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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为了解父母的头胎性别,焦虑,孤独心理对其生育二胎意愿的影响!以/二胎意愿调查表1,/

8S\E

孤独量表1,/状态

A

特质焦虑量表1为调查工具!对分层抽样选取的
$F

名独生子女的父母进行问卷调查#研究结果发现"$

#

%父母在二胎意愿上

都稍偏向于不生二胎且头胎性别为男孩时!父母对二胎意愿多持否定态度!而头胎为女孩时!父母多倾向于生二胎#$

!

%特质

焦虑对母亲的二胎意愿有影响!但总的来说!焦虑程度越高!父母对二胎意愿越持否定态度#孤独程度越高!父亲对二胎意愿

越持肯定态度#$

&

%头胎为男孩!父母焦虑程度高!头胎为女孩!父母孤独程度高#$

B

%父母的状态焦虑分数越高!特质焦虑分

数也就越高&母亲的焦虑分数越高!孤独分数也就越高#

关键词!焦虑&孤独&头胎性别&二胎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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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公报指出"促进人口均衡

发展!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政策*

#

+

#

政策出台后!对二胎意愿的调查发现存在二胎生育

意愿低的问题#就世界范围来看!理想子女数减少

是现代化社会普遍发生的一种趋势#

*

!

+通过对中国

综合社会调查$

SD//

%

!"#!

年的数据研究发现!头

胎性别可以影响父母的二胎生育意愿!独生男孩对

父母的二胎生育意愿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

&

+

!这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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晓"父母生育二胎意愿的影响因素分析

传统的宗族观念密不可分#目前对于二胎意愿这一

热点的研究!基本都是从人口学变量!社会学角度来

调查!基本没有将心理学中的一些人格特质和心理

量作为影响二胎意愿的因素来进行探讨#当今学

校,社会,家庭等各方面给父母带来越来越多的压

力!父母会不同程度地出现焦虑,孤独状况#最早研

究焦虑理论的哲学家
a2*_4

P

,,*L

指出!当人在面对

自由选择时对某一对象既身怀恐惧,渴望又万般迷

恋,难以割舍!这种矛盾的心态就构成了非理性的焦

虑体验*

B

+

#国内外对于焦虑问题研究很多!研究对

象有不同的年龄群体,职业群体,病人群体!研究内

容有特殊应激状态下的焦虑$如考试焦虑,就业焦

虑,分离焦虑等%!有持续存在的生活性焦虑$如社交

焦虑,死亡焦虑,学习焦虑等%#朱自贤认为孤独是

一种主观自觉与社会隔离而只身孤立的心理状

态*

F

+

#纵观我国对孤独感的研究!基本处于理论阶

段!而已有的研究!内容只是对某一群体的孤独感现

状进行一些了解!又或是联系被试的某几个背景因

素或一个人格变量来进行研究*

C

+

#多数是关于孤独

症儿童,老年人孤独的研究!对认知因素的孤独研究

也主要集中在归因方面#目前将父母的焦虑,孤独

作为研究对象的比较少!而焦虑,孤独这些因素是否

会影响父母二胎意愿的选择有待探讨!所以就这方

面来讲!从心理学的角度来建立与二胎意愿之间的

关系可以拓展研究视角!更好的为二胎政策的顺利

实施服务#

二"研究对象与方法

#一$研究对象

本研究选取
E

市
3

校的
$F

名独生子女的父母

作为研究对象!共发放调查问卷
#F"

份!最终获得问

卷
#B!

份!回收率
%B?C$U

#剔除
!!

份无效问卷!

回收有效问卷
#!"

份!有效率为
WB?FU

#调查对象

子女的年龄在
FAW

岁!其中男生
!F

名!女生
&F

名#

调查对象的年龄都在
&"AB"

岁之间#

#二$调查工具

采用/状态
A

特质焦虑量表1!此量表含
B"

个项

目!为
B

级评分量表!用于评定焦虑水平#/状态焦

虑量表1$

/OEN

%包括
#A!"

题!主要用来评价应激情

况下的焦虑水平#'

-

(表示完全没有!'

.

(表示有

些!'

/

(表示中等程度!'

4

(表示非常明显#/特质

焦虑量表1$

ROEN

%包括
!#AB"

题!用于评定个体经

常性的情绪体验#'

-

(表示几乎没有!'

.

(表示有

些!'

/

(表示经常!'

