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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亲社会行为是幼儿成长过程中重要的社会适应行为，培养幼儿的亲社会行为不仅有助于幼儿健全人格的

发展，而且对于幼儿的身心健康以及社会性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研究基于混龄教育的视角，采用问卷

调查法选取广州市公办幼儿园265名幼儿进行测试，旨在考察幼儿亲社会行为的现状及特点。结果显示：

1) 幼儿的亲社会行为在性别上存在显著性差异，具体而言，相比于男孩，女孩的亲社会行为显著更高。

2) 幼儿亲社会行为在年龄上也存在显著性差异，5~6岁幼儿表现出的亲社会行为最高。3) 混龄班幼儿

和同龄班幼儿的亲社会行为没有显著性差异，但混龄班幼儿表现出的亲社会行为高于同龄班幼儿。本研
究结果有助于进一步了解混龄教育下幼儿的亲社会行为现状及特点，并为教育工作者开展培养幼儿亲社

会行为提供重要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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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rosocial behavior is an important social adaptation behavior in the growth process of presch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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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ldren. Cultivating preschool children’s prosocial behavior not only contributes to the develop-
ment of sound personality, but also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ir physical and mental health 
and social development.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mixed-age education, this study selected 265 
preschool children from public kindergartens in Guangzhou to conduct a questionnaire survey, 
aiming to investigate the statu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preschool children’s prosocial behavior.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1) There were significant gender differences in preschool children’s prosocial 
behaviors. Specifically, compared with boys, girls had significantly higher prosocial behaviors. 2) 
The prosocial behaviors of preschool children also showed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age, and the 
prosocial behaviors of preschool children aged 5~6 were the highest. 3)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prosocial behavior between preschool children of mixed age class and preschool 
children of the same age class, but preschool children of mixed age class showed higher prosocial 
behavior than preschool children of the same age class. The results of this study are helpful to 
further understand the statu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prosocial behavior of preschool children un-
der mixed-age education, and provide important reference for educators to develop prosocial be-
havior of preschool childr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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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亲社会行为(prosocial behavior)作为幼儿社会性发展过程中不可或缺的行为，对幼儿的健康成长起着

关键作用。我国教育部于 2001 年发布的《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试行)》，也明确提出培养幼儿“乐意与

人交往、学习互助、合作与分享、有同情心”的社会目标，体现了国家对培养幼儿亲社会行为的重视和

关注。幼儿的亲社会行为是指学龄前儿童(3~6 岁)在社会交往中表现出来的分享、合作、助人、安慰等对

他人有益或对社会有积极影响的行为(张文新，1999)。在幼儿的日常生活中，表现为主动地帮助、安慰同

伴或他人，主动和他人分享自己的物品或解决问题的方法等。幼儿亲社会行为的发展不仅有助于成年后

塑造健全的人格，形成良好的人际关系，而且与幼儿心理健康和社会性发展密切联系(王福兰，任玮，2006)。
因此，探讨幼儿亲社会行为的发生和发展一直以来是教育学和心理学研究者关注的重点话题。 

幼儿的亲社会行为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不同性别、年龄的幼儿会表现出不一样的亲社会行为，阮

素莲(2014)的研究发现，相比于男孩子，女孩子的亲社会行为水平显著更高，而且大班、中班幼儿的亲社

会行为显著高于小班幼儿。冯超群(2015)也发现，相比于男童，女童的亲社会行为好于男童，随着年龄的

增长，幼儿的亲社会行为增加。随着混龄教育的提出，研究者越来越关注混龄教育对幼儿亲社会行为的

影响。混龄教育是指将不同年龄的幼儿(相差至少一年以上)编排在同一个班级的教育方式(王晓芬，2006)。
相比于同龄教育，混龄教育具有一定的优越性。赵爱玲(2009)选取 3 岁幼儿为研究对象，对其亲社会行为

进行了实验室结构观察，研究发现，前后测得幼儿的亲社会行为没有显著差异，但混龄教育促进了 3 岁

幼儿亲社会行为的发展。孙安若(2017)将混龄班与同龄班幼儿的社会行为进行比较，分析表明混龄班幼儿

在社会行为的表现上优于同龄班幼儿。王雪丹(2019)进一步指出随着年龄增长，混龄班幼儿和同龄班幼儿

的亲社会行为增加，混龄班幼儿的亲社会水平好于同龄班幼儿。综合以往研究发现，混龄教育下的幼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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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会表现出更高水平的亲社会行为。基于此，本研究将从混龄教育的角度，采用问卷调查法进一步考

