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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的道德故事能有效促进儿童诚实，并不是因为积极情绪伴随着积极道德故

事，而是儿童对道德故事中诚实行为的认可，使他们更愿意说真话并承认自己的错

误行为。 

家长一般很早就培养孩子要诚实，但儿童说谎却是普遍现象。儿童大概在三岁

左右开始具备说谎能力，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们的谎言会变得越来越频繁和复杂。

鉴于儿童说谎的普遍性以及说谎会对他们未来发展造成的不良影响，教育他们诚实

是个重要课题。 

无论家庭还是学校教育，培养孩子诚实品质的最常见方式，就是给孩子讲有关

诚实的道德故事。每个文化都有一些经典的诚实道德故事。比如《伊索寓言》中

《诚实的樵夫》，这个起源于古希腊的故事，直至现在也常在学校讲授。教育部也

认为“讲故事”的方法可以养成小学生的良好品格，所以大力提倡在品格与公民教

育课中使用此方法。在课堂上，小学生阅读经典的诚实道德故事，比如《狼来了》

《华盛顿与樱桃树》和《匹诺曹》等。这些道德故事被认为可以减少儿童的说谎行

为，增进他们的诚实品德。但事实果真如此吗？ 

2014 年，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的心理学教授李康首次用实证方法，研究了道德故

事是否能有效促进儿童的诚实行为。他的团队调查研究 200 多名加拿大学前儿童后

发现：只有积极的道德故事（比如《华盛顿与樱桃树》强调说真话的积极后果）才

可以减少儿童的说谎行为；而消极的道德故事（比如《狼来了》强调说谎会带来不

好的结果）则不会使孩子变得更诚实。 

我所在的新加坡国立大学心理系的研究团队，最近完成了一项针对 200 名三岁

至六岁新加坡儿童的研究。我们首先想要确证，新加坡儿童是否和加拿大儿童一

样，只有积极的道德故事才能有效促进他们诚实。道德故事是儿童社会化过程中获

得文化价值的载体，这些故事的效果也会因为文化的不同而发生相应的变化。正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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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这种文化差异所带来的不确定性，之前的研究只考察了欧美文化背景中道德故

事在儿童说谎行为上的作用；基于新加坡文化背景的研究，可能会有不同的结果。 

我们的研究采用了抵制诱惑任务，来探究儿童是否会用说谎的方式，来掩盖他

们的违规行为。在这个任务中，儿童与研究者一起做一个听声音猜玩具的游戏。在

游戏中，先让儿童根据声音猜测发出声音的玩偶是什么动物（比如，一只汪汪叫的

狗和一只喵喵叫的猫）。在成功完成两轮游戏后，研究者借故离开房间，在离开之

前明确告诉儿童，不要回头偷看第三个动物。因为第三个动物的声音（泰迪熊）和

音乐（ABC 歌）是不匹配的，所以儿童应该猜不出第三个动物。大部分的儿童都会

在研究者离开房间后回过头偷看玩偶。 

当研究者回到房间后，会给儿童讲一个诚实道德故事。在积极道德故事中，儿

童会听到主人公因为诚实行为得到奖励；在消极道德故事中，儿童会听到主人公因

为不诚实行为而被惩罚。 

我们的研究结果重复了之前的结论，只有积极道德故事可以促进儿童的诚实，

而消极道德故事则不会有此效果。然而，研究还发现了显著的年龄效应：积极道德

故事只能有效促进年纪较小儿童（三岁至四岁）的诚实，在年纪较大的儿童（五岁

至六岁）身上无显著作用。 

我们同时记录了儿童在听故事时的面部表情，期望通过对表情的细致分析，来

弄清楚为什么积极道德故事可以使儿童变得更加诚实。结果表明，在听到故事主人

公承认自己错误的时候，表现出较少消极情绪的儿童，会更多地说真话。换句话

说，认同说实话并认为说实话是一件好事的儿童（尽管说实话可能带来惩罚），在

遇到是说实话承认错误，还是说谎掩盖错误的两难情境下，更容易认同故事主人公

的心理。 

这个结果非常有趣。这说明，积极的道德故事能有效促进儿童诚实，并不是因

为积极情绪伴随着积极道德故事，而是儿童对道德故事中诚实行为的认可，使他们

更愿意说真话并承认自己的错误行为。这个研究还表明，道德故事或许不是一个可

以促进五岁以上儿童诚实性的有效方式。这意味着有关部门可以重新考虑，是否应

继续把道德故事纳入小学品德与公民教育课的教学大纲。 



当然，道德故事并不是促进儿童诚实的唯一途径。我们首先要认识到，儿童说

谎是儿童社会认知能力正常发展的结果。尽管如此，从小培养诚实的品质仍然是非

常必要的。研究发现，以下是可以有效促进儿童诚实的几种方式： 

一、避免体罚。严苛的惩罚对儿童说谎行为的影响微乎其微。实际上，在惩罚

环境下成长的儿童更容易说谎。 

二、合理地表扬。研究发现，儿童在受到对其内在品质（比如“你真聪明”）

的表扬更容易说谎。我们应该要多就儿童的具体好表现给予表扬，比如“你为这场

考试付出了很多努力，你这次做得非常好！” 

三、做一个好榜样。亚洲父母更多会用说谎的方式教养孩子。比如，父母会吓

唬孩子，如果他们不把饭吃完，警察会把他们抓走。最近的研究表明，如果父母经

常用说谎的方式来进行家庭教育，孩子在读大学期间会出现更多的健康和社会适应

问题。 

（丁晓攀是新加坡国立大学心理系助理教授；国大家庭与人口研究中心

（CFPR）研究员；郑琦是国大心理系硕士研究生。毕月翻译。毕月是 CFPR 硕士研

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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