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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自我控制能力和自我控制资源有着不同的心理机制，正确认识二者有助于了解抑郁易感儿童在撒谎行为

上的差异。本研究主要采用行为实验从不同的视角考察抑郁易感儿童在撒谎上的差异。本研究的实验1
采用一个量表选择抑郁易感的儿童完成一个任务考察自我控制对撒谎行为的影响。结果发现相比于正常

儿童，拥有较低自我控制能力的抑郁易感儿童将会出现更多的撒谎行为。实验2采用Stroop范式探索抑
郁易感的儿童在衰竭下条件的自我控制资源对撒谎行为的影响。结果发现相比于正常儿童，处于衰竭条

件下的抑郁易感儿童出现更多的撒谎行为。实验3在实验2的基础上添加自我控制资源恢复的条件考察抑

郁易感儿童在撒谎行为上的影响。结果发现抑郁易感儿童在自我控制资源恢复的条件下减少撒谎行为的

发生。这些研究结果表明，在较低自我控制能力和在自我控制资源衰竭的条件下，抑郁易感儿童都有较

大的可能会出现撒谎行为。当自我控制资源得到恢复时，抑郁易感儿童的撒谎行为反而会减少。这样的

结论说明了抑郁易感儿童的自我控制比较低，在需要克制不道德行为出现的意志比较弱。但是若他们的

自我控制资源得到恢复，这些撒谎行为也会得到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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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elf-control ability and self-control resources have different psychological mechanisms. Our cor-
rect understanding of self-control ability and self-control resources helps to understand the dif-
ferences in the lying behavior of depression-susceptible children. This study mainly uses beha-
vioral experiments to examine the differences in lying behavior among depression-susceptible 
children from different perspectives. Experiment 1 uses a scale to screen depression-susceptible 
children for visual-perceptual tasks to investigate the influence of self-control on lying behavior. 
The results of this study found that depression-susceptible children with lower self-control ability 
will show more lying behaviors than normal children. Experiment 2 uses the Stroop task to inves-
tigate the influence of depression-susceptible children on lying behavior under the condition of 
exhaustion of self-control resources. The results of this study found that compared with normal 
children, depression-susceptible children under exhaustion have more lying behaviors. Experi-
ment 3 adds self-control resource recovery conditions based on Experiment 2 to investigate the 
performance of depressive susceptible children in lying behavior. The results of this study found 
that children susceptible to depression reduce the occurrence of lying behaviors when self-control 
resources are restored. These findings indicate that under conditions of lower self-control ability 
and under conditions of exhaustion of self-control resources, depression-susceptible children are 
more likely to have lying behaviors. When self-control resources are restored, the lying behavior 
of depression-susceptible children will decrease. This conclusion shows that depression-susceptible 
children have relatively low self-control and are weaker in the need to restrain immoral behaviors. 
If their self-control resources are restored, these lying behaviors will also be reduc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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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一直以来，由于儿童所处年龄阶段的特殊性，经历了一系列心理成长的发展和社会化过程，对儿童

问题行为的关注始终是社会发展和教育者关注的焦点和使命。影响青少年身心健康的常见心理疾病其中

包括抑郁症[1]。最近的研究比较多关注一种心理疾病——抑郁症，这是一种常见的精神障碍，比较明显

的特征是心境持久低落，意志消沉明显。严重影响个人情感、思考、自我觉察和社会交往。有研究表示

100 个人中有 16 个人，在他们一生中某个时候可能患抑郁[2]。郭兰婷学者认为，儿童早期(2~4 岁)的抑

郁症状主要表现为：在得不到父母的称赞后，过度沮丧、纠缠和压抑自己的意愿等；童年中期(5~8 岁)
的儿童抑郁症主要表现在父母的拒绝，他们常表现为悲伤，不开心等；在童年的后期(9~12 岁)，由于他