察幼儿亲社会行为的现状及特点，并考察混龄班与同龄班幼儿亲社会行为的差异，旨在为教育工作者培

养幼儿的亲社会行为提供实证支持和借鉴。 

2. 方法 

2.1. 对象 

采用整群抽样法，以班级为单位对广州市某公办幼儿园的幼儿进行测试，回收整理后共获得有效数

据 265 份。其中男生 155 名(58.5%)，女生 110 名(41.5%)，同龄班幼儿 178 名(67.2%)，混龄班幼儿 87 名

(32.8%)，3~4 岁幼儿 43 名(16.2%)，4~5 岁幼儿 90 名(34.0%)，5~6 岁幼儿 132 名(49.8%)。 

2.2. 测量工具 

本研究所使用的幼儿亲社会行为量表参考 Padilla-Walker 等人(2018)编制，并结合幼儿的日常行为特

点改编而成，条目经过多名专业的研究生讨论确定。该量表采用教师报告法，一共有 22 个题目，包含三

个维度，测量了幼儿对陌生人、对朋友、对教师的亲社会水平，题目如：“幼儿喜欢帮不认识的人一些

小忙”、“幼儿愿意与朋友分享玩具、零食等”、“幼儿会主动帮助老师”。量表采用 5 点计分，1 到 5
分别代表“完全不符合”到“完全符合”。平均分越高，表示幼儿的亲社会水平越高。在本研究中，对

陌生人、对朋友、对教师亲社会分量表的 Cronbach’s α 系数分别为 0.94、0.91、0.91，总量表的 Cronbach’s 
α 系数为 0.96，表明量表具有较高的信度。 

2.3. 施测过程和统计分析 

测试由幼儿所在班级的教师进行评定，教师根据自己班级的幼儿情况评分，完成后回收问卷。采用

SPSS 21.0 软件进行统计分析。 

3. 结果 

3.1. 不同性别下幼儿亲社会行为比较 

采用独立样本 t 检验对不同性别的幼儿亲社会行为及各因子进行分析，结果显示(见表 1)，不同性别

的幼儿在对陌生人亲社会、对朋友亲社会、对教师亲社会及总亲社会水平上呈显著差异。具体而言，女

孩在对陌生人亲社会因子上显著高于男孩(M 女孩 = 4.33 ± 0.82, M 男孩 = 4.08 ± 0.76, t = −2.51, p < 0.05)；女

孩在对朋友亲社会因子上显著高于男孩(M 女孩 = 4.67 ± 0.48, M 男孩 = 4.43 ± 0.57, t = −7.31, p < 0.001)；女孩

在对教师亲社会因子上也显著高于男孩(M 女孩 = 4.59 ± 0.59, M 男孩 = 4.38 ± 0.57, t = −2.83, p < 0.01)。在总

亲社会水平上，女孩同样显著高于男孩(M 女孩 = 4.53 ± 0.59, M 男孩 = 4.30 ± 0.58, t = −3.15, p < 0.01)。 
 
Table 1. Prosocial behavior of preschool children under different genders 
表 1. 不同性别下幼儿亲社会行为 

亲社会行为及各因子 
男孩(N = 155) 女孩(N = 110) 

t 
M SD M SD 

对陌生人 4.08 0.76 4.33 0.82 −2.51* 

对朋友 4.43 0.57 4.67 0.48 −7.31*** 
对教师 4.38 0.57 4.59 0.59 −2.83** 

总亲社会水平 4.30 0.58 4.53 0.59 −3.15** 

注：M 为平均数，SD 为标准差。*p < 0.05, **p < 0.01, ***p < 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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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不同年龄下幼儿亲社会行为比较 

采用非参数检验对不同年龄的幼儿亲社会行为及各因子进行分析，结果显示(见表 2)，不同年龄的幼

儿在对陌生人亲社会、对朋友亲社会、对教师亲社会及总亲社会水平上呈显著差异。具体而言，在对陌

生人的亲社会因子上，5~6岁幼儿的秩均值最高(秩均值 3~4 岁 = 65.06, 秩均值 4~5 岁 = 137.97, 秩均值 5~6 岁 = 
151.75, χ2 = 43.66, p < 0.001)；在对朋友的亲社会因子上，5~6岁幼儿的秩均值最高(秩均值 3~4 岁 = 79.37, 秩
均值 4~5 岁= 137.33, 秩均值 5~6 岁= 147.52, χ2 = 27.69, p < 0.001)；在对教师的亲社会因子上，5~6 岁幼儿的