4

(表示几乎总是如此#被试根

据自身情况选择适合的等级!计算出
/OEN

和
ROEN

的累加分值!最高
W"

分!最低
!"

分#$凡正性情绪

项目均为反序计分%!得分越高!焦虑水平越高#

/O

EN

的信度为
"?WW

!

ROEN

的信度为
"?%"

!

/OEN

与
RO

EN

评分间的相关系数为
"?$$

!一致性满意*

$

+

#

/

8S\E

孤独量表1偏重于对个体主观孤独感

的检测!大多针对社会交往和人际关系质量#该量

表共
!"

个条目!含有
##

个正序条目与
%

个反序条

目!采用
B

级评分!从不
f#

!很少
f!

!有时
f&

!一直

fB

#得分统计方法"正序条目计分为"

Ef#

!

Zf!

!

Sf&

!

HfB

!反序条目的计分为
EfB

!

Zf&

!

Sf!

!

Hf#

!最后把所得分数相加!分越高表示孤独程度

越高#其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
"?W%

!重测信度

为
"?$&

*

W

+

#

/二胎意愿调查问卷1采用自编问卷!共
!!

道题

目!包括父母的年龄,职业,收入,文化程度,是否为

独生,是否会生二胎,头胎性别!以及在生二胎后生

活质量,医疗服务,教育投资,经济压力等方面的情

况!据此分析影响父母二胎意愿的因素#为保证问

卷真实可靠!正式发放问卷前对信效度进行了测试!

信度系数为
"?W&

!效度系数为
"?W#

!均大于
"?$

!问

卷有较强的适用性#

#三$数据处理

全部数据量化后!输入计算机#?用
/G//!"?

"

软件对数据进行统计与分析#主要采用独立样本

;

检验,单因素方差分析,相关分析#

三"研究结果

#一$父亲和母亲在二胎意愿上的差异分析

对
C"

对已有头胎的父母二胎意愿进行
;

检验!

结果见表
#

#$二胎意愿为'是(记为'

#

(,'不一定(

记为'

!

(,'否(记为'

&

(%#

表
#

!

父母二胎意愿差异分析

Xg/H ; G

二胎意愿$父亲%

二胎意愿$母亲%

!?"$g"?WB

!?#Fg"?WC

A"?FC "?FW

表
#

显示!父母的二胎意愿不存在显著差异$

;

fA"?FC

!

G

'

"?"F

%#父母的二胎意愿多为'不确

定(且偏'否($

X4,+f!?"$

!

X4,+f!?#F

%#

#二$头胎性别在父母二胎意愿上的差异分析

对
C"

对父母的头胎性别与二胎意愿做独立样

本
;

检验!结果见表
!

#

表
!

显示!头胎性别在父母二胎意愿上差异均

显著$

G

(

"?"F

%&头胎为男孩!父母偏向不生二胎

$

X4,+f!?BW

!

X4,+f!?FC

%!头胎为女孩!则偏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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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二胎$

X4,+f#?$$

!

X4,+f#?WC

%#

表
!

!

头胎性别与父母二胎意愿的差异分析

头胎性别
Xg/H ; G

父亲二胎意愿
男

!?BWg"?$#

女
#?$$g"?W"

&?F# "?""

母亲二胎意愿
男

!?FCg"?$#

女
#?WCg"?WB

&?&W "?""

#三$父母在不同二胎意愿"头胎性别下的焦

虑"孤独差异比较

#?

不同二胎意愿下的父母的焦虑$孤独差异

比较

分别以父母的焦虑,特质焦虑,状态焦虑,孤独

各项目得分为自变量!以父母的二胎意愿为因变量!

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见表
&

#

表
&

!

父母不同二胎意愿下的焦虑"孤独比较

二胎意愿 项目
Xg/H I G \/H

E

#

是$

+f#%

%

WC?""g%?#& E

#

(

E

!

&

E

#

(

E

&

)

&

E

!

不一定$

+f#W

% 焦虑
%#?FCgW?!B W?!%

)

"?"" E

!

(

E

&

E

&

否$

+f!&

%

%C?&%g$?B#

E

#

是$

+f#%

%

B&?$BgF?%B E

#

(

E

!

)

&

E

#

(

E

&

)

&

父亲
E

!

不一定$

+f#W

% 特质焦虑
BF?BBgF?W& !?BW "?"% E

!

(

E

&

)

E

&

否$

+f!&

%

B$?C#gF?!&

E

#

是$

+f#%

%

B!?!CgF?"F E

#

(

E

!