们自身的原因，经常会产生抑郁感，表现为自卑、对人不热情、快感丧失和注意力的集中困难[3]。一些

学者将抑郁症视为致残和失去劳动力最主要的疾病之一[4]。但目前还不清楚抑郁症的原因、发病机制等。

所以，探索与抑郁有关的易感因素，是非常必要的。2000 年，有学者提出了一种名为“易感性压力模型”

的模式，他认为，每个人都有不同程度的抑郁病危险，这就是所谓的抑郁易感性，有些人更容易得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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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有些甚至一生都不会得病，因此抑郁症患者主要由易感、人格和外部压力引起(应激)启程。由于抑郁

的易感性会增加患抑郁症的几率，从而促进了抑郁症的发展。本研究使用了的概念是：抑郁容易感受到，

人们在外部压力的作用下，更容易感受抑郁，或者说人们更易患抑郁。抑郁易感的儿童主要表现在与正

常孩子相比，他们容易由于内在或外部因素的影响而患抑郁症。本研究以量表的方式对抑郁易感儿童和

正常孩子进行了测试，对其在某些问题上的差异进行了比较。 
抑郁易感儿童与正常儿童在正常行为的表现上没有差异[5]。但是在不道德行为上是否存在差异，这

个是目前研究比较少的内容。本研究采用撒谎行为进行探索，了解撒谎情况的问题。而“撒谎行为”这

一普遍、古老却鲜少探究的现象逐渐引起研究者的关注和重视。对于撒谎行为，目前国内外大多是聚焦

于成年人，立足心理学或错误信念理解研究的领域，其研究内涵主要包括撒谎的含义、撒谎年龄的阶段、

表现特征和撒谎的原因，但对孩子们关注较少[5] [6] [7] [8]。刘倩学者进行的一个调查发现，超过 52%的

儿童从 3 岁起就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撒谎，而且随着年龄增长，幼儿撒谎的频率也会增加[9]。有研究统计

的数据表明，幼儿撒谎行为的产生超过了 30%，这些因素包括家庭环境和父母的教养方式，以及家长的

行为等因素[9] [10]。有研究表明，若有父母具有较高的马基维利主义，那么他们的儿童具有比较高的欺

骗行为，这样的结果表示父母的行为与孩子的行为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11]。另外在一个恶劣的环境下

成长的儿童，那么他们要比生活在完整家庭中的儿童具有更多的反社会行为[12] [13]。 
但是影响儿童撒谎的因素也有幼儿自身的原因，有学者发现自我控制在识别人们的撒谎行为具有很

