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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学习与发展

家庭离异对学前儿童身心影响的个案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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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近年来$我国公民的离婚率呈逐年上升趋势$导致离异家庭中的儿童增多&家庭离异本身对儿童的身心发展颇具意

味&文章通过对幼儿园离异家庭中的两个儿童个案研究$探讨家庭离异对儿童身心的影响$为离异家庭儿童身心正常发展提

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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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经济的发展带动人们的观念在不断更新$

尽管我国一向是世界公认的婚姻家庭最稳定的国

家$但近年来的离婚率却也在逐年上升&民政部最

新公布的.

!"#B

年社会服务发展统计公报/显示%

!"#B

年中国粗离婚率为
!<Sl

$

!""!

年中国粗离婚

率
"<E"l

$

#%

年来粗离婚率逐年攀升+

#

,

&值得关注

的是$离婚并不是一个单一的生活事件$同时会带来

一系列家庭压力体验$甚至引发教育问题&

随着离异现象的增多$离异家庭数量上升$来自

离异家庭的学前儿童也越来越多&某幼儿园大班$

班额
!@

人$其中
S

名儿童来自离异家庭$占到全班

人数的比例为
%"<SZ

&离异家庭儿童父母婚姻破

裂$由家庭解体而导致出现一些特殊现象$这种与一

般完整家庭环境中生活的儿童不同$对学前儿童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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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父母离异)家庭破裂使儿童在最需要父母关爱的

成长关键期失去了完整的父爱或母爱$往往给儿童

带来巨大的冲击和伤害$对其成长和发展影响深远&

一"案例导入

案例一%小
]

$男孩$

@

岁$大班$

!

岁时父母离

异&父母离异的原因为性格不合$

!

岁时
]

就能把

父母吵架的情况描述给老师听&

]

在幼儿园表现异

常$喜欢摸着老师的头发说话$睡着了也不能离开老

师$上厕所也要跟着老师$会不停地问'你好了吗6(

三八妇女节时$老师组织儿童做手工$并要求每个小

朋友给妈妈说一句话$

]

眼睛一直盯着自己做的花

但始终不说话&排儿童节节目时$家长来参加亲子

活动$而他不能在家长面前表现自己$不知道是尴尬

还是不愿意表现$会把奶奶或爸爸赶出去$一旦看到

家长在窗户旁边看$他更不会表演$还会大发雷霆$

问他为什么这样$他讲不出来$就告诉老师%'你把他

们赶出去1 赶出去1(

案例二%小
[

$女孩$

@

岁$大班$

B

岁的时候父

母离异&妈妈告诉她父母离婚的事$但父母对她的

教育持较为开放的态度$'孩子能接受就接受(&有

一天$她主动告诉老师%'晚上爸爸来接我($然后做

手势给老师看$'我爸爸妈妈原来在一起$后来因为

他们俩超级性格不合$所以就分开了$现在不在一起

了$而且永远不可能在一起了$

5'

$永远不可能在一

起了&(

[

每周一)三)五由妈妈带$周二)四)六由爸

爸带$平时在幼儿园会问其他小朋友%'你爸爸妈妈

离婚了吗6 因为我的爸爸妈妈离婚了$我爸爸一个

家$妈妈一个家&(表情表现得很正常$没有情绪上的

波动&

二"家庭离异对学前儿童身心影响研究

家庭离异对学前儿童影响问题$有两种不同的

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家庭离异易导致学前儿童身心

问题!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家庭离异对学前儿童发展

也有一定优势$具体阐释如下%

%一&家庭离异易导致学前儿童身心问题

台湾学者丁淑芳对离异家庭儿童发展进行的研

究表明$学前儿童在不同年龄阶段面对父母离异的

最初两年内的反映呈现不同的特点&对于
">!

