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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作为构成幼儿个体发展的三大主题之一的社会性发展，是幼儿身心和谐发展的重要方面。从幼儿社会性发展的内涵

与价值、发展水平、影响因素及培养策略等方面进行梳理，其中幼儿社会性发展的影响因素及培养策略研究主要集中于家庭、

幼儿园和同伴三个方面。发现已有研究尚存在不足，有待于进一步深化和拓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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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性发展作为幼儿心理发展的重要组成部

分，是社会学、心理学、教育学的共同研究对象。精

神分析理论、行为主义理论、认知发展理论及社会生

态理论 均大大推动了幼儿社会性发展的研究进程。

近二十年以来，学前儿童社会性发展研究渐趋生态

化、整合化，这使人们普遍认识到：智育和认知教育

仅仅是学前教育的一个组成部分，学前教育更应重

视儿童个性和社会性的全面健康发展。社会性发展

直接关系到幼儿身心的和谐发展及人格的完善。梳

理幼儿社会性发展的研究现状，探析幼儿社会性发

展研究领域的不足，期望有裨于幼儿社会性发展研

究的进一步深化拓展。

一、幼儿社会性发展的内涵及价值研究

（一）幼儿社会性发展的内涵

“社会性”这一概念很早就受到心理学、教育学

和社会学界的广泛关注。心理学中，伯根（Ｂｅｒｇａｎ）

将社会性解释为由稳定的内部结构和通过遗传与环

境交互作用而形成的一些特性。齐格勒（１９８８）强调

人的社会性主要包括人的社会知觉和社会行为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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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１］。谢弗勒（１９８９）、墨森（１９９０）认为，儿童的社会

性主要包括性别角色、社会性情绪、道德发展、自我

意识、亲社会行为等。卢乐山（１９９１）、陈帼眉（１９９４）

认为，社会性指个体在参与社会交往过程中，与多方

面的人、事相互作用而获得的那些心理特性。教育

学中，教育学者把儿童的社会性分为由幼儿出生时

面临的社会环境所决定的社会性和通过后天学习获

得的社会性两个方面。幼儿教育词典对社会性作出

如下界定，所谓社会性是指人在社会化过程中获得

的作为一个社会成员所具有的一切心理特征，如情

感、性格等，它是个体社会化的内容和结果，并通过

人际交往活动体现出来，幼儿的社会性主要体现在

幼儿的自我意识、情绪、社会适应与交往等行为［２］。

社会学家也认为，社会性是人的社会化的最终结果，

幼儿的社会性通常是在其社会化过程中实现的。陈

奎熹（１９８０）、董泽芳（１９９０）指出，社会化通常是个体

与社会文化环境相互作用，习得社会性知识技能和

行为方式，最终承担相应的社会角色的过程。人的

社会化，伴随个体整个生命过程的始终，并随着个体

的生理及心理的成熟以及个体对社会生活的深化而

逐步深化。社会性强调人的社会特性发展和演变的

结果，而社会化强调人的社会特性发展和演变的

过程［３］。

社会性发展（英文中称为ｓｏｃｉａｌ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是幼儿心理发展的重要方面。周宗奎（１９９２）将社会