大的作用[14]。同时也有研究发现具有较高的自我控制能力会控制不让欺骗行为出现[15] [16]。有学者认

为撒谎的目的是为了获得更多的利益[17]。所以，这样自私自利的撒谎行为是不被社会所包容的，为了公

平的社会规范，人们会减少撒谎行为的出现。有研究发现人们的自我控制能力可以帮助他们获得比较好

的研究成果[18]，他们在社会中也会出现比较少的冲动行为[19] [20]，最后一门也会出现比较多的积极健

康行为[21]。这些研究结果说明自我控制能力在控制他们的暴力行动，满足他们获得长远利益中扮演了重

要的作用[16]。自我控制能力是属于内在特质，有研究发现人们在完成需要消耗他们的自我控制资源，他

们本身的自我进行控制心理资源将会受到影响，如果在这之后让人们完成需要他们自我控制资源的任务，

那么他们的完成质量将会受到很大的影响[21] [22]。Baumeister、Bratslavsky、Muraven 和 Tice (1998)等学

者认为自己控制可以使个人放弃立即的不合适反应，而选择更合适的回应[23]。但当人们处于自我衰竭状

态时，他们的撒谎行为更有可能会出现。他们对自己的[24] [25]。 
自我自觉控制的个人资源使用会直接影响任何个人一些撒谎者的行为，因此与自我自觉控制的个人

资源使用有关的其他因素也可能会直接影响一些撒谎者的行为。有研究发现人们损耗后的自我控制资源

能够在其他方式的作用下得到恢复[26]。年在两个具有调节性的任务之间需要加上一个时间隔阂或一种诱

导性的放松平衡状态，也就是可部分有效抵消由于自我平衡衰竭而可能产生的不良后效，从而可以促进

工作个体自我平衡控制并使任务完成水平大幅提高[27]。因此，研究儿童撒谎行为中自我控制的影响具有

重要意义。 

2. 问题提出 

综上，儿童自我控制的影响对撒谎行为具有重要意义。但在行为实施过程中，自我控制所起的监督

作用，其心理机制尚不十分清楚。自我控制能力和自我控制资源对撒谎行为的影响是不同的，而且这些

心理机制还没有被完全解除。自我控制能力较稳定，但是自我控制的资源受到许多因素的影响，这些因

素是否会对撒谎行为产生影响，这种影响会间接的还是直接地造成？在实行撒谎的角度下，与正常孩子

相比，抑郁容易感觉到的儿童自我控制力是否较差？抑郁容易感的儿童自我控制是怎样影响撒谎的呢？

谎言？我们对正常儿童和抑郁易感的儿童自我控制能力进行了分别考虑，抑郁易感的儿童对撒谎资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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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控制影响，以及抑郁易感的儿童对撒谎影响。以及抑郁易感儿童的自我控制资源的影响因素对撒谎

的影响。这些都是重要但是至今还没有足够清楚的科学问题。为了解答这些疑惑，我们拟采用行为实验

的研究方法来考察儿童撒谎行为中自我控制的影响。 
本研究包括 3 个实验，采用行为实验方法分别考察在抑郁易感儿童自我控制能力、自我控制资源及

其影响因素对撒谎的影响。实验 1 考察抑郁易感儿童自我控制能力对撒谎的影响，我们预期对比正常儿

童，抑郁易感儿童在撒谎行为中的自我控制能力是否更差；相比于具有较高的自我控制能力的抑郁易感

儿童，其他的抑郁易感儿童会有更多的撒谎行为和倾向。实验 2 探索了具有较低的自我控制资源抑郁易

感儿童对撒谎的影响，本研究预期自我控制资源衰竭的抑郁易感儿童会有更多撒谎的行为和倾向。实验

3 对抑郁易感儿童恢复自我控制资源对撒谎影响的情况进行了考察，我们认为对比自我控制资源恢复的

个体来说，抑郁易感的儿童更容易撒谎，倾向于自我控制资源的衰竭。 

3. 研究构想 

基于以上关于撒谎与抑郁易感儿童的研究现状和问题的提出，研究内容将围绕以下问题进行展开：

1) 抑郁易感儿童与正常儿童由于自我控制能力方面的差异，主要表现在撒谎行为的差异。自我控制能力

方面是内在特质，这些都是无法因外在因素影响而发生变化。但是外在因素可以影响自我控制资源的差

异，所以实验 2 将进行抑郁易感儿童与正常儿童在撒谎行为上的对比。2) 前两个实验探索出自我控制能

力和自我控制资源在抑郁易感儿童方面的差异，因为内在特质的自我控制能力无法改变，故实验 3 选择

自我控制资源的恢复进行探索。研究将考察自我控制资源的恢复对抑郁易感儿童的影响。 

3.1. 探索自我控制能力和自我控制资源在抑郁易感儿童上的差异 

采用行为实验考察自我控制能力和自我控制资源对抑郁易感儿童和正常在撒谎行为的差异。这一部

分分两个实验分别考察自我控制能力和自我控制资源对儿童的不同影响。 

3.1.1. 实验 1 抑郁易感儿童的自我控制能力对撒谎的影响 
1) 实验目的：考察正常儿童与抑郁易感儿童的自我控制能力在撒谎行为上的差异。 
2) 实验假设：对比正常儿童，抑郁易感儿童在撒谎行为中的自我控制能力更差；对比高自我控制能

力抑郁易感儿童，低自我控制能力的抑郁易感儿童会有更多的撒谎行为和倾向。 
3) 研究方法 
被试 
在某小学新生入学心理健康普查中，采用临床访谈和量表调查，筛查抑郁易感儿童和正常儿童各 300

