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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儿社交地位及其与母子依恋和智力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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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 : 探讨幼儿的社交地位及其与依恋、智力等因素的关系。方法 : 选取 62位 4 - 6岁的幼

儿以及他们的母亲 , 采用同伴提名法和中国比内智力测验评价社交地位和智商 , 采用中国版依恋分类卡片测

量母子依恋关系。结果 : 幼儿的母子依恋关系对社交地位具有显著影响 , 母子安全依恋系数高的幼儿在同伴

中更受欢迎 (对于一般可接受性、积极提名和消极提名的回归系数分别为 015, 013和 - 014) ; 智力对同伴

的一般可接受性具有显著影响 (回归系数为 012) , 与母亲受教育程度有关 (回归系数为 015) ; 4 - 5岁女童

的智商显著高于男童 (11515 ±1015 /10911 ±1012, t = 213, P < 0105) , 并且比男童更受同伴欢迎 (013 ±1 /

- 013 ±019, t = 215, P < 0105)。结论 : 幼儿的母子依恋关系、智商以及性别因素对其社交地位具有显著影

响 , 而智商是性别、家庭环境因素影响幼儿社交地位的中介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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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 bjective: To exp lore the young children’s sociometric status and its relationship with mother2child

attachment and IQ1 M ethods: Based on the valid samp le of 62 4 - 6 years old children and their mothers, the chil2
dren’s IQ and sociometric statuswere measured by the Chinese B inet Scale and peer nom ination respectively1 The moth2
er2child attachment was measured by the Chinese version A ttachment Q2Set1 Results: The young children’s mother2
child attachment significantly affected the sociometric status ( for general accep tability, positive nom ination and nega2
tive nom ination, beta were 015, 013 and - 014 respectively) ; Their IQ significantly affected their general accep tabili2
ty (Beta = 012) , and was correlated with mother’s educational degree ( beta = 015) 1 The girls had higher IQ (11515

±1015 /10911 ±1012, t = 213, P < 0105) and were more popular than boys (013 ±1 / - 013 ±019, t = 213, P <

0105) 1Conclusion s: The young children’s sociometric status are significantly affected by their mother2child attach2
ment, IQ and gender1 IQ is also the mediator of gender and fam ily factors such as parental educational degree to the

sociometirc status1
【Key words】　young child; sociometric status; mother2child attachment; IQ; cross2sectional survey

　　许多研究表明 , 幼儿在幼儿园的社交地位对他们

将来的学校适应具有重要影响 , 而被同伴排斥的幼儿

在青少年和成人阶段容易产生心理问题甚至犯罪行

为 [ 1, 2 ]。家庭作为儿童早期社会化的重要场所 , 幼儿

的社交行为肯定具有其家庭的根源 , 而母子依恋关系

作为儿童人际交往的 “内部工作模式 ”, 对幼儿的社

交行为和社交地位必然具有重要影响 ; 同时 , 智力作

为儿童心理能力的一种综合体现 , 自然也会对幼儿的

人际交往起着某种支配或调节作用。目前我国关于儿

童社会地位及其家庭关系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学龄阶

段 , 关于幼儿这类研究还比较少见。因此 , 探察幼儿

社交地位的特点 , 揭示其与母子依恋和儿童智力的关

系 , 对有针对性提高幼儿的社会能力具有重要的意

义。

1　对象与方法

111对象

北京某大学附属幼儿园小班的全部 38名和中班

的全部 35名儿童以及他们的母亲。最后有 62名儿童

和他们的母亲完成了全部实验。62名儿童的年龄分

布分别为 : 4岁组 30人 (男女各 15人 ) , 平均年龄

5317个月 ; 5岁组 32人 (男 15人 , 女 17人 ) , 平均

年龄 6419个月。

112幼儿社交地位的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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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 A sher and Dodge (1986) 的同伴提名法 [ 3 ]。

为保证幼儿相互之间的熟悉性 , 实验者在学年的末期

(6月中旬 ) 进行实验。同时 , 为了适应幼儿的能力 ,

实验者把全班每个儿童的标准照片随机排列并固定在

一张粘贴板上 (共制作不同顺序的两张粘贴板 )。实

验时 , 主试随机选择一张粘贴板 , 一对一地请被试进

行交往评价 ( rating scale)、积极提名 (positive nom i2
nation) 和消极提名 ( negative nom ination)。

