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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二胎政策的开放使非独生子女家庭越来越多，家庭关系和社会关系也越来越复杂。同胞关系与同伴关系

作为家庭内和家庭外两个不同方面的人际关系，有其相似性但也有不同点。本研究基于国内外以往研究，

对同胞关系和同伴关系的特点、理论机制及影响因素进行系统的总结概括，着重探讨同胞关系与同伴关

系之间的关联，以及前者对后者建立和发展的影响机制，并尝试构想二者之间的理论假设框架。最后，

强调未来的研究需要注重同胞欺凌和同胞虐待的研究，比较独生子女和非独生子女的同伴关系，加强同

胞关系与同伴关系的双向机制研究，并探索培训、预防和干预等具体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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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opening of the two-child policy has resulted in more non-one-child families, which makes 
their family and social relations more and more complicated. As two different aspects of inter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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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nal relations within and outside the family, sibling relationship and peer relationship have their 
similarities but also have differences. Based on previous studies at home and abroad, this study 
briefly summarizes the characteristics, theoretic mechanism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sibling re-
lationship and peer relationship. In addition,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sibling relationship and peer 
relationship is discussed, and the influence mechanism of the former on the establishment and 
development of the latter, as well as an integrative model of them, is developed. Last, it empha-
sized that future studies should focus on sibling bullying and sibling abuse, compare the peer rela-
tionship between only-child and non-only-child, strengthen the two-way mechanism of sibling re-
lationship and peer relationship, and explore specific measures such as training prevention and 
interven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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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1980 年，中央召开 5 次人口座谈会提出“提倡一对夫妻生育一个孩子”，即独生子女政策。2016 年

1 月全国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修正案，全面放开二孩政策正式落实。而在 2021 年 5 月

31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审议通过了《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就积极应对人

口老龄化、调整生育政策等问题作出重磅部署，实施一对夫妻可以生育三个子女政策。“独生子女”到

“二孩”再到“三孩”这样的政策变化使家庭成员数量增多，家庭关系复杂化。非独生子女家庭中两个

及两个以上的孩子之间产生的联系被称为同胞关系。非独生子女家庭中的同胞关系作为家庭、学校和社

会研究新视角，受到了一些学者的关注。而生长在独生子女家庭中的儿童没有同胞经历，除了父母外，

他们大多数时间与同龄人相处，便有了同伴关系。同胞之间的交往互动和同伴关系之间有怎样的联系呢？

本研究梳理同胞关系与儿童同伴关系的影响因素、理论机制和发展结果，并对其前因、后效及作用方向

做简单的构架，以期为今后开展相关实证研究做一些参考。 

2. 同胞关系 

同胞关系(Sibling relationship)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同胞从意识到对方存在的那一刻起，通过肢体动作、

言语或非言语的方式分享与彼此有关的知识、技能和情感态度等方面的互动。它有以下三方面的特点，

第一，除父母外同胞关系是家庭系统中持续时间最长的关系。第二，遗传因素和亲缘选择让同胞关系是

非自愿的、非主动选择的关系。第三，共同的经历会使同胞之间行为相似，社会环境和个体差异使同胞

之间行为不同(陈斌斌等，2017)。同胞关系通常被认为是一种情感紧张、爱恨交织的关系，在这种关系中，

高水平的温暖和高水平的冲突可能并存，即同胞关系可以分为同胞温暖(Sibling warmth)和同胞冲突

(Sibling conflict)两个维度。同胞温暖由兄弟姐妹之间的亲密程度来定义，以喜爱亲密、冲突解决和问题

解决等为主要特征。而同胞冲突由兄弟姐妹之间的竞争和冲突来定义，以破坏性冲突、脱离/分离(情感淡

漠、情感分离和无反应等)和分歧为主要特征(Davies et al., 2019)。 
国外与同胞关系相关的研究主题主要包括同胞关系本质上的发展变化、不同类别的同胞关系(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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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父异母同胞)、个体差异对同胞关系的影响、亲子关系与同胞关系、同胞关系与同伴关系、同胞关系与

个体发展的关系、残疾或患病儿童家庭中同胞关系的性质和同胞关系的跨文化研究等(Buist & Vermande, 
2014)。国内关于同胞关系的研究起步较晚，目前较多关注同胞关系的类型、特点、影响因素和理论机制