岁

的儿童来说$他们会感受到家庭离异带来的紧张)不

安)焦虑和恐惧!对于
%>@

岁的儿童来说$他们往往

会产生一些行为方式或习惯)社会交往方面的问题$

并且爱的丧失感较为严重&可见$家庭离异易成为

学前儿童的身心发展的阻碍因素&首先$家庭离异

易导致儿童情绪不稳定&如被访的幼儿教师反映$

案例一中的
]

情绪表现不稳定$'碰到不高兴的事

就会撕心裂肺地哭(!其次$离异家庭儿童往往依赖

性较强$教师在幼儿园观察得出这样的结论%'教学

活动中比较好动$坐不住)静不下来$需要老师不断

地提醒$自我约束能力不强$喜欢求人帮助$遇到一

点点困难就会马上提出&吃东西的时候$挑剔$想要

别人帮助$典型地依赖别人$典型的小皇帝$希望别

人服务他$所有人都要围着他转(&而针对如何应对

依赖性较强的儿童$教师表示与家庭教养方式有关

系$对
]

来说$'继续跟奶奶吃饭$会继续这样依赖

下去$跟爸爸在一起吃饭可能要好一些(!第三$离异

家庭儿童易存在行为习惯方面的问题$教师反映有

些幼儿'有时候可能会撒谎$如他会自己私下里去小

卖店买个奖状回家欺骗家长$想迎合家长$是为了得

到关注和认可(!第四$离异家庭儿童可能存在社会

交往能力弱的表现$教师反映是'不会招待别人$不

会和别人分享$奶奶从小把东西都给他一个人吃$他

觉得这个东西就是他自己的$他觉得别人应该让着

他$不会和别人分享!在幼儿园交往上一直都不太

好$小中大班都是拽着老师$不和其他小朋友玩(&

另外$由于离异家庭儿童生活在单亲家庭或者

重组家庭中$往往和异性父母一方接触较多$导致缺

失同性父母在性别角色上的示范$在性别角色确认

上出现'男性女性化(或'女性男性化(

+

!

,

&在上世纪

S"

年代$双性化家庭教育理念流行于美国$认为双

性化家庭教育有利于儿童将男性和女性的性别优点

集于一身$符合社会发展对人的素质要求&而家庭

成员关系是否和谐)家庭结构是否完整是影响儿童

双性化的重要因素$离异家庭中的儿童往往缺乏完

整的榜样对象$不利于双性化的发展&

%二&家庭离异对学前儿童发展也有一定优势

传统观点认为离异家庭儿童相比正常家庭儿童

而言存在更多消极情绪和性格)行为缺陷$承认家庭

离异给儿童带来的负面影响&但是$随着社会经济

的不断发展以及人们思想观念的转变$如今我们应

辩证地看待家庭离异对学前儿童产生的影响&首

$@



陕西学前师范学院学报
!"#$

年第
$

期

先$家庭离异必然有背后的原因$研究表明其原因主

要在于家庭冲突或矛盾导致的家庭关系紧张)家庭

教育环境不和谐$而通过离异反而有效地避免了家

庭矛盾的继续恶化$解决家庭冲突$重新协调和梳

理)建立适宜的家庭环境&因此$我们对处于离异家

庭中的学前儿童的身心发展问题的研究并非关注离

异本身$而是关注与离异有关的家庭冲突和矛盾&

其次$有国外相关研究指出$离婚本身远不及社会文

化对离异的负面看法对个体的伤害大+

%

,

$社会文化

是影响离异家庭学前儿童身心发展的因素之一$而

如今年轻父母持更加开放的思想观念)对个人幸福

和发展也愈加关注$如案例一中的
]

爸爸认为'婚

姻就像两个人一起爬山$我一直往前爬$碰到更好的

风景我就选择更好的了(&因此$现代社会的发展营

造了良好的社会文化环境$使离异家庭中的儿童发

展甚至具备一定的优势$已有事实也证明许多离异

家庭的儿童也能坦然接受父母离异的事实$也更加

自强)自主$如案例二中的
[

&

三"家庭离异儿童身心健康发展策略

%一&指导离异家庭父母正确处理亲子关系

布朗芬布伦纳的生态系统理论改变了发展学家

思考儿童发展环境的方式$认为儿童在生理发展)认

知发展)社会性发展等诸多方面的不同都可能归咎

于离婚对儿童的影响&布朗芬布伦纳提出%'环境是

一组嵌套结构$每一个嵌套在下一个中$就像俄罗斯

套娃一样($其中第二个环境层是中间系统$指的是

在微系统中的关系$如儿童所处的家庭)幼儿园和同

伴群体之间的联系或相互关系+

?

