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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二胎家庭中头胎幼儿对二胎的接纳态度成为了当前社会中不可忽略的重要问题。本研究通过问卷调查法，

共调查了104名大班幼儿目前头胎幼儿对于二胎的接纳态度情况，结果显示，头胎幼儿的接纳态度综合
判定为中等程度的水平。当幼儿性别一致时，接纳态度显著高于性别不一致的二胎家庭；两个孩子的年

龄差距越大，其接纳水平越高；在抚养模式上也能看出，由父母和老人共同抚养的家庭，头胎幼儿接纳

水平也均高于由父母单独抚养的家庭。因此得出结论，当前半数以上的头胎幼儿的同胞接纳态度都是负

面、不接纳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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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acceptance attitude of first-born children in second-child families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issue that cannot be ignored in the current society. In this study, a total of 104 large-class childr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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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re surveyed on their acceptance attitude towards the second child by questionnaire. The re-
sults showed that the acceptance attitude of first-born children was judged as medium level. When 
the children are of the same gender, the acceptance attitude i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two-child families with different gender. The greater the ag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children, 
the higher their acceptance level; In terms of parenting patterns, the acceptance level of first-born 
children in families raised by both parents and the elderly is also higher than that in families 
raised by parents alone. Therefore, it is concluded that more than half of the first-born children 
have negative and unreceptive attitudes toward sibling acceptance. 

 
Keywords 
Second Child Family, First Child, Second Child, Acceptance 

 
 

Copyright © 2022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1. 问题提出 

1.1. 研究背景 

社会发展受逐年降低的生育率导致社会老龄化加重、新生儿出生率逐渐降低导致老龄人口供养问题

加剧，同样的，我国未来年轻一代的劳动力也呈现出下降趋势，这些由生育而带来的改变为我国的经济、

社会发展等多方面都带来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2016 年，我国正式提出实施全面二胎政策，此时，“二

胎”新成员的加入使得之前的家庭结构发生改变，头胎幼儿升级成为哥哥姐姐，不再是父母、祖父母关

爱的焦点。随之而来新出现的同胞关系、亲子关系，都需要他们改变原有的认知与相处模式，由于父母

和祖父母缺乏相关教育经验，二胎出生后头胎幼儿出现的问题无法正确理解和应对，甚至阻碍了家庭的

和谐发展，这为家庭相处提出了新的挑战。 
本研究将通过问卷调查，了解目前头胎幼儿对二胎接纳的总体情况，讨论影响头胎幼儿接纳二胎的

相关因素，并且提出教育建议。也为二胎家庭提供必要的理论和实践指导。 

1.2. 接纳态度及相关研究 

本研究中的接纳态度是指在二胎家庭中，头胎幼儿从认知、行为倾向和情感这三个维度出发，对二

胎幼儿持续性的长久情感，以及对于有关二胎而产生的行为动机。主要体现在这三个层面：1) 从认知角

度出发，头胎幼儿的认知情感应该呈现出积极向上，公平客观的态度，不应该掺杂个体负面情感和固有

认知的消极情绪。2) 从行为倾向角度来说，头胎在生活中愿意主动与二胎相处，担当起哥哥姐姐的角色

责任感，帮助爸妈照料二胎幼儿，并产生满足感和归属感。3) 从情感角度出发，对二胎幼儿的存在持积

极的态度，并伴随有喜爱的情绪。 
首先，对头胎与二胎之间的年龄进行研究发现，头胎幼儿在同胞接纳呈现出显著的年龄差异。第一，

对于头胎的年龄而言，年龄小的孩子接纳水平高于年龄大的，可见幼儿时期二胎接纳度可能比头胎在青

春期时有二胎加入的接纳度要高。第二，对于两个孩子的年龄差方面，在学前期阶段，年龄差距较小的

两个孩子，头胎对二胎的接纳度比较高。于是，提出年龄差过大或过小都不利于头胎对二胎子女的接纳，

年龄差适中才是更有利于头胎对二胎的接纳与适应(李艳梅，2021)。 
其次，对头胎与二胎之间的性别进行研究发现，当头胎为女生时，她对同伴的接纳程度要高于男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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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且对性别同胞组合进行了调查，结果发现，对于“女女、男男、女男、男女”这四种头胎与二胎的组

