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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责任心作为幼儿心理健康的基本要素(是幼儿重要的心理品质之一(也是幼儿个性,社会性品质的重要组成部分*本

研究从幼儿责任心的内涵与结构,影响因素以及培养策略等方面进行梳理,总结与评价(发现在测量工具和实证研究等方面

有待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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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心被认为是积极的人类价值观(一个人责

任心的缺失会对其自身的道德发展以及社会性发展

产生严重阻碍和不良影响*幼儿期在儿童人格和社

会性发展中有着独特的地位(责任心的培养是幼儿

个性发展和人格健全的关键*无论是家庭,学校,社

会(还是幼儿自身都应该重视责任心的培养和其对

幼儿发展的意义和价值*本研究梳理我国幼儿责任

心的研究现状(探析出我国幼儿责任心相关研究的

问题与不足(以期对未来我国幼儿责任心的研究发

展有所裨益*

一%幼儿责任心相关研究

'一(幼儿责任心的内涵

学术界目前对幼儿责任心的内涵主要是从心理

学和伦理学两个方面进行界定*朱智贤$

#FTF

%将责

任心概括为一个人对其所属群体的共同活动,行为

规范,以及他所承担义务的自觉态度(责任心包含三

种成分)认识,责任感和负责行为*

&

#

'张莉$

#FF&

%认

为责任心是指"个体对人或事明确自己的责任并努

力尽责的一种心理品质*责任心这种品质(反映了

责任人对所负责任内容的深刻认识和责任人对有关

事物认真的态度倾向#*

&

!

'蔡敏力$

!"##

%将责任心概

括为一个人应该完成其所处的社会地位和所扮演的

社会角色赋予他的事情和后果的一种认识,情感体

验和心理倾向*

&

&

'王健敏等$

#FF$

%认为责任心是儿

童心理健康的基本要素之一(是个体在社会交往中

对其自身的社会角色以及义务的认知和情感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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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伦理学角度来看(责任心表明个人在面临道

德要求时所持的态度(是一种和使命,职责,任务相

关联的心理状态*而在这一方面(幼儿责任心又常

常被描述为责任感(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体现幼儿责

任心的发展状况*林崇德$

!""&

%将责任感定义为人

在道德活动中(对自己完成道德任务的情况所持积

极主动,认真负责的态度而产生的情感体验(反映个

体对承担任务负责的积极情绪体验和明确归因*

&

@

'

刘飞和刘义$

!""$

%认为责任感是个体对自身在人类

社会发展中所承担的责任的一种意识(对自己在道

德活动中完成道德任务的情况是否满足的道德

判断*

&

$

'

一个人的责任心是内化群体共同活动中的社会

行为规范和价值观而形成的*因此(幼儿责任心是

一个复杂的多维系统(与自我,他人,集体,家庭,社

会等方面密切相关(是多个相互关联维度的整体*

后续研究可以从教育学,心理学,管理学,哲学等不

同学科角度更深入地挖掘幼儿责任心的深刻内涵*

'二(幼儿责任心的构成

基于责任心这一衡量指标(学术界探索了幼儿

责任心的构成维度*例如姜勇,庞丽娟$

#FFF

%在其

所编制的幼儿责任心发展问卷中探讨了幼儿责任心

的维度构成(把幼儿责任心分为自我责任心,他人责

任心,集体责任心,任务责任心,承诺责任心和过失

责任心六个维度*

&

%

'李洪曾$

!""!

%把幼儿责任心分

为对集体的责任,对个人的责任,对家庭的责任,对

社会的责任四个维度*

&

T

'韩露,曾彬$

!"#@

%在编制的

&

岁
?$

岁幼儿责任感家长问卷中认为幼儿责任感

包括对自己的责任,对同伴的重任,对家庭的责任,

对社会的责任四个维度(这与李洪曾的分类方式具

有高度的相似性*

&

F

'吕园,曾彬$

!"#@

%将幼儿责任感

分为自我责任感,他人责任感,任务责任感,集体责

任感和过失责任感五个维度*

&

#"

'

总的来说(关于幼儿责任心维度的各种分类方

式具有一定的相似性(但又各有侧重*虽然共同的

只有自我这一维度(但是彼此之间又有互相交叉和

重叠的部分*幼儿责任心综合起来看主要包含自

我,他人,集体(任务,家庭,社会,同伴,承诺和过失

这九个维度*

'三(幼儿责任心的影响因素

责任心作为一种重要的非智力因素影响着幼儿

的学习和发展(其形成与发展是主观因素和客观因

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有关幼儿责任心发展水平影响

因素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

家庭因素

幼儿最初的责任心意识始于家庭*父母对幼儿

一生的发展产生的影响最早也持续最久*王丽新

$

!""!

