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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目的】　探讨早期儿童气质对学龄期儿童行为问题的预测作用 ,为儿童气质及儿童行为问题的临床咨询与

指导提供参考。 　【方法】　孕母满 32 周进入研究队列 , 采用 Carey 儿童气质问卷 、家庭环境量表分别在婴儿期 、学龄前

期 、学龄期评价儿童气质及其家庭环境 , 并使用 CBCL 儿童行为问题量表对学龄期儿童行为问题进行评价。 　【结果】　1)

逐步多元回归分析发现 ,婴儿期气质“节律性” 、学前期气质“反应强度” 、母亲年龄 、8 岁时家庭“父母情绪” 、2 岁时家庭“父

母参与”与学龄期儿童行为问题有显著联系 ,共同解释 56.6%的学龄期儿童行为问题。 2)婴儿期阶段 , 气质“节律性” 和

“情绪性” 、1 岁家庭环境“总分” 、母亲年龄预测学龄儿童行为问题 ,可以解释学龄期儿童行为问题的 33%;学前期 , 气质“反

应强度” 、母亲年龄和 3 岁时家庭“父母参与”可以预测学龄儿童行为问题 ,解释学龄期儿童行为问题的 34.3%;学龄期时 ,

气质“适应性” 、“坚持性” 、母亲年龄和家庭“教育材料”与学龄行为问题有密切联系 , 可解释学龄期儿童行为问题的38.4%。

儿童早期气质特点联合家庭环境(“父母参与” 、“父母情绪”和“教育材料”)、母亲年龄以及儿童性别等因素对学龄期儿童行

为问题具有较显著的预测作用。 　【结论】　为减少儿童行为问题的发生 ,应及早对高龄母亲 、家庭养育环境不良 、具有消

极气质特点的男童采取积极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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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dictive effect of early child temperament on the development of children behavior problem in early school years.GUAN

Hong-yan 1 , DA I Yao-hua1 , Z H ANG Y u-qing 2.(1 Department of Integrated Early Childhood Development , Capital In-

stitute of Pediatrics , Beij ing 100020 , China;2 Chinese Academy of Psycholog y , Beij ing 100000 ,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 re the predictive ro le of ear ly child temperament on the development o f child behav-

ior problems in a longitudinal study.　【Methods】　139 hea lthy neona te s we re chosen as study samples.Child tempe rament

and home env ir onment w ere asse ssed in infancy , toddler , preschool and ear ly school year s with Ca rey Child Tempe rament

Questionnair e and Home Scale.In early schoo l year s , child behavior problems w ere also asse ssed with Achenbach CBCL

scale.　【Results】　Children behavior problem w as significantly r elated with temperament"rhy thm"in infancy , "intensity"

in preschoo l , mother′s age, "pa rent mood"in 8-yea r children family and "parent pa rticipation"in 2-yea r toddler family ,

which accounted for totally 56.6% children behavio r problem in early school year s(P<0.05);2)During infancy , Children

behavior problem could be explained by"rhy thm"and"mood", to tal sco re in 1-year-old Home Scale and mother age , w hich

accounted fo r 33% of children behavio r problem development(P<0.01);3)During pre schoo l y ears , "I ntensity", mo ther

age and"pa rent par ticipation"in 3-yea r-old Home Scale w ere found to predict 34.3% of the children behavior problem de-

velopment in early school year s(P<0.01).Temperament traits in early childhood period , co rresponding w ith home envi-

ronment facto rs(such as"pa rent par ticipa tion"and"education material"), mo ther age and children sex could predict signifi-

cantly the children behavior problem development in ea rly school y ears.　【Conclusions】　Children , especially boy s , with

e lde r mo ther age , negative temperament traits and defectiv e home pa renting env ir onment in child health ca re clinic , should

be taken ea rly interv en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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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气质(temperament)是个性心理特征之一 ,是行