(陈斌斌等，2017)。值得注意的是，同胞关系作为家庭子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家庭外其它子系统也会产

生重要影响。 

3. 同伴关系 

同伴关系(Peer relationship)是指同龄人间或心理发展水平相当的个体间在交往过程中建立和发展起

来的一种共同活动和相互协作的人际关系(王英杰等，2020)。与同胞关系不同的是，这种人际关系是平行

和平等的，不同于个体与家长或年长个体间交往的垂直关系。它在群体水平上包括同伴接纳和同伴拒绝

两个方面。同伴接纳反映个体在群体中受欢迎程度和幼儿的同伴关系质量，同伴拒绝则表示群体对个体

的不喜欢程度。同伴关系质量对个体有影响后效。已有大量研究表明，在童年后期一些同伴关系不良的

孩子产生了根深蒂固的问题，比如孤独、受欺负、退缩和受伤害等(Sturaro et al., 2011)。 
同伴关系贯穿个体的整个童年期和青春期，到成年期发展成重要的社会人际关系。在生命开始的第

一年，大多数婴儿会围绕物体与同伴分享活动，这是早期同伴互动和关系发展的标志，随着运动能力和

语言能力的提高，学步儿童在游戏中相互玩耍、模仿并与同伴进行协调行为。在四岁左右，儿童便可以

确定最好的朋友、喜欢的同伴和不喜欢的同伴。学龄期到青春期，个体的同伴关系处于稳定状态。 

4. 同胞关系与同伴关系的影响因素 

4.1. 同胞关系的影响因素 

梳理以往的文献，影响同胞关系的因素主要有同胞自身特点(性别组合、年龄差距等)、家庭环境(父
母教养方式、亲子关系、父母婚姻满意度、父母差别对待和参与程度等)。具体而言，同胞性别组合方式

可以分为兄弟、兄妹、姐弟和姐妹四种，一些研究者认为兄弟同胞比姐妹同胞包含更多的争斗、竞争和

攻击性，另一些研究者认为相同性别同胞之间有更高水平的同胞温暖和亲密，还有些没有发现性别组合

对同胞关系质量的影响(Stauffacher & DeHart, 2006)。同胞之间的年龄差对同胞关系质量的影响结果并不

一致。有研究认为年龄差距越小，积极的互动会越少，出现争夺、吵闹和打骂行为较多(Buhrmester & 
Furman, 1990)。还有些研究认为年龄差对同胞关系影响不显著(Abramovitch et al., 1986)。大量研究表明温

暖、民主、建设性的父母教养方式、高程度的父母参与、高父母婚姻满意度和亲子亲密显著预测积极的

同胞关系(温暖、亲密、支持等)，反之，非支持性的父母养育方式、父母参与程度低、父母离婚、婚姻满

意度低和亲子冲突都会影响同胞关系质量，使同胞间斗争和冲突增多。此外，父母差别对待养育方式使

用的频次直接影响同胞间亲密互动，具体而言，父母差别对待越多，同胞亲密越少，同胞冲突越多。 

4.2. 同伴关系的影响因素 

影响同伴关系的主要因素有个体特征水平(性别、心理理论水平等)、社会行为(亲社会行为、攻击行

为和退缩行为等)、家庭因素(家庭经济状况、父母受教育程度、教养方式等)。关于性别对同伴关系的影

响并没有一致结论，有研究发现男生和女生在同伴交往中存在性别差异，即男生的同伴关系比女生差(朱
晶晶等，2020)。Sette (2017)等的研究却表明男孩的同伴关系得分显著高于女孩。不同心理理论水平的儿

童在分享行为、社交技能、情绪表达和社会行为上有显著差异，心理理论水平对同伴接纳有显著预测作

用(邱曼妮，2017)。具体而言，心理理论水平高的儿童更受同伴欢迎，而低心理理论水平的儿童易于被同

伴忽视和排斥。国内外大量研究表明具有攻击行为、害羞、孤僻和退缩行为的孩子会经历同伴关系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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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出现明显的同伴关系不良问题(王英杰等，2020)。此外，家庭经济状况的好坏，父母受教育程度的高低