秩均值最高(秩均值 3~4 岁 = 62.08, 秩均值 4~5 岁 = 145.31, 秩均值 5~6 岁 = 147.71, χ2 = 47.40, p < 0.001)；在总

亲社会水平上，5~6 岁幼儿的秩均值同样最高(秩均值 3~4 岁 = 64.17, 秩均值 4~5 岁 = 140.45, 秩均值 5~6 岁 = 
150.34, χ2 = 43.12, p < 0.001)。 
 
Table 2. Prosocial behavior of preschool children at different ages 
表 2. 不同年龄下幼儿亲社会行为 

亲社会行为及各因子 

年龄 

χ2 3~4 岁 
(N = 43) 

4~5 岁 
(N = 90) 

5~6 岁 
(N = 132) 

对陌生人 65.06 137.97 151.75 43.66*** 

对朋友 79.37 137.33 147.52 27.69*** 

对教师 62.08 145.31 147.71 47.40*** 

总亲社会水平 64.17 140.45 150.34 43.12*** 

注：表中数据为秩均值，Kruskal Wallis 检验结果。*p < 0.05, **p < 0.01, ***p < 0.001。 

3.3. 不同班级类型下幼儿亲社会行为 

采用独立样本 t 检验对不同班级类型的幼儿亲社会行为及各因子进行分析，结果显示(见表 3)，不同班

级类型的幼儿在对陌生人亲社会因子上呈显著差异，在对朋友亲社会、对教师亲社会及总亲社会水平上没

有显著性差异。具体而言，相比于同龄班的幼儿，混龄班的幼儿在对陌生人亲社会因子上显著更高(M 混龄班 = 
4.37 ± 0.76, M 同龄班 = 4.09 ± 0.79, t = −2.68, p < 0.01)；相比于同龄班的幼儿，混龄班的幼儿在对朋友亲社会

因子上也更高(M 混龄班 = 4.53 ± 0.59, M 同龄班 = 4.52 ± 0.52, t = −0.12, p > 0.05)；在对教师亲社会因子上，混龄

班的幼儿高于同龄班的幼儿(M 混龄班 = 4.53 ± 0.62, M 同龄班 = 4.44 ± 0.57, t = −1.18, p > 0.05)。在总亲社会水平

上，混龄班的幼儿高于同龄班的幼儿(M 混龄班 = 4.48 ± 0.63, M 同龄班 = 4.35 ± 0.57, t = −1.61, p > 0.05)。 
 
Table 3. Prosocial behavior of preschool children in different class types 
表 3. 不同班级类型下幼儿亲社会行为 

亲社会行为及各因子 
同龄班(N = 178) 混龄班(N = 87) 

t 
M SD M SD 

对陌生人 4.09 0.79 4.37 0.76 −2.68** 

对朋友 4.52 0.52 4.53 0.59 −0.12 

对教师 4.44 0.57 4.53 0.62 −1.18 

总亲社会水平 4.35 0.57 4.48 0.63 −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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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 性别对幼儿亲社会行为的影响 

本研究结果表明，女孩与男孩的亲社会行为存在显著的差异，女孩的亲社会行为明显高于男孩，这与以

往的研究结果一致(阮素莲，2014；冯超群，2015)。无论是女孩还是男孩，都更愿意对朋友做出亲社会行为，

其次是教师，最后是陌生人，这可能是因为进入幼儿园后，幼儿有更多时间与同伴交往，容易与其他孩子建

立较好的社会联结。王美芳和孙丹(2010)认为幼儿对亲社会行为存在性别差异信念，总体而言，幼儿会把亲

社会行为与女孩相联系，这些信念随年龄的增长而增强。此外，通过日常观察发现，女孩倾向于合作，采用

言语交流、沟通和协商的方式完成任务，而男孩倾向于竞争，更多通过直接动作完成任务(赵爱玲，2009)。 
传统的性别角色期待对幼儿行为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一般的社会文化期待女孩比男孩要更具有亲

