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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学习与发展

父母教养对学前幼儿自我控制能力发展的

影响及教养策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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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自我控制能力对个人的健康'学业'婚姻等毕生发展的多个方面均有重要影响&学前阶段是个体自我控制能力发展

的关键期$家庭环境中父母的教养对幼儿自控能力发展的影响至关重要&综合以往相关实证研究$父母主要通过情感互动'

行为控制和自主支持这三个方面的教养方式影响幼儿的自我控制能力发展$其中情感支持与回应$设置明确的行为界限$以

及提供自主支持等具体教养方式有助于幼儿自我控制能力的发展&在此基础上$本文进一步探讨了培养幼儿自我控制能力

的父母教养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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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俗话说$三岁看小七岁看老$个体幼年时形成的

性格与能力特点对其毕生发展往往有着重要而深远

的影响&其中$自我控制能力"

:4-.̂L(+;*(-

#是已被

广泛证实的最具影响力的心理特质之一&自我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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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指人们为了达到既定目标$抵制冲动和诱惑$对

自己的想法'情绪和行为进行适当调整的能力"与之

相近的概念有自我调节和努力控制等#$涵盖了认知

执行功能'情绪控制'延迟满足能力等各种具体的自

控能力,

#

-

&国内外大量研究表明$自我控制能力对

个人生活的方方面面均有重要影响$包括学业水平'

健康情况'人际关系'婚姻状况'问题行为等,

!̂&

-

&美

国杜克大学
R4**24Z(..2;;

教授和她的团队通过一

项长达
%"

年的追踪研究发现$个体在
%@##

岁期间

表现出的自制能力能够显著预测其
%!

岁时的健康'

财富和犯罪状况$即自制力高的幼儿在成年后身体

更健康$收入水平更高$而且犯罪率更低,

B

-

&我国多

位研究者通过多年追踪研究同样发现$儿童在
!@&

岁时表现出越好的自我控制$在
A

岁和
##

岁时的外

显和内隐问题行为越少$挫折耐受能力越强$且在学

校各方面表现越好,

ĈA

-

&

虽然个体的自我控制能力随着时间的推移保持

相对稳定,

$

-

$但同时具有较强的可塑性$而且在学前

阶段发展最为迅速,

F̂#"

-

&前苏联著名神经心理学家

鲁利亚从认知神经机制的角度进行了阐述%与自我

控制相关的主要脑区为大脑前额叶皮层"

J

*4.*(+;,-

L(*;41

#$幼儿大脑额叶面积的增长速度在
%?B

.

&

岁期间明显加快$第三机能系统...即*行为调节系

统+水平逐渐提高$因此$幼儿逐渐可以成熟地控制

自身的动作$并对自己的冲动行为进行调控,

##

-

&在

这一阶段$幼儿与自我调控功能相关的脑区对环境

刺激与影响最为敏感$而且随着社会化交往与互动

增多$幼儿所面临的需要其调控自身认知活动'情绪

状态'与行为表现的外界要求明显增多$共同促进幼

儿相应自我调控能力的发展&因此$学前阶段是个

体自我控制能力形成和发展的关键时期$也是培养

自我控制能力的最佳时期,

F̂#"

-

&

过往研究发现$自我控制能力的发展有着神经

生理方面的基础$并且在遗传和环境的相互作用下

逐步发展,

#!

