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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hildren’s selective trust means that when facing different information, they can distinguish their 
trustworthiness and willfulness according to various strategies, and selectively accept some in-
formation or trust some information providers. Most of the current studies combine children’s se-
lective trust with learning situations to explore the influence of previous accuracy, characteristics 
of information providers and nonverbal cues of bystanders on it. In this paper, we will review the 
past research and sort out its development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The future research should be 
carried out from the following two aspects: theory of mind, conflict situation, situation and the 
supplement of experimental paradig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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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儿童的选择性信任是指个体面对不同的信息时，能依据各种策略区分其可信任性，而有选择的接受某些

信息或信任某些信息提供者。现今的大多数研究将儿童的选择性信任与学习情景结合起来，探究信息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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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者的先前准确性、特征，旁观者的非言语性线索等对它的影响。本文将回顾过去的研究，对其发展、

影响因素等进行梳理。未来研究应从心理理论、冲突情境、情景等内容以及实验范式的补充完善两方面

展开。 
 

关键词 

儿童，选择性信任，选择性学习 

 
 

Copyright © 2020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1. 引言 

儿童的选择性信任是指个体面对许多信息提供者及他们提供的信息时，能够依据自身的判断区分出

信息提供者的可信赖度，从而有选择地信任某些信息提供者及他们的信息(张兰萍，周晖，2011)。儿童期

是形成学习观念的重要阶段，在这个时期儿童对知识充满着好奇但又无法通过自身的探索得到答案，便

更多的向他人求助。不同人提供的纷繁复杂的信息需要儿童有选择的信任。近年来，选择性信任与儿童

对知识的学习密切联系，逐渐成为发展心理学的热点。与此同时，信任也意味着将自身处于容易受到伤

害的境地。在我国，每年都有不少儿童被拐卖，这不能不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当儿童面对高风险情景

时，其选择性信任也极为重要。本文尝试从儿童选择性信任的概念、发展及影响因素等方面对其进行一

定的论述与展望，同时期望对于后续网络、诱拐情景等不同情景中儿童的选择性信任研究有所启迪。 

2. 选择性信任的概念 

在发展心理学的领域，由于选择性信任多与儿童对新知识的获取、学习有关，其概念也被定义为人

们在面对不同信息传达者时，能依据信息的正误区分出他们的可信赖度，从而有选择地相信某些传达者

(张兰萍，周晖，2011)。然而，当面对一名信息提供者给出的不同信息，儿童同样需要进行选择性信任。

因此可将选择性信任表示为面对不同的信息时，能依据各种策略区分其可信任性，而有选择的接受某些

信息。从而适用于学习情景与高风险情景。 
认识论是哲学的重要分支，人类认识的本质及发展过程是其主要研究部分(袁鸣，邓铸，季培，2013)。

当一些知识信息无法被自己证实时，个体很可能会被他人有意或无意地影响(丁雪辰，2016)。以社会认识

论为理论基础，儿童选择性信任研究的主要目的是探讨信息提供者信息可以被个体接受的影响机制。 

3. 儿童选择性信任的发展 

国外对于儿童选择性信任的研究稍早一些。最初的研究者 Clement 等人采用经典的物品命名任务范

式对 3~4 岁幼儿的选择性信任进行探究。发现在面对不同信息提供者时，3 岁幼儿已经能够根据信息正

确率区分个体的可信赖度(引自苏晶，2015)。后续的研究以此为基础，评估 3~4 岁儿童对举报人准确性

的敏感度，结果表明三岁的孩子不信任犯一个单一错误的人，而四岁的孩子会跟踪错误的相对频率

(Pasquini et al., 2007)。可见三岁左右的儿童已经有了进行选择性判断的策略。之后的研究者们又进一步

的将其扩展到了更复杂的选择性，区分告密者的知识渊博性(Einav & Robinson, 2011)。近几年，大多数研

究始终以准确性为基础，深入探讨儿童选择性信任的影响因素。并且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发现儿童在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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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也是有选择性的。 
国内则是由张兰萍等人(2011)开始采用物品命名任务的模式研究 3~4 岁儿童的选择性信任，发现 3~4

岁幼儿形成选择性信任后，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幼儿的亲社会行为与决策判断。可见，选择性信任在儿

