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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匕京农村4 一6岁幼儿性格发展与

家庭教育关系的调查研究
’

林国彬 范存仁 万传文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 )

仁摘要〕本文研究家庭教育方式对农村 4一6岁儿童性格发展的影响
。

采用间卷调查
,

要求幼

儿园教师和家长分别对儿童的性格特点评分
,

并要求家长对家庭教育方式评分
。

结果表明
,

儿

童的一些优良性格品质与父母的某些 良好的教育方式有密切关系, 在调查的性格特征上
,

没有

发现独生与非独生子女之间有明显差别 , 教师和家长对儿童的评分之间有高度相关
,

说 明 本

调查信度是高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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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的社会化过程是和家庭环境密不 可分的
。

对儿童品德的培养
,

不仅取决于他们机体
、

认知及情绪的发展水平
,

也取决于家庭教育的方式及特点
。

囚此
,

幼 )L’性格发展与家庭教育

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
。

目前
,

这个问题 已引起儿童心理学及教育学家们的普遍关注
。

关于家庭教育对儿童性格发展的影响
,

国外心理学家作了不少 研究
。

D
.

B a u m rin d (’) 曾

研究过权威型
、

专制型和纵容型三种不同的教育方式对儿童心理发展的影响
。

Sea rs 等人 (2 )

研究了专制教育与儿童侵犯行为的关系
。

另外
,

有些心理学家研究了权威教育方式对发展儿

童独立性
、

责任感
、

智力和社会交往方面的促进作用
。

我国教育工作者
一

也1
;

近年开始研究这

方面的间题
。

卢乐珍 (”) 总结过南京地区家庭教育的五种类型
:

民主型
、

溺发型
、

放任 型
、

专制型和冷淡型
,

并考查了不同教育类型对幼儿体育
、

智育
、

德育等方面的影响
。

发现放任

型教育有利于锻练儿童独立能力
,

身体健康状况较好 ; 而溺爱型教育使儿童依赖性增加, 民

主型家庭的孩子 自信心最强
、

遵守纪律 也好
。

一九八三年
,

我们联同全国各地兄弟单位一起在 )“州
、

杭州
、

重庆
、

长春
、

石家庄和北

京进行过一次关于儿童性格发展的探索性研究
,

并根据研究结果对调查项 目和 内容进行了修

订
。

本报告是在此基础
_

仁进行的第二次全国性调查的一部分
,

是在北京市远郊区平谷县农村

进行的
。

研究内容和方法

应用问卷调查法
。

设计了两份问卷
。

第一份为儿童性格特点调查表
。

包括七个方面的性

格特点
: (1 )好奇心 , (2 )对人态度

; (3 )自尊心 , (4 )独立性 ; (5 ) l兰I制力 ; (6 )对 困难态J望和

本研究得 到中国儿宜发展中心的资助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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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幻对劳动的态度
。

每方面的性格特征又分2一22 项
,

共50 个间题
。

这七个方面经全国六个城

市调查被认为是最符合我国儿童性格发展现状的
。

问卷对每个间题要求按五等进行评分
,

分

数越高表明性格品质越好
。

例如在对人态度方面有一问题是
:

玩时能将玩具让给别的孩子
,

评分等级分为(l) 不能
,

(2 )偶尔能
,

(3) 有时能
,

(4) 比较能
,

和 (5) 经常能
。

被评为(5) 等的

孩子得 5 分
,

表明该儿童这方面的品质优良
。

此间卷分别发给幼儿园教师和家长填写
。

第二

份间卷为家庭教育情况调查表
,

包括九个方面
: (1 )家长对孩子是否有权威

,

(2 )家长取得权

威的方式
,

(3) 是否重视孩子智力发展
,

(4) 是否培养孩子独立性
,

(5) 是否尊重孩子
,

(6 )父

母在教育孩子上是否一致
,

(7 )家长是否有表率作用
,

(8 )能否公正处理孩子间纠纷
,

(9 )是否

关心孩子
。

总共也有 50 个问题
,

同样按五等评分
。

此份问卷只由家长填写
。

调查对象为北京市平谷县三个乡的九个自然村的30 2名 4一 6 岁幼儿园儿童
。

各年龄组被

试儿童人数的分布
: 4岁组6 1名 (男3 4

、

女2 7 )
,
5岁组 1 2 2名 (男5 6

、

女6 6 )
,

6岁组 1 1 9名 (男5 6
,

女6 3 )
。

本研究注意到了独生和非独生子女各自性格特点的比较
。

三个年龄组共计有独生子女38

名
,

非独生子女2 6 4名
。

结 果

一
、

我们分别求出三个年龄组各自性格特点与家庭教育的不 同方式之间的相关关系
。

结

果列于表 1
。

从表 1可以看到
,

性格总均分和教育总均分在三个年龄组都表现出高的相关
,

即

性格总分高的
,

教育总分也高
。

说明正确的教育方式和方法对于儿童良好性格特征的形成起

着重要作用
。

如逐项进行分析
,

在各类性格性点与教育方式之间可 以看到如下的关系
:

