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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rust as a basis of mutual cooperative relationships is essential to daily routine and impacts indi-
vidual social decision-making behavior, relationship commitment and personality development. 
Past research on this topic has focused more on the trust behavior about adults. However, it is not 
adequate about the systematics and dynamics about children trust behavior. This review aims to in-
tegrate the research about 3 - 12 years old children so far, and explores the affective factors involved 
the trustworthiness traits, trust-related scenarios and strangers’ facial characters. In short, previous 
research consistently suggested that the children’s ability of trust judgment was improved with age 
and this review analyzed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about children’s trust judgment from the pers-
pective of children’s social epistemology. This review attempts to analyze the development of child 
trust behavior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hild social epistemology. Future studies should focus on the 
traits of children trust judgment, explore the mechanism of trust behavior underlying the different 
affective factors and intervention strategies, and further increase local studies on trust behavi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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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信任是合作行为的基石，影响着个体社会性的决策行为，对人际关系和个体发展起到关键作用。迄今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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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人信任的研究已经非常深入，但是对于儿童的信任行为研究还缺乏一定的系统性和发展性。本综述旨

在整合现阶段3~12岁儿童的信任发展的研究，主要从可信性特质，可信性特质与环境的交互作用以及面

孔可信性等因素对信任行为的影响进行探讨。以往研究结果一致发现儿童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更加具有社

会化的信任行为。本综述试图从儿童社会认识论的角度分析儿童信任行为的发展过程。未来应关注儿童

的信任判断的特点，深入探讨儿童信任行为的作用机制及干预措施，并加强本土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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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信任是人们开始建立并维持社会关系的重要因素。信任能够促进人们之间的共同合作并使得关系更

加令人满意(McKnight, Cummings et al., 1998；Campbell, Simpson et al., 2010)。同时，信任的破坏可以使

得社会关系消失(Lewicki & Bunker, 1996)。信任能够促使组织群体繁荣发展，提升社会网络的维持与稳定，

并加速衍生出新的社会网络(La Porta, Lopez-de-Silanes et al., 1997; Putnam, 1993)。由此可见，信任的发生

与社会发展，人际关系的维持，个体的自身发展和心理健康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 

2. 信任 

2.1. 信任定义及范式 

信任是指在社会交往过程中，个体基于对他人或其他群体的信念(或期望)而愿意去承担相应风险的心

理状态(Rousseau, Sitkin et al., 1998)。信任在社会现象层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已经在心理学，社会

学及神经科学等领域得到越来越多研究者的关注。对于信任的研究最具有的代表性的研究范式是经济学

博弈范式，即通过观察个体在两难情境下做出的决策和行为来探究个体对他人的信任水平。其中信任游

戏(Trust game)作为代表性范式之一被相当广泛的研究与使用。大量研究表明信任游戏(Trust Game)对于研

究信任具有较好的信度与效度：个体在实验室中的信任行为可以预测其在现实生活中的信任方式

(Altunay, Brown et al., 2005)；个体在以往生活中对他人的信任行为及对他人可信任的程度的估计在信任

游戏中得以体现(Glaeser, Laibson et al., 2000)。 
经典信任游戏属于非对称性信息的单向动态博弈。博弈的参与者被分配为信任者(Trustor)和受信者

(Trustee)，在博弈过程中双方无法获知对方相关信息。在实验开始时，主试给与信任者一定数额的投资本

金 X，然后由其决定从中拿出一部分本金 x (0 ≤ x ≤ X)投资给受信者，双方都清楚在投资过程中本金将翻

三倍，即 3x 到达受信者手中。然后，再由受信者决定从获得的金额中抽取一定的金额 y 还给信任者(0 ≤ y 
≤ 3x)。在该经典范式中，信任者投资的金额 x 作为个体的信任水平(Trust)。对于儿童的研究比较广泛的

是改编的对偶选择范式。对偶选择范式是儿童在某种情景下，被先后(或者同时)提供两种不同的信任信息，

儿童需要在这两种信息中选择一种作为解决问题的答案，其选择的结果就是儿童信任的对象。例如，儿

童在回答问题时，需要选择自己母亲或者陌生人给出的不同的答案作为问题的最终答案，儿童选择的答

案持有者就是信任对象。对于儿童的信任水平的判断，使用信任游戏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大多都是采用

对偶选择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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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儿童的信任研究 

