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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性别恒常性发展是儿童性别认知发展的关键问题，该文介绍了这一领域研究的最新进展。儿童获得

性别恒常性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在 6、7岁时已完全获得，儿童的认知发展水平、文化背景、社会经济地位、

教育影响性别恒常性发展，性别恒常性与性别类型活动存在相关，但关系复杂。最后，作者对该领域的研

究趋向做出了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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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别是由生物属性决定的，儿童什么时候能识别自己和他人的性别，认识性别是固定不

变的？影响性别认知的因素有哪些？这些都是心理学家感兴趣的问题。 
性别角色有相应的社会规范，儿童正确的性别定位对其以后社会适应具有重要意义。幼

儿阶段是否需要专门的性别教育，什么时候开始，怎样进行，这一直是教育界困惑的问题，

了解儿童性别认知发展规律对此有积极的指导意义。国外研究者在这一重要领域做了大量的

研究，但国内这方面的研究很少，中国与西方国家有着不同的文化传统，中国儿童性别认知

发展有哪些特点？因此，综述国外该领域的研究，对国内的研究会有一些启示。 
Piaget认为儿童的认知能力是以逻辑思维为核心的普遍的、阶段性的发展，这一观点影

响了各个领域儿童认知的研究。Kohlberg最早提出性别的认知发展理论，他把皮亚杰的观点
运用于社会认知领域，提出“性别恒常性”的概念。Kohlberg[1~3]把性别恒常性定义为“对

性别基于生物特性的永恒特征的认识，它不依赖于事物的表面特征，不会随着人的发式、衣

着、活动的变化而变化”。他认为儿童性别恒常性的发展与物理守恒概念的发展是一致的，

只有当儿童达到具体运思阶段（6、7岁），获得了守恒的概念之后，他们才获得性别恒常性；
并且只有在获得性别恒常性之后，儿童才会表现出性别类型活动，性别恒常性是性别类型活

动的必要条件。近几十年来，这一理论主张一直在儿童性别认知发展的研究中占主导地位。

Slaby和 Frey[4]进一步把儿童性别恒常性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2~3岁），儿童首
先形成性别认同(gender identity)，即识别自己和他人性别的能力；第二阶段（4岁），性别稳
定性(gender stability)阶段，儿童认识到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们的性别是稳定不变的；第三阶
段（5~7岁），性别一致性(gender consistency)阶段，儿童已经认识到性别不会随外界条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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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变而改变。性别一致性的获得意味着儿童完全获得了性别恒常性。近年来许多研究者从这

一理论出发来探查儿童性别认知发展的规律。 

1 儿童性别恒常性获得年龄的研究   

关于性别恒常性获得的年龄，一直是研究的焦点，大多数研究者认为，儿童在 6、7
岁时已完全获得性别恒常性，而在 6、7岁之前已表现出这方面的能力。
早期的实验研究为 Kohlberg的理论提供了证据，如：Slaby和 Frey [4]最早进行性别恒常

性研究，他的实验材料是四个布娃娃（一个男人、一个女人、一个男孩、一个女孩）和四张

彩色照片（两个成人的男性和女性的照片），考查儿童一系列关于性别认同、性别稳定性、

性别一致性的问题，结果表明，儿童恒常性是阶段性发展的，6、7 岁的儿童已经获得性别
恒常性，而且达到比较稳定的水平。 
后来的研究者对这一结果提出异议，Leonard和 Archer[5]认为 Slaby和 Frey的提问方式

导致儿童不能区分所提的问题说的是“现实的”还是“假装的”，他在对 3、4岁儿童做自然
调查时，对实验方法进行改进，加上一个问题“当你穿上异性衣服时，你真的是男孩还是女

