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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结构对农村学前
儿童性格特点的影响

①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 范存仁 林 国彬 万 传文

摘要 本文比较了北京远郊区 名来自不同家庭结构儿童的性格特征 结果表明
,

来自两

代人家庭的儿童在好奇心
、

坚持性
、

伙伴威望
、

与人关系及对劳动态度上的得分显著高于三代人家

庭的儿童
。

非独生子女在独立性
、

坚持性
、

任性
、

与人关系
、

自我中心
、

劳动态度上得分显著高于

独生子女
。

女孩在独立性
、

坚持性
、

自尊心
、

与人关系
、

劳动态度上得分显著高于男孩
,

这些结果
,

对于我们怎样对待三代人家庭
,

怎样对待独生子女都有参考意义

关镇词 性格特征
,

二代和三代人家庭
,

独生和非独生子女
。

表
。

表 儿童分布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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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传统上习惯于大家庭生活
,

往往三代乃至

四代同堂
。

目前
,

这种家庭处于解体过程
,

逐渐让位

于两代人家庭 在这一转变中
,

从心理学的观点出

发
,

我们更关心 三代人这种家庭环境对儿童的心理

特点和性格特征发展的影响
。

西方极少有三代人家

庭
, , 曾研究过家庭大小 即子女多

少 对儿童智力发展的影响
,

除此之外
,

尚未见到西

方关于三代人家庭对儿童心理发展影响的报道 因

此
,

这个间题是东方国家 尤其是我国的独特的问

题
,

近年来
,

国内有人 开始研究这个间题 但结

果并不一致
,

而且都在城市
。

农村的情况究竟如何

呢 我们知道
,

在农村里
,

家庭关系比城市里密切
,

相互影响可能 比城市突出
,

因此有必要对这个问题

作些研究
。

岁
二代
三代

对象和方法

在过去工作基础上
,

将性格特征问卷原有 个

间题求其相关矩阵
,

从相关在 以上的项 目中去掉

若干项 目
,

使问题简化从而把问卷压缩成包括 个

方面的 个问题
,

这十个方面是 好奇心
,

独立性
,

坚持性
,

任性
,

伙伴威望
,

自尊心
,

与人关系
,

自我中心
,

自

制力
,

对劳动态度 每个方面包括 一 个问题

不等
。

调查地区为北京市平谷县的十个 自然村
,

对象

为自然村的幼儿园中的 名儿童
,

根据幼儿园大

小
,

从每年级中分别抽取 一 个班
,

其人数分布见

有关儿童性格特征的间卷由负责该班的老师分

五级评分
。

有 名儿童作了重测相关 由两位老师

评分
,

其相关为
, 。

对 名儿童过

一 天作了再测评分
,

其相关为
, 。

可见本调查的信度是高的
。

结 果

对结果进行了多变量变异数分析 此

时的 自变量是家庭结构 二代
、

三代 性别 男
、

女 独生非独生
,

因变量即十个性格特征
。

未发现

在三个 自变量间的交互作用
。

随后的单因素多变量

变异数分析表明
,

来自两代人家庭儿童的好奇心
、

坚

持性
、

伙伴威望
、

与人关系及对劳动态度上
,

得分均

① 本研究受到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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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著地较来 自三代人家庭的儿童为高 见表

