3

岁幼儿在延迟时间上，整体水平还不是很高，而且所

具有的个体差异也是十分明显的。通过本次研究可以

证实本研究的研究假设，并不是所有的延迟策略都适

合 3 岁儿童，对于大多数 3 岁儿童而言，注意转移策

略的训练是一个行之有效的方法，而自我言语鼓励的

方法训练，对于大多数 3 岁儿童来讲还不能起到延迟

满足能力提高的效果。 

5. 结论 

（1） 注意转移策略的学习，对 3 岁组幼儿在延迟

时间上有显著地提高； 

（2） 自我言语鼓励策略的学习，对 3 岁幼儿在延

迟时间上也表现出提高的趋向，但没有达到统计学上

的显著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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