和不同类型的教养方式均会对儿童的同伴关系带来积极或消极的影响(罗晓路，李天然，2015)。 

5. 同胞关系与同伴关系之间的理论机制 

5.1. 社会学习理论 

社会学习理论(Social learning theory)认为个体通过观察模仿他人的行为或强化学会较多的社会行为、

态度和信念等。也就是说儿童把同胞关系作为一种学习基础，在这个基础上他们发展、联系、改进社会

互动策略并获得社会认知技能(情感换位思考、感受他人信念等)来与家庭关系外的同龄人或朋友进行互动

和交流。同胞之间的互动被认为是个体发展对自己或他人的理解方式。具体而言，如果儿童遭受了同胞

冲突、霸凌和侵害且没有得到有效解决时，他可能会模仿这种行为并作用于自己的同伴，相反，若同胞

之间能用积极的行为和方式去解决发生的问题、分歧、矛盾和冲突，同胞双方都会学会解决问题的技巧

和有效沟通的方式，同时，这种积极的相处方式适用于个体与同伴相处，从而培养双方更加积极的同伴

关系和社会关系。一些实证研究支持了这一观点(Wolke & Samara, 2004; Tucker et al., 2014)。 

5.2. 依恋理论 

依恋理论(Attachment theory)可以被作为所有亲密关系的理论模型，它的一个核心是个体发展内部关

系的工作模式，即他们与早期依恋中心人物(通常是父母)的关系，这个模型会影响个体对他人的期望和经

历。然而，在童年中期至生命结束，个体与其同胞相处的时间几乎多于和父母相处的时间，同伴经历也

是个体除家庭关系外最重要的社会关系。因此，儿童与同伴和同胞的关系会受到内部关系工作模式的影

响，且这种内部关系工作模式从儿童与依恋对象的早期关系中延续至今。具体而言，同胞之间的安全依

恋和同伴关系的安全工作模式有关，拥有安全依恋模式的同胞和同伴比没有安全感的同胞、同伴更自信、

更有能力、更擅长社交(Ryherd, 2011)。这也就说明安全依恋模式的儿童会更愿意理解对方并与他人交往，

从而促成积极的同胞关系(同胞温暖、支持和亲密等)和同伴关系(同胞接纳)，反之，不安全依恋模式的儿

童会在与他人的互动中重新扮演非养育型照顾者的角色，可能造成更多的同胞冲突和同伴拒绝，而同胞

之间的温暖或冲突的相处方式势必对个体与同伴交往产生重要影响，但是目前国内暂没有实证研究探讨

同胞关系对同伴关系的具体影响。 

5.3. 生态系统理论 

Bronfenbrenner 的生态系统理论(Ecological system theory)认为儿童所处的生活环境是影响其发展的

最重要因素，研究儿童的发展问题必须着重探讨其所处的生活环境。他将社会生态系统分为微观系统、

中观系统、外层系统和宏观系统四个子系统。微观系统主要指个体的健康状况、生理特征、遗传因素等，

中观系统则以家庭环境(父母教养、家庭关系亲密度和适应性、父母婚姻质量、家庭环境等)、学校环境(师
生关系、同伴关系、幼儿园环境等)为主要代表，外层系统指父母的工作环境和朋友邻居等，以文化、社

区、习俗和制度为特征的宏观系统也会直接或间接的制约个体行为(Bronfenbrenner, 2005)。值得注意的是，

这四个系统不是单一分割的，而是相互作用、紧密联系的。同胞关系作为家庭子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与

学校环境中的同伴关系紧密相连。 

5.4. 社会支持理论 

社会支持是一个动态的社会交换和互惠的过程。具体而言，学龄前期，儿童的社会支持更多源于父

母，父母建设性参与可以调节同胞之间的竞争、冲突和矛盾，从而使同胞之间相互理解。童年中期，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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弟妹妹从哥哥姐姐的指导和支持中受益并获得同胞温暖、鼓励更有助于发展自我价值、能力和自信程度，