为的表现方式。人生下来就表现出一定的气质特

征 ,这些气质特征和气质类型是相当稳定的。A

Thomas等
[ 1]
发现:“在许多儿童中 ,早期的气质特

征往往在随后的 20 多年发展阶段中仍然继续保持

着” 。研究同时证实 ,婴儿期表现为困难型气质的儿

童 ,若干年后 ,还会保持着易烦躁 、不易抚慰和对新

环境适应性差的特点
[ 2]
。

儿童气质影响儿童行为的发展 ,婴儿期困难型

气质与同期行为问题间具有较强联系 ,这些行为问

题包括肠绞痛 、夜惊 、哭闹以及睡眠障碍等[ 3-4] 。而

儿童气质研究引起许多专家学者关注的更为重要的

一点 ,就是人们希望发现儿童生后就表现出来的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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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特征与儿童远期发展的联系 ,从而能够从早期气

质特点出发 ,对儿童的远期发展进行有效预测。临

床医生则希望能够通过这种预测关系 ,帮助家长更

有效地解决因子女气质问题而引发的养育困难以及

儿童行为问题等难题。多年以来 ,诸多研究者对此

进行研究 ,但是由于观点分歧 ,且各自依据不足 ,仍

然缺乏一致性结论。本研究通过儿童气质与行为发

展的 8年纵向研究 ,从中探讨早期儿童气质及其相

关因素对儿童行为问题的预测作用 ,为儿童气质和

儿童行为问题的临床咨询与指导提供借鉴和参考 。

1　对象和方法

1.1　对象　1992年末—1994年 3月 ,分别从首都

儿科研究所附属儿童医院及北京大学第一临床医学

院妇女儿童医院选取研究对象 。139 名孕满 32 周

登记的孕妇所生的健康婴儿进入研究队列 。全部产

妇均为已婚 、初产 、非近亲结婚的汉族妇女 ,年龄在

35岁以下 ,平均年龄为(27.4±3.0)岁 ,文化程度为

初中及以上 ,平均受教育程度为(13.5±2.4)年。家

族中无精神分裂症 、智力低下 、癫痫病等神经精神疾

病史。所有新生儿均为足月儿 ,无低出生体重儿 ,平

均出生体重为(3 397.7 ±459.9)g , 平均孕周为

(39.5±1.24)周 , 其中顺产占 71.5%, 1 min 和 5

min Apgar评分分别为 9.75±0.85和 9.94±0.68。

学前期追踪研究中 ,共有 85 例研究对象参加 ,

在失访的 54 例中(失访率为 38.8%),其中 45例均

因为失去联系而未能参加(家庭搬迁或工作调换导

致住址改变 ,和/或通讯联系方式改变),其余 9例因

为出国或者拒访等原因没有参加。

学龄期追踪研究中 ,共有 87例研究对象参加此

次调查(失访率为 37.4%)。参加此次调查的另外 2

例研究对象为未参加学前期追踪 ,而在此次调查中

联系到的研究对象。各随访阶段样本和测评情况见

表 1。

1.2　测评工具

1.2.1　母亲问卷　从母孕期开始追踪观察 ,采用定

式的调查问卷 ,调查内容包括母亲疾病史 、母孕史 、

分娩史 、新生儿情况及生活情况 、家庭背景以及其它

社会人口学资料 。

1.2.2　Carey 系列气质评定量表　包括 4 ～ 8个月

婴儿气质问卷修订版(RITQ)、3 ～ 7 岁儿童气质问

卷(BSQ)和 8 ～ 12岁儿童气质问卷(MCTQ)。

1.2.3 　Achenbach 儿童行为量表(Achenbach

Child Behavior Checklist , CBCL)　包括 9个因子 ,

即焦虑抑郁因子 、社交退缩 、社会化问题 、体诉 、注意

问题 、攻击性 、违纪 、思维问题以及其他问题。

1.2.4　家庭环境观察量表(Home Scale)　此套量

表包括两个年龄段 ,0 ～ 3 岁和 6 ～ 16岁家庭环境观

察表 ,均已完成国内标准化和常模工作。
表 1　每个随访阶段所包含的测评项目一览表 ( x±s)

Table 1　　List of the ass es smen t in each fol low-up sample　( x±s)

