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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wide application of intelligent robot in work and daily life, the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industry pays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to	the	influence	of	intelligent	robots	on	children’s	behavior.	Most	of	the	existing	studies	first	focus	on	the	effects	of	different	
play activities on children’s prosocial behavior, including sports games, role games and video games. These studies also focused on 
the	influence	of	family	relationships	on	prosocial	behaviors,	such	as	family	environment	and	parenting	styles.	However,	the	existing	
studies have not explored the impact of intelligent robots on children’s prosocial behavior in the digital intelligence era. Based 
on this, the author will elaborate the positive impact of intelligent robots on children’s prosocial behavior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ental	perception	theory.	Moreover,	the	theoretical	model	of	the	influence	of	intelligent	robots	on	children’s	prosocial	behavior	is	
established,	which	provides	beneficial	theoretical	basis	for	scholars	in	preschool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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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机器人对幼儿亲社会行为的影响
宫梦婷   陶卓嘉

广东机电职业技术学院，中国·广东 广州 510000

摘 要

随着智能机器人在工作和日常生活的广泛应用，幼儿教育行业越来越重视智能机器人对幼儿行为的影响。现有研究大部分
首先聚焦于不同游戏活动对幼儿亲社会行为影响，包括体育游戏、角色游戏和视频游戏等等。这些研究还关注了幼儿家庭
关系对其亲社会行为的影响，比如家庭环境，教养方式等。但现有研究缺乏探究基于数智时代背景下，智能机器人对幼儿
亲社会行为的影响。基于此，作者将通过心智感知理论视角来阐述智能机器人对幼儿亲社会行为的积极影响。并且，建立
智能机器人对幼儿亲社会行为影响的理论模型，为学前教育专业的学者们提供有益的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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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幼儿亲社会行为

2012 年 10 月，教育部颁布的《3-6 岁儿童学习与发展

指南》将“3-6 岁”界定为幼儿社会性发展的关键时期并认

为在这个时期促进幼儿各种社会性行为的发展，有助于幼儿

身心成长 [1]。进一步而言，幼儿亲社会行为是培养幼儿社会

性行为能力，健全幼儿人格的重要基础 [1]。接着，《学龄儿

童运动指南》指出学前儿童应遵循其身心发展，选择合理的

运动方式进行相关活动，在运动中体会到愉悦的效果，有助

于帮助学龄前儿童培养积极的生活方式 [2]。

其中，趣味体育游戏运动是社会情感交织活动 , 其功能

与作用渗透着人类社会基本交往情感。幼儿在参与趣味体育

游戏活动时，不仅能感受到游戏的乐趣，还能不断促进他们

的身心发展。幼儿教师通过不断加强幼儿们直接的沟通与协

作，能够有效地培养幼儿的亲社会行为 [2]。乔昌胜 [3] 提出

体育活动对学龄前儿童亲社会行为协作维度中的合作、分

享、互助和谦让行为均有促进作用。此外，体育游戏活动促

进幼儿亲社会行为存在一定的性别差异，其中在助人和安慰

行为方面，女幼儿比男幼儿的效益更显著，而合作和分享行

为则不存在差异 [4]。角色游戏作为幼儿喜欢的另一种活动形

式，往往能让幼儿在角色游戏中自主选择玩法、角色和材料，

激发他们向同伴学习的愿望，开发与同伴共处的能力，强化

他们遵守社会规则的观念并且巩固他们积极的利他行为 [5]。

角色游戏还可以使幼儿可以体验不同角色的情绪情感，学会

辨认各种情感状态并做出相应情绪反应，这种情感体验对幼

儿的亲社会发展具有重要价值 [6]。此外，户外角色游戏也可

以通过扮演角色，运用想象，将自然、游戏和儿童发展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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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合起来，让幼儿认知社会、学会合作、懂得分享，从而更