社会的特点，具体表现为更富有同情心、乐于助人、友好、合作等。因此，父母可能会更多地教育女孩

子学会帮助他人、善解人意。此外，以往的研究表明，女孩在移情和亲社会水平上好于男孩，女孩更能

够感同身受，站在对方的角度思考问题，因而更容易表现分享、助人等亲社会行为(丁芳，2000)。 

4.2. 年龄对幼儿亲社会行为的影响 

本研究结果发现，不同年龄段的幼儿在对陌生人、朋友、教师以及总体的亲社会水平存在显著差异，

其中大班幼儿的亲社会水平最高。从幼儿的身心发展方面分析，大班幼儿的认知技能、社会意识和行为

意识等发展水平较高，因此在朋友、教师甚至是陌生人需要帮助时，更愿意做出亲社会行为。从接受教

育的程度上分析，大班幼儿进入幼儿园的时间较长，幼儿园教育对其行为的规范和引导作用较大，对幼

儿亲社会行为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导向作用。 
幼儿的认知水平和智力发展是影响幼儿亲社会行为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随着幼儿年龄的增加，其

智力的发展和认知技能的获得，会对幼儿采取的亲社会行为产生影响。因此，年龄较大的幼儿可能会有

更高的认知水平和问题解决能力，从而表现出更多的亲社会行为。 

4.3. 班级类型对幼儿亲社会行为的影响 

本研究发现，与同龄班幼儿相比，混龄班幼儿的亲社会行为更高，尤其在对陌生人亲社会因子中存

在显著差异。也就是说在面对陌生人的时候，混龄班幼儿更愿意表现出亲社会行为。相比同龄班，混龄

班每年都会“迎来送往”，大班幼儿毕业后会迎来一批新的小班幼儿，而混龄班的幼儿早已习惯了新学

期都会迎来一批新的年幼幼儿这一混龄特色。在混龄班里，年幼幼儿在入园适应、遵守规则等方面多数

存在着困难，这时年长幼儿凭借其经验和能力的优势为年幼的幼儿提供帮助，在此过程中自然而然地将

自己已有的技能、知识等传授给年幼的幼儿，并为年幼的幼儿树立良好的榜样。因此，经过混龄班潜移

默化的环境影响，当面对陌生人遇到困难时，混龄班幼儿更愿意提供支持与帮助。 
社会环境和社会关系是影响幼儿身心发展的重要因素，班级作为幼儿日常学习与人际交往的主要环

境，对幼儿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作用。而混龄班级是一个小型的“社会”，为幼儿提供了较为多样的社

会交往环境。在混龄教育中，不同年龄幼儿的交往对促进幼儿亲社会行为发展有着重要作用。年龄大的

幼儿由于拥有更丰富的知识和技能，容易激发其责任心和亲社会性，因此更愿意帮助、关怀年龄小的幼

儿。而在这过程中，年龄小的幼儿在获得帮助后，学会以年长幼儿为学习榜样和模仿对象，当与同伴交

往时，更容易做出帮助他人的行为。 

4.4. 研究展望与启示 

本研究采用实证研究考察了混龄教育下幼儿亲社会行为的现状和特点，一方面弥补了以往采用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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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质性研究方法的不足，同时能够为同类研究的开展提供参考；另一方面对于教师、家长了解和掌握幼

儿亲社会行为的发展特点，并进行幼儿亲社会行为的培养工作有重要借鉴。幼儿的亲社会行为发展受到

社会、家庭、学校、个体特质等各种因素的影响，未来研究可以进一步采用不同研究方法(如实验法)探究

不同影响因素对幼儿亲社会行为的作用。同时，家长和教师作为幼儿成长过程中的重要他人，应该为幼

儿营造良好的成长环境，给予更多的关心和爱护，多与孩子交流沟通，以身作则，树立好榜样，这将有

助于孩子亲社会行为的培养。 

5. 结论 

1) 幼儿的亲社会行为在性别上存在显著性差异，具体而言，相比于男孩，女孩的亲社会行为显著

更高。 
2) 幼儿亲社会行为在年龄上也存在显著性差异，5~6 岁幼儿表现出的亲社会行为最高。 
3) 混龄班幼儿和同龄班幼儿的亲社会行为没有显著性差异，但混龄班幼儿表现出的亲社会行为高于

同龄班幼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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