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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考察大班幼儿情绪能力、社会性发展及两者之间的关系，从某省区幼儿园大班中抽取928名幼儿，采用家长评价的

方法完成量表施测。研究发现：大班幼儿情绪能力和社会性发展水平良好；在尊重他人、行为规范、归属感维度和社会性发展

总分上性别差异显著，情绪能力上性别差异不显著；抚养方式影响幼儿社会性发展，但不会影响其情绪能力发展。幼儿的情绪

能力可以正向预测其社会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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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Emotional Ability and Social Development of Kindergarten
Children in Senior Cla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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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 order to investigate the emotional ability, social development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wo, 928 children were se⁃
lected from the kindergarten senior classes in a province and the scale was completed by the method of parent evaluation.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emotional ability and social development level of the children in the senior class are good. There were significant gender
differences in respect for others, behavioral norms, sense of belonging and total score of social development, but there was no signifi⁃
cant gender difference in emotional ability. Parenting style affects children’s social development but not their emotional ability develop⁃
ment, and children’s emotional ability can positively predict their social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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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提出

在当前时代背景下，家庭和社会已意识到幼

儿个性和社会性发展的重要性，不再把智育作为

其发展的唯一部分，而是围绕促进幼儿全面发展

进行教育工作。教育部2012年颁布了《3-6岁儿

童学习与发展指南》[1]（以下简称《指南》），从健

康、语言、社会、科学和艺术五大领域提出幼儿学

习与发展目标和教育建议，体现了对幼儿发展的

重视以及美好期望。因此，抓好幼儿教育工作，

促进幼儿和谐健康发展成为时代所需。

从20世纪80年代至今，社会性一直是社会

学、教育学、心理学领域研究的热点，且不同领域

的研究者对其进行了不同的定义。其中，心理学

者陈会昌（1994）将社会性理解为由于个体参与

社会生活、与人交往，在他固有的生物特性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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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形成的那些独特的心理特性，包括信念、价值

