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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随着中国经济的转型&大批工人下岗&经济收入没有保障&催生了大量贫困家庭的产生&生活于贫困家庭环境中的儿

童的发展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通过对山东省聊城莘县和临沂费县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
&

所幼儿园的身心发展现状进行

调研发现&从性别的角度来看&贫困家庭男孩的身体发展水平总体上高于女孩&而女孩的社会性发展水平优于男孩(从不同

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角度看&街道中心幼儿园儿童的时间认知发展水平显著高于县实验幼儿园和村办幼儿园的儿童&社会交

往水平显著高于县实验幼儿园儿童&街道中心幼儿园和村办幼儿园儿童的自我控制水平显著高于县实验幼儿园儿童!街道中

心幼儿园儿童的龋齿个数显著少于县实验幼儿园和村办幼儿园儿童(

关键词!处境不利儿童!身心发展现状!贫困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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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提出

儿童发展一直是教育学和心理学研究者着力探

讨的问题(国内外众多研究表明&不利的生存和生

活处境对儿童的身心健康发展存在着重要的影

响(

+

#@&

,然而&当前国内外关于儿童发展的研究大多

仅关注正常儿童的发展&鲜有研究关注处境不利儿

童的发展现状(

处境不利儿童$

N3;-N:-,<-

P

5NM13.N+5,

%是指处

于经济状况'社会地位'权益保护'竞争能力等方面

相对困难与不利境地的生存和发展状态中的儿

童(

+

'

,当前国内外关于处境不利儿童的研究大多围

绕家庭经济弱势儿童'家庭环境不良儿童以及受虐'

被忽视和被欺负的儿童等(

+

D

,由于当前社会经济'文

化发展水平的不平衡&世界各国都存在着一定比例

的处境不利群体&正处于快速转型期的中国也不例

外(

+

F

,尤其是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的转型&大批工

人下岗&经济收入没有保障&催生了大量贫困家庭的

产生&生活于贫困家庭环境中的儿童的发展越来越

引起人们的关注(由于家庭资源的稀缺&贫困家庭

儿童会出现较多的身心发展问题&例如攻击'违纪'

情绪稳定性较低&易产生愤怒'抑郁'敌意和空虚烦

躁等情绪(与留守儿童'流动儿童和离异家庭的儿

童相比&贫困家庭儿童的问题行为相对最少(

+

%

,

关于处境不利儿童发展的研究发现&处境不利

对儿童身体和心理发展的各个方面均有不良影响&

这种不良影响既可能表现在家庭生活中&如与父母

的不安全依恋'亲子冲突等!

+

D

,也可能表现在其学校

生活中&如表现出学业不良'同伴关系不良'友谊质

量较差或是智力落后!

+

$

,还可能表现在更复杂的社

会生活中&与非处境不利儿童相比&处境不利儿童表

现出更多的攻击'违纪等问题行为(

+

G

,

关于处境不利儿童的身体发展状况&流行病学

的研究发现&以家庭收入为主要指标的家庭社经地

位与儿童的身体发展关系密切&家庭社会经济地位

较低的儿童的健康状况比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

儿童差(家庭社经地位与儿童健康的关系存在一个

梯度)家庭家庭社会经济地位每增加一步&伴随的健

康收益都有所增加(

+

&

,已有研究发现&低收入家庭儿

童的平均身高较高收入家庭儿童的低
&

!

D

厘米&家

庭收入最低组儿童营养不良率比最高组儿童高

%"f

&尤其是收入低于
$""

元的农村家庭男生营养

不良率超过
!"f

(

+

#"

,此外&低家庭收入与童年期儿

童哮喘'龋齿'血铅水平'铁缺乏'发育迟缓等疾病的

发病率密切相关&并对儿童的不健康饮食'心血管疾

病以及身体伤害等具有独立影响(

+

##

,

处境不利对儿童心理发展的影响体现在很多方

面&比如认知发展'学业成就以及内外化行为问题

等(首先&在认知发展方面&研究发现&家庭社会经

济地位与儿童的认知发展水平关系密切&家庭社会

经济地位对儿童的学业成就'语言能力'辍学等多种

发展结果有显著预测作用(与高收入家庭的儿童相

比&低收入家庭的儿童在毕保德图画词汇测验上的

得分更低!