在交往评价阶段 , 主试指着照片 (排除自己 ) ,

一一询问 “是否认识 ? 他 /她叫什么 ?”“是否喜欢跟

他 /她在一起玩 ?”; 积极提名和消极提名则是请被试

指出 “三个最喜欢在一起玩的同学 ”和 “三个最不

喜欢在一起玩的同学 ”。在交往评价、积极提名和消

极提名阶段提名一次各均记一分。在交往评价阶段

“喜欢在一起玩 ”总次数占全班总人数的百分比作为

“一般可接受性 ”的指标 ; 积极提名与消极提名的原

始分在班级内转换成标准分 ( Z分数 ) LM (积极提

名 , L ike most) 和 LL (消极提名 , like least) , 并根

据 LM 和 LL 形成社会偏爱分数 ( social p reference,

SP) 和社会影响分数 ( social impact, SI) : SP = LM 2
LL, SI = LM + LL。在此基础上 , 根据 A sher and

Dodge 1986年提出的分类标准 , 将幼儿分为拒绝型

( rejected, SP < - 1, LL > 0, LM < 0 ) , 受欢迎型

(popular, SP > 1, LL < 0, LM > 0)、矛盾型 ( contro2
versial , SI > 1, LL > 0, LM > 0)、一般型 ( average,

015 > SP > - 015, 015 > SI > - 015 ) 以及被忽视型

( neglected, SI < - 1, LM < 0, LL < 0 ) , 其余不能归

类的称为其他型 (others)。

113幼儿智商的测量

采用范存仁 ( 1992) 修订和标准化的中国比内

智力量表对幼儿的智商进行测量 [ 4 ]。该量表在国内

的幼儿及青少年智商测量中被广泛使用 , 具有较好的

信度和效度。

114依恋关系分类卡片 (AQS)

幼儿依恋关系分类卡片包括 90个描述幼儿与第

一抚养者 (通常为母亲 ) 在家庭中交往情况的陈述。

母亲根据幼儿的表现 , 把 90张卡片 (90个陈述 ) 分

为数目相等的 9类 , 分别为第一类 (最适合自己的

孩子 ) 到第九类 (最不适合自己的孩子 ) 各 10张 ,

记分分别为 1到 9。然后 , 由研究者把母亲对幼儿的

描述 (90张卡片的分数 ) 与典型的安全依恋型儿童

的标准描述分数求相关 , 得到的相关系数就是母子依

恋关系指数 (安全依恋分数 )。本研究采用的是 1994

年吴放等人修订并标准化的中国版 AQS
[ 5 ]。在母亲

完成依恋关系分类卡片的分类后进行登记时 , 要求被

试在项目登记表上填写自己以及丈夫的受教育程度

(记分如下 : 1, 初中 ; 2, 高中与中专 ; 3, 大专 ;

4, 大学 ; 5, 研究生 )。

115统计方法 　进行回归分析和多元方差分析

等。

2 结 果

211基本结果

父亲的受教育程度为 : 初中 917% , 高中与中专

29% , 大专 1415% , 大学 1717% , 研究生 29%。母

亲的受教育程度为 : 初中 1219% ; 高中与中专

4512% ; 大专 1219% , 大学 415%、研究生 1415%。

相关分析表明 , 父亲与母亲的受教育程度高度相关

( r = 018, P < 0101)。

幼儿的智商为 11213 ±1018 (男童 10911 ±1015,

女童 11515 ±1012, t = 2130, P < 0105) ; 母子依恋

安全系数为 013 ±012; 一般可接受性的平均提名人

次为 2118 ±611; 由于最受欢迎和最不受欢迎的幼儿

在一个班级中相对集中在为数不多的几个同学身上 ,

为偏态分布 , 所以对平均数、中数和众数分别统计 :

最受欢迎的平均提名人次为 216 ±118, 中数为 215,

众数为 1; 最不受欢迎的平均提名人次为 119 ±310,

中数为 1, 众数为 0。

212回归分析

Baron and Kenny ( 1986 ) 三阶段中介模型 ( 3

step mediation model) 认为系统地采用逐步线性回归

分析可以探索不同变量之间的路径关系 [ 6 ]。笔者在

前人研究的基础上 , 提出如下变量间关系的路径 : 亲

子依恋关系和儿童的智力可能影响儿童的社交地位 ,

而依恋关系和智力受儿童的成长环境 , 如家庭的社会

经济地位的影响。因此 , 智力和依恋关系可能是家庭

环境影响儿童社交地位的一个中介变量。根据 Baron

and Kenny的理论 , 如果中介变量 (智力和依恋关

系 ) 和其他自变量 (父母受教育程度、性别因素 )