名，然后使用自我控制量表采用前后 27%的方式对儿童进行筛选高低自我控制能力被试各 60 名。分为抑

郁易感和正常对照两组，两组在年龄(6~14 岁)、男女比例一致，以及其他人口学(教育程度、智力水平)
做到匹配一致。要求被试视力和智力正常，没有疾病，在完成实验前本研究需要获得被试监护人的知情

同意书，在完成本研究之后支付被试一定的金额。 
实验设计 
试间室和实验室的实验设计采用双相位因素实验设计。自试的变量通常是属于被试的一种类型(正常

少年儿童被试 vs.抑郁易感的少年儿童) * 自我行为控制(低被试 vs.高)，因此自变量可能是被试行为的直

接结果(例如撒谎话的次数，倾向等)。 
实验材料 
本研究采用张灵聪和黄希庭学者所编制的自我控制量表，自我控制量表主要分为三个方面的内容：

包括自我控制倾向、自我控制的策略和控制感[28]。抑郁易感的人群诊断应采用符合我国民众的心理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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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并已被证实有很好的效果。本研究主要采用的是一种叫做流调中心的抑郁量表(center for epidemi-
ologic studies depression scale)：1977 年由美国精神卫生学院 radloff 编制，这个量表主要测试被试儿童的

抑郁症状。根据上述量表，确定抑郁易感儿童及正常对照的儿童，同时将抑郁病患者排除在外。 
4) 实验程序 
本研究的实验选择在一个安静的房间进行，然后让被试在电脑前面完成主试告诉的任务，包括指导

语和实验操作。在这个研究中，主要采用一种叫做视觉–感知任务来测试被试的撒谎行为[29]。正式实验

时之前，被试首先完成 10 个练习测试。首先在电脑屏幕中间出现一个 300 ms 的“+”，然后电脑随机出

现 800~1200 ms 的黑屏，在之后电脑上出现 500 ms 的目标刺激，最后电脑出现 1000 ms 的黑屏。这样的

过程算是被试完成一次的测试。本研究的目标刺激共有 3 种情况，第一种是“左边红圆点更多”，第二

种情况是“右边红圆点更多”，最后一种情况是“左右两边红圆点数目大约是相等”。本研究主要关注

的是被试对“目标刺激”的反应与选择。本研究告诉被试的指导语为“您判断右边红点数多，则会得 0.2
元；您判断左边红点数多，则会得 0.01 元”。本研究主要测试在第三种情况下(左右两边红圆点数大约相

等)，被试是否为了获得更多的金钱奖励而进行判断“右边”多，并进行“1”键的选择。本研究的正式

实验，被试主要完成 200 个这样的测试，而被试的任务主要对这三种情况进行按键反应，若是被试认为

左侧的红点数多，则按“1”键，若是被试认为右边的红点数多，则按“2”键(见图 1)。 
 

 
Figure 1. Flow chart of a trial in Experiment 1 
图 1. 实验 1 中一个试次的流程图 
 

5) 数据处理和分析结果的方差预期 
对数据实验结果预期进行方差分析。预期结果与正常学龄儿童预期相比，如下：抑郁的易感儿童会

更多地撒谎。与高自我控制能力被试相比，低自我控制能力被试的撒谎更多。与正常自我控制能力低的

儿童相比，抑郁易感的儿童更容易发生撒谎。 

3.1.2. 实验 2 抑郁易感儿童自我控制资源衰竭对撒谎的影响 
1) 实验目的：本研究的目的是为了探究在自我控制资源衰竭下抑郁易感儿童的撒谎情况。 
2) 实验假设：对比正常儿童，抑郁易感儿童在撒谎行为中的自我控制资源更差；对比低衰竭抑郁易

感儿童，高衰竭的抑郁易感儿童会有更多的撒谎行为和倾向。 
3) 研究方法 
被试 
抑郁易感儿童的筛选方法同实验 1。预期选取 60 名抑郁易感儿童(6~14 岁)被试，被试被随机分为两

组，进行低衰竭组(30 人)或者高衰竭组(30 人)任务。男女比例一致，以及其他人口学(教育程度、智力水

平)做到匹配一致。要求被试视力和智力正常，没有疾病，在完成实验前本研究需要获得被试监护人的知

情同意书，在完成本研究之后支付被试一定的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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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设计 
本研究采用两因素被试间的实验设计。自我控制资源损耗(低衰竭 vs.高衰竭) * 被试类型(正常儿童 vs.

