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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缺陷多动障碍(Attention-Deficit/Hyperactivity Disor⁃
der, ADHD)是一种神经发育障碍，其特征是持续的注意力不

集中和/或多动、冲动，是最常见的儿童发育障碍之一，学龄

儿童中的患病率约为5%[1]。ADHD影响个体的学业表现、社

会关系、认知能力[2]，使得儿童无法及时调整自己的行为以适

应特定情境 [3]。多动症儿童会比同龄人经历更多的失败事

件，因此，理论上ADHD儿童对自己的评价应该比同龄人更

加消极。然而，实际上在ADHD儿童中普遍存在一种有趣的

现象，即ADHD儿童在评价自己的能力时，往往表现出强烈

的自我认知积极错觉偏差(positive illusory bias, PIB)[4，5]。AD⁃
HD儿童的自我认知积极错觉偏差的操作定义是：ADHD儿

童对自身能力的评价远高于外部评价者（如妈妈或老师）对

他们的评价，或高于他们在实验任务中的实际表现，以至于

出现自我报告的能力高于自身实际能力的现象[4]。

国外学者已对 ADHD 儿童的 PIB 现象进行了大量研

究。近来的研究表明，PIB影响ADHD儿童对当前和未来策

略的调整、增加ADHD患儿在青少年时期的危险行为、降低

ADHD儿童对行为治疗的反应性、影响干预效果等[6，7]。由此

可见，对ADHD儿童 PIB的研究非常重要，可以为ADHD的

临床诊断和干预、家庭及学校教育等提供科学依据和指导。

目前，国内尚未发现有论文系统介绍ADHD儿童的PIB
现象及成因。本文将从ADHD儿童 PIB的表现、PIB对AD⁃
HD儿童的影响以及相关的理论解释等方面，对现有文献进

行系统梳理和总结，并提出未来研究的建议，以期为国内这

一领域的相关研究提供参考。

1 ADHD儿童自我认知积极错觉偏差的表现

ADHD儿童PIB的研究大多采用差异分析法，即从儿童

对自身特定领域的评分中减去外部评价者对儿童特定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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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评分，然后将ADHD儿童与非ADHD儿童进行比较[5]。因

