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同伴关系对大班寄宿幼儿自我控制能力的影响
——基于山东省寿光市六所寄宿幼儿园的调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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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探讨大班寄宿幼儿同伴关系与自我控制能力的关系，以山东省寿光市四所寄宿幼儿园和两所非寄宿幼儿园共298

名大班幼儿作为研究对象进行问卷调查。研究结果表明：寄宿幼儿与非寄宿幼儿在同伴关系、自我控制能力上不存在显著差

异。男寄宿幼儿在同伴拒绝上的得分显著高于女寄宿幼儿，男女寄宿幼儿在同伴接纳上不存在显著差异。男寄宿幼儿在自觉

性、坚持性、自制力和自我控制能力上的得分显著低于女寄宿幼儿。寄宿幼儿的同伴接纳与自我控制能力及分维度之间存在

非常显著的高度正相关。寄宿幼儿的同伴拒绝与自我控制能力及分维度之间存在非常显著的高度负相关。同伴接纳能够显

著正向预测大班寄宿幼儿自我控制能力。同伴拒绝能够显著负向预测大班寄宿幼儿自我控制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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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fluence of Peer Relationship on the Self-control Ability of
Boarding Children in Senior Kindergarten Class

—A Study Based on the Investigation of Six Boarding Kindergartens in
Shouguang, Shandong Province

SONG Tian-jiao ZHAO Hao
(College of Education, Shandong Women’s University, Jinan 250000, China)

Abstract：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eer relationship and self-control ability of boarding children in senior kindergarten class, a
questionnaire survey was conducted among 298 children in four boarding kindergartens and two non-boarding kindergartens in Shou⁃
guang, Shandong Province.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re i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the boarding children and the non-boarding
children in terms of peer relationship and self-control ability. The score of male boarding children on peer rejection i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female boarding children, and there i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male and female boarding children in peer acceptance.
The score of male boarding children i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at of female boarding children in terms of consciousness, persistence, self-
control and self-control a[]bility. There i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peer acceptance, self-control and fractal dimension
among boarding children. There is a significant nega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peer rejection and self-control and fractal dimension among
boarding children. It can be significantly predicted the self-control ability of boarding children from peer acceptance in senior kindergar⁃
ten classes. It can be significantly negatively predicted the self-control ability of boarding children in senior kindergarten classes.
Key words: boarding children in senior kindergarten class; peer relationship; self-control 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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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提出