观和行为方式等，它们使个体能够适应周围的社

会环境，正常地与别人交往，接受他人影响，反过

来也影响他人，在努力实现自我完善过程中积极

地影响和改造周围环境[2]。一些研究发现，幼儿

期是个体社会性发展的关键期[3-4]。社会性发展

使幼儿实现从自然人到社会人的转变，对其今后

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因此，社会和家庭有必要保

障幼儿教育资源分配比重，实现其社会性良好发

展。

情绪是幼儿社会化过程的重要部分，有建

立、维持、改变个体与外界关系的功能[5]，是适应

生存的重要工具。随着年龄的增长，幼儿从生理

情绪过渡到社会情绪，即从冲动、不稳定、外显的

特点逐步转化为有调控性、稳定、内隐的特点，情

绪能力逐步提高。Saarni（1999）将情绪能力定义

为理解自己和他人情绪，适当地呈现情绪、表达

情绪、和能够抑制或者调节行为以达到目标的能

力[6]。3-6岁的幼儿正值自我中心化阶段，相比于

理解他人情绪，大部分时候他们更注重自我情绪

的表达、自我情绪的调节，这成为其人际交往时

学会的技能[7]。同时，早期情绪能力可以有效预

测今后学习、人际关系和问题解决能力，甚至可

以预测今后的人格发展[8-10]。因此，注重幼儿情绪

能力发展至关重要，良好的情绪能力可以促进其

学习与发展，对其今后社会生活和心理健康产生

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情绪能力和社会性作为幼儿发展的重要部

分，直接影响其未来情绪和行为方面的发展。情

绪能力和社会性发展的主要影响因素包括三个

方面：个体因素，如年龄、气质类型、行为等；环境

因素，如家庭、同伴、教师、文化等；认知因素，如

自身语言发展等。这一直是许多研究者所关注

和探讨的重点，为幼儿健康发展实践提供了一定

的理论依据。另外，情绪能力和社会性发展有着

密不可分的联系，有学者甚至会把情绪能力划分

到社会性发展的领域。尽管较多的学者探究过

过两者之间的关系，但总是建立在维度上，很少

对两者的整体进行研究，因此笔者将采用冯廷勇

教授团队编制的情绪能力和社会性发展问卷，其

在维度划分上与以往研究工具不尽相同，从整体

角度探究情绪能力和社会性发展之间的关系。

大班幼儿处于幼小衔接的关键时期，他们将

面临新的学习和人际交往环境，入学前的准备工

作决定他们对小学生活的态度和期望，也与其接

受小学教育和未来学业成就密不可分。学前末

和学龄初是幼儿情绪和社会性发展的重要转折

期，做好情绪和社会性发展准备对其顺利实现过

渡具有重要意义[11]。因此有必要了解大班幼儿情

绪能力和社会性发展现状，为确定其未来发展目

标，顺利实现阶段过渡做好基础准备。

综上所述，本研究拟以大班幼儿为研究对

象，对以下问题进行探究：（1）幼儿情绪能力和社

会性发展水平；（2）性别和抚养方式对幼儿情绪

能力和社会性发展的影响；（3）幼儿情绪能力与

社会性发展关系研究。

二、研究设计

（一）被试

从某省区7个幼儿园中随机抽取1000名大

班幼儿，年龄分布在4岁6个月—6岁4个月，平均

年龄为5岁6个月。向幼儿家长或最了解幼儿的

监护人发放问卷，共发放问卷1000份，回收有效

问卷928份，有效率为92.8%。其中男生469人，

女生459人。

（二）研究工具

1.《5-6岁儿童社会性发展量表》

该工具是由西南大学冯廷勇教授团队根据

《指南》编制，专用于对幼儿社会性发展进行测

评。该量表采用家长评价法，采用5点计分，从1

（非常不符合）到5（非常符合）。有交往意愿、同

伴交往、行为规范、群体适应、自尊自信、尊重他

人、归属感7个评价维度，共40道题目，分量表的

内部一致性信度分别为 0.62、0.54、0.67、0.58、

0.79、0.70、0.67，总量表的内部一致性信度为

0.92，具有良好的信度。

2.《5-6岁儿童健康发展量表》

该工具是由西南大学冯廷勇教授团队根据《指

南》编制，专用于对幼儿健康发展进行测评。该量表

采用家长评价法，采用5点计分，从1（非常不符合）

到5（非常符合）。本研究选用其中的情绪能力评价

维度，共6道题目，内部一致性信度为0.65。

（三）研究程序

首先，联系幼儿园，确定被试；然后，将问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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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目上传至用于问卷填写的APP；最后，由幼儿园