+

#!

,当家庭收入水平从非常贫困向不贫困

移动时&儿童的智力水平存在着一种"剂量效应#

$

N);55//5M<

%&家庭收入在贫困线一半以下的儿童

在各种标准化智力测验上的得分比家庭收入高于贫

困线
#?D

倍和
!

倍的儿童低
F

!

#&

点(

+

!

,

关于家庭收入与儿童学业成就的关系&一项元

分析表明&儿童的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越低&其学业成

就的表现越差&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与儿童学业成就

之间存在中度到高度的相关(

+

#&

,我国研究者对家庭

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对子女受教育机会影响的研究

发现&家庭经济和文化资本占有量位居前列的优势

社会阶层&其子女接受的教育层次主要为高等教育&

而处于劣势社会阶层的子女接受的主要是中等教育

和初等教育(

+

#'

,

除了认知发展和学业成就之外&处境不利对儿

童的内外化行为问题也有消极的影响(申继亮等人

$

!""G

%的研究发现&由于家庭资源的稀缺$例如孩子

的学习经费'日常生活经费'家庭活动空间'医疗经

费等&休闲娱乐的机会较少等%&贫困家庭儿童的生

活满意度'公正感'自尊'积极情绪'幸福感均低于一

般家庭的儿童(

+

#D

,对贫困儿童同伴关系的研究发

现&处境不利儿童的同伴关系质量不同于正常儿童&

他们在同伴交往的过程中存在攻击性强'缺乏社会

技能和社交退缩等特征&贫困儿童比同伴体验到更

多的消极感受///缺陷'尴尬'伤害和被捉弄&更

可能成为同伴群体欺负'攻击的对象&严重者还会影

响他们成人期的社会性适应情况(贫困家庭儿童的

注意缺陷多动障碍$

CIBI

%'品行不良'药物滥用'

青少年怀孕以及反社会行为等行为问题水平均较

高&他们出现品行障碍的可能性比普通儿童高
&

!

'

倍(

+

#F

,

总之&家庭贫困等处境不利状况对儿童的身体

发育和心理健康发展都存在着一定的的消极影响(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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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破解这一难题已经成为政府和研究者的紧迫要

求和重要任务(要破解这一难题&首先要对处境不

利儿童的身心发展现状进行研究&本研究采用调查

法对家庭贫困处境不利儿童的身心发展现状进行调

查&以期丰富关于处境不利儿童发展的研究&增强社

会对处境不利儿童发展状况及基本权利的重视&并

进而为政府制定相应的补偿教育政策提供实证依

据&有针对性的开展对于处境不利儿童的补偿教育(

二$研究方法

%一&被试

采用整群抽样法&以班为单位&从两个国家级贫

困县$聊城莘县和临沂费县%的三所幼儿园中抽取小

班$

&

!

'

岁组&

#"G

人%'中班$

'

!

D

岁组&

D!

人%'大

班$

D

!

F

岁组&

#"

人%儿童共
!%D

名&剔除无效问卷

#"'

份&最后获得有效问卷
#%#

份&问卷有效率为

F!?#$f

(三所幼儿园的经济发展水平存在等级差

异&包括经济发展水平由高到低的一所县实验幼儿

园'一所街道中心幼儿园和一所村办幼儿园(

儿童样本中&男孩
G'

人&女孩
%%

人&其中
'

岁

儿童
G&

人(这些儿童及其父母'幼儿园教师构成了

本研究的被试(

%二&研究工具

#?