寄宿幼儿是指在寄宿学校里进行集体生活、

学习、交往的幼儿。目前国内对寄宿幼儿的研究

很少，大多集中在研究农村寄宿制中小学的建设

和发展[1]。仅有的少数研究表明寄宿虽然可以提

高幼儿的社会适应能力，但易引起幼儿社交焦

虑[2]。根据鲍尔比的“依恋理论”，在缺乏关爱和照

顾的条件下成长的孩子会产生对人的一种不信任

感，在人际交往中既不悦纳自己，也不接受他人[3]。

同伴关系是指同龄或相似年龄的儿童之间

的共同活动和合作关系[4]。大班幼儿的同伴关系

正处于形成阶段，同伴交往具有群体性和稳定性

的特点[5]。Koop认为自我控制能力是指个体根据

个人价值和社会期望调整自己行为的能力，它是

儿童早期发展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对儿童未来的

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6]。

互动经验、观点采择能力是影响儿童自我控制

能力的重要因素[7]。不仅如此，儿童的同伴互动经

验与观点采择能力还存在密切联系，良好的同伴互

动对儿童观点采择能力的发展产生积极影响[8]。

基于上述内容，本研究试图以大班寄宿幼儿

这一特殊群体作为研究对象探讨大班寄宿幼儿

与大班非寄宿幼儿在同伴关系、自我控制能力上

的差异以及大班寄宿幼儿同伴关系与自我控制

能力的关系。

二、研究设计

（一）研究对象

采用整群抽样的方式选取了山东省寿光市四

所寄宿幼儿园和两所非寄宿幼儿园的大班幼儿作

为被试，采用同伴提名测验对幼儿进行施测，采用幼

儿自我控制教师评定问卷对幼儿教师进行问卷调

查，共发放问卷298份,有效问卷298份，有效问卷

回收率为100%。其中,寄宿幼儿202名，非寄宿幼儿

96名，男寄宿幼儿98人，女寄宿幼儿104人。

（二）研究工具

1. 同伴提名测验

运用谈话的方式，请幼儿说出他在班上最喜

欢的三个小朋友（积极提名）和最不喜欢的三个

小朋友（消极提名），以每个被试的积极提名分作

为同伴接纳的指标，以消极提名分作为同伴拒绝

的指标[9]。

2. 幼儿自我控制教师评定问卷

采用杨丽珠和董光恒编制的幼儿自我控制教

师评定问卷，该问卷包括自觉性、坚持性、自制力和

自我延迟满足四个维度，问卷由幼儿带班教师根据

幼儿在园的表现进行评定，采用李克特五点计分

法，即从1“完全不符合”到5“完全符合”[10]。在本

研究中，总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89，分半信

度为0.76，各分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798～

0.838，这说明问卷具有良好的信效度。

（三）统计分析

运用SPSS20.0对数据结果进行描述性统计

分析、差异分析、相关分析和回归分析，来探讨大

班寄宿幼儿同伴关系、自我控制能力的特点以及

同伴关系与自我控制能力的关系。

三、结果与分析

（一）寄宿幼儿与非寄宿幼儿在同伴关系、自

我控制能力上的差异对比

为探讨寄宿幼儿和非寄宿幼儿在同伴关系、

自我控制能力上的差异，运用SPSS 20.0对数据

结果进行了分析，结果如表1所示。

表1 大班寄宿幼儿与非寄宿幼儿在同伴关系、自我控制能力上的独立样本T检验

维度

同伴接纳

同伴拒绝

自觉性

坚持性

自制力

自我延迟满足

自我控制能力

M

寄宿幼儿

2.43

1.61

22.17

13.08

21.07

16.59

72.71

非寄宿幼儿

2.54

1.40

22.76

13.34

21.26

16.38

73.74

SD

寄宿幼儿

2.160

3.532

5.504

2.664

3.590

2.828

13.675

非寄宿幼儿

2.557

2.364

5.504

4.474

4.044

2.069

12.967

T

-0.263

0.387

-0.611

-0.431

-0.279

0.466

-0.442

P

0.79

0.70

0.54

0.67

0.78

0.64

0.66

注：寄宿幼儿202名，非寄宿幼儿96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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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1可以看出，寄宿幼儿与非寄宿幼儿在