老师通知幼儿家长或最了解孩子的监护人进行

填写，填写完成后直接线上提交。

三、结果与分析
（一）情绪能力与社会性发展差异分析

1.情绪能力与社会性发展水平分析

大班幼儿在情绪能力和社会性发展各维度

的得分如表1所示。由表1可知，情绪能力和社

会性发展各维度得分均高于中间值3。进一步进

行单样本t检验，情绪能力和社会性发展各维度

得分与中间值差异显著（ps ＜0.001），因此大班幼

儿的情绪能力和社会性发展水平良好。
表1 情绪能力和社会性发展与中间值的差异检验

交往意愿

同伴交往

自尊自信

尊重他人

群体适应

行为规范

归属感

社会性发展

情绪能力

M ± SD

3.99±0.57

3.86±0.55

3.72±0.66

3.96±0.57

4.02±0.59

3.88±0.57

4.16±0.58

4.00±0.50

3.87±0.55

t

52.87***

47.85***

33.06***

51.38***

52.54***

46.82***

60.66***

91.40***

48.19***

注：*表示p＜0.05，**表示p＜0.01，***表示p＜0.001，

下同

2.社会性发展各维度性别差异检验

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考察不同性别和抚养方

式下幼儿情绪能力、社会性发展的差异见表2，由

表2可知，在尊重他人、行为规范、归属感维度性

别差异显著（ps＜0.05），且女孩得分高于男孩；在

其他维度上性别差异均不显著(ps＞0.05)。
表2 幼儿社会性发展各维度得分（M±SD）及性别差异检验

交往意愿

同伴交往

自尊自信

尊重他人

群体适应

行为规范

归属感

性别

男

3.98±0.60

3.84±0.56

3.68±0.69

3.91±0.55

3.98±0.60

3.84±0.57

4.12±0.59

女

4.00±0.54

3.88±0.54

3.76±0.63

4.01±0.58

4.06±0.58

3.92±0.58

4.20±0.57

t

-0.62

-1.03

-1.77

-2.73**

-1.94

-2.06*

-1.99*

3.性别和抚养方式对社会性发展的影响

性别和抚养方式对幼儿社会性发展的影响

见表3、表4和图1。由表3、表4可知，幼儿社会性

发展存在显著性别差异，F(1,924)=1.04，p=0.05，

η2
p=0.004，且女孩发展好于男孩。不同抚养方式

下，幼儿社会性发展差异显著F(1,924)=4.01，p=

0.001，η2
p=0.020，且由父母抚养的幼儿发展好于

祖辈抚养的幼儿。性别和抚养方式在幼儿社会

性发展的交互作用不显著 F(1,924) =0.05，p ＞

0.05，见图1。
表3 不同性别和抚养方式下，幼儿社会性发展和

情绪能力得分（M ± SD）

性别

男

女

抚养人

父母

爷爷奶奶/外公外婆

父母

爷爷奶奶/外公外婆

社会性发展

4.59±0.54

4.37±0.48

4.66±0.53

4.490±.49

情绪能力

3.86±0.56

3.89±0.654

3.91±0.55

3.760±.53

表4 性别和抚养方式对幼儿社会性发展的方差分析

变异来源

性别

抚养人

性别*抚养者

平方和

1.04

4.01

0.05

df

1

1

1

MS

1.04

4.01

0.05

F

3.71

14.38

0.17

p

0.05

0.001

0.68

η2
p

0.0040

0.0200

0.0004

5.00

4.00

3.00

2.00

1.00

.00

社
会
性
发
展

父母 爷爷奶奶/外公外婆
宝宝的主要抚养人

性别
男
女

图1 性别与抚养人的交互效应图

性别和抚养方式对幼儿情绪能力的影响见表5

和图2，由表5和图2可知，幼儿情绪能力的性别差

异不显著，F(1,924) = 0.60，p ＞0.05；不同抚养方式

下，幼儿情绪能力差异不显著，F (1,924) = 1.12，p＞

0.05；性别和抚养人身份在社会性发展的交互作用

不显著，F(1,924) = 0.78，p＞0.05。
表5 性别和抚养方式对幼儿情绪能力的方差分析

变异来源

性别

抚养人

性别*抚养者

平方和

0.18

0.34

0.78

df

1

1

1

MS

0.18

0.34

0.78

F

0.60

1.12

2.55

p

0.44

0.29

0.11

η2
p

0.001

0.001

0.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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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

