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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社交退缩行为是儿童在熟悉的社会情境下出现的各种独处行为，是一种具有多维结构的内隐性问

题行为。同伴交往能力不足被认为是影响幼儿产生社交退缩行为的重要原因之一。本研究从幼儿同伴交

往能力入手探究其与幼儿社交退缩的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对该领域的研究进行丰富。方法：采用“幼儿

社交退缩家长评问卷”和“幼儿同伴交往能力量表”对294名青少年进行测试。结果：1) 幼儿同伴交往

与社交退缩在不同父母职业上存在显著差异；2) 幼儿同伴交往能力与社交退缩行为呈显著负相关。结论：

根据同伴交往不同维度对社交退缩进行讨论分析，发现同伴交往能力对幼儿社交退缩行为具有预测作用，

从而提出教师、父母以及儿童三个角度的教育建议。 
 
关键词 

幼儿，同伴交往，社交退缩行为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Young Childhood 
Peer Interaction and Social Withdrawal  
Behavior 

Qin Liao*, Caizhen Yue# 
Guizhou Minzu University, Guiyang Guizhou  
 
Received: Jan. 8th, 2022; accepted: Feb. 4th, 2022; published: Feb. 11th, 2022 

 
 

 
Abstract 
Objective: Social withdrawal behavior is a variety of solitary behavior of children in familiar soc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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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tuations. It is an implicit problem behavior with multi-dimensional structure. The lack of peer 
communication ability is considered to be one of the important reasons affecting children’s social 
withdrawal behavior. This study explor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ldren’s peer communica-
tion ability and children’s social withdrawal, and enriches the research in this field to a certain 
extent. Methods: 294 adolescents were tested by “children’s social withdrawal parent rating ques-
tionnaire” and “children’s peer communication ability scale”. Results: 1) There we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children’s peer communication and social withdrawal in different parental occupa-
tions; 2) There was a significant nega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children’s peer communication 
ability and social withdrawal behavior. Conclusion: According to the discussion and analysis of so-
cial withdrawal from different dimensions of peer communication, it is found that peer communi-
cation ability can predict children’s social withdrawal behavior, so as to put forward educational 
suggestions from three perspectives of teachers, parents and childr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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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学前教育领域，幼儿的社会发展一直备受关注。良好的社会互动有助于幼儿认知和社交技能的发

展，而同伴群体则是孩子学习如何与人交往以及如何融入社会的重要中介[1]。哈里斯(Harris)指出，除了

家庭环境外，同伴群体是影响幼儿个性特征和社会行为的重要因素之一[2]。同伴群体是幼儿活动的主要

群体，在此间关系的形成对幼儿社会性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3]。幼儿社会发展的主要表现是同伴关系

的发展，社会交往能力不仅与其在园生活质量息息相关，同时也与个体日后的社会性发展有着紧密的关

系[4]。 
社交退缩行为被认为是儿童在熟悉的社会情境下出现的各种独处行为，是一种具有多维结构的内隐

性问题行为[5]。幼儿同伴交往能力是指幼儿在与小伙伴一起游戏、学习、生活的过程中建立和谐的人际

关系的能力[6]。 
社交退缩是幼儿常见的内化问题行为之一，对儿童自身情绪、社会交往乃至身心健康都会产生诸多

不利的影响[7]。相关领域研究证实，社交退缩行为对幼儿的认知、行为、社会性情感等多方面发展具有

负面效应，早期社交退缩行为可显著预测日后各种问题行为倾向。已有研究证明儿童早期是社交退缩行

为发展变化的重要时期，具有社交退缩的儿童将出现一系列不良适应问题[8]。 
社会退缩的影响因素错综复杂，主要有幼儿自身的生理气质[9]、父母教养方式[10]、家庭经济环境[11]

