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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教养方式对幼儿亲社会行为的影响和因素探究
泉州职业技术大学文化旅游与体育学院  孙诗茵

摘   要：良好的社会性行为可以促进幼儿人格发展，而家庭是影响幼儿发展的关键因素，家长不同的教养方式
会对幼儿产生不同影响。家庭的教养风格与幼儿的个性发展存在一定程度的联系，同时父母的自身因素，如物质条件、
受教育水平、父母特质焦虑等，会对幼儿亲社会行为产生影响，而社会性对人的生存发展至关重要，需要着重培养
幼儿的亲社会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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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儿的社会性行为与父母的教养方式相关联，

父母不同的教养方式对孩子社会性发展产生不同的

影响。文章将由以下方面探究父母教养方式对幼儿

亲社会行为的影响和相关因素：教养方式对幼儿亲

社会行为发展的影响、教养方式对幼儿问题行为发

展的影响以及教养方式影响幼儿亲社会行为的发展

因素，包括父母自身的因素对教养方式的影响、隔

代教育的影响以及不同文化背景所带来的影响。

一、相关概述

（一）社会性和社会性行为

社会性是个体不能脱离社会而独立生存的属

性，人的社会性是指个体参与社会人际交往，在其

固有的生物特征基础上形成人所特有的社会心理特

征，使个体能适应周围的社会环境，建立良好的人

际关系，在自我完善的过程中影响和改造周围环境。

社会性行为分为亲社会行为和攻击性社会行为。亲

社会行为（Pro-social Behavior）通常指对社会有正

面影响以及对他人有益的行为，主要包含合作行为、

分享行为、公德行为、助人行为、安慰行为五个维

度。幼儿时期是社会认知情感行为发展的时期，亲

社会行为是个体社会性发展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幼儿亲社会行为的发展受年龄差异的影响，不同年

龄段的幼儿亲社会发展的水平不同。发展幼儿的亲

社会行为可以加快幼儿的社会化进程，参与了解适

应社会，学会与他人团结协作、和谐共处、行为向

善从而形成良好品德。因此探究幼儿亲社会行为的

培养有重要意义。

（二）家庭教养方式

家庭的教养方式有 : 权威型、宽容型、专制型、

忽视型。其中专制型教育模式中，父母要求孩子严

格遵守命令，对孩子要求高、回应少，以家长的地

位为导向；权威型的父母与专制型的父母培养方式

相似，但其更注重培养宽容而非训斥，期望自己的

孩子可以自律，承担社会责任，有合作意识；宽容

型也称溺爱型的父母，对孩子没有过多的要求，对

孩子自我控制的期望少，通常表现为高回应低要求；

忽视型父母表现为低回应低要求，反应迟钝，很少

交流，部分甚至忽视孩子的基本需求。

二、父母教养方式对幼儿亲社会行为和问题行

为的影响

社会性行为分为亲社会行为和攻击性行为。攻

击性行为是幼儿宣泄紧张或不满的消极情绪的主要

方式，如不及时改正，幼儿会认为是可行行为，不

仅影响幼儿的道德发展，还易形成后天攻击性格，

因此攻击性行为会阻碍亲社会行为的发展。有研究

学者探究了社会技巧、攻击性行为与父母教养方式

之间的关系并指出，家庭氛围对孩子社会化发展与

人格的养成十分重要，并且攻击性行为受家庭环境

的影响较深。父母采用专制型的教养方式与攻击性

行为呈正相关，而权威型教养方式呈负相关。可以

得出在四种教养方式里，权威型教养方式会抑制攻

击性行为的发展，相对于其他三种教养方式更为正

向科学。权威型的父母对孩子高回应高要求，既规

范孩子的言行举止又给予孩子足够的关爱。此教养

方式下的幼儿易发展出较高的社会技巧，而攻击性

行为较少，并且主动参与游戏，与同伴建立良好的

人际关系。而专制型的父母将自己的意愿强加到孩

子身上而忽视幼儿内心想法，缺乏沟通交流，幼儿

易产生不善与人交往、感情淡漠等问题。溺爱型的

父母主要表现为高回应低要求，对幼儿发展给予支

持，却极少对幼儿提出要求，幼儿较易发展出以自

我为中心、增加攻击性行为、社交能力差等问题。

而忽视型的家长更多关注自身的需求，忽视对孩子

的关心也很少对孩子提出要求。父母采用权威民主

型的教养方式最有利于幼儿自我控制技巧和交友技

巧的发展，良好的自我控制和交友技巧可以让幼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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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亲社会行为，专制型的教养方式却与之相反。

