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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心理卫生

北京市大兴区农村 一 岁儿童气质
、

父母养育方式对儿童行为的影响

朱雪娜 ① 梁爱民②

【摘 要 】目的 探讨北京市大兴区农村 一 岁儿童的气质
、

父母养育方式对儿童行为的影响
。

方法

随机选取北京市大兴区身体健康
、

发育筛查正常的 名 一 岁农村儿童
,

采用幼儿气质评估量表
、

一 岁儿童气质问卷测查儿童气质
,

用儿童抚养行为 分类卡片测查家长的养育方式
、

儿童行为

调查表测查儿童行为
。

结果 气质类型分布 为难养型
,

启动缓慢型
,

为易养型
,

为中间偏难养型
,

为中间偏易养型
。

难养型和启动缓慢型儿童的焦虑
、

过失
、

外显及行为问题

总分均高于易养型儿童 土 士 士 , 士 土 士

, 士 士 士 , 二 土 士 士 ,

二 仪琳
。

难养型儿童的攻击维度得分高于易养型 土 土 , 。

回归分析显示趋

避性
、

适应性
、

情绪与鼓励成就的交互作用影响儿童的内隐行为 二 、 、 ,

活动度
、

家

长拒绝
、

适应性和鼓励成就的交互作用
、

节律性和拒绝的交互作用影响儿童的外显行为 二 、

、 、 ,

情绪
、

适应性和鼓励成就的交互作用
、

注意分散度和拒绝的交互作用影响儿童的行

为问题
、 ,

柳
、 一 。

结论 行为调查表分数高的儿童在气质维度上表现为活动水平高
,

节律性越弱
,

趋避性越倾向于退缩 适应性越弱
,

情绪本质越倾向于消极
,

坚持性越低 家长的教育方式越

倾向于鼓励
、

接受
,

儿童的行为调查表分数越低
。

儿童的气质和家长的教育方式对儿童行为产生重要影响
。

【关键词 】 儿童 气质 父母养育方式 行为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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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研究表明学前儿童行为异常可以预测成年发生

精神障碍的危险性川
,

因而儿童心理行为问题已经

引起医学界和社会各界的重视
。

我国学者从 世纪

年代后期开始较多地对儿童行为问题及其影响因

素进行研究
,

但对早期气质
,

以及气质哪一个维度有

问题
,

怎样与养育方式共同作用对儿童行为问题产生

影响的研究较少
,

尤其是缺少针对农村地区儿童的研

究
。

本研究探求上述问题
,

以便更好地指导家长针对

不同气质
“

因材施教
” ,

给予其良好的认知刺激
,

减

少行为问题的发生
,

为儿童以后成长奠定良好的心理

素质
。

对象与方法

对象 北京市大兴农村地区在经济
、

文化等

方面属北京市农村中等水平
,

具有较好的代表性
。

本

研究在大兴区采取整群抽样方法选取 个乡镇
,

将身

体健 康丹 佛 发 育筛查 测 验
,

发育筛查正常的 名 一 岁农

村户口儿童纳人研究对象
。

共发放问卷 份
,

回收

气质有效问卷 份
,

家长养育方式有效问卷

份
,

行为有效问卷 份
。

份问卷中
,

男童

人
,

占
,

女童 人
,

占
。

岁组

人
,

岁组 人
。

母亲受教育程度 大专以上

人
,

高中 人
,

初中 人
,

小学 人
,

未回答 人
。

父亲受

教育程度 大专以上 人
,

高中

人
,

初中 人
,

小学 人
。

工具

幼儿气质评估量表
,

适用于 一

个月的幼儿 ’

一 岁儿童气质问卷
,

适用于 一

岁儿童 ’

