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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学习与发展

５－６岁幼儿分享行为和分享动机研究

邓进红１，方　朦２

（１．龙岩学院教育科学学院，福建龙岩　３６４０００；２．厦门马巷幼儿园，福建厦门　３６１１０１）

摘　要：本研究以厦门市某幼儿园的４０名５－６岁幼儿为被试，运用实验法和访谈法，探讨“偶得物品”和“拥有性物品”下幼儿

分享行为及其分享动机的特点。结果如下：（１）百分之百的幼儿具有正确的分享判断，但绝大部分幼儿并不愿意分享，“偶得

物品”和“拥有性物品”之间的分享行为并没有明显差异。（２）愿意分享的幼儿中，被动分享占主导，其中一大部分是伪分享行

为。（３）分享动机中，“同伴倾向”占主导，尤其是“偶得物品”的分享动机；“权威／规则倾向”和“移情倾向”也占有重要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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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分享行为是幼儿亲社会行为的一种重要表现，

也是儿童社会性发展的研究内容之一。以往的研究

多集中于幼儿分享行为的特点和发展趋势，［１－２］较

少人关注幼儿分享内部的心理机制，探究幼儿分享

的内部动机。仅耿希峰对运用问卷调查法７－１１岁

儿童分享行为动机进行了分析［３］，而对于学前儿童

个别研究者也尝试探索心理理论和所有权认知对幼

儿分享行为的影响。刘晓晓等人通过实验法对３－

５岁幼儿进行测试，并未发现幼儿心理理论发展对

分享行为的影响，但所有权认知可能会对３－５岁幼

儿的分享行为造成差异。［４］本文通过希望实验法和

访谈法相结合的设计，探讨５－６岁幼儿分享行为发

展特点，分享行为背后的动机，分享动机和物品所有

权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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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方法