此，我们可以简单地将ADHD儿童PIB理解为，ADHD儿童自

评与外部评价者的他评或同龄人自评之间的差异程度。

ADHD儿童的 PIB，首先表现为ADHD儿童对自身评价

和父母对其评价的差异。Volz-Sidiropoulou等 [8]以 6～15岁

儿童及其父母为研究对象，让他们对儿童的行为进行自评和

他评。结果发现，与父母的评价相比，ADHD儿童显著高估

了自身的行为表现，该研究还发现儿童的行为障碍越严重，

儿童和父母报告的差异就越大，儿童的PIB越严重。ADHD
儿童的PIB，不仅体现在对自身能力的认知上，还体现在对自

身执行功能的评价上[9]。研究中，父母和儿童分别完成对应

版本的执行功能行为评定量表（BRIEF），随后采用差异分析

法对儿童和父母的量表评分进行分析，结果发现，ADHD儿

童对自身执行功能的自我报告与父母报告之间的差异程度，

显著高于正常儿童和父母报告的差异程度。

ADHD儿童的 PIB，也表现为ADHD儿童自评与正常同

龄人自评之间的差异。Hoza等[4]通过比较ADHD和非ADHD
男童的自我能力评分与教师关于儿童能力的报告发现，与非

ADHD儿童相比，ADHD儿童高估了他们的学业能力、行为

能力和社交能力。这一结果，在其他一些研究中也得到了重

复，这些研究涉及到不同性别ADHD儿童的对比 [10]、不同的

外部评价者的分析[4]、采用不同方法来测量ADHD儿童的自

我认知准确度[5, 10]。由此可见，ADHD儿童的自我认知积极错

觉偏差，是独立于儿童的性别、外部评价者和不同测量方法

而普遍存在的一种客观现象。

而且，ADHD的PIB与正常儿童中也存在的自我认知积

极错觉偏差，有本质的区别：ADHD儿童对自身能力的高估

程度，远远高于正常儿童。适度的自我认知积极错觉偏差对

正常儿童具有适应作用，可以增强儿童的自信和动机，提升

儿童在实验任务中的表现。然而，ADHD儿童的自我认知积

极错觉偏差远远超过了这一范围[4，5]。

ADHD儿童的PIB，是由儿童自己和他人评价的差异来

进行操作定义的，但他人评价也是主观的，“他人”并不是只

有一个人，多个他人（如父亲、母亲、老师）之间的评价本身也

存在不一致性。这就给准确描述ADHD儿童的 PIB造成了

一定的困难。目前，对儿童ADHD的诊断主要依据于父母对

儿童行为和症状的评估。相关研究发现，父亲和母亲对AD⁃
HD儿童的症状评价存在显著差异[11]，这一差异无疑会影响

对ADHD儿童的诊断。Schroeder等[12]提出，对父母评价的具

体差异的探讨是至关重要的，这能够为研究和临床诊断提供

独特的视角。未来的研究，需要探讨父母对ADHD儿童能力

评价的一致性问题。

2 自我认知积极错觉偏差对ADHD儿童的

影响

ADHD儿童存在自我认知积极错觉偏差已经成为该研

究领域的基本共识，但目前关于 PIB对ADHD儿童的影响，

还知之不多。现有的研究表明，PIB对ADHD儿童既有积极

的一面，也会带来消极的影响。

2.1 自我认知积极错觉偏差对ADHD儿童的积极

作用
在正常儿童中，自我认知积极错觉偏差能促进个体在任

务中的表现，促进儿童身心的健康发展。那么自我认知积极

错觉偏差是否也对ADHD儿童具有积极作用呢？

在以ADHD儿童为对象的研究中，有学者探讨了PIB与

抑郁症状之间的关系，发现 PIB与较低的抑郁症状相关 [13]。

如ADHD/低抑郁症状的儿童在学业领域和社会领域的自我

评价远高于ADHD/高抑郁症状的儿童 [4]；另外的研究发现，

PIB与抑郁症状之间存在一种双向关系，即儿童自我认知积

极错觉偏差的减少预示着抑郁症状的增加，反之亦然[14]；甚

至还有研究表明，PIB似乎能在短期内缓解ADHD儿童的抑

郁症状[15]。从这个角度来看，PIB对ADHD儿童具有积极作

用。

但是，也有研究不支持上述观点。如McQuade等[16]的研

究，检验了ADHD儿童社交方面的自我认知积极错觉偏差的

内在机制及其对儿童的影响。研究对象为120名8～12岁的

儿童和他们的母亲、老师。儿童及其老师分别完成相应版本

的儿童自我知觉量表，测量儿童在社交方面的PIB。同时，研

究人员还从父母完成的儿童行为量表（Child Behavior
Checklist, CBCL）的分量表中获得了父母对儿童抑郁症状的

评分。结果发现，ADHD儿童对自己在同龄人中的受欢迎程

度的评价显著高于非ADHD儿童，即ADHD儿童存在社交

PIB。但与以往研究结果相反的是，该研究发现，有社交PIB
的ADHD儿童比没有社交 PIB的正常儿童更容易出现抑郁

症状。基于这一结果，McQuade等 [16]提出，PIB是否能降低