同伴关系上不存在显著差异（P＞0.05），但从得

分来看，在同伴接纳上，寄宿幼儿的得分低于非

寄宿幼儿，在同伴拒绝方面，寄宿幼儿的得分高

于非寄宿幼儿。在自我控制能力及各个维度上，

寄宿幼儿和非寄宿幼儿并不存在显著差异，但从

得分来看，在自觉性、坚持性、自制力、自我控制

能力上，寄宿幼儿的得分低于非寄宿幼儿。

（二）寄宿幼儿同伴关系、自我控制能力在性

别维度上的差异对比

为探讨寄宿幼儿的同伴关系、自我控制能力

在性别维度上的差异，本研究运用SPSS 20.0对

数据结果进行了分析，结果如表2所示。

表2 大班寄宿幼儿同伴关系、自我控制能力在性别维度上的独立样本T检验

维度

同伴接纳

同伴拒绝

自觉性

坚持性

自制力

自我延迟满足

自我控制能力

M

男寄宿幼儿

2.13

2.34

21.17

12.53

20.41

16.23

70.35

女寄宿幼儿

2.82

0.71

23.42

13.77

21.91

17.04

75.70

SD

男寄宿幼儿

1.839

4.485

6.135

2.879

3.642

2.990

15.007

女寄宿幼儿

2.470

1.307

4.484

2.214

3.383

2.569

11.230

T

-1.625

2.583*

-2.121*

-2.382*

-2.123*

-1.435

-2.037*

P

0.107

0.012

0.036

0.019

0.036

0.155

0.044

注：*P＜0.05，男寄宿幼儿98名，女寄宿幼儿104名

从表2可以看出，男寄宿幼儿在同伴拒绝上

的得分显著高于女寄宿幼儿（P＜0.05），在同伴

接纳上，男女寄宿幼儿不存在显著差异。在自我

控制能力上，男寄宿幼儿的得分显著低于女寄宿

幼儿（P＜0.05）。从自我控制能力的分维度上来

看，男寄宿幼儿在自觉性、坚持性、自制力上的得

分显著低于女寄宿幼儿（P＜0.05）。这表明女寄

宿幼儿的同伴关系要好于男寄宿幼儿，女寄宿幼

儿的自我控制能力要强于男寄宿幼儿，

（三）寄宿幼儿同伴关系与自我控制能力的

关系

1. 寄宿幼儿同伴关系与自我控制能力的相

关分析

为探讨寄宿幼儿同伴关系与自我控制能力

两者的关系，本研究运用SPSS 20.0对寄宿幼儿

同伴关系与自我控制能力进行相关分析，结果如

表3所示。

表3 大班寄宿幼儿同伴关系与自我控制能力的相关分析

同伴接纳

同伴拒绝

自觉性

坚持性

自制力

自我延迟满足

自我控制能力

同伴接纳

1

-0.384**

0.683**

0.691**

0.655**

0.650**

0.699**

同伴拒绝

1

-0.625**

-0.530**

-0.542**

-0.530**

-0.604**

自觉性

1

0.864**

0.888**

0.856**

0.971**

坚持性

1

0.831**

0.803**

0.916**

自制力

1

0.841**

0.945**

自我延迟满足

1

0.921**

自我控制能力

1

注：**P＜0.01

从表3中可以看出，寄宿幼儿的同伴接纳与

自我控制能力及分维度之间存在非常显著的高

度正相关（P＜0.01），相关系数范围为 0.650～

0.699。寄宿幼儿的同伴拒绝与自我控制能力及

分维度之间存在非常显著的高度负相关（P＜

0.01），相关系数范围为-0.625～-0.530。

2. 寄宿幼儿同伴关系对自我控制能力的回

归分析

在表3相关分析的基础上，本研究以同伴接

纳、同伴拒绝、性别因素为自变量，以自我控制能

力为因变量，运用SPSS 20.0进行逐步回归分析，

结果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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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大班寄宿幼儿同伴关系对其自我控制能力的回归分析

因变量

自我控制能力

预测变量

同伴接纳

同伴拒绝

β

0.545

-0.390

R2

0.488

0.128

调整R2

0.483

0.125

T

9.665

-5.696

F

93.409

77.915

Sig.