-

&个体神经生理的发展主要受先天遗

传因素影响$较难人为控制$因此深入了解具体环境

因素的影响对培养幼儿自我控制能力更具实践指导

意义&家庭环境是幼儿成长环境的关键组成部分$

对个体早期性格'情绪与行为的发展发挥着不可替

代的重要影响&而不同家庭间的父母教育理念以及

教养方式的不同$往往对幼儿的性格形成与后天发

展有着截然不同的深远影响&古语有云*慈母多败

儿+*棍棒之下出孝子+$中国传统父母教育观念认

为$父母的严格管教是培养孩子优良品质的重要方

式&而现代父母教育则强调*好孩子是夸出来的+

*爱和自由是教育的真谛+&传统与现代父母教育观

念的冲突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当代家长在教育子女问

题上的迷茫&在个体自我控制能力发展的这一关键

时期$父母如何通过合适的教养方式有效培养孩子

的自控能力$是许多家长以及教育研究者们十分关

注的话题&本文依据心理学相关理论与东西方实证

研究结果$具体分析了学前阶段不同父母教养方式

对幼儿自我控制能力发展的影响$并以此为基础提

出相应的父母教养策略与建议以供参考&

二"父母教养对于幼儿自我控制能力发

展的影响

人们常说$家庭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父母是孩

子的第一任老师&父母教养即是父母在教养'教育

子女时表现出的态度和行为,

#%

-

&随着年龄的增长$

幼儿在与父母的亲密关系中逐步建立家庭内部互动

与探索外部世界的平衡$并在这过程中学习和适应

家庭环境以及外部世界的规则和要求&父母也不再

单纯地顺应和满足孩子的各种需求$而开始向孩子

提出各方面的要求来进行管教$这也是社会化影响

的开始,

#&

-

&幼儿在与父母的互动中$逐渐内化父母

对自己的要求和期望$并尝试控制冲动反应和延迟

满足来达到这些外界要求&在这一过程中$幼儿在

父母的支持下学习调控自身想法'情绪和行为的各

种技能$促使自我控制能力不断发展,

#B

-

&综合以往

相关研究可以发现$父母主要通过情感互动'行为控

制和自主支持这三个方面的教养方式对幼儿的自我

控制能力产生影响&

#一$情感互动

父母与幼年子女早期的互动过程中$情绪情感

的互动是其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对幼儿自控能力发

展有重要的影响&父母与幼儿的情感互动包括情感

表达'情感支持与情感回应等&研究发现$父母在幼

年子女的互动中表达越多的积极情绪$展现越多的

温情"

U,*7;0

#$孩子的自我控制能力会发展得更

好$但父母过多地表达消极情绪"如愤怒或失望#则

会损害幼儿自我控制能力的发展,

#%

$

#Ĉ#$

-

&

/2-94*̂

7,+

与
],

Q

):,

的纵向研究发现$父母在孩子
!

岁

时的日常生活中表现出越多的温情"如话语中传达

较多的积极情绪#$孩子在
&

岁时能越好地调控自己

的行为和注意力,

#F

-

&一个类似的纵向研究也发现$

父母在孩子
&@B

岁时的温情表达可以正向预测孩

子直到
$@F

岁时在行为'注意力和情绪方面的自我

调控能力的增长,

!"

-

&在针对中国
%@C

岁幼儿与父

母的一项实验研究中$李大维等人发现%当母亲以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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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的态度"面带微笑$交流时语调柔和$积极肯定地

评价孩子表现#与孩子一起完成需要孩子控制自己

行为的实验任务时$孩子表现出较多的自我控制行

为!相反$当母亲以消极的态度"表情冷漠$交流时语

调生硬$消极否定地评价孩子表现#与孩子完成实验

任务时$孩子的自我控制行为相对较少,

!#

-

&此外$

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父母的情感支持与情感回应

对幼儿自我控制能力有积极影响&

4̀+

Q

),

等人发

现$母亲在和
%

岁的孩子完成实验任务时有越多情

感支持与回应的表现"例如当孩子遇到困难表现出

负面情绪时及时回应来帮助调整状态#$孩子在半年

后表现出越好的努力控制能力"

O..(*;.)-X(+̂

;*(-

#

,

!!

-

&另一个长达
%

年的研究同样发现$父母在

孩子
!@%

岁时表现出的情感支持与回应可以正向

预测孩子
B@C

岁时的认知执行能力"

