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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文章以廊坊市
#

所幼儿园
!%"

名幼儿为被试$使用问卷调查法考察幼儿说谎行为的发展特点及其与家庭环境的关系&

研究结果发现%幼儿说谎行为无年龄及性别差异!家庭环境的娱乐性能负向预测幼儿说谎行为$即家庭娱乐性水平越低$幼儿

说谎越多!幼儿性别在家庭环境成功性与说谎之间起到调节作用$成功性程度越高$预示男孩说谎越多$而对女孩说谎则无预

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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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提出

说谎"

,

;

1*

O

#究其本质$是通过言语或非言语的

方式$有目的地隐瞒或伪造有关事实或情绪的信息$

以诱导他人形成或维持一种沟通者本人认为是假的

信念$无论成功与否$均可被看作说谎+

#

,

&

虽然说谎是幼儿生活中的一种常见现象$但为

何有些幼儿说谎少有些说谎多6 即影响幼儿说谎的

因素有哪些6 以往研究主要从两方面考察这个问

题%第一$幼儿自身特征与说谎行为的关系$如$探讨

说谎行为与心理理论+

!

,

)执行功能+

%

,的关系!第二$

环境因素与说谎的关系$如$说谎与教养方式+

?

,

)家

庭功能+

B

,

)榜样行为+

@

,等的关系&

生态学理论指出儿童心理与行为的发展变化是

微系统)中系统)外系统和宏系统相互联系)共同作

用的结果&其中$微系统指影响个体最直接的生活

环境$如家庭)社区等+

$

,

&家庭是幼儿早期生活的重

要场所$是其社会化的开端&因此$在对幼儿说谎发

生机制的探讨中研究者更多地把关注点放在家庭环

境上&以往研究发现$父母拒绝)惩罚及溺爱行为

多)幼儿说谎行为多$父母温暖则幼儿说谎少+

S

,

!父

母教养方式一致性低$幼儿说谎多+

E

,

!父母榜样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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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幼儿说谎呈正相关$父母说谎多则幼儿说谎多+

@

,

!

家庭功能的发挥效果对幼儿的说谎也有影响$即家

庭行为控制和情感卷入程度越高$幼儿说谎越少+

B

,

&

已有研究发现家庭相关因素的实施因幼儿的性别不

同而存在差异&对于女孩$父母情感温暖和理解行

为较多$而对于男孩则是干涉)拒绝与否认行为较

多+

#"

,

!或者父亲对儿子的拒绝行为多$母亲对女儿

的拒绝行为多+

##

,

&以上结论虽存在差异$但表明幼

儿的性别与家庭相关因素存在相互作用&以往研究

考察了教养方式)父母榜样行为等与幼儿说谎的关

系$但其多探讨的是家庭系统中单个因素与幼儿说

谎的关系$鲜有研究将家庭作为一个完整系统来考

察其对幼儿说谎的影响&

基于此$本文将使用问卷调查法探讨幼儿说谎

与家庭环境的关系$幼儿性别在家庭环境与说谎行

为间的作用&

二"研究方法

%一&对象

从廊坊市
#

所幼儿园选取
!%?

名幼儿作为被

试&其中$

%

岁组
@#

人"男孩
%B

人$女孩
!@

人#$平

均年龄
%<"#

"

.Gi"<!!

#岁!

?

岁组
SE

人"男孩
B%

人$女孩
%@

人#$平均年龄
?<"B

"

.Gi"<%%

#岁!

B

岁

组
S"

人"男孩
??

人$女孩
%@

人#$平均年龄
B<??

"

.Gi"<?E

#岁&

%二&工具

#<

幼儿说谎问卷

本研究使用董会芹等人修订的幼儿说谎问

卷---家长评定版+

B

,测评幼儿说谎行为$共
E

个项

目$内部一致性为
"<SS

&其中
$

项测评幼儿日常生

活中的说谎表现$

!

项为干扰项目&问卷采用
B

点

记分法$'从未发生(记
#

分!'很少发生(记
!

分!'有

时发生(记
%

分!'经常发生(记
?

分!'总是发生(记

B

分&

!<

家庭环境量表

HX.> =̂

+

#!

,是由费立鹏等人$在
['99

编制的

家庭环境量表"

HX.

#的基础上改编而成&该量表由

亲密度)情感表达)矛盾性)独立性)成功性)知识性)

娱乐性)道德宗教观)组织性和控制性共
#"

个因子

组成$

E"

个是非题&

E"

个项目根据所做的选择结果

来评分$如果选择'是(评'

#

(分!如果选择'否(评'

!

(

分&该量表各个纬度内部一致性信度范围从
"<@%

到
"<E!

