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dvances in Education 教育进展, 2022, 12(11), 4651-4656 
Published Online November 2022 in Hans. http://www.hanspub.org/journal/ae 
https://doi.org/10.12677/ae.2022.1211710  

文章引用: 曹燕华, 利振华. 幼儿亲社会行为的影响因素研究[J]. 教育进展, 2022, 12(11): 4651-4656.  
DOI: 10.12677/ae.2022.1211710 

 
 

幼儿亲社会行为的影响因素研究 

曹燕华1*，利振华2 
1广州市番禺区东城幼儿园，广东 广州 
2广州大学教育学院，广东 广州 
 
收稿日期：2022年10月11日；录用日期：2022年11月10日；发布日期：2022年11月17日 

 
 

 
摘  要 

培养幼儿的亲社会行为不仅有助于幼儿道德品质、社会行为的良好发展，而且有利于促进幼儿的健康成

长。以往研究表明，家庭环境对幼儿的社会发展具有重要影响，本研究从父母教养的角度出发，探讨父

母情感温暖与幼儿亲社会行为的关系。采用问卷调查法，以班级为单位选取广州市公办幼儿园111名幼

儿进行调查，分别完成人口学变量信息、父母情感温暖量表和亲社会行为量表。结果发现：1) 在对陌生

人、朋友、家人亲社会以及总亲社会水平上，不同年龄段幼儿的亲社会水平存在显著差异。2) 不同班级

组织形式下幼儿的亲社会水平也存在显著性差异。3) 皮尔逊相关分析显示，父母情感温暖与对陌生人、

对朋友、对家人以及总体亲社会水平呈显著正相关。研究结果对于提高幼儿的亲社会行为具有重要的教

育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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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ultivating the prosocial behavior of preschool children not only contributes to the good dev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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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ment of moral character and social behavior, but also facilitates the healthy growth of preschool 
children. Previous studies have shown that family environment has an important impact on child-
ren’s social development. This study explor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arental warmth and proso-
cial behavior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arenting. A total of 111 preschool children from Guangzhou 
public kindergartens were selected to completed the survey of demographic variables, Parental 
Warmth Scale and Prosocial Behavior Scale, respectively. The results show that: 1) there are sig-
nificant differences in prosocial behaviors among preschool children of different ages in the level 
of prosociality towards strangers, friends, family and total prosociality. 2) There a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the prosocial level of preschool children under different class organization forms. 3) 
Pearson correlation analysis showed that parental warmth was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the level 
of strangers, friends, family and overall prosocial status. The results have important educational 
implications for improving prosocial behavior of preschool childr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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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亲社会行为(prosocial behavior)是指个体在社会交往中表现出自愿的、有益于他人和社会的行为，包

括帮助、分享、合作、捐赠等(Eisenberg, Fabes, & Spinrad, 2006) [1]。亲社会行为在幼儿的日常生活中占

据重要地位，是幼儿良好的社会行为发展的重要指标。培养幼儿的亲社会行为不仅有利于幼儿道德品质

和社会适应行为的发展，而且对以后的健康成长奠定重要基础。父母作为幼儿的第一任教师，对幼儿亲

社会行为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引领作用。在影响幼儿亲社会行为的众多家庭因素中，父母教养方式(如父母

情感温暖)无疑是重要的变量之一。父母情感温暖指父母能敏锐地察觉子女的需要并及时给予反馈的具有

反应性、支持性和一致性的教养行为(Gauvai & Huard, 1999) [2]。以往研究发现，父母情感温暖影响孩子

自我价值感和自我同一性的形成(程思萌，2022) [3]，父母情感温暖越高，孩子的主观幸福感越强，更容

易形成积极心理品质(严凤平，吕庆燕，2022) [4]。由此可见，父母教养行为(如父母情感温暖)与幼儿亲

社会行为的发展有着密切联系。 
此外，幼儿亲社会行为的发展也受不同因素的影响，如年龄、班级等。在年龄因素方面，梁燕飞(2021) 

[5]指出不同年龄阶段的幼儿在助人、分享、谦让、安慰、合作、同情等行为上各有差异。曹燕华(2021) [6]
等人通过实证调查发现，5~6 岁幼儿表现出的亲社会行为最高。在班级因素方面，倪灵俊(2015) [7]通过