年龄段 例数 年龄(岁) 测评项目

婴儿期
152

139

107

7.97±0.35＊

1.08±0.32

母亲问卷

8 个月气质测评

1 岁0 ～ 6岁家庭环境量表

学前期 85

75

3.23±0.71

3.28±0.58

学前气质测评

3 岁0 ～ 6岁家庭环境量表

学龄期
87

87

87

8.44±0.43

8.44±0.43

8.35±0.43

学龄气质测评

CBCL-父母评定量表

家庭环境量表

注:＊为月龄。

1.3　统计学方法　使用 SPSS11.0统计软件 , χ
2
检

验以及单因素方差分析进行随访样本间社会人口分

布差异的比较。控制性别和家庭环境因素后 ,对气

质维度和儿童行为总分作偏相关分析 ,了解早期气

质特征与儿童行为问题的联系 。进一步对学龄期儿

童行为问题的影响因素作相关性分析和单因素方差

分析 ,并对这些因素进行逐步多元回归分析。

2　结　果

2.1　原始样本及两次随访样本的一般情况　原始

样本中 ,男童占 55.3%,女童占 44.7%,男女比例为

1.27∶1 ,接近一般健康人群中男女童分布比例。气

质困难型婴儿比例为8.9%,反映气质困难程度的平

均气质困难指数为(7.49±2.53)。为了解随访样本

是否仍具有代表性 ,对随访样本与失访样本在一些

主要研究指标上的差异性进行比较 ,结果均未发现

统计学意义(P >0.10),表明两次随访样本均保持

代表性 。

2.2　早期气质困难指数与学龄期儿童行为问题的

关系　对早期儿童气质与学龄期儿童行为评分进行

相关分析 ,结果发现:婴儿期“节律性” 、“情绪性”及

“气质困难指数” ,学前期“反应强度”和“气质困难指

数” ,学龄期“适应性” 、“坚持性”与“气质困难指数”

均与 CBCL父母量表总分存在显著正相关(P 均<

0.05),这表明儿童气质越倾向困难型 、婴儿期节律

性差和消极情绪 ,学前期好发脾气以及学龄期适应

能力差 、坚持性低均容易出现学龄期儿童行为问题 。

进一步分析各年龄段气质困难指数与学龄儿童

行为问题之间的联系 。结果发现:婴儿期 、学前期以

及学龄期气质困难指数均与学龄儿童行为问题关系

密切(见图 1 , P<0.05);其中男童 ,学前期和学龄期

气质困难指数均与学龄行为问题显著相关(P <

0.05),并且越接近学龄期 ,儿童气质困难指数与行

为问题之间的相关性越显著 。上述结果表明 ,男童

气质难易程度与学龄行为问题之间的联系更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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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切 。