合中，女女的性别组合其对同胞的接纳程度是最高的(李艳梅，2021)。 

1.3. 同胞接纳及其影响因素 

家庭危机理论认为，在同胞出生的同时，会给头胎带来很大的变化，并且会造成头胎子女心理压力

增加的情况，久而久之，就会发展出消极的心理以及外部表现出来的行为举止(李梦娜，李堃，陈穗清，

2019)。研究者戴旒茜发现，二胎的出生让处于家庭首位的头胎幼儿家庭地位和身份发生了转变，失去了

全部的关注和宠爱(戴旒茜，2015)。这一重要改变的家庭转变，让头胎幼儿们产生了消极的负面情绪，对

心理认知造成了影响，表现为没有安全感，担忧、害怕甚至是出现攻击行为。这些都是对同胞不接纳表

现。 
对于此问题，研究者们也有不同的发现，周凌宇的研究显示出幼儿对于同胞接纳呈中低水平，持有

消极态度。其中头胎幼儿与二胎幼儿的年龄差距最为显著，年龄差异较小(相差 1~2 岁)的二胎接纳程度

显著低于年龄差异较大(4~5 岁)的幼儿(周凌宇，2020)。戴毓茜的研究表明，半数以上的原独生子女都对

二胎幼儿持有负面态度，且不接纳对方。结合实际因素，主要是由于性别差异，认知水平等因素引起的，

对原独生子女的同胞接纳态度造成了显著影响(戴旒茜，2015)。结合生态系统理论发现，在二孩家庭中，

头胎子女的同胞接纳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其在校表现，出现了社交回避的现象。同时，研究发现在偏爱

头胎的家庭中，头胎的同胞接纳度更高，而且在二孩家庭中出现了极端不接纳现象，即头胎对二胎产生

了极端性仇视和敌意(李艳梅，2021)。 
对于同胞接纳的影响因素，学者郭利萍发现二胎家庭中，家长的教育理念和文化水平程度，对头胎

幼儿的同胞接纳态度有着直接的影响(郭莉萍，2019)。张婷婷等人(2019a)发现了头胎幼儿的自身气质类

型对同胞接纳程度存在显著影响。多血质和胆汁质的幼儿，性格比较开朗、温和，对于新事物的适应力

较高，表现为积极正面的反应。他们面对二胎的到来，更容易接纳，很少为此而感到压力。相反粘液质

和胆汁质的幼儿，容易焦虑，心思细腻敏感，对于二胎会表现出不接纳的言语和行为。学者赵雪(2018)
的结果显示，头胎幼儿的同胞接纳态度与幼儿的亲子依恋关系呈现负相关。幼儿与父母的依恋程度越高，