等，其中同伴因素也是影响个体社交退缩的重要因素之一。同伴关系差的幼儿往往更容易产生社交退缩

行为[12]，同样的社交退缩与同伴拒绝呈正相关[13]。同伴交往能力不足被认为是导致儿童被动退缩的重

要原因[14]。 
当前国内关于幼儿同伴交往和社交退缩的研究十分丰富，但更加侧重于个体自身特质和周围环境的

影响，较少从幼儿同伴交往能力着手考察其与社交退缩的关系。本文利用同伴交往能力与社交退缩的相

关关系来探究学前儿童群体的同伴交往能力对于社交退缩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对于社交退缩领域的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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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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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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4 份(96%)。其中男孩 156 人，女孩 138 人；公办幼儿园 75 人，民办

幼儿园 219 人；中班 128 人，大班 166 人。 

2.2. 方法 

2.2.1. 幼儿社交退缩家长评问卷  
由张馨艺根据叶平枝改编(2020)而成，量表共有 16 道题。由“害羞沉默”、“主动退缩”、“被动

退缩”三个维度构成。该量表的内部一致性 α系数为 0.9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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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分越高则代表社交退缩越高。 

2.2.2. 幼儿同伴交往能力量表 
采用张元(2002)编制的《幼儿同伴交往能力量表》[15]，该量表共有 24 道题，分为“社交障碍”、

“社交主动性”、“语言和非语言交往”、“亲社会行为”四个维度。在本研究中该量表的内部一致性

α系数为 0.819，具有较高的同质信度和预测效度。问卷含有 24 个项目，其中“社交障碍”为反向计分，

分值越高代表社交障碍越小。其余维度为正向计分。 

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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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伴交往在人口统计学上的差异 

本研究对不同父母文化程度、不同父母职业的幼儿在同伴交往各个维度上的得分进行差异性检验，

分别见表 1、表 2 和表 3。 
 

Table 1. Comparison of children’s peer communication in different father’s educational levels 
表 1. 幼儿同伴交往在不同父亲文化程度上的比较 

项目 
父亲文化程度 

F P 
初中及以下 中专/高中 大专 本科及以上 

社交障碍 3.62 ± 1.23 3.74 ± 1.06 3.80 ± 1.23 4.11 ± 1.07 3.07* 0.03 

社交主动性 2.51 ± 0.53 2.56 ± 0.59 2.44 ± 0.54 2.74 ± 0.54 4.88** 0.00 

语言和非语言交往 2.90 ± 0.54 3.00 ± 0.59 3.01 ± 0.57 3.19 ± 0.57 3.60* 0.01 

亲社会行为 2.55 ± 0.54 2.55 ± 0.54 2.54 ± 0.54 2.69 ± 0.50 1.75 0.15 

同伴交往 2.90 ± 0.50 2.96 ± 0.51 2.95 ± 0.56 3.18 ± 0.49 5.56** 0.00 

注：*P < 0.05，**P < 0.01，***P < 0.001，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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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发现，亲社会行为维度在不同父亲文化程度上没有显著差异；社交障碍、社交主动性、语言和

非语言交往在不同父亲文化程度上皆有显著差异，同伴交往能力在不同父亲文化程度上差异显著。 
具体表现为父亲学历为本科及以上的幼儿同伴交往能力及其三个维度显著高于父亲学历为其他文化

程度的幼儿。 
 

Table 2. Comparison of infant peer interactions in different maternal cultures 
表 2. 幼儿同伴交往在不同母亲文化程度上的比较 

项目 
母亲文化程度 

F P 
初中及以下 中专/高中 大专 本科及以上 

社交障碍 3.55 ± 1.18 3.88 ± 1.19 3.89 ± 1.06 4.05 ± 1.10 2.71 0.05 

社交主动性 2.49 ± 0.53 2.52 ± 0.58 2.51 ± 0.56 2.74 ± 0.54 4.36* 0.01 

语言和非语言交往 2.85 ± 0.53 3.01 ± 0.58 3.09 ± 0.58 3.19 ± 0.58 5.20** 0.00 

亲社会行为 2.51 ± 0.53 2.62 ± 0.56 2.50 ± 0.50 2.69 ± 0.51 2.58 0.05 

同伴交往 2.85 ± 0.49 3.01 ± 0.54 2.99 ± 0.49 3.17 ± 0.52 5.57** 0.00 

 
结果发现，社交障碍和亲社会行为维度在不同母亲文化程度上没有显著差异；社交主动性、语言和非

语言交往两个维度在不同母亲文化程度上皆有显著差异，同伴交往能力在不同母亲文化程度上差异显著。 
具体表现为母亲学历为本科及以上的幼儿同伴交往能力及其两个维度显著高于母亲学历为其他文化