儿童生理发展现状的测查

采用中央教育科学研究学前教育研究室编制的

-幼儿园教育质量评价手册.中的幼儿发展测查记录

表&以儿童的身体健康$身高'体重'龋齿数和半年生

病次数%'大动作发展$立定跳'单脚站'左右跳%和精

细动作发展$粘土造型'手指触击和临摹图形%三个

维度为指标&结合父母报告和主试现场测查对儿童

的生理发展状况进行测查(儿童的身体健康状况由

父母报告(儿童的大动作发展和精细动作发展状况

由主试在现实生活情境中对儿童进行测查&得分越

高&表明儿童的动作发展状况越好(本研究中&幼儿

发展测查记录表的
S+)R-,M1

1

;

!

系数为为
"?%!

(

!?

儿童心理发展现状的测查

本研究从儿童的认知发展和社会性发展两个方

面测查儿童的心理发展状况(采用-幼儿园教育质

量评价手册.中的幼儿认知发展评定问卷测查
'

岁

儿童的认知发展水平(儿童的认知发展分为空间认

知'数量认知'时间认知和类比推理四个维度(采用

幼儿社会性发展评定问卷测查儿童的社会性发展状

况&由社会交往'良好习惯和自我控制三个维度组

成(得分越高&表明儿童的认知发展和社会性发展

水平越高(本研究中&幼儿认知发展评定问卷的

S+)R-,M1

1

;

!

系数为为
"?$#

&幼儿社会性发展评定

问卷的
S+)R-,M1

1

;

!

系数为
"?G!

(

%三&施测程序

幼儿身体健康状况和社会性发展状况采用父母

报告的形式作答(将附有指导语的施测问卷装在写

有学生姓名的信封中&由主试向幼儿家长介绍本研

究的目的'信息的保密性及相关要求&确认没有疑问

后&由父母带回家中作答&第二天带回交给班主任老

师&最后由主试统一收回(主试为经过严格培训具

有教育学和心理学背景的硕士或博士研究生(

幼儿动作发展和认知发展状况采用个别访谈的

形式收集数据(主试耐心细致的向幼儿提出问题'

讲明任务要求&要求幼儿完成一系列大动作'精细动

作和认知任务(主试依据问卷的计分标准&结合幼

儿的表现予以评分(

%四&统计分析

采用
0H00#F?"

统计软件包进行数据的整理

与分析(

三$结果

%一&儿童生理发展状况的基本特点

表
#

呈现的是幼儿的身体健康'大动作发展和

精细动作发展状况的描述统计结果(

表
#

!

幼儿生理发展状况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身高

$

M8

%

体重

$

V

P

%

龋齿

$个%

半年生病

次数$次%

大

动作

精细

动作

立定

跳远

单脚

站立

左跳

右跳

粘土

造型

手指

触击

临摹

图形

男
Z ##"?!D !"?G! D?%$ #?GD #?D" #?!& ##?$" #D?"G '?#& &?D! G?GG G?GG

,YG' 0I $?"& F?"" $?DF #?DD D?F$ D?&# G?%D D?"F #?'! "?G& '?'D '?'D

女
Z #"%?#' #G?%D F?"! !?"% #?&! #?"% #"?&$ #'?'G &?$% &?'& #"?#% #"?#%

,Y%% 0I #"?%$ D?'# G?$# #?'# '?'& &?%! #?"D D?"! #?'$ #?"G '?G! '?G!

[)<-. Z #"$?$& !"?&G D?$G !?"" #?'! #?#F ##?#F #'?$! '?"# &?'$ #"?"% #"?"%

,Y#%# 0I G?'$ D?%D G?#! #?'G D?!! '?%! #?"# D?"& #?'D #?"" '?FF '?FD

!!

对不同性别儿童的身体发育状况各维度得分进 行独立样本
<

检验&结果发现&男孩和女孩的身高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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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

大动作发展水平存在显著差异$

<;

%

!?'#

&

K

;

$

"?