生态学者指出，对其他个体或环境的信任判断是个体在陌生环境下主动识别潜在危险刺激的自我保

护机制，能够促进个体趋利避害的行为(Zebrowitz & Collins, 1997)。信任判断对人类的生存发展是不可或

缺的，在个体的生命早期阶段就已存在。同时，信任属于社会化的发展，信任影响儿童心理社会功能的

发展，并且与其学业成绩，友谊，心理社会功能或者亲社会行为等有着密切的关联(Betts, Rotenberg et al., 
2009)。因此对于儿童在经济社会化的过程中信任的形成和发展的研究是非常重要的，有助于对个体未来

信任行为的预测和干预。目前国内外的研究大量的关注于成年人，此阶段个体已经形成较为成熟的信任

心理和行为，然而对于儿童的信任的形成和发展涉及的非常有限。本研究旨在总结目前为止国内外对于

儿童信任行为的研究及主要发现。 
Camerer 较早的对儿童的信任行为进行了总结，认为个体年龄越小，其信任行为方式越符合“理性人”

假设，从最开始的基于完全理性行为开始逐渐增加对他人的信任水平。越来越多的研究为儿童信任的发

展提供证据，表明年幼儿童并不是不加区分的进行信任，而是表现出选择性信任(Koenig, Clément et al., 
2004; Corriveau, Harris et al., 2009)。 

3. 信任发展的年龄阶段 

本文把 3~12 岁年龄段儿童分为 3 岁，4~6 岁和 7~12 岁，从各个年龄阶段来说明信任判断的影响因素。 

3.1. 3 岁 

目前为止，对儿童信任行为的研究年龄最早的为 3~4 岁学龄前儿童。已有研究表明 3~4 岁是儿童基

于可信度特质进行信任判断能力发展的转折点。儿童可以通过对信任相关特质的分析来进行信任判断。

可信度是指个体值得信任的程度，可信度越高越易获得他人的信任。而可信度特质是指个体可以根据该

特质进行是否值得信任的判断，比如能力，正直，善意等。研究结果表明儿童在 3 岁时只可以根据善意

进行信任判断(Mascaro & Sperber, 2009)。但是，李庆功(2012)等人采用对偶选择范式研究了 3~4 岁儿童

在基于受信者可信度特质的前提的信任判断，结果表明，3 岁儿童可以通过这三个特质进行信任判断，

并且特质之间不存在差异，具有跨特质的一致性(李庆功等，2012)。另外，Fitneva 和 Dunfield (2010)的研

究表明，让儿童在有能力的人(对物品命名正确)和没有能力的人(对物品命名错误)的两个人中选择值得信

任的人。结果发现“好孩子”问题较之于“回答对错”会提高 3 岁儿童的信任判断的正确率，进一步的

结果表明，在进行信任判断之前是否对“好孩子”进行判断也提高了 3 岁儿童的信任判断的正确性

(Fitneva & Dunfield, 2010)。有研究指出 3 岁儿童在信任判断能力上的表现结果的不一致可能是由于个体

在较重的任务要求下，产生较大的认知负荷，从而限制了 3岁儿童表现出正确的信任判断能力(李庆功等，

2012)。由此可见，3 岁儿童可以开始基于不同的可信度特质进行信任判断，但只是起步阶段，信任能力

依然受到特质类型，认知负荷等因素的影响。 
另外，对于儿童的面孔信任的研究已经开始发展。Todorov 等人(2006)提出，成人在观察陌生面孔 100 

ms 之后便可以形成基本的信任判断(Willis & Todorov, 2006)。这种判断是主观且迅速的，虽然不一定准

确，但却直接影响之后的信任决策行为。大量研究已经表明，更值得信任的面孔较之于不值得信任的面

孔会在信任游戏中获得信任者更多的投资(Van’t Wout & Sanfey, 2008)。对于儿童的信任判断研究表明，

3~6 岁的学前期儿童已经开始具有信任行为，并表现出更愿意与有吸引力的人交朋友，因为儿童认为有

吸引力的个体会更具有亲社会行为(Dion, 1973)。最近研究表明，采用可信性面孔对比(对偶选择)的实验

任务发现 3 岁儿童表现出更倾向于对可信性面孔判断为值得信任，这是与成人基本一致的信任判断；但

是当只显示单张面孔时，3 岁儿童的信任判断正确率还存在在较低的水平，表现在对于信任面孔和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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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任面孔的分辨率只是随机水平(马凤玲等，2014)。这个研究依然反映了 3 岁儿童对于信任判断在面孔水