O14L);294

I)+L;2(+2+

Q

#

,

!%

-

&父母的情感支持行为还会影响幼

儿的行为控制能力&例如$当母亲平时越多地表扬

和鼓励孩子$孩子在参与挑战性任务时有越多的坚

持性表现,

!&

-

&

父母与幼年子女的情感互动主要从三方面影响

幼儿自我控制能力的发展&首先$父母共情'温暖的

回应方式可以降低孩子的负面情绪唤起$进而增强

幼儿的自我控制能力$减少问题行为产生,

!B

-

&而父

母消极情绪的表达容易唤起孩子的负面情绪$使他

们难以及时按需要集中或是转移注意力$也不容易

听从父母的指导来发展注意力和行为控制的技

能,

!C

-

&其次$情感支持型父母更多地表扬和鼓励孩

子$较少批评和责骂孩子$有利于为孩子营造一个支

持性的成长环境$使孩子更愿意接受和内化父母对

自己的要求'规定和期望$在积极的情绪状态下自觉

努力地进行自我调控的尝试&第三$在积极的情感

互动中$父母作为榜样为孩子示范了如何积极'冷静

地调控自己的情绪和行为来应对压力或困难局面$

通过言传身教来帮助孩子学习和发展其自我调控的

各种技能,

#A

-

&

#二$行为控制

父母对孩子的行为控制是学前阶段日常亲子互

动的主要形式之一$包括父母指导'示范和监督孩子

的行为$以及为孩子的行为设置规则和限制等,

!A

-

&

父母具体以何种方式管教和调控孩子的行为对其自

控能力的发展往往有着不同的效果&众多针对西方

幼儿的研究发现了多种不利于幼儿自控能力发展的

行为控制方式$可以共同归结为父母消极的行为控

制"

64

Q

,;294X(+;*(-

#$其中具体包括独断控制"

E:̂

:4*;294X(+;*(-

$独断命令式地控制孩子的行为#'强

迫控制"

I(*L4.)-X(+;*(-

$使用权威胁迫方式控制

孩子的行为#'肢体控制"

G0

<

:2L,-X(+;*(-

$直接粗

暴地拉拽拍打孩子#和言语控制"

>4*=,-X(+;*(-

$

用言语命令或责骂孩子#等方式&父母越多地表现

出这些消极的行为控制方式$幼儿的认知执行功能'

情绪调节与顺从行为等各方面自我控制能力发展得

越差,

$

$

!$̂!F

-

&例如$一项针对英国
!BF!

对同卵双胞

胎的研究发现$在排除了遗传因素的影响后$父母在

孩子
%@&

岁时严厉的管教方式"对孩子吼叫或打

骂#可以正向预测
B

年后孩子在注意力'行为和情绪

等多方面调控能力的降低,

%"

-

&陈会昌等人通过观

察
%

岁幼儿与母亲在家庭游戏中的互动发现%母亲

越多地使用否定控制和强迫身体控制等强控制策略

时$幼儿的不顺从行为越多!母亲越多地使用间接命

令和肯定评价等弱控制策略时$幼儿的顺从行为越

多&其中幼儿的顺从行为在儿童早期是其自控能力

的一种表现形式,

#%

-

&父母消极的行为控制之所以

对幼儿自控能力的发展有负面影响$一方面可能是

由于消极的行为控制容易激发幼儿的抵触情绪$导

致更多的不顺从行为$并阻碍幼儿接受和内化父母

的要求和期望!另一方面可能是因为父母过度地控

制孩子的行为使得孩子更加依赖外界的力量来调控

自身行为和情绪$而缺少机会通过自身努力习得自

我控制的技巧$建立内在的与自我控制相关的心理

过程$同时也逐渐丧失了发展自控能力的内在积

极性,

#&

-

&

在
P,**47,+

等人综合了
&#

项有关研究的元

分析研究中$与父母消极的行为控制形成鲜明对比

的是$父母积极的行为控制"例如设置行为界限以及

使用明确的指示引导孩子的行为#与学前儿童的自

我调节能力正向关联,

!F

-

&一项纵向研究也发现$母

亲在实验任务中越能有效地为孩子设置清晰一致的

行为界限"例如告诫孩子只能玩部分玩具而不能碰

其他玩具#$孩子在半年后展现出越好的自我控制能

力,

!!

-

&父母通过明确的规则对孩子的行为设立界

限$不但可以防止孩子做出危险行为以保证人身安

全$还可以帮助孩子更好地明白什么样行为是合适

的$如何做出恰当的行为$并且进一步内化父母设定

的准则来控制自己的情绪和行为,

%#

-

&此外$自我控

制理论认为$为了培养孩子的自控能力$父母只奖励

孩子好的行为是不够的$还需要监控孩子的行为'发

现问题行为'惩罚问题行为&但值得注意的是父母

对孩子问题行为的惩罚应适度$因为有研究发现经

常遭受母亲体罚的孩子控制冲动的能力较差,

%!

