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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儿童性别角色社会化是指儿童为能胜任某种或多种社会角色进行的角色行为模式模仿和学习的过程。同

伴交往可以通过促进学前儿童的性别认同，引导学前儿童的性别角色行为和改变学前儿童的性别刻板印

象来影响儿童性别角色社会化。但仍存在着家长干预、教师不重视、教师未正确引导等问题，导致同伴

交往未能发挥其积极影响。利用同伴交往促进学前儿童性别角色社会化的策略包括教师需重视家园合作，

提高自身双性化教育素养，正确引导学前儿童的同伴交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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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socialization of children’s gender roles refers to the process of imitating and learning the role 
behavior patterns of children in order to be competent for one or more social roles. Peer commu-
nication can affect children’s gender role socialization in several ways, such as promoting pre-
school children’s gender identity, guiding preschool children’s gender role behavior and chang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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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school children’s gender stereotype. However, there are some problems causing it can not play 
its positive role, such as parents’ intervention, teachers’ lack of attention, teachers’ improper guid-
ance, and so on. The strategies of using peer communication to promote the socialization of gend-
er roles of preschool children in clued teachers should attach importance to home cooperation, 
improve their own androgynous educational literacy, and correctly guide the peer communication 
of preschool childr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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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目前，双性化教育已成为国内外教育界关注的热点。研究表明，具有男性和女性优良品质的双性化

性别角色的儿童，其社会适应力相对更强[1]。近年来学前儿童性别角色社会化在学前教育界引起了广泛

关注，但大部分研究集中于家长、教师、社会传媒对幼儿社会化的影响，较少提到同伴交往在学前儿童

性别角色社会化进程中的作用。学前阶段是个体性别角色形成的重要阶段，因此如何用好同伴交往影响

促进学前儿童性别角色社会化良好发展，极具研究价值。 

2. 同伴交往和儿童性别角色社会化的内涵 

(一) 同伴交往的内涵 
同伴交往指儿童与同一年龄阶段的伙伴之间的交往。这种同伴交往，随儿童年龄增长而增加，成为

儿童社会化进程中的一个重要因素[2]。同伴交往是一种不可替代的社会交往，与亲子交往，师生交往平

行。甚至同伴交往相较于父母等重要他人的对儿童所产生的影响还要更为直接而强烈。进行同伴交往的

过程中，儿童会逐渐发现如果与同伴的表现出不同会受到排斥，反之则不然。男童相较于女童更倾向于

被同伴群体所接纳，这令他们会有着更强的性别刻板印象。比如女童剪短发与男童留长发相比，男童更

有可能受到同伴群体的排斥，从而加深对长发的性别刻板印象。 
(二) 儿童性别角色社会化的内涵 
儿童性别角色社会化指儿童为能胜任某种或多种社会角色进行的角色行为模式模仿和学习的过程，

是儿童社会化的重要内容。儿童性别角色社会化包括三个阶段，性别认同(Gender identification)，性别稳

定性(Gender stability)，性别恒常性(Gender constancy) [3]。性别认同阶段(约 2~3 岁)，儿童具有对自身性

别和他人性别的正确认识，也就是既能正确认识自身性别又能正确区分他人的性别。性别稳定性阶段(约
3~5 岁)，儿童具有了人的性别始终如一，不会随着年龄增长而发生改变的认识。性别恒常性阶段(约 5~7
岁)，儿童具有了人的性别不会因衣着或外在情境发生改变的认识。有学者指出，从婴儿到青少年这一阶

段，儿童性别角色的发展呈一种“U”性趋势[4]，儿童中的幼儿受性别刻板印象影响很深，认为自己应

该和社会期望的行为规范一致；年龄较大的儿童对待性别则更加灵活，可扭转性别刻板印象；等进而青

春期，儿童却又重新回到性别刻板印象中来。实际上这也与儿童性别角色化中儿童经历性别认同到性别

稳定再到性别一致的阶段相符合，儿童是个体性别角色形成的重要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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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同伴交往促进学前儿童性别角色社会化发展的可行性 

虽然许多研究者们一贯认为家庭以及家庭教养方式是影响儿童性别角色社会化发展最主要因素，但

也有研究者指出，同伴关系是决定儿童社会化发展的核心因素，即便是家庭的影响也终归是要借助同伴

关系对儿童产生影响[5]。有学者认为，积极的同伴互动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不良先天气质因素对幼儿