ADHD儿童抑郁的易感性有待进一步研究。但是，该研究与

以往研究不同的是，以往研究对儿童抑郁症状的测评均以儿

童自评的方式进行，而McQuade等[16]的研究采用的是成人他

评的方式；儿童自评主要是从自身感受出发，而父母对儿童

抑郁症状的评测主要来自于可观察的外化行为；该研究与其

他研究结论上的分歧，是否是由于上述方法上的差异造成

的，还需要未来研究进行深入探讨。

2.2 自我认知积极错觉偏差对ADHD儿童的不利

影响
自我认知积极错觉偏差对ADHD儿童的消极影响，主要

表现为容易引发攻击性和问题行为，影响适应性行为的产

生。

研究表明，ADHD儿童PIB的存在，预示着更高的攻击性

行为和问题行为的发生率。无论是临床样本还是社区人群，

与同龄人、老师或父母的评价相比，对自身社交能力高估的

孩子更具有攻击性[17]。研究还发现，社交PIB使得ADHD儿

童表现出更少的亲社会行为和更多的攻击性行为[18]。此外，

与没有高估自身能力的同龄人相比，ADHD青少年表现出更

多的危险驾驶行为[19]和较多的交通事故[20]。

自我认知积极错觉偏差还会影响ADHD儿童的策略调

整。研究发现，ADHD儿童因为在任务中采用了不恰当的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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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相对于对照组），无法根据任务需求做出适当反应。具体

表现为，在实验过程中，即使有证据或反馈表明他们需要改

变策略，ADHD儿童依旧会继续执行既定的反应策略，如他

们很难利用同伴的反馈来提高在太空飞行游戏中的表现[21]。

总之，虽然有不少研究探讨了 PIB对 ADHD儿童的影

响，但现有研究的结论并不一致，有的研究认为PIB有利于

ADHD儿童的发展[14，15]，而另外的研究发现PIB会对ADHD儿

童的成长和发展产生不利影响[16-20]。我们认为，应该在不同

的时间点上来思考这一问题。短期内，PIB能保护ADHD儿

童免受失败和抑郁的影响，对ADHD儿童具有保护作用，但

从个体的终身发展来看，PIB的存在对ADHD儿童的发展是

一种不利因素，对ADHD儿童是一种“消耗”[13]。

3 ADHD儿童自我认知积极错觉偏差的理

论解释

关于ADHD儿童自我认知积极错觉偏差的一个重要问

题是，这种偏差是如何形成的？现在有几种不同的理论解

释，主要包括：自我保护假说、神经心理缺陷假说、认知不成

熟假说、能力不足忽视假说。其中，自我保护假说和神经心

理缺陷假说的实证支持比较多，但学术界尚未达成一致。

3.1 自我保护假说
自我保护假说认为，ADHD儿童具有准确的自我感知能

力，当他们受到一项具有挑战性的任务的威胁时，他们试图

通过夸大自身能力、否认自身问题的方式来隐藏自己的无

能，减少自身痛苦，从而向他人展示一个自信、正面的形象，

避免因自身能力不足而导致的自尊受损[22]。

一些研究为该假说提供了初步支持。Evangelista等[23]研

究发现，ADHD儿童能够准确评价他人的社交能力和学术能

力，却高估了自身社交和学术能力。Houghton等[24]的研究还

发现，PIB的存在使得ADHD儿童的主观孤独感降低了。

近年来，一些研究的发现为该假说提供了实质性的证

据。如Capodieci等[25]的一项研究，以ADHD儿童、社交能力

较弱的非ADHD儿童以及正常儿童作为被试，探讨了PIB与

ADHD儿童自我概念和孤独感的关系。研究者采用儿童自

评（以人际能力量表（Interpersonal Competence Scale, ICS）为

研究工具）及他评（同伴评定法、教师评定法）两种方式对儿

童在班级里的受欢迎程度及社交能力进行了调查。结果表

明，虽然在同伴和老师的评定中，ADHD儿童的受欢迎程度

显著低于正常儿童，但ADHD儿童对自身社交能力及受欢迎

程度的自评显著高于教师他评，同时也显著高于有社交困难

的非ADHD儿童的自评，即ADHD儿童存在着社交PIB。这

一结果说明PIB与儿童的ADHD症状有关，而非社交技能不

足。该研究还比较了三组儿童的自我概念和孤独感水平，发

现ADHD儿童和有社交困难的非ADHD儿童的自我概念均

处于中等水平，二者之间无显著差异，但均低于正常儿童；此

外，三组儿童的孤独感并无显著差异。这些结果都说明PIB
对ADHD儿童具有保护作用：虽然经常被同龄人排斥，但PIB
使得ADHD儿童依旧感觉自己具有良好的社交技能和人际

