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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亲学历及教养方式对学前儿童创造力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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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父母作为孩子的第一任及终身教师(父母及家庭教养方式对子女发展的影响是众多研究者所关注的焦点*长期以

来(父,母亲在家庭中的角色差异造成其学历和教养行为对儿童发展的作用也有所不同*通过对
TT

名学前儿童实施创造性动

作和活动测验(主要由母亲完成家庭基本信息和教养行为问卷(考察学前儿童创造力的发展趋势及父亲和母亲学历,教养行

为对学前儿童创造力的影响及差异*结果发现)

&?$

岁儿童创造力呈
8

型发展(

A

岁是幼儿创造力的下降点!母亲的学历对

学前儿童的创造力的独创性有正向影响!母亲的教养方式不影响学前儿童创造力的发展*

关键词!学前儿童!创造力!教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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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创造力$

U*4,;292;

<

%是指产生新颖的$如独创

的,出乎意料的%和适宜的$如有用的(能随机应变

的%工作成果的一种能力*但对幼儿来说(他们还不

能产生有形的产品或结果(他们更多的是通过变换

移动方式想象,移情,幻想,假想角色尝试多样而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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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 崔梦舒(张向葵)父,母亲学历及教养方式对学前儿童创造力的影响

特的解决问题方式*从这个角度来说(幼儿的创造

力是指幼儿在日常生活里遇到的问题情景中所表现

出的,能产生对幼儿自身来说较新颖的观念或物体

的一种潜在能力*

作为儿童最初的社会化场所(家庭的作用显得尤

其重要*相关研究表明)创造力与家庭环境因素(如

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家庭环境氛围,父母教养方式等

有密切联系*来自高社会经济地位$

/(L2(4L(+(72L

:;,;):

(

/R/

%家庭的儿童比低社会经济地位家庭的儿

童创造力高&

#?!

'

*

/R/

指标通常包括父母的学历,

职业以及收入(其中(父母的学历是
/R/

中重要且

稳定的一个指标(不仅如此(父母的学历往往决定了

家庭能达到的社会地位和获取的资源(根据家庭投

资模型(受教育水平越高的父母(能为孩子提供的社

会资源将越丰富(并创设更优良的生活,学习环境(

从而有助于儿童认知能力的提高*深入分析后发

现(并不是家庭经济地位或父母的学历本身(而是学

历的作用方式是通过教养方式影响儿童的创造力*

接纳性教养能促进子女的创造力&

&?A

'

(采用鼓励的

教育方式有利于创造力&

@

'

*对做出创造性成就及高

科学创造力个体的质性研究也发现)高创造性个体

的父母鼓励子女创造(经常表达赞美,会引导孩子进

入某个领域&

$

'

*

综合以往有关父母与儿童创造力的研究发现(

似乎更注重母亲的学历,母亲$或父母共同%的教养

行为与孩子发展之间的关系*该类研究认为母亲的

学历对孩子个体发展的影响更大(母亲受教育水平

在各项因素中的预测效应居于首位(而父亲受教育

水平的预测性位于第
%

位&

%

'

*然而(随着对父亲在

孩子早期发展中的重视(研究发现中国父母更重视

父亲在管教孩子中的责任&

T

'

(并且父亲的学历和教

育方式对幼儿创造力的影响同样重要&

F

'

*父亲的学

历高有利于儿童的想象力的培养&

#"

'

(父亲行为支持

激发幼儿探究渴望和探究主动性&

##

'

(父亲的温暖理

解正向预测子女创造力(父亲惩罚,严厉则负向预测

子女的创造力&

#!

'

*

综上可以看出(积极的家庭环境是个体创造力

的重要影响因素(但父亲和母亲对儿童早期各方面

发展的影响有所不同*该研究旨在描述幼儿的创造

力的发展轨迹并探索父母双方的学历及其教养方式

对幼儿创造力发展的影响因素(进而在儿童的早期

成长中(为父母提供指导策略(使得儿童在学前期就

能从事自己喜欢的活动(在活动中发现成功的乐趣!

同时帮助他们养成良好的习惯(引导或鼓励探索(激

发好奇心*

二%研究方法

'一(研究对象

研究对象为长春某幼儿园
FA

名
&?$

岁幼儿(最

终抽取有效被试
TT

名(其中男生
&@

人(女生
@"

人(

小班
#T

人(中班
&$

人(大班
#$

人(三岁幼儿
!T

人(

四岁
&"

人(五岁
!A

人(六岁
!