好地提高他们亲社会行为的发展 [7]。接着是视频游戏。张媛

媛 [8] 认为视频游戏中精巧的、童话般的故事情节关卡，有

利于激发幼儿的想象力。一些具有教育性质的视频游戏更能

使幼儿表现出更频繁的亲社会行为，降低攻击性行为的可能

性。何姜凤 [9] 也谈到了在操控亲社会视频游戏后，男生亲

社会行为水平要高于女生亲社会行为水平。而在观看亲社会

视频游戏后，男女生亲社会行为水平不存在性别差异。以上

现有研究主要聚焦于不同游戏活动对幼儿亲社会行为的影

响，包括体育游戏、角色游戏和视频游戏等。

此外，现有研究还关注了幼儿家庭关系对其亲社会行为

的影响。家庭软环境对幼儿亲社会行为有显著影响，其中情感

表达、独立性、组织性和成功性与幼儿亲社会行为存在显著

正相关，而矛盾性维度与幼儿亲社会行为呈显著负相关 [10]。 

袁敏 [11] 提出家庭音乐环境、亲子关系亲密性、幼儿情绪调

节和亲社会行为之间均呈现显著正相关，并且，幼儿在亲社

会行为中，表现出谦让、同情心、合作关系、道德行为与负

面教养方式呈显著相关性。这也就是说偏向于专制型教养的

父亲，在幼儿需要表现出亲社会行为时，会用呵斥、强制等

态度要求幼儿，而母亲放式和溺爱式教养方式则对幼儿日常

行为要求较为松散，造成幼儿自制和自控能力较弱，容易形

成拖延行为，会影响幼儿社会交往行为的实施，严重时会出

现攻击破坏行为 [12]。

由此可见，现有研究主要着重于不同游戏活动，而且

还关注了幼儿家庭关系对幼儿亲社会行为的影响。然而，现

有研究缺乏探究数智时代下幼儿亲社会行为的情况。基于此

文章将通过心智感知理论视角来分析阐述智能机器人对幼

儿亲社会行为的积极影响。同时，文章将建立以社交能力为

中介和过度依赖为调节的相关理论模型，从而为学者们提供

有益的理论支撑。

2 心智感知理论

社会心理学家 Kurt Gray 教授在 2007 年提出了心智感

知理论，它是指人们通过自己所观察到的现象来理解他人的

心理状态 [13]。李温军 [14] 也提到了儿童心智解读能力发展与

成人一样，他们试图理解、解释和预测他人的想法并且通过

对他人信念、意图、情绪认知进行合理归因。他还指出学前

阶段是心智解读能力发展的关键时期，该能力的缺失将极大

阻碍学前儿童的社会性发展 [14]。心智感知理论包括能动性

与体验性维度。其中，能动性维度是指思考、计划和行动的

能力 [15]。李卉等 [16] 发现了能够表现出思考、决策和互动反

应的心理能动性机器人会影响儿童的态度和行为。相较于没

有心理能动性的机器人，儿童在有心理能动性的机器人面前

会分享更多的贴纸，产生更多的亲社会行为，这也说明了操

控机器人的心理能动性能影响儿童的亲社会行为。Brink and 

Wellman[17] 讨论了幼儿总是从他们所信任的能提供准确信息

的社交机器人那里获得信息，尤其是当他们感知到智能机器

人的能动性时，他们更容易相信智能机器人所提供的信息。

而体验性方面可以概括为角色感知到的“感觉”的能力，它

是指情感方面的体验，包括恐惧，痛苦，愤怒和快乐等 [18]. 

许丽颖 [19] 谈到了感知机器人威胁会增加集体焦虑，减少亲

社会倾向，从而对人际关系产生负面影响。Lee 等 [20] 补充

了儿童对智能机器人的感知与机械玩具所不同，儿童与智能

机器人的人机交互对孩子的体验性感知有积极的影响，并且

幼儿的性别并没有显著影响这种感知。

学龄儿童通过对智能机器人的两个维度的不同感知，

持续影响着他们的亲社会行为。由此可见，心智感知理论不

仅阐述了智能体（包括人类与机器人）之间的信息共享和行

为协调的方法，揭示了儿童个体内部的心智过程和与智能机

器人的互动方式，更为人机有效地协同合作提供了重要的理

论支持。毫无疑问，心智感知理论在现有智能服务机器人和

学前教育领域的适用性越来越广。

3 智能机器人对幼儿亲社会行为的影响

国务院总理李强在《政府工作报告》主要指出教育改

革和人工智能方面的国家战略。他还强调了今年将持续推进

“人工智能 +”行动，进一步加快人工智能在教育培训的场

景应用，充分发挥大规模应用和快速迭代升级优势，促进科

技创新和市场应用的良性互动 [21]。的确，智能机器人是学

前教育发展的重要机遇。

张入川和方磊 [22] 提出智能机器人设备功能丰富，它们

被设计得个性鲜明，以使它们看起来更加智能化，儿童极易与

这些拟人化的智能设备建立非常牢固的社会联系。李玲玉 [23] 

谈到了教育机器人作为一种智能服务机器人，除了有助于幼

儿数学认知能力发展，还可得知教育机器人对幼儿的书写能

力、语言表达能力和编程能力的积极作用。智能机器人通过

这些能力吸引幼儿注意力，提高幼儿社会交往能力，从而更

好地保护了幼儿亲社会行为。智能机器人的认知能力体现了

心智感知理论的能动性因为 Appel 等 [18] 提出了能动性是指

思考、计划和认知的能力。

赵爽 [24] 谈到学龄前儿童可以清晰认知机器人并不是生

物学意义上的生存状态，但在心理属性和知觉属性上认为机

器人具有情感性，也就是说智能机器人能有效促进幼儿心智

中的体验性维度，提高他们社交能力，使他们经常会表现出

积极互动意愿和行为。李洁 [25] 讨论了当机器人呈现悲伤、

害怕、生气等负向情绪时，3-6 岁儿童会对这种类人型的智

能机器人表现出显著的亲社会行为，这些亲社会行为反映了

幼儿帮助和安慰他人的行为。并且，邓仕昌等 [26] 也谈到了

机器人朋友可以提供情感支持，帮助儿童更好地理解和应对

复杂的社会情境，也就是说孩子们除了与机器人进行学习和

玩耍外，还对和机器人进行深度社交更感兴趣；儿童认为机

器人可以倾听和同情他们，让他们在相对安全的环境中练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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沟通、协作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有效提升社交能力，最终使