程度的幼儿。 
 

Table 3. Comparison of infant peer interactions in different parental occupations 
表 3. 幼儿同伴交往在不同父母职业上的比较 

项目 

父亲职业  母亲职业 

农民 从商个体户 
或其他 知识分子  农民 从商个体户 

或其他 知识分子 

社交障碍 3.41 ± 1.26 3.89 ± 1.09 4.07 ± 1.12 3.41 ± 1.28 3.91 ± 1.09 4.05 ± 1.09 

社交主动性 2.54 ± 0.59 2.57 ± 0.58 2.67 ± 0.53 2.53 ± 0.54 2.51 ± 0.55 2.71 ± 0.56 

语言和非语言交往 2.85 ± 0.57 3.07 ± 0.57 3.15 ± 0.59 2.86 ± 0.56 3.04 ± 0.57 3.16 ± 0.58 

亲社会行为 2.43 ± 0.54 2.61 ± 0.54 2.66 ± 0.49 2.50 ± 0.53 2.55 ± 0.54 2.70 ± 0.50 

同伴交往 2.81 ± 0.55 3.03 ± 0.52 3.14 ± 0.50 2.83 ± 0.51 3.00 ± 0.51 3.16 ± 0.51 

 
结果发现社交主动性和亲社会行为两个维度在不同父亲职业上无显著差异，社交障碍及语言和非语

言交往在不同父亲职业上差异显著(F = 4.96, P < 0.05; F = 4.01, P < 0.05)，同伴交往能力也存在显著差异(F 
= 5.99, P < 0.01)。具体表现为父亲职业是知识分子的幼儿同伴交往能力及其两个维度得分均高于父亲职

业为农民和从商个体户或其他的幼儿。 
社交障碍、社交主动性、语言和非语言交往、亲社会行为四个维度在不同母亲职业上均存在显著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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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F = 5.83, P < 0.01; F = 4.65, P < 0.05; F = 5.32, P < 0.05; F = 3.92, P < 0.05)，同伴交往能力也存在显著差

异(F = 8.02, P < 0.01)。具体表现为母亲职业是知识分子的幼儿同伴交往能力及其四个维度得分均高于母

亲职业为农民和从商个体户或其他的幼儿。 

3.2. 社交退缩行为在人口统计学上的差异 

本研究对不同父母职业的幼儿社交退缩各个维度上的得分进行差异性检验，见表 4。 
 

Table 4. Comparison of social withdrawal behavior in different parental occupations 
表 4. 社交退缩行为在不同父母职业上的比较 

项目 

父亲职业  母亲职业 

农民 从商个体户 
或其他 知识分子  农民 从商个体户 

或其他 知识分子 

害羞沉默 2.30 ± 0.70 2.25 ± 0.80 2.08 ± 0.72 2.47 ± 0.74 2.16 ± 0.74 2.13 ± 0.77 

主动退缩 2.21 ± 0.74 2.08 ± 0.77 2.00 ± 0.70 2.19 ± 0.76 2.04 ± 0.73 2.05 ± 0.75 

被动退缩 2.00 ± 0.89 1.83 ± 0.75 1.75 ± 0.70 2.06 ± 0.93 1.71 ± 0.66 1.83 ± 0.75 

社交退缩 2.20 ± 0.68 2.10 ± 0.69 1.98 ± 0.64 2.30 ± 0.68 2.02 ± 0.63 2.04 ± 0.69 

 
结果发现，社交退缩及其三个维度在不同父亲职业上都没有显著差异；主动退缩维度在不同母亲职

业上没有显著差异，害羞沉默和被动退缩维度在不同母亲职业上存在显著差异(F = 3.93, P < 0.05; F = 3.88, 
P < 0.05)，社交退缩在不同母亲职业上差异显著(F = 3.41, P < 0.05)。 

