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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了了解父母共情水平与幼儿安全感的现状，探究父母共情水平与幼儿安全感的关系，采用台湾地区学者吴静吉等人

引进并且修改而成的“中文版人际反应指针量表”和洪艳丽编制的“3-6岁幼儿安全感量表”对随机抽取的河北省400名幼儿和

幼儿父母进行了测量，最后得到有效问卷371份（92.75%），所得的数据使用SPSS 23进行了统计分析。主要发现：1）父母共情

总体水平（M=3.67）和幼儿安全感总体水平（M=3.56）均处于中等偏上水平。2）父母共情水平在父母性别（t=-5.54，P＜0.001），幼

儿年级（F=15.33，P＜0.001），幼儿是否由祖辈抚养（t=4.81，P＜0.001）和幼儿是否为独生子女（F=3.42，P＜0.05）上有显著差异；

幼儿安全感水平在幼儿性别（t=-4.19，P＜0.001），幼儿是否由祖辈抚养（t=3.82，P＜0.001）和幼儿是否为独生子女（F=4.35，P＜

0.05）上有显著差异。3）父母共情总体水平与幼儿安全感总体水平之间呈显著的正相关（r=0.153，P＜0.01）。基本结论：幼儿父

母共情总体水平越高，幼儿安全感总体水平就越高。因此，提高父母的共情水平是有效增强幼儿安全感的重要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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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arental Empathy and Preschool
Children’s Sense of Security
KE Jia-qi ，WANG Yan-zhi

（College of Home Economics，Hebei Normal University，Shijiazhuang 050024，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understand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parental empathy level and preschool children’s sense of security，and
thus explore their relationship. Methods: in this study，400 randomly-selected preschool children and their parents in Hebei province
were measured using the Chinese Version of Interpersonal Response Indicator Scale introduced and modified by Taiwan scholar Wu
Jingji et al.，and the Security Scale for Children Aged 3-6 Years compiled by Hong Yanli. Finally，371 valid questionnaires were ob⁃
tained（92.75%）. The data obtained were statistically analyzed using SPSS23. Results: 1）the overall level of parental empathy（M=
3.67）and that of children’s security（M=3.56）are both above the average; 2）significant differences were found in parental empathy
levels in terms of parental gender（t=-5.54，P＜0.001），child age（F=15.33，P＜0.001），whether children are raised by their grand⁃
parents（t=4.81，P＜0.001）and whether the child is an only child（F=3.42，P＜0.05）variables and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were found
in the level of preschool children’s sense of security in terms of preschool children’s gender（t=-4.19，P＜0.001），whether they are
raised by their grandparents（t=3.82，P＜0.001）and whether the child is an only child（F=4.35，P＜0.05）variables; and 3）there i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overall level of parental empathy and the overall level of preschool children’s security（r=
0.153，P＜0.01）. Conclusion: the higher the overall level of empathy among parents，the higher the overall level of children’s sense
of security. Therefore，improving parents’empathy level is an important way to enhance children's security effective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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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全面二孩政策实施后，很多父母为减轻大孩