关系越紧密，对于二胎幼儿的接纳度越低，同时伴随着言语冲突和攻击性行为。与此同时，有研究也发

现父母的婚姻质量对同伴接纳也产生了重要的作用，婚姻质量的提升影响了父母之间的关系，从而影响

其教养子女的质量，因此，较高的婚姻质量可以基于头胎更多的关注以及安全感，从而提升了头胎子女

的接纳程度(吴梦希，魏军，2021)。 
因此，本研究采用问卷调查的方法，来探究大班幼儿对二胎幼儿接纳程度及现状。 

2. 研究方法 

本研究以天津市两所幼儿园的大班 104 名头胎幼儿作为研究对象，采用周凌宇(2020)在《5~6 岁头胎

幼儿对二胎接纳态度的研究》的问卷，其 ɑ 系数为 0.856，分半信度为 0.845，问卷结构效度良好，共分

为认知、情感、行为倾向三个维度。每个题目均采用三点计分制“3 = 是”“2 = 不确定”“1 = 不是”，

总分在 36~108 之间，得分越高，说明头胎幼儿接纳二胎的程度越高。由于幼儿不具备书面作答能力，研

究者在幼儿及家长知情并同意的情况下，通过口头询问并代为填写的方式完成问卷收集。了解家庭中头

胎幼儿对二胎的接纳程度及现状。 

3. 研究结果及分析 

3.1. 样本的基本情况  

如表 1 所示，本调查表包括头胎幼儿性别、头胎幼儿与二胎幼儿的性别差异、年龄差异、主要照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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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抚养模式。 
 
Table 1. Basic information of the research object 
表 1. 研究对象基本情况 

基本情况 分类 人数 频率% 

头胎性别 
男 52 50.00% 

女 52 50.00% 

二胎性别 
男 49 47.10% 

女 55 52.90% 

性别差异 
一致 31 29.80% 

不一致 73 70.20% 

同胞年龄差 

2 年以下 21 20.20% 

2~3 年 68 65.30% 

4 年及以上 15 14.50% 

主要照顾者 

父母 56 53.80% 

老人 23 22.10% 

父母和老人 25 24.10% 

抚养模式 

父母单独抚养 57 54.80% 

父母、老人共同抚养 47 45.20% 

父母、老人分开抚养 0 0.00% 

3.2. 头胎幼儿对二胎幼儿接纳态度的总体状况  

根据表 2 得出，儿童在情感、认知、行为倾向上均持负面、不接纳的情绪，在维度上体现为情感接

纳 > 认知接纳 > 行为倾向接纳。 
 
Table 2. The general situation of first child’s acceptance attitude towards second child 
表 2. 头胎幼儿对二胎幼儿接纳态度的总体状况 

 人数 最小值 最大值 平均值 标准差 单个项目均值 

认知 104 12 30 19.17 2.64 1.60 

情感 104 17 31 23.19 3.84 1.93 

行为倾向 104 12 27 16.52 2.97 1.38 

总体问卷 104 44 81 58.88 7.12 1.64 

3.3. 影响头胎幼儿对二胎接纳态度的原因分析 

3.3.1. 头胎幼儿的性别对接纳态度的影响  
根据表 3 可以得出，将头胎幼儿的性别原因作为自变量、把接纳态度和三个维度的得分作为因变量，

通过独立样本 t 检验分析得出：女孩在接纳态度得分显著高于男孩，而且情感、认知、行为倾向上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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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值均显著高于男孩，且情感 > 认知 > 行为倾向。女孩对小弟(妹妹)的接受态度要比男性积极主动

得多。 
 
Table 3. T test of gender factors on scale test results of first child (N = 104) 
表 3. 头胎幼儿性别因素对量表测验结果的 t 检验(N = 104) 

 
女(N = 52) 男(N = 52) 

t p 
M SD M SD 

认知 19.36 2.73 17.41 2.73 4.56722** 0.003 

情感 21.34 3.42 18.26 3.54 3.32542* 0.015 

行为倾向 18.63 3.14 15.97 3.73 3.17378** 0.001 

总体问卷 58.24 6.53 53.73 7.19 5.67236** 0.004 

3.3.2. 头胎与二胎幼儿的性别差异对接纳态度的影响分析  
根据表 4 可以观察得出，头胎幼儿的同胞接纳态度在性别差异的检验上有显著性。在这三个维度上

的测验，当性别相同时，头胎幼儿在情感、认知、行为倾向上得分均高于性别不相同的分数，情感接纳 > 
认知接纳 > 行为接纳。由此可见，头胎幼儿对二胎的接纳可以在个体认知和行为上体现出来。 
 
Table 4. T test of gender difference between first child and second child 
表 4. 头胎与二胎幼儿的性别差异对测量结果的 t 检验 