具体表现为母亲职业为农民的幼儿社交退缩及其害羞沉默、被动退缩两个维度的得分均高于母亲职

业为从商个体户或其他和知识分子的幼儿。 

3.3. 幼儿同伴交往与社交退缩行为的相关 

本研究对幼儿社交退缩各维度的得分与同伴交往各维度的得分进行积差相关分析，见表 5。 
 

Table 5. Correlation between early childhood social withdrawal and peer interaction (r) 
表 5. 幼儿社交退缩与同伴交往的相关(r) 

项目 害羞沉默 主动退缩 被动退缩 社交退缩 

社交障碍 −0.52** −0.46** −0.52** −0.57** 

社交主动性 −0.34** −0.18** −0.10 −0.27** 

语言和非语言交往 −0.31** −0.26** −0.16** −0.29** 

亲社会行为 −0.13* −0.12* −0.05 −0.12* 

同伴交往 −0.49** −0.40** −0.37** −0.49** 

注：*P < 0.05，**P < 0.01，***P < 0.001。 

 
结果发现，从表 5 显示，社交退缩及其害羞沉默、主动退缩两个维度与同伴交往各个维度呈显著负

相关；被动退缩维度与社交障碍、语言和非语言交往、同伴交往呈显著负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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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幼儿同伴交往与社交退缩行为的回归分析 

本研究采用多元回归分析，以幼儿同伴交往总分及其四个维度为预测变量分别预测社交退缩，见表 6。 
 

Table 6. Regression analysis of social withdrawal and peer interaction in young children 
表 6. 幼儿社交退缩与同伴交往的回归分析 

因变量 输入变量 R2 Beta t 

社交退缩 

社交障碍 0.32 −0.34 −11.98 

社交主动性 0.07 −0.33 −4.94 

语言和非语言交往 0.08 −0.34 −5.28 

亲社会行为 0.02 −0.16 −2.16 

同伴交往 0.24 −0.63 −9.85 

 
结果发现同伴交往与社交退缩行为存在显著的线性关系，同伴交往及其四个维度对社交退缩有显著

的负向预测作用。 

4. 讨论 

4.1. 幼儿同伴交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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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儿同伴交往能力与不同父母亲文化程度