提高幼儿的社会技巧以及亲社会行为，父母可以增

加教养知识，改进教养技巧，提高幼儿的同理心，

加强父母与教师之间的配合等方式促进幼儿交往技

巧的发展。父母与幼儿的正向互动是幼儿发展亲社

会行为的关键，同时父母本身的沟通技巧会为幼儿

的社交互动做出示范。

个性发展与家庭教养因素的关系，一直是心理

学领域所关心的一个课题，长期不当的父母教养方

式易使子女形成难以适应社会的不良人格。有研究

学者探究了家庭教养方式与个性发展的关系，该研

究分析出，父母受教育程度越高，教养方式越趋于

正向。父母对教育的认知、重视沟通与良性的互动

模式、积极寻求科学的育儿资源，都是父母养成科

学正向的教养方式的关键。研究分析出家庭教养方

式对幼儿的个性发展有着显著影响，父母在育儿中

遇到问题，积极与幼儿沟通，了解和尊重幼儿的困

难和发展阶段，会给到幼儿所需要的支持。父母根

据幼儿的发展阶段，给予幼儿适当的界限与挑战，

会鼓励幼儿提高社交技能与刺激适应性行为的发

展。权威民主型的父母教养方式更利于幼儿产生开

朗、活泼阳光的性格，能够积极主动地进行同伴交

往，促进亲社会行为的发展。而其他三种类型的教

养风格可能会使幼儿形成懦弱、依从、孤僻、冷漠

的性格，并在同伴交往中形成以自我为中心的个性，

不利于亲社会行为的形成。

三、教养方式影响幼儿亲社会行为的相关因素

第一，父母自身的因素影响家庭的教养方式，

从而影响幼儿的社会发展。有研究分析了行为抑制

性，父母特质焦虑与学龄前儿童行为问题的关系，

该研究得出父母的特质焦虑程度越低，教养方式会

更科学合理，幼儿会产生较少的情绪问题与交往问

题。父母焦虑越少，心理状态越稳定健康，越能为

幼儿提供恰当的支持。父母的状态稳定时，越能接

纳幼儿的挫败感和负面情绪，帮助幼儿寻找正向的

解决方法，鼓励幼儿对未知事物进行尝试，教养方

式会更加合理科学。幼儿在安全的氛围下，更易锻

炼与发展亲社会行为。同时幼儿的亲社会行为有助

于父母了解幼儿的行为和心理发展的需求与此发展

阶段的特征，这可以减少父母的焦虑。例如，两岁

到六七岁的儿童具有“自我中心”的特征，父母对

幼儿此特征的尊重能帮助幼儿建立界限感，在此基

础上，可以选择更适合幼儿的教养方式，进而促进

幼儿良好的亲社会行为发展。亲社会行为应是幼儿

的自发行为，而不是行为抑制的结果。父母对幼儿

亲社会行为的引导，应建立在尊重幼儿的自我意愿

的前提之下。而父母对自身焦虑感的意识与调整，

会减少幼儿的行为抑制，促进亲社会行为的发展。

第二，隔代教养是中国教养方式的新常态，有

研究表明，隔代教养的幼儿表现出更多的身心健康

问题和行为障碍。因此探究隔代教养的问题，科学

引导隔代教养具有重要意义。如何选取教养方式、

教养类型，促进幼儿亲社会行为的发展成为研究问

题。有研究学者分析出教养方式在隔代教育与幼儿

行为问题间的中介作用，隔代教养组对男童和女童

的溺爱与放纵都为最高。隔代教养组相对于父母教

养、共同教养组，对男童更少采取信任民主的教养

方式。如今隔代教养对幼儿更多采取溺爱与放纵，

尤其男童较多。我国在传统因素的影响下，父母对

孩子的教养方式以专制型为主，对孩子高要求低回

应，其父母在晚年时易产生亏欠感，便将亏欠弥补

于孙辈，这也成为隔代教养的教养方式以溺爱型为

主的原因之一。隔代教养相关的幼儿品行问题、多

动行为问题的关键在于教养方式，如果过于溺爱，

则会不利于亲社会行为的发展。因此父母的陪伴对

建立良好的亲子关系至关重要。在家庭环境中，要

建立温馨和谐的家庭氛围，尽量创造条件和机会陪

伴幼儿，建立平等友好的家庭关系。家长教育孩子

时应尊重幼儿的主体地位，建立和谐平等的亲子关

系。在隔代教育中促进幼儿亲社会行为的发展，要

采取信任民主的教养方式，优化教养行为，摒弃溺

爱放纵的教养方式。过分溺爱和放纵会使幼儿产生

多动问题和品行问题，而共同教养对幼儿的多动行

为具有抑制性作用，可以结合两代人的教养优势，

互相配合以促进幼儿亲社会行为的发展。