将来赡养老人的压力，从而积极响应这一政策。

二孩的到来打破了家庭结构的平衡，相当一部分

头胎子女的外在生活环境和内在感受都迅速地

发生强烈变化。二孩渐渐长大后，内心感受也较

为“丰富”。很多二孩家庭中的幼儿心理健康状

态下降，无论是大孩还是二孩，这些幼儿内心有

时会处于焦虑状态，缺乏安全感。马斯洛认为，

安全感是一种感觉，给人从焦虑和恐惧里逃脱出

来的自信心、安全和自由的感受，让人的需要得

到满足［1］765。大量研究表明，安全感对幼儿一生

的成长都至关重要，会为幼儿成长提供支持力

量［2-3］。幼儿的安全感水平高容易进行积极自我

接纳与认同，缺乏安全感的幼儿在面对外界环境

刺激时则容易采取消极的态度［4］。由于幼儿年龄

低，成人对其生理需求格外关注，对幼儿的安全

需求，尤其是内心感受的安全需求关注度低。幼

儿的安全感会对幼儿的身心健康产生重要影响，

需要对其提高关注度。

共情是指人们能够从他人的视角，在他人角

度理解他人的观点和情感，共情可以称之为一种

能力［5］。父母与幼儿进行共情，要求父母能感受

和理解幼儿的想法，并对幼儿的感受和想法进行

反馈。然而很多父母注意不到共情的存在及作

用，这就需要他人帮助幼儿父母提升共情水

平［6］。有研究表明，共情水平低的父母难以正确

理解孩子的行为动机，降低亲子互动质量，他们

的孩子更易出现焦虑和不安情绪；而共情水平高

的父母在与孩子相处时，对孩子的情绪、行为会

进行情感上的关注，帮助孩子构建安全的心理结

构［7］。父母的高共情水平会帮助他们及时地理解

幼儿的需要，给予幼儿高质量的照顾，幼儿会对

父母产生信任，发展自身的安全感［4］。学者多关

注幼儿父母的外在的活动情况或需求表现，例

如，亲职教育参与情况、家园合作情况、家庭喂养

情况、教育观念情况等［8-10］，很少有学者研究父母

的内在特性，例如共情。笔者以3-6岁幼儿和幼

儿父母为研究对象，调查了父母共情水平和幼儿

安全感发展的现状，探究父母共情和幼儿安全感

的关系。这会帮助幼儿父母更好地关注到每个

孩子的情感需求，给予他们安全感，为他们心理

健康成长提供能量。

二、调查对象与方法

（一）调查对象

笔者采用简单随机抽样方式，选取河北省三

所公办幼儿园共400名3-6岁幼儿及其父母作为

研究对象，对幼儿父母实施了问卷调查，共收回

有效问卷371份，问卷有效回收率为92.75%。其

中 ，男 幼 儿 109 名（29.4%），女 幼 儿 262 名

（70.6%）；托班幼儿26名（7%），小班幼儿173名

（46.6%），中班幼儿116名（31.3%），大班幼儿56

名（15.1%）；独生幼儿241名（65%），非独生幼儿

130名（35%）；幼儿父亲81人（21.8%），幼儿母亲

290 人（78.2%）；幼 儿 抚 养 人 为 父 辈 321 名

（86.5%），幼儿抚养人为祖辈50名（13.5%）。

（二）调查工具

1.一般情况调查问卷

为自编问卷，包括幼儿性别、年级、是否独

生、主要抚养人、父母性别等。

2.中文版人际反应指针量表

中文版人际反应指针量表由台湾地区学者

吴静吉等人引进并且修改而成，共有22个条目，

包含四个维度：观点采择、想象、同情关心和个人

痛苦［11］。经检验，量表AlPha系数为0.742，各维

度AlPha系数在0.622-0.711之间。采用Likert 5

点计分，1-5依次为完全不符合、有些不符合、不

确定、有些符合、完全符合。其中施测时有五个

条目为反向计分。回收数据重新编码后，总分得

分越高，表明共情水平越高。

3.三至六岁幼儿安全感量表

该量表由洪艳丽编制，是目前国内唯一一个

测量幼儿安全感的量表，共28个条目［12-13］。通过

能力感、独立感、亲子安全感、师友安全感、公共

安全感和怯生感六个维度测量幼儿的安全感。

由于幼儿年龄较小，所以该问卷主要由幼儿父母

填写，其中师友安全感部分由教师填写。经检

验，量表中AlPha系数为0.947，各维度AlPha系数

在0.809-0.886之间。采用Likert 5点计分，原量

表为得分越高，幼儿安全感水平越低。研究施测

时1-5依次改为总是、经常、有时、很少、从不，因

此得分越高，幼儿安全感水平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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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采用SPSS 23.0统计软件对调查取得的