表 来自两代及三代家庭儿童性格分致比较

二 代 三 代
,

好奇心 ⋯
独立性

坚持性 二

任 性

伙伴威望 二

自尊心

与人关系 二

自我中心

自制力

劳动态度 刁 二
注

, , , , , , , ,

以下各表同
。

我们还比较了来自两代人家庭及三代人家庭男

孩的性格特征 结果表明 来自两代人家庭的男孩在

坚持性
、

与人关系
、

自制力及劳动态度方面得分高于

来 自三代人家庭的男孩
,

它们的显著水平分别为
, , , ,

, ,

,

又 比较了来 自两代人家庭及

三代人家庭的女孩的性格特征
。

结果是
,

来自两代人

家庭的女孩在好奇心
、

坚持性和伙伴威望方面得分

高于来 自三代人家庭的女孩
,

其显著水平分别为
, , , ,

, , 。

我们再按十种性格特征在独生和非独生之间进

行 分析 见表 单变量变异数分析表明
,

非独生子女在所调查的十项中有六项
,

即独立性
、

坚

持性
、

任性
、

与人关系
,

自我中心
、

对劳动的态度的

得分均高于独生子女
。

表 独生与非独生儿童性格特征得分比较

独 生 非 独 生
,

好奇心

独立性 二

坚持性
·

任 性 二

伙伴威望

自尊心

与人关系
·

自我中心
·

自制力

劳动态度 二

性别差异方面
,

用同样的统计方法我们可以发

现 见表四
,

在所比较的十项性格特征中
,

女孩的

得分均比男孩为高
,

其中独立性
、

坚持性
、

自尊心
、

与人关系及劳动态度五项性格特征存在显著差异

表 男女儿童性格分数的比较

︺︸︺︸︸
男 孩 女 孩

好奇心

独立性

坚持性

任 性

伙伴威望

自尊心

与人关系

自我中心

自制力

劳动态度

。

。

。

。

。

。

。

。 。

。 。

,

。

二
。

。

二
怪

讨 论

一
、

两代人家庭和三代人家庭对于儿童性格发

展影响的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社会意义
。

它涉及到

一个社会的细胞一家庭如何组织才既有利于社会发

展
,

又有利于子孙后代的健康成长
,

据调查研究说

明
,

三代人家庭的解体已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
。

西方社会早就走这条路
,

中国的城乡也正在走这条

路
。

边燕杰 〔们曾调查过天津城乡各类家庭的

比例
,

其中三代人的大家庭只占家庭总数的五分之

一
,

就说明了这种趋势 在农村
,

两代人家庭与三代

人家庭对儿童的性格特征有哪些影响
,

通过我们这

次调查研究
,

初步得到的结果是
,

在我们所比较的十

项性格特点中
,

来 自两代人家庭的儿童在好奇心
、

坚

持 性
、

伙伴威望
、

与人关系及对劳动态度等五项性

格特征得分均显著地高于来 自三代人家庭的儿童
。

在三代人家庭中
,

把抚养孩子责任往往推到老人身

上
,

因为他们一般不再下地劳动
,

而把主要精力放在

照顾孩子身上 从这里可以看到老人抚养的一些弱

点
。

一般说来
,

农村里这一代老人没有文化
,

缺乏对

儿童教养方面的知识和修养
,

往往把喂养重于对孩

子的教养
,

不注意对孩子优良品质的培养
。

另外
,

在

农村中的老人多子多福的思想往往 比较严重
,

容易

对孩子表现出过多的溺爱
,

养成孩子的一些不 良品

质
,

这是三代人家庭中值得注意的间题
,

应该加以克

服
。

二
、

跟城市的情况不同
,

现在农村中独生子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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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例比较小
,

在我们所调查的 名儿童中 独生子

女只有 人
,

占
。

这说明在农村中执行独生子

女政策是有一定阻力的
,

这主要是因养儿防老
、

男尊

女卑
、

多子多福等思想还是根深蒂固的
,

在实际政策

中
,

对丧失劳动力的老人的抚养问题也没有得到解

决
。

这些问题应引起有关部门的重视
,

否则我国的人

口增长速度将难以控制
。

这里我们只提一下独生子

女性格上的问题
,

他们在独立性
、

坚持性
、

任性
、

与

人关系
、

自我中心
、

劳动态度上得分均低于非独生子

女
。

这种情况 与我们在城市 中研究的结果有所不

同
, 「幻可能在农村中

,

由于独生子女受到更大的溺爱

和照顾而形成的
。

三
、

关于性格特征的性别之间差异是许多人曾

关心并研究过的问题
。

在不同的家庭结构和家庭环

境影响下他们又有什么特点是我们关心的问题
。

我

们把男
、

女孩进行了总的比较
,

结果表明 女孩在独

立性
、

坚持性
、

自尊心
、

与人关系及劳动态度五项性

格特征的得分均显著高于男孩
。

从这些结果可以看

出
,

由于农村中重男轻女的思想比较普遍而 且严重
,

这对男孩的性格品质造成了不利的影响
。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
,

如果一个孩子在家庭中

处于一个 比较 比较特殊的地位
,

受到过分的照顾和

溺爱
,

那么
,

对他们的性格特点将会产生不利的影

响
,

这是我们应该向广大家长反复宣传的一条科学

育儿的道理
,

使他们及早醒悟
,

改变自己的教育态度

和教育方法
,

使我们的下一代更加健壮地成长起来
。

四
、

由于我们这次研究中
,

主要使用问卷方法
,

这样不能不关心调查的信度问题
。

我们已经从重测

和再测相关来说明本调查的信度是高的
。

前人的研

究也表明
,

让教师评分一般比家长评分要客观而且

可靠
,

他们偏见较少
,

而且 比较熟悉孩子
。

另外
,

评

分者的态度是否慎重很重要
,

从我们接触中
,

这些农

村教师
,

都把我们的调查作为一项重要任务来对待
,

我们也提出凡是马虎的不合理的卷子必须重慎
,

这

样就保证了这次调查的质量和可靠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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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 习 班 信 息

