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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家庭环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家庭环境中的很多因素对儿童心理发展有重要且有差异的影响。在分

析了家庭教育的环境对于心理发展的重要性影响之后，深入探讨了家庭环境中影响儿童心理发展的不同

因素，得出结论：家庭环境中的很多因素之间相互独立又相互作用，共同影响儿童心理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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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family environment is a very important concept, and many factors in the family environment 
have important and differentiated effects on children’s psychological development. After analyz-
ing the importance and impact of family education environment on psychological development, 
we delved into the different factors that affect children’s psychological development in the family 
environment, and concluded that many factors in the family environment are independent and 
interact with each other, jointly affecting children’s psychological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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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决定儿童心理发展的要素包括两大类，遗传和环境。而环境包括自然环境、家庭环境和社会环境。

家庭环境是个体生存最多的场所，最影响个体的成长与发展。家庭作为儿童成长的第一站，其作用无可

替代。根据儿童发展的关键期理论，如果儿童的某些行为、技能、心理特征在某个特定发展最快的时期

受到了消极影响，则之后可能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精力去弥补，甚至永远错失发展的机会。家庭系统理

论认为，家庭是一个相对比较稳定的系统，包含多种有形和无形的规则，通过与外界的交互作用对儿童

的发展产生影响。创设良好的家庭环境对个体心理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2. 家庭环境的定义与分类 

2.1. 家庭的定义 

“家庭”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复杂的概念，关于家庭的定义，不同地域中差异巨大。西方称“家”

为“family”，东方一边称为“家”，西方语境中的“Family”与我们国家中的“家”概念有很大的差异，

在西方语境中，“Family”和“house”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而中国文化中，“家”可以同时作为家庭和

房子两个名词的概念。总的来说，家庭是是基于婚姻、血缘、领养关系而组成的社会单位，基本包括了

夫妻关系、亲子关系、同代的手足关系[1]。家庭系统中，包含多种系统，夫妻亚系统、亲子亚系统、同

胞亚系统等等，这一系列的系统直接或通过间接的方式影响儿童的发展。 

2.2. 家庭环境的定义 

对于家庭环境的定义，关注的角度不同，其结果也有差异。早期的学者定义为“父母及其他年长者

在家庭日常生活中，有意识地对幼儿进行的有计划与无计划相结合的影响活动及其过程[2]。这表明早期

的研究主要关注人的方面，关注的因素比较单一。 
还有学者称家庭是一个复杂的、多维的概念集合体[3]，是儿童所在的家庭接触到的周围环境。这类

定义把重点放在了家庭环境的教育因素方面而忽视了其他方面。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越来越多的学者

关注到了家庭环境中除教育之外的其他因素了。之后研究者对于家庭环境的关注因素越来越多。概括来

说，学者们把眼光从教育的点发散到与父母相关的因素，比如，他们关注到父母的教养方式、父母的职

业和社会地位等等，之后又把眼光从父母移至与儿童相关的因素与家庭相关的因素。例如儿童的性别，

子女的数量等等，独生子女家庭和二胎及以上数量孩子家庭在家庭户环境方面有很大的差别。总之，对

于家庭环境的定义随着时代的发展越来越完善，也从原本的关注单个因素朝着关注多个因素发展。 

2.3. 家庭环境的组成部分 

关于家庭环境的组成部分，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观点。概括来说，对于家庭环境的分类，通常有以

下几类。 
第一类称之为硬环境和软环境，硬环境主要包括十大因子，例如家庭的知识性、组织性、控制性、

矛盾性[4]等等。硬环境是相对于软环境而言的，主要包括家长的年纪、家庭成员的文化、父母的职务、

家庭经济状况等因素。第二类是隐性环境和显性环境。隐性环境与软环境类似，显性环境就是家庭的居

Open Access

https://doi.org/10.12677/ass.2023.121297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惠金慢 
 

 