抑郁易感儿童)，自变量为自我控制资源损耗，被试类型；因变量是行为结果(撒谎的次数，撒谎倾向次数

等)。 
4) 实验材料与实验程序 
在这个研究中，随机将被试分成两部分，一部分被试完成一个 15 分钟的颜色辨别 Stroop 任务。在这

个任务中，被试需要对不同颜色的“字”进行判断，比如识别红颜色的“红”字，蓝颜色的“蓝”字，

这个组别被称之为“高损耗自我控制资源组”(见图 2(A))。而另一半的被试，他们需要完成一个不同的

字体颜色辨别任务，比如是红颜色的“国”字，蓝颜色的“回”等(见图 2(B))。在被试完成这些任务之

后，本研究需要对他们进行操作性的检验，主要目的是检查不同被试之间的自我控制资源情况。这个操

作性检验主要是使用一种七点量表的方式，在这个过程中，对被试进行三个问题的提问：第一，您认为

这个任务难吗？让被试从 1“很容易”到 7“非常难”的选择；第二个问题，您对这个任务付出多大的努

力呢？让被试从“1”“不需要付出努力”到“7”需要付出很大的努力机械能选择。在被试在完成这些

任务之后，所所有被试需要完成实验一的视觉–感知任务，在这个过程测试被试的撒谎行为。 
 

 
Figure 2. Flow chart of a trial in Experiment 1 
图 2. 实验 1 中一个试次的流程图 
 

5) 数据的分析和预期 
对实验结果的方差分析检测。预期结果与低衰竭儿童相比，高自我控制资源衰竭的低抑郁儿童有更

多撒谎和倾向。与低自我控制资源衰竭被试相比，高自我控制资源衰竭被试更多地撒谎。与低自我控制

资源衰竭的正常儿童相比，高自我控制资源衰竭的低自我抑制儿童更容易撒谎。 

3.2. 探索自我控制资源的恢复对抑郁易感儿童在撒谎行为上的差异 

研究一完成了自我控制能力与资源对抑郁易感儿童和正常儿童在撒谎行为上的影响，但自我控制资

源的衰竭可以因外在因素的存在而发生恢复。所以在实验 3 进行自我控制资源的恢复进行探索抑郁易感

儿童和正常在撒谎行为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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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 3 抑郁易感儿童自我控制资源的恢复对撒谎的影响 
1) 实验目的：考察抑郁易感儿童自我控制资源的恢复后撒谎行为的特性。对比抑郁易感儿童自我控

制资源的被试，抑郁易感儿童恢复自我控制的资源个体，撒谎倾向较少。抑郁易感的儿童恢复自我控制

资源被试和控制小组之间的差异并不明显。 
2) 研究方法 
被试 
筛选与实验相同，预计会有 90 名抑郁易感的儿童，被随机划分为三个组，其中包括高自我控制资源

衰竭组(30 名)、自我控制资源恢复组(30 名)和低自我控制资源衰竭组(30 名)。男女之比一致，以及人口

学(教育水平、智力等)的匹配。要求被试视力和智力正常，没有疾病，在完成实验前本研究需要获得被试

监护人的知情同意书，在完成本研究之后支付被试一定的金额。 
实验设计 
本研究的实验 3 采用一种单因素被试间的实验设计。自变量是自我控制资源损耗水平，主要分有三

