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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reference of fairness in human beings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whole collaboration system of 
our civilization, which is significant in human evolution. The preference of fairness appears in the 
early developmental stage of human beings. This experiment explored children’s preference of 
fairness in a resource allocation task, whether it was affected by the social status of recipients. 
Forty-two children aged between 3 and 4 years participated in the experiment, in which they allo-
cated toys and food between a teacher doll and a child doll. Results showed that children less than 
3.5 years old allocated resource in favor of adults with higher social status. Children more than 3.5 
years old showed a preference of fair solution. This result indicates that children develop under-
standing of fairness between 3 and 4 years of their life, which helps them better interact with oth-
ers socially. This finding is beneficial to moral and social education in preschoo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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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人类对公平的偏好与整个社会文明合作体系关联密切，具有一定的进化意义。人类在成长早期就会出现

公平偏好，这在儿童的道德教育以及社交发展领域具有重要意义。本研究探讨在资源分配任务中，儿童

的公平偏好是否受到分配对象社会地位的影响。42名3~4岁儿童参与了实验，在一个老师娃娃和一个小

朋友娃娃之间进行玩具和食物分配。结果表明，三岁半之前的儿童对物品的分配会根据身份不同而出现

比较明显的差异，偏向于社会地位更高的成人。但三岁半以后的儿童会倾向于采用公平分配的方式。结

果表明三到四岁之间儿童的公平偏好有一定发展，帮助他们在社交互动中更好地与他人合作。本研究的

发现对于幼儿园阶段儿童道德教育与社交教育具有一定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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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儿童教育的根本任务是立德树人，这是党的是十八大明确提出的要求。在儿童成长过程中，道德发

展始终是重要的学习内容。道德发展不仅帮助儿童将社会主流价值观内化于自身，而且还给儿童提供了

社会交往中的基本行为准则。关注儿童道德发展的基本心理规律，有助于我们在教育中真正实现立德树

人的根本任务要求。 
在儿童道德发展过程中，理解公平是一个重要的亲社会原则，也是社会交往中的一个重要行为规则。

在社会各个领域，公平都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尤其是现代法制社会，公平反映在社会基本制度之中，

维系着人的基本权利和尊严，同时也维系着社会合作与分工的复杂体系。由于公平在社会各个层面的广

泛影响，人们对公平极为敏感。人们对公平的感受会影响其行为方式、情绪状态、乃至长期心理健康水

平。心理学、社会学、经济学和教育学等多个学科都曾有研究者关注公平行为与公平感知这一课题[1]。
研究表明，成年人会基于三个原则考虑公平分配：均衡(equity)、平等(equality)和需要(need) [2]，这种公

平分配是人们社会交往中采用的一种综合考虑自我和他人利益的策略。成人更喜欢把资源同跟自己关系

亲近的人、帮助过自己或者愿意帮助他人的人共享。互惠理论表明：在两个与自己无关的人之中决定要

帮助谁的一个方式是依靠观察和记住过去跟此人的互动和此人提供过的相关帮助。 
人类对公平的重视在分配收益情境中特别明显，即人类在多数情境下会选择以平均主义的方式进行

公平的资源共享[3] [4]。公平分配的现象与个体利益最大化的极端理性人假设是背道而驰的，因此引发了

心理学研究者的持续探究。一些学者认为在成年人中存在一个对不公平的心理厌恶机制，即个体在面对

不公平选项(过多或过少)时会出现一种负性反应趋向，由于这种不公平厌恶，人们会试图将多余的所得分

给别人，或者从别人那里拿回少分给自己的部分[5]。 
儿童在成长过程中也会表现出对公平的偏好以及对不公平的厌恶。皮亚杰曾用成对故事法探讨儿童

对惩罚公平性的认知发展,他认为儿童必须能够“去自我中心”才能表现出公平分配行为。在玩具分配的

具体情景中。如果一个孩子能自觉地把手中的三个玩具分给另外两个同伴各一个，那么他表现的就是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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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分配行为。后续研究表明，儿童在成长早期已经能够表现出一定的公平偏好，比如幼儿在 12 到 18 个

月之间就会首次出现在家长鼓励下和父母分享食物或玩具的行为[6]。Dunfield 和 Kuhlmeier 的研究发现，

两岁的儿童也会表现出帮助他人的行为，只要他们感知到他人帮助自己的意图。婴儿的这种利他行为既

有可能是出于互惠，也有可能是对公平性的一种偏好[7]。 
人类之所以会在成长早期就出现对公平的偏好很有可能是因为这种偏好存在一定的进化意义[8]。

Warneken 等人在实验中让三岁左右的小孩两两组成一对，通过一个特殊设计的装置，小孩子需要分别在

两边同时抓住被固定在板子上的一条绳子的两端，绳子一旦被拉动，板子就会带动在其前面的小奖品向

前方各自的两个窗口处移动，这样奖品就会随着板子从装置中出来到小孩子可以伸手拿到的窗口处，在

接近窗口处有一个分配机制的设计，以使得最后到达各自窗口处的奖品数量不同。结果表明，合作之后

幼儿更有可能进行均等分享行为。当公平偏好与社会合作密切关联时，它在进化上就会使拥有这种公平

偏好的个体具有更大的进化优势。 
影响幼儿公平偏好的因素可以被划分为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两大类。内部因素包括年龄、人格、认

知发展等。其中，心理理论能力的发展可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9]。心理理论能力是指个体理解他人