"D

%(男孩的身高和大动作发展水平得分显著高于

女孩(这一结果说明&男孩的身体发展水平总体上

高于女孩(

以家庭月人均收入
#"""

元为标准&将被试分为

两组&家庭月人均收入
#"""

元以上为高收入组&

#"""

元以下为低收入组(对两组家庭儿童的身体

发育状况各维度得分进行独立样本
<

检验&结果发

现&不同经济收入家庭儿童的身体发育各维度得分

均不存在显著差异$

<;

$

#?!'

&

K

;

%

"?"D

%(

对三所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幼儿园的儿童的身体

发育状况各维度得分进行单因素
C7a>C

分析&结

果发现&不同幼儿园儿童的身高'龋齿个数'半年生

病次数存在显著差异$

J;

%

!?$G

&

K

;

$

"?"D

%(进一

步的事后检验发现&县实验幼儿园儿童的身高显著

高于街道中心幼儿园!街道中心幼儿园儿童的龋齿

个数显著少于县实验幼儿园和村办幼儿园儿童!县

实验幼儿园儿童的半年生病次数显著少于街道中心

幼儿园儿童(

%二&儿童心理发展状况的基本特点

表
!

!

'

岁幼儿认知发展状况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空间

认知

数量

认知

时间

认知

类比

推理

认知发

展总分

男
Z #G?$' ##?!& #&?!F #?%' 'F?"F

,Y'$ 0I D?G" '?#! '?"G #?$D #&?'&

女
Z #G?G" #"?$% #'?!& #?F# 'F?F#

7Y'D 0I &?$G !?"% &?%F #?"& $?##

[)<-. Z #G?$F ##?"F #&?%& #?F% 'F?&!

,YG& 0I D?"" &?!$ &?G' #?D" ##?#!

对不同性别儿童的认知发展总分及各维度得分

进行独立样本
<

检验&结果发现&男孩和女孩的认知

发展水平不存在显著差异$

<;

$

"?D'

&

K

;

%

"?"D

%(

对不同家庭收入组儿童的认知发展总分及各维

度得分进行独立样本
<

检验&结果发现&不同家庭

收入组儿童的认知发展水平不存在显著差异$

<;

$

"?%&

&

K

;

%

"?"D

%(

对三所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幼儿园的
'

岁儿童的

认知发展状况总分及各维度得分进行单因素
C7à

>C

分析&结果发现&时间认知得分上存在显著差异

$

JY&?F!

&

K$

"?"D

%(进一步的事后检验发现&街

道中心幼儿园儿童的时间认知发展水平显著高于县

实验幼儿园和村办幼儿园的儿童(

对不同性别儿童的社会性发展总分及各维度得

分进行独立样本
<

检验&结果发现&男孩和女孩在社

会性发展总分及其社会交往'良好习惯'自我控制三

个维度上的得分均存在显著差异$

<;

%

@&?!%

&

K

;

$

"?"D

%(女孩在社会性发展总分及三个维度$社会

交往'良好习惯和自我控制%上的得分均显著高于男

孩(这一结果说明&女孩的社会性发展水平优于

男孩(

表
&

!

幼儿社会性发展状况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社会

交往

良好

习惯

自我

控制

社会性

总分

男
Z F"?&G !!?%D !#?'# #"#?&D

,YG' 0I #?#G '?#& &?$& #F?F#

女
Z FD?!' !'?!F !&?&! #"$?''

,Y%% 0I #?"D '?#! &?%F #F?"G

[)<-. Z F!?D$ !&?'& !!?!% #"'?D'

,Y#%# 0I #?#D '?#G &?G# #F?%#

对不同家庭收入组儿童的社会性发展总分及各

维度得分进行独立样本
<

检验&结果发现&不同家

庭收入组儿童的社会性发展不存在显著差异$

<;

$

#?F!