,

&例如$对于离异

家庭的学前儿童来说$婚姻关系紧张)缺少配偶支持

的父母相比于有着亲密幸福的婚姻关系)夫妻相互

支持的父母对儿童更缺乏耐心&美国心理学家奥尔

德弗提出'关系需要(的概念$他对马斯洛需要层次

理论进行修正后提出'

XhA

需要理论($指出人类有

三种需要%生存需要)关系需要)成长需要$其中关系

需要是人们对于保持重要人际关系的需要&当学前

儿童成长在离异家庭中$作为家庭关系中最重要的

夫妻关系的破裂会影响亲子关系的发展$因此$在离

异家庭中$家长首先应注重通过多种方式与儿童建

立亲密的亲子关系$只有儿童的世界实现了和谐可

持续成长$才能解除其生态环境的危机+

B

,

&

./+--3)

认为$如果离婚后父母双方能够在抚养

儿童的问题上达成协议$相互支持$那么他们的儿童

会发展得较好&因此$离异家庭父母双方都要对儿

童负责$对儿童保持一致的教养态度&我国婚姻法

规定%'父母与子女间的关系$不因父母离婚而消除&

离婚后$子女无论是由父方或母方抚养$仍是父母双

方的子女&离婚后$父母对子女仍有抚养和教育的

权力和义务(

+

@

,

&离异只能解除夫妻关系$而亲子关

系永远存在&父母应协商好如何和儿童保持联系$

如案例二中的
[

的父母商定每周轮流陪伴子女的

做法是值得学习的&另外$儿童所有的抚养者都不

应在儿童面前互相谴责$如$奶奶不应在儿童面前说

妈妈的坏话$案例一中的
]

与妈妈的接触不多$奶

奶怎么讲他妈妈的坏话他都当听不见$如果讲爸爸

不好他也没什么反应$

]

与父母的关系都比较紧张$

这对
]

的心理发展影响更大&据研究者对某个自

幼来自家庭离异的中年男性进行访谈的过程中发

现$由于父母离异后母亲在单独抚养的过程中一直

在谴责父亲的错误之处$并且要求其与父亲断绝父

子关系$导致他直至成年后都不愿叫'爸爸)妈妈(&

在对幼儿教师进行访问的过程中$被访教师针

对儿童发展的身心特点提出引导离异家庭儿童健康

成长的有效方式%首先$教师要引导儿童认识到父母

的离异并不代表对自己爱的缺失$让儿童理解父母

的做法$不要强化儿童觉得自己'很可怜(的观念!其

次$应在家园交流的过程中$指导家长不要把离婚两

个字挂在嘴上$要形成合力)确定好具体陪伴儿童的

时间$并且做到多带儿童去户外游玩$迁移儿童的注

意力!另外$家长还应配合幼儿园指导儿童学会分享

和交往$生活上要像正常儿童一样对待$不要觉得亏

欠儿童而溺爱儿童$不要包办或放任等&

%二&呼吁全社会重视离异家庭儿童教育

从全世界范围来看$许多国家的离婚率都要高

于我国$但我国因为受传统文化影响较深$离婚率的

逐年攀升也引起了全社会的重视&有专家指出%一

个离异家庭的儿童$从社会上获得的有可能是同情$

也有可能是歧视&在对某初中生进行访谈时该生说

出%班上每个学生都知道哪些同学来自离异家庭$并

为离异家庭的同学感到'悲哀($认为他们'怎么学也

学不好(&研究表明父母离异对子女的影响与青少

年犯罪没有直接的因果联系$但两者存在一定程度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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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正相关&对于学前儿童来说$其所处的年龄阶段