-

&

#三$自主支持

父母积极的行为控制通常伴随着对子女自主性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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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支持$包括允许和鼓励孩子的一些

自主行为$向孩子提出要求时进行解释说明$以及提

供支架式的帮助"

/L,..(-M2+

Q

#等,

%%

-

&学前儿童在

脱离了婴儿期对父母的完全依赖后$不但身体机能

快速发展$自我意识也开始萌发和增强$并开始寻求

一定的自主和独立&自我决定理论认为$对自主'能

力和关系的需要是个体最基本的心理需要$满足这

些基本需要是个体心理机能积极发展的前提&

许多研究结果显示$父母如果在管教孩子的过

程中能够尊重并支持孩子自主性需要$将会有效促

进孩子自我控制能力的发展&

/2-94*7,+

和
S

JJ

(-2̂

;(

的研究发现$母亲在游戏任务中越少地对孩子发

号指令或直接接管任务$以及越多地根据孩子的表

现提供积极反馈$孩子在半年后表现出越好的延迟

满足能力,

%&

-

&

4̀+

Q

),

等人的研究发现$父母在设

定行为界限的基础上提供的支架式帮助可以有效促

进孩子认知控制能力的发展&其中$支架式帮助包

括根据孩子在任务中的表现和需要来调整和保持适

当的支持和指导$使任务难度与孩子的能力水平相

匹配$以保证孩子积极自主地参与并成功完成任

务,

!!

-

&一个相似的研究发现$父母在与孩子的任务

互动中越多地对孩子进行鼓励并提供支架式帮助$

并给孩子提供自主选择和参与的机会$孩子在半年

后表现出越强的认知执行能力,

%B

-

&此外$在
4̀L)

<

^

4*̂Z,):

