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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幼儿与生俱来的心理特征——气质，会随着幼儿年龄的增长而发生变化。其中环境因素中的家庭因素尤

其是父母的教养方式对幼儿气质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而社会经济地位(socioeconomic status, SES)
很大程度地影响着父母的教养方式。因此，本研究拟采用文献法分析探讨SES造成的不同父母教养方式

以及SES下相同的父母教养方式，进而得出SES下相同和不同的父母教养方式对幼儿气质发展产生的影响。

结果表明：在SES影响下可以利用父母教养方式使幼儿的气质得到更好地发展，包括通过社会各方力量

加强父母家庭教育观念，增强父母的家庭教育知识；父母及时及早地采取良好匹配模型教养幼儿；合理

利用SES等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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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hildren’s innate psychological characteristics—temperament will change with the growth of child-
ren’s age. Among the environmental factors, family factors, especially the parenting style of par-
ents have an important impact on the development of children’s temperament. And socioeconomic 
status (SES) has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parenting style. Therefore, this study intends to use lite-
rature analysis to explore the different parenting styles caused by SES and the same parenting 
styles under SES. Furthermore, the influence of the same and different parenting styles on child-
ren’s temperament development under SES is obtained. The results show that: under the influence 
of SES, parents’ parenting styles can be used to better develop children’s temperament, including 
strengthening parents’ family education concept through various social forces and enhancing par-
ents’ family education knowledge; parents should adopt goodness-of-fit model to raise children in 
time; and make rational use of 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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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1.1. 问题的提出 

气质是早期表现出来的，个体差异巨大的反应性与自我调节特征。气质影响幼儿的亲情关系、早期

社会交往，是幼儿个性发展的基础[1]。儿童气质的差异能预示他们怎样与别人交往，也能预示他们的自

我调节等能力[2]。说明气质的发展对幼儿未来的成长是至关重要的，因此关于幼儿气质发展的问题受到

了广大学前教育研究者的广泛关注。本研究从托马斯和切斯划分的气质的三种类型：易照养型儿童、难

照养型儿童和慢热儿型童展开探讨[3]。 
幼儿气质的发展主要受遗传因素和环境因素的共同影响。家庭教育对幼儿的学业表现、人格发展、

心理健康、自尊水平、行为问题等其他一系列发展结果有着重要影响[4]。因此家庭环境对幼儿气质发展

的影响是毋庸置疑的。但是许多幼儿的气质会随着年龄的增长发生变化。这说明，如果幼儿先天的气质

倾向阻碍了幼儿的社会性、学习等发展，那么成人尤其是与幼儿相处最多，关系最为密切的父母可以通过

对幼儿的教养削弱那些不好的行为，促进幼儿的发展。本研究涉及的父母教养方式的相关内容的主要依

据是戴安娜·鲍姆林德的研究与其他的一些研究共同揭示的能够稳定区分有效和无效教养方式的三个

特征：接纳和参与、控制、给予自主性，并据此将父母教养方式划分为专制型、权威型、放任型、不过问型

四种方式进行研究分析[5]。 
另一方面，研究表明 SES 对家长的教养方式有很大的影响，而家长的教养方式又对幼儿的“主动

性”“想象”和“创造能力”“好奇心”等有显著的影响[6]。据此，可以推测：由于父母 SES 不同而受

到不同的父母教养方式的幼儿在气质发展上可能也会有很大差异。因此本研究希望通过文献法对这一推

测进行验证，从而得出 SES 影响下的父母教养方式会对幼儿的气质发展产生影响的相关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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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相关概念界定 