%认为(民主型家庭能够积极促进幼儿责任感

的培养*

&

##

'李洪曾$

!""!

%发现(父母的年龄和学历

能够有效预测子女责任心的发展水平(其中母亲的

年龄和学历的影响高于父亲的影响*

&

T

'刘闯,杨丽珠

$

!""%

%等发现(父母教养方式对幼儿责任心的发展

至关重要(民主型父母的教养方式对幼儿责任心的

发展产生积极影响(而溺爱型,放任型,专制型及不

一致父母教养方式对幼儿责任心发展产生消极影

响*

&

#!

'由此可见家庭因素对幼儿责任心的发展影响

深刻(父母的言行举止,道德素养,家庭教育观等都

会直接影响幼儿责任心的产生和发展*家庭教育是

幼儿责任心培养的重要途径之一(应充分利用和挖

掘(以促进幼儿责任心的健康发展*

!=

同伴因素

随着幼儿年龄的增加和认知能力的提高(其活

动范围逐渐扩大到家庭以外(同伴交往逐渐成为儿

童交往的主要方面*同伴作为幼儿成长中的重要他

人(因其经验与能力,兴趣与情感等方面的相似性(

以及地位的平等性(很容易在交往的过程中对幼儿

责任心的形成和发展产生直接的影响*它对幼儿获

得社会价值,培养社会能力以及塑造和发展健康人

格都是必需的(具有独具特色的不可替代性*

&

#&

'吕

园,曾彬$

!"#@

%发现(幼儿责任感在总体水平上与同

伴交往能力存在显著的正相关(除了自我责任感与

社交障碍不存在显著性相关外(幼儿责任感的其他

方面与同伴交往能力各维度均存在显著相关*

&

#"

'

已有大量研究成果表明(同伴因素对幼儿责任

心的发展水平影响显著*良好的同伴关系(能够使

幼儿产生良好的安全感和归属感(使其情绪经常处

于愉悦和稳定的状态之中(有利于幼儿社会性品质

尤其是责任心的发展*

&=

教师因素

教师作为幼儿的重要他人(其对待幼儿的态度,

方式和行为通常成为幼儿责任心形成和发展的重要

线索*一方面(教师作为专业工作者(在幼儿心目中

更具权威性(较之父母对子女影响的零散性,随机

性,偶然性(教师对幼儿的影响更具有系统性,确定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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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和持久性*因此(幼儿更易接受教师对其观念和

行为的要求*另一方面(教师对待幼儿的行为直接

影响幼儿在学习,活动,同伴交往中的表现*教师的

儿童观,教育观以及其本身的责任心水平都会对幼

儿责任心的发展产生重大影响*但是在已有的研究

中(对教师因素等方面的相关研究相对较少(例如姜

勇和陈琴$

#FF%

%通过实验研究发现(教师和同伴对

中班幼儿影响远大于家长对其的影响(因为在幼儿

园后期(幼儿心目中的权威人物已由家长转向了

教师*

&

#A

'

已有研究表明(教师通过有意识地设计教育活

动(可以有效地培育幼儿的责任心*要充分重视游

戏对幼儿责任心发展的意义和教育价值*在教学过

程中充分利用游戏等教育活动可以有效促进幼儿责

任心的健康发展*

A=

年龄因素

幼儿心理品质的发展离不开生物成熟因素的影

响(是一种从逐渐内化的过程*康丽$

!"#A

%认为幼

儿责任心发展在年级上存在显著差异(责任心随着

年级的升高而升高*

&

#@

'赵辉$

!"#A

%发现(幼儿的责

任心水平随着年龄的增高而逐渐提高(年龄越大责

任心越强*

&

#$

'杨丽珠,金芳$

!""@

%发现(中班是幼儿

责任心培养的关键时期*

&

#%

'

由此可见(幼儿责任心的发展水平是随着年龄

的增大而逐渐增高的*已有研究表明(中班幼儿心

理理论的快速发展(是其责任心快速发展的重要保

证*由于中班是幼儿责任心发展的关键期(此时加

强对幼儿的道德教育(尤其是责任心的培养显得尤

为重要*

二%培养幼儿责任心的相关研究

责任心作为幼儿心理健康的重要因素(其培养

策略的研究相对较多*胡中天$

#FF@

%认为责任心的

培养具有阶段性(采用不同的培养方式应对不同阶

段*

&

#T

'刘国华$

#FF$

%指出角色扮演是培养幼儿责任

心的有效途径*

&

#F

'丁晓梅$

!"#"

%指出(榜样示范作

用在幼儿责任心的培养中起着重要作用*

&

!"

