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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积极自我概念的养成在儿童社会化目标中具有特殊地位，而教养方式对儿童的发展起着直接影响。

本研究从幼儿家庭教养方式入手探究其与幼儿自我概念的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对该领域的研究进行丰富。

方法：采用“家庭教养方式问卷”和“幼儿自我概念量表”对306名幼儿进行测试。结果：① 幼儿家庭

教养方式除了民主性的其余四个维度在不同幼儿主要抚养者上差异显著；② 家庭教养方式对幼儿自我概

念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结论：根据家庭教养方式不同维度对幼儿自我概念进行讨论分析，发现家庭

教养方式对幼儿自我概念具有预测作用，从而提出教师、父母以及儿童三个角度的教育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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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he cultivation of positive self-concept plays a special role in the goal of children’s so-
cialization, and the parenting style has a direct impact on children’s development. This study ex-
plor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ldren’s family rearing patterns and children’s self-concept, which 
enriches the research in this field to a certain extent. Methods: 306 children were tested with “Fam-
ily Rearing Style Questionnaire” and “Children’s Self-Concept Scale”. Results: ① In addition to de-
mocracy, the other four dimensions of children’s family rearing patterns have significant differ-
ences among different children’s main dependents; ② family rearing patterns have a signific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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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itive predictive effect on children’s self-concept. Conclusion: According to the discussion and 
analysis of children’s self-concept in different dimensions of family rearing patterns, it is found 
that family rearing patterns have a predictive effect on children’s self-concept, so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educational suggestions from three angles of teachers, parents and childr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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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教养方式是家庭系统中的一部分，作为生态系统理论中的微系统，它对幼儿的发展起着直接影响[1]。
家庭教养方式在家庭教育中占主导作用，对幼儿的性格形成、人格的成长都意义重大。不同的家庭教养

方式下培养出来的幼儿在人格发展、自我概念形成、情绪情感发展、社会性发展以及行为方式的转变等

方面都存在巨大的差异[2]。 
家庭教养方式是指父母通过控制自身的行为、转变自身的观念以及提高语言表达等方式为幼儿提供

相对稳定的家庭环境[3]。家庭教养方式也称为“父母教养方式”，最早是由 Baumrind (1967)提出，

Baumrind 将其分为权威型、专制型和放纵型 3 种[4]。 
自我概念是人格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自我意识的具体体现，对自我的认识和评价作为自我的主要组

成部分，反映了个体当前自我意识的发展水平，同时也反映了自我体验和自我调节的水平[5]。自我概念

是个体对自身生理、心理和社会功能的感知和主观评价，是个体与重要他人相互作用过程中的自我觉知

[6]。 
拥有良好的家庭教养模式可以使儿童自我概念向着主动、友好的积极方向发展；而消极的家庭教养

模式会导致他们向着被动、攻击的等消极方向发展[7]。 
当前国内关于幼儿家庭教养方式和自我概念的研究十分丰富，但从“教养方式”这个角度而言，基

于学前教育相关理论，已有部分研究研究过家庭教养方式对中学生、大学生的影响，但是较少有关于对

幼儿自我概念方面的文献资料，更很少有对幼儿自我概念方面的影响研究。本文尝试探索家庭教养方式

对幼儿自我概念的预测作用，并提出提高幼儿自我概念和加强父母教养方式的策略和建议，在一定程度

上对于前人的研究进行丰富。 

2. 对象与方法 

2.1. 对象 

此次调查研究随机抽取 315 名 3~6 岁幼儿作为调查对象，幼儿同伴交往问卷和社交退缩问卷皆由幼

儿家长填写，最终收回有效问卷 306 份(97%)。其中男孩 152 人，女孩 154 人；公办幼儿园 166 人，民办

幼儿园 140 人；小班 99 人，中班 115 人，大班 92 人。 

2.2. 方法 

家庭教养方式问卷由杨丽珠和杨春卿编(1998)制而成[8]，量表共有 40 道题。由“溺爱性”、“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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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专制性”、“不一致性”五个维度构成。该量表的内部一致性 α 系数为 0.93，具有较高的同质

信度和预测效度，可用于研究。本量表采用 Likert 5 点计分，由幼儿日常生活的主要监护人进行评定。 
幼儿自我概念量表采用韩春红(2005)改编的《幼儿自我概念量表》[9]，该量表共有 22 道题，分为“认