1.2.1. SES 
根据穆勒和帕塞尔的定义，SES 是指对父母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的衡量，其中包括父母的文化水平

(受教育年限)、父母的职业以及家庭的经济收入[7]。 

1.2.2. 父母教养方式 
本研究采用南希·达林对父母教养方式的定义，即父母教养方式是父母教养态度、行为和非言语性表

达的集合，侧重于情感交流，反映出亲子间跨情景性的、稳定的互动模式，包括情感温暖、惩罚、严厉、

过分干涉、偏爱、拒绝、否认和过度保护等维度[8]。 
本研究采用的父母教养方式是根据戴安娜·鲍姆林德的研究与其他的一些研究将父母教养方式划分

为专制型、权威型、放任型、不过问型四种方式。其中权威型父母教养方式是最成功的父母教养方式，

表现为对子女高度的接纳和参与，恰当的控制技巧并给予一定的自主性。专制型父母教养方式表现为对

子女低接纳和低介入，高强迫控制，孩子的自主性低。放任型父母教养方式表现为对孩子疼爱、接纳，

但是不介入。不过问型教养方式表现为对子女低接纳、低介入、低控制，并且漠视孩子对自主性的要求[5]。 

1.2.3. 气质 
本研究采用的是罗斯伯特等人提出的气质定义，即气质是婴幼儿期出现的在反应性和自我调节等方

面的稳定个体差异。反应性指情绪唤醒、注意以及活动的速度和强度。自我调节指用于改变反应性的

策略[9]。 
本研究中的气质类型参照的是托马斯和切斯通过纽约纵向研究提出的气质的九个维度，并据此将气

质最终划分为了三种类型，分别是易照养型儿童、难照养型儿童和慢热型儿童[3]：易照养型儿童能很快

形成日常生活习惯，通常比较乐观，容易适应新环境。难照养型儿童生活习惯不规律，接受新经验较慢，

有消极和强烈的反应倾向。慢热型儿童不活跃，对环境刺激的反应温和、抑制，心态消极，对新经验适

应慢。 

2. SES 下的父母教养方式 

研究发现每个 SES 指标与父母教养方式相联[10]。 

2.1. SES 导致的不同父母教养方式 

2.1.1. SES 下的父母价值观与期望 
SES 影响着父母的价值观与对孩子的期望。家庭 SES 对父母教育期望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即父母

的受教育程度越高、职业地位越高、家庭经济水平越好，其对子女的期望值越高[11]。如，属于高 SES
人群的父母总是会更关注孩子的心理特质，如好奇心、快乐、自律、成熟等。而 SES 低的父母总是会强

调子女一些表面上的特质，如服从、礼貌、整洁等[12]。 

2.1.2. SES 下的父母互动方式 
SES 的不同导致父母互动方式的不同。 
高 SES 家庭的儿童在“主动性”“想象与创造”“目标意识”等学习品质方面表现出来的明显优势，

显然与其父母注重独立、创造和抱负，采用更加民主与温情的方式与之互动分不开[13]。另外，高 SES
的父母往往通过良好的互动方式(如与幼儿一起交流、为孩子读书)给予孩子更多的良好刺激。而低 SES
的父母则较多的采取命令、暴力的方式对待孩子[14]。杨治良等人研究发现：经济收入水平较高的父母，

会更注重使用科学的教养方式，并表现的很愿意听取子女的心声，与子女有亲密的互动和交流，注重子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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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反馈[15]。钟毅平等人研究发现：经济收入较低的父母对子女更倾向于严格管教，持有比较刻板的行为

标准，不太关心子女的情绪变化，对子女的不良行为容忍度很低，对子女要求更严格[16]。 
与此同时，也可推断由于受教育程度不高、低收入带来的较大生活压力以及职场中的劣势地位，使

