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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 题

尸
_

我国有习惯于大家庭共同生活的传统
,

有三代乃至四代同堂的
。

在三代人这种家庭环境

中
,

对儿童的心理
、

特别是性格特征发展的影响如何呢 ? 这个问题恐怕是东方国家
,

尤其是我

国的独特问题
。

因为西方极少有三代人家庭
。 Z aj

o
nc 曾研 究过家庭大小 (即子女 多 少) 对

儿童智力发展的影响
, ¹ 尚未见到西方关于三代人家庭对儿童心理发展影响的文章

。

方 法

在走访了一部分幼儿园和小学老师之后
,

归纳想要调查研究的17 个行为项 目
,

计有
:

l)

独立思考能力 ; 2 )
‘

合作性
, 3 ) 随和 ; 4 少同情心
; 5 ) 坚强 ; 6 ) 欢击行为
; 7 ) 生活

自理能为, 8 ) 独立能力 , 9 ) 坚持性
; 10) 对体力劳动态度 , 11) 不娇气 ; 12 ) 喜欢表现

自己
;
_

13 ) 虚荣心 ; 14 ) 伙伴威望 ; 16 ) 诚实 ; 17 ) 谦虚
。

每个项 目下设 1一 9个问题
。

这些

行为特征可以概括为认知能力和社会行为两大类别
,

编成包括有52 个问题的间卷
。

一

本研究的调查是19 8 6年在北京市的东城
、

西城
、

崇文及宣武4个城区进行的
。

一般认为这4

个城区是北京市的老区
,

在人 口分配上最能代表北京市区
。

这4个区的全部小学已按教育局原

来的意见分成重点与非重点两类
。

我们分别在4个 区用随机取样办法抽取一所重点小学及三所

非重点小学
,

共 16 所学校
。

每个学校取一
、

三
、

五年级的全部学生进行评价
,

然后按照
:
l)

家庭结构
,

即两代或三代人生活在一起
; 2 ) 儿童家庭的社会经挤情况

,

其中包括祖父母
、

父母的职业及教育水平
;

’

3 ) 独卒或非独立气 4 ) 性别
, 5 ) 年龄进行 匹配

,

从中选出1“15

名小学生作为被试
。

‘

其中男生67 2人
,

女生 64 3人
。

其他分布情况见表 1
;
、

表 1 被试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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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卷由本班的班主任负责填写
。

约有10 %的孩子的问卷除班主任外
,

另有一课任老师评

分
。 ‘

在分析了两位老师对同
一 “
孩子的评分之后

,

发现二者之间的相关在0
.

9以上
,

说明 这 项

调查的信度是高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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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果

(一) 对全部来自三代及两代人家庭小学生的17 项性格特征进行比较之后
,

未发现在某

一性格特征上有明显差别
。

(二 ) 比较了独生儿童中来自三代及两代人家庭的性格特征
,

发现来 自三代人家庭的生

活自理能力比来自两代人家庭的要强 (P<
.

0 5 )
。

在其余16 项性格特征上
,

他们之间没有明

显的差别
。

(三) 还比较了非独生儿童中来 自三代及二代人家庭的性格特征
。

从表2可以看出来自三

代人家庭的非独生儿童
,

在对劳动的态度及诚实性两项的得分上
,

小于来自两代人家庭的非

独生儿童
,
他们之间的差别是显著的 , 在攻击性上前者得分又大于后者

,
说明他们的攻击性

较强
。

表2 3 2 5个来自三代人家魔 (1) 及2 2 !个来自两代人家庭

(2) 的非独生子女的行为特点比较

行为特征 均分( 1 ) } 均分(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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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 对独生及非独生儿童的行为特征作了比较 (表3)
。

总的来说
,

在所比较 的 这17

项行为特征中
,

在 15 项上独生和非独生儿童间都没有显著差别
,

但在其余两项
,

即生活自理

能力及不娇气上
,

他们之间的差别非常显著
:
即非独生子女比独生子女的生活 自理能力强

,

而且比较不娇气
。

这两点似和公众的印象一致
。

表3 7 6 9个独生儿宜 (1) 与5 4 6个非独生儿宜 (2 ) 行为特点的比较

.一|行为特征 } 均分( 1 ) 均分(2 )

生活自理能力

不娇气

3
。

2弓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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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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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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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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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 男女儿童的行为特征差异最为显著
。