'肖明

$

!"##

%认为(可以通过日常生活,教学和游戏,家园

合作,成人榜样示范等途径培养幼儿责任感*

&

!#

'栗

怡$

!"#!

%尝试通过"故事中心课程#(设计可融于幼

儿园实际教育情境的活动方案(促进幼儿责任心的

发展*

&

!!

'石庆丽$

!"#&

%主张通过具有主体实践性和

直接体验性的体育教学活动(在潜移默化中培养幼

儿责任心*

&

!&

'任晓$

!"#A

%强调利用绘本阅读符合幼

儿身心发展的特点(创设轻松趣味的学习氛围(增加

亲子交流(从而促进幼儿责任心的培养*

&

!A

'

通过设计幼儿园活动培育和发展幼儿的责任

心*

&

&

'刘云艳$

!"##

%设计实施"故事中心课程#促进

幼儿责任心的发展*

&

!@

'

由此可见(幼儿责任心的培养不可或缺*虽然

幼儿责任心发展具有阶段性(但是幼儿的学习方式

具有共性(即通过模仿他人来获得自己的心理品质

和行为模式*因此(角色扮演,绘本阅读等是通过模

仿故事中榜样的行为来促进幼儿责任心的形成的*

三%幼儿责任心的研究不足与展望

'一(研究对象片面

目前关于家庭对幼儿责任心的影响研究尚未区

分家庭类型(缺乏对特殊家庭诸如单亲家庭,留守家

庭,贫困家庭以及对独生子女家庭的责任心研究*

只是从整体上探讨家庭诸如亲子关系,家庭教育方

式对幼儿责任心的影响(使得研究结果的情景适用

性降低*

'二(培养策略单一

已有文献关于培养策略的研究都是以幼儿园为

主体开展的教育教学活动(缺乏落实到日常家庭生

活和社区生活的有效策略*以往研究忽略了作为幼

儿重要他人的父母在培养儿童责任心方面所应扮演

的重要角色*与此同时(目前研究没有涉及社区中

如何展开培养责任心的具体措施*

'三(测量工具不足

目前适合我国幼儿责任心评定的测量工具存在

严重不足(对幼儿责任心的测量大多使用庞丽娟和

姜勇$

#FFF

%编制的-幼儿责任心发展问卷.和李洪曾

$

!""!

%编制的-幼儿责任心问卷.*

&

%?T

'近几年也有

研究者进行了有效尝试(例如韩露,曾彬$

!"#@

%编制

了-

&

岁
?$

岁幼儿责任感家长问卷.(把幼儿责任感

分为对自己的责任,对同伴的重任,对家庭的责任,

对社会的责任四个维度(丰富了可用于幼儿责任心

测量的有效工具*

&

F

'吕园,曾彬$

!"#@

%也尝试编制了

-欠发达地区幼儿责任感调查问卷.(可以作为欠发

达地区幼儿责任心的测评工具*

&

#"

'但总体来说(幼

儿责任心的测量工具相对不足(且普适性不高(我国

又存在着城市和农村(发达地区和不发达地区等差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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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需要研究者不断地进行开发和编制(以期制定出

更多具本土化的幼儿责任心测评工具*

'四(实证研究缺乏

目前有关幼儿责任心培养策略的研究主要以思

辨性的经验总结为主(或者以问卷调查的结果提出

的相关培养策略(较多受到个人主观因素的影响(缺

乏切实有效的实验数据支撑(更没有验证培养策略

的有效性*

'五(展望

根据已有研究的不足(后续研究则需要区分不

同家庭类型(更全面的探讨家庭因素对幼儿责任心

的重要影响*同时(从不用视角寻求提高责任心的

培养策略(以便幼儿可以真正将责任心内化为自身

的心理品质中*家庭教育是十分重要的培养途径之

一(家长在对幼儿的责任行为提出严格要求的同时(

也必须认真监督(对孩子的积极行为予以肯定(对其

消极行为应及时给予适当的指导和纠正*同时(还

要主动与学校,社区进行合作(共同培育幼儿责任

心*另外(要着力开发幼儿责任心的测量工具(增加

其普适性(更要考虑到地区差异(尽量使研究做到本

土化*鉴于已有研究缺乏自然实验的特点(应倡导

研究转为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相结合的方向(尤其

是直接观察幼儿发展变化的现场实验研究*还要根

据幼儿责任心发展的年龄特点和性别差异(循序渐

进(合理把握责任心发展的关键期(以保证幼儿的身

心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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