人(平均年龄
A=!#

岁*

'二(研究工具

#=

创造力测量工具

创造力采用
#FT#

年
O(**4+L4

编制的-活动及

行动中的创造性思维.$

OUE^

%通过实验观察的方

法来测量幼儿的创造力*是专为一岁儿童设计的测

量工具(通过四项活动分别测量幼儿创造性思维的

流畅性,独创性和想象力*在形式上(该测试允许幼

儿使用语言和动作来表达自己的想法和反应*另

外(该测验经过近
&"

年的发展(在大量的研究中被

应用(信效度已经得到良好的验证*由于该工具为

记录和编码(故计算本问卷评分者信度为
"=TF!

(表

示信度良好*

!=

父母教养方式

父母教养方式采用郑玉英$

#FT&

%根据
]4*4.(*M

的父母态度量表$

G,*4+;:

0

E;;2;)M4/L,-4

%的修订版(

该量表包括四个分量表(分别为)自信,归因,接纳与

了解*

@

级记分(

#?@

表示从非常赞成到非常反对*

原问卷每个分量表各
F

题(现用问卷每个分量表各

@

题*重测信度
U*(+P,L0bb:,-

J

0,

为
"=F@$

(

_̂ W

为
"=FAF

(信效度良好*本问卷由母亲负责填写*

'三(施测程序

幼儿部分采用个别施测的方法(每个孩子任务

完成时间约为
!"

分钟*具体施测过程)主试将幼儿

领到一间教室(先与幼儿玩热身游戏(缓解幼儿的紧

张情绪(然后进入测试(主试向幼儿提出问题(幼儿

用动作和言语来表达自己的想法(主试观察幼儿活

动表现的同时(记录幼儿的反应*

家长部分采用整体施测的方法(向家长发放问

卷(完成后回收*

三%研究结果

'一(幼儿创造力的特点

幼儿创造力平均分为
@%=%%A

$创造力
f

流畅性

c

独创性
c

想象力%(三个维度得分由高到低依次为

独创性,想象力,流畅性(具体数值见表
#

*

为了了解幼儿在创造力的流畅性,独创性,想象

性三个方面的差异(故而对创造力各维度之间进行

重复测量方差分析(发现各维度间差异显著

$

I

$

!

(

%"

%

f#T=FTT

(

J#

"="#

%(其中流畅性和独创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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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想象性之间差异显著$

;f?@=#&&

(

J

f

#

"="#

g;f?A=&@T

(

J#

"="#

%*

表
#

!

幼儿创造力的基本特点

最小值 最大值 平均值 标准差

流畅性
A=" @%=" #@=@AT F=A&%%

独创性
"=" ###=" !!=&T# !"=@@F$

想象性
$=" &"=" #F=TA@ A=TF!T

创造力
#A=" #T&=" @%=%%A &#=$#F#

!!

众多研究表示(幼儿创造力的发展受年龄影响*

通过单因素方差分析发现(幼儿的创造力在年龄上

差异显著
I

$

&

(

%"

%

f@=AT!

(

J#

"="#

%表明幼儿的创

造力随着年龄增长而变化(见图
#

*

图
#

!

各年龄幼儿创造力平均分分布图

为了进一步了解幼儿各个年龄间差异是否在统

计学上显著(故进一步做事后检验(发现只有三岁和

四岁的幼儿在创造力及其各维度上差异显著$均差

值为
%=&&

(

J#

"="#

%(说明只有
A

岁是创造力发展

的转折点(幼儿的创造力在
A

岁时急剧下降(而
@

岁

在缓慢回升过程*

'二(父%母学历对幼儿创造力的影响

已有研究表明)父母的学历会对幼儿的个体发

展产生重要影响*为了验证这种影响(本研究以父

母学历作为自变量(创造力总分及其各维度的为因

变量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发现)父亲学历对

幼儿的创造力不产生影响$

I

$

A

(

%&

%

f#=$T&

(

J

f

"=#$A

$

"="@

%(只有母亲的学历对幼儿的创造力产

生影响$

I

$

A

(

%&

%

f!=@F!

(

J#

"="@

%(结果见表
!

(

并且主要影响幼儿创造力的独创性*进一步检验发

现(随着母亲学历的升高(幼儿的创造力呈小幅度降

低(而硕士之后(幼儿创造力又反弹增加(并且本科

学历和博士学历抚养的幼儿独创性差异最为显著

$均差值为
!$=A

(

J#

"="@

%*

表
!

!