的儿童行为调查表
,

一 岁用 川 包括 个描述儿童行为的项 目
,

按
、 、

三点记分
,

请最了解孩子的家长根据最近一

个月内对儿童行为的观察填写
。

本研究抽取内隐行

为
、

外显行为两类进行分析
。

儿童抚养行为 分类卡片
一

川 包括 个描述父母教养方式的项 目
,

请母亲根据家庭中实际的教养方式来填写
。

方法 首先对测查员进行使用培训
,

培训合

格后由测查员按问卷涉及年龄阶段
,

向儿童父母发放

问卷
,

并解释填写方法
。

一周内收回问卷
,

获得幼儿

气质特点
、

抚养方式
、

行为问题的分数
。

统计方法 , 检验
、

方差分析
、

相关分析
、

回归分析
。

结 果

农村与城市 岁儿童气质比较

本研究选择 年张劲松等对北京市城区调查

结果圈 进行比较
,

由于缺少 岁以下数据
,

只对

岁组分性别进行单一样本 检验
,

结果显示除反应强

度外
,

其他八个维度均存在显著性差异
。

除反应阑评

分农村儿童高于城市外
,

其他方面均是城市儿童高于

农村儿童 见表
。

表 北京市农村与城市 岁儿童各气质维度评分比较 又士

量表
农村 二 城市 二 值

农村 二 城市 探 醉
尸值

二主 男童
‘

沽 。 二 女童 洁 。 洁

活动水平

节律性

趋避性

适应性

反应强度

情绪本质

坚持性

注意分散度

反应阑

土

士

土

士

士

士

土

士

土

士

士

士

士

士

土

土

土

士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洲洲

侧洲

《洲

旧

《洲洲

士

士

士

士

土

士

士

,

士

士

土

士

士

土

《又 士

士

抖 士

土

《辫 士

一

一

一

一

一 肠

一

一

叨

《刃

《

《兀旧

《洲犯

《洲洲

洲洲

儿童气质类型分布情况及气质
、

行为量表评 分的性别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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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质类型分布 难养型 人 占
,

启

动缓慢型 人 占
,

易养型 人 占
,

中间偏难养型 人 占
,

中间偏易

养型 人 占
。

检验没有发现气质
、

行

为量表评分有性别差异 尸
。

气质类型与儿童行为问题的关系

表 不同气质类型儿童 儿童行为调查表评分比较 又土

量表
难养型①

二

缓慢型②
二

易养型③
二

士

土

士

士

士

土

土

土

土

土

士

土

士

士

士

士

士

士

土

士

值 值

肠 田

价

〕

两两比较

② ①
、

③

③ ①
、

②

① ③

③ ①
、

②

② ①
、

③

③ ①
、

②

③ ①
、

②

表 显示在焦虑行为维度上组间差异显著
,

内隐

行为问题组间差异边缘显著
, 一

检验显示
,

启

动缓慢型及难养型儿童得分均高于易养型儿童 难养

型儿童攻击维度得分高于易养型儿童
。

过失
、

外显行

为问题维度及行为问题总分组间差异显著
,

难养型和

启动缓慢型儿童得分均高于易养型儿童
。

易养型儿童

在多个维度上的得分都低于其他类型的儿童
。

各气质因子与 儿童行为调查表评

分的相关性

表 显示气质的节律性
、

趋避性
、

情绪
、

坚持性

维度与儿童行为调查表的各项评分呈正相关
,

活动水

平与攻击
、

过失
、

外显及行为呈正相关
。

反应强度与

攻击呈正相关
。

注意分散度与退缩呈负相关
。

儿童抚养行为 分类卡片评定结果与儿童行

为调查表评分的相关性

缩虑击失隐显分退焦攻过内外总

难养型包括中间偏难养型和难养型 易养型包括中间偏易养型和易养型
。

维度 退缩 焦虑

气质各维度与儿童行为调查表评分的相关分析

攻击 过失 内隐 外显 行为

活动水平

节律性

趋避性

适应性

反应强度

情绪

坚持性

注意分散度

反应阅

一

二
’