平上也受到任务难度和刺激差异程度的影响(Kavšsek, 2002)。 
综上，3 岁儿童已经初步具有选择性信任判断的能力，倾向于信任正确率更高的或者可信性更高的

个体，但是这种能力还是不够成熟和稳定的。 

3.2. 4~6 岁 

根据国内外的研究，儿童从 4~7 岁开始才发展特质理解的能力(杜燕红，2006)。4 岁儿童可以对各种

可信性特质进行正确的信任判断，这种依据可信性特质进行信任判断的能力已经趋于稳定和成熟(Clément, 
Koenig et al., 2004；李庆功等，2012)。在可信性特质方面，4 岁儿童可以开始根据能力特质和诚实特质进

行信任判断。大量研究表明，4~5 岁儿童的信任判断能力在各种研究范式上均显著高于 3 岁儿童，可以说

4 岁是儿童信任判断发展的分水岭(Clément, Koenig et al., 2004)。例如，Keating 和 Bai (1986)研究了 4~7 岁

儿童是否可以根据面孔信息来对他人能力这一可信性特质进行判断，结果表明儿童与成人的判断标准与成

人一致，认为五官更表现微笑的个体更具有领导力(Keating & Bai, 1986)。除了对可信度特质对信任行为的

影响的研究，关于具体情境下的信任研究也开始被关注。在具体情景下的信任判断要求年幼儿童必须综合

可信度特质和情景信息才能进行正确的信任判断。例如，儿童能否在与善意有关的情景中更相信善良的人。

研究结果表明，4 岁儿童可以开始结合情景信息及可信性特质进行综合判断。近来研究表明，儿童直到 5
岁才能正确理解特质的意义，即综合个体特质与当前所需特质情景。研究表明在特定情境下，5 岁儿童可

以依据情景在可信性特质当中选择与情景相匹配的特质的人(Vanderbilt, Liu et al., 2011)。进一步的研究采

用相似的实验范式在探查了儿童整合不同线索的能力。例如在一项找玩具情景任务下，儿童需要在“不挑

食”和“能干”的两种人中选择其中一个，结果表明 4 岁及以下儿童在不具备挑选出“能干”的人的能力，

而从 5 岁开始儿童便能够正确判断相应特质的能力(李庆功等，2012)。以上结果表明，从 5 岁开始，随着

年龄的增长，儿童可以对情景和特质具有较好的理解与整合能力，在与能力有关的情景下更相信有能力的

人，与善意有关的情景下更相信善意的人。并且在 4~6 岁之间，可信性特质与情景之间的匹配能力与特质

类型有关。在该年龄段个体在善意情景下的正确率都要比能力情景下的正确率要高。 

3.3. 7~12 岁 

7~12 岁儿童的信任判断能力已经可以不受各种研究范式与影响因素的影响，判断能力趋于稳定。由

于 7~12 岁是小学阶段，儿童为了满足与外部环境建立联系的基本需要，会与一些同伴建立相对稳定的社

会关系并相互影响(Baumeister & Leary, 1995；陈斌斌等，2011)。有研究表明同伴在儿童信任发展中的作

用举足轻重。研究结果表明，同伴的可信度对 9~12 岁儿童的信任具有积极预测作用，同伴可信度越高，

个体的信任水平越高(李庆功等，2015)。 
从可信性特质和情景的综合能力来看，个体在 7 岁开始就表现出无论是那种可信性特质，儿童都可

以做出正确的信任选择(周海丽，周晖，2014)。这说明从 7 岁开始这种基于特质能力和情景的差异消失，

各种情景都不会影响儿童对信任判断能力的表现。对于 7~12 岁儿童对于面孔可信度对初始信任的影响的

研究。蔡维香(2013)的研究结果表明，7~12 岁儿童能够仅仅依靠面孔外貌对陌生他人做出不同的可信度

区分，尤其是初始的人际交往中的信任判断(蔡维香，2013)。该研究结果表明，面孔可信对儿童的信任判

断具有一定的影响，可信性面孔相对于不可信面孔会得到儿童更积极的信任判断。并且在 7~12 岁之间是

存在年龄差异的，7 岁儿童的信任倾向较低，而随着年龄的增长，儿童的信任倾向较高，这也反映了他

们更容易相信陌生交往者。对于面孔可信度对儿童信任的判断研究结果表明，个体对可信度较低的面孔

初始信任水平较低，这种对不可信面孔的信任判断在 7~12 岁年龄段没有差异；而对于可信度较高的面孔

的初始信任水平存在个体差异，这种差异表现在个体自身信任倾向水平上，自身信任倾向性越高，越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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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将可信度较高的面孔判定为值得信任。郑璞等人也通过信任游戏探究了小学 3~6 年级(10~13 岁)儿童的