认知发展的负面影响[6]。总的来说，同伴交往对学前儿童性别角色社会化发展起着毋庸置疑的极大影响。 
(一) 促进学前儿童的性别认同 
性别认同是指正确认识自身性别又能正确区分他人的性别。正确认识自身的性别是儿童性别角色社

会化的基础，在这个基础之上才能进一步良好发展。学前阶段的儿童对于同伴交往有着极大的热情。尽

管儿童仍会大量的进行亲子交往，同伴交往也需要家长引导，但同伴交往仍是不可替代的儿童所必需的

社会交往活动。在学前阶段，同伴交往成为儿童社会交往活动中的重要部分，且所占比重越来越大。学

前儿童在家庭中仅能作为子女与长辈交往，但在同伴群体中与年龄相近的同伴交往时，可以扮演长辈(父
母及其他成人)或是兄弟姐妹等角色，并学习模仿起同性别角色的性别特征，促进学前儿童自身的性别认

同发展。例如在混龄班级中，年龄差异较为明显，年龄相对更大的孩子会认为自己是大哥哥大姐姐，语

言行为都会发生明显的改变。在同伴交往中，他们的言行举止向着自己认知中的同性别角色的形象靠拢，

性别认同得到了增强。 
(二) 引导学前儿童的性别角色行为 
儿童性别角色适宜行为在儿童早期表现为对玩具、游戏和同伴性别角色偏好。2 岁的男孩和女孩在

玩具偏好上已经表现出差异，男孩更喜欢玩小汽车，而女孩更喜欢布娃娃。5 岁左右的男孩拒绝和女孩

一起玩[7]。儿童性别角色社会化受到非常多因素的影响，家庭、社会、人际交往等都是重要的影响因素，

并不完全取决于某一方面。部分学前儿童也许已经形成了一些性别意识，能够正确认识自身性别是性别

角色社会化的基础。教师应该是在尊重其自然发展规律的基础上尽可能地发挥同伴交往相较于师幼交往

更平等的优势，引导男孩女孩一起进行游戏活动，潜移默化地帮助儿童形成优秀的人格特质。比如鼓励

女孩勇敢积极进取，引导男孩温和耐心，让男孩女孩进行异性间的互助合作互相学习等。这样引导之下，

同伴交往既是对学前儿童自然发展规律的尊重，也通过发展其性别角色适宜行为达到了促进性别角色社

会化的效。 
(三) 改变学前儿童的性别刻板印象 
性别刻板印象是指对男女性别角色特征的成见，一旦形成就比较难以消除。就同伴群体而言，儿童

可能受成人教育和社会文化的影响形成了性别刻板印象，更倾向于结成同性的同伴群体进行活动。如果

加以引导，例如协助学前儿童建立不同性别的同伴群体，引导他们在同伴交往活动中发现异性同伴与性

别刻板印象的不同之处，比如有的女孩运动能力极佳和有的男孩细心温和等。改变或消除性别刻板印象

无法一蹴而就，儿童在同伴交往中经常性的发现其他个体与其性别刻板印象不符的实际行为，有利于改

变或消除学前儿童已有的性别刻板印象。 
实际上，成人会根据一定的社会性别期望区别对待不同性别的儿童，譬如玩具的选择就是区别对待

的一个方面。成人普遍会根据社会性别期望，为男孩提供较为刚性的“男孩玩具”，如玩具车、玩具枪

等，对于女孩则会提供芭比娃娃，毛绒玩偶等相对柔性的“女孩玩具”。而且当儿童想要不同性别特征

的玩具时，往往很难实现，容易遭受拒绝。长此以往，就会让儿童的观念发生改变，产生“玩具枪不是

适合女孩子的玩具”、“男孩子才玩玩具枪，女孩子不可以玩这个，女孩子要玩芭比娃娃”等等想法，

降低儿童对“异性玩具”的兴趣，导致儿童主动排斥“异性玩具”，使得性别刻板印象加深。但在同伴

交往的需求下，女孩子一样可以自主选择包括“男孩玩具”在内的玩具，与同伴进行比如“我是小战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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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类的游戏。在这样的同伴交往中，儿童可以充分感受不同种类玩具的有趣欢乐，从而改变或消除原有

的性别刻板印象。 

4. 同伴交往促进学前儿童性别角色社会化发展中的问题 

目前，作为个体社会化的重要方面之一，性别角色社会化还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而性别教育的重

点也更多的在于家长，教师和社会文化对儿童的影响上。同伴群体作为幼儿园宝贵的教育资源并没有得

到充分开发使用，如今同伴交往对儿童性别角色社会化虽有着巨大影响，但想要通过同伴交往来促学前

儿童性别角色社会化发展，还有一些待解决的问题。 
(一) 成人对同伴交往干预过多 
同伴交往是学前儿童进行社会化的重要环节，对学前儿童社会化起到重要的影响。部分家长对此认