或自己的心理状态并在此基础上解释和预测他人行为的能力[10]。Takagishi 等人研究表明具备心理理论

能力的儿童能够分给他人更多的糖果[11]。这可能是由于当儿童具备心理理论能力之后，他们就可以更有

效地转换视角，以自身的立场和他人的立场两个角度来思考问题，从而在社会互动中理解他人对公平的

偏好，从而表现出更多的公平分配行为。 
外部因素同样会影响幼儿的公平偏好，比如分配对象身份和群体关系等。两岁儿童在面对父母时会

比面对其他人时表现出更多的分享行为[12]。儿童对朋友关系，内群体外群体等社会关系也是会表现出不

同的公平偏好程度[13] [14]。但是已有研究尚未对分配对象的社会地位等因素进行更细致的实验操作。因

此，本研究以实验方式分析分配对象的社会地位以及分配的物品是否会影响学前儿童的公平分配行为。 

2. 实验方法 

2.1 被试 

实验在广州市一所公立幼儿园进行，邀请了中班儿童共 42 名，平均年龄为 3 岁 6 个月(最小为 3 岁 1
个月，最大为 3 岁 11 个月)。 

2.2. 实验流程 

一名实验主试依次邀请一名儿童单独参与实验，以游戏的方式将两个小娃娃摆在桌子上，其中一个

娃娃带着一副眼镜，主试会介绍这个娃娃是老师，另一个娃娃则是小朋友。在两个娃娃中间摆放着若干

需要分配的物品，分别是仿真饼干、仿真冰淇淋和仿真西瓜，数量分别是 2、3 或 4，顺序平衡。 
实验开始时，主试首先向儿童介绍这是一个分果果的游戏，然后引导儿童辨认两个娃娃的角色：“这

个小朋友叫天天，这个是王老师，记住了吗？他是天天，他是王老师。你可以指给姐姐看，哪个是天天

吗？你可以再指给姐姐看，哪个是王老师吗？”如果儿童回答错误，主试会再次进行说明：“好像不对

哦，姐姐再跟你说一遍，要记住他们的名字哦，这个小朋友是天天，这个是王老师。” 
然后主试提出分果果的要求：“你看，现在我们有四块饼干，你可以把饼干都分出去吗？你想给谁，

就把饼干放去谁面前的小盘子里。”如果儿童在接下来的 5 秒钟时间内没有反应，主试会再次提示：“这

块饼干，你想要给谁？(拿起一块饼干)”如果指了某个娃娃，就鼓励被试自己放过去“你把它放去他面前

的盘子里好吗？” 
在儿童分配之后，或者主试 3 次提示儿童都不肯进行分配之后，实验进入下一试次：“我们再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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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什么？还有 2(或 3 或 4)块冰淇淋”。 

3. 结果 

把被试以 3 岁半为界分成两组，第一组为三岁半以前的儿童，共有有效数据 20 份，第二组为三岁半

以后的儿童，共有有效数据 19 份。另外有三个被试在实验的热身阶段因哭泣退出实验，在后续分析中不

包含这三个被试的数据。 
结果发现：被试在分配 2 个或 4 个物品时，倾向于在老师和小朋友之间进行平均分配。但是，被试

在分配 3 个物品时，出现不平衡分配。 
在分 3 个仿真饼干的时候，第一组有 5 个被试把多数分给了老师，只有 2 个被试把多数分给小朋友

(5:2)，第二组有 3 个被试把多的分给了老师，有 3 个被试把多的分给了小朋友(3:3)。 
在分 3 个仿真冰淇淋的时候，第一组有 4 个被试分给了老师，只有 1 个被试分给了小朋友(4:1)，第

二组有 4 个被试把多的分给老师，只有 2 个被试分给小朋友(4:2)。 
在分 3 个西瓜的时候，第一组有 6 个被试分给了老师，只有 2 个被试分给了小朋友(6:2)。第二组有 4

个被试把多的分给了老师，有 3 个被试把多的分给了小朋友(4:3)。 
把两组被试在分配 3 个物品时分给老师和小朋友的数量分别加和，然后进行卡方检验。分析发现，

在第一组分给老师和小朋友的比值为 15:5，达到统计显著(p = 0.03)。因为儿童发育并不是速度完全相同

的，该结果已经能说明儿童的分配倾向于老师的。而第二组给老师和小朋友的比值为 11:8，结果不显著

(p = 0.49)。 

4. 讨论 

由结果我们可以看出在三岁半之前的儿童，还普遍的愿意在资源无法平均分配的情况下倾向于自己

的老师，这可能是由于这个阶段的儿童自我中心的概念还比较严重，更倾向于把东西分给自己更为依赖

和亲近的老师。因为在幼儿园，老师对于儿童来说是重要的，与众不同的依赖和依靠。但是随着自我中

心的消失，儿童在三岁半以后慢慢懂得了公平的重要性，也在这个阶段，家长对于公平平等的教育慢慢

的被儿童所接受。 
而对于第一组三岁半之前的儿童，在分配西瓜的时候会倾向于把西瓜分给小朋友的行为，可能是因

为平时幼儿园会分西瓜，而在幼儿园里，西瓜都是老师分给小朋友的，在潜移默化中让儿童有了倾向于

把西瓜更多的分给小朋友的行为。但是为什么在第二组就没有出现这个情况呢？一个可能是随着年龄的

增大，小朋友们就更注重分配的公平而不是实际的从自己的情况出发的分配。因此，在三岁半到四岁这

个阶段，大部分儿童就已经不执著于分配时自我的利益，而更愿意随机的，公平的分配。在分配的时候，

也不再刻意的偏向老师。这就告诉我们，三岁到四岁是一个对公平的理解快速发展的重要时期，我们应

该在这个时期对儿童加以正确的关注和诱导，以使儿童更好的脱离自我中心阶段，学会公平分配资源。 

5. 结论 

本研究发现对于幼儿园阶段的儿童社交教育以及德育教育都有一定的价值，可以引导家长和教师认

识到这个阶段儿童对公平偏好的认识，从而以顺应儿童心理特征的方式对儿童进行更有效的教育引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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