&

%三&施测及数据处理工具

由研究者作为主试$把幼儿编号后将问卷统一

发放给家长$本研究对幼儿说谎)家庭环境的调查均

采用家长报告法$可能会存在共同方法变异导致的

共同方法偏差&研究者一般采用程序控制和统计控

制两种方式来修正共同方法偏差+

#%

,

&由于统计控

制方法的主要功能是检验共同方法的偏差程度$并

不能真正的提供统计修正功能+

#?

,

&因此$本研究采

用程序控制法%使用反向题以及匿名测评&后期采

用
9

I

99!#<"

进行数据的分析处理&

三"研究结果

%一&幼儿说谎行为的一般特点

分别以性别和年龄为自变量$对幼儿说谎进行

方差分析&结果显示%性别主效应"

H

"

!

$

!!?

#

i#<EE

$

I

%

"<"B

#)年龄主效应"

H

"

#

$

!!?

#

i"<%S

$

I%

"<"B

#以及

年龄和性别的交互效应"

H

"

!

$

!!?

#

i#<E"

$

I%

"<"B

#均

不显著&

为了更准确地了解不同说谎程度与家庭环境各

维度的关系$首先$把幼儿说谎问卷的得分相加$总

分作为幼儿说谎的指标值$得分越高$说明说谎越严

重!然后$以平均数"

#%<!!

#上下一个标准差"

%<$!

#

为划分标准$将被试说谎行为分为高"高于平均数一

个标准差#)中"位于平均数正负一个标准差之间#)

低"低于平均数一个标准差#三组$即高说谎组)中说

谎组)低说谎组&说谎平均分)标准差详见表
#

&总

体而言$全体幼儿中低说谎组幼儿为
?"

人$为总数

的
#$<?Z

!中等程度说谎组的幼儿为
#?E

人$为总

数的
@?<SZ

!高程度说谎组的幼儿为
?#

人$为总数

的
#$<SZ

&该结果说明说谎是幼儿期的一种普遍

现象$也证实本文研究的必要性&

表
#

!

说谎行为的平均数和标注差%

[j.G

&

%

岁组
?

岁组
B

岁组 总体

男
!<""j"<@?!<"Sj"<@$!<"Bj"<?S !<"Bj"<@"

女
!<#Bj"<B?#<S#j"<@!#<E?jB"<B%#<EBj"<BS

总体
!<"$j"<@"#<E$j"<@@!<""j"<B" !<""j"<BE

%二&幼儿说谎行为与家庭环境的关系

家庭环境的
#"

个因子与幼儿说谎的相关分析

见表
!

&从相关分析的结果来看$除娱乐性和矛盾

性两维度与幼儿说谎行为相关外$其他维度与幼儿

说谎行为均不存在相关关系&其中$幼儿说谎与娱

乐性呈显著负相关$与矛盾性成显著正相关&即家

庭环境的矛盾性越高)娱乐性水平越低$则幼儿说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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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越多&

表
!

!

幼儿说谎与家庭环境各维度的相关分析

亲密度 情感表达 矛盾性 独立性 成功性 知识性 娱乐性 道德宗教 组织性 控制性

[ >"<S$ >"<%B >@<@? >@<B% >@<"# >#<$$ >"<BS >!<E$ >!<B@ >"<?$

.G #<!E #<BE #<SE #<%" #<$@ !<?? !<@# #<%E #<S" #<S"

说谎
>"<"$ >"<## "<#%

&

"<"? "<"B >"<#" >"<#E

&&

>"<"$ >"<"E >"<"?

!!

注%

&

F

'

"<"B

$

&&

F

'

"<"#

$

&&&

F

'

"<""#

$下同&

%三&性别的调节作用分析

采用分层回归分析的方法考察幼儿性别在家庭

环境与说谎之间的调节作用&为控制背景变量的影

响$先将年龄纳入回归方程作为控制变量$建立模型

一!第二层将家庭环境各维度和性别"对性别进行虚

拟编码$男孩为
"

$女孩为
#

#纳入回归方程"均采用

强迫进入法#$建立模型二)三!第三层将中心化的自

变量"家庭环境各维度#和调节变量"幼儿性别#的乘

积项作为自变量纳入回归方程$建立模型四&然后

分析第二)三步自变量进入回归方程后方程解释率

的变化程度&为避免共线效应$将家庭环境
#"

个因

子与性别的乘积依次纳入回归方程$建立模型
?+>

?

J

&"回归分析结果见表
%

)

?

#

由表
%

模型
!

的结果显示$将家庭环境各维度

纳入方程后
(

h

!变化显著$这说明家庭环境对幼儿

说谎有预测作用&模型
!