父%母亲不同学历对幼儿创造力的差异分析

父亲学历 母亲学历

高中或中专 大专 本科 硕士 博士 高中或中专 大专 本科 硕士 博士

流畅性
#T=F #A=!F #&=A$ #%=# !"=A #%=A& #T="@ #!=@@ #A=!% #F=$

独创性
!%=% #T=!F #%=&% !%=$ &T !!=%# !$=T@ #@ !#=%& A#=A

想象性
!"=# !" #F=$& !"=& !#=A !#=#A !"=#@ #F=TA #T !!=!

创造力
$$=%" @!=@% @"=A$ $@="" %F=T" $#=!F $@="@ A%=&F @A T&=!

'三(母亲教养方式对幼儿创造力的影响

由于只有母亲学历对幼儿创造力产生影响(所

以(以下只考虑母亲教育方式对幼儿创造力的影响*

将母亲教养态度与幼儿创造力做相关分析(结果发

现)如表
&

(幼儿的创造力与母亲的教养态度并无

关系*

表
&

!

母亲教养方式与幼儿创造力的相关矩阵

流畅性 独创性 想象性 创造性

自信程度总分
"=""! "=#"" ?"="$$ "="@@

归因倾向总分
?"="A@ "="@F ?"="$# "="#@

接纳程度总分
?"="#T "="F" ?"="!" "="@"

了解程度总分
?"=""F "=#"& "="#A "="$$

教养态度总分
?"="#% "="F% ?"="!F "="@&

四%讨论

'一(幼儿创造力呈
8

型发展

创造力各维度得分由高到低依次为独创性,想

象力,流畅性(具体数值见表
!

(说明幼儿的动作具

有创新性和独特性(而且能根据自己的想象生动具

体地表达很多事物的形态*并且(各维度的得分和

创造力总分的标准差比较大(说明不同幼儿创造力

之间差异很大(尤其在创造力和独创性总分上表现

尤其明显*进一步检验发现(流畅性显著低于其他

各维度(造成此结果的原因可能是由于被试年龄整

体偏低(而幼儿创造力的流畅性与社会经验认知有

关(由于低年龄幼儿生活经验及认知表征的缺乏(造

成其流畅性得分相对其他维度较低*

幼儿的创造力呈
8

型发展(

A

岁是发展的转折

点(幼儿的创造力在
A

岁时急剧下降(而
@

岁在缓慢

回升过程*以往研究也发现了这一发展趋势(但年

龄点不同*

O(**4+L4

$

#FT"

%(

E+M*4N:

$

#FTA

%研究

发现(

&

!

@

岁是创造力发展的高峰时期(

@

岁以后呈

下降趋势*董洁$

#FF%

%,王小英$

!""@

%等也发现(

&

!

@

岁幼儿的发散思维随年龄增长而提高&

#&

'

(但到

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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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
$

岁(其发散性思维的发展却有所降低*

A

岁幼

儿的独创性最高(

@

岁以后开始下降*究其原因(出

现这样的发展特点可能与幼儿认知,语言,动作及情

绪调控能力的发展有关!幼儿自我调控能力的发展

与幼儿园教育中社会化教育内容的不断增多和加

强,教师对儿童的规定和约束也在不断加强有关(导

致幼儿开始对自我行为进行约束(其冲动行为逐渐

减少*但随年龄和入园时间的增长(幼儿不再僵化

地理解和遵从教师和家长对自己行为要求(他们知

道自己创造力的合理释放行为不仅不会受到惩罚(

而且会受到鼓励和表扬*

'二(母亲学历越高的家庭&幼儿创造力越高

母亲的不同学历对幼儿创造力产生的影响不

同(尤其是在独创性方面影响最为显著(而父亲的学

历对幼儿创造力并未产生影响(这与以往的大多数

研究结果是一致的*从遗传角度来说(造成这一结

果原因可能是由于高学历的母亲智力水平较高(由

于基因印记$

D4+(72L27

J

*2+;2+

S

%的存在(母亲通过

3

染色体遗传智力(父亲是通过常染色体表达基因

从而影响子代的大脑和行为&

#A

'