（一）被试

从厦门市某幼儿园两个大班抽取４０名幼儿（被

试）和４０名陪同被试（与被试组同时参加测试，但其

成绩不计入分析），幼儿年龄在５岁半到６岁半之

间，平均年龄６０个月。其中男孩２０个，女孩２０个。

（二）实验任务

实验地点：实验一采用班级操作间，确保环境单

独、安静；实验二和实验三在自然环境下进行，保证

实验的结果的真实性。

实验材料：用于故事判断用的情境图片；实验二

和实验三采用的小玩具。对实验的整个过程加以录

音，然后把儿童的回答转录成文字。

１．分享认知实验

操作：通过情景故事测验，了解幼儿分享认知的

发展特点。实验员将被试幼儿带到班级操作间，进

行情境故事测验。具体故事内容如下：

有一天幼儿园在分糖，有个叫芳芳的小朋友，她

不小心把自己的糖掉在地上，糖变脏了就不能吃了。

这时，有一个叫冬冬的小朋友看见了，但是他假装没

有看见；另外一个叫红红的小朋友看见了，竟然嘲笑

芳芳：“哈哈，你没糖吃，我有！”这时有个叫丽丽的小

朋友走过来说：“把我的糖分给你吃吧！”在给被试讲

故事的时候，同时给被试呈现与故事内容一致的图

片，以帮助被试理解和记住故事内容。

问：哪个小朋友的做法是正确的？为什么？回

答“丽丽”者记为１，回答“红红”或“冬冬”者，记为０。

２．“偶得物品”分享测验

操作：实验员加入被试幼儿活动中，然后找一个

适合的时机拿出小玩具，并借给被试幼儿，观察其得

到该物品后的行为，三分钟后对其进行访谈。能够

分享者：记为１；拒绝分享者：记为０。

３．“拥有性物品”分享测验

操作：实验员将实验二的玩具找一理由，如以奖

励的形式等，送给被试幼儿，观察其在三分钟内做出

的反映，然后进行访谈。能够分享者：记为１；拒绝

分享者：记为０。

（说明：为了避免前后实验的干扰，每个实验之

间间隔一段时间后再进行测试。）

三、研究结果与分析

（一）５－６岁幼儿分享行为特点

１．分享认知现状

实验一，分享情境故事的判断数据统计结果，见

表１。

表１　幼儿分享情境故事的判断数据统计结果

回答 丽丽 红红／东东

次数 ４０ ０

百分比 １００％ ０％

　　从表１的数据我们可以看出，５－６岁被试幼儿

１００％能够作出正确的分享判断，都认同把糖果分给

没有糖果的小朋友是一种正确的行为，知道这种行

为叫做分享。以上数据表明５－６岁幼儿已具备一

定的分享认知。对此，王海梅、陈会昌等人的相关研

究也得出相同的结果［５］。

２．不同物品所有权分享行为现状

根据心理所有权即个体对物品所产生的拥有

感，本文将幼儿分享的物品分为“偶得物品”和“拥有

性物品”。研究者通过实验二和实验三测试幼儿分

别在不同所有权下的分享现状，研究结果如下：

（１）“偶得物品”分享现状

实验二，“偶得物品”分享测验数据统计结果，见

表２。

表２　实验二 幼儿“偶得物品”测验分享情况数据统计表

分享状况 实验二 百分比

分享 １１ ２７．５％

不分享 ２９ ７２．５％

　　从表２可以发现，幼儿对“偶得物品”愿意分享

的有１１人，仅占总人数的２７．５％；不愿意分享的幼

儿有２９人，占总人数的７２．５％。说明绝大部分的

幼儿对于“偶得物品”并不愿意分享。

（２）“拥有性物品”分享现状

实验三，“拥有性物品”分享测验数据统计结果，

见表３。

表３　实验三 幼儿“拥有性物品”测验分享情况数据统计结果

分享状况 实验三 百分比

分享 １３ ３２．５％

不分享 ２７ ６７．５％

　　表３的数据显示，在“拥有性物品”分享测验的

条件下，５－６岁幼儿３２．５％能做出分享行为，相比

“偶得物品”的分享，上升了５个百分点。说明绝大

部分的幼儿对于“拥有性物品”更愿意分享。

由表２、３可以看出，对比“偶得物品”和“拥有性

物品”，幼儿更愿意分享自己的“拥有性物品”，但绝

大部分幼儿都不愿意分享，对于这两种物品“不愿意

分享”的幼儿在一半以上。实验一故事测试中，我们

却发现所有幼儿都能够对分享行为作出正确判断，

说明幼儿有分享意识但并不一定有分享行为，幼儿

的分享行为还受其他因素影响。

３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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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不同物品所有权下“愿意分享”现状