孩或你假装是男孩还是女孩”。在增加这一问题后，发现研究中的 30个 3、4岁的儿童都表
现出对性别稳定性和性别恒常性的理解。Martin 和 Halverson[6]采用 Leonard 和 Archer 的研
究方法，得到了类似的结果。Miller [7]把实验材料换成被试小伙伴的照片，发现所有的 3、4、
5岁儿童都能正确回答性别恒常性问题。这些实验结果表明，在具体运思阶段之前，儿童已
表现出性别恒常性的能力。但因此不能得出 3、4、5岁儿童已完全获得性别恒常性的结论，
而只能说明改进实验方法、降低任务难度更能揭示性别恒常性获得年龄的问题。  
有研究者专门针对实验方法对恒常性测验成绩的影响进行考察。Johnson 和 Ames[8]发

现，在提问过程中，如果把性别标签去掉，如：“珍妮穿上男孩的衣服，他是男孩还是女孩”

改为“珍妮穿上这件衣服，她是男孩还是女孩”，性别恒常性的成绩会有很大的提高。传统

的性别恒常性测验是按照性别认同（1）、性别稳定性（2）、性别一致性（3）的顺序来进行
的，在实验过程中如果把性别一致性问题提到前面，儿童性别恒常性的成绩也会提高[9]。另

外一项研究结果还发现[10]，实验中所涉及的人物的称谓方式影响实验的结果，用名字的情

境（如：珍妮）的正确反映率最高，其次是人称代词称谓的情景，最后是中性短语称谓的情

境（如：这个孩子）。 
最近有研究者改进实验方法，Bem[11]的研究中采用的实验材料是 6张全裸或半裸的学步

儿的彩色照片，用访谈法收集数据，发现 40％的 3、4、5 岁的儿童获得了性别恒常性，并
且儿童的生殖特征知识在性别恒常性发展中扮演重要的角色。Szkrybalo和 Ruble[12]采用追踪

研究的方法考察儿童性别恒常性，发现 4、5 岁的儿童获得性别恒常性的人数低于 30%，6
岁组的儿童获得性别恒常性的人数超过 50%，7岁以上的儿童已完全获得性别恒常性，而且
达到比较稳定的水平。这些研究结果均表明，在 5岁之前，儿童已经表现出性别恒常性能力，
只是还不稳定，性别恒常性的完全获得在 6、7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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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儿童性别恒常性发展的影响因素 

涉及儿童性别恒常性发展的影响因素问题，研究者主要从儿童的认知发展水平、文化背

景、社会经济地位、教育等方面进行了探讨。 
Marcus和 Overton[13]考察了儿童的认知发展水平和性别恒常性的关系，他们采用 Piaget

传统的连续性守恒任务和不连续性守恒任务测查儿童的认知发展水平，性别恒常性的测查采

用类似于 Slaby和 Frey[4]的实验任务的 Emmerich和 Goldman[14]的性别恒常性测验，结果表

明，儿童守恒的发展先于儿童性别恒常性的发展，儿童认知水平的发展是性别恒常性概念形

成的必要条件。 
还有研究发现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儿童获得性别恒常性的年龄是不同的。Hollander [15]

对正统犹太教儿童和无宗教信仰儿童的性别恒常性获得进行比较研究，发现正统犹太教儿

童，获得性别恒常性的年龄要早于无宗教信仰儿童。Bhogle[16]等人用传统的 Slaby 和 Frey
的性别恒常性测验发现，印度儿童直到六岁还没有获得性别恒常性，该结果与 Slaby和 Frey
研究结果，即 6~7岁的儿童都已经获得性别恒常性是有差异的。 
社会经济地位是儿童性别恒常性发展的影响因素之一。Emmerich 等人[14]对几百名 4~7

岁社会经济状况较差儿童的性别恒常性进行研究。结果发现在 6、7岁儿童中，分别只有 16%
和 25%的被试达到了性别恒常性，这一研究结果与大多数研究结果即在 6、7岁已完全获得
性别恒常性是不同的。 
教育也影响儿童性别恒常性的发展。Jo Warin[17]对 10个 4.5~7岁儿童进行追踪研究，让

教师对 6个儿童给与更多肯定评价和个人对于这些儿童的喜欢，对另外 4个儿童给予更多的
负性评价，并且很少去帮助这 4个儿童。结果表明，得到老师更多帮助和肯定评价的 6个儿
童，获得性别恒常性的年龄要早于另外 4个得到老师的负性评价多，帮助少的儿童。Dresner
考察教育对 3、4、5 岁儿童性别角色原型的影响，[18]对实验组儿童进行 7 周的教育，儿童
学习的教材是关于工作没有性别差异的书，对于控制组，让儿童学习幼儿园图书馆中的普通