这使儿童更倾向于与同胞和同伴保持更高水平的亲密关系。兄弟姐妹为孩子所提供的支持和帮助在不和

谐的家庭中显得尤为重要。在青春期早期到中期，个体所需要的情感支持大多来源于同伴和朋友而非父

母。研究发现同胞和同伴关系质量与其所得到的情感支持水平呈显著正相关(Yeh & Lempers, 2004)。这些

不同类型的支持网络会对儿童或青少年的心理健康产生积极的作用(高自尊、低抑郁/焦虑、高水平心理特

性等) (Coyle et al., 2017)。同时，同胞之间的支持也有利于支持性同伴关系的发展。 

6. 儿童同胞关系对同伴关系建立和发展的影响 

儿童和青少年经历的同胞关系和同伴关系并不是孤立发生的，其内部工作模式具有相似性，但是他

们之间的关系并不是简单的延续经验，即个体无法选择自己的兄弟姐妹，但是可以选择或被分配到与具

有不同特征和家庭经历的同龄人相处的环境中(Wolke & Samara, 2004)。传统的孤立研究他们之间关系的

方法模糊和限制了对个体经历更全面的理解，关于同胞关系和同伴关系之间联系的可变性证据表明，这

两种关系之间有独特的联系模式，同胞关系是非独生家庭中个体出生便自然形成的关系，同伴关系是个

体脱离家庭接触社会人际关系时所经历的，这反映了儿童的同胞关系更可能对其同伴关系产生影响

(Tucker et al., 2014; Ostrov, Crick, & Stauffacher, 2006)。 
 

 
Figure 1. A model of the effect of sibling relationship on the establishment and development of peer relationship 
图 1. 同胞关系对同伴关系建立和发展的影响模型 

 
国外研究聚焦于在多元背景下(家庭和学校)理解儿童社会适应和心理健康发展的问题。研究表明受到

同胞欺负或侵害的儿童成为同龄人受害者的风险也会增加，即同胞侵害可以预测同伴侵害。同时，同胞

和同伴侵害会造成儿童内外化问题行为。还有研究发现，哥哥姐姐的关系和身体攻击预测弟弟妹妹对同

伴的关系和身体攻击行为，且年长的同胞比年幼的同胞更倾向于对同性同伴采取攻击性行为(Ostrov, 
Crick, & Stauffacher, 2006)。此外，Coyle (2017)等的研究发现，同胞侵害对儿童内化问题造成的影响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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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于同伴侵害，高水平同伴支持可以调节这一关系。与之相反的是，同胞温暖和亲密对儿童的同伴关系

和发展有积极影响，具体而言，当儿童感受到来自同胞间的高度温暖和支持时，其同伴关系会更加积极

和亲密且学业成就也会显著提高(Ryherd, 2011)。这暗示同胞冲突、同胞侵害是同伴拒绝、欺负、忽视和

儿童社会适应不良的风险性因素，反之，同胞温暖、亲密、共情则是同伴接纳、受欢迎和儿童社会适应

问题的保护性因素。 
由于二胎政策开放不久，国内对同胞关系的研究起步较晚，已有质性研究对同胞关系的类型、特点、

影响因素进行梳理(陈斌斌等，2017)，也越来越多的实证研究结合本土特征对其进行验证。而对同伴关系

的研究已较为成熟，但是目前关于同胞关系和同伴关系之间联系的文章较少。本研究通过梳理相关文献，

尝试构架一个关于同胞关系和同伴关系的前因、后效以及相互作用的框架，如图 1 所示。 

7. 展望 

家庭是儿童生长和发展的起点，家庭内同胞之间的相处对儿童认知能力、社会交往能力和情绪情感

的发展能力都有至关重要的作用。我国关于同胞关系的研究正处于初步阶段，在借鉴和参考西方国家关

于同胞关系和同伴关系的研究上做出三点展望，以期丰富同胞关系的研究。 
第一，在研究内容上应注重同胞欺凌(Sibling bullying)和同胞侵害/虐待(Sibling abuse)对儿童发展的影

响。同胞欺凌是指同胞间地位和权力不平等的个体发生的未经请求、不受欢迎、频繁和故意攻击的行为，

国外研究表明同胞欺凌显著预测同伴欺负行为(Coyle et al., 2017)。而同胞侵害区别于同胞冲突有三个重

要的要素：感知(若同胞间一方认为某种行为是虐待行径，不管他是被虐待者还是虐待者，一种非正常的

同胞竞争可能出现)、意图(当同胞间存在虐待时，实施虐待的兄弟姐妹的主要目的是造成伤害，而不是获

得有限的家庭资源)和严重程度(严重程度与兄弟姐妹实施此行为的长度和强度有关，程度增加，同胞间发

生虐待关系的可能性会增加)，同胞虐待作为家庭暴力的一部分和同伴欺凌呈显著正相关(Morrill et al., 
2018)。综上所述，同胞欺凌和同胞虐待作为同胞关系的两个不同方面对儿童的社会性发展有重要影响，