存在着显著关系。父母文化程度为本科及以上的幼儿同伴交往能力更高，在 Guryan (2008)的研究中发现

受过高等教育的父母相较于其他父母每周在子女身上投入更多时间[16]。在祁翔(2013)的研究中也发现父

母的受教育程度与其为子女的教育投资呈显著正相关[17]，这也可以看出文化程度更高的父母往往更注重

子女各方面的培养。 
在不同父母职业方面，父母职业为知识分子的幼儿同伴交往能力比职业为其他的幼儿更高。出现这

种情况的原因可能是职业为知识分子的父母更加注重子女教育方面的成长和发展，同样在帮助子女与同

伴更好地建立关系时也更能提供适当的帮助和支持。 

4.2. 幼儿社交退缩在人口学变量上的状况 

本研究中通过分析社交退缩在人口统计学上的差异发现：社交退缩总分及害羞沉默、被动退缩两个

维度在不同母亲职业上存在显著差异，这与董会芹(2016)的研究结果本质上一致[11]。本研究中母亲职业

为农民的幼儿社交退缩及害羞沉默、被动退缩两个维度显著高于母亲职业为从商个体户或其他和知识分

子的幼儿。出现这一情况的原因可能是：已有研究证实父母亲职业更好也就意味着家庭经济条件更能为

幼儿创设出一个良好的教育环境[17]，而职业为农民的母亲由于文化水平不高、承担过重体力劳动，对于

幼儿的教育方式容易简单化、直接化。这会直接影响到幼儿在成长过程中与他人交往互动的行为模式，

进而导致害羞和被动退缩。 

4.3. 幼儿同伴交往与社交退缩的关系 

以幼儿社交退缩为因变量，同伴交往及其四个维度为自变量进行多元回归分析，结果(见表 6)发现社

交退缩行为与同伴交往各个维度呈显著负相关。国内外研究表明，在童年中后期同伴关系都与社交退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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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较强的相关关系[18]。同伴关系良好的幼儿更乐于与他人交往，而同伴交往能力则是与同伴关系直接相

关，所以同伴交往能力越高社交退缩行为就越少。刘爱书(2011)对于社交退缩儿童的同伴关系研究中显示

退缩儿童相比普通幼儿的同伴关系更差[12]。同时不能掌握良好的同伴交往技能也容易引起幼儿的被动退

缩。除了同伴交往技能以外，在同伴交往中表现出来的交往意愿也十分重要，如社交主动性维度中社交

主动意愿更高的幼儿在同伴交往过程中的自主性和积极性都更高，因而社交主动性更高社交退缩行为就

更少。研究结果表明：同伴交往对社交退缩及其亚型具有显著的负向预测作用。 

4.4. 对策 

在社会心理学范畴中，交往活动被认为是人的社会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任何一个生活在社会

中的个体，必然要参与交往。已有研究表明，退缩的幼儿社会交往能力不足、缺乏社交技能、常常受到

同伴的排斥与忽视并将原因归结于自身，由此产生挫败感而脱离同伴群体[19]。本研究同样发现同伴交往

能力能够显著负向预测幼儿社交退缩，对此为了预防并改善幼儿的社交行为，本研究从教师、父母以及

儿童三个角度提出了以下建议：从教师的角度而言，《3~6 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中关于人际交往教

育建议是“创造交往的机会，让幼儿体会交往的乐趣”。幼儿教师应当在日常教育活动中给予那些害羞、

沉默的幼儿更多的关注和引导，帮助改善他们的社交退缩行为。从父母的角度而言，应该更多地给予幼

儿关爱与支持，养成良好的教养类型。文化程度不高的父母更应该重视起家庭环境对幼儿的影响，加强

自身的亲职教育。从幼儿的角度而言，幼儿教育行业现在已有的教育共识之一就是：儿童并非被动的接

受者，而是主动的参与者和创造者。侯静等人(2008)证实儿童的行为抑制水平随外界环境变化及年龄增长

而发生改变[20]。当幼儿发生与他人的积极互动行为时，教师与父母应当及时给予正向的反馈，激发幼儿

自身与他人交往的兴趣。 

参考文献 
[1] 陈会昌, 叶子. 群体社会化发展理论述评[J]. 教育理论与实践, 1997(4): 49-53. 
[2] Harris, J.R. (1995) Where Is the Child’s Environment? A Group Socialization Theory of Development. Psychological 

Review, 102, 458-489. https://doi.org/10.1037/0033-295X.102.3.458  
[3] 张芸芸. 心理理论与儿童社会性发展[J]. 教育论坛, 2010(2): 8-10. 

[4] 周秀琴. 城乡小班幼儿社交能力的发展现状与教育建议[J]. 学前教育研究, 2010(8): 43-46. 

[5] 叶平枝. 幼儿社会退缩游戏干预的个案研究[J]. 学前教育研究, 2006(4): 10-15. 

[6] 但菲, 冯璐, 王琼. 表演游戏对 4-6 岁幼儿同伴交往能力的影响[J]. 学前教育研究, 2009(8): 13-16. 