童的人际信任及社会行为方面都会产生一定的影响。综合上述研究成果，较为一致的结论是儿童的选择

性信任从三岁时就已产生，且具有持续性，并开始能对其他方面产生影响。那么，这其中的影响机制又

是什么，之后的研究者们也进行了广泛的探讨。 

4. 儿童选择性信任的影响因素 

儿童做出选择性信任的策略受到多方面的影响。在儿童的选择情境里，主要有儿童、信息提供者、

旁观者三方的存在，因而更容易受到这几个方面的影响。 

4.1. 信息提供者的先前准确性 

信息提供者是直接影响到儿童信任选择的人。而先前准确性是早期研究的方向，也是儿童选择性信

任的基础。关于幼儿基于信息提供者的先前准确性进行选择信任的现象得到了大量的验证。后续的研究

深入其关系趋势，表明告密者的准确性模式与儿童的信任之间拥有稳固的关系(Ronfard & Lane, 2018)。
并将信息提供者的先前准确性与幼儿的认知策略结合，发现幼儿的选择性信任会被自身的主观感知、认

知发展水平等因素所影响(童钰，王福兴，李卉，2019)。在这个方向的研究除了进行总结与验证，更多的

是与其它因素结合，共同探讨对儿童选择性信任的影响机制。 

4.2. 信息提供者的特征 

信息提供者的特征包括信息提供者的面部吸引力、表情特征、身份、知识量等象征个人特征的方面。

相较于先前准确性，这些特征也属于儿童较容易思考的线索。在面孔吸引力方面，大量研究表明，儿童

均表现出对于面孔吸引力者高的人的选择性信任(Bascandziev & Harris, 2014；唐卫海，钟汝波，许晓旭，

刘希平，2019)。还有研究者指出，他们会将值得信赖的、看起来有能力的外貌特征与知识丰富联系起来

(Palmquist, Cheries, & DeAngelis, 2020)。而在表情特征的研究上，其结果表明教师的表情线索会影响到儿

童的选择性信任，并且存在年龄差异(盛笑莹，王异芳，张优，苏竹青，肖晶，2018；吴西弦，王异芳，

张优，2016)。身份权力的观点是近几年提出的：与同伴相比，3~5 岁儿童更愿意信任教师(马卓娅，张优，

刘靖，王异芳，2017)，同时儿童信任的选择也会受到社会权力认知的影响(程南华，李占星，朱莉琪，2018)。
其实，关于面孔吸引力与身份，成年人同样有与儿童相似的倾向。因此未来研究可深入对比两者的影响

原因，找出差异性，探讨儿童选择性信任的内在机制。 

4.3. 旁观者的非言语线索 

除了信息提供者，有时候旁观者的存在及其表现也会干扰到儿童的选择性信任。研究表明，旁观者

非言语线索的影响有年龄差异，相对于 4 岁和 6 岁幼儿，5 岁幼儿受旁观者非言语线索的影响更显著(曹
梦露，龚文进，汤永隆，2012)。除了非言语线索，旁观者的言语是否会影响到儿童的选择性信任值得探

究，包括旁观者的身份，对于权威性的老师代表与平等的同伴代表，哪一种会使儿童受的影响更大，会

受到什么样的影响，未来均值得深入探索。 

5. 儿童的选择性学习 

当大量研究表明儿童是有选择性的选择向谁学习时，许多研究者的目光也转向选择性学习，即儿童

在学习过程中的选择性信任。尽管儿童在面对信息提供者时会发生盲从的现象，但是在学习过程中，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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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却可以借助一系列线索，保证获取更为可靠的信息(张耀华，朱莉琪，2014)。有研究者也发现在儿童选

择性学习过程中特质推理起着重要的作用(Hermes, Behne, & Rakoczy, 2015)。并且即使是学龄前儿童也会

在基于个人明确理解的基础上将经核实的声明评估为比未经充分核实的声明更容易被接受(Butler et al., 
2018)。当儿童进入学校后，接受的相关教育可能影响他在学习过程中的选择性信任。Einav 等(2018)表明