 
性别一致(N = 31) 性别不一致(N = 73) 

t p 
M SD M SD 

认知 19.02 2.12 17.91 3.14 2.134* 0.037 

情感 20.35 3.42 19.26 3.54 1.013 0.241 

行为倾向 18.46 3.67 16.19 3.06 2.7648** 0.004 

总体问卷 57.00 7.14 53.46 8.19 2.1464* 0.026 

3.3.3. 头胎与二胎幼儿的年龄差距对接纳态度的影响  
根据表 5 所示，把年龄差距作为自变量、把接纳水平、各维度分数作为因变量，通过单因素方差检

验分析得到： 
 
Table 5. F test of the age difference between first child and second child on scale test results 
表 5. 头胎幼儿与二胎的年龄差距对量表测验结果的 F 检验 

 
2 岁以下 
(N) = 21 

2-3 岁 
(N) = 68 

4 岁及以上 
(N) = 15 F p LSD 

M SD M SD M SD 

认知 17.12 2.73 19.31 2.67 19.01 2.32 9.7364*** 0.000 B ≈ C > A 

情感 17.65 3.69 20.52 3.10 20.33 3.58 17.351*** 0.000 B ≈ C > A 

行为倾向 16.31 2.91 18.77 3.13 18.50 3.01 9.8365*** 0.000 B ≈ C > A 

总体问卷 51.34 7.79 58.31 6.27 58.11 6.04 20.375*** 0.000 B ≈ C > A 

注：A 代表年龄差在 2 岁以下，B 代表在 2~3 岁，C 代表在 4 岁及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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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年龄差距对头胎幼儿同胞接纳态度的影响在三个维度上表现为差异显著。 
2) 幼儿年龄差距在 2~3 岁、4 岁以上的幼儿均值明显比年龄差距在 2 岁以下的幼儿要高。并且年龄

差距在 2~3 岁的幼儿在情感、认知、行为倾向三个维度的得分是最高的。 

3.3.4. 抚养模式对头胎幼儿与二胎接纳态度的影响  
根据表 6 可以看出，把抚养模式作为自变量，因变量是接纳态度以及各维度分数，通过单因素方差

检验分析得出： 
 
Table 6. F test of the influence of raising pattern on first child’s acceptance attitude 
表 6. 抚养模式对头胎幼儿接纳态度影响差异 F 检验 