&

E

#

(

E

&

)

&

E

!

不一定$

+f#W

% 状态焦虑
BC?##gB?%B #"?#!

)

"?"" E

!

(

E

&

)

E

&

否$

+f!&

%

BW?$WgB?##

E

#

是$

+f#%

%

BF?B!gC?C% E

&

(

E

!

&

E

&

(

E

#

)

&

E

!

不一定$

+f#W

% 孤独
B"?!WgC?&C F?#C

)

"?"# E

!

(

E

#

E

&

否$

+f!&

%

&%?!!gC?F#

E

#

是$

+f#W

%

W&?!!g%?FF E

#

(

E

!

)

&

E

#

(

E

&

))

&

E

!

不一定$

+f#F

% 焦虑
%"?F&gC?C%

#$?!$

)

"?"" E

!

(

E

&

))

E

&

否$

+f!$

%

%W?!!gW?F#

#

是$

+f#W

%

B#?C#gF?$W E

#

(

E

!

)

&

E

#

(

E

&

))

&

母亲
E

!

不一定$

+f#F

% 特质焦虑
BF?!$gB?"# #"?W

)

"?"" E

!

(

E

&

)

E

&

否$

+f!$

%

BW?WFgF?!B

E

#

是$

+f#W

%

B#?C#gF?$F E

#

(

E

!

)

&

E

#

(

E

&

))

&

E

!

不一定$

+f#F

% 状态焦虑
BF?!$g&?F% #F?"#

)

"?"" E

!

(

E

&

))

E

&

否$

+f!$

%

B%?&$gB?BB

E

#

是$

+f#W

%

B#?C#Fg#"?$F E

#

(

E

!

&

E

&

(

E

#

&

E

!

不一定$

+f#F

% 孤独
B!?!$g&?%% "?!B "?$% E

&

(

E

!

E

&

否$

+f!$

%

B"?F!gW?"!

!!

注"

)

代表
G

(

"?"F

&

))

代表
G

(

"?"#

!下同#

!!

从表
&

可以看出!父母的二胎意愿为'否(时!不

论是在特质焦虑,状态焦虑还是焦虑总分上都是最

高的&而父母的二胎意愿为'不一定(时!在特质焦

虑,状态焦虑及焦虑总分都次之&当父母的二胎意愿

为'是(时!在三者上的得分都最低#说明父母的焦

虑分数越高!对生育二胎越持否定态度#

当父亲的二胎意愿为'否(时!父亲的孤独分数

最低&二胎意愿为'不一定(时!父亲的孤独分数次

之&二胎意愿为'是(时!父亲的孤独分数最高#说明

父亲孤独分数越高!越倾向于生二胎#

当母亲的二胎意愿为'否(时!母亲的孤独分数

最低&二胎意愿为'是(时!母亲的孤独分数次之&二

胎意愿为'不一定(时!母亲的孤独分数最高#说明

孤独对母亲的二胎意愿影响不大#

多重比较分析结果显示"父亲的焦虑在二胎意

愿为'是(和'否(上差异显著!父亲的状态焦虑在二

胎意愿为'是(和'否(与'不一定(和'否 (上差异显

著!父亲的特质焦虑在二胎意愿为'是(,'不一定(和

'否(两两之间差异均显著!父亲的孤独在二胎意愿

为'是(和'否(上差异显著&母亲的焦虑$特质焦虑,

状态焦虑%在二胎意愿为'是(,'不一定(和'否(两两

之间差异均显著&母亲的孤独在二胎意愿为'是(,

'不一定(和'否(两两之间差异均不显著#

父母的焦虑,状态焦虑在二胎意愿上差异均显

著$

G

(

"?"F

%&父亲的孤独在二胎意愿上差异显著

$

G

(

"?"F

%&母亲特质焦虑在二胎意愿上差异显著

$

G

(

"?"F

%#

!?

不同头胎性别下的父母的焦虑$孤独差异

比较

分别以父母的焦虑,特质焦虑状态焦虑,孤独各

项目得分为自变量!以头胎性别为因变量!进行单因

素方差分析!结果见表
B

#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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晓"父母生育二胎意愿的影响因素分析

表
B

!

不同头胎性别下父母的焦虑"孤独比较

头胎性别 项目
Xg/H I G

Z

#

男$

+f!F

% 焦虑
%F?"BgW?!$

C?&F

)

"?"#

Z

!