对因变量 (社交地位 ) 的预测效果大于排除了中介

变量的其他自变量对因变量的预测效果 , 那么这种中

介模型就是适合的。为了验证这个假设的因素路径 ,

下面按照 Baron and Kenny的方法进行三阶段的回归

分析。

表 1显示了因变量与所有自变量的逐步线形回归

分析结果。依恋关系对一般可接受性、积极提名和消

极提名均具有显著影响 ; 智商对一般可接受性具有显

著影响 ; 性别对于积极提名具有显著影响 , 相对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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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 , 女性幼儿更容易得到积极提名。

表 1　幼儿社交地位对所有自变量的回归分析

变量
一般可接受性

Beta t值 R2

积极提名

Beta t值 R2

消极提名

Beta t值 R2

性别 011 017 013 013 　2143 011 　0 - 014 011

母亲受教育程度 011 011 - 011 　015 - - 011 - 018 -

父亲受教育程度 0 012 - 0 - 011 - 　0 - 011 -

智商 012 2113 - 011 　1 - 　0 - 014 -

安全依恋分数 015 4193 3 - 013 　2123 - - 014 　3113 3 -

3 P < 0105; 3 3 P < 0101

表 2显示了除母子依恋关系和智商之外的因变量

对幼儿社交地位的回归分析结果。对于一般可接受性

和消极提名来说 , 在去掉了母子依恋和智商因素外 ,

不能建立回归方程 , 这表明性别与父母受教育程度与

儿童社交地位没有显著的回归关系 ; 对于积极提名来

说 , 在去掉了母子依恋和智商之后 , 性别因素仍然对

积极提名影响显著。 t检验也证明了回归分析的结

果 : 女性积极提名为 013 ±110; 男性积极提名为 -

013 ±019; t = 215, P < 0105, 表明性别因素对积极

提名的影响存在两种机制 , 一是通过影响母子依恋或

智商而影响了积极提名 , 二是直接影响了积极提名。

表 2　幼儿社交地位对性别与父母受教育程度的回归分析

变量
一般可接受性

Beta t值 R2

积极提名

Beta t值 R2

消极提名

Beta t值 R2

性别 - - - 013 　2153 011 　 - 　 - -

母亲受教育程度 - - - 011 　016 - 　 - 　 - -

父亲受教育程度 - - - 0 - 012 - 　 - 　 - -

3 P < 0105

表 3的结果显示了母子依恋关系及智商对性别与

父母受教育程度的回归关系。结果表明 , 母子依恋关

系与性别和父母受教育程度没有显著的回归关系

(不能建立逐步线形回归方程 ) , 而性别和母亲受教

育程度显著影响了幼儿的智商。 t检验也证明了回归

分析的结果 : 女性智商 11515 ±1015; 男性智商

10911 ±1012; t = 213, P < 0105。

表 3　幼儿母子依恋和智商对性别与父母受教育程度的回归分析

变量
母子依恋关系

Beta t值 R2

智商

Beta t值 R2

性别 - - - 013 2133 013

母亲受教育程度 - - - 015 4113 3 -

父亲受教育程度 - - - 012 111 -

3 P < 0105; 3 3 P < 0101

表 1、表 2和表 3的回归分析结果验证了回归分

析的假设 : 性别和母亲受教育程度通过智力因素这一

中介因素影响一般可接受性 ; 母子依恋关系直接影响

积极提名、消极提名和一般可接受性 ; 性别因素同时

单独作用于积极提名。具体如图 1所示。

图 1　各因素影响幼儿社交地位的回归路径

213不同社交类型幼儿的相互比较

根据 A sher and Dodge的分类标准 , 本研究中 62

名儿童分为如下类型 : 拒绝型 , 11名 ; 受欢迎型 ,

13人 ; 矛盾型 , 10人 ; 忽视型 , 14人 ; 一般型 , 4

人 ; 其他 , 11人。去掉人数最少的一般型儿童 , 利

用多元方差分析 , 比较 5类儿童在父母受教育程度、

智商、依恋关系上的差异。发现 5类儿童在智商、父

母受教育程度上的差异均不显著 ( P < 0105)。在依

恋关系上差异达到显著水平 , F [ 1, 54 ] = 211, P

< 0101。多重比较发现 , 受欢迎组的依恋分数显著高

于拒绝型儿童和忽视型儿童 (母子安全性依恋系数 :