关系，从而保护ADHD儿童免受孤独感和自我概念水平过低

的影响。

根据自我保护假说，当环境或任务对儿童来说不再具有

挑战和威胁时，ADHD儿童对自尊的保护需求会有所下降，

他们的PIB水平也会随之下降。也就是说，当得到积极的反

馈或表扬时，ADHD儿童的PIB水平会降低。Emeh等[26]的一

项研究对此进行了验证，他们探讨了家长不同类型的反馈

（关怀、赞扬、批评）对ADHD儿童PIB的影响。研究发现，当

父母给予儿童积极反馈（如表扬和关怀）时，ADHD儿童对自

身社交能力评估的准确性会提高（即他们的社交PIB程度下

降了），而当ADHD儿童从父母那里得到消极反馈（批评）时，

他们对自身社交能力的评价显著高于正常儿童。

然而，也有个别研究结果没有支持自我保护假说。如

Stephens等[27]发现，ADHD儿童的PIB与较高程度的抑郁症状

相关。该结果表明，自我认知积极错觉偏差并不是防止儿童

抑郁症状过高的保护因素。

3.2 神经心理缺陷假说
神经心理缺陷假说认为，ADHD与各种执行功能障碍有

关[28]，这些障碍可能与自我意识缺乏有关，而自我意识的缺

乏，导致了ADHD儿童无法注意到与自我评价相关的信息，

从而高估了自己的能力。

一些心理测量研究为该理论提供了支持。如Chan等[29]

的研究，探讨了执行功能缺陷与ADHD青少年学业PIB的关

系。在他们的研究中，要求青少年及其父母分别完成Con⁃
ners量表的自评和他评，并以该量表的学习问题（learning
problems）和执行功能（executive functioning）两个维度作为青

少年学业能力和执行功能的指标。此外，青少年还完成了记

忆和学习测验、成就测验。结果发现，与同龄人相比，ADHD
青少年在评估自己的学业能力时存在明显的PIB。研究采用

多重线性回归方法，将父母报告的执行功能和青少年在工作

记忆任务中的得分作为主要的预测因子，检验了执行功能障

碍对PIB的预测作用。结果发现，父母报告的执行功能损伤

解释了所有ADHD青少年的学业PIB，而且执行功能的微小

变化可以有效预测ADHD青少年自我评价的准确性。由此

可见，执行功能缺陷可能是导致ADHD患者产生PIB的因素

之一。

实验室研究也为神经功能缺陷假说提供了进一步的间

接支持。如Hoza等[30]发现，在奖励的刺激下，虽然ADHD儿

童对自身能力的高估程度有所下降，但并不能降至正常水

平，这说明至少有部分自我认知积极错觉偏差是不受儿童意

志控制的，作者将这一发现解释为：ADHD儿童的PIB某种程

度上是由于执行功能障碍所引起的。还有研究者认为，该结

果说明ADHD儿童可能存在整合与自我相关的消极反馈的

障碍[31]。

3.3 认知不成熟假说
认知不成熟假说认为，PIB是由于ADHD儿童认知发展

不够成熟导致的[32]。影像学和行为学研究都表明，与正常发

育的儿童相比，ADHD儿童的认知成熟较晚，认知功能发育

较慢，但随着年龄的增长，ADHD儿童各方面能力都会趋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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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常[33]。如在Bourchtein等[34]的一项研究中，要求ADHD青少