和
a()LV

的实验研究中$父母被要求在多

个情境下按照日常的方式不让
#@%

岁的孩子触碰

或玩耍一件有吸引力的物品&研究者发现$在这些

行为限制性任务中表现更好的孩子$他们的父母更

多地共情孩子的内心感受$并更多地解释限制行为

的原因或与孩子进行商量,

%C

-

&相反$父母如果对孩

子进行过度的控制$例如通过爱的剥夺'诱发内疚和

施加权威等方式在心理层面控制孩子的情绪想法以

达到控制孩子行为的目的$会阻碍孩子自主需要的

满足$剥夺孩子去学习和体验自主管理的机会$最终

损害孩子自我控制能力的发展&

三"培养幼儿自我控制能力的父母教养

策略

综合以上研究结果可知$温暖的情感支持'坚定

的行为控制以及适度的自主支持$是有助于学前幼

儿发展自控能力的父母教养方式&*慈母多败儿+并

不是指母亲的慈爱会对孩子的发展有负面影响$而

是强调了无原则地过分宠爱和纵容孩子的潜在危

害$提醒父母们应有原则地规范孩子的行为$树立相

应的行为界限$使孩子明白何为恰当的行为&现代

教育观中强调的*爱和自由+是指给予孩子足够的情

感支持与心理上的自由$但绝非溺爱和毫无限制的

自由&学前教育相关理论所推崇的*温和而坚定+的

父母教养方式强调家长在自身情绪稳定的状态下给

予孩子情感上的支持$并且保持教养行为前后一致$

给孩子树立明确的行为界限$以促进孩子自我控制

能力的发展&

#一$温暖支持*积极回应

在情感上提供温暖的支持与积极的回应是父母

培养孩子自控能力的有效方式$而其中一个重要前

提是父母保持自身的情绪稳定&情绪稳定的父母不

但更少冲孩子宣泄负面情绪$而且更容易与孩子建

立安全型依恋关系$使孩子乐意接纳父母的指导和

要求并敢于尝试对自己的情绪和行为进行调控&而

且父母通过有效的调节方式使自身情绪保持稳定$

也为孩子在情绪自控方面做了很好的示范&此外$

父母建立和保持良好的夫妻关系$构建和谐的家庭

氛围$同样有利于为孩子提供温暖'支持和可控的环

境$进而提升孩子的自我控制能力&

%@C

岁幼儿的情绪稳定性和调节能力尚处于

发展阶段$年龄越小的幼儿越容易出现情绪失控的

情况$进而引发行为的失控$因此父母在幼儿情绪失

控时提供积极的情感回应就显得尤为重要&在幼儿

情绪失控时$家长应及时倾听和回应$与孩子共情并

协助孩子调整情绪$最后启发或教给孩子应对情绪

状况的方法&例如$当孩子因为和同伴出现矛盾而

生气时$首先可以共情孩子的感受$并帮助孩子对自

己的情绪有更清晰的觉察$父母的共情陪伴往往有

利于降低孩子的情绪唤起水平!其次可以向孩子反

馈引起其情绪失控的原因$进一步表达对孩子的理

解!最后$当孩子情绪相对冷静时$父母可以启发孩

子思考如何应对和同伴出现矛盾的情况$提供一些

调节情绪和社交方面的建议和策略并鼓励孩子下次

尝试&父母温暖的理解和接纳$可以帮助孩子平复

情绪$内化积极的情绪调节方式&除此之外$父母还

可以运用游戏化的方式协助孩子提高情绪自我控制

力$包括绘画减压'角色扮演'枕头大战'设立积极暂

停角等&

#二$原则清晰*前后一致

幼儿自我控制的反面典型即通常所说的*熊孩

子+$他们最让人印象深刻的行为就是在公共场合大

吵大闹$乱发脾气$不讲道理等等&为了杜绝*熊孩

子+现象发生$家长应该让孩子知道哪些行为是恰当

的$哪些行为在哪些场合是不恰当的$即设立明确的

原则和行为界限&许多家长在教养孩子的过程中遇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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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父母教养对学前幼儿自我控制能力发展的影响及教养策略探讨

到的实际困惑是%自己确实给孩子设立了界限$但执

行时却常常失败&家长在给孩子设立界限以及执行

时要注意几个方面%"一#事前商定%家长需要将行为

准则在事前和孩子进行商议$得到孩子对准则的理

解共识$这样有助于促使孩子自觉自律地管控自己

的行为!"二#态度温和%选择一个孩子和家长的情绪

都较为稳定的时机$将一些行为界限'行为准则具

体'详细地告诉孩子!当孩子不遵守行为准则时$家

长应温和提示$明确执行规定$但要避免情绪失控性

地冲孩子喊叫!"三#前后一致%当家长为孩子设立行

为界限后$就要前后一致地坚定执行$避免孩子习得

用哭闹'扔东西等方式获取家长妥协&在父母对孩

子进行行为控制时$温和与坚定的方式不仅可以向

孩子传递持续的情感支持$做出良好的情绪自控榜

样$而且能够前后一致地贯彻与孩子共同商议的规

定$协助孩子控制自己的行为冲动$学会对自己的行

为负责&

#三$适度自主*允许试错

虽然中国传统文化强调孩子在与父母交往时要

顺从和听话$然而父母若能在对孩子的行为表现提

出具体要求的同时$通过相互协商'解释原因'提供

选择等方式尊重和满足孩子独立自主的需要$往往

能促使孩子更自愿地内化父母的要求$并更积极主

动去调控自己的行为去遵行这些要求&例如$父母

在要求孩子按时睡觉时$与其通过强制命令的方式

让孩子在恐惧中被迫服从$不如事先和孩子商量最

晚睡觉的时间$让孩子主动参与规则的制定$另一方

面向孩子解释按时睡觉对身体健康的重要性$让孩

子理解父母提出早睡要求的意图是为了保护他的身

体健康$从而使孩子更自觉主动地调整作息按时

睡觉&

幼儿常常需要通过行动来学习$在实际经验中

成长&父母在教导孩子的过程中应避免过度的保护

和帮助$而应给予孩子适度的自主空间进行尝试和

探索$允许孩子失败犯错$并鼓励引导孩子从错误中

学习&例如当孩子面临有挑战性的认知任务时$父

母最好先鼓励孩子自主思考解决问题的方法$若孩

子遇到困难请求帮助$父母也应避免直接告诉孩子

解决方法$而是提供支架式的帮助$即给一些提示和

线索使任务难度降低到与孩子的能力匹配$让孩子

最终自主解决问题$收获成功的体验&

另外父母还可以通过*打预防针+的方式鼓励孩

子提前进行自主思考...在遇到类似的问题情境和

困难挑战时$应如何调整思路寻求解决问题的方法$

以培养其应对困难挑战时的自我调控能力&*允许

尝试错误+就是父母不必在每个问题情境中都提醒

和帮助$而是允许孩子自主实践与犯错$但事后温和

地和孩子讨论失败的原因$以及下一次遇到同类情

况时可以怎样改进&当孩子感受到父母对他们的自

主支持时$他们会更加敢于自主思考和实践$应对困

难挑战时的自我调控能力也会相应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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