DOI: 10.12677/ass.2023.1212970 7113 社会科学前沿 
 

住条件以及物质条件。第三类是分为物质环境和精神环境，物质环境是指物质体系，负责整个家庭的正

常运转，精神环境主要有三个部分构成，家庭成员的思想素质，知识能力以及价值观念等。第三类是与

中国文化背景相关的两种不同的家庭环境。其一是传统的家庭环境，其特征是传统的育儿观念比如养儿

防老，与之相对的是现代的家庭环境，其特征是现代的育儿观念，在这种类型的家庭中更多是父母在家

中参与儿童教育的相关内容。 

3. 家庭环境对儿童心理发展的重要性分析 

近现代以来，依托很多心理学理论以及社会理论，家庭环境对与儿童心理发展的重要性越来越被大

众所看到，本文主要以家庭系统理论为基础，补充生态系统理论、社会学习理论、符号互动理论来分析

家庭环境对儿童心理发展的重要性。 
家庭系统理论的观点是家庭是具有亲属关系的家庭成员组成的系统，每个成员之间都存在不同方式

的相互作用，每个家庭成员都处在不同的位置和关系家庭每个成员都不是孤立的存在，而是与他人存在

相互关系[5]。家庭成员之间的互动非常重要，家庭环境的稳定性有利于儿童良好心理品质的形成。如果

家庭成员中有一个个体情绪不稳定将会对整个家庭造成恶劣影响，甚至会让儿童产生心理问题。在此基

础上，家庭各成员之间不但要维持好与儿童之间的良好关系，还应该应维持家庭系统的和谐健康，发挥

家庭成员间的相互积极作用，对儿童心理发展产生积极影响。在生态系统理论中，家庭环境非常影响儿

童的心理和社会发展[6]，儿童发展的过程就是与环境相互作用的过程，且家庭环境并不是一个静态的因

素，而是不断发展变化的一个动态因素[7]。另外，生态系统的四个方面都会影响家庭环境对于儿童发展

的作用方式。基于生态系统理论，我们应清楚认识到家庭环境因素对于儿童心理发展的重要性。社会学

习理论的观点是观察学习模仿学习是人类学习社会化的重要方式，通过观察和模仿儿童不断习得社会所

倡导的行为也习得社会不赞许的行为[8]。基于此理论我们可以知道儿童可以在家庭环境中学习父母的言

行举止，并且父母的言行举止以及一些交际模式都会对儿童产生重要影响。例如，家庭环境中如果父母

中一方存在家庭暴力，那么儿童将容易习得暴力行为。这些暴力行为可能在家庭中不会表现出来，但会

在人际交往中表现出来，如在学校中对同学进行校园霸凌，并且这些孩子长大之后也很可能表现出暴力

行为，对社会其他成员表现出暴力行为，甚至走上违法犯罪之路。符号互动理论认为人们通过创造符号，

使用符号识别他人的符号来进行人际互动并进行自我认识情景理解作出反应[9]。符号的解释取决于交流

双方的知识基础，且符号的解释受到情景对象以及其他因素的影响，在家庭成员之间的互动会构成儿童

互动的知识基础。有研究者通过研究证实符号理解是构成家庭和谐交际的重要因素。因此，儿童关于符

号的知识基础的形成受到家庭环境的影响。总之，家庭为一个系统，应选用系统科学的方式方法科学地

运转，在运转过程中受到多种不同的因素影响，对于不同的情况我们要具体情形具体分析[10]。 

4. 家庭环境对儿童心理发展的影响因素分析 

4.1. 家庭结构 

家庭结构是家庭成员的组合状况，社会背景的不断演变，致使出现了不同类型的家庭成员的组合，

不同类型的家庭成员结构会给儿童的心理成长环境造成不同的影响，这些影响有积极的影响，有消极的

影响，具体的家庭结构类型如下： 
首先是核心家庭，核心家庭主要是由两代人组成的家庭，分别是父母和未婚子女。核心家庭对儿童

心理发展的优势是由于核心家庭中的成员比较少，成员之间的相互沟通也较为容易，所以亲子关系比较

融洽，父母对于子女的教育意见也比较容易统一。但是核心家庭对儿童成长也有不利的方面，主要表现

在父母对孩子比较放纵，缺乏陪伴，孩子在家庭中比较孤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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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是主干家庭，由父母跟已结婚子女组成，这种家庭对儿童心理发展的积极影响是人口相对于核

心家庭较多，教育力量比较充足，可以弥补父母由于上班没时间精力照顾孩子的不足，但是这种家庭结

构的缺点也很明显，主要表现是不同代际之间由于年龄差距过大存在代沟，在生活观念和育儿观念方面

存在差异，在家庭教育中容易出现矛盾，爷爷奶奶容易溺爱孩子，对孩子的心理发展造成不良影响。 
接着是联合家庭，联合家庭是指由父母和两对或两对以上已婚子女组成的家庭，这种家庭中幼儿容

易养成一些优秀的品质，如自制力、自尊心、文明礼貌行为习惯等。这种家庭结构的缺点是儿童表现出

依赖性强独立性差的心理特点。  
最后是单亲家庭，单亲家庭是指只有父母一方与子女组成的家庭。单亲家庭的成员一般独立性较强，

抗挫折能力也较强。但相对的，单亲家庭的儿童容易出现心理健康问题如自卑、抑郁、人际关系障碍等。 
总之，不同的家庭结构类型有不同的特点，对孩子的发展也会产生不同的影响，作为家庭中的成员，