0.000

0.000

从图表4中可以看出，大班寄宿幼儿同伴接

纳、同伴拒绝能够影响到寄宿幼儿的自我控制能

力。具体来说，同伴接纳能够正向预测大班寄宿

幼儿自我控制能力，标准化回归系数为0.545，解

释量为48.3%。同伴拒绝能够负向预测大班寄宿

幼儿自我控制能力，标准化回归系数为-0.390，解

释量为12.5%。这说明幼儿在同伴交往中受欢迎

程度越高，其自我控制能力就越强，但同伴拒绝会

对幼儿自我控制能力的发展产生不利的影响。

四、讨论

（一）寄宿幼儿与非寄宿幼儿在同伴关系、、自

我控制能力上的差异分析

研究发现，寄宿幼儿与非寄宿幼儿在同伴关

系、自我控制能力上不存在显著差异，但从得分

来看，在同伴接纳上，寄宿幼儿的得分低于非寄

宿幼儿，在同伴拒绝方面，寄宿幼儿的得分高于

非寄宿幼儿，在自我控制能力上寄宿幼儿的得分

低于非寄宿幼儿。家庭是幼儿同伴关系和自我

控制能力培养的重要场所，但寄宿幼儿大部分时

间是在幼儿园中度过，与父母相处的时间相对较

少，得到的父母关心、管束较少。在日常生活、学

习的过程中，当寄宿幼儿遇到问题时，父母也不

能及时提供关怀，教给幼儿解决问题的策略和方

法，这也就能够解释寄宿幼儿在同伴关系、自我

控制能力上的得分低于非寄宿幼儿。

（二）寄宿幼儿同伴关系、、自我控制能力在性

别维度上的差异分析

研究表明，男寄宿幼儿在同伴拒绝上的得分

显著高于女寄宿幼儿，这与前人研究结论一致。

已有研究发现，在解决冲突的策略和交往目标

上，男孩和女孩之间存在性别差异：女生通常以

保持良好的同伴关系为目标，在人际交往上多采

用亲社会型的策略；男生在同伴交往中表现得更

为自我为中心，以控制他人为目标，冲突解决策

略上多采用攻击、侵犯等策略[11]。

在自我控制能力、自觉性、坚持性、自制力

上，男寄宿幼儿的得分显著低于女寄宿幼儿，这

与杨丽珠、宋辉的研究结论一致。影响幼儿自我

控制能力的因素很多，其中神经系统的发育水平

直接影响儿童的自我控制水平，这是幼儿了解外

界、规范和控制自己行为的生理前提，大约四岁

以后，伴随着神经系统结构的发展，内部抑制也

开始发展，儿童开始逐渐控制自己的活动和情

绪，而女性幼儿的神经系统发育较男性幼儿的发

育水平要早，内部抑制也比男性幼儿早，因此，女

性幼儿能比男性幼儿更好地控制其活动和情绪，

自我控制的水平更高[12]。

（三）大班寄宿幼儿同伴关系与自我控制能

力的关系分析

相关分析结果表明，寄宿幼儿的同伴接纳与

自我控制能力及分维度之间存在非常显著的高

度正相关，寄宿幼儿的同伴拒绝与自我控制能力

及分维度之间存在非常显著的高度负相关，这表

明大班寄宿幼儿的同伴关系与自我控制能力之

间存在着非常密切的联系，这与前人的研究结论

基本一致[13]。进一步回归分析结果表明，大班寄

宿幼儿同伴接纳、同伴拒绝能够影响到寄宿幼儿

的自我控制能力。具体来说，同伴接纳能够正向

预测大班寄宿幼儿自我控制能力，标准化回归系

数为0.545，解释量为48.3%。同伴拒绝能够负向

预测大班寄宿幼儿自我控制能力，标准化回归系

数为-0.390，解释量为12.5%。根据前人研究可

知，互动经验、观点采择能力影响儿童的自我控

制能力，同时儿童的观点采择能力还与同伴互动

经验存在密切联系，同伴互动促进儿童观点采择

能力的发展[5-6]。可以说，幼儿的自我控制能力是

在同伴互动的过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幼儿的同

伴关系对其自我控制能力具有影响作用，这在本

研究中得到验证。因此对于提高幼儿的自我控

制能力可以从改善幼儿的同伴接纳入手。

五、结论与建议

（一）结论

1. 寄宿幼儿与非寄宿幼儿在同伴关系、自我

控制能力上不存在显著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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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寄宿幼儿在同伴拒绝上的得分显著高于