在学校接受正式的阅读教学可能在儿童对印刷信息的选择性信任中起一定的作用。晚年开始接受正式的

阅读教学的儿童，对印刷信息更信任的表现要稍慢一些。生活的环境也会影响儿童的选择性学习策略。

将双语儿童与单语儿童对比，研究者发现在更大的交际语境中，社会关系可能有助于儿童社会偏好的发

展和依据发言者某些特征的选择性学习(Yow & Li, 2018)。同样是探讨儿童的语言环境在其选择性信任中

的作用，还有研究指出长久处于复杂被动语态的语言环境下，儿童会以句法的复杂度为线索来推断该向

谁学习(Leech et al., 2019)。 
由此可见，儿童学习过程中的选择性信任确实有个人的策略，并建立在理性推理的基础上，但正如

Hermes 等(2018)的研究结论：儿童原则上掌握的合理的选择性学习策略会被各种表现因素所掩盖。同时，

其理性的思维、选择性信任的策略也容易受到环境等因素的影响。未来的研究应该探索更多儿童选择性

学习中的影响因素，并找出其中的作用机制，针对此提出一些干预手段以更好地促进儿童学习。 

6. 研究展望 

尽管国内对于儿童选择性信任的影响因素探讨较多，但由于起步较晚，其中的影响机制研究的深度

还不够。此外不同文化背景下儿童的选择性信任情况与差异也因为国内相关研究数量的限制无法进行对

比。未来还需进行更多的实证研究，并且从多个方面进行探析。 
首先，儿童的选择性信任与心理理论之间的关系在现有的研究中仍然存在着许多争议。有研究者认

为选择性信任与心理理论在理论、实证等多个角度均存在联系。但也有研究者认为选择性信任与心理理

论的发展并不同步，二者的认知过程也不一样，也就并无关系(丁雪辰，邓欣媚，桑标，潘婷婷，2018；
丁雪辰，桑标，潘婷婷，2017)。未来可以从心理理论与执行功能方面研究其涉及的各个方面，探讨它们

与选择性信任的联系。 
其次，近年来的许多研究均是从单一或几个影响因素结合探究对儿童选择性信任的影响，有研究者

尝试设置冲突情境如信息提供者的知识渊博性与先前准确性的冲突(Einav & Robinson, 2011)、表情线索与

陈词类型的冲突(盛笑莹等，2018)、幼儿已有信念、母亲证言冲突(李婷玉，刘黎，李宜霖，朱莉琪，2018)
等，探索儿童在这些冲突下更容易受哪个因素的影响，比较差异性。但是相关的研究仍然太少，关于冲

突情境的设置也可以作为日后的研究方向，以期更符合现实生活，增加生态效度。 
另外，虽然目前在儿童选择性信任领域关于信息提供者与旁观者因素对其的影响均有涉及，但却忽

略了儿童本身。个体特征也是一个关键的影响因素，个体所处的环境、受教育的程度等的不同均可能影

响到自我的选择性信任。同样，有针对性的对于特殊儿童群体如自闭症患者的选择性信任研究也能补充

现有的领域成果(Ostashchenko, Deliens, Durrleman, & Kissine, 2019)。 
最后，现今的研究都把选择性信任与儿童的学习情景结合，并将其作为儿童选择性社会学习的重要

因素(Hermes et al., 2015; 柴凯轩，李宜霖，朱莉琪，2019)。但儿童的信任选择不仅仅在一种情景下。当

今时代人们的生活与网络密不可分，儿童也早早的接触了网络。然而网络上也会有一些虚假信息的存在，

这更要求儿童学会分辨。8~10 岁的儿童对在线内容的准确性评价有限，面对准确来源，打字错误也会影

响其对网页的信任(Einav, Levey, Patel, & Westwood, 2020)。由此可见，儿童对于网页信息可信度的判断

还不够准确，未来需要就网络场景进行更深入的研究并由此提出更好的教育干预手段，防止儿童受到网

络虚假信息的荼毒。此外，当前在拐骗儿童罪保护对象单一、罪状描述简易、量刑情节缺失、儿童拐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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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量高居不下的情况下(刘司墨，2018)，探讨高风险情景下的儿童选择性信任也很有必要。已有研究发现，

儿童的选择性信任会因为场景的不同而有所变化(张自爱，郑峥，张雯雨，孙捷元，李庆功，2018)。那么

风险情景下儿童选择性信任的影响因素有哪些，以及如何预防儿童受骗被拐卖现象的发生仍是未来努力

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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