识不够，部分家长则过于注重同伴交往的作用。家长对学前儿童的同伴交往进行干预，看似为儿童营造

合适的发展环境，实则干扰儿童间正常交往，难以发挥同伴交往的作用促进学前儿童全面发展。有些家

长没有考虑到孩子的实际情况，觉得男童的同性别伙伴“调皮捣蛋”，有意识地减少男孩和同性别同伴

的交往。干预同伴交往，本意是在于防止男孩可能会出现的攻击性行为，但却没有考虑到缺少同伴交往

会对男孩性别认同发展产生影响。 
还有的家长对双性化教育的认识水平不高，认为具有双性化品质特征的孩子与传统的社会性别期望

不同，需要被“纠正”，对其正常同伴交往进行干预，只允许孩子与同性别具有典型的该性别角色特征

的同伴进行同伴交往。家长对学前儿童的同伴交往干预过多，这样反而是通过同伴交往阻碍了学前儿童

性别角色社会化发展。 
(二) 成人对性别角色行为引导不足 
目前教师虽然逐渐意识到双性化人格的优势，双性化教育的重要性，但没有经过系统的学习培训，

还比较缺乏双性化教育相关知识。教师也甚少考虑到同伴交往在儿童性别角色社会化中所起到的促进作

用，实际上正确利用同伴交往来促进学前儿童的性别角色化发展往往能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有些教师为了方便教学，一味的要求儿童听教师的话，配合教师进行教学活动。学前儿童的注意力

集中时间较短，女孩大多天性文静，相对能较好地听从教师的要求静坐听讲，而男孩天性更加精力旺盛，

易冲动，常常会在较长时间的教学中显得急躁，不安分。部分教师因缺乏双性化教育相关知识，可能会

制止男孩的举动，要求其认真听讲，同时以能保持坐姿的女孩作为榜样来赞扬。这不仅没有考虑到儿童

生理性别带来的身心发展差异，而且忽视了同伴交往在幼儿性别角色社会化中所起到的影响。学前儿童

往往会认为教师是完美无缺的，一言一行都是正确的，教师所喜爱的儿童会受到同伴群体的优待，而被

教师批评的儿童则会受到同伴群体的不喜。这就可能导致男孩在同伴群体的影响下，为了在同伴交往中

获得同伴的肯定，不得不压抑自己的天性，向女性化方向发展。由此可见，若是教师对学前儿童的性别

角色行为引导不足，同伴交往反而在学前儿童性别角色角色社会化中起到了阻碍作用。 
(三) 成人对性别刻板印象引导不当 
根据 GS 理论，文化传递并不像传统观点所认为那样是通过一对一的方式完成的，相反它主要是通

过群体与群体之间的交流完成的，其中包括家长同伴群体和儿童同伴群体等[8]。家长群体是由年龄相近

的孩子的家长组成的，他们互相交流关于子女的教育观念，教育方法，并有选择的应用于自己的孩子。

而家长和教师所传达的社会文化信息，不仅仅是影响某一个个体，而是会影响到整个同伴群体。例如有

的家长有着“女孩不擅长体育活动”这样的性别刻板印象，儿童在家中受其父母教育影响也形成了这样

的性别刻板印象，会在同伴交往过程中表现出来，影响到其他儿童进行模仿，甚至成为同伴群体文化的

一部分，影响力进一步扩大。性别刻板印象一经形成，就难以消除。这些性别刻板印象在学前儿童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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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伴交往时不断得到强化加深，影响范围广，影响程度深。如果家长对此引导不当，性别刻板印象反而