女$

+f&F

%

W%?!&g%?#C

Z

#

男$

+f!F

% 特质焦虑
B$?B"gF?&% &?$! "?"C

父亲
Z

!

女$

+f&F

%

BB?FBgF?WB

Z

#

男$

+f!F

% 状态焦虑
B$?CBgF?"#

B?$!

)

"?"&

Z

!

女$

+f&F

%

BB?C%gF?&#

Z

#

男$

+f!F

% 孤独
B#?"BgC?BB "?#W "?C$

Z

!

女$

+f&F

%

B#?W&g$?&%

Z

#

男$

+f!F

% 焦虑
%F?$CgW?%C

C?CC

)

"?"#

Z

!

女$

+f&F

%

WW?%$g#"?$B

Z

#

男$

+f!F

% 特质焦虑
B$?W"gB?!F

F?&#

)

"?"!

母亲
Z

!

女$

+f&F

%

BB?&BgC?F$

Z

#

男$

+f!F

% 状态焦虑
B$?%CgF?$F

F?&F

)

"?"!

Z

!

女$

+f&F

%

BB?C&gF?&#

Z

#

男$

+f!F

% 孤独
B"?#!gW?"! "?W$ "?&F

Z

!

女$

+f&F

%

B!?##gW?!#

!!

从表
B

可以看出!当头胎性别为'男孩(时!父母

的状态焦虑,特质焦虑及焦虑总分都要高于头胎性

别为'女孩(时的得分#头胎性别为'女孩(时!父母

的孤独分数较高#父母的焦虑,状态焦虑在头胎性

别上差异均显著$

G

(

"?"F

%&母亲的特质焦虑在头

胎性别上差异显著$

G

(

"?"F

%&父母的孤独在头胎

性别上差异均不显著$

G

'

"?"F

%#

#四$父母的二胎意愿"焦虑"孤独"头胎性别的

相关分析

#?

父亲的二胎意愿$焦虑$孤独$头胎性别的相

关分析

将父亲的二胎意愿,焦虑,孤独,头胎性别进行

G4,*:(+

相关分析$表
F

%#

表
F

!

父亲的二胎意愿"焦虑"孤独"头胎性别的相关分析

焦虑 状态焦虑 特质焦虑 孤独 二胎意愿 头胎性别

状态焦虑

特质焦虑
"?&C

))

孤独
A"?"$ A"?#&

二胎意愿
"?F#

))

"?!W

)

A"?&$

))

头胎性别
A"?!$

)

A"?!B "?"F

A"?B!

))

焦虑
"?W#

))

"?WB

))

A"?#&

"?B$

))

A"?&#

)

!!

从表
F

可以看出!父亲的特质焦虑,二胎意愿,

焦虑与其状态焦虑呈显著正相关&父亲的二胎意愿,

焦虑与其特质焦虑呈显著正相关#说明父亲的焦虑

分数越高!对二胎意愿越持否定态度#父亲的状态

焦虑,二胎意愿与头胎性别呈负相关&父亲的孤独与

其二胎意愿呈显著负相关#由此说明!头胎为男孩!

父亲的焦虑分数较高!倾向于不生二胎!父亲的孤独

分数越高!越倾向于生二胎#

!?

母亲的二胎意愿$焦虑$孤独$头胎性别的相

关分析

将母亲的二胎意愿,焦虑,孤独,头胎性别进行

G4,*:(+

相关分析$表
C

%#

表
C

!

母亲的二胎意愿"焦虑"孤独"头胎性别的相关分析

焦虑 状态焦虑 特质焦虑 孤独 二胎意愿 头胎性别

状态焦虑

特质焦虑
"?C&

))

孤独
"?!$

)

"?!W

)

二胎意愿
"?FW

))

"?F!

))

A"?CB

头胎性别
A"?!%

)

A"?!%

)

"?#!

A"?B#

))

焦虑
"?%"

))

"?%#

))

"?&#

)

"?C#

))

A"?&!

)

!!