4.00

3.00

2.00

1.00

.00

情
绪
能
力

父母 爷爷奶奶/外公外婆
宝宝的主要抚养人

性别
男
女

图2 性别与抚养人的交互效应图

（二）情绪能力与社会性发展的回归分析

大班幼儿情绪能力与社会性发展的相关分

析如表6所示，情绪能力与交往意愿、同伴交往、

自尊自信、尊重他人、群体适应、行为规范、归属

感显著正相关(ps＜0.05)。进一步进行回归分析

见表7。由表7可知，情绪能力对交往意愿、同伴

交往、自尊自信、尊重他人、群体适应、行为规范、

归属感有预测作用，解释率分别为14%、19%、

17%、19%、9%、12%、13%，且均达显著水平(ps＜

0.001)。
表6 情绪能力与社会性发展各维度的相关分析

情绪能力

交往意愿

0.37*

同伴交往

0.43**

自尊自信

0.42**

尊重他人

0.44**

群体适应

0.30**

行为规范

0.35**

归属感

0.36**

社会性发展

0.49**

表7 情绪能力与社会性发展各维度的回归分析

因变量

交往意愿

同伴交往

自尊自信

尊重他人

群体适应

行为规范

归属感

社会性发展

自变量

情绪能力

常量

2.51

2.19

1.78

2.23

2.78

2.46

2.70

2.77

B

0.38

0.43

0.50

0.45

0.32

0.37

0.38

0.47

F

148.51

215.33

196.51

216.12

92.85

132.41

135.21

291.70

t

12.19***

14.67***

14.02***

14.70***

9.64***

11.51***

11.63***

17.08***

R 2

0.14

0.19

0.17

0.19

0.09

0.12

0.13

0.24

四、讨论

（一）幼儿情绪能力和社会性发展水平良好

本次调查结果发现，大班幼儿的情绪能力与

社会性发展水平良好。可能原因如下：第一，幼

儿园和家庭已经具备较为科学全面的教育理念

和意识，对幼儿情绪、社会性等领域的发展给予

了重视。幼儿园为幼儿发展提供优质的学习环

境和师资力量，家庭也投入大量的精力和时间。

此外，《指南》为幼儿园和家长在幼儿教育方面提

供一系列指导建议，为其发展提供了保障。第

二，互联网时代的到来给幼儿学习带来了诸多便

捷，如：学习渠道多样化以及共享学习资源等，皆

为幼儿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学习条件。

（二）幼儿社会性发展的性别差异显著，情绪

能力性别差异不显著

在本研究中，男孩和女孩的整体社会性发展

存在显著差异，与以往研究结果相一致[12-13]。这

种差异很可能反映了男女的性别差异，很大程度

上是社会对男女的不同社会角色期望造成的[14]。

在“行为规范”维度上，男孩和女孩差异显著，相

比于男孩，女孩表现得更好，与以往研究结果保

持一致[15-16]。不同性别的幼儿情绪能力不存在显

著差异，与以往研究结果一致。可能是家长对不

同性别的幼儿情绪培养方式基本趋于一致。另

外，本研究还发现，在“尊重他人”维度上，也存在

显著性别差异，且女孩得分明显高于男孩。可能

是受社会角色的影响，男孩被要求刚强、主动、不

能过分忍让等，尤其是自己利益受到侵犯时，要

主动出击，否则会被认为懦弱。通常男孩表现出

不遵守规则、不尊重他人等行为时，会被别人接

纳，而女孩被要求乖巧、温和、谦让，如果表现出

与男孩一样的行为，就会被认为不符合女孩的形

象，遭到老师和家长批评教育，因此，相比于男

孩，女孩更多表现出规范行为和尊重他人，这与

现实生活经验相一致。另外，在“归属感”维度

上，也存在显著性别差异。与男孩相比，女孩有

较强的归属感，与周碧薇（2015）的研究结果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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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17]。一般女孩在人际互动中投入的时间更多，