种水平：第一种是高衰竭，第二种是恢复，第三种是低衰竭，因变量主要测试被试的撒谎的次数和撒谎

倾向次数等。 
3) 实验材料与实验程序 
本研究的实验程序与前面的实验程序一致，需要被试在一个安静的房间完成实验操作。在这个实验

中，三种实验操作下的被试需要完成不同实验操作。高衰竭和恢复组的被试需要被试完成同辨别类似红

颜色书写的“红”字等任务，而低衰竭组的被试需要完成辨别类似红颜色的书写的“国”字等任务。在

三组被试完成任务之后，他们需要完成“自我控制资源”状态的测试，类同与实验二，完成三个问题的

测试。在这之后，高衰竭组和低衰竭组的被试需要立刻完成视觉–感知任务，而恢复组的被试需要观看

30 分钟的喜剧片[30]，之后完成视觉–感知任务。 
4) 数据的处理和预期 
对实验结果的方差分析检查。预计结果是，高自我控制资源衰竭和自我控制资源复兴组在撒谎行为

方面存在显著差异，而自我控制资源复兴组与低自我控制资源并无明显差异。对于抑制撒谎的行为，自

我控制资源有积极的作用。 

4. 小结与展望 

本研究运用行为学的研究方法(实验室试验)，对抑郁易感儿童撒谎的自我控制进行理论梳理，对抑郁

易感儿童撒谎的自我控制特征进行分析、总结，对抑郁易感儿童撒谎的主要影响因素进行考察，阐释其

心理含义。从实验角度出发，试图用实验方法来探究抑郁易感儿童的自我控制能力以及对撒谎资源的自

我控制作用，从而探究撒谎。揭开影响这些过程的神经机制，为更好地理解青少年在撒谎过程中的作用

提供了科学基础。一方面，为深入发展抑郁易感儿童心理和行为学研究打下了基础。关于撒谎的行为研

究的重点主要是个体特征，成长环境，教育方式等。自我控制是个体行为中的重要调节机制，探索其撒

谎行为发生的机制，有助于对抑郁易感的儿童行为进一步理解和诠释。另一方面，本研究还将为抑郁易

感儿童自我控制和撒谎的关系提供实验依据，同时对行为偏见和自我损失模型进行检验。自我控制认识

是撒谎认别中的一条重要动机线索，它能够广泛应用于现实生活，对抑郁易感的儿童社会认识发展和社

交的发育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探索对撒谎行为的形成机制，有助于对抑郁容易感知的儿童社会化过程

的认识和理解。以便更好地实施教育与指导，使得抑郁易感儿童更好地适应家庭、校园和社会生活。 
根据以往的研究发现，撒谎行为是不被人们所喜欢的一种行为，所以这样的问题行为是不被社会

所接受的，那么在儿童身心的发展中，若是出现更多的撒谎行为，那么是不利于儿童健康发展的。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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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成长的过程中，如果是发现儿童有撒谎行为，及时干预儿童是十分有必要的。但是在有关儿童撒

谎行为上，需要关注一些有关儿童撒谎的内容。首先，根据以往的研究发现，幼儿会出现撒谎主要是

因为他们在心理发展程度上达到了一定的高度，儿童撒谎是学习的必然结果，因为撒谎具有多样性。

这也是抑郁易感儿童不同于正常儿童的一点，这反映出儿童不断增长的认知能力。第二，在儿童成长

的道路上，教师和家长作为儿童的成长监护人需要努力致力于建立比较好的教育环境，一方面督促儿

童正确认识撒谎行为，一方面也需要给予撒谎儿童一定的惩罚机制，这样他们就知道撒谎行为只会带

给他们惩罚等行为。这样会督促儿童朝着正确的发展方向进行成长。第三，教师、家长都必须言传身

教，为儿童树立一个模仿的榜样，树立一个不撒谎的行为。最后，因为谎言毕竟属于欺骗性的言论行

为，教师和家长不应该无视儿童的撒谎行为，不能放纵儿童撒谎行为的发展等，需要指导儿童以真实

的态度看待儿童撒谎背后的机制原因等，需要从诚信的教育角度出发，鼓励儿童在犯错误后主动承担

错误，引导孩子尽量不要撒谎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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