二
一

二

一

二

二
妇

二

一 叫石

《

二

二

二
巾

一

申

二
申

二
一 《场

甲

巾 申

一

一

二
巾

一 拓

一

岭

二
‘

口

中

礴月 甲

甲

一

一

拓

二

二

二
巾

一

一

表 儿童抚养行为 分类卡片评定结果与儿童行为调查表评分的相关性

维度 退缩

一

焦虑 攻击 过失 内隐 外显 行为

惩罚

鼓励独立

拒绝

鼓励成就

保护担优

接受

尸

一 只

,

一

一 《抖

以

一

二
一

二
一

一

二
一 二

一

,

一

二

一

申

一 申

一 阅

一

二
一 二

二

表 显示父母抚养方式中的鼓励独立
、

鼓励成就

与儿童行为调查表评分呈正相关
,

拒绝与攻击
、

过

失
、

外显呈负相关
。

接受与退缩
、

过失呈正相关
。

气质与家长教育方式对儿童行为问题的预测

选取与儿童各种行为问题相关显著的各个维度
,

进行逐层回归分析
,

考察气质各因子和教养方式对儿

童行为的影响
。

表 显示趋避性
、

适应性以及情绪与

鼓励成就的交互作用可以影响儿童的内隐行为 活动

度
、

家长拒绝
、

适应性和鼓励成就的交互作用
、

节律

性和拒绝的交互作用可以影响儿童的外显行为 情

绪
、

适应性和鼓励成就的交互作用
、

注意分散度和拒

绝的交互作用可以影响儿童的行为问题
。

讨 论

儿童的气质受很多社交因子包括文化背景及种族

等的影响
,

相同种族和类似环境使儿童的气质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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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近〔〕。