显示娱乐性因子"

:i

>!<$%?

$

I

i"<""$

'

"<"#

#回归系数显著$这揭示

娱乐性能显著负向预测幼儿说谎行为$即娱乐性水

平越低$幼儿越容易说谎&

表
%

!

说谎行为对家庭环境的回归分析

模型
#

模型
!

模型
%

第一步%控制变量

年龄
>"<"E% >"<"$$ >"<"$E

第二步%主效应

亲密度
"<"@# "<"@"

情感表达
>"<"S% >"<"S#

矛盾性
"<#!% "<#!%

独立性
"<"!S "<"%!

成功性
"<#"% "<#"$

知识性
"<"B# "<"B!

娱乐性
>"<!#S

&&

>"<!""

&&

道德宗教
>"<#"$ >"<#"E

组织性
>"<"@# >"<"B$

控制性
>"<"#$ >"<"#E

第三步%调节变量

性别
>"<"??

h

!

"<""E "<"ES "<#""

(

h

!

"<""E "<"SE "<""!

(

H #<ES%

!<#B!

&

"<?B%

表
?

!

性别在说谎行为与家庭环境之间调节效应的检验

模型
?+ ?Q ?K ?L ?3 ?- ?

O

?/ ?1 ?

J

第四步%调节效应

性别
k

亲密度
>"<"S?

性别
k

情感表达
"<"%#

性别
k

矛盾性
>"<%BS

性别
k

独立性
>"<%B#

性别
k

成功性
>"<B"$

&

性别
k

知识性
"<"$#

性别
k

娱乐性
"<#!%

性别
k

道德宗教
>"<"%?

性别
k

组织性
>"<"EE

性别
k

控制性
"<"B%

h

!

"<#"% "<#"" "<#"S "<#"? "<##E "<#"! "<#"E "<#"" "<#"! "<#"#

(

h

!

"<""? "<""# "<""E "<""B "<"!" "<""% "<""E "<""" "<""% "<""!

(

H "<SE? "<#%" !<"EB #<#!? ?<S""

&

"<@#E !<#$! "<"?! "<@$% "<%SB

!!

由表
?

模型
?

结果显示$幼儿性别在家庭环境

成功性间起调节作用&通过简单斜率分析性别的调

节作用$结果显示%家庭环境成功性能显著正向预测

男孩说谎行为$其对女孩说谎没有预测作用$详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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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

图
#

!

幼儿性别在家庭环境成功性和

说谎行为之间起调节作用

四"讨论

%一&幼儿说谎行为与家庭环境的关系

相关分析表明$家庭环境的娱乐性特征与幼儿

说谎行为呈显著负相关$家庭矛盾性因子与幼儿说

谎行为呈显著正相关&也就是说$家庭成员间公开

表露愤怒和矛盾的程度越高)参与娱乐活动的机会

越少$幼儿说谎行为越多!反之说谎行为越少&这与

顾丽萍等人+

#B

,的研究结论一致&这可能是出于对

矛盾和攻击的畏惧心理$幼儿选择说谎来化解矛盾

以保护自己!同时$幼儿期想象力处于发展中$具有

想象容易与现实混淆的特点$家长由于不了解幼儿

的这一特点就将其归为'说谎($而在游戏等娱乐性

活动中幼儿可以将这些不符合现实的奇思妙想发挥

出来$若家庭娱乐性活动较少$幼儿只能将其掺杂与

现实生活中&

%二&性别的调节作用分析

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家庭环境的娱乐性能够显

著负向预测幼儿的说谎行为&该结果表明$若幼儿

的好奇心)好动心和游戏心等能够在游戏等活动中

得到释放$那么$幼儿就不需要通过说谎等方式来满

足自己的需求!若幼儿的活动需求未能得到满足$那

么只能寻找方式来满足该需求&

分析家庭环境可以发现$幼儿的性别可以调节

家庭环境成功性和说谎行为关系$家庭环境的成功

性能负向预测男孩的说谎行为$但对女孩说谎没有

预测作用&这可能是由于%一方面$男孩从小比较独

断)好胜$而女孩不如男孩那样好胜和富有竞争性有

关!另一方面$何淑华等研究表明$高成功性水平虽

然能激起幼儿的表现欲望$但是在这种高唤醒状态

下$男孩的自律性程度较女孩低+

#@

,

&因此$一旦活

动没有取得成功$男孩更容易选择说谎来维护自尊&

幼儿的心理和行为的发生发展受到诸多因素的影

响$具体到幼儿说谎行为$其发生发展受家庭环境与

幼儿性别的相互作用的影响&该结论为生态系统理

论的发展提供了实证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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