性发展解释为非智力发展，指除认知和生理以外的

所有心理特征的发展。申继亮（１９９３）、陈帼眉

（１９９４）持相似观点，认为儿童社会性发展的内容主

要有亲社会行为、性别化、自我意识、同伴关系、攻击

性行为等。庞丽娟、颜洁（１９９７）指出，儿童社会性发

展包括社会性情感的发展、社会性认知的发展与社

会性交往行为、能力和人际关系的发展等［４］。

纵观上述几种表述，关于幼儿社会性发展的内

涵，尚未形成一个明确的概念界定和结构体系，国内

外学者均更关注于社会性的结构和内容，主要包括：

社会性认知、社会性行为、社会性情绪与情感、自我

意识、道德品质、自我控制力、社会适应能力及观点

采择能力等等。

（二）幼儿社会性发展的价值

幼儿早期社会化的发展，是个体终其一生社会

化的基础。它对一个人的人格完善及身心全面发展

具有重要影响。现代社会所需要的不仅仅是具有聪

慧头脑、丰富社会经验的人才，更是具有健全人格和

身心全面发展的人才。儿童早期的社会性发展极为

迅速，若儿童的社会性在这一时期不能顺利健康发

展，将严重影响他的人际交往、心理发展和社会适应

性，导致各种情绪及行为问题，最终使其终身发展受

到限制。同时也容易导致反社会人格的出现。具有

反社会人格的幼儿，长大后很容易走上违法犯罪的

道路。研究发现，幼儿的社会性发展不仅影响其身

心的正常发展和将来能否很好地适应现代社会对他

们的要求与期望，而且还会直接影响整个中华民族

的素质［５］。

幼儿０至６岁这一阶段，是其社会性发展的重

要阶段。他们在这段时间里获得的各种社会性情绪

情感、道德品质、人际交往能力等，对其一生社会性

的健康发展及身心和谐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二、幼儿社会性发展的发展水平及影响

因素研究

（一）幼儿社会性发展的发展水平

有关幼儿社会性发展的研究起源于二十世纪初

期，在人类学及教学实践中来源已久。社会化作为

个体心理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很早就引起了心理

学界的广泛关注。其中弗洛伊德（Ｓ．Ｆｒｅｕｄ）创始的

精神分析理论，是幼儿心理发展史上首个有关个体

发展的理论学派，该理论重点介绍了个体适应社会

的人格发展过程和个体早期经验的重要价值，对此

后的幼儿社会性发展研究具有重要影响。

上世纪三十年代以来，心理学界开始有人运用

实证的方法，研究幼儿社会性发展问题。其中比较

早的且非常具有代表性的工程是史密斯进行的一项

观察研究，他搜集整理了幼儿园中幼儿说过的大量

语句，运用评定的方法分析了儿童与儿童之间提出

的问题及其彼此的反应。１９３４年美国社会心理学

家莫雷诺，发表了一项关于运用社会测量的方法考

察儿童人际关系的研究，开创了一种探索群体社会

关系的全新的方法，这种方法一直被现今社会沿用，

大大推动了幼儿社会性发展的研究进程。

四十年代以后，心理学家们对幼儿社会性发展

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探讨父母及家庭因素对幼儿社会

性发展的作用，比如孩子的行为习惯培养、父母的抚

养行为等等。此外，精神分析理论、行为主义和学习

理论对该时期的研究具有重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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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七十年代以来，心理学、社会学及教育学界对