从表
C

可以看出!母亲的特质焦虑,孤独,二胎

意愿,焦虑与其状态焦虑呈显著正相关&母亲的孤

独,二胎意愿,焦虑与其特质焦虑呈显著正相关&母

亲的焦虑与孤独,二胎意愿呈正相关&由此说明母亲

的焦虑分数越高!其孤独分数也越高!对二胎意愿就

越持否定态度#母亲的状态焦虑,特质焦虑,焦虑,

二胎意愿与头胎性别呈负相关#说明头胎为男孩

时!母亲比较焦虑!对二胎意愿多持否定态度#

四"分析与讨论

#一$对父亲和母亲的二胎意愿都稍偏向不生

二胎的分析

研究结果显示!父亲和母亲在二胎意愿上不存

在显著差异!即父亲和母亲都倾向于不生二胎!且父

母的二胎意愿多在'不一定(上徘徊!并稍偏向于

'否(的态度#这可能由于中国城市女性大多在生育

后连续就业!再加上有强大的亲属支持网络减轻其

育儿负担!女性因生育而付出的机会成本相对较少!

所以父母的二胎意愿的差异将不明显#

*

%

+随着二孩

政策的全面开放!很多父母会对生育二胎心动!主要

有四个原因"一是想为独生子女生个伴&二是减轻子

女养老压力&三是希望凑成'好(字&四是怕承担失独

风险#但生育二胎确实面临很多压力和问题!在限

制因素上!大家几乎都将经济,精力和子女态度放在

了考虑的前列#

*

#"

+经济上!不少父母认为家庭的经

济及社会地位状况对子女的性格塑造乃至出现问题

行为的可能性之间存在相关联系#

*

##

+所以在经济及

地位有限的情况下!会慎重选择生育二胎#精力上!

有不少父母认为自己的精力有限!无暇顾及多个子

女#头胎子女的态度上!父母多会尊重孩子意见再

考虑是否选择生育二胎#除此!计划生育的多年实

行!使'少生,优生(观念深入人心!这也是制约'二孩

政策(顺利实施落实的一个重要因素#

#二$对不同头胎性别对父母二胎意愿影响的

讨论

研究结果显示!头胎的性别在很大程度上影响

父母的二胎意愿#若头胎为男孩!父母对二胎意愿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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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持否定的态度!而头胎为女孩父母会倾向于生育

二胎#男孩偏好是我国传统生育文化的重要特征!

它对理想子女数有正向刺激作用#

*

%

+所以若头胎是

女孩!受我国传统的宗族观念及重男轻女思想的影

响会选择继续生育二胎!以达到生育男孩的愿望#

若头胎为男孩!则家族传宗接代的压力减小!加之经

济压力或生活质量的追求!则不愿再生育二胎#尽

管当今提倡生男生女都一样!但几千年的传统思想

已根深蒂固!对于中国的大多长辈来说传宗接代才

是孝之根本!尤其是在农村更为显著#农村是单一

的农业经济!男孩是最基本的劳动力!父母养儿防老

的思想固化!因而家庭对男孩期望值高#但随着经

济的发展!家庭收入增加!父母在经济上对子女!主

要是对儿子的依赖性发生了变化#

*

#!

+这也是社会的

一种进步#

#三$父母不同二胎意愿下的焦虑"孤独比较

分析

父母的焦虑$包括特质焦虑和状态焦虑%分数越

高!在二胎意愿上越持否定态度&母亲的特质焦虑在

二胎意愿上差异显著&父亲的孤独在二胎意愿上差

异显著!父亲的孤独分数越高!对二胎意愿越持肯定

态度#由此说明!父亲在选择是否生育二胎时多受

客观的,外在的因素影响!而母亲不仅受客观条件制

约!还受自身焦虑特质的影响#收入,年龄,工作等

这些外在压力会造成父母焦虑!从而影响其二胎意

愿的选择#一般来说!女性较多愁善感!且承担主要

的养育子女任务!家务的琐碎和抚育孩子的负担都

较大!所以会加大母亲的焦虑感#父亲由于经常扮

演权威者的角色!不愿展露自己的弱势和表达自己

的诉求!加之男性固有的特质!如不喜欢絮叨,发泄,

哀怨,多愁善感等!使其在社交和家庭交流中相对处

于劣势地位!从而父亲更容易感到孤独!渴望获得关

注,人际交往和参与感#此外男性自古就有人丁兴

旺,安享天伦的满足感!所以父亲孤独感越高越想生

育二胎#

#四$不同头胎性别下父母的焦虑"孤独比较

分析

研究结果显示!若头胎为男孩!父母的焦虑分数

较高&若头胎为女孩!父母的孤独分数较高&父母的

焦虑在头胎性别上差异显著#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的

发展!家庭在孩子成长和成家等方面的费用大增!男

孩尤为明显#加之男孩本身的性格,特质没有女孩

温顺,乖巧!所以在管教上需消耗更多精力!从而使

父母更为焦虑#若头胎是女孩!父母可能会考虑到

女孩外嫁!陪伴有限!所以感觉比较孤独#但是总体

来说头胎性别基本上对父母的孤独无多大影响#

五"结论与建议

#一$结论

#?