2.3　学龄期行为问题的相关因素分析　对学龄期

儿童行为问题的相关因素 ,包括性别 、家庭经济 、依

恋类型以及母亲年龄 、文化 、是否有抑郁情绪等进行

分析 。结果显示:母亲年龄与父母评定的 CBCL 量

表总分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P<0.05),母亲年龄

越大 ,儿童越容易出现学龄期行为问题。母亲当前

存在抑郁情绪与儿童行为问题之间存在显著联系 ,

情绪抑郁母亲的子女 ,其行为总分显著高于非情绪

抑郁母亲的孩子(P <0.05)。在本研究中 ,本发现

母亲文化与儿童行为问题的显著联系(P >0.10),

也未发现不同家庭经济状况 、围生期危险因素以及

不安全型依恋关系 、母亲产前或产后抑郁等因素与

学龄期儿童行为问题之间的显著联系(P 均 >

0.10)。家庭环境是影响儿童行为问题的重要因素

之一[ 5] 。在分析家庭环境量表评定与儿童行为问题

的联系时 ,发现 1岁“环境总分” 、1岁“日常生活” 、2

岁“父母参与” 、3岁“父母参与” 、8岁时“成熟培养” 、

“父母情绪” 、“教育材料” 、“物质满足”以及“环境总

分”与 CBCL 父母评价行为总分之间存在显著负相

关(P 均<0.05),这些结果表明 ,如果家庭中能够为

儿童提供充分的教育材料 ,父母关心并参与子女的

日常生活 ,同时注重儿童的成熟培养以及与其之间

的积极情感沟通 ,这些因素均能减少学龄儿童行为

问题的发生。

2.4　早期气质及相关因素对学龄期儿童行为问题

的预测　为了解早期气质及其相关因素对学龄期儿

童行为问题的具体影响 ,对学龄期儿童行为问题进

行逐步多元回归分析 。以学龄期儿童行为量表总分

为因变量 ,各阶段的行为问题相关因素为自变量。

结果显示:学前期“反应强度” 、8 岁时家庭“父母情

绪” 、母亲年龄 、2岁时家庭“父母参与”和婴儿期“节

律性”进入回归方程 ,共同解释 56.6%的学龄初期

儿童行为问题。见表 2。
表 2　学龄期儿童行为问题的逐步多元回归分析

Table 2　　Mul ti-logist ic regres sion analysi s of child ren beh avior

prob lem s in early school years

变量
偏回归

系数(B)

标准化偏

回归系数
t值 P值

校正决定

系数 R2ad

F=12.5 ,P=0.000＊

学前期气质“反应强度”

8岁时家庭“父母情绪”

母亲年龄

2岁时家庭“父母参与”

婴儿期气质“节律性”

9.355

-2.896

1.938

-5.305

6.646

0.492

-0.243

0.384

-0.403

0.255

4.543

-2.208

3.735

-3.729

2.451

0.000

0.033

0.001

0.001

0.019

0.162

0.308

0.387

0.512

0.566

注:＊表示该回归方程的总体方差及统计意义。

为进一步了解每个随访阶段早期儿童气质对学

龄期儿童行为问题的预测作用 ,以行为量表总分为

因变量 ,分别将每个随访阶段的儿童气质等相关因

素作为自变量 ,结果发现:婴儿期阶段 ,气质“节律

性” 、1 岁家庭环境“总分” 、母亲年龄和气质“情绪

性”进入回归方程 ,共同解释学龄期儿童行为问题的

33%;学前期时 ,气质“反应强度” 、母亲年龄和 3 岁

时家庭“父母参与”进入方程 ,共同解释学龄期儿童

行为问题的 34.3%;学龄期时 ,气质“适应性” 、母亲

年龄 、家庭“教育材料” 、气质“坚持性”和家庭“物质

满足”进入方程 ,共同解释学龄期儿童行为问题的

38.4%。见表 3。
表 3　学龄期儿童行为问题与各年龄段变量间的逐步多元回归分析

Table 3　　Mult i-logist ic regres sion analysis of children behavior

problems in infancy , pres chool and early school period separately

变量
偏回归

系数(B)

标准化偏

回归系数
t值 P 值

校正决定

系数 R2 ad

婴儿期 F=8.625 , P=0.000a

“节律性”

1岁家庭环境“总分”

母亲年龄

“情绪性”

8.065

-1.066

1.386

5.651

0.312

-0.325

0.274

0.235

2.964

-3.089

2.594

2.173

0.004

0.003

0.012

0.034

0.134

0.231

0.287

0.330

学前期 F=8.145 , P=002a

“反应强度”

母亲年龄

3岁时家庭“父母参与”

8.627

1.799

-4.441

0.453

0.352

-0.341

3.689

2.844

-2.762

0.001

0.007

0.009

0.162

0.240

0.343

学龄期 F=10.47 , P=0.000a

“适应性”

母亲年龄

家庭“教育材料”

“坚持性”

家庭“物质满足”

4.737

1.540

-2.549

8.151

-2.350

0.152

0.305

-0.214

0.325

-0.209

1.285

3.306

-2.179

2.917

-2.085

0.061

0.001

0.033

0.005

0.041

0.164

0.256

0.301

0.355

0.384

注:a 表示该回归方程的总体方差及统计意义。

婴儿期气质困难指数 、学前期气质困难指数分

别与学龄期气质困难指数显著相关 ,学前期与学龄

初期气质困难指数之间 ,以及学龄初期与学龄期气

质困难指数之间存在极显著的相关关系 。见图 1。

　　　注:＊P<0.05;■P<0.01。

图 1　各年龄段儿童气质困难指数与学龄期儿童

行为问题的相关性

Fig.1　Correlat ion betw een children tem perament dif ficulty

indicator in infancy , pres chool and early s chool period an d

chi ldren behavior p rob lem s in early s chool years

3　讨　论

3.1　气质困难指数是较好反映儿童消极气质特点

且预测儿童行为问题的适宜指标　RC Wasserman

等[ 6] 人认为儿童气质对行为问题具有预测作用 ,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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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作用微弱。发现儿童气质仅能预测 4%儿童行为