更容易对他人的共情和更多地自我暴露[18]；此外，

女孩情感比较细腻，她们更可能及时发现问题并

帮助身边有需要的同伴，从而形成良好的人际关

系；同时，一般情况下，女孩更渴望得到老师的支

持和喜欢，通常会表现得积极、主动等。这些可

能使得女孩更容易融入集体，对幼儿园产生的归

属感更强烈。

（三）不同抚养方式下幼儿社会性发展差异

显著、情绪能力差异不显著

随着社会压力剧增，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不

能全身心投入幼儿教育中，所以隔代抚养成为

一种普遍现象。本研究结果显示，父母抚养的

孩子比祖辈抚养的孩子社会性发展更好。可

能是随着社会的发展，祖辈的文化水平普遍有

所提高，但是相比于父辈，仍缺乏科学的育儿

知识，不能科学引导和教育幼儿。另外，两辈

成长背景不同，祖辈的价值观念相对比较陈

旧，在思想和行为上与当前发展要求存在一定

冲突，可能会潜移默化地影响幼儿发展。也有

研究表明[19]，隔代抚养儿童问题行为检出率高

于亲代抚养儿童。祖辈对幼儿表现出过度溺

爱，极易使孩子产生依赖心理及与他人关系不

融洽等不良行为，导致幼儿社会性发展受到阻

碍，进而影响其社会化进程。

另外，研究结果发现，不同抚养方式下，幼儿

情绪能力发展差异不显著。幼儿的情绪往往会

表现出来，也容易被察觉。快速反应、积极引导

是较好的处理方式。通常祖辈有较多的空闲时

间陪在幼儿身边，可以进行更多的倾听、鼓励、表

扬，有利于幼儿保持一种愉快的情绪状态。此外

祖辈对幼儿教育较为“放任”，他们的情绪表达不

当幼儿表现出消极情绪时，祖辈往往会采用宽

容、安慰等态度去应对，这些都有利于幼儿情绪

的发展。父母在抚养孩子过程中，对于孩子的情

绪问题往往会科学地引导和教育，幼儿情绪能力

得到较好的发展。因此，父母和祖辈在教育孩子

过程中，对其情绪能力培养有各自的优势。除此

之外，一些家庭中孩子尽管由祖辈抚养，但是与

父母的接触较为频繁，所以在某种程度上是父辈

与祖辈教育的结合，这些都有利于幼儿情绪能力

的良好发展，因此并不会由于抚养方式不同导致

情绪能力发展存在明显差异。

（四）情绪能力可以显著预测幼儿社会性发展

与谭和平（2009）、展宁宁等人（2014）的研

究结果一致[20-21]，本研究发现，情绪能力既可以

正向预测幼儿整体社会性发展，也可以正向预

测幼儿社会性发展各维度，即情绪能力能够促

进幼儿交往意愿、同伴交往、归属感、群体适应、

自尊自信、尊重他人和行为规范，与以往研究结

果[22-25]保持一致。大班幼儿心理发展水平明显

提高，具有表达方式多样化、合作意识逐渐增

强、更喜欢游戏的方式等特点，这成为他们人际

关系发展的有利条件。情绪能力良好的孩子更

愿意与他人进行交往、与他人建立良好的同伴

关系。良好的同伴关系能够促进幼儿社会认知

和社会技能的发展。与同伴和谐相处、获得同

伴的支持和关怀、满足情感需求和社会需求、获

得安全感和归属感[26]，有利于孩子群体适应性的

发展。因此，良好的人际关系会促进归属感从

而增加群体适应[27]。另外，在良好的人际关系

中，幼儿会获得他人积极的评价，幼儿通过他人

的评价认识自己、肯定自己，从而增强自信心。

一些研究表明[28-29]，情绪和自尊密切相关，善于

调节自己的情绪状态，重视积极的情绪体验，倾

向于减少消极情绪状态的个体自尊水平更高。

高情绪能力的个体往往采用积极情绪调节策

略，使个体保持积极的自我情绪体验，从而转化

为个体的自尊。因此，情绪能力可以正向预测

自尊水平。情绪能力也会影响行为规范，低情

绪能力的孩子更可能表现出对抗行为甚至故意

违反行为规则，而高情绪能力会增加幼儿尊重

他人的行为和提升幼儿群体适应能力，这与日

常经验相一致。总体来看，良好的情绪能力有

利于大班幼儿的社会性发展，从而更好地适应

生活。

（五）研究不足及其展望

影响情绪能力和社会性发展的因素较多，由

于采用问卷调查的方法进行研究，许多额外变量

不容易控制，因此在之后的研究中尽可能考虑这

些因素。此外，本研究采用的是家长评价的方

式，是从家长的角度来反映幼儿的发展，可能与

孩子真实发展状况存在一定的误差，未来研究中

尽可能采用幼儿自评的方式进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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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结论

（1）大班幼儿情绪能力和社会性发展良好。

（2）大班幼儿在社会性发展的行为规范、尊

重他人、归属感维度以及总分上性别差异显著，

在情绪能力上性别差异不显著。

（3）不同抚养方式影响幼儿社会性发展，但

不会影响其情绪能力发展。

（4）幼儿情绪能力可以正向预测社会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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