受欢迎组 = 014; 拒绝组 = 012; 忽视组 = 013; 均 P

< 0105)。

3 讨 论

首先 , 本研究发现母子依恋关系对幼儿社交地位

的三个指标都有显著的贡献。母子的安全依恋分数越

高 , 幼儿的社交地位越高 , 越容易被班级里更多的人

接受 , 并且得到更多同伴积极提名 , 更少的消极提

名。本研究结果在中国幼儿群体中验证了国内外学者

关于学龄儿童的依恋关系与社交地位的关系的结

论 [ 7 - 9 ]。

其次 , 回归分析也发现了幼儿的智力、性别和家

庭背景因素对社交地位具有显著影响。智力显著地影

响一般可接受性 , 幼儿的智商越高 , 越容易被班级里

更多的人接受。关于智商对于社交地位的影响仍存在

争议 , Rubin等人研究发现幼儿的智商能够预测他们

上学之后的社交地位 [ 10 ]
, 而 Eccles等人对于学龄中

期儿童的研究则发现 , 智商对于儿童的社交地位没有

明确的影响 [ 11 ]。本研究则证实智力对幼儿社交地位

有积极影响 , 同时还发现了幼儿性别因素与幼儿社交

地位的关系。Tomada等人的研究发现 [ 12 ] , 男性幼童

的攻击性高于女童 , 因此导致他们被拒绝的可能性增

大 , Delveaus等人也认为 [ 13 ]
, 女孩对他人更为敏感 ,

4 Chinese Mental Health Journal, Vol 21, NO11, 2007



更愿意采用一些亲社会策略 , 因此更受欢迎。本研究

也发现了同样的趋势 , 即在幼儿中 , 女孩得到积极提

名的趋势更强烈 , 同时由于女孩的智商相对较高 , 也

更容易得到班级同伴广泛的接纳。

关于本研究中发现的幼儿园阶段的男孩和女孩智

商的差异 , 这一结果是否具有普遍意义 , 值得进一步

研究。然而一些相关的研究似乎为这一发现提供了部

分解释 , 如 , Bornstein等人 1998的研究发现 [ 14 ]
, 女

孩的言语能力发展快于男孩 , Halpern通过很多相关

研究的综述后发现女孩比男孩的言语流畅性更高 [ 15 ]。

根据上述发现 , 笔者似乎可以进行这样的推测 : 女孩

由于言语能力强 , 表达比较流畅 , 同时他们更愿意采

用亲社会策略 , 所以她们在本研究的智力测验中也更

容易充分展现自己的能力 , 从而在测量中显示出了某

些优势。

第三 , 通过对不同社交类型的幼儿的母子依恋关

系、智力、父母受教育程度的分析发现 , 受欢迎型幼

儿比拒绝型以及忽视型幼儿的安全型依恋分数更高。

这似乎说明 , 母子安全依恋系数越高 , 幼儿越容易被

同学欢迎 , 安全依恋分数越低 , 幼儿越容易被同伴忽

视或排斥。这个结果从另外一个角度证明了母子依恋

关系对幼儿社交地位的重要影响。

最后值得强调的是 , 本研究发现社交地位中的一

般可接受性 (在全班同学中的接受度 ) 受母子依恋

关系和智力的双重影响 , 因此相对于积极提名和消极

提名 , 一般可接受性可能具有更广泛的心理学根源和

更重要的意义。在人际关系培养中 , Harrist and B rad2
ley通过对一般可接受性的操纵来提高幼儿的社会能

力 [ 16 ]
, 在他们持续一年的干预实验中 , 实验者要求

实验班的孩子都可以在一起玩 (提高一般可接受

性 ) , 不允许明显地排斥别的孩子。结果发现 , 一年

之后实验班儿童相互喜爱的程度比对照班有明显提

高。因此 , 控制和提高一般可接受性对于发展儿童社

会性能力具有重要意义 , 本研究的发现为解释 Harrist

等人的结果提供了实验证据。

总之 , 本研究通过对幼儿社交地位、母子依恋关

系、智力等因素的调查和分析 , 发现了幼儿的母子依

恋关系及智力对其社交地位的积极影响以及 4 - 6岁

幼儿社交地位的性别差异 , 为有针对性地提高幼儿社

交能力进行了理论知识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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