得低 SES 的父母更多的会采用强制的教养方式，以使他们的控制感和权利获得感获得满足，平衡他们的

心理需求。另外，很多研究指出父母的婚姻质量也可能对幼儿气质发展产生影响[17] [18]。同时，布莱伯

利等人指出经济社会地位相似的人在一起，他们对婚姻满意度较高[19]。因此，当忽略文化差异的影响，

对比传统型婚姻下的父母关系，处于平等主义婚姻下以及 SES 相似的父母关系多会促使父母二人通力合

作，采取更加高效的父母教养方式使幼儿获得更好的成长。 

2.1.3. 小结 
通过上文相关分析以及父母教养类型的定义，高 SES 的父母多偏向于采取权威型教养方式，而低 SES

的父母多偏向于采取专制型教养方式，不过问型和放任型教养方式在高 SES 家庭和低 SES 家庭并无明显

偏向。高 SES 的父母或者经济社会地位相似的父母的婚姻多处于平等主义婚姻，这会促使父母二人通力

合作，采取更加高效的父母教养方式(如权威型)使幼儿更好的成长。 

2.2. SES 下相同的父母教养方式 

大量研究表明 SES 会对父母教养方式产生影响，获得较高成就的父母通常会对他们的孩子寄予较高

的期望，把他们自己当作是孩子成长过程中的重要老师。但也有一些研究指出家庭 SES 并不必然的影响

父母的教育期望，一些 SES 处于底层的父母也会对子女抱有较高的教育期望[20]。因此，不同 SES 的父

母仍会有着相同的教养方式。 

3. SES 影响下不同父母教养方式对幼儿气质发展的影响 

研究表明，幼儿气质活动水平与父母教养方式之间存在显著相关[21]。来自积极型教育方式家庭中的

儿童的心理发展优于其他教育方式家庭中的儿童[22]。气质研究的先驱托马斯和切斯研究发现父母教养方

式可以很大程度上改变儿童的气质[3]。 

3.1. 儿童气质分类 

托马斯和切斯通过纽约纵向研究提出了气质的九个维度，并据此将气质划分为了三种类型，分别是

易照养儿童、难照养儿童和慢热儿童[3]，其中难照养儿童引起了学者的广泛关注，因为他们出现问题行

为的可能性较高。 

3.2. SES 下不同父母教养方式对幼儿气质发展的影响 

张涌静、张金梅等人研究表明不同气质类型儿童的父母教养方式在情感温暖、惩罚严厉和过分干涉

三个因子上差异明显，易照养型儿童父母的情感温暖理解得分高于难照养型和慢热型儿童，在惩罚严厉

因子的得分上易照养型与慢热型儿童有显著差异[23]。卡尔金斯指出当孩子继续不听话时父母又会以放任

的方式教养孩子，再次加重了儿童易冲突的行为，增加了幼儿难照养的气质[24]。说明难照养型、慢热型

气质类型的儿童经常得到专制型和不过问型的父母教养方式。贝齐拉加尼亚等人认为母亲对儿子的惩罚

和控制，父女亲密度低，则儿童易发展成难养气质，而在父子和母女亲密度高的家庭却没有出现这种现

象[25]。再结合父母教养方式的定义分析，说明专制型、不过问型父母教养方式易使儿童朝着难照养气质

类型发展。而权威型、放任型这两种建立在父母对孩子疼爱之上教养方式使儿童朝着易照养型气质类型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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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表明气质活动性水平高的儿童其父母的放任程度要显著高于活动水平中等和活动水平低的儿童

的父母。采用这种教养方式的父母对子女的行为不加干涉，对儿童提出很少的要求，允许儿童非常自由

地开展自己的兴趣、表达自己的观点和情绪并且让孩子对自己的活动独立做决定。在这种教养方式下，

儿童会受到较少的限制，能自由地进行自己的活动，所以导致儿童的活动性较高[26]。气质活动性水平高

说明这类儿童对新事物适应性强，对应着易照养型儿童，表明放任型、权威型父母教养方式使幼儿朝着

易照养型气质类型发展。 

3.3. SES 下相同的父母教养方式对幼儿气质发展的影响 

3.3.1. SES 对权威型父母教养方式的影响 
同样采用权威型教养方式的父母，也会因为 SES 的不同对幼儿产生一定的差异的影响。再结合权威

型父母教养方式的定义和特征来看这说明采取权威型教养方式的父母无论处于何种 SES 都会对他们的孩

子有着合理的期待与要求。 
但是考虑到 SES 因素的影响，斯维尔和沙阿提出文化资本丰富的父母，能够为孩子的教育提供更多

的便利[27]。另外，在实际生活中，低 SES 家庭的父母可能会把资源放在家庭最需要的投资上。因此对

孩子的相关投资(如教育)可能就会降低，从而逐渐降低对子女的教育期望。在这种情况下与此相反的是，

高 SES 家庭的父母就会有更多的资源支持孩子的学业和发展。 
因此，虽然同样是采用权威型教养方式的父母，在 SES 的影响下，高 SES 家庭的幼儿发展潜能会高

于低 SES 家庭的幼儿，但低 SES 的父母也可以通过他们的接纳、参与、理性控制、来帮助幼儿免受家庭

压力和贫困的消极影响。现有许多研究表明，权威型教养方式是最有效的父母教养方式。因此无论高 SES
的家庭还是低 SES 的家庭，采用权威型教养方式教养幼儿必然能使幼儿朝着易教养气质类型发展。 

3.3.2. SES 对专制型父母教养方式的影响 
专制型父母教养方式在不同 SES 的家庭都会产生消极的影响。专制型父母往往对孩子抱有过高的超

出孩子发展水平的期望。而研究表明这点在高 SES 家庭的父母往往表现得更突出[28]。而在低 SES 家庭

中，幼儿很可能不仅要遭受家庭压力和贫困的消极影响，还要按照父母的意愿生活成长，被动接受着父

母的干涉、过多的要求和冷漠对待。 
因此无论是高 SES 的家庭还是低 SES 的家庭，采用专制型教养方式教养幼儿必然使幼儿更可能出现

学习和情绪问题，使幼儿缺乏自我意识和较高的责任感，表现的懦弱胆小、不自信，即朝着慢热型和难

教养型气质类型发展。 

3.3.3. SES 对放任型父母教养方式的影响 
采取放任型教养方式的家长总是想尽量少管孩子，这些家长不缺少陪伴，但通常扮演的是朋友和引

导者的角色，很少发挥任何权威作用[29]。因此无论是高 SES 的家庭还是低 SES 的家庭，采用放任型教

养方式教养幼儿会造成父母溺爱，使幼儿更容易冲动，叛逆，对成人过度依赖，向难照养型幼儿靠近。 
但学前心理学提出模仿是幼儿学习的重要方法，因此我们必须注意到榜样教育的作用。由于“榜样