年（10～14岁）及其父母分别在基线期、12个月及18个月后，

三次填写自我知觉量表（青少年版本或成人他评版本）。结

果显示，在基线期，只有18.4%的ADHD青少年在行为、学业

和社交三个方面同时存在PIB，有 29%的ADHD青少年只存

在学业PIB。在纵向追踪中发现，除社交PIB在18个月中保

持稳定外，ADHD青少年在行为及学业方面的PIB都有所减

少，许多青少年可以根据自己的成绩、父母对其的评价准确

地评价自己。因此，作者认为，PIB并不是ADHD青少年群体

中普遍存在的稳定现象，随着时间的推移和个体的发展，青

少年自我认知准确性会逐渐提高。虽然Bourchtein等人[34]的

研究为认知不成熟假说提供了支持，但值得注意的是，该研

究并未设置正常青少年的对照组，因此ADHD青少年与正常

青少年PIB的发展规律是否一致，ADHD青少年的PIB是否

能降至正常水平，尚需进一步研究。

在正常儿童的研究中，研究者发现，与年龄较大的儿童

相比，年龄较小的儿童往往会高估自己在各种学术任务中的

技能，高估自己未来的表现，但随着年龄的增长，儿童对自己

评价的准确性逐渐提高[35]。然而，这一发展规律并不完全适

用于ADHD儿童。因为ADHD及其相关损害会持续到青春

期甚至成年[36]，而相关的执行功能损害与ADHD群体的PIB
有关[29]。由此可见，与正常儿童年幼时对自己能力的高估不

同，ADHD儿童的自我认知积极错觉偏差并不能简单理解为

是由年龄因素造成的。因此，认知不成熟假说是否成立，还

有待未来研究进一步探讨。

3.4 能力不足忽视假说
能力不足忽视假说(Ignorance of Incompetence Hypothe⁃

sis)认为，由于ADHD儿童在多个方面存在长期的、显著的缺

陷[37]，从而导致他们在日常生活和学习中表现出能力不足，

但他们却无法客观认识到这种自身的能力不足，或因本身的

认知缺陷导致无法客观评价这种能力不足，正是这种对能力

不足的认知缺乏或忽视，导致了ADHD群体的自我认知积极

错觉偏差[5]。

如果能力不足忽视假说可以解释PIB的话，那么ADHD
儿童将会在缺陷最大的领域表现出最高程度的PIB[5]。这一

推论得到了实证研究的支持。Hoza的研究发现，具有高攻击

性的ADHD儿童高估了自己在同辈人群中的受欢迎程度和

自己的行为表现，而低成就感的ADHD儿童容易出现学业

PIB[4]。这些研究结果有力支持了能力不足忽视假说。

然而，也有一些研究证据不支持能力不足忽视假说。

Owens[5]等在其综述中指出：ADHD儿童能够准确评估他人的

能力[23]，但根据能力不足忽视假说，ADHD儿童是不具备准确

评估自身和他人的能力的。其次，当在实验任务中给予积极

的反馈，ADHD儿童的PIB就会降低，如果得到消极反馈，其

PIB程度就会上升[22]；但是，根据能力不足忽视假说，PIB不应

该受到反馈的调节。因此，能力不足忽视假说的合理性还有

待进一步探究。

综上所述，研究者虽然提出了一些理论假说，试图解释

ADHD儿童的PIB现象，每个理论也都有相应的支持证据，但

每个理论都无法完全解释现有的研究发现，无法形成定论。

正如ADHD疾病本身，ADHD儿童PIB的成因可能也是非常

复杂的。虽然自我保护假说和神经心理缺陷假说得到了不

少实证研究的支持，但关于这两种假说的研究主要聚焦于

ADHD儿童的社交领域，并未涉及对ADHD儿童学术领域及

其他方面PIB的探讨。因此，关于ADHD儿童PIB的理论解

释，还需要未来研究的进一步探讨。

4 小 结

自我认知积极错觉偏差普遍存在于ADHD个体的不同

方面（如学业能力、社交能力、运动能力、行为举止），研究者

采用问卷法、实验法等不同的研究方法，对不同年龄段的儿

童ADHD群体PIB的表现、对个体的影响及其成因进行了大

量的研究，取得了比较丰富的成果。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

