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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地盘影响 受 与 施 ”

  2009年10月《科学中心》（sciencecentral） 
在“从婴幼儿到青少年”（ I n f a n t s  t o 
Adolescents: Research Update）最新的研

究进展的专辑中对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的研究进行了评论。

《科学中心》以“地盘影响受与施”（Turf Affects Giving and 
Getting）为标题评论了心理所的研究人员韩茹、李纾、施建农

发表在Environment and Behavior上的最新研究。

这篇评论从我们熟知的动物在自己的地盘要比外来者更具

有攻击性入手，认为地盘对人类社会交往也存在影响，如体育界中的东道主效应（主场效应）。

评论指出心理所的研究人员韩茹、李纾、施建农在学龄前的儿童身上也发现了同样的影响：学龄

前儿童在自己的地盘索取更多，在别人的地盘给予别人更多。

在韩茹、李纾、施建农的研究中，64名学龄前儿童进行了2个游戏。在“独裁者”的游戏

中，被试得到10个塑料饼干（这些饼干可以用来交换玩具），同时被试要决定给几个塑料饼干

给对方。在“最后通牒”的游戏中，被试建议分几个塑料饼干给对方，同时对方决定接受还是拒

绝。如果是拒绝，任何一方什么都得不到。学龄前儿童在自己的班级和他人的班级都进行这2个
游戏。在“独裁者”游戏中被试在自己班级和他人班级表现出给予对方相同的塑料饼干数目。但

是在“最后通牒”的游戏中，地点改变，结果也改变了。不论这些儿童是“独裁者”还是有权拒

绝者，他们在自己的班级进行游戏时得到了更多的塑料饼干。在自己的地盘里，被试更倾向于自

己的提议被接受，也更倾向接受对方合理的提议。研究也发现仅在“最后通牒”的游戏中儿童提

供给对方更多的塑料饼干。研究者解释：“独裁者”游戏中被试拥有权力，但在“最后通牒”游

戏中这个权利转移到了对方。这种转换能唤起利他行为的发生。

在这期最新的研究进展的专辑中同时还收录了Child Development、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of theUnited States of America、Developmental Psychology等
杂志上的文章。

——来自《科学中心》的评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