教育具有形象、具体、生动等特点，它将抽象的道德准则、道德规范通过榜样示范具体化为易于理解、

对照和效法的行为”，所以，榜样教育比一般的理论说教的效果更为明显[30]。高 SES 的父母相较于

低 SES 的父母受过更高的教育，即素质更高，且职业、收入水平状况均高于低 SES 的父母。因此高 SES
的父母营造的家庭氛围大多优于低 SES 的父母。所以高 SES 父母较于低 SES 的父母可能会更好地潜移

默化、言传身教地影响幼儿，造成高 SES 家庭的幼儿向难照养型气质水平发展的几率低于低 SES 家庭的

幼儿。 

https://doi.org/10.12677/ae.2020.105107


陈薪羽 

 

 

DOI: 10.12677/ae.2020.105107 636 教育进展 
 

3.3.4. SES 对不过问型父母教养方式的影响 
虽然高 SES 的父母受过高等教育并有着不错的收入，但也往往造成了这些父母可能整天忙于职场和

社交，与家庭失去一些联系。导致他们的孩子从父母那里得到的情感和指导较少。而低 SES 家庭的父母

同样会因为忙于生计而忽视孩子，与此同时，这样的家庭中的父母可能会因为被生活压垮导致夫妻关系

不和，进而很少有时间和精力关心孩子。研究表明，儿童伤害研究者认为儿童忽视有着长期的消极影响，

其对自我控制、同伴关系都有着不良影响[31]。 
因此在这样的情况下，幼儿的气质很可能会朝着难照养型发展。但从某种情况来看，社会经济地位

的差异可以允许高 SES 的父母选择替代教育者(如机构)代替自己教养幼儿，而低 SES 的父母只能任幼儿

自行发展。因此同为不过问型父母教养方式教养的幼儿，高 SES 家庭的幼儿可能会比低 SES 家庭的幼儿

受到不过问型父母教养方式的消极影响低。 

4. 结论 

4.1. SES 对父母教养方式的影响 

低 SES 家庭的父母更强调服从、控制、尊重权威，更倾向于冷漠、严厉地对待孩子，因此多偏向于

专制型教养方式。 
高 SES 家庭的父母更关注孩子内在品质的发展，常以民主交谈、讲道理的方式对待孩子，并给予孩

子回应。因此高 SES 家庭的父母更多采取的是权威型教养方式。 
不过问型和放任型教养方式在高 SES 家庭和低 SES 家庭无明显偏向。 
高 SES 的父母或者 SES 相似的父母的婚姻多处于平等主义婚姻，这会促使父母二人通力合作，采取

更加高效的父母教养方式(如权威型)使幼儿更好的成长。 
不同 SES 的父母仍会有着相同的教养方式。 

4.2. SES 下不同父母教养方式对幼儿气质发展的影响 

专制型、不过问型父母教养方式易使儿童朝着难照养型和慢热型气质类型发展。 
权威型、放任型这两种建立在父母对孩子疼爱之上教养方式使儿童朝着易照养型气质类型发展。 

4.3. SES 下相同的父母教养方式对幼儿气质发展的影响 

同样是采用权威型教养方式的父母，在 SES 的影响下，高 SES 家庭的幼儿发展潜能多会高于低 SES
家庭的幼儿。但无论高 SES 的家庭还是低 SES 的家庭，采用权威型教养方式教养幼儿可以使幼儿朝着易

教养气质类型发展。 
采用专治型教养方式的父母，无论是高 SES 的家庭还是低 SES 的家庭，会使幼儿朝着慢热型和难教

养型气质类型发展。 
同样是采用放任型教养方式的父母，可能会造成高 SES 家庭的幼儿向难照养型气质水平发展的几率

低于低 SES 家庭的幼儿。 
同样是采用不过问型教养方式的父母，在这样的情况下，幼儿的气质可能会朝着难照养型发展。但

高 SES 家庭的幼儿可能会比低 SES 家庭的幼儿受到不过问型父母教养方式的消极影响。 

5. 教育建议 

5.1. 通过社会的力量加强父母家庭教育观念，增强父母的家庭教育知识 

家庭是教育孩子的第一所学校，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教师。家长的教育水平影响着孩子的成长，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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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阶段的教育离不开家长的帮助[32]。因此，而具备更多家庭教育知识的家长必然更加重视家庭教育，掌