 
父母、老人共同抚养两个孩子 

(N) = 47 
父母抚养两个孩子 

(N) = 55 F p LSD 

M SD M SD 

认知 19.67 2.87 17.91 2.32 9.5764*** 0.000 A > B 

情感 20.06 3.41 18.33 3.68 8.435*** 0.000 A > B 

行为倾向 18.93 3.58 17.24 3.31 10.742*** 0.000 A > B 

总体问卷 58.14 7.16 56.37 6.57 17.432*** 0.000 A > B 

注：A 代表父母与老人共同抚养孩子，B 代表父母单独抚养孩子。 
 

1) 头胎幼儿与二胎在总体接纳态度在抚养模式上差异显著。 
2) 研究结果显示，在家庭中父母单独抚养孩子的接纳状况要明显低于，父母与老人共同抚养孩子的

情况。 
3) 在三个维度中，父母与老人共同抚养幼儿均在情感、认知、行为倾向维度得分上高于有父母单独

抚养孩子的得分。 

4. 讨论 

4.1. 头胎的性别差异影响头胎对二胎的接纳 

目前头胎幼儿的同胞接纳态度倾向于不接纳的态度偏多，这一现象是由于学龄前头胎幼儿处于心理

学中的自我中心化阶段，这也符合皮亚杰认知发展阶段理论中的前运算阶段。这一阶段的幼儿思维具有

不可逆性，以自我为中心，所以当二胎出现，头胎幼儿的地位和资源发生改变时，往往呈现出难以接纳

的状态(许龙龙，2015)。根据研究结果，头胎幼儿对二胎的接纳水平受性别因素的影响有着明显的差异，

女生对于二胎的接纳度要显著高于男生的接纳程度。这和海外的分析结果类似。社会心理学研究发现“根

据母亲的爱的本性，女性更有怜悯之心。”“女性在情感、对其他人的关注上好于男士。”这与学者王

皓宇(2018)研究结果一致。女孩的性格更加温和细腻，相比于男孩，身心发展程度更高，更能关心、帮助

别人。同时也更加能体谅父母，帮忙照顾二胎。行为学角度分析，在社会交往中，女生扮演者照顾他人

的角色，更倾向于照顾年纪小的幼儿，这是出于天性的影响。所以女生的同胞接纳程度相比之下要更高，

也能更快的适应哥哥姐姐的家庭角色。 
因此，对于头胎子女的教育应该树立他们的责任意识，首先，要培养幼儿的阳光接受的心态，遇到

问题不要逃避，避免出现退行行为等问题，应该引导头胎去主动接受二胎子女的到来；其次，要树立头

胎的责任意识，引导其理解二胎相对其是弱小的存在，并强调二胎是其同胞和手足的心理，激发头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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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欲，从而树立起头胎内心的“大哥哥”或“大姐姐”的形象，从而提升其责任意识，促进头胎对二