对比研究发现幼儿园的班级组织形式同样影响幼儿亲社会行为的发展，混龄班幼儿的交往次数、时间以

及交往策略的运用能力均超于同龄班幼儿。成洁萍(2011) [8]分析指出混龄班在物理因素(时间与空间)和
社会因素(教师与同伴)两个方面给予了幼儿充分的社会交往环境，混龄教育更好地促进幼儿社会认知、社

会情感以及社会行为等方面的发展。 
基于此，本研究从家庭环境的角度，采用问卷调查法考察家庭因素(父母情感温暖)、个体因素(年龄)、

学校因素(班级组织形式)等对幼儿亲社会行为的影响，以探究影响幼儿亲社会行为的因素，为促进幼儿的

亲社会行为提供实证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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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方法 

2.1. 研究对象 

以广州市某公办幼儿园的幼儿为对象进行问卷测试，回收问卷后，整理获得有效数据 111 名，其中

男生 67 名(60.4%)，女生 44 名(39.6%)。3~4 岁幼儿 29 名，4~5 岁幼儿 31 名，5~6 岁幼儿 51 名。 

2.2. 测量工具 

2.2.1. 亲社会行为量表 
研究采用的幼儿亲社会行为量表参考 Padilla-Walker，Carlo 和 Memmott-Elison (2018)等人[9]，并结

合幼儿的日常行为特点改编而成，采用父母报告法，包括 22 个题目，测量幼儿对陌生人、朋友、父母的

亲社会水平。采用 likert 5 点计分方式，“1”到“5”分别代表“完全不符合”到“完全符合”。计算所

有题目的平均分，得分越高，代表幼儿的亲社会水平越高。在本研究中，对陌生人、对朋友、对父母亲

社会维度的 Cronbach’s α系数分别为 0.88、0.94、0.92，总量表的 Cronbach’s α系数为 0.96，表明量表具

有较高的信度。 

2.2.2. 父母情感温暖量表 
采用 Teleki，Powell 和 Claypool (1984) [10]编制的父母情感温暖问卷来测量父母对孩子的教养方式。

采用父母报告法，量表一共有 10 个题目。采用 3 点计分方式，“1”到“3”分别代表“不像我”到“非

常像我”。计算所有题目的平均分，分数越高代表父母对孩子的情感温暖水平越高。在本研究中，量表

的 Cronbach’s α系数为 0.95。 

3. 结果 

3.1. 不同年龄段幼儿的亲社会水平 

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对不同年龄段幼儿的亲社会水平进行比较，在对陌生人、朋友、家人亲社会以

及总亲社会水平上，不同年龄段幼儿存在显著性差异(F 陌生人 = 7.27, p < 0.01; F 朋友 = 7.92, p < 0.01; F 家人 = 
4.51, p < 0.05; F 总 = 8.10, p < 0.01) (见表 1)。采用 LSD 进行多重比较，在对陌生人亲社会上，3~4 岁显著

低于 4~5 岁和 5~6 岁幼儿(M3~4 岁 = 3.45, M4~5 岁 = 3.92, M5-6 岁 = 4.12)。在对朋友亲社会水平上，3~4 岁显

著低于 4~5 岁和 5~6 岁幼儿(M3~4 岁 = 3.99, M4~5 岁 = 4.44, M5~6 岁 = 4.53)。在对家人的亲社会水平上，3~4
岁显著低于 4~5 岁和 5~6 岁幼儿(M3~4 岁 = 4.21, M4~5 岁 = 4.59, M5~6 岁 = 4.55)。在总体亲社会水平上，3~4
岁也显著低于 4~5 岁和 5~6 岁幼儿(M3~4 岁 = 3.88, M4~5 岁 = 4.32, M5~6 岁 = 4.40)。 
 
Table 1. Prosocial behavior of preschool children at different ages 
表 1. 不同年龄段幼儿的亲社会水平 

亲社会水平 
年龄段(M) 

F 3~4 岁 
(n = 29) 

4~5 岁 
(n = 31) 

5~6 岁 
(n = 51) 

对陌生人 3.45 3.92 4.12 7.27** 

对朋友 3.99 4.44 4.53 7.92** 

对教师 4.21 4.59 4.55 4.51* 

总亲社会水平 3.88 4.32 4.40 8.10** 

注：*p < 0.05，**p< 0.01，***p< 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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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不同班级组织形式下幼儿的亲社会水平 