问题 ,而本文结果显示:每个阶段的气质因素均可预

测超过 10%的儿童行为问题。认为这可能与本文

采用气质困难指数
[ 7]
来反映气质困难程度有关。以

往的气质困难型分型主要采用“反应强度”得分 ,无

法观察其他消极气质特点对儿童行为的影响 。而本

文采用的气质困难指数指标 ,将 5种主要气质维度

按照标准差加减均值分为四级 ,再按照级别高低分

别记为 0 、1 、2 和 3分 ,然后将 5个气质维度评分相

加就得到气质困难指数 ,分数越高反映气质困难程

度越大。

3.2　男童伴有消极气质特点 —学龄期儿童行为问

题的高危因素　本研究发现 ,在各个随访阶段 ,男童

的气质困难指数均与学龄行为问题具有密切联系 ,

且越接近学龄期 ,两者的相关性越显著;而在女童则

没有发现这种显著联系(P >0.10)。本研究还发

现 ,学龄期“适应性” 、婴儿期“节律性”与男童的行为

问题有显著联系 。具有“适应性”和“节律性”这些消

极气质特征将影响子女与父母之间的相互作用 ,从

而成为儿童出现行为问题的主要因素 ,而男童本身

作为行为问题的一个危险因素[ 8] ,当两者同时出现

时 ,就不难解释这些气质特征对男童行为问题的显

著作用 , 共同解释 34.3%学龄初期男童的行为问

题。本研究进一步证实:当男童伴有消极气质特点

时 ,将大大增加儿童发生行为问题的危险性。

有人发现气质与行为问题之间的联系更多的由

女童(全样本为 4%,而女童为 5%)来解释 ,认为女

童气质更具有稳定性和预测性
[ 6]
,但是本文结果却

显示:儿童行为问题大部分由男童来解释(男童为

34.3%,女童仅为 7%),推测这可能与社会风俗文

化间的差异有关 ,中国家长望子成龙的期望值普遍

较强烈 ,在这种心态的驱使下 ,男童具有的消极气质

特征更容易困扰父母 ,从而降低母子之间相互作用

的质量 ,使父母和子女之间的交流更加困难 ,以致出

现行为问题。

3.3　儿童早期不同消极气质特点与学龄期儿童行为问

题的联系　分析儿童气质对行为发展的影响时 ,不能

忽略每个气质维度与行为问题的联系。发现婴儿期和

学前期均有某些气质维度对学龄儿童行为问题具有预

测作用。婴儿期阶段 ,气质“节律性”和“情绪性”可以预

测学龄儿童行为问题 ,解释学龄期儿童行为问题的17.