本研究显示农村地区与城市地区儿童相比
,

表现为活动量少
、

节律性强
、

较少退缩行为
、

适应性

强
,

男童更倾向于积极情绪
,

女童更倾向于消极情

绪
、

坚持时间长
、

注意力易于集中
、

反应灵敏度高
。

这些差异与儿童成长环境和家长的育儿方式密切相

关
,

表明气质并不是一成不变的
,

随环境的改变气质

会发生变化
,

与其他研究结果一致
。

气质的性别

差异是遗传因素和后天环境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

与

家庭的教育
、

期望有关
,

是儿童发展过程中社会化的

结果
。

表 气质与家长教育方式对儿童行为问题的逐步回归分析

维度 值 尸值

内隐

常数项 一 一

情绪 鼓励成就 」 刃

趋避性

适应性

外显

常数项

适应性 鼓励成就 汪洲刃

拒绝 一 一 一 」 刃

节律性 拒绝 《拟

活动度

行为

常数项

适应性 鼓励成就 以犯

情绪 以

注意分散度 拒绝 一 一 一 以科

本研究结果还显示难养型儿童的各种行为问题最

高
,

易养型儿童危险性最低 启动缓慢型儿童的内隐

行为问题较多 难养型儿童的外显行为问题较多
。

行

为调查表得分高的儿童
,

在气质纬度上表现为活动较

多
、

日常生活和学习活动无规律
、

对新环境或新刺激

不宜适应
、

趋向于退缩 主要的情绪表现消极不愉

决
、

专心于活动的时期不持久
。

提示某些气质特征与

儿童行为问题的发生关系密切
。

该结果与以往的研究

一致
,

进一步证实消极的气质特点是行为问题发生的

危险因素 阶 ” 〕。

等研究发现
, ·

情绪性是行为

问题最强的预测因子 ” ,

本研究回归分析的结果与

此一致
。

全国 个城市协作调查组报告父母养育方式是

对儿童行为问题最具影响力的因素之一 「’ 。

本研究

结果也显示
,

父母的积极养育方式如鼓励
、

接受有利

于减少儿童行为问题
,

而消极的养育方式如拒绝会增

加儿童行为问题
,

但惩罚和保护与儿童行为问题相关

不显著
,

与以往研究结果有差异
,

考虑可能与农村家

长的教育方式不同有关
。

有研究表明农村家长对孩子

较少过度保护
、

过度干涉
、

拒绝
、

否认
、

惩罚〔” 〕,

这和我们的生活现实经验相符
。

农村儿童生活空间相

对开放
,

父母教育处于一种自发的或自然而然的状

态
,

较少存在极端的惩罚和过度的保护
,

然而
,

农村

父母更不善于鼓励儿童
,

是农村儿童行为问题产生的

主要问题
。

儿童气质类型不会造成行为障碍
,

异常和正常的

发展都是儿童气质特点与家庭环境交互作用 的结

果 〕。 。 等发现父母的不恰当管教态度与儿童

的不良气质结合会便儿童行为问题增加〔’ 〕。

本研究

结果也发现家长的养育方式与气质共同作用对行为产

生影响
。

情绪本身对儿童内隐行为并无主效应
,

但与

鼓励成就交互作用影响儿童的内隐行为 适应性与节

律性
,

分别与鼓励成就和拒绝交互作用影响儿童外显

行为 适应性和注意分散度
,

分别与鼓励成就和拒绝

交互作用影响儿童行为
。

主要原因可能是由于在儿童

成长和社会化的过程中
,

由家庭对其进行培养
,

使他

们顺利地适应生活环境和社会文化
。

幼儿逐步有了自

我意识和 自我情绪体验
,

但由于 自我评价能力还很

弱
,

成人的评价在幼儿个性发展中起到极其重要的作

用
。

易养型儿童具有良好的适应性
、

情绪积极
、

坚持

性强
,

容易和周围环境形成和谐关系
,

与扶养者融洽

相处
,

从抚养者那里得到更多的赞同和认可 ” 〕。

母

亲经常鼓励儿童
,

给予积极的情感支持
,

可以使儿童

感受到温暖和爱
,

处于一个支持和接受的环境下
,

会

给孩子以安全感
,

可以培养孩子的自信心
,

减轻儿童

的退缩
、

破坏和攻击行为
。

相反
,

难养型气质
、

消极

的气质特点多的儿童
,

父母对子女的气质特征不了

解
,

按社会化标准要求他们
,

易于产生不良的教育方

式如拒绝
,

从而出现母亲期望与子女行为的不一致
。

另一方面
,

儿童消极的情绪和低水平的社会性也容易

激发母亲严格的约束方式
,

使亲子发生矛盾
,

造成亲

子关系难以达到融洽
,

增加应激的潜在性
。

儿童生活

在这样一个与他不协调的环境中
,

心理发育易受到挫

折
,

造成儿童社会适应不 良
,

更加促进了行为问题的

发生 ”
,

’ 。

儿童有了 自主感
,

父母对孩子长期的拒

绝否认
,

会使孩子感到焦虑
、

恐惧和挫折感
,

表现更

加烦躁
、

抵触
、

易怒和消沉
,

并且难以用言词表达情

绪体验
,

因而常常借直接的攻击行为来表达其痛苦的

内心感受
。

另一方面
,

孩子处于警惕
、

应激状态
,

对

环境中任何微小的伤害性刺激保持高度警惕
,

并做出

迅速攻击反应
。

据 , 等报道【’ 〕,

当父母和社会

的要求与儿童的气质相协调时
,

很少出现适应不 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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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于产生
“

调试良好
”

状态的儿童会获得最佳的发

展 反之
,

当
“

调试不 良
”

时
,

儿童易出现行为问

题
。

因此
,

儿童的气质特征与父母教育是否一致
,

对

行为结果是重要的
。

鼓励
、

支持和接受的教养方式对

预防孩子行为问题的发生有着积极作用
,

消极的教养

态度与消极气质同时出现
,

产生交互作用
,

则行为问

题明显增加
。

儿童气质类型和父母养育方式在儿童后期行为塑

造中起关键作用
,

且与某些行为问题的发生有关联
。

幼儿时期是人一生 中发展最快
,

变化范围最广的阶

段
,

是人一生中最具可塑性的黄金时期
,

被认为是
“

一生中预防精神障碍的关键
” ,

因而
,

要尽早地对

儿童气质进行评估
。

在儿童保健和临床工作中对困难

型气质儿童家长进行指导和培训
,

促进亲子关系
,

使

得家长理解子女建立在气质基础上的行为
,

在教育孩

子的过程中掌握孩子的气质特点
,

重视教育孩子的方

法
,

不要过分关注儿童的困难气质和破坏性行为
,

而

是对顺从行为予以各种正强化
,

针对 一 岁幼儿的
』

合理
,

支持鼓励和赞扬是最有效的强化物
。

要在孩子

达到目标后及时对孩子进行表扬
、

关注
,

激励孩子每

一个微小的进步
。

对于适应性弱的儿童
,

要让他们按

自己的速度和特点去适应环境
,

并且鼓励他们尝试新

体验
、

适应新环境
,

如果给他们施加压力
,

只能适得

其反
。

目前
,

国内对于困难型气质儿童家长进行的父

母培训研究尚匾乏
,

具体方法有待进一步探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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