&

K

;

%

"?"D

%(

对三所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幼儿园的儿童的社会

性发展状况各维度得分进行单因素
C7a>C

分析&

结果发现&不同幼儿园儿童的社会交往和自我控制

上存在显著差异$

J;

%

!?$G

&

K

;

$

"?"D

%(进一步的

事后检验发现&街道中心幼儿园儿童的社会交往水

平显著高于县实验幼儿园!街道中心幼儿园和村办

幼儿园的儿童的自我控制水平显著高于县实验幼儿

园儿童(

四$讨论与对策

%一&加强对农村幼儿园的扶持)提高幼儿在园

的营养水平

本研究发现不同经济收入家庭儿童的身体发育

各维度得分并不存在显著差异&而不同经济发展水

平幼儿园儿童的身体发育则存在显著差异&这说明

目前我国多数幼儿园实行的"三餐两点#成为幼儿生

长所需营养的主要来源&也就是说幼儿园膳食质量

的好坏&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幼儿的发育水平(因此&

提高低经济水平幼儿园"三餐两点#的营养成分全

面'均衡'适量'合理成为解决村办幼儿园幼儿身体

发育水平落后于县实验幼儿园幼儿这一问题的有效

途径(首先&政府应当给予村办幼儿园相应的经济

补助用于提高幼儿园"三餐两点#水平(政府可以通

过对地方企业减免税收等形式与其达成合作形成村

办幼儿园营养计划&也可以根据幼儿园招收幼儿人

数对幼儿园进行相应的补贴以加强幼儿园对食材的

够买能力&保障幼儿在园的营养水平(其次&应加强

$&



!

总
&'

卷 丁利芳&宋占美)处境不利儿童身心发展差异性研究

对农村幼儿教师在营养教育等方面的培训和实践的

指导&有研究表明&农村地区幼儿教师的营养知识'

营养教育态度'营养教育行为都十分欠缺&并且幼儿

教师对营养方面的培训也有很大的需求(

+

#%

,

%二&消除性别刻板印象)完善性别角色教育

本研究中社会性发展的性别差异可能与社会文

化对不同性别个体的不同角色期待有关(幼儿的性

别角色形成与家长的性别期待有显著的正相关(

+

#$

,

众所周知&我国传统文化向来主张男女有别&要求男

孩要"有出息'有主见'靠自己#&而要求女孩"善良'

温柔'富有同情心#等(父母的性别角色观念会影响

儿童对自己行为的知觉&使得儿童认为符合自己性

别的活动更重要&并对其确立较高的满意标准&这也

进一步导致女孩更注重自身社会性行为的发展&并

最终较男孩发展起更多较高水平的社会取向的行

为&比如良好的社会交往能力等(因此&要消除家长

的性别刻板印象&最有效的方式是利用大众传媒传

播正确的性别教育(此外&在幼儿园中&教师应当创

设更丰富的环经&通过角色游戏等方式增加幼儿对

不同角色的体验(教师在对幼儿进行评价时&也应

该注意避免使用具有性别偏见的词汇(

家庭贫困经常导致儿童既享受不到城市儿童所

拥有的权利和保护&而且经常体验到一系列的不平

等对待&这些遭遇可能会给处境不利儿童的身体和

心理发展带来负面影响&从而导致他们表现出较多

的问题行为(本研究从身体发展和心理发展两个方

面对处境不利儿童中的贫困儿童的发展状况进行了

实证分析&丰富了处境不利儿童的相关研究成果&但

仍存在一些问题(比如&本研究仅从稳定的个体和

家庭背景的角度对处境不利儿童的身心发展的相关

因素进行了考察(然而&根据发展情境论的观点&处

境不利儿童的身心发展状况还可能会受到多种情境

因素的影响&比如人工和自然环境'家庭'学校'社

区'社会'文化以及时间维度的各种因素(因此&进

一步的研究应该以发展情境论为理论基础&综合考

察各层次背景变量对处境不利儿童发展的影响(另

外&中等经济发展水平的幼儿园可能存在某些有利

于儿童身体发展'认知发展和社会性发展的促进性

或保护性因素&但是这一因素究竟是什么0 对这一

问题的解释需要进一步的实证研究予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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