(母亲对智力的影响

在幼儿的认知发展期尤为显著(这为幼儿创造力的

发展奠定了优良的遗传基础*另一方面(从环境角

度来看(由于母亲天性的人格特征和角色定位(母亲

作为幼儿的主要抚养者(与父亲相比(母亲参与到孩

子生活和学习的更多环节(包括情感支持,口语交

流,起居照料,辅助孩子完成功课,艺术和手工艺等*

因而(在与孩子频繁的互动中(母亲自身的素质必然

在潜移默化中影响着子女的素质(尤其是在尚处于

最易被环境塑造的儿童早期(儿童更易受到耳濡目

染的熏陶*

进一步研究发现(随着母亲学历的升高(幼儿的

创造力呈小幅度降低(而硕士之后(幼儿创造力又反

弹增加(其中本科学历的母亲与博士学历的母亲养

育的幼儿创造力差距较大*究其原因(可能是由于

高学历的母亲表现出比低学历母亲更多的不支持行

为和较少的支持行为(她们更想将孩子培养成有作

为的人(对其外在的要求增加(过早的开发孩子的认

知能力(而限制了孩子创造力的发展*但随着学历

进一步增加(博士学历的母亲可能更关注孩子内在

的发展(注重鼓励激发孩子内在潜能(从而促进了创

造力发展*

'三(母亲的教养方式对幼儿创造力的影响不

显著

父母学历是影响幼儿发展的重要背景特征(而

教养方式是家庭环境中的重要过程变量*但该研究

中并未发现相关并不显著(这与以往的研究结果一

致&

#@

'

(造成这一结果的原因可能是)

首先(创造力的发展受一定的先天因素的影响*

已有研究发现创造力及观念流畅性存在一定程度的

遗传性(这种遗传性与多巴胺$

HE

%,

@?

羟色胺$

@

?]O

%神经递质通路上的
&!

个基因约
%""

个多态

性位点有关系&

#$

'

*而学前期儿童的创造力可能更

多的聚焦于创造性人格(比如(好奇心,独立性,自信

心等人格特征(而创造性的思维过程刚刚开始萌芽(

父母对创造力动作的影响并未体现*

其次(由于以往的研究采用的被试对象均为青

少年或大学生(并不是学前儿童(这可能说明家庭对

幼儿创造力影响的关键期并不在
&

!

$

岁(虽然在此

时期经常能见到幼儿异想天开的想法,作品(但这时

期幼儿的创造力可能并未受母亲教养方式的影响(

或者说母亲教养方式的影响并未在此时期显现出

来(真正的影响可能是在认知能力发展的基础上建

立的*

最后(虽然母亲作为幼儿的主要抚养者(但母亲

学历对幼儿的影响不仅仅是通过教养态度单独作用

的(还可能是通过教养态度,父母期待,亲子关系,家

庭氛围等多方面整合影响的结果(这种多因素共同

的影响可能在此次测量中并未显现出来(以后会针

对这种多方面整合的结果进行进一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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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 彭秀春)幼儿文学与幼儿心智发展关系探索

这说明(在寻找的过程中要不断思考(不断改变思维

方式(最好综合自己妈妈的所有特点进行判断(避免

出现差错*

'三(幼儿文学能促进幼儿的情感发展

教育部
!""#

年颁布的-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

$试行%.指出(要从不同角度去促进幼儿情感,态度,

能力,知识,技能等方面的发展*情感的培养排在第

一位&

A

'

*像-白雪公主.,-青蛙王子.这类童话(描绘

出了善良可爱的公主和英俊潇洒的王子(大自然里

美丽的景色(以及最终圆满的结局(这些都有助于培

养孩子的审美情趣(让孩子具有发现美的眼睛和心

灵*童话故事都充满感情色彩(有亲情(友情和爱

情*故事的主人公都是善良美好的(他们会遇到苦

难(遭遇险境(受到恶人们的威胁(甚至是受到巫婆

的诅咒(但是(他们都满怀乐观积极的心态(受到朋

友们的帮助(勇敢地战斗抗争(最终战胜了一切黑

暗(终于过上了幸福快乐的生活*童话故事帮助小

孩的情感发育(故事里的喜怒哀乐会牵引着孩子情

感(孩子的情绪体验会帮助孩子树立正确的价值观(

道德观念*培养孩子的责任意识和正义感(从故事

中得到启发*

孩子是祖国的花朵(是未来的接班人*用优秀

的文学作品对孩子进行教育(使其具有社会道德和

人文素养(培养孩子积极乐观的态度(自尊自立(自

信自强(明辨是非(知荣知耻*用正面的人物形象,

善良品质以及圆满的故事结局来感化孩子(使其对

社会充满希望和爱心(帮助孩子全面发展,健康

成长*

四%总结

幼儿时期是人一生中发展最为重要的启蒙时

期(幼儿文学对幼儿成长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幼儿文

学教育对幼儿心智发展和思想启蒙有着不可替代的

作用&

@

'

*采用具有教育意义的优秀幼儿文学作品对

孩子进行积极的引导(不仅能够激发孩子的求知欲(

培养良好的行为习惯(树立孩子正确的道德价值观(

而且对孩子的后继学习甚至终身发展都有着积极的

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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