胎的接纳程度。 

4.2. 两胎的年龄差距过大制约头胎对二胎的接纳 

研究表明年龄差距在 2-3 岁和 4 岁以上的幼儿，在情感接纳、认知接纳、行为接纳方面的分数都要

比年龄差距在 2 岁以下的幼儿要高。分析造成这种问题的原因，首先是年龄差距越小的二胎家庭，头胎

幼儿越可能会与二胎抢夺外部资源，比如父母的关爱、玩具、衣服、家庭空间等(张婷婷等，2019b)。但

如果二者的年龄差距比较大，头胎的社会化发展更加成熟，心理认知也更加稳定，所关注的事物就不止

局限于家庭与父母身上。家长在二胎出生前，怀二胎时与二胎出生后与头胎的不同沟通程度对于其接纳

二胎具有显著影响，如果父母没有提前引导教育或者与头胎幼儿沟通不足，均不利于头胎幼儿接纳弟弟

或者妹妹(刘强等，2019)，因为根据鲍比的依恋理论，如果头胎幼儿有安全型依恋本身对于新环境或新成

员更容易接纳。头胎幼儿一直处于与父母的交往中，缺少同伴的陪伴，相同性别的二胎出现，可以让他

们从自我游戏转变为同胞游戏，这也提高了头胎幼儿的同胞接纳程度(刘霞，张跃兵，张国华，2019)。在

游戏的同时，可以提升其两个孩子的同胞关系质量，培养温暖互助的同胞关系，在今后的成长过程中，

这种高质量的同胞关系也会提升两个幼儿的共情能力(张荣臻等，2019)。并且，不同的年龄差也会同的手

足关系模式。一般来说，相差 5 岁以内，同伴关系多一点，相差 5 岁以上，就是照顾关系多一点，所以

当年龄差较大时，也可以鼓励孩子照顾二胎，培养良好的手足关系。 
在二胎出生之后，基于对头胎子女的教育经验，往往会更加关注二胎的各方面表现，但是与此同时

对头胎的忽略会导致一系列的消极情绪，所以在面对头胎的情绪问题时，需要对其加以重视，并通过教

育手段使其转变为头胎子女的学习成长机会(邓林园等，2021)。最基本的，还是要给头胎最重要的安全感。

然后，父母需要在两个孩子之间找到更多的共同点，帮助他们建立更好的关系。除此之外，也要让孩子

感受到父母对头胎的情绪照顾和关系，同时拉近彼此间的亲子关系。 

4.3. 父母与老人共同抚养的模式促进头胎对二胎的接纳 

研究结果显示，抚养模式也是影响接纳程度的重要因素之一，由父母与老人共同抚养的孩子，对同

胞接纳程度显著高于由父母单独抚养的幼儿。 
随着二胎出生，老人也参与共同抚养孩子，这让头胎幼儿的注意力得到有效转移，依恋关系一部分

转移到老人身上，填补了失落感。同时，由父母单独抚养的幼儿，因为二胎的出生，父母的关注分散，

家庭地位下降，以及父母自身精力有限，对头胎幼儿的照顾时间也会大幅下降(郑萍萍等，2019)。在这种

情况下，头胎幼儿会出现心理压力，依恋关系不能得到满足，所以对同胞接纳程度也会降低。因此，由

老人与父母共同抚养的二胎家庭，可以有效降低父母的生活压力，优化时间分配，把更多的关注度放到

幼儿身上，减轻了头胎幼儿对于二胎的负面情绪和冲突关系，增加接纳度(陈媛媛，2018)。 
如今社会，越来越多的家庭准备生育二胎，但头胎儿童的接纳问题却不容小觑，这警示了家长应该

学习更科学的教育理念，疏导头胎幼儿的负面情绪，重视身心健康发展(茅琼丹，2019)。改善家庭氛围，

营造出良好的环境，树立好榜样作用，来提高头胎幼儿的同胞接纳程度，达到家庭和社会的融洽发展。 

5. 建议 

5.1. 对家庭的教育建议 

5.1.1. 重视头胎幼儿的心理准备 
在二胎出生前，家长应该积极与头胎幼儿进行沟通，寻求孩子的意见，让孩子拥有自主感(黄郁，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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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家庭中，沟通环节是父母的重要责任，根据孩子性格的差异，父母应该去调节不同的沟通方法，多运

用沟通技巧。例如对富有自主性独立性的头胎幼儿，父母应该多试着让孩子决定家庭小事，帮助照看二

胎，拥有一定的决定权，这可以让他们获得自我满足感的同时，也提升了与二胎的亲密程度(鲍韵慧等，

2020)。国内学者对儿童亲子依恋进行了研究，研究发现，亲子关系是一种稳定的、持久的关系，同时儿

童的焦虑水平以及所表现出来的焦虑状态也是稳定的，不易改变的，同时研究发现，个体亲子依恋与焦

虑状态呈显著负相关关系，亲子依恋越低，儿童所表现出来的焦虑状态越高(赵金霞，2012)，国外的学者

对这两者的关系也进行了研究，研究发现，在儿童早期就处于一种安全型依恋时，儿童长大过程中所表

现出来的焦虑水平越低(Barhaim et al., 2007; Dallaire & Weinraub, 2007)。所以对于内向，亲子依恋程度高

的孩子，可以引导头胎幼儿多与二胎玩耍的时间，积极创造相处机会，让头胎幼儿试着观察融入新的生

活环境。由此可见，不同的孩子有一点不同的沟通方向，只要合理引导，都可以让头胎幼儿自愿接纳二

胎的到来。 
另外，同胞竞争障碍(sibling rivalry disorder)在《美国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第五版) (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s, DSM-V)中被列为儿童情绪障碍。同胞竞争指的是头胎对其弟弟