父母在二胎意愿上都稍偏向于不生二胎#

!?

头胎性别对父母的二胎意愿有影响!头胎性

别为男孩时!父母对二胎意愿多持否定态度!而头胎

为女孩时!父母多倾向于生育二胎#

&?

焦虑程度越高!父母对二胎意愿越持否定态

度#特质焦虑对母亲的二胎意愿有影响!焦虑程度

越高!母亲对二胎意愿越持否定态度#孤独对父亲

的二胎意愿有影响!孤独程度越高!父亲对二胎意愿

越持肯定态度#

B?

头胎为男孩!父母焦虑程度高&头胎为女孩!

父母孤独程度高#

F?

父母的状态焦虑分数越高!特质焦虑分数也

就越高&母亲的焦虑分数越高!孤独分数也就越高#

#二$建议

#?

最新一次人口普查显示!中国生育率已经到

了一个很低的水平!很多适龄和有条件的夫妇二胎

生育意愿并不强烈#所以!首先应该从思想上做出

努力并改变#就个人层面而言!应宣传生育二胎对

头胎的养老压力,社会性,个性,性格,品质等方面的

作用&分析二胎对失独风险的降低与保障作用&了解

并重视独生子女家庭未来面临的'空巢(风险等#就

社会层面而言!主要涉及未来劳动力不足,老龄化的

风险方面#从这些方面引起重视!积极响应国家政

策!调整人口结构!为国家长远发展考虑!从而激发

有条件的夫妇的二胎生育意愿#

!?

从研究结果看出!头胎性别会影响父母二胎

意愿的选择!头胎为女孩!二胎意愿高#这说明'重

男轻女(和宗族观念的烙印依旧对生育观存在很深

的影响!所以应该增强全体国民的社会性别平等意

识!创建有利于性别平等的社会环境和氛围#同时

要树立'生男生女都一样(的正确观念!摒弃传统生

育观!平衡我国的男女性别比例!从而减轻潜在的性

别风险#

*

#&

+

&?

二胎意愿不强的原因多是由于经济压力导

致!这也是父母焦虑的关键症结所在#所以!为减轻

父母的焦虑状况!保证政策有效实施!需要国家采取

一系列的福利保障措施!减轻生育二胎的后顾之忧#

比如!健全我国的妇幼保健事业!完善托幼形式!减

轻二孩所导致的照料负担&增强医疗,教育,公共资

源等方面的福利保障!使养育资本得到相应的政策

扶持&给予女性就业方面更多的弹性!使职场女性的

权益尽量不受威胁!从而愿意生# !下转第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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琨"西安市学龄前儿童亲子旅游市场行为研究

弹性的假期制度满足这一家庭结构阶段的出游意愿#

&?

旅游交通%完善自驾游接待系统

西安市交通发达!周边不同景区景点分布均衡!

早出晚归的自驾游深受家庭推崇#应完善自驾游接

待系统!为自驾游家庭提供更加便利的服务!如推出

亲子自驾游加油卡,点对点式的自驾游补贴等形式#

编制自驾游旅行手册!将全省自驾游景点和交通,加

油站,救援等服务电话都囊括在内!发放到高速服务

区或入口!供自驾游家庭取阅#

四"总结

笔者通过对西安市学龄前儿童的亲子旅游市场

行为分析!认为要拓展西安市的亲子旅游市场!以亲

子旅游产品供给侧改革为重点!旅游企业要加大市

场产品投资的力度!加强市场产品研发的速度!不间

断地推出主题鲜明,特色突出,符合学龄前儿童身心

特点的产品体系&政府则需要在市场环境营造上!基

础设施的改造等方面兼顾这一市场需求!让亲子游

家庭真正的'游的放心,游的安心,游的开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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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胎是女孩!父母孤独程度高#从侧面反映

了父母对子女陪伴的渴望!也说明如今子女对父母

的关爱与陪伴不足#所以!除了传统的'以孝为本(

观念的深化外!还应加深子女对父母心理需求的关

注与了解!采取文化熏陶,实际体验,榜样示范等方

式加强子女与父母的联系!从而促进亲子关系的培

养!减轻父母的孤独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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