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对不同班级组织形式幼儿的亲社会水平进行比较，在对陌生人、朋友、家人亲

社会以及总亲社会水平上，不同班级组织形式幼儿存在显著性差异(F 陌生人 = 4.56, p < 0.01; F 朋友 = 4.43, p < 
0.01; F 家人 = 2.76, p < 0.05; F 总 = 4.36, p < 0.01) (见表 2)。采用 LSD 进行多重比较，在对陌生人亲社会上，

小班显著低于中班、大班和混龄班幼儿(M 小班 = 3.45, M 中班 = 4.06, M 大班 = 4.08, M 混龄班 = 3.95)。在对朋友

亲社会水平上，小班显著低于中班和大班幼儿(M 小班 = 4.05, M 中班 = 4.60, M 大班 = 4.42, M 混龄班 = 4.33)。在

对家人的亲社会水平上，小班显著低于中班幼儿(M 小班 = 4.32, M 中班 = 4.68, M 大班 = 4.44, M 混龄班 = 4.34)。在

总体亲社会水平上，小班显著低于中班和大班幼儿(M 小班 = 3.94, M 中班 = 4.44, M 大班 = 4.31, M 混龄班 = 4.21)。 
 
Table 2. Prosocial behavior of preschool children at different class organization forms 
表 2. 不同班级组织形式下幼儿的亲社会水平 

亲社会水平 
不同班级组织形式(M) 

F 小班 
(n = 29) 

中班 
(n = 36) 

大班 
(n = 29) 

混龄班 
(n = 17) 

对陌生人 3.45 4.06 4.08 3.95 4.56** 

对朋友 4.05 4.60 4.42 4.33 4.43** 

对家人 4.32 4.68 4.44 4.34 2.76* 

总亲社会水平 3.94 4.44 4.31 4.21 4.36** 

注：*p< 0.05，**p< 0.01，***p< 0.001。 

3.3. 父母情感温暖与幼儿亲社会行为的关系 

采用 SPSS 进行描述性统计和皮尔逊相关分析，结果发现，父母情感温暖的平均值为 4.67 ± 0.53，对

陌生人亲社会的平均值为 3.89 ± 0.79，对朋友亲社会的平均值为 4.37 ± 0.64，对家人亲社会的平均值为

4.47 ± 0.57，总亲社会水平的平均值为 4.24 ± 0.60 (见表 3)。父母情感温暖与对陌生人亲社会水平呈显著

正相关(r = 0.46, p < 0.001)，与对朋友亲社会水平呈显著正相关(r = 0.70, p < 0.001)，与对家人亲社会水平

呈显著正相关(r = 0.80, p < 0.001)，与总亲社会水平呈显著正相关(r = 0.70, p < 0.001)。 
 
Table 3. Mean, standard deviation and correlation matrix 
表 3. 平均数、标准差及相关矩阵 

变量 M SD 1 2 3 4 5 

1. 父母情感温暖 4.67 0.53 1     

2. 对陌生人 3.89 0.79 0.46*** 1    

3. 对朋友 4.37 0.64 0.70*** 0.78*** 1   

4. 对家人 4.47 0.57 0.80*** 0.58*** 0.81*** 1  

5. 总体亲社会 4.24 0.60 0.70*** 0.90*** 0.95*** 0.86*** 1 

注：M 为平均数，SD 为标准差。*p < 0.05，**p < 0.01，***p < 0.001。 

4. 讨论 

4.1. 不同年龄对幼儿亲社会行为的影响 

结果显示，年龄的差异对幼儿亲社会行为有着重要的影响。各年龄段幼儿在对陌生人、朋友、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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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总体亲社会水平上存在显著差异，其中 5~6 岁幼儿的亲社会水平得分最高。一方面，根据幼儿个体