握更科学的家庭教育方法，从而更可能改善夫妻关系，采取好的父母教养方式教养幼儿使幼儿增加易照

养型气质。 
冯晓霞提出通过社会发动各方力量提供多种形式的服务帮助家长加强和改善家庭教育[33]。比如我们

可以通过家园合作的方式，通过幼儿园系统地组织相关活动向家长讲解家庭教育的相关知识。另外还可

以通过社区、幼儿园与高校合作向家长普及家庭教育的相关知识。最终达到加强父母家庭教育观念，增

强父母的家庭教育知识的目的。 

5.2. 父母及时及早地采取良好匹配模型教养幼儿 

托马斯和切斯提出了良好匹配模型，即创设一种最适合儿童气质类型的教养环境，帮助儿童形成更

具适应性的能力[3]。 
幼儿的气质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发生变化，父母的教养方式会很大程度的影响着幼儿的气质，但幼

儿的气质也会影响父母的教养方式。贝尔首先改变了儿童与父母之间关系的传统看法，对儿童社会化的

一系列研究进行了重新解释，不是父母的行为模式引起了儿童的某些行为而是儿童的行为模式导致了特

定的抚养方式[34]。戴德提出的双向原则，揭示了幼儿既会受到父母的影响，同时也会影响父母的行为。

家庭教养方式的双向互动观认为，父母通过教养方式对儿童的发展产生影响，而儿童与生俱来的天赋差

异也影响着父母[35]。不仅父母通过教养方式对儿童的发展产生影响，儿童特征也反过来影响父母。因此

父母教养因素与儿童气质之间存在着相互作用的关系[36]。如，难照养型气质的儿童经常得到与其气质不

相匹配的教育，即父母经常采用偏强制型的教养方式，如冷漠和惩罚来管教儿童，这会使幼儿朝着难照

养型气质发展。因此当幼儿反抗父母时，父母只会越加懊恼，继续采取偏强制型的教养方式进而使得幼

儿加重难照养型气质。倘若这时父母意识到需要克服幼儿消极气质对自身的影响，迎难而上采取积极、

敏感、说理等偏权威型的教养方式，就能帮助幼儿调节消极的情绪，难照养型气质就会减少。因此作为

父母，想要幼儿气质得以良好发展就必须选择良好匹配模型对幼儿进行教养。 
但无论如何，父母必须去接受幼儿独一无二的气质，较于年幼的幼儿来说作为成年人的父母可以更

好地调节自己的情绪，降低幼儿气质对自身的影响，通过与幼儿匹配的教养方式削弱幼儿的不适应行为，

以减少幼儿身上难照养型气质。 
另外，父母教养方式与儿童气质之间的匹配模型最好及早建立。因为已有研究证明 3~4 岁是幼儿气

质发展的关键期[37]。及早采取良好匹配模型的父母教养方式对幼儿气质进行陶冶这样才有利于及时预防

不利的气质类型与不匹配教养方式导致的幼儿问题行为。 

5.3. 合理利用 SES，促进幼儿气质的发展 

本研究讨论了 SES 对父母教养方式的影响进而影响着幼儿气质类型的发展。因此父母可以合理利用

SES，提高幼儿的易照养型气质。 
SES 直接反映了一个家庭的物质生活条件和精神生活条件，家庭物质生活条件和精神生活条件是

SES 高低的具体表现。已有研究提出父母受教育水平的高低、对职业的自我认同以及家庭收入都会或直

接或间接的影响到家庭物质生活水平和家庭的整体精神状态[38]。经过本研究的分析探讨，高 SES 的父

母选用的教养方式以及教养出幼儿的气质类型很大程度上优于低 SES 的父母的几率更高。因此父母可以

合理利用 SES，为幼儿气质的发展提供保障。 
而 SES 并不是完全固定不变的。父母可以树立终身学习的理念，培养自己形成爱阅读的习惯，还可

以利用当今便利的网络等资源自学相关知识，通过在职学习等途径提高自身文化水平。另外，父母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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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自身的职业认同感，在事业上努力，通过合理的途径提高自己的收入水平，进而提升自己的 SES，
为幼儿创设良好的物质生活环境和精神环境，增加幼儿的易照养型气质，促进幼儿气质获得良好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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