第三，幼儿时期的模仿能力强，幼儿会模仿同

伴的亲社会行为或者攻击性行为，若幼儿身边的同

伴做出攻击性行为，幼儿则有可能进行学习与模仿，

因此幼儿的同伴关系对其社会性发展具有影响，与

同龄人建立良好的同伴关系对健康的社会发展至关

重要。在同伴交往中受欢迎的幼儿，具有良好的社

交能力，乐于与同龄伙伴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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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主要以亲社会行为为主，易被接受与喜欢，产生

攻击性行为和被成为攻击对象的几率较低。相反在

同伴交往中被拒绝的孩子人际交往中攻击性行为较

多。同伴关系可以建立积极互惠的社会关系，调节

控制攻击行为，提高社会能力，促进亲社会行为发

展。虽然同伴交往在童年到青春期转变扮演着关键

角色，但是父母的教养方式在孩子和社会发展中具

有关键作用。同伴依恋关系到了亲社会行为和攻击性

行为，良好的同伴关系会促进亲社会行为的产生，但

父母教养方式更为重要。父母应支持和鼓励幼儿建立

同伴关系，在幼儿面对与同伴间的冲突时，父母应支

持与引导幼儿进行正向的沟通。必要时，父母可以

就正向沟通进行示范，为幼儿练习社交技巧与亲社

会行为提供机会。建立同伴关系和科学的父母教养

会促进幼儿的亲社会行为和社会适应性的发展。

第四，不同文化下采取的教养方式不同。不同

文化背景下的父母对待孩子教育方式具有差异，不

同文化背景下的教养方式对幼儿亲社会行为的影响

不同。例如，在集体主义文化的背景下，父母的教

养方式多采取专制型，但在个体主义的文化背景下，

专制型的教养方式采取的较少，更多的可能是采

取权威型。同样的教养方式在某种文化背景下可

能会促进幼儿的亲社会行为，但在另一种文化背

景下可能会抑制其亲社会行为。因此教养方式要依

据自身的文化背景采取较为科学的方式提高幼儿的

亲社会行为。

四、对教养方式和幼儿亲社会行为研究的局限

与未来方向

现有研究主要为相关性研究，主要研究教养方

式与亲社会行为之间的利弊及正负关系。未来的研

究可以更多地探寻父母教养方式和亲社会行为的因

果关系，避免偶然性因素产生的相关联系。现有研

究主要关注于父母教养方式和某一个与亲社会行为

相关的因素之间的关系，今后研究可以系统性地探

究因素之间的相互影响，如人格的发展、攻击性行

为、亲社会行为等是否会对父母的教养方式产生反

向作用。目前研究主要将幼儿的亲社会行为看作整

体研究，对幼儿的个别化研究不够明显，后续的研

究可以进一步探讨该关系中的性别差异。

五、结语

父母的教养方式对幼儿亲社会行为产生影响，

本文得出父母采用民主权威型的教养方式更有利于

幼儿的亲社会行为；同伴交往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

幼儿的亲社会行为但父母教养方式的影响更为重

要；父母的教养风格会影响个性的发展，不良的个

性不利于亲社会行为的产生；父母自身的因素影响

幼儿亲社会行为的发展，如受教育水平程度与幼儿

亲社会行为的发展呈正相关，父母的特质焦虑影响

幼儿的情绪问题从而抑制亲社会行为的发展。隔代

教养在我国较为普遍，其教养风格以溺爱型为主，

此教养风格会抑制幼儿社会性发展，应以民主权威

型的教养风格为主，结合两代人教养方式的长处。

不同文化背景下父母的教养风格有所差异，同种教

养方式在不同文化背景下对孩子产生的影响不同。

可见，需要详细探讨教养关系对孩子亲社会行为的

影响，探寻更适合的教养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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