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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观点采择是指个体从他人或他人所处情境出发, 想象或推测他人情绪、观点或态度的过程。

观点采择的发展受诸多因素的影响,其中社会互动对观点采择的影响一直受到诸多研究者的关注。本文

从建构主义观点角度出发,将不同社会互动场景对观点采择的影响以及可能存在的底层机制进行综述

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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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erspective-taking refers to the process in which individuals imagine or speculate other people's 

emotions, opinions or attitud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others. The development of perspective-taking is 

influenced by many factors, among which the influence of social interaction on  has been concerned by many 

researcher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nstructivism, this paper summarizes and analyzes the influence of different 

social interaction scenarios on perspective-taking and the possible underlying mechan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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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观点采择是指个体从他人角度出发,

推断他人意图、想法的心理过程[1]。有

研究者从个体生理成熟,或是心理状态

有关概念的发展或被动的社会经验阐述

了观点采择发生发展的原因。但这些研

究只关注了个体内部因素或被动接受外

部经验,没有关注到个体主动与外部环

境建立联系对认知过程的作用。越来越

多研究者基于社会主义建构理论的观点,

从社会互动角度解释个体观点采择的发

展[2]。研究发现,良好的社会互动环境有

利于观点采择的发展,反之,则会降低个

体考虑他人视角的倾向。探究不同社会

互动模式对观点采择的影响及其底层机

制有助于我们进一步深入了解个体观点

采择的发展。 

1 不同社会互动模式对观点采

择的影响 

本文从微观社会互动,如家庭成员

互动、校园互动等以及宏观社会互动,

如文化背景等角度探讨其对观点采择的

影响。 

1.1微观社会互动情境对观点采择

的影响 

1.1.1家庭成员互动情境 

个体早期认知能力的发展大多来自

家庭教育。目前对家庭环境影响个体观

点采择等认知过程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家

庭规模、亲子交流、安全依恋类型等方

面。家庭的规模与兄弟姐妹的数量有关,

拥有兄弟姐妹可以增加个体早期与他人

互动的机会。无论是合作还是产生矛盾,

个体都可以从中习得换位思考。除了家

庭规模外,有研究发现亲子交流也是一

大影响因素。如父母有更好的言语沟通

能力对个体的心理发展有促进作用。此

外,个体幼年时期与父母之间建立安全

依恋相对于不安全依恋,更有助于个体

观点采择的发展[3]。 

1.1.2校园互动情境 

校园情境下的互动主要包括同伴互

动以及师生互动。诸多研究表明,良好的

同伴交往对个体心理发展具有重要的促

进作用[4]。当个体经常和同伴进行高频

高质的交往时,观点采择能力的发展更

好。除此之外,师生互动也是促进学生社

会性行为和认知发展的重要途径。 

1.2宏观社会互动情境对观点采择

的影响 

文化差异也可以解释部分个体观点

采择的差异。Wu和Keysar(2007)发现,

与美国相比,中国成年人能更快速准确

地采择他人的观点[5]。这可能与东方文

化强调人际关系,而西方文化则强调个

人主义有关。 

2 社会互动影响观点采择的底

层机制 

2.1“脚手架”机制 

维果茨基提出“脚手架”机制,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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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背景、社会性话语对于个体心理的

决定性建构作用[6]。该理论认为,个体在

不断参加社会互动的过程中塑造观点采

择等一系列社会认知,社会互动在社会

认知发展过程中扮演了“脚手架”的作

用。在经历不同模式的社会互动之后,

个体的观点采择相关能力也在逐渐改

变。例如,专业医生相对于实习生,疼痛

共情能力明显下降。相关实验室研究证

据也证明了这一点,参与合作后,相对于

没有互动或参与竞争互动,个体观点采

择表现明显提高。 

2.2脑神经机制 

社会互动加工过程涉及到个体感知

网络、动作观察网络和心智化网络[7]。

其中,动作观察网络属于镜像神经元系统,

主要负责快速表征他人动作及准确理解

动作意图,由前运动皮层(PMC)、额下回

(IFG)和顶下小叶(IPL)等组成。心智化网

络是心理理论的神经基础,涉及推测他人

的心理状态和复杂的社会属性,包括背/

腹内侧前额叶皮层(dmPFC/vmPFC)、颞顶

联合区(TPJ)、楔前叶(PrC)等脑区。研

究表明,这两个脑网络都与观点采择过

程密切相关。 

首先,以镜像神经系统为切入点的

研究是多年来社会认知神经科学的一大

热点。镜像神经系统是个体观察外部行

为形成内部表征的基础。在社会互动过

程中,它使个体能够在内部具身模仿他

人动作,从而精准理解他人的动作意图。

而观点采择本质也是站在他人角度看问

题,因此不可避免地涉及到具身化过程。

因此该系统在观点采择相关认知过程中

具有重要作用。 

如果说镜像神经元网络为观点采择

提供了“物理基础”,那心智化网络则为

更高级的社会认知过程提供“心理”基

础。这些脑区组成了一个可以表征自我

及他人心理状态的神经网络。在涉及到

采择他人想法、情绪等高级心理状态时,

便使用此网络进行加工。心智化网络的

存在使得个体理解他人高级社会认知状

态成为可能。 

研究显示,基于推断的高水平心理

状态和基于低水平模拟的具身化是相互

作用。心智化和具身化组成了一个整合

的系统, 当个体看到他人的视角、动作

之后,也能感知到他人的高级心理状态,

这说明了高水平的心智化相关脑区能够

整合来自低水平的具身化相关脑区的信

息[8],以完成观点采择过程。 

3 总结 

本文尝试从社会互动的角度,整合了

不同社会互动模式对观点采择的影响,同

时在这些研究证据上,总结了社会互动对

观点采择影响可能存在的相关机制。 

首先,社会互动的场景并不是独立

的。例如,有研究表明,校园环境和家庭

环境之间良好的动态交互,更有利于个

体观点采择能力的发展。因此,在今后探

讨社会互动对观点采择的影响时,希望

研究者能着重对各种互动环境之间的相

互联系进行探讨,以便于对不同互动场

景如何高效合作促进个体社会认知发展

给予指导。 

其次,两种影响机制也并非独立的

影响机制。“脚手架”机制使个体在社会

互动中学习道理解他人意图想法,同时在

这个过程中也影响了个体的相关神经网

络,从而共同促进个体观点采择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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