女寄宿幼儿，男女寄宿幼儿在同伴接纳上不存

在显著差异。男寄宿幼儿在自觉性、坚持性、

自制力和自我控制能力上的得分显著低于女

寄宿幼儿。

2. 寄宿幼儿的同伴接纳与自我控制能力及

分维度之间存在非常显著的高度正相关

寄宿幼儿的同伴拒绝与自我控制能力及分

维度之间存在非常显著的高度负相关。同伴接

纳能够正向预测大班寄宿幼儿自我控制能力，标

准化回归系数为0.545，解释量为48.3%。同伴拒

绝能够负向预测大班寄宿幼儿自我控制能力，标

准化回归系数为-0.390，解释量为12.5%。这说

明同伴关系是大班寄宿幼儿自我控制能力的重

要影响因素。

（二）建议

1. 父母应增强教育责任意识，改变与幼儿的

交往方式

家庭因素是影响幼儿同伴交往能力的重要

因素，父母对幼儿同伴交往能力的发展具有直接

和间接的影响，直接影响是父母有目的的指导能

够改善幼儿的同伴交往能力，间接影响是幼儿的

亲子依恋和亲子互动是其发展同伴关系的主要

因素[14]。然而，寄宿幼儿由于大部分时间生活在

寄宿幼儿园，与父母相处时间短，父母对于孩子

同伴交往能力的促进作用被弱化。甚至有些父

母是“挣了票子，毁了孩子”，缺乏对幼儿教育的

责任意识。对此，父母首先应增强对幼儿教育的

责任意识，适当平衡工作和孩子教育，做到及时

与幼儿园教师沟通，关心幼儿在校表现。当孩子

在家时，积极与孩子互动，密切关注孩子的同伴

交往。其次，父母要注重与幼儿的交往方式。虽

然幼儿一周大部分时间生活在学校，但父母不能

只是周末见孩子，平时“不闻不问”，父母可以通

过电话与幼儿进行沟通，或者抽出时间看望幼

儿，让孩子感受到父母的关爱。

2. 营造轻松的幼儿园环境，创造寄宿幼儿间

更多平等交流的机会

为了促进同伴之间积极的人际关系，在幼儿

园环境上最需要营造一种愉快的合作氛围。相

比其他幼儿，寄宿幼儿需要在幼儿园生活更长的

时间，所以建立一个良好的幼儿园环境很重要。

就物质环境而言，要有齐全的设施、良好的环境

创设。例如，幼儿园的墙壁可以让它们变成“会

说话”的墙壁，可以在墙上画出色彩鲜明地以互

相帮助、团结友爱为主体的叙事画。就心理环境

而言，要在幼儿之间、师幼之间形成一种心理上

相融的气氛。教师应该做到热爱每一个幼儿，能

够让幼儿对自己产生亲切感和信任感。例如，可

以在幼儿园的主题活动中组织更多的师生合作

节目，拉近师生之间的距离，并让幼儿对班级产

生归属感。幼儿园也应经常开展旨在促进团结

和合作的集体活动，使幼儿经常进行小组游戏，

把合作当成生活中的一部分，在合作中增进幼儿

间的感情。

3. 通过教师和家长的干预计划，提高被拒绝

幼儿的积极行为，减少消极行为的产生

庞丽娟通过研究将幼儿的行为分为两大

类：积极行为和消极行为。积极行为有分享、合

作、友好、同情、谦让等，而消极行为则是打人、

惹恼别人，说话难听、淘气、抢占玩具、引起矛盾

等[15-17]。相对来说，受欢迎幼儿表现出较多的积

极行为和更少的消极行为；不受欢迎的幼儿则

与之相反，他们在交往中虽然表现的活跃、主

动，但是在交往时行为不友好，更多表现出的是

消极、攻击性行为。幼儿时期是身心迅速发展、

可塑性非常强的时期，如果是在不加任何干预

的自然状态下，幼儿被同伴拒绝的社交地位不

容易被改变，并且具有极大的稳定性。对于被

拒绝幼儿，教师和家长可以在幼儿的学习和生

活中，设计和实施干预计划。例如，可以选用教

导法，选用幼儿在生活中经历的一些积极体验

和消极体验的案例，教师和幼儿一起分析、讨论

这些案例，使幼儿有一个明确、恰当的行为方

式。此外还可以选择角色对换的方式，引导幼

儿站在他人的角度去体会自己的某些行为，从

而使幼儿在自觉、自愿的情况下产生积极的行

为。同时在实施这些措施的基础上，教师和家

长要强化幼儿的积极行为，使幼儿的自我效能

感和自我控制能力获得提升。

4. 创造被拒绝幼儿同伴交往的机会，使其获

得同伴交往的积极体验

被拒绝幼儿同伴交往不良的一个重要原因

是早期交往经验的匮乏。对此，首先，教师和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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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应教给幼儿一些同伴交往的策略和方法，以提

高被拒绝幼儿的同伴交往能力。根据大班幼儿

的心理年龄特点，他们在具体的生活和游戏情境

中更容易学会社交技能。教师可以在日常的学

习和生活中教给幼儿一些社交技能，包括遵守秩

序、学会分享、在游戏中遇到问题及时沟通等，使

他们能够学习如何与同伴合作。例如，幼儿通过

玩角色扮演的游戏，在游戏中获得的交往经验可

以帮助幼儿更好地进行同伴交往。其次，可以针

对被拒绝幼儿的特长优势，进行形式多样的活动

设计，使幼儿充分参与到活动中，为那些被拒绝

幼儿提供展示自己的机会。例如，让被拒绝幼儿

展示给其他幼儿自己的绘画技巧，通过帮助其他

孩子绘画，来改善自己的同伴关系，使其获得积

极的同伴交往的体验。同时，还可以通过游戏活

动增加被拒绝幼儿和受欢迎幼儿的交往机会，使

被拒绝幼儿受到良好行为表现的“感染”，逐渐能

够融入到班级群体之中。

5. 家园共育，合力改善寄宿幼儿同伴关系

教师和父母是教育伙伴，他们有着共同的目

标——促进幼儿的身心健康发展。当幼儿教师发

现幼儿在同伴交往中出现问题时，更需要及时寻

求父母的合作，只有幼儿园和家长共同合作、共同

努力，幼儿的同伴交往方面的问题才能有效解

决。为了使寄宿幼儿获得良好地同伴关系，在家

园合作方面，幼儿园和幼儿教师应做好以下几点：

首先，与寄宿幼儿父母保持经常联系，交流幼儿在

园同伴交往、学习、生活等情况；其次，幼儿园应多

组织家长会，家长开放日和家长课堂等活动，对寄

宿幼儿抚养人进行幼儿教育理念和知识的教育，

帮助抚养人认识到同伴交往对于幼儿健康成长的

重要性，并积极培养孩子良好的同伴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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