国内也应加强同胞关系各个方面的实证研究。 
第二，研究内容还可以比较独生子女家庭和非独生子女家庭同伴关系发展的不同，非独生子女家庭

中的同胞关系是否更有利于同伴关系的形成，以便为我国出台的二胎政策保驾护航。 
第三，加强同胞关系和同伴关系双向机制的研究。对于非独生子女家庭的儿童，同胞关系更可能先

于同伴关系发生，积极的同胞关系(亲密、温暖、支持、合作和共情)有助于提升儿童心理信念、意志并发

展成积极的同伴关系，积极的同伴关系有利于儿童认知、心理、情绪等各方面发展，这种串联式的积极

作用影响深远，会延续到青春期甚至成人期。根据以往研究结果，本研究构想心理理论水平可能是同胞

关系和同伴关系的中介或调节变量，但需进一步证实。因此，将个体特征、家庭内因素、社会因素整合

起来考虑并探索同胞关系与同伴关系之间的中介或调节变量是未来研究的重点和方向。 
第四，探索有效地干预、培训和预防方面的方法实践研究。从前文可知，研究结果暗示同胞冲突、

同胞侵害是同伴拒绝、欺负、忽视和儿童社会适应不良的风险性因素，反之，同胞温暖、亲密、共情则

是同伴接纳、受欢迎和儿童社会适应问题的保护性因素。也就是说，同胞关系质量可以直接预测同伴关

系质量。因此，未来研究注重探索提升同胞关系质量的干预性方法和项目，这不仅有助于家庭内关系和

睦也有助于提升家庭外同伴关系质量。 

参考文献 
陈斌斌, 赵语, 韩雯, 王逸辰, 吴嘉雯, 岳新宇, 吴英挺(2017). 手足之情: 同胞关系的类型、影响因素及对儿童发展的

作用机制. 心理科学进展, 25(12), 2168-2178. 

https://doi.org/10.12677/ap.2023.133104


芶厉星，侯义强 
 

 

DOI: 10.12677/ap.2023.133104 867 心理学进展 
 

罗晓路, 李天然. (2015). 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留守儿童同伴关系的影响. 中国特殊教育, (2), 78-83. 

邱曼妮(2017). 执行功能对学前儿童同伴交往的影响: 心理理论的中介作用. 硕士学位论文, 深圳: 深圳大学. 

王英杰, 张美霞, 李燕(2020). 儿童早期同伴接纳与社会适应的关系: 一项交叉滞后分析. 心理科学, 43(3), 622-628.  

朱晶晶, 杨婷婷, 翁婉涓, 李燕(2020). 中班幼儿社交回避与社会适应: 母亲心理控制的调节作用. 学前教育研究, 
(10), 17-29 

Abramovitch, R., Corter, C., & Stanhope, P. L. (1986). Sibling and Peer Interaction: A Final Follow-Up and a Comparison. 
Child Development, 57, 217-229. https://doi.org/10.2307/1130653 

Bronfenbrenner, U. (2005). Making Human Beings Human: Bioecological Perspectives on Human Development. British 
Journal of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23, 143-151. 

Buhrmester, D., & Furman, W. (1990). Perceptions of Sibling Relationships during Middle Childhood and Adolescence. 
Child Development, 61, 1387-1398. https://doi.org/10.2307/1130750 

Buist, K. L., & Vermande, M. (2014). Sibling Relationship Patterns and Their Associations with Child Competence and 
Problem Behavior. Journal of Family Psychology, 28, 529-537. https://doi.org/10.1037/a0036990 

Coyle, S., Demaray, M. K., Malecki, C. K., Tennant, J. E., & Klossing, J. (2017). The Associations among Sibling and 
Peer-Bullying, Social Support and Internalizing Behaviors. Child & Youth Care Forum, 46, 895-922.  
https://doi.org/10.1007/s10566-017-9412-3 