妹妹的出现所表现出来的一种不满、或心理不平衡的情绪反应，同时也会出现相应的行为举止，例如暴

躁、破坏行为、退行行为等，这种同胞竞争往往出现在二胎出生后的几个月中，显然这种行为对于家庭

环境、头胎、二胎的成长和发展都是不好的影响(张道龙等，2016)。但是，真正让手足之间产生竞争、嫉

妒感的倒不是对于两个孩子的区别对待，父母的处理态度，其实才是事情的关键点。因此如何通过科学

的方法缓解儿童的行为问题，平衡家庭中两胎儿童的关系至关重要。作为父母，应该建立起有效沟通的

桥梁，尊重孩子的想法，多进行有效沟通，合理引导，减少头胎幼儿长期的心理压力而产生的各类问题，

促进家庭和睦。 

5.1.2. 觉察并共情头胎幼儿情绪情感 
由于学龄前儿童还处于身心发展不完整的阶段，在幼儿成长过程中适应新的事物或环境的能力较弱，

家庭系统环境的变化容易让幼儿产生消极情绪，而幼儿语言表达能力较差或不知如何表达，因此可能会

出现喊叫、哭泣、敏感、攻击性行为等退行行为，严重时也可能有选择性缄默、过敏生病等躯体化障碍，

这是内心消极情绪长期得不到疏导，引起的发展性心理问题(王玉丽，2020)。3~6 岁的孩子社会情感迅速

发展，道德感、理智感和审美感都逐渐发展起来了。并且，孩子调节情绪的认知策略开始出现，并随着

年龄的增长逐渐加强。他们开始掩饰自己的情绪，掌握了一些简单的情绪表达规则，知道表现出适当的

情绪可以得到成人相应的反应。因此，家长要敏锐的觉察幼儿的情绪或行为变化，帮助幼儿命名“此刻”

的情绪，共情幼儿，同时耐心一起探索发泄情绪的方法或解决问题的方式，即在感受与行为上做“能理

解，会帮助”的家长，如果孩子情绪很激烈时，可以默默陪伴，同时多利用肢体如拥抱、抚摸等最基本

的表达方式，头胎幼儿会感受到父母的接纳与理解，让幼儿感受到父母的爱和关注无时无刻都存在，没

有因为二胎的出现而减少，同时也是为幼儿示范了对二胎幼儿的接纳过程。已有研究证明这些也是同胞

竞争为头胎幼儿带来的“刺激性”促进，如同伴接纳、抗挫力、交往能力、情绪表达能力、共情力等，

有些家长应有足够的情绪涵容能力及幼儿教育的知识与技巧(马志燕，2019)。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 年)》明确指出，要发展个性化教育。在家庭中，

针对头胎与二胎不同的性格特点、兴趣爱好等制定不同的创新而又科学的教育计划(李姗姗等，2019)。与

此同时，在疏导情绪的过程中，父母可以多换位思考，体会孩子的心情，尝试理解这些反应背后的意义，

是否是自己平时的疏忽。然后再用合理的方法，对孩子进行沟通与疏导，引导孩子发泄出不良情绪，接

纳新的事物。可以多拥抱亲吻头胎幼儿，缓解他们的压力，以此帮助幼儿排解掉负面情绪，恢复身心健

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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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对社会的建议 

《家庭教育促进法》的实施引起了社会及家长们对家庭教育的更多的重视，幼儿对同胞的接纳态度

的早期关注与干预是关键，这也能保证幼儿早期的心理健康发展。多用媒体宣传合理的育儿观念，为二

胎家庭提供社会讲座宣传还有教育活动。有很多家庭中的父母都不知该如何更好的与幼儿相处，怎么进

行沟通教育，往往提供生活物质，而不进行亲子互动。这一方面是由于父母没有一定的教育经验，另一

方面是社会对二胎家庭的关注还不够。今后可以多开设交流活动，亲子活动，促进家庭和谐。同时也可

以用新媒体进行传播，创办合理的教育平台，把二胎家庭可能遇到的问题，做好教育引导和学习。 

5.3. 对幼儿园的建议 

幼儿园可以多开展亲子交流活动，二胎主题活动课程，吸引家长们参加，以此宣传科学的教育理念。

开放二胎主题家庭专栏，让家长们互相分享育儿经验，彼此交流借鉴。同时可以让幼儿在课程学习中，

进行二胎接纳的教育，观看相关的动画短片，阅读绘本和故事，用幼儿可以理解的方式进行学习。引导

幼儿之间进行讨论，互相分享如果有弟弟妹妹，该怎么做，哪些是对的，哪些是错的。进行相关的游戏，

让幼儿扮演哥哥姐姐，切实体会责任感，活动后还可以进行延伸，通过绘画或者手工的方式，描绘理想

中的二胎家庭。通体这些方式，让幼儿学会接纳二胎，承担起哥哥姐姐的责任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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