7%;学前期气质“反应强度”可以预测学龄儿童行为问

题 ,解释学龄期儿童行为问题的16.2%。

不同年龄阶段的儿童气质特征为何会对行为问

题产生不同的影响? 分析可能是由于小儿的发育特

点 、环境因素以及父母养育方式与气质相互作用的

结果。婴儿期父母最关心的是儿童的生活规律性和

情绪性 ,一个每天喂养 、睡眠规律 ,并且情绪积极的

婴儿能够极大满足家长的责任感 ,以更饱满的情绪

去回应孩子的各种行为表现 ,从而及时满足子女的

需要 ,相反 ,对于一个睡眠时间紊乱 ,易激惹 、烦闹的

婴儿 ,很难想象 ,已经被他折磨得筋疲力尽的家长还

能够作到更多的及时满足他的需要 ,并且满怀欣喜

的与他交流。3 ～ 7岁学前期阶段 ,正处于儿童的执

拗期 ,儿童开始出现自己的主张和意见 ,并且喜欢坚

持自己的观点 ,而此时具有较高“反应强度”气质特

征的儿童 ,表现得尤为强烈 ,非常容易引起与家长的

冲突 ,如果家长处理不当 ,采取不恰当的教育方式 ,

很容易成为引起儿童行为问题的主要原因。

3.4　早期气质特征联合其它因素对儿童行为问题

的预测效果　儿童行为问题的出现与环境和个人因

素关系密切 。有研究先后发现:环境因素主要包括

母亲年龄 、文化水平 、母亲抑郁或焦虑情绪和家庭经

济状况等因素;个人因素则主要包括儿童性别 、气质

和健康因素[ 8-10] 。本文结果与以往研究相一致 ,发现

母亲年龄 、母亲抑郁 、家庭环境等环境因素 ,以及儿

童性别 、气质特征等个人因素与学龄儿童行为问题

有关。并且在每个随访阶段 ,气质联合其他因素均

可以解释超过 1/3的学龄初期儿童行为问题 ,取得

了较好的预测效果。

3.5　临床意义　本研究支持早期气质对儿童行为

问题具有预测作用的结论 ,建议临床医生在使用气

质评价指标时 ,应同时考虑其他生物学和环境高危

因素对儿童行为问题的影响 ,一旦这些因素同时存

在 ,则应该尽早对小儿进行干预 ,帮助家长正确理解

行为的个体差异 ,并鼓励他们采取科学的养育方式 ,

促进母子间良好调适[ 11-12] ,这些措施对于减少学龄

儿童行为问题将起到积极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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趋变得退缩 、内向或具攻击性 ,缺乏与人交往的信任

感和安全感[ 10] ,情绪行为问题突出。

3.3　男性留守儿童相比女性留守儿童存在更多的心

理行为问题　调查亦显示 ,留守儿童品行问题 、多动

注意不能 、同伴交往问题及困难总分在男性高于女

性 ,留守儿童情绪症状及亲社会行为评分在女性高于

男性 ,存在性别差异 ,这与相关报道相似
[ 5 , 11]

,说明男

性留守儿童相比女性留守儿童存在更多的心理行为

问题 ,诸如:易发脾气 、注意不集中 、人际关系紧张等

等。而女性留守儿童相比男性留守儿童则存在更多

的焦虑 、紧张 、躯体不适等症状以及同情心缺乏 、乐于

助人意识较差 、对低年龄儿童不友善等等。说明注重

留守儿童心理健康状况 ,加强留守儿童品德及社会公

德教育 ,有利于预防或减少留守儿童行为问题。

回归分析表明 ,留守儿童自身心理状况 、主要监

护人员主观感受 、留守儿童日常照顾状态 、主要监护

人员对照顾留守儿童的意愿以及留守儿童抚养费等

必要的物质生活保障对留守儿童的情绪与行为问题

起着一定的影响 。留守儿童性格孤僻 、冷漠 ,往往表

现出伙伴关系不良 、对他人漠不关心 、缺乏情感 ,容

易产生孤独 、自卑 、焦虑 、情感脆弱等消极心理 ,会影

响儿童在情感上 、行为上和人际关系上的健康发展。

又由于父母长期外出 ,缺乏父母与子女的情感交流

和心理沟通 ,得不到父母在思想认识及价值观念上

的引导和帮助 ,而监护人又由于管理方法相对比较

简单 ,往往能够做到的只能是对儿童物质生活上的

基本满足 ,而对儿童的心理状况难以进行有效的疏

导和帮助 ,对儿童的成长势必会带来影响 。这样 ,留

守儿童的情绪与行为问题会更加突出 。说明及时了

解留守儿童的心理状况 ,改善监护人员对留守儿童

的态度 ,加强留守儿童日常生活管理 ,让他们得到更

多的温暖和关爱 ,以弥补父母外出务工带来的亲子

关系的缺失 、儿童安全感和依托感的缺乏 ,有利于留

守儿童能够正确认识自我 ,增强其控制自我 、承受挫

折以及适应环境的能力 ,也有利于他们的身心健康

发展 ,减少留守儿童情绪与行为问题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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