内在因素分析，道德认知能直接促进幼儿亲社会行为的发生与发展。随着年龄的增长，大班幼儿的道德

认知发展水平相对中班、小班幼儿高，其表现出的亲社会行为频次则越高。另一方面，根据幼儿外在因

素分析，教师对大班幼儿亲社会行为的期望较高。作为班级中的哥哥姐姐，大班幼儿经常被教导要学会

帮助弟弟妹妹，如帮助弟弟妹妹穿衣服、叠被子，要学会与弟弟妹妹分享玩具、带领他们一起游戏，要

成为弟弟妹妹学习的榜样等。久而久之，大班幼儿在“榜样”光环的鼓励和促使下，其亲社会行为如帮助、

分享、安慰、合作等会明显增加，进而促进自身亲社会水平的提高。 

4.2. 不同班级组织形式对幼儿亲社会行为的影响 

研究表明，幼儿园的班级组织形式对幼儿亲社会行为的发展有着密切联系。刘蕾(2015) [11]指出，4~5
岁的中班幼儿正处于亲社会行为发展的关键期，其亲社会行为发展较好。马娥和丁继兰(2018) [12]观察发

现，5~6 岁的大班幼儿由于合作意识日益增强，其合作行为的频率也不断增加。杨伟鹏(2014) [13]进一步

指出在教育情境中，大班幼儿的亲社会行为发展较好。相比同龄班，混龄班幼儿的行为水平差异较大，

出现不同年龄、不同能力水平的现象。倪灵俊(2015) [7]认为混龄班为幼儿提供了更丰富的角色体验，其

责任感得到增强，进而其亲社会行为得到更好的发展。 
班级组织形式与教师管理方式是影响幼儿亲社会行为的重要因素。在班级组织形式中，混龄编班影

响着幼儿的交往范围和交往技能。在同龄班幼儿的能力水平一般可分为弱、中、强三个层次，且幼儿能

力水平一般较为稳定。因此，在同龄班中能力较弱的幼儿其交往群体、范围较小。但在混龄班，幼儿则

能获得更为多样的角色体验经历，能力较弱的幼儿随着年龄的增长，一样能成为比弟弟妹妹能力强的哥

哥姐姐。他们可以随时加入弟弟妹妹的群体中，为他们提供帮助，进而不断增强自信心，获得成功的体

验。此外，在教师管理方式中，在同龄班的幼儿能力水平相当，遇到困难时他们更多地是向教师求助。

而在混龄班，教师会鼓励年龄较大的幼儿照顾年龄较小的幼儿，日常也会有意为幼儿营造“以大带小、

以小促大”的学习与交往氛围，帮助年龄较大的幼儿形成强烈的责任感，并为年龄较小的幼儿树立好学

习的榜样，形成良好的社会交往循环。 

4.3. 父母情感温暖对幼儿亲社会行为的影响 

研究发现，父母情感温暖与幼儿对陌生人、朋友、家人以及总亲社会水平呈显著正相关。表明父母

情感温暖越多，幼儿的亲社会水平越高，父母情感温暖是一种积极有力的教养方式，有助于幼儿亲社会

行为的发展。在家庭中，父母采用情感温暖的教养方式，能促使幼儿个体人格特质的发展，帮助其形成

积极心理品质。过往研究指出，父母情感温暖一方面对幼儿的主动性人格、人际能力、友谊质量、情绪

表达能力以及心理健康等方面有促进作用，另一方面对幼儿的问题行为(如攻击行为、负面情绪、痛苦、

愤怒等方面有抑制作用(韩静，2020) [14]。 
父母情感温暖的行为主要表现为关爱幼儿，积极关注幼儿的情绪与行为，对幼儿的行为表示认可或

赞同的倾向。此外，还会为幼儿树立良好行为的榜样，给予其丰富的情绪、社会资源，提供温馨安全的

环境，鼓励幼儿积极探索身边的事物，促进其人际信任和自我效能感的发展。在父母情感温暖程度高的

养育环境中成长，幼儿更容易形成健全的个性，愿意与人交往，更加频繁地表现出助人、分享、合作、

安慰以及公德等行为。 

5. 结论 

本研究探讨了不同年龄段、不同班级组织形式下幼儿的亲社会行为，以及父母情感温暖与幼儿亲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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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行为的关系，得出了以下结论：1) 在对陌生人、朋友、家人亲社会以及总亲社会水平上，不同年龄段

幼儿的亲社会水平存在显著差异。2) 不同班级组织形式下幼儿的亲社会水平也存在显著性差异。3) 皮尔

逊相关分析显示，父母情感温暖与对陌生人、对朋友、对家人以及总体亲社会水平呈显著正相关。父母

作为孩子成长路上的第一监护人，应该给予孩子更多的关心、支持和鼓励，树立良好的榜样形象，这将

有助于幼儿亲社会行为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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