决定了对离异事件的认识不清$辨别能力不强$因

此$更需要全社会的重视和帮助$离异家庭教育应成

为个人因素和社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首先$对离异家庭儿童的教育应从对父母的教

育开始&有关调查显示$离异家庭中的父母大多数

是工人)个体户或全职妈妈$在这些家庭中$家长往

往过于强调个人价值的实现$而忽视了家庭教育的

功能&因此$可以通过社会力量影响家长的观念$

如$社区可以开办家长学校$通过邀请教育专家讲座

等方式不断提高家长的思想素质$引导家长正确处

理和儿童之间的关系$加强对儿童教育的责任感&

另外$各地方团体学会等也应将离异家庭儿童教育

作为研究问题之一$广泛而深入地开展相关专题研

究$直接或间接指导家长和幼儿教师开展适宜的

教育&

其次$幼儿园应承担对学前儿童开展'爱的教

育(的责任&作为基础教育的起点$幼儿教师在面对

离异家庭的儿童时$往往更能走进儿童的内心&被

访的幼儿园
A

老师说%'因为我对
]

的关注也比较

多$他
%

岁时就能把父母吵架的情况描述给我听$还

曾经问我4你为什么不能留下来陪我过端午节$你为

什么不能留下来做我的妈妈60(可见$教师对儿童的

影响是潜移默化的&在幼儿园$幼儿教师应做到关

注离异家庭儿童各方面表现$并注意在集体活动尤

其是亲子活动时配合儿童$弥补可能存在的父母缺

失的影响!还应注意发挥班集体的作用$注重为离异

家庭儿童营造同伴交往机会$让儿童充分体会到集

体的温暖和友谊&

%三&充分重视和发挥正面教育力量

在我国的传统道德认识中$离异一直被视为是

不道德的事$成为人们忌讳提到的话题&在对诸多

儿童阅读材料的分析中发现$大多数阅读内容都为

儿童营造出一种家庭幸福)父母恩爱)童年有趣的想

象空间$由此也可见家庭离异往往是受到回避的)给

儿童带来很大压力的事件$并且许多离异家庭为避

免给儿童造成的伤害而故意隐瞒离婚事实$对于认

知能力不成熟的学前儿童来说$往往会表现出最为

明显的抑郁$他们不能理解父母离婚的原因$如果他

们认为自己对家庭的破裂多少有些责任的话$就会

产生罪抑郁+

?

,

&因此$应全面发挥正面教育的力量$

在社会环境中形成'让离婚真正成为公民的自由(的

观念$社会理论和实践工作者应积极宣传$引导社会

以正面而积极的态度看待离异家庭$避免离异家庭

儿童产生错误认知&

家庭离异必然会对儿童教育产生不利影响$但

家庭完整也并不是儿童成长和成功的必要条件$教

育子女的关键是父母自我意识和教育意识的完

善+

B

,

$是对教育责任的主动承担$并应注意避免将婚

姻失败带来的沮丧情绪宣泄在儿童身上$而应注重

正面教育&在调查中发现$尽管离异家庭儿童存在

各种问题表现$但同时也存在一些值得肯定的地方$

如案例一中的
]

比较有爱心$教师反映说%'如果看

到别人有困难$

]

会把自己存的钱捐给别人$看到别

人没有笔$他宁肯自己不用也会借给别人(&作为家

长和教师$都应注意采取正面教育的手段$多鼓励儿

童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以使儿童体验成就感$从而

促进其社会责任感的发展&但应区分鼓励)奖励和

表扬的区别$充分发挥鼓励的有效功能&

综上所述$积极的成长环境有利于学前儿童的

健康成长$具有重要意义+

$

,

&家庭离异对学前儿童

身心发展影响的研究应尝试做出积极的解释$使学

前儿童或社会能从中获得积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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