幼儿社会性发展的问题越来越重视，开始从幼儿本

身去分析问题，研究范围也大大扩大了。社会学习

理论的创始人班杜拉，采用实验室模拟技术，观察幼

儿行为的变化，有效地证实了观察学习、自我强化、

替代强化等学习因素对幼儿社会性发展的促进作

用。此外，七十年代以来兴起的生态化运动，尤其是

著名心理学家布朗芬布伦纳提出的生态系统理论观

点，也有力地推动了幼儿社会性发展的研究进程。

与此同时，皮亚杰、柯尔伯格的认知发展理论以及人

本主义理论，都对幼儿社会性发展的研究产生了广

泛影响。

八十年代以后，幼儿社会性发展的研究掀起了

一股世界性浪潮，有关幼儿社会性发展研究的专著、

论文数量显著增加，很多学术会议也都将幼儿社会

性发展作为重要研究专题。但研究更强调社会性多

方面因素的系统作用、学前儿童个性的全面发展等。

据统计，１９７９－１９８８年１０年间，我国五种主要的心

理学期刊上发表关于儿童社会化论文有９５篇，占全

部研究报告的１１．３８％
［６］。

自２００５年以来，心理学家、社会学家和教育学

家对于学前儿童社会性发展的研究更为深入和具

体。学者较之前更倾向于研究父亲角色在幼儿社会

性发展的作用及学业不良等特殊儿童的社会性发展

问题及应对策略。刘志军等人（２００５）研究证实，父

亲教养方式与儿童的气质交互作用，会对儿童的社

会性发展产生独特作用［７］。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等人研究也

表明，在社交性方面，美国父亲较高的权威型教养方

式得分与女儿较低的社交性有关［８］。

纵观儿童社会性发展的研究历程，无论是心理

学家还是教育学家，都日益注重研究的实用性，注重

把已有理论成果运用到指导儿童社会性发展的实践

中。研究的观念也有了很大转变，将儿童的发展置

于其生活的自然环境和社会文化中，视儿童为自身

社会化发展过程的主体。

（二）幼儿社会性发展的影响因素

１．家庭因素

家庭是儿童获得早期生活经验、形成最初的道

德认识和行为习惯的主要场所［９］。众多研究表明，

家庭环境、家庭教育、家庭的结构以及家长的教育观

念、教养方式等都会对儿童的社会性发展产生深远

影响。其中，家庭环境及家长的教养方式对儿童发

展的影响更为突出。俞国良（１９９８）通过运用问卷测

量和访谈等方法对普通学校２３０８名儿童中选取的

２１１名学习不良儿童进行调查，结果显示，学习不良

儿童社会性发展诸方面与家庭资源存在着相互作

用，家庭资源中的家庭心理环境、父母教养方式与学

习不良儿童社会性发展诸方面具有一定的因果联

系［１０］。关颖等人（１９９４）通过实施问卷调查发现，民

主型教育方式是最理想的教育方式，对儿童的社会

性发展有积极的影响［１１］。国外研究与之不谋而合，

美国著名心理学家Ｓｙｍｏｎｄｓ、Ｂａｌｄｗｉｎ等人提示，在

宽容民主的家庭氛围中成长起来且被父母接受的儿

童，一般都表现出积极的亲社会行为，他们社会性认

知水平高、情绪稳定、情感丰富、富有同情心。

由此可见，家庭是幼儿身心健康成长的第一个

生活场所，也是其个性实现社会化的主要场所。父

母的教养方式对学龄前儿童良好情绪情感的养成及

亲社会行为的发展具有重要影响。但从已有研究资

料来看，我国０－３岁幼儿情绪情感研究资料尚存在

不足，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２．幼儿园因素

幼儿三岁以后，他们的活动范围扩大，生活的重

心由家庭转移到了幼儿园。幼儿园比起家庭对幼儿

社会化的影响更有意识、更有目的、更有计划，它可

以通过多种形式的教育活动和手段，将最基本的生

活经验、社会规范和人类所积累的知识经验、技能传

授给下一代，这对加速幼儿的社会化进程具有重要

影响［５］。研究表明，幼儿园的物质环境（包括活动空

间的设计、活动材料的投放、户外活动场地的安排

等）对儿童认知和行为的发展具有重要影响。同时，

幼儿园的精神环境也是幼儿社会性发展更为重要的

一个影响因素，颜洁（１９９７）、杨伟鹏（２０１３）等人通过

研究证实［１２－１３］，幼儿园精神环境有利于幼儿社会性

情感、交往行为和个性的健康发展。教师与幼儿、教

师与家长以及教师与教师之间友好关系的维持是幼

儿情感、人格及社会性健康发展的保障。由此可见，

教师是影响儿童社会性发展的重要因素，幼儿教师

对幼儿社会性发展的指导在相当大程度上影响、决

定着幼儿社会性发展的性质、方向与水平［４］。许多

研究均表明：教师的期望、教师权威、教师的道德品

质及教师自身特征（如教师的性别、个性、知识经验

等），不仅有助于幼儿良好行为习惯的养成、社会交

往技能的习得，而且有助于培养幼儿积极向上的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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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和健全的个性品质。