在所调查的17 项行为特征中
,

除独立思考及

随和两项外
,

在其余15 项特征上男女儿童之间都有显著差别 (表4)
。

男孩在坚强
、

攻 击 性

及不娇气三项上得分显著高于女孩
,

而女孩在下述优 良品质
,

如合作性
、

同 情 心
、

自立 能

力
、

独立性
、

坚持性
、

对劳动态度
、

伙伴威望
、

有礼貌
、

诚实
、

谦虚等方面比男孩得分高
,

但女孩在好表现及虚荣心上得分也比男孩高
。

(六) 父母的不同文化水平对儿童的行为特征是否会有不同的影响呢 ?我们把64 0个父亲

具有大专以上文化水平的孩子和52 个父亲仅受过9年以下教育的孩子作了对比 (表 5 )
,

发现

在 独 立思考
、

合作性
、

同情心
、

独立性
、

坚持性及对劳动的态度上
,

来自上述两种不 同家

庭的孩子是有显著差别的
。

父亲受过较多教育的孩子在这些行为品质上得分也高
。

再就母亲

的文化水平对儿童性格特征的影响进行了考查 (表 6 )
,

也发现了类似的趋势
,

只是所影响

的项目要少一些
,

仅在合作性
、

同情心及独立性上有差别
,

即母亲受过高等教育的
,

她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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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4 7 2男生 (l) 及6 4 3女生 (2) 的行为特征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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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 虚实谦

孩子在这些行为品质上得分显著地高于母亲只受过 9 年以下教育的孩子
。

表5 父亲文化水平对儿盆性格特征的影响 〔父亲受过9年以下教育 (l)

父亲具有大专以上文化水平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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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 母亲文化水平对儿宜性格特征的影晌 〔母亲受过9年以下教育 (l)

母亲具有大专以上文化水平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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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祖父母文化水平对儿童性格特征的影响
,

仅考查 了祖父一方
。

未发现不同文化水平

的祖父对他们的孩子有显著的不同影响
。

(七 ) 我国多数儿童在进入小学前曾进过幼儿园
,

但也有少数孩子在进入小学前一直在

家中由家人或祖父母照看
。

比较了这两类孩子的性格特征
,

发现入小学前完全 由父母 (多半是

母亲 ) 照看的孩子
,

在自理能力
、

坚持性
、

对劳动态度
、

不娇气
、

有礼貌诸方面都比进过幼

J卜园的孩子得分显著地高 (表 7 )
。

由祖父母照看的孩子在随和
、

坚持性
、

诚实
、

谦虚方面

.

寻0李
,



得分比进过幼儿园的孩子要高 (表 8 )
。

表了 入学前燕顾者对 )L 宜性格特征影晌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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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8 入学前照顾者对儿宜性格特征的影响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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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 结

1
.

从总的方面看
,

就所调查的 17 个行为特征而言
,

没有发现三代人家庭的孩子和两代

人家庭的孩子之间有显著差别
。

2 ,

独生子女和非独生子女之间仅在 自理能力及不娇气两个方面有显著差别
,

独生子女

不如非独生子女
。

况 在所调查的17 项行为特征中
,

男女儿童在 15 项上有显著差别
。

1

女孩子在合作性
、

同

情心
、

自立能力
、

独立性
、

坚持性
、

对劳动态度
、

伙伴威望
、

有礼貌
、

诚实
、

谦虚方面优于

男孩
。

男孩在坚强
、

不虚荣上优于女孩
。

另外
,

女孩好表现自己
,

男孩攻击性较强
。

4
.

一般来说
,

父母文化水平越高
,

对子女优良性格的形成的影响越好
。

他们的孩子在

独立思考
、

合作性
、

同情心
、

独立性
、

坚持性及对劳动态度的得分高于那些父母仅受过 9 年

以下教育的孩子
。

从影响的方面来看
,

似乎父亲的影响比母亲要大一些
。

5
.

从我们的结果来看
,

上小学以前未进过幼儿园这一条件
,

对儿童优 良性格的形成并

没有坏的影响
。

总之
,

家庭结构对儿童行为品质的影响是一个相当复杂的问题
。

根据上述结果
,

我们至

少可以认为
,

三代人同堂
,

即与祖父母生活在一起这种家庭环境
,

对儿童行为特征的发展没有

任何不 良的影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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