应尽量避开所属家庭结构的缺点，发扬该家庭系统理论的优点，给孩子创造一个积极的家庭成长环境。 

4.2. 家庭物质环境 

家庭物质环境是家庭系统中的“硬装”，主要是指家庭物质生活条件。有学者研究发现家庭的经济

收入直接决定孩子的居住环境，居住环境是影响儿童心理发展的一大重要要素，居住状况较差会给儿童

的心理发展造成不良影响。有学者研究发现，家庭中的空间、结构、工艺制作、家具、材料、流动、标

志、艺术等各方面都会影响到孩子的潜力[10]。如果家庭经济上比较贫困，会造成孩子的心理和精神压力，

进而带来一些棘手的心理矛盾比如自卑焦虑悲观抑郁等，影响孩子的心理发展。家庭的物质环境同样会

影响儿童对于物质的态度。 

4.3. 家庭活动 

家庭活动主要影响儿童对于家庭的满意度。家庭活动也包含在家庭系统中，是家庭系统中的灵活要

素。一般来说，对于家庭满意度比较高的儿童其心理健康水平也越高。家庭活动可以依托一些节日互动，

如春节、元宵节、端午节等开展一些多种形式的家庭活动，部分家庭会定期举办体育活动，锻炼孩子的

身体和意志。研究发现，家庭活动有利于儿童形成一些积极的心理品质如乐观开朗自信。另外在家庭活

动中也能培养儿童人际交往的能力。 

4.4. 亲子关系 

亲子关系是家庭系统中最重要的要素，是建立在血缘和共同生活的基础之上，是自然关系和社会关

系的统一，亲子关系的影响主要在亲子依恋、亲子冲突、亲子结合这三个方面[10]。亲子依恋是指孩子与

抚养人之间形成的长期的持续的情感联结，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安全性依恋有利于儿童的心理健康发展，

研究表明，亲子关系属于安全型依恋的儿童能够更好地处理人际关系，与其他儿童相比呈现出更少的心

理问题[11]。另外，亲子依恋还能缓解其他方面的不利影响，例如，居住环境比较的恶劣的家庭，积极的

亲子依恋家庭可以缓解物质条件不足所带来的不利影响。亲子冲突是父母与子女之间的一种对抗状态，

不仅表现在言语方面，还表现在心理和行为方面，亲子冲突会对儿童心理发展产生不良影响，亲子冲突

可能会导致一些心理问题如抑郁。值得注意的是亲子冲突不一定只造成消极影响，它还会产生一定的积

极影响，如可以帮助儿童探索社会责任感，这要求父母在处理亲子冲突时运用恰当的应对策略[12]。亲子

结合是指双方的情感联结，表现在父母与孩子平时的积极互动之中。 

4.5. 父母教养方式 

父母的教养方式也是家庭系统中的重要要素，父母的教养方式是指父母教养态度行为的集合。父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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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养方式可以分为以下：民主权威型、专制型、放任型和忽视型[13]。民主权威型的父母会对儿童提出适

当的要求，他们制定一定的规则，整个家庭保持和谐交流的氛围；专制型的父母对孩子的要求比较严格，

对孩子的容错率较低，对犯错的孩子惩罚较为严厉；放任型的父母会无条件满足孩子的要求，包括一些

合理和不合理的要求；忽视型的父母一般沉浸在自己的生活中，对孩子放任不管，父母与孩子之间缺乏

有效的交流和沟通。父母教养方式对儿童幼儿心理发展的影响主要表现在认知、情绪以及自信心。另外，

值得注意的是，教养方式不但直接影响儿童心理发展，而且通过影响家庭环境中的其他因素影响儿童心

理发展，例如，民主权威型的教养方式在一定情况下能缓解家庭物质环境匮乏带来的不利影响。除此之

外，父母自身的行为对孩子也有潜在的影响，例如父母自身的情绪管理能力比较强的话，孩子对于压力

的处理方式也会比较缓和[14]。 

4.6. 夫妻关系 

家庭系统中的夫妻关系包括夫妻婚姻质量、婚姻满意度、夫妻冲突等。夫妻关系的好坏对儿童心理

发展具有重要影响。许多研究表明，生活在家庭环境良好的儿童比生活在家庭环境恶劣的儿童心理健康

水平更高，和谐融洽的婚姻关系也是儿童心理健康发展的必不可少的要素，婚姻关系对儿童的社会适应

性也有一定的影响。主要原因是儿童会习得父母在日常生活中的交流方式和技巧，并在平时的生活与人

际交往中表现出来，从而影响他们的思维模式。例如，经常经历父亲对母亲家暴的儿童容易出现心理适

应问题，父母离异的儿童出现心理适应不良的几率也比较大，但整体小于出现家庭暴力的家庭，如果家

庭冲突得到良好解决的话，不但不会影响到儿童的心理发展，儿童还能在冲突解决的过程中学到沟通技

巧。 
综上所述，家庭环境中存在许多因素对儿童心理发展产生重要影响，以上阐述的家庭环境中的影响

因素共同对儿童心理发展产生影响，家庭环境中各要素之间是紧密联系，紧密作用的一个整体。这就要

求父母在养育孩子的过程中充分了解不同因素对儿童心理发展产生的影响，优化各个要素对儿童心理发

展产生的作用，教师也要充分了解学生的家庭环境，积极与家长合作，产生合力，促进儿童心理健康发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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