由此可见，幼儿园的物质环境和精神环境作为

一种隐性教育资源，每时每刻都在影响儿童的情感

体验和人格发展，对儿童认知、社会性、个性及情感

的发展具有深远影响。

３．同伴因素

同伴关系作为学前儿童重要的社会关系，是其

发展社会能力、提高适应性、形成友爱态度的基础，

对儿童社会性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１４］众多心理学

研究表明：支持性的同伴关系可以培养幼儿良好的

道德品质及积极的社会性情感，发展幼儿良好的社

会适应能力。朱玉红（１９９６）、庞丽娟（１９９７）、李丹

（２０００）等人通过研究得出相似结论
［４，１５－１６］，积极的

同伴交往可以发展幼儿的亲社会行为，加速幼儿的

社会化进程。此外，研究还发现，良好的同伴关系能

够提升幼儿的社会观点采择能力。张文新等人

（１９９９）利用录像观察技术和同伴评定法测定幼儿园

大班的同伴社会互动经验，结果表明，儿童的社会观

点采择能力与儿童的同伴互动经验有密切的联系，

儿童同伴之间的社会互动对儿童社会观点采择能力

的发展有积极影响［１７］。

由此可见，同伴也是影响幼儿社会性发展的重

要因素，随着幼儿年龄的增长、活动范围的扩大，同

伴交往在其生活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对其

社会性发展产生日益重要的影响。

三、幼儿社会性发展的培养策略研究

（一）家庭方面

作为社会结构的最原始单元，家庭扩大了幼儿

和他人交往互动的空间，引导他们不断习得良好的

行为习惯和与人交往的正确方式。众多研究表明，

通过创设和谐友好的家庭氛围、采取民主型的教养

方式、优化家庭结构、更新教育观念，能够有效促进

幼儿情绪情感、道德品质、社会适应性的发展。李幼

穗（２０００）、朱玉华（２００１）等人研究证实
［１８－１９］，创设

民主和谐的家庭氛围，是促进幼儿社会性的有效途

径。此外，要走出儿童社会性培养的生态性危机，为

他们的发展奠定基础，就必须从整体出发，整合相关

的教育资源，优化家庭生态系统，确立促进儿童全面

发展的培养目标子系统，发挥儿童的主动性，多给他

们锻炼和体验的机会，加强移情训练，真正体现社会

性发展的本质要求，开展同步教育，整合各种环境

资源［９］。

综上所述，家长应积极创设和谐的家庭氛围，采

取民主型教养方式，做孩子的良师益友，培养幼儿良

好的道德品质及社会适应能力，激发幼儿自我发展

的主动性，促进幼儿社会性健康可持续发展。

（二）幼儿园方面

幼儿园是微观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幼儿的

影响是直接且深远的。因此，应当充分注意到环境

对幼儿发展的重要作用，通过塑造环境来更好地塑

造人，为幼儿创设温馨、舒适、开放的物质环境和精

神环境。此外，幼儿园还应充分发挥教师在幼儿社

会性发展中的促进作用［１２］。研究发现，教师通过直

接教导、树立榜样、强化、创设环境、干预和矫正、影

响家长等途径，能够有效促进幼儿的社会性发

展［２０］。研究还发现，幼儿园混龄教育能够有效促进

幼儿道德、社会性和亲社会行为的发展［２１］。程彩玲

（２０１０）研究表明，幼儿园在混龄班级构成上要尽量

将其班级规模控制在３０人以内，提供富有层次性的

弹性环境，同时要积极营造如大家庭般的温馨氛围，

高度重视儿童生活活动，并灵活组织混龄学习活

动［２２］。我国独生子女较多，混龄教育有助于独生子

女摆脱“自我中心”，培养他们的亲社会行为，幼儿园

混龄教育的实施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和现实意义。

由此可见，教师应为幼儿创设良好的物质环境

和精神环境，做幼儿学习和游戏的合作者、支持者、

引导者，抓住幼儿一日生活契机实施混龄教育，在生

活中促进幼儿的社会性发展。

（三）同伴方面

研究发现，同伴间的比较、评价和认同促进学前

儿童自我概念的发展，同伴提供的安全感和归属感

促进学前儿童积极情感的发展，同伴交往中获得的

直接经验促进学前儿童社会交往能力的发展［１４］。

幼儿在与同伴游戏的过程中，能够对各种社会角色

进行体验、模仿、认识，提升社会观点采择能力，从而

灵活自如地承担社会角色。李幼穗（２０００）等人进一

步证实了这一观点，通过研究发现，鼓励儿童进行社

会戏剧性游戏，让儿童自己去解决同伴间的冲突，培

养儿童的合作行为，可促进幼儿的社会性发展［１８］。

由此可见，家庭、幼儿园乃至社会应充分关注同

伴关系在儿童早期社会性发展中的作用，鼓励幼儿

通过同伴交往和各类游戏活动，发展社会性交往技

能，获得移情性情感体验和正确的自我概念，促进社

会性的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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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研究的不足与展望

纵观已有研究成果，有关幼儿社会性发展的研

究已积累了许多具有影响力的文献资料，心理学家、

教育学家和社会学家都日益注重研究的实用性，注

重把已有理论成果运用到指导儿童社会性发展的实

践中。研究的观念也有了很大转变，视儿童为自身

社会化发展过程的主体，注重运用系统的观点，将儿

童的发展置于其生活的自然和社会环境中，使儿童

社会性发展的研究表现出生态化、整合化的特点。

这些研究成果也使得家长及教师的教育观念有了很

大转变，使他们逐渐认识到，智育和认知教育仅仅是

学前教育的一部分，社会性及个性的全面发展更应

成为学前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有效地进行社会

性发展教育提供了理论及实践指导。

此外，幼儿社会性发展研究的范围日趋广泛，有

针对某一方面比如亲社会行为、同伴交往、社会性情

绪情感的专门研究，也有多项维度的研究。研究方

法渐趋多样化，注重运用现代化的技术手段，开始将

多种研究手段与研究方法综合并用，大大深化了人

们对于儿童发展的认识，但尚未形成一个完整、统一

的结构体系和理论框架。并且有关儿童社会性发展

的多学科整合研究及多元文化研究方面的资料还十

分有限。此外，从我国教育学家、心理学家、社会学

家关于幼儿社会性发展的研究资料来看，０－３岁婴

儿社会性发展及情绪情感社会化的研究资料十分不

足，缺乏理论以及实证研究。这是我国社会性发展

研究领域中的薄弱环节，与西方国家存在较大差距。

因此，根据已有研究的不足，后续研究应以儿童发展

为基点，进一步扩宽研究视野，运用多样化的研究手

段与方法，从不同学科角度和多元文化领域探索符

合自己国情的研究模式，着力解决上述存在的问题，

促进幼儿社会性发展研究取得突破性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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