表 1 各年龄组 儿童性格特点和 家庭教育方式得 分相关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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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人态度与家长的表率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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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儿童对别人的态度 (如能与大人很好地相处
,

同别的孩子发生争吵时能谦让等 )
,

与

家长对孩子是否有权威(如孩子尊重父母
,

按父母的要求行事等 )
、

家长取得权威的方式 (如

说理引导八 家长对孩子的爱和关心 (如经常有意 识地沁孩子进行品德教育 )
、

家长对孩子要

求的一致性 (如父母经常商量对孩子的教育问题 )
,

和家长的表率作用 (如经常注意到白己
一

言

行对孩子的影响 ) 等都有显著相关
。

只有公正处理纠纷这一项
,

与儿童对 人态度的相关在各

年龄组均不显著
。

2
.

儿童的好奇心 (如遇见新事物
、

新环境就问这问那 )与家长是否注意智育 (如启发孩

子思考问题 )之间
,

以及家长取得权威的方式与尊重孩子之间
,

在四岁组都没有表现出相关
,

但在五岁组其相关都显著
,

而到 了六岁组 川“只有权威方式一项相关显 著
。

从这项结果来看
,

孩 子的好奇心与有关教育方式的关系
,

随儿童的发展而有所变化
。

3
.

自尊心 (如完不成任务不好意思 )与尊重孩子
,

以及取得权威方式的相关
,

基本都是

显著的
。

只是在六岁组中
,

自尊心与尊重孩子没有相关
。

这说明应该用说理引导和鼓励为主

的教育方式来培养孩子的 自尊心
。

4
.

儿童独立性(如生活上能很好地照顾自己 )与家长注意培养孩子的独立性的相关
,

在

三个年龄组中均甚为显著
。

这说明注意培养孩子的独立性
,

与儿童独立性品质的发展是有查
接关系的

。

而儿童的独立性与家长取得权威方式的关系在三个年龄组出现了不 同情况
,

在四
、

五岁组有显著相关
,

但六岁组却未表现出相关
。

这也说明随年龄发展而有所不 同
。

5
.