信任的发展状况，结果发现了儿童的信任水平随着年级的增长信任水平不断增加(郑璞等，2010)。 

3.4. 信任发展的影响因素 

综合现有研究，年幼儿童已经能够根据各种可信性特质及相关信息，例如面孔信息进行信任判断。

对于这种信息的判断与运用是选择性的，当个体在做出判断之前需要对相关信息进行分析。就像儿童需

要去学习新的单词，个体在信任判断时对不熟悉信息进行选择决定去信任哪一种信息(Corriveau, Harris et 
al., 2009)。例如，以往研究表明，儿童对于社会群体的信任选择，相较于外群体更喜欢信任内群体(Baron 
& Banaji, 2006)。 

从可信性特质及情景信息的角度来说，以往研究对善意和能力两个方面的研究较多。并且儿童最早发

展的是运用善意特质来进行判断研究。该结果可能是由于儿童最早根据可信性特质进行判断时，无论是和

关于善意的信任条件还是关于能力的信任条件，善意这一特质是最为重要的。所以像正直，能力的可信度

特质是随后才发展起来的。并且儿童依据情景来选择相对应的特质的个体的过程是基于上述内容完成的，

总体的发展时间要晚于单纯的基于可信度特质的信任判断，我们可以看出时间具有一定的延后性。 
从面孔可信度影响的角度来说，儿童对于和陌生人初次见面和交际时，面孔信息是最为突出和鲜明 

的信息，个体主动获得信息，并运用面孔信息对进行身份识别和特质推断。进一步地，儿童的社会经验

较之于成人更少，因此对他人是否值得信任进行判断时，个体更可能去参照面孔这种外部线索。关于成

年人的信任研究表明，个体面孔的结构特征(如面部宽度，颧骨的深浅)会影响面孔的可信度判断。但是在

儿童的研究当中，并没有深入探讨儿童对面孔中的具体结构的敏感程度。 

4. 儿童社会认知论 

本讨论旨在使用“儿童社会认识论”来探讨儿童随着年龄的变化表现出的对信息提供者的选择性信

任行为。认识论指出，个体通过环境所传达的信息以及实践来获得知识。因此社会认识论的主要任务是

在社会环境下如何对他人所传递给自己的知识进行甄选与接收。儿童社会认识理论指出，儿童期是智力

增长与知识学习的重要时期，因此对来自外界的知识进行评判与鉴别并批判性的接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能力，这种能力能够促进儿童对知识的建构。在信任领域，Harris 和 Corriveau 等率先提出了 3~5 岁儿童

就可以开始了对信息提供者的选择性信任。即当儿童面对不熟悉信息时，儿童需要对这些信息进行过滤，

选择更加值得信任的信息。大量的研究结果表明了当儿童在 3 岁开始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批判的选

择信息源的能力。他们从 3 岁开始已经能够从一些可信性特质来选择信任对象，即已经可以从不同的信

息提供者中看出可信赖程度的差异。总体来讲，儿童对信息提供者的信任主要受以下几方面的影响：对

信息提供者的熟悉程度，提供者以往提供信息的准确性，提供者的可信任特质等(Kinzler, Corriveau et al., 
2011)。因此，儿童社会认识论可以从理论角度来解释从幼儿时期个体就可以发展出选择性的信任行为。 

5. 总结与展望 

儿童的信任发展作为影响儿童社会性发展的决定性因素之一，在过去的几十年间的研究结果仍然相 
对缺乏。基于对以往研究结果的数理，我们认为未来的研究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研究。 

其一，在未来的研究中，应更多的关注在信息提供者的人格，社会角色或者行为动机等影响因素进

行操纵，以探查儿童对他人的信任判断。其二，对于儿童信任的发展的脑机制研究还不够全面，可以运

用 EEG 或者脑成像等手段来对儿童的神经机制进行研究。其三，目前为止，还没有关于儿童信任的跨文

化的研究，信任可能存在文化差异，因此开展信任的本土化研究是非常有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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