[7] 孙铃, 陈会昌, 彭晓明, 陈欣银. 儿童早期到中期社交退缩行为的发展[J]. 心理发展与教育, 2005(4): 19-23. 
[8] Guedeney, A., Doukhan, S., Forhan, A., Heude, B., and Peyre, H. (2017) To Which Extent Social Withdrawal at the 

Age of 1 Year Is Associated with IQ at 5-6 Years Old? Results of the EDEN Mother-Child Cohort. European Child & 
Adolescent Psychiatry, 26, 1343-1350. https://doi.org/10.1007/s00787-017-0988-9  

[9] Kiel, E.J. and Buss, K.A. (2014) Dysregulated Fear in Toddlerhood Predicts Kindergarten Social withdrawal through 
Protective Parenting. Infant & Child Development, 23, 304-313. https://doi.org/10.1002/icd.1855  

[10] 张馨艺. 家庭环境对幼儿社交退缩的影响研究[D]: [硕士学位论文]. 石河子: 石河子大学, 2020. 

[11] 董会芹. 影响小学生问题行为的家庭因素研究[J]. 教育研究, 2016, 37(3): 99-109. 

[12] 刘爱书, 于增艳, 杨飞龙, 裴亮. 儿童社交退缩、同伴关系和社会信息加工特点的关系[J]. 心理科学, 2011, 34(5): 
1113-1119.  

[13] 郭伯良, 张雷. 儿童退缩和同伴关系的相关[J].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2004, 12(2): 137-139+141. 

[14] 张美美. 幼儿社交退缩行为的个案研究[D]: [硕士学位论文]. 贵阳: 贵州师范大学, 2016. 

[15] 张元. 4-6 岁幼儿同伴交往能力量表的编制[J]. 江苏教育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2, 18(1): 42-44.  

[16] Guryan, J., Hurst, E. and Kearney, M. (2008) Parental Education and Parental Time with Children. Working Paper 

https://doi.org/10.12677/ass.2022.112052
https://doi.org/10.1037/0033-295X.102.3.458
https://doi.org/10.1007/s00787-017-0988-9
https://doi.org/10.1002/icd.1855


廖钦，岳彩镇 
 

 

DOI: 10.12677/ass.2022.112052 363 社会科学前沿 
 

No. 13993,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Cambridge. https://doi.org/10.3386/w13993  

[17] 祁翔. 父母受教育程度与子女人力资本投资——来自中国农村家庭的调查研究[J]. 教育学术月刊, 2013(9): 
73-79. 

[18] Boivin, M., Hymel, S. and Bukowski, W.M. (1995) The Roles of Social Withdrawal, Peer Rejection, and Victimiza-
tionby Peers in Predicting Loneliness and Depressed Mood in Childhood. Development and Psychopathology, 7, 
765-785. https://doi.org/10.1017/S0954579400006830  

[19] 王晶. 社会退缩儿童干预的案例分析[D]: [硕士学位论文]. 济南: 山东师范大学, 2013.  

[20] 侯静, 陈会昌, 陈欣银. 儿童 2-7 岁行为抑制性的发展[J]. 心理学报, 2008, 40(6): 701-708. 

https://doi.org/10.12677/ass.2022.112052
https://doi.org/10.3386/w13993
https://doi.org/10.1017/S0954579400006830

	幼儿同伴交往和社交退缩行为的关系
	摘  要
	关键词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Young Childhood Peer Interaction and Social Withdrawal Behavior
	Abstract
	Keywords
	1. 引言
	2. 对象与方法
	2.1. 对象
	2.2. 方法
	2.2.1. 幼儿社交退缩家长评问卷 
	2.2.2. 幼儿同伴交往能力量表
	2.2.3. 统计处理 


	3. 结果
	3.1. 同伴交往在人口统计学上的差异
	3.2. 社交退缩行为在人口统计学上的差异
	3.3. 幼儿同伴交往与社交退缩行为的相关
	3.4. 幼儿同伴交往与社交退缩行为的回归分析

	4. 讨论
	4.1. 幼儿同伴交往在人口学变量上的状况
	4.2. 幼儿社交退缩在人口学变量上的状况
	4.3. 幼儿同伴交往与社交退缩的关系
	4.4. 对策

	参考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