儿童的 自制力 (如不做不该做的事
,

打针时不哭)与家长对孩子是否享有权威
、

取得

权威的方式
,

和家长对孩子的爱和关心
,

都有显著相关
,

在各年龄组和所有项 目上都如此
。

说明家长正确恰当地树立和利用对孩子的威信
,

并且关心和爱护孩J’.
,

都有利于儿童自制力

的发展
。

二
、

男女儿童和独生与非独生儿童之 间在性格特征
,

以及家长对他们的教育方式的差异
。

差异显著性考验表明 (见表 2 ) :
男女儿童之间性格特征差别十分显著

。

除总均分的差异显著

之外
,

在对人态度
,

自尊心
,

自制力
,

独立性和对劳动的态度等诸项上
,

男女儿童得分的差

别也都达到显著水平
。

但在好奇心和对困难态度上没有显著差别
。

独生与非独生儿童之间
,

在性格特征的总均分和各分项上都没有显著差别
。

在家长教育

方式上
,

在培养独立性和尊重孩子方面有显著差异
:
在培养独立性上 非独生子女优于独生子

女
,

在尊重孩子上
,

则独生子女要更受到尊重
。

三
、

儿童性格特点和教育方式的年龄差异
。

这方面的结果见表3
。

从总的情况看
,

都是大年龄组的得分高于小年龄组
,

因此 t 值绝大部分为负值
。

这说明

随着年龄的增长
,

_

儿童的各种性格特征都在发展
,

但其发展程度在不同年龄及不 同项 11上
,

都表现出不同的情况
。

在性格特征上
,

四
、

五岁之间只有独立性
、

自制力
、

对困难态度三个

方面有显著差异
,

亦即随着年龄增长
,

儿童在这几方面有所进步
。

五
、

六岁之间除刚才提到

的三项继续有所发展外
,

在对人态度和自尊心两项
,

六岁儿童的得分也高
。

在四和六岁儿童

之 1’ul
,

由于年龄跨度更大
,

各项性格特征(除好奇心之外)都有显著差别
。

从这里
,

我们看到

好奇心似乎是一种比较稳定的性格特征
。

在家长的教育方式上
,

与性格有大致相同的情况
,

总的趋势是大年龄组得分高
一

于小年龄

组
。

深入分析
,

发现四岁与五岁组之 间
,

只有是否有权威这一项目差异显著
, 而五岁与六岁

之间则在父母取得权威方式
、

重视智力
、

培养独立性
、

对孩子要求一致
、

家长的表率和对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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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之 男
、

女孩之间和 独生
、

非独生 儿童之间性格特征的差别反

家长时他们的教育方式的差别的 t 考脸

项项 目目 男 :

女 (d f 0 3 00 ))) 独生
.

非独生(df 二 3 0 0 )))

ttttt值 PPP t值 PPP

儿儿儿 总分分 一4
.

1 4 7 1 <
.

0 111 一0
.

16 8 9

——
童童童 好奇心心 一0

。

2 8 6 9

——
1
。

50 00

——
性性性 对人态变变 一3

.

8 9 3 8 <
。

0 0 111 一0
。

0 0 0 2

——
格格格 自薄心心 一3

。

5 6 1 1 <
。

0 0 111 一0
。

3 4 2 6

——
特特特 独立性性 一2

.

36 4 9 <
。

0 555 一0
。

2 3 6 5

——
征征征 自翻力力 一 4

.

46 2 0 <
.

0 0 111 一1
。

2 0 6 5

——对对对 困难 态度度 一 1
。

9 0 9 7 一一 一O
。

1 3 4 4

——
对对对劳动态度度 一4

一

2 3 3 3 <
。

00 111 0
。

7 8 47

——
家家家 总分分 一1

。
35 6 8 一一 一0

。

2 3 D6

——
长长长 家长享有权威威

一 2
。
5 6 9 8 <

。

0555 一1
。

85 7 1 ~ 一一
教教教 取得权成方式式 一 0

。

2 6 4 7

——
一 0

.

3 8 86 、
一一一

育育育 重视儿童智力 发展展 1
。

0 6 4 2

——
0

。

9 6 83 一~~~

方方方 注愈培养独立性性 一0
。

9 2 7 1

—— 一2
。

0 3 75 (
.

0 555

式式式 薄重孩子子 一 0
.

6 92 5

——
2

。

10 4 5 (
。

0 555

教教教育孩子的一致性性 一0
。

le16

——
1

.

0 0 35

一一家家家长的表率作用用 一 1
。

2 4 2 8

—— 一0
.

5吕85 一一一

能能能公正处理孩 子间纠纷纷 一0
。

8 1 5 5

——
0

。

8 8 10 一~~~
正正正确地爱并关心孩 子子 一1

。

4 4 9 5

—— 一 0
。
3 1 4 3 一一一

表3 各年龄组 儿童的性格 及家长对他们的教育方式的年龄 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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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关心等项上都有显著差异
。

四岁与六岁之间有显著差异的项 !1与五
、 ‘

六岁之 间的情况大致

相l"J
, 只是囚为年龄问隔更大

,

共差异的显著水平更高
,

说明随着儿童年龄的增长
,

家长 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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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益注意并改进了对他们教育的方式与方法
。

讨 论

一
、

我们对家长评分与教养员评分作了相关分析
,

以考查这次问卷调查的信度
。

从表 4

可 以看出
,

从性格总均分和各分项的总平均分来看
,

在好奇心
、

对人态度
、

自制力及对劳动

态度等项的结合上
,

家长和坟养贝之间都有很高的相关
,

说明这次调查所得结果的信度是高

的
。

但在对困难的态度上
,

在四岁组和五岁组
,

二者相关不高 , 在独立性一项四岁组中二者

相关也不显著
。

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
,

可能由于孩子在学校和在家庭两种不同环境下
,

会有

不同表现
。

许多家长反映
,

在对待困难态度和独立性方面
,

孩子在家中的表现不如在幼儿园

中好
,

可能也是造成这些差异
,

使老师及家长评分不大一致的原因
。

表4 家长与教师评分的相关情况

儿宜性格特征

总 分

好奇心

对人态度

自薄心

独立性

自制力

对 困难态度

对劳动态度

一
.