知能力”、“身体运动能力”、“同伴接纳”、“教师接纳”四个维度。在本研究中该量表的内部一致

性 α系数系数为 0.92，具有较高的同质信度和预测效度。 

2.3. 统计处理 

采用 SPSS 19.0 进行数据的处理和统计分析。 

3. 结果 

3.1. 家庭教养方式在人口统计学上的差异 

本研究对不同性别、不同年级、不同家庭结构的幼儿在家庭教养方式各个维度上的得分进行差异性

检验，分别见表 1 和表 2。 
 

Table 1. Comparison of family rearing patterns in different genders and grades 
表 1. 家庭教养方式在不同性别及年级上的比较 

项目 
性别 年级 

男(N = 152) 女(N = 154) 小班 中班 大班 

溺爱性 3.16 ± 1.10 3.26 ± 1.10 3.11 ± 1.12 3.31 ± 1.10 3.20 ± 1.08 

民主性 3.59 ± 0.85 3.77 ± 0.77 3.67 ± 0.80 3.64 ± 0.92 3.74 ± 0.69 

放任性 3.22 ± 1.05 3.32 ± 1.03 3.28 ± 1.07 3.33 ± 1.02 3.19 ± 1.04 

专制性 3.28 ± 0.98 3.38 ± 0.88 3.25 ± 0.99 3.3.5 ± 0.92 3.40 ± 0.89 

不一致性 3.33 ± 1.03 3.32 ± 0.98 3.30 ± 1.09 3.33 ± 1.00 3.34 ± 0.92 

 
结果发现幼儿家庭教养方式的五个维度在性别差异上不显著(P > 0.05)；在年级差异上不显著(P > 

0.05)。 
 

Table 2. Comparison of family rearing patterns in different primary caregivers of young children 
表 2. 家庭教养方式在不同幼儿主要抚养者上的比较 

项目 
幼儿主要抚养者 

f p 
爸爸抚养 妈妈抚养 父母共同抚养 祖辈抚养 

溺爱性 3.54 ± 0.93 3.47 ± 0.97 2.50 ± 1.12 3.26 ± 1.10 14.47＊＊＊ 0.000 

民主性 3.66 ± 0.81 3.64 ± 0.85 3.73 ± 0.75 3.73 ± 0.88 0.54 0.704 

放任性 3.60 ± 0.89 3.42 ± 0.91 2.60 ± 1.06 3.34 ± 1.08 12.55＊＊＊ 0.000 

专制性 3.56 ± 0.89 3.42 ± 0.90 2.89 ± 0.90 3.46 ± 0.85 6.53＊＊＊ 0.000 

不一致性 3.60 ± 0.85 3.49 ± 0.83 2.95 ± 0.75 3.46 ± 0.86 9.85＊＊＊ 0.000 

注：*P < 0.05，**P < 0.01，***P < 0.001，下同。 

 
结果发现幼儿家庭教养方式除了民主性的其余四个维度在不同幼儿主要抚养者上差异显著，具体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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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为父母共同抚养的幼儿家庭教养方式在溺爱性、放任性、专制性和不一致性方面都显著低于由其他抚

养者的幼儿家庭教养方式。 

3.2. 幼儿自我概念在人口统计学上的差异 

本研究对不同性别、不同年级、不同家庭生活结构的幼儿在自我概念各个维度上的得分进行差异性

检验，分别见表 3 和表 4。 
 

Table 3. Comparison of children’s self-concept in different genders and grades 
表 3. 幼儿自我概念在不同性别及年级上的比较 

项目 
性别 年级 

男(N = 152) 女(N = 154) 小班 中班 大班 

认知能力 2.17 ± 0.60 2.15 ± 0.59 3.11 ± 1.12 3.31 ± 1.10 3.20 ± 1.08 

身体运动能力 2.12 ± 0.62 2.12 ± 0.51 3.67 ± 0.80 3.64 ± 0.92 3.74 ± 0.69 

同伴接纳 2.12 ± 0.62 2.12 ± 0.62 3.28 ± 1.07 3.33 ± 1.02 3.19 ± 1.04 

教师接纳 2.19 ± 0.58 2.14 ± 0.59 3.25 ± 0.99 3.3.5 ± 0.92 3.40 ± 0.89 

幼儿自我概念 2.15 ± 0.55 2.13 ± 0.53 3.30 ± 1.09 3.33 ± 1.00 3.34 ± 0.92 

 
结果发现幼儿自我概念及其四个维度在性别差异上不显著(P > 0.05)；在年级差异上不显著(P > 0.05)。 
 

Table 4. Comparison of children’s self-concept in different family life structures 
表 4. 幼儿自我概念在不同家庭生活结构上的比较 