中国心理卫生协会心理评估专业委员会与湖南医 科大学心理学教研室将于 年上半年和下半年在长

沙等地举办全国心理测验学习班
,

内容包括三个系列 ①智力评估系列 介绍韦氏成人智力量表中国修订本

一
,

中国一韦氏儿童智力量表 一 中国 一朽氏幼儿智力量表 一
,

儿童适应行

为评定量表
、

成人智残评定量表和老年认知量表等 ②人洛评估系列 介绍洛夏测验
、

艾森克个性间卷

和加利福尼亚心理调查表 等 ③神经心理 评估系列 介绍 神经心理成套测验 幼儿
、

少

儿和成人三套
,

韦氏记忆量表
、

视觉保持测验等
。

全部讲授内容由湖南医科大学心理学教研室提供

已在我国标准化的测验器材
。

每届学习班的时间根据设置内容从 一 周不等
,

学完后通过考试合格者发给中

国心理卫生协会心理评估专业委员会的结业证书
。

此外
,

应广大医务
、

心理及教育工作者要求
,

中国心理卫

生协会心理评估专业委员会与湖南省心理学会医学心理学专业委员会计划于一九九四年上半年在湖南大庸

市 张家界 专门举办一届心理咨询治疗与人格评估学习班
,

内容为心理咨询 与治疗理论和方法
,

包括动力

心理学
、

认知行为等心理治疗技术
、

人格评估技术 包括洛夏测验
、 、

临床评定量表等 在心理治疗中的

应用
,

我国心理咨询门诊中常见心理障碍的诊断与治疗
。

时间二十天左右
。

需要 了解办班时间
、

地点及其它

具体事项者
,

请与我们联系
。

联系地址 长沙市湖南医科大学附二院精神卫生研究所心理学教研室

联系人 方淑涵 联系电话 一 或 邮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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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 页 有几个间题值得提出
。

虽然本病

的形成有一定的人格因素
,

如病人个性内向
、

谨慎
、

敏

感
、

对 自身健康过度关心
、

小病大养等
,

但患病几年来

并没形成明显的人格障碍和社会适应障碍 测

验正常
,

这一点是治疗迅速成功的重要因素
,

这与对

人恐怖症的治疗之困难形成鲜明对 比
。

恐惧对象

有泛化的倾向 最初病人只是对狂犬病感到恐惧 以

后扩展到怕狗
、

怕猫
、

怕血 血液恐怖
、

怕刀剪 尖锐

恐怖
、

怕外伤甚至不敢吃西瓜
。

病人最初发病时
,

往往极度恐怖伴心动过速
,

后两年发病时主要表现为

合动过速而恐怖感却不明显了
。

以致几年来多次求

医治疗
“

心脏病
” ,

偶尔诉说恐怖感
,

但没引起临床医

生应有的注意
。

认知领悟配合行为治疗是首选的

治疗方案 会谈中医生鼓励病人反复回忆最初发病时

的详细经过和体验
,

使压抑多年的恐怖事件渲泄出

来
,

使之意识化
,

通过解释促使病人领悟其行为的幼

稚及不合理性
,

在此基础上应用暴露疗法
,

〕助垂取

得了疗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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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版
,

上接 页 在门诊条件下定期对患者进行
“

积

极生存
”
指导

。

有时也进行集体心理治疗
,

讲解神经

症症状的产生机制和直接诱因
,

与神经质性格的联

系
,

神经症症状的主观性
。

在 日常重视保持充实的生

活内容
,

端正仪表
,

克服感情用事
,

不发牢骚
,

不以病

为借口 逃避现实
,

建立 自信心
,

逐步养成顺应 自然的

态度
。

最终治疗是否有效
,

从客观上分析患者对生活

的态度即可判断
。

如果患者从整体上采取了积极的

生活态度
,

能十分敏感地注意到外界事物
,

立即做出

判断并付诸于实际行动
,

就证明患者的适应能力大大

提高
。

根据临床经验
,

积极生存疗法对神经衰弱
、

恐

怖症
、

焦虑症疗效最佳
,

其次是强迫症
,

对瘾症
、

疑病

症的疗效较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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