逻- 一- 一上生- }一二1 一一一里匕一}一止生一一一里一
一

r p l
.

r
.

p !
r p

40 4 9

5 2 5 8

4 5 6 4

3 6 6 3

1 9 4 0

3 1 4 3

0 5 8 5

2 9 7 2

<
。

01

。

0 1

。

0 1 1

。

0 1

0
。

3 7 6 3

0
。

3 1 9 5

0
。

2 4 3 4

0
。

3 05 4

0
。

2 2 69

0
。

4 0右0

O
。

1 79 9

0
。

2 7 1 7

0
。

3 8 9 7

0
。

4 42 2

0
。

3 8 4 2

0
。
2 6 9 4

0
。
3 5 5 6

0
。

2 7 4 4

0
。
2 9 8 4

0
。

3 3 52

<
。

01

1山‘.占,几.且,几
‘
几
‘.二O几U.11�n�血Un甘n�

.

⋯⋯

.01.0]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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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教育在儿童性格的发展中
,

尤其在儿童优良品质的形成中起主导作用
,

这是大家公

认的
。

但是
,

到底采取什么样的教育方式
,

某些教育方式对哪些性格特点的形成有促进作用
,

亦即儿童性格特点与教育方式之间的依赖关系
,
是一个复杂的问题

,

也是研究得较少的问题

之一
。

本研究仅仅调查分析了儿童对人态度
、

好奇心
、

自尊心
、

独立性
、

自制力等五项性格

特征与家长对孩子是否有权威
、

取得权威的方式
、

对孩子的爱和关心
、

是否重视孩子的智力

发展
、

注意墙养孩子的独立性
、

尊重孩子
、

家庭成员对孩子的要求的一致性
、

家长的表率作用和

公正处理孩子的纠纷这几种教育方式之 间的相关
。

结果表明其间绝大多数项 目的相关都是显

著的
。

说明这些教育方式对发展儿童相应 的良好性格特征是有影响的
,

尤其是家长的权威和

取得权威的方式
,

几乎对所列的几个性格特征都有相关
,

这可能是家长处理与孩子的关系中比

较核心的部分
。

其他如对孩子的关心和爱护
,

对于孩子对人态度和自制力的培养
,

其间的关系

似乎也很明显
。

其中公正处理孩子之间的纠纷
,

与孩子对人态度之间
,

则未发现有相关关系
。

三
、

关于独生子女性格的特异性问题
。

国外早期一些工作往往十分强调独生子女性格的

特异性
,

但近年的研究对此种看法持有不同意见
,

认为独生儿童不一定存在值得注意的特异

性
。

本研究也尚未发现独生和非独生儿童之间在性格上有显著差别
,

相对说性别之间的差异

更为突出
。

这和我们在 1 9 8 4 年的一项工作 (4) 是相一致的
。

这样的结果是否经得起时间的检

验
,

有待证明
, 正确的教育方式和措施可以影响和培养儿童的良好性格特征

,

这是一个基本

(下转第3 68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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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教育原则
。

对 于独生子女可能有的性格上的不利之点
,

是可以通过适当的教育措施加以纠

正的
。

四
、

此次所用的调查问卷尚需加以筛选
。

每类性格特征包含的间题数量很不一致
。

如对

人态度一项包括22 个间题
,

但对困难态度却只有两个问题
。

待各问题的相关求出后
,

可 以删

除一些相关高而所表示含义接近的间题
,

使调查表格精练一些
,

易于填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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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 C TS OF TH INKING TR AINING ON

!NT E LLIG ENC E AND AB!LITY

Ca i X ia o hul
,

D e i Zo ng he n g

( E a s t C hi n a N o r m ai U 几iv e r sity
,

S h a n g h a i )

In o rd e r to fin d o ut w h eth e r o r n o t n o rm a l

ehild r e n
, 5 lev el o f in te llig e n C e a n d ab ility

eo ul d b e r a ise d w ith in a g iv e n seh o o l tim e

thr o u
gh th in k in g tr a in in g

,

w e ta u gh t a

th re e 一

m o n th eo u r se o f th ink in g t o first 一ye a r

stu d en ts o f ju n io r a n d s e n io r h ig h se ho o 1s

w ith e o r r e sPo n d in g c o n tr o lle d g r o u p s fo r

eo m Pa
r is o n

.