项目 
幼儿家庭生活结构 

f p 
核心家庭 主干家庭 祖孙两代人的家庭 

认知能力 2.19 ± 0.57 2.08 ± 0.61 2.06 ± 0.58 2.51＊ 0.04 

身体运动能力 2.14 ± 0.60 2.09 ± 0.63 1.97 ± 0.52 2.58＊ 0.04 

同伴接纳 2.14 ± 0.62 2.04 ± 0.60 2.15 ± 0.60 2.07 0.09 

教师接纳 2.19 ± 0.58 2.09 ± 0.58 2.06 ± 0.55 2.36 0.05 

幼儿自我概念 2.17 ± 0.53 2.08 ± 0.53 2.07 ± 0.50 2.81＊ 0.03 

 
结果发现幼儿自我概念总及其认知能力和身体运动能力两个维度在不同幼儿家庭生活结构上差异显

著，具体表现为由父母和孩子两代人组成的核心家庭的幼儿自我概念及其认知能力和身体运动能力两个

维度显著高于祖辈、父母和孩子三代人组成的主干家庭和祖孙两代人的家庭的幼儿。 

3.3. 家庭教养方式与幼儿自我概念的相关 

本研究对家庭教养方式各维度的得分与幼儿自我概念各维度的得分进行积差相关分析，见表 5。 
结果发现，从表 3~5 显示，家庭教养方式中的溺爱性、专制性与不一致性三个维度与幼儿自我概念

及其各个维度呈显著正相关；放任性与身体运动能力相关性不显著而与幼儿自我概念及其其他三个维度

显著正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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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5. Correlation between family rearing patterns and children’s self-concept (r) 
表 5. 家庭教养方式与幼儿自我概念的相关(r) 

项目 认知能力 身体运动能力 同伴接纳 教师接纳 幼儿自我概念 

溺爱性 0.27** 0.13* 0.20** 0.21** 0.23** 

放任性 0.23** 0.11 0.18** 0.20** 0.20** 

专制性 0.23** 0.14* 0.18** 0.21** 0.21** 

不一致性 0.25** 0.13* 0.18** 0.20** 0.21** 

3.4. 家庭教养方式与幼儿自我概念的回归分析 

本研究采用多元回归分析，以家庭教养方式中的五个维度为预测变量分别预测幼儿自我概念，见表

6。 
 

Table 6. Regression analysis of children’s self-concept and family rearing patterns 
表 6. 幼儿自我概念与家庭教养方式的回归分析 