部分幼儿对不同所有权玩具会作出分享，根据

实验中的观察，研究者将幼儿分享行为表现分为三

类：主动性分享（把自己的玩具主动分给别人玩；看

到同伴喜欢玩具，自己主动让给同伴玩）；被动性分

享（与同伴交换玩具；愿意分给同伴玩，但前提是自

己已经玩过一段时间；在同伴要求下作出分享行

为）；伪分享（只和同伴分享自己不喜欢的玩具）。

根据上述分类，我们对幼儿对不同所有权玩具

“愿意分享”具体情况做如下统计，见表４。

表４　不同所有权玩具分享情况统计表

主动性分享 被动性分享 伪分享

偶得物品 １（９％） ６（５４％） ４（３６％）

拥有性物品 ０（０％） ９（６９．２％） ４（３０．７％）

　　（１）幼儿对“偶得物品”分享行为情况

表４数据显示仅９％的幼儿会进行主动分享，

５４％的５－６岁幼儿对“偶得物品”的分享表现出被

动性分享，实验中，这种分享更多表现为幼儿在自己

好伙伴要求下作出分享；同时也存在很大一部分的

伪分享行为，幼儿对自己不喜欢的玩具会直接给其

他同伴玩。

（２）幼儿对“拥有性物品”分享行为情况

当玩具归自己所有时，幼儿进行被动性分享的

占６９．２％，伪分享的占３０．７％，与“偶得性物品”相

比，呈现被动性分享行为的幼儿比例有所上升，然而

没有幼儿愿意主动分享，对私有玩具也更倾向于交

换分享。值得一提的是，个别幼儿会因为同情同伴

而进行自主分享。

（３）关于幼儿对不同所有权物品分享行为的总

体分析

表２、３数据中，我们发现幼儿对不同所有权的

玩具作出分享行为的差异不大。从表３数据中，我

们可以看出，幼儿对玩具的分享，被动性分享占主

导，主动分享意识在这一年龄段还不太明显。这一

年龄段幼儿的分享行为依靠外界条件刺激，需要在

他人要求下或者是条件交换下（如交换玩具）才能产

生分享行为，并且存在一大部分的伪分享行为情况，

说明５－６岁幼儿分享行为还存在很大成分的利

己性。

（二）５－６岁幼儿分享动机

关于本次对幼儿动机的研究主要是通过访谈幼

儿“为什么愿意将玩具与自己的同伴进行分享”。进

而将访谈记录进行梳理归纳，将愿意与同伴分享玩

具归因分析为四类：移情倾向（顾及其他小朋友的感

受，而自己退让一步进行分享）；同伴倾向（因为是好

朋友）；权威／规则倾向（受到分享意识或者老师或家

长等人的要求而进行的分享行为）；其它倾向（多种

其它动机的倾向）。见表５。

表５　关于幼儿“为什么愿意与同伴分享玩具”表述内容归类

移情倾向 同伴倾向 权威／规则倾向 其它倾向

因为她看

起 来 也

想玩

一 起 玩 比 较

开心
要懂得分享

因为我已经

玩过了

因为看起

来好像很

好玩我也

想玩

因为他是我的

好朋友

因为我想分

享给别人自

己的东西

他有一个好

玩的东西，

我想跟他交

换玩

我玩过了，

让别人也

玩一下

老师说我们要

懂得分享

他看起来比

较喜欢那玩

具，而且我

也不喜欢玩

跟我好朋友在

一 起 玩 比 较

好玩

因为我已经

大班了，要

懂得分享

因 为 她 是 我

同学

因为有好东

西要一起玩

他是我最好的

朋友

因为她是我的

好朋友。我们

有东西都会一

起玩

表６　幼儿“为什么愿意与同伴分享玩具”归因分布表

移情

倾向

同伴

倾向

权威／

规则倾向

其它

倾向
合计

３（１２．５％）１１（４５．８％）５（２０．８％）５（２０．８％）２４（１００％）

图１　幼儿“为什么愿意与同伴分享玩具”归因统计柱状图

１．分享动机总体现状

由表６、图１，我们可以看出，幼儿分享玩具归因

中，同伴倾向所占比例高达４５．８％，位居首位。幼

儿分享行为受权威、规则因素影响所占比例次之，而

移情因素所占比例最小。说明５－６岁幼儿分享动

机归因中同伴倾向占主导，并且出现了移情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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裴耕尘在对幼儿分享行为和分享认知的研究中有提

到，５岁后幼儿已经能够意识到和他人分享玩具比

自己一个人玩玩具更有趣，与本研究发现一致。［６］此

外发现小部分幼儿在分享行为中已表现出移情行

为，即幼儿开始懂得为他人考虑，出现利他现象。

２．５－６岁幼儿不同物品所有权下分享动机的

差异

５－６岁幼儿对不同所有权物品分享行为动机

情况数据统计如下，见表７。

表７　不同物品所有权下分享行为动机归因统计表

移情

倾向

同伴

倾向

权威／

规则倾向

其它

倾向

偶得物品 ０（０％） ６（５４．５％）３（２７．３％）２（１８．１％）

拥有性物品 ３（２３％） ５（３８．４％） ２（１５．３）３（２３．１％）

　　由表７可知，对于拥有性物品，幼儿分享动机情

况依次为：同伴倾向占３８．４％，权威／规则倾向占

１５．３％，移情倾向占２３％，其他倾向占２３．１％，其中

同伴倾向幼儿比例最高。对于偶得物品，幼儿分享

动机情况依次为：同伴倾向占５４．５％，权威／规则倾

向占２７．３％，其他倾向占１８．１％，移情倾向为０，其

中同伴倾向幼儿超过一半。

从表７中可知无论是“偶得物品”还是“拥有性

物品”，“同伴倾向”的分享动机都占优势，说明幼儿

更倾向与同伴分享，而这种分享因素可能是因为分

享带来快乐，亦或是带有一定功利性分享。同时面

对拥有性物品，幼儿与同伴分享的动机更强。值得

一提的是“移情倾向”分享动机所占比重相对较少，

在“偶得物品”条件下，甚至为０。很多学者认为，移

情在幼儿品德形成过程中起重要作用。［７］然而实验

中，幼儿分享行为中的移情因素所占比例很小，这个

现象值得引起我们关注与思考。

此外，“权威／规则倾向”的分享动机也占相当一

定的比重。可见，来自家长或教师的要求与教育对

幼儿分享行为有一定的影响力，这种力量在一定程

度上支配幼儿的分享意识而产生分享行为。

四、讨论

（一）５－６岁幼儿的分享行为发展特点

１．幼儿的分享行为与分享判断存在不一致

在研究中发现大部分幼儿在自然条件下都不愿

意分享自己的玩具，虽然百分百幼儿都能够对分享

行为作出正确判断，但这并不能够影响到他们在实

际情况下的分享行为，即幼儿有分享认知但并不一

定有分享行为。这可能与幼儿缺乏真正的道德实践

活动有关。王海梅、陈会昌、张光珍的等人［５］的研究

也证实这一点。

２．分享物品类型影响幼儿的分享行为

研究显示：仅有２７．５％的幼儿愿意分享自己所

得的玩具，７２．５％的幼儿不愿意分享，这与刘晓晓等

人的研究结果不一致［４］。刘晓晓的研究表明一半以

上的５岁幼儿愿意分享，这可能与分享物品性质、测

试人、物品所属性等客观原因影响。本实验中采用

玩具，比刘晓晓等人采用的贴纸对幼儿更有吸引力。

３．幼儿的分享行为带有较强的“利己性”