T h e r esu lts sh o w e d th a t by

lea r n in g the th in k in g m e th o d s w e ta u g ht a n d

h a v in g slzffie ie n t o p p o rtu n ities to p r a C tise

a n d g e n e r aliz e the m
,

th e stu d e n ts in e r e a sed

the ir in te llig e n C e an d a bility
.

M e a n w h ile
,

it

w a s fo u n d tha t a g e a n d S e x h a d n o e ffe Ct o n

thin kin g t ra in in g
,

b u t the le y e l o f stu d e n ts ,

in te llig e n ee a n d a bility b e fo r e th e e x p e rim en t

an d th a t a fte r the e x Perim e n t in te ra e te d o n

ea ch o th e r
。

K e y W o rdS
:

in te llig e n ee tr ain in g ,

thin kin g rn eth o d
.

A QUESTIONAIRE ME ASUR E OF

ACAD E MIC ACHIEV E ME NT MOT !V AT ION

IN JUN!OR MID D LE SCHOOL ST U) E NT S

Z h o u G u o ta o

(N o rt he a s t N o r m a l U n iv e rs ity )

T h is a r tiea le r e Po r ts a q u es tio n a ir e o f

a ea d e m ie a c h iev em e n t m o tiva tio n in Ch in e se

ju n io r m id d le se ho o l stu d e n ts .

T h e m e a su r e

15 e o m Po s e d o f tw o Pa r ts : o u tw o r d P er fo r -

m a n e e a n d in w o rd p sye h o lo g ie a l fa e to r
.

In

th e o u tw o rd Pe r fo r m a n c e Pa r t
,

th e m e a su re

c o n sists o f th e th r e e s u b m e a s u r es o f in itia
-

tiv e ,

b eh a v io r s tr a te g y a n d Pe r siste n e y , in

th e in w o r d Psyc ho lo g ic a l fa c t o r P a r t
,

th e r e

a r e th e su b
一

m ea su r es o f Pe r e eiv e d e o m Pe -

ten ee
,

in te r e st
,

Pu r p o se a n d Pe r c eiv e d

k n o w le d g e v a lu e .

T h e r e s u lts o f ite m

a n a lys e s a n d te st a n a lys e 3 sh o w th a t th e

m e a su re h a s high r e lia b ility a n d v a lid ity
, a n d

e a n b e u s e d t o id e n tify th e le v e l o f ae a d e m ie

a e hie v e ln e n 红 m o tiva tio ll in C hin e s e ju n io r

m id d le sc h o o l s tu d e x一ts
.

K e y W o r d : a c a d e lll ie ac ll ie v e m e n t

m o tiv a tio n ,

in trin sic m o tiv a tio n , se lf re Po r t

s ea le
.

A CO MPAR AT ! V E STU D Y OF

CLASSIFICA T ION AB比IT Y B E TW E E N

D E AF CHILDR E N AND HE AR !NG

C HILD R E N

Zh o u R e n le i

( D e Pa r t m e n t o f E d u e a tlo n ,
L ia o 比in g N o r m a l

U n iv er s ity )

T h e Pa p e r stu d ies the d iffe r en e e s o f

ela ssifie a tio n a b i飞ity b e tw e e n d e a f eh ild re n

an d he a rin g ehild r e n u n d e r c o n d itio n s o f th e

s am e a g e a 几d e d u c atio n th r o n g h d iffe re n t

c la ssifie at to l e 二<Pe r im e n ts .

T h e r es u lts sh o w .

z ) th e e la s 3 iflc a tio n le v e ls o f th e h e a rin g a r e

b e tte r th a n th o 3 e o f th e d e a f , 2 )the im Pro v e -

m e n t o f e d u ea tio n a l le v els e a n e o n trib u te to

the e las sifiea tio n le v e ls o f th e h ea rin g a n d

the d e a f , 3 ) the e la s s ifie a tio n le v e ls o f th e

he a rin g a n d the d ea f te n d t o b e stn o o th a t

th e a g e o f 1 3 o r 2 4 ; 4 ) th e g ra 3 p o f e o n e re te

w o rd s c a n c o zltr ib u te t o t lle e l; ‘3 3ific a tio ll

lev els o f th e h c a r illg a n d t】le d e a f, 5 ) e ith e r

t he h ea r in g o r th e d e a f c l;飞3 3 ify c o n c r ete

r以a te r ia ls b e tte r t ha n a b 3 t r a e t m a te ria ls
.

K ey \,v’o rd s : e la s sific a tio n a bility
,

c o n c re te e la 3‘ify in g
, a b 3 tr a e t c la 3s ifyin g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