因变量 输入变量 R2 Beta t 

 
幼儿自我概念 

溺爱性 0.05 0.11 4.04 

放任性 0.04 0.12 3.70 

专制性 0.04 0.10 3.56 

不一致性 0.04 0.11 3.72 

 
结果发现家庭教养方式与幼儿自我概念存在显著的线性关系，家庭教养方式对幼儿自我概念有显著

的正向预测作用。 

4. 讨论 

4.1. 家庭教养方式在人口学变量上的状况 

本研究中通过分析同伴交往在人口统计学上的差异发现：首先，结果发现幼儿家庭教养方式的五个

维度在性别差异上不显著，在年级差异上不显著。从表 1 可见，在溺爱性、民主性、放任性、专制性、

不一致性五种不同教养方式里，男女幼儿平均数并无明显差距，小班、中班、大班幼儿的平均分也无明

显差距。其次，从表 2 可见，幼儿家庭教养方式除了民主性的其余四个维度在不同幼儿主要抚养者上差

异显著，具体表现为父母共同抚养的幼儿家庭教养方式在溺爱性、放任性、专制性和不一致性方面都显

著低于由其他抚养者的幼儿家庭教养方式。结果显示，幼儿家庭教养方式和幼儿独立性之间的关系存在

显著相关，民主型父母教育方式与幼儿的积极自我概念成正相关，而专制型父母和放任型父母与幼儿的

自我概念成负相关，表明父母的教养方式对幼儿的自我概念会产生很大的影响。在王雯(2021)的研究中发

现民主型的家庭教养方式中，呈现显著正相关的有以下几种因素，比如遵循社会秩序、同伴友好交往、

诚实守信、助人为乐、独立性能力强等。由此说明，要想提升亲子关系，民主型教育是不可或缺的，进

而有利于幼儿的积极自我概念的发展。我们认为，幼儿其父母的受教育层次越高，就会越倾向于采用民

主型的教养方式，这种家庭中孩子的积极自我概念也会越强。 

4.2. 幼儿自我概念在人口学变量上的状况 

本研究中通过分析自我概念在人口统计学上的差异发现：首先，幼儿自我概念与性别没有显著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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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幼儿自我概念与年级没有显著关系。这一结果与他人研究结果一致，鲁布尔与其同事的研究表明：

7 岁以下的儿童其自我概念较少受到与他人的社会比较的影响，9 岁儿童的自我概念则受其社会比较影响

较大[10]。 
最后，幼儿自我概念及其认知能力和身体运动能力两个维度在不同幼儿家庭生活结构上差异显著，

具体表现为由父母和孩子两代人组成的核心家庭的幼儿自我概念及其认知能力和身体运动能力两个维度

显著高于祖辈、父母和孩子三代人组成的主干家庭和祖孙两代人的家庭的幼儿。出现这一情况的原因可

能是：完善的父母控制模式对儿童自我控制的发展有极大的促进作用，抚养行为中父母的高度配合实际

上促进了儿童的自我特质的发展[11]。 

4.3. 家庭教养方式与幼儿自我概念的关系 

以幼儿自我概念为因变量，家庭教养方式的四个维度为自变量进行多元回归分析，结果(见表 5)发现

家庭教养方式中的溺爱性、专制性与不一致性三个维度与幼儿自我概念及其各个维度呈显著正相关；放

任性与身体运动能力相关性不显著而与幼儿自我概念及其其他三个维度显著正相关。研究证明，家庭教

养方式对自我概念有直接的影响。王燕、张雷(2007)等人研究了自我概念与家庭教养方式之间的关系，认

为民主性家庭教养方式能提高幼儿与他人相互作用过程中的自我觉知，培养幼儿的自主能力，在学业上

自我评价较高，从而促进幼儿形成积极的自我概念；相反，专制型教养方式导致幼儿自我概念水平降低。

程黎、王菲(2010)认为家庭教养方式深刻地影响着幼儿自我概念的发展，在对超常幼儿自我概念总分进行

预测时家庭教养方式中的情感温暖理解、过分保护和拒绝否认三个维度[12]。相关结果表明：家庭教养方

式对幼儿自我概念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 

4.4. 对策 

对于幼儿来说，能被积极的关注会使其感受到自我的存在感，得到了重视从而意识到自我价值。就

本研究同样发现家庭教养方式能够显著正向预测幼儿自我概念，对此为了引导幼儿形成积极的自我概念，

本研究从父母、家教及教师以及儿童三个角度提出了以下建议：从父母和家教的角度而言，要给予幼儿

充分的关注和支持，有利于培养幼儿积极乐观的性格。作为影响幼儿的“重要他人”，避免在生活和学

习中对他们的失败否定或漠视，更不能随意贬低他们的能力，因为这样会让幼儿的自信心受挫，伤害幼

儿的自尊。另外，父母要意识到家庭教养方式的重要性，了解不同教养方式对幼儿成长过程的影响，致

力形成民主性家庭教养方式，增加对幼儿的情感沟通，加强亲子联系。从教师的角度而言，通过对幼儿

的更多关注，幼儿的自信不断増强，他们会表现出与主流思想相协调以及老师家长期望的行为；另外，

要让幼儿参加自己感兴趣的活动，并发挥活动的积极性，这样活动的成功率越高。而成功的体验又増强

了幼儿的自信心，进一步激发起幼儿参加活动的动机。从而形成了一个良性的循环。从幼儿的角度而言，

学前教育行业现在已有的教育共识之一就是：幼儿并非被动的接受者，而是积极的参与者和创造者。幼

儿在与同伴交往中，要培养对自我的进行客观、中肯的评价，学会积极的自我肯定。这些都是有效的培

养积极的自我概念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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