在本研究中发现，５－６岁幼儿在偶得物品情境

下和拥有性物品情境下的分享行为差异并不大，但

分享行为多是依靠外界条件刺激，需要在他人要求

下或者是条件交换下（如交换玩具）才能产生分享行

为，并且存在一大部分的伪分享行为情况，可以看出

幼儿分享行为还存在很大成分的利己性。幼儿分享

行为中的“利己性”问题，一方面是受幼儿期自我中

心的影响［８］。同时也与幼儿所处道德发展阶段相

关。艾森伯格将儿童亲社会道德判断分为五个阶

段：阶段一的享乐主义、自我关注的推理；阶段二的

需要取向的推理；阶段三的赞许和人际取向、定型取

向的推理；阶段四的移情推理，阶段五的深度内化推

理。５－６岁幼儿更多处于是享乐主义、自我关注的

推理阶段，即幼儿分享或不分享的理由是取决于直

接得益及将来的互惠或由于自己的需要或喜欢某

人。［９］艾森伯格的亲社会道德发展阶段理论，得到不

少跨文化研究的支持，具有一定的普遍适用性。因

此，在日常的幼儿教育中，成人应尊重幼儿心理发展

特点，认识到幼儿分享行为的发展需要一个过程，不

应过分苛求幼儿进行分享。

（二）５－６岁幼儿分享动机特点

１．同伴关系是幼儿进行分享的最大动机来源

在研究中发现，幼儿“同伴倾向”的分享动机所

占比例最高，即幼儿更愿意与同伴分享。有研究表

明，处在友谊体系层次一的幼儿有着非常强烈的交

友愿望，以至于他们宁愿选择一个不合适的玩伴也

不自己玩。而处在友谊体系层次一中的幼儿开始着

力在小组内发展友谊，因此孩子们会逐渐确定与自

己某方面有相似性的群体，而这种相对稳定的群体

就会使得幼儿在分享中优先考虑。［１０］大班幼儿处在

向友谊层次一发展的阶段，因此他们更愿意将自己

的玩具分享给自己的同伴。这与Ｒｅｙｎｏｌｄｓ的研究

中所指出的“学前晚期和小学低年级的所有儿童都

能意识到分享可以使别人和自己一起玩，这比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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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玩要有趣的多”［１１］的观点是较为符合的。因此，

家长和教师应当为提升社会交往能力提供条件，引

导幼儿建立良好的同伴关系，让幼儿在现实生活中

实践分享。例如鼓励幼儿在一起玩耍时要积极与同

伴分享或交换自己的玩具、零食等个人物品。

２．移情是幼儿分享行为的重要内驱力

在研究中发现，“移情倾向”在幼儿分享动机中

占有一定比例，即有一部分幼儿因为理解其他幼儿

的心情而选择进行分享。心理学家霍夫在研究中发

现，“移情是亲社会行为的动机基础，是幼儿亲社会

行为的产生、形成和发展的重要内驱力。移情能力

的高低对亲社会行为的水平起着重要作用”。［１２］牟

群英的研究中也证明移情训练能提升幼儿的分享认

知，提高幼儿的分享水平。［１３］而在本研究中发现５－

６岁幼儿的移情能力并不是很高，因此成人应积极

利用故事绘本以及生活中真实案例，对幼儿进行移

情训练，帮助幼儿获得更多情感体验，促进分享行为

的发生。

３．成人的示范和指导是幼儿分享行为的外部

动因

本研究表明，２０．８％的幼儿分享动机是“权威／

规则倾向”，其中在偶得物品分享情境下更为明显。

说明幼儿习得的规则和成人的权威对幼儿分享行为

具有重要影响。５－６岁幼儿道德判断更多属于他

律阶段［１４］，成人的要求和权威以及成人的举动是幼

儿行为的重要参照标准。因此幼儿分享行为的培养

应注重家庭教育，特别是父母的言传身教。当幼儿

做出分享行为时，及时给以支持与赞赏，强化其亲社

会行为。

（三）５－６岁幼儿分享动机与所有权认知之间

的关系

在研究中发现，在偶得物品分享情境下，幼儿

“同伴倾向”和“移情倾向”的分享动机都有所下降，

“移情倾向”的分享动机甚至为０。为什么会有这种

差异呢？在进一步的访谈中发现幼儿对于偶得物品

倍感新鲜，知道这物品不属于自己，所以会有一种

“多玩一会儿”的想法，不大愿意作出分享。对于拥

有性物品的不分享行为中，虽然大部分幼儿想把这

个属于自己的物品藏起来，带回家，但有不少幼儿对

于已属于自己的物品反而表现得更为慷慨，这些慷

慨的被试幼儿认为自己以后还有更多机会玩这物

品，所以更愿意分享。这与Ｅｉｓｅｎｂｅｒｇ－ＢｅｒｇＮ的

研究结果是一致的，［１５］即幼儿对分享物的所有权认

知导致幼儿分享动机的差异。因此，成人在幼儿分

享行为的培养过程中，应引导幼儿正确认知物品所

有权和物品使用权之间的关系，提高幼儿分享行为

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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