书籍，7周后的测验发现，两组的性别角色原型知识有显著差异，而且教育对女孩的影响要
比男孩大。 
综上所述，儿童的认知发展水平、文化背景、社会经济地位、教育影响儿童性别恒常性

的发展，但还有一些因素如亲子关系、家庭环境以及儿童的气质类型等对性别恒常性的发展

是否会有影响，影响程度如何，还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  

3 性别恒常性与性别类型活动关系的研究 

早期的儿童性别认知发展理论把性别恒常性作为性别发展决定性的因素，许多研究者认

为：性别恒常性是激发儿童学习和适应性别角色的关键成分，儿童性别恒常性是性别类型活

动的必要条件。但有一些研究结果不支持这种观点。 
有研究[19,20]表明在性别恒常性获得之前，儿童就表现出明显的性别类型玩具偏好。

Szkrybalo的研究也发现[21]，在性别恒常性概念真正获得之前，幼儿园小班（4岁）的儿童，
在玩具的选择、性别原型自我归因方面已经表现出明显的性别偏好，在幼儿园中班（5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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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儿童，对玩伴的选择有了明显的性别偏好。一般认为女性会对婴儿更多的关注，对婴儿的

偏好是一种性别类型活动，Blakemore和 Judith [22]用结构观察法测查儿童对婴儿的态度，研

究结果发现在 3~5岁还没完全获得性别恒常性概念儿童中，女孩比男孩花更多的时间与小婴
儿在一起，会更多的与婴儿接触，对婴儿表现出更多的兴趣。这些研究结果都表明，性别恒

常性不是性别类型活动的必要条件，在性别发展过程中，性别恒常性并不是决定性的因素。 
基于以上的研究结果，后来的认知发展理论家修正了前人的一些观点[3]，认为性别恒常

性对性别类型活动有重要影响，两者之间存在相关关系，不再强调性别恒常性的完全获得（即

达到性别一致性阶段）是必要条件及其所起的关键作用。这种观点得到了许多实验支持。 
研究者[2,6]发现，儿童的性别恒常性的水平与其对同性别类型活动的注意时间长短相关； 

Lobal和Menashri的研究结果[19]也发现性别恒常性与儿童对跨性别类型活动（如：男孩玩洋

娃娃）判断的相关显著；Jowarin[17]用追踪研究法，考察 4.5~7岁儿童性别恒常性发展与性别
类型活动偏好的关系，结果发现，儿童的性别恒常性与性别类型活动之间有很高的相关，特

别是表现在与同性别的交往上。研究者还要求 10个儿童穿上异性的衣服，结果是 6个获得
性别恒常性的儿童拒绝，而 4个没有获得性别恒常性的儿童接受了这项要求，性别恒常性对
这种性别类型活动有显著影响。计算机操作被认为是男性特征的行为，性别恒常性对这种性

别类型活动有影响，Newman等 [23] 的研究发现，性别恒常性水平高的女孩比性别恒常性水

平低的女孩更少的从事计算机操作。 
在冲突的情境下，也发现了性别恒常性对性别类型活动的影响。如：Richard和 Perloff[24]