会借由同伴交往对学前儿童性别角色社会化发展造成不良影响。 
在问题的背后事实上有很多因素，家庭影响，学校教育，同伴交往，大众传媒，每一环都深刻地影

响到个体的社会化。个体社会化包括四个阶段：儿童社会化，青少年社会化，成人社会化以及老年社会

化。而性别角色社会化作为个体社会化的重要方面，也是在儿童阶段开始得到发展。学龄前阶段更是儿

童性别角色社会化发展的重要阶段，在这一阶段一定要重视各个因素，尤其是同伴交往因素，对学前儿

童性别角色社会化的影响。 

5. 同伴交往促进学前儿童性别角色社会化发展的建议 

同伴交往对学前儿童的性别角色社会化具有相当的影响，但仅仅是任由同伴间的相互影响，对性别

角色社会化极可能是消极的影响。这就需要教师有目的地进行教育活动加以引导，最大程度发挥同伴交

往对儿童性别角色社会化的促进作用。 
(一) 重视家园合作 
学前儿童的早期学习主要是以观察模仿学习为主，父母就是孩子早期性别角色社会化发展的模仿榜

样。学前儿童大部分时间都在父母家长一起生活，能接触的范围较小，主要通过观察模仿身边的人(通常

是父母)来进行性别角色社会化发展。总之，父母所表现的性别角色行为对学前儿童的性别角色社会化有

着重要影响。 
因为同伴交往对孩子的影响较大，家长有时会将孩子的缺点归因于同伴交往，认为同伴的不良行为

对孩子造成了影响，人为的给孩子的同伴交往增加阻碍，比如不顾幼儿意愿为孩子筛选同伴，妨碍儿童

进行正常的同伴交往。而要通过同伴交往促进学前儿童的性别角色社会化发展，就需要家园教育具有一

致性。教师不仅要在校园内引导儿童积极参与合作游戏，在同伴交往中有意识的引导儿童学习男女两方

的优秀品质，更要与家长取得沟通，以科学的教育观提高家长的认识，以在校园以外的同伴交往中促进

学前儿童性别角色社会化发展。 
(二) 提高双性化教育素养 
现代社会，由于经济压力，大多数父母都要长期工作，亲子交流减少，学前儿童日常生活中校园生

活的比重越发上升。尤其是兴趣班的兴起和发展，延长了学前儿童的在校时间。如今，校园生活已成为

学前儿童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学前儿童性别角色社会化的发展有着极深的影响。在校时间的延

长意味着学前儿童与同伴群体的联系更加紧密，同伴交往对学前儿童的影响力加深。如果教师能够重视

同伴交往在学前儿童性别角色社会化中的作用，把握同伴群体文化传递的正确方向，对学前儿童的社会

化发展将大有裨益。 
目前，我国幼儿园教师对双性化教育的认识水平和指导水平不高，对具有双性化品质特征的学前儿

童不够重视。教师是学前儿童的重要他人，对学前儿童的社会化发展有着重要影响。要进行双性化视角

的学前儿童性别角色教育，重要前提就是教师自身要具有较高的双性化教育素养。教师要通过同伴交往

来促进学前儿童的性别角色社会化发展，需要其掌握有关双性化教育的知识，比如定期进行有关性别教

育的学习和培训。与此同时教师要注重同伴交往对学前儿童性别角色社会发展的影响，在教学过程中，

对同伴交往间的文化传递要重视，尽量避免同伴交往可能的不良影响，争取最大限度发挥同伴交往的促

进作用。提高教师自身的双性化教育素养，有效利用同伴交往发挥其促进作用的重要前提。 
(三) 正确引导同伴交往 
根据 GS 理论提出的群体–群体文化传递模式，即文化由成人群体传递给儿童群体。在这个过程中，

儿童通过对成人文化的不同方面进行筛选和自我的创造，形成自己同伴群体的文化[8]。学前儿童大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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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都在幼儿园里度过，幼儿园的教学活动是学前儿童园内一日生活中的重要部分。幼儿园是学前儿童

进行性别角色社会化的又一重要场所，在一日生活，尤其是教学活动中，教师会因为儿童的不同性别而

加以区别对待，采取不同的互动方式。学前儿童往往会认为教师是绝对正确的，一言一行都是对的，将

教师作为学习模仿的榜样。教师的言行举止中传递出的性别文化差异在很大程度上会对学前儿童的同伴

群体文化产生影响。 
教师是社会文化的传递者，而社会文化包含一部分不合理的内容，如“男儿有泪不轻弹”、“女子

无才便是德”等。更需要教师摆脱性别角色刻板印象，对自身所传递的社会文化信息加以甄别，正确引

导学前儿童的性别角色社会化。比如幼儿园教师可以充分发挥自身的创造性，设计教学活动，消解学前

儿童已有的性别角色刻板印象，修正学前儿童的性别角色刻板印象。 
总之，教师应当了解男女性别差异的具体表现及其形成的原因，熟知性别角色的发展规律、性别角

色刻板印象的限制作用，自我审视自身的性别角色刻板印象。秉持科学的双性化教育理念，重视并充分

利用同伴交往因素，关注并引导同伴群体间的性别角色期待保持正确方向。让学校教育与同伴影响结合

发挥作用，正确引导，帮助学前儿童形成双性化的性别角色，促进学前儿童的健康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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