理论能够完美解释ADHD儿童的 PIB是如何形成的，关于

PIB的表现及其影响，也还需要继续深入发掘。在ADHD儿

童PIB研究这一领域，未来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继续深入：

（1）采用多评估者的方法，获取更加客观的外部评价。

ADHD儿童的PIB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外部评价者对儿童的

评价[38]。但实际上，父母或老师对儿童的评价只能代表他们

自己对儿童的看法，而非儿童的实际能力水平[39，40]。如何获

取更加客观的外部评价，是客观揭示ADHD儿童PIB的一大

关键。但是，现在关于ADHD儿童 PIB的研究，要么没有包

括父亲的评价，要么将父亲和母亲的评价视为是等价的，而

这并不完全符合实际情况。为了解决上述问题，未来研究可

以采用多个外部评价者对儿童的能力进行评价。实际上，研

究外部评价者（如父亲、母亲）评价的差异，本身就能够为研

究和临床诊断提供科学的依据和新的视角。此外，质性研究

可以提供更多关于父母对ADHD儿童的态度、评价等具体信

息[41]，未来研究可以考虑采用定性研究和量化研究相结合的

方式对ADHD儿童的PIB进行研究。

（2）采用聚合交叉设计探讨 PIB对ADHD儿童的影响。

当前研究大多以横断设计为主要方法，探讨了PIB对ADHD
儿童的影响，只有极少数研究采用了纵向追踪[7，31，34，42]，但这

几项仅有的纵向研究是在干预项目的背景下完成，因此儿童

行为的改善是干预的结果还是PIB的保护作用，我们不得而

知。未来研究可以采用聚合交叉设计，对同一批ADHD儿童

进行追踪研究，综合利用横断研究和纵向研究的优势，探讨

PIB对ADHD儿童的影响及其长期效应。

（3）以综合的视角探究ADHD儿童PIB的成因。现在的

研究从不同角度分别验证了四种假说的合理性，但Owens等
[5]提出，这四种假说并不是相互排斥的，它们都可能导致AD⁃
HD儿童产生PIB。此外，有的研究发现，并非所有的ADHD
儿童都存在 PIB[43]，与注意力不集中亚型的儿童相比，冲动/
多动亚型的ADHD儿童更易表现出对自身能力的高估[10]；此

外，冷漠无情(callous-unemotional)的性格特征也可能是AD⁃
HD儿童产生PIB的因素之一[44]。因此，未来研究在探讨AD⁃
HD儿童 PIB成因时，应考虑ADHD亚型及儿童自身特征对

PIB的影响，以更加综合的视角，全面考虑各种因素在ADHD

··539



Chinese Journal of Clinical Psychology Vol.28 No.3 2020
儿童PIB形成中的作用。

（4）从PIB的角度对ADHD儿童进行干预研究。随着对

ADHD儿童PIB研究的不断深入，有学者开始思考PIB是否

可以作为ADHD群体的干预靶点。在已发表的相关文献中，

专门以提升ADHD儿童自我认知准确性的干预研究极少，其

中一个研究采用了“匹配游戏”方法[30]，但该研究主要是描述

性的，并没有报告关于干预效果的数据，因此这一方法的有

效性还不得而知。另外一项研究发现，随着时间的推移，父

母或老师对儿童特定缺陷的反馈会增强ADHD儿童对自身

缺陷的认识，这表明，有条理的、持续不断的反馈有助于提升

ADHD儿童自我认知的准确性。此外，还有研究表明，父母

亲的理性引导和积极的教养方式（温暖、表扬）可以让子女学

习积极的应对策略[45]，因此积极的表扬可能会提升ADHD儿

童对自身社交能力评估的准确性[21，26]。未来研究，可以设计

提高ADHD儿童自我评估准确性的干预方法，从而降低其

PIB，并考察这种干预对于改善ADHD症状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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