要求儿童模仿同性别不高兴任务和异性别愉快任务，性别恒常性得分高的儿童比得分低的儿

童表现出更多的对同性别任务偏好；Freys 和 Ruble[25]探查性别恒常性与儿童在冲突条件下

的玩具选择的关系（给男孩一个很旧的汽车和一个漂亮的布娃娃），结果发现，获得性别恒

常性的男孩比未获得性别恒常性的男孩花更多的时间在性别特征玩具上。 
即使在性别认同障碍[26]（即男性或女性对异性有强烈的认同感而对自己的生物性别感

到极端的不满意）儿童中，性别恒常性对性别类型活动也会有影响。Zncker[27]等人观察在自

由活动时性别认同障碍儿童的玩伴选择，结果表明：获得性别恒常性的性别认同障碍儿童比

没有获得性别恒常性的性别认同障碍儿童，在与同性别伙伴玩耍的时间上要多得多。 
可以确定，儿童性别类型活动与性别恒常性的发展有关，但其中的关系很复杂，不同的

实验任务中，两者之间关系有不同的表现，如：玩具偏好与性别恒常性没有相关[19,20]，而儿

童玩伴偏好与性别恒常性存在相关[17,27]。这种不一致提示我们，也许不同的性别类型活动要

求不同的性别恒常性水平，如：玩具的偏好与性别认同的关系更加密切，玩伴偏好与性别一

致性关系更显著。因此可以更加细致探讨不同的性别恒常性水平与性别类型活动的关系。 

4 性别恒常性与性别类型活动关系中的性别差异 

儿童性别类型活动受外部环境的影响，由于社会对男女不同的期待，家庭、幼儿园对男

孩、女孩性别类型活动的不同态度，造成男孩和女孩性别类型活动发展的不均衡，这种不均

衡导致性别恒常性与性别类型活动关系中存在性别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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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metana和 Letomneau[20]用观察法研究不同性别恒常性水平学前儿童玩伴选择的性别偏

好，性别恒常性水平对男孩的玩伴选择没有影响，对于女孩则不同，性别恒常性与玩伴的选

择的关系呈倒 U 形，性别恒常性水平对女孩的玩伴选择有影响，以上结果说明性别恒常性
与玩伴选择的关系存在性别差异。Freys 和 Ruble[25]的研究结果也发现在冲突情境下，性别

恒常性与儿童玩具偏好的关系存在性别差异，获得性别恒常性的男孩比没有获得性别恒常性

的男孩花更多的时间与性别类型玩具（如：破旧的小汽车）玩，在女孩身上没有发现同样的

结果。Luecke-Aleksa[28]利用录像的方法考察儿童性别恒常性与电视节目观看的关系，结果

发现性别恒常性对男孩的电视节目观看有影响，获得性别恒常性的男孩比没有获得性别恒常

性的儿童对男性电视特征的节目，有更多的关注，看更多的成人节目，特别是体育节目和动

作节目；对女孩则没有影响。 

5小结 

综观上述研究，可以肯定，性别恒常性的发展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儿童在 6、7岁已基
本获得性别恒常性，并达到稳定的水平；已有研究确定儿童的认知发展水平、社会经济地位、

教育、文化背景影响性别恒常性的发展；性别恒常性与性别类型活动之间存在相关，但这种

关系在不同的具体情境中有不一致的结果，可能与性别类型活动的内容、文化背景等因素的

影响有关，另外一种可能是性别恒常性的不同水平分别与不同的性别类型活动有关，更细致

的探讨性别类型活动与性别恒常性的关系是未来研究的一个方向。性别恒常性发展是儿童性

别认知发展的关键问题，文化背景对性别恒常性的发展有重要影响，中国有着悠久的文化传

统，男尊女卑的思想统治了人们几千年，近几十年来中国又强调妇女与男子的平等地位，这

两种观念冲击下的中国儿童性别认知发展有何特点？因此研究中国儿童性别恒常性的发展、

影响因素及其与性别类型活动的关系，能为中国的性别教育提供可靠的理论依据。此外，由

于性别具有生物属性，探查生物与环境因素如何相互作用影响性别认知发展，将能得出更有

意义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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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view on Children’s Gender Constancy Development 

 

Fan Zhentao,  Fang Fuxi 
(Key Lab of Psychological Health,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Beijing,100101) 

Abstract：Gender constancy development is the focus of children’s gender cognition. Advances in 
this field were introduced. It was found that children’s gender constancy is acquired gradually, the 
gender constancy is fully mastered at the age of 6 or 7 and the development of children’s gender 
constancy is influenced by their cognitive level, culture, social economical status and education. 
Additionally, studies have also demonstrated there is the intricate relation between gender 
constancy and gender-typed activity. Future tendency in this field were prospected in the end. 
Key words：children, gender constancy, gender-typed activ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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