Davies, P. T., Parry, L. Q., Bascoe, S. M., Martin, M. J., & Cummings, E. M. (2019). Children’s Vulnerability to Interparen-
tal Conflict: The Protective Role of Sibling Relationship Quality. Child Development, 90, 2118-2134.  
https://doi.org/10.1111/cdev.13078 

Morrill, M., Bachman, C., Polisuk, B., Kostelyk, K., & Wilson, S. (2018). An Exploration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x-
periences with Sibling Abuse and Peer Bullying: A Pilot Study. Journal of Child & Adolescent Trauma, 11, 113-120.  
https://doi.org/10.1007/s40653-017-0156-x 

Ostrov, J. M., Crick, N. R., & Stauffacher, K. (2006). Relational Aggression in Sibling and Peer Relationships during Early 
Childhood. Journal of Applied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27, 241-253. https://doi.org/10.1016/j.appdev.2006.02.005 

Ryherd, L. M. (2011). Predictors of Academic Achievement: The Role of Older Sibling and Peer Relationship Factors. Iowa 
State University. 

Sette, S., Zava, F., Baumgartner, E., Baiocco, R., & Coplan, R. J. (2017). Shyness, Unsociability, and Socio-Emotional 
Functioning at Preschool: The Protective Role of Peer Acceptance. Journal of Child and Family Studies, 26, 1196-1205.  
https://doi.org/10.1007/s10826-016-0638-8 

Stauffacher, K., & DeHart, G. B. (2006). Crossing Social Contexts: Relational Aggression between Siblings and Friends 
during Early and Middle Childhood. Journal of Applied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27, 228-240.  
https://doi.org/10.1016/j.appdev.2006.02.004 

Sturaro, C., Van Lier, P. A., Cuijpers, P., & Koot, H. M. (2011). The Role of Peer Relationships in the Development of Early 
School-Age Externalizing Problems. Child Development, 82, 758-765. https://doi.org/10.1111/j.1467-8624.2010.01532.x 

Tucker, C. J., Finkelhor, D., Turner, H., & Shattuck, A. M. (2014). Sibling and Peer Victimization in Childhood and Ado-
lescence. Child Abuse & Neglect, 38, 1599-1606. https://doi.org/10.1016/j.chiabu.2014.05.007 

Wolke, D., & Samara, M. M. (2004). Bullied by Siblings: Association with Peer Victimisation and Behaviour Problems in 
Israeli Lower Secondary School Children. Journal of Child Psychology and Psychiatry, 45, 1015-1029.  
https://doi.org/10.1111/j.1469-7610.2004.t01-1-00293.x 

Yeh, H. C., & Lempers, J. D. (2004). Perceived Sibling Relationships and Adolescent Development. Journal of Youth and 
Adolescence, 33, 133-147. https://doi.org/10.1023/B:JOYO.0000013425.86424.0f 

https://doi.org/10.12677/ap.2023.133104
https://doi.org/10.2307/1130653
https://doi.org/10.2307/1130750
https://doi.org/10.1037/a0036990
https://doi.org/10.1007/s10566-017-9412-3
https://doi.org/10.1111/cdev.13078
https://doi.org/10.1007/s40653-017-0156-x
https://doi.org/10.1016/j.appdev.2006.02.005
https://doi.org/10.1007/s10826-016-0638-8
https://doi.org/10.1016/j.appdev.2006.02.004
https://doi.org/10.1111/j.1467-8624.2010.01532.x
https://doi.org/10.1016/j.chiabu.2014.05.007
https://doi.org/10.1111/j.1469-7610.2004.t01-1-00293.x
https://doi.org/10.1023/B:JOYO.0000013425.86424.0f

	儿童同胞关系对同伴关系建立和发展的影响
	摘  要
	关键词
	The Effect of Children’s Sibling Relationship on the Establishment and Development of Peer Relationship
	Abstract
	Keywords
	1. 引言
	2. 同胞关系
	3. 同伴关系
	4. 同胞关系与同伴关系的影响因素
	4.1. 同胞关系的影响因素
	4.2. 同伴关系的影响因素

	5. 同胞关系与同伴关系之间的理论机制
	5.1. 社会学习理论
	5.2. 依恋理论
	5.3. 生态系统理论
	5.4. 社会支持理论

	6. 儿童同胞关系对同伴关系建立和发展的影响
	7. 展望
	参考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