儿童合作和分享等亲社会行为不断发展。最后，Kim[27] 解释

了自闭症儿童可以通过智能机器人练习微笑的动作，有效提

高社交能力，从而促进他们的亲社会行为。无论儿童觉得机

器人具有感知和情感性，会呈现悲伤、害怕或生气等负面情

绪，还是认为智能机器人可以倾听和同情他们，这些都与心

智感知理论的体验性维度有关，因为体验性涉及情绪状态，

例如感觉到害怕，个性和情感 [28]
。

尽管智能机器人能有效提升幼儿的社交能力，从而促

进他们的亲社会行为。但张入川和方磊 [22] 指出儿童会将基

于 Siri 和 Alexa 系统的语音助手设备以及基于 Hello Barbie

和 Cognitoys Dino 的智能设备视为信息来源而寻求帮助，也

就是说儿童会将这些设备视为形影不离的伙伴而产生依赖

性，从而缺乏自身独立思考，影响正常的社交技能，降低亲

社会行为可能性。越来越多的学者们开始关注儿童机器人对

儿童的消极影响，提出儿童对机器人的过度依赖不仅会导致

其性格孤僻，还会弱化亲子互动的影响，削弱儿童的社交关

系，使儿童对父母角色认知错误，最终影响儿童的亲社会行

为 [24]。邓仕昌等 [26] 也揭示了儿童与机器人长期以来的主仆

关系会阻碍儿童与其他人类建立健康的社交关系，导致他们

孤独和隔离。而且儿童对机器人的过度依赖，会令他们失去

与现实世界互动的能力，降低与人际关系相关的能力，使儿

童的认知能力、学习能力和社会性发展方面都逐渐退化。刘

旭东 [29] 进一步强调了对人工智能的过度依赖会导致诸多使

用者的情感与价值观被人工智能的技术理性所取代，从而使

道德行为遭遇冲击。所以社交能力维度将作为中介变量，影

响着智能机器人与幼儿亲社会行为之间的正向关系，而过度

依赖维度则调节智能机器人对幼儿亲社会行为的积极影响。

具体理论模型如图 1 所示。

图 1 智能机器人对幼儿亲社会行为影响的理论模型

4 总讨论

随着人工智能、大模型、具身智能等多种智能技术的

不断发展与落地，智能机器人在跨学科领域中成为“宠儿”，

尤其是在学前教育行业。故此，本文通过归纳和整理已有学

前教育相关文献，发现现有研究主要聚焦于不同游戏活动和

家庭关系对幼儿亲社会行为的影响。然而缺乏探究智能机器

人对幼儿亲社会行为的影响。因此，本文通过心智感知理论

的感知能动性与体验性视角，将社交能力维度作为中介变

量，影响着智能机器人对幼儿亲社会行为的正向关系，而过

度依赖维度则调节了智能机器人对幼儿亲社会行为的积极

影响。最后，本文还提出了理论意义，启示，研究不足和未

来的研究方向。

4.1 理论意义
本研究的理论意义主要体现：第一，本文通过心智感

知理论视角，将社交能力中介变量分为感知能动性与体验性

两个维度。其中，感知能动性维度指认知能力，而体验性主

要涵盖了情感与情绪。第二，文章采用过度依赖维度作为路

径调节了智能机器人对幼儿亲社会行为的正向影响。的确，

这些理论意义或多或少都将为后续研究提供理论参考。

4.2 启示
本文对于学前教育从业者推进智能机器人服务也有重

要实践启示。理论层面上，除了社会心理学的心智感知理论，

我们还可以从以下几个理论作为切入点，如维果茨基的社会

认知发展理论 [10]
，海德价值归因理论 [5] 和布朗芬布论纳的生

态系统理论 [30] 等等。实践应用中，应适度地让幼儿使用智

能机器人因为过度依赖机器人会使幼儿缺乏独立思考，性格

孤僻，更有可能产生不道德的社会性行为和语言 [31]。

4.3 研究不足与未来研究方向
本文虽然在理论与实践上做有一定贡献，但仍存在不

足：第一，文章采用文献综述探讨了智能机器人对幼儿亲社

会行为的影响，但关注点聚焦于幼儿和亲社会行为，没有涉

及幼儿教师和家长层面。因此，未来研究方向可采用实证研

究进一步分析智能机器人对幼儿教师和家长们的社会性行

为的影响。此外，还可探究智能机器人对幼儿社会退缩或攻

击性行为的影响 [32]，从而进一步弥合智能机器人与幼儿行

为之间的空白地带。第二，本研究通过社会心理学家 Kurt 

Gray 教授的心智感知理论视角的感知能动性与体验性分析

智能机器人对幼儿亲社会行为影响，有利于了解幼儿在智能

机器人服务情境下的心理机制和行为反应。然而，在未来人

机协作研究中，不同研究学者还可考虑其他心理学理论（如

社会学习理论，马斯洛层次需要理论和认知发展理论等）来

进一步探究相关的影响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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