数据进行了t检验、方差分析、相关和回归分析。

三、研究结果

（一）幼儿父母共情总体情况分析

由表1可知，通过单样本t检验，结果发现，共

情总分的均分为80.80分，大于理论中值66，幼儿

父母共情的总体水平在中等偏上。观点采择、想

象、同情关心和个人痛苦这四个维度的均分都在

中值以上。调查的幼儿父母共情总分、观点采

择、想象、同情关心和个人痛苦与各自分别对应

的理论中值差异极其显著。t（370）分别为35.43，

28.90，23.91，21.68和16.56，p值均小于0.001。
表1 幼儿父母共情的总体状况及差异检验（N=371）

共情

观点采择

想象

同情关心

个人痛苦

共情总分

最小值

14

16

14

9

63

最大值

24

30

29

25

97

平均值

19.03

22.27

21.90

17.60

80.80

标准差

2.68

3.44

3.47

3.02

8.05

t

28.90***

23.91***

21.68***

16.56***

35.43***

注：***P＜0.001

（二）幼儿父母共情人口学特征差异比较
表2 幼儿父母共情在不同人口学特征上的差异检验

父母性别

幼儿性别

抚养人

年级

幼儿是否

独生

变量

男(n=81)

女(n=290)

t

男（n=109)

女（n=262)

t

父母(n=321)

祖辈(n=50)

t

托班(n=26)

小班(n=173)

中班(n=116)

大班(n=56)

总计(n=371)

F

有哥/姐(n=45)

有弟/妹(n=85)

独生(n=241)

总计(n=371)

F

观点采择

18.35±2.64

19.22±2.76

-2.60*

19.14±2.39

18.98±2.80

0.55

19.32±2.65

17.16±2.07

5.49***

17.50±3.60

19.25±2.59

19.22±2.25

18.64±3.07

19.03±2.68

3.88**

18.02±3.11

19.42±2.60

19.07±2.59

19.03±2.68

4.19*

想象

20.88±2.70

22.67±3.53

-4.91***

21.69±3.36

22.52±3.45

-2.13*

22.46±3.49

21.10±2.90

2.61**

19.85±3.27

23.05±3.62

22.34±3.17

20.86±2.47

22.27±3.44

11.29***

23.53±1.77

22.40±3.50

22.00±3.61

22.27±3.44

3.91*

同情关心

20.96±3.87

22.16±3.30

-2.54*

21.61±3.25

22.02±3.55

-1.06

22.26±3.05

19.58±4.87

3.78***

19.62±3.63

22.49±3.26

22.25±3.19

20.43±3.78

21.90±3.47

9.83***

22.11±2.83

23.38±3.21

21.34±3.51

21.90±3.47

11.57***

个人痛苦

16.95±2.99

17.78±3.01

-2.19*

17.61±2.49

17.60±3.22

0.03

17.53±3.15

18.02±1.98

-1.47

17.15±1.99

17.84±3.31

17.66±2.83

16.93±2.80

17.60±3.02

1.51

16.09±2.68

17.56±3.57

17.89±2.79

17.60±3.02

6.98***

共情总分

77.14±6.27

81.82±8.20

-5.54***

80.04±8.09

81.12±8.02

-1.18

81.57±7.72

75.86±8.41

4.81***

74.12±10.04

82.64±7.56

81.47±6.81

76.86±8.08

80.80±8.05

15.33***

79.76±6.81

82.76±7.70

80.30±8.29

80.80±8.05

3.42*

注：*P＜0.05，**P＜0.01，***P＜0.001

由表2可知，通过独立样本t检验，幼儿父母

性别在共情总分及其观点采择、想象、同情关心

和个人痛苦这四个维度上均存在显著差异，表现

为，幼儿母亲的共情总分及其四个维度得分均高

于幼儿父亲；幼儿性别仅在共情的想象维度存在

显著差异，表现为，在想象维度，家有女幼儿的父

母得分显著高于家有男幼儿的父母得分；在抚养

人方面，抚养人为幼儿父母和抚养人为祖辈在共

情总分、想象维度、同情关心维度和观点采择维

度存在显著差异，表现为，抚养人为父母的得分

在共情总分、想象维度、同情关心维度和观点采

择维度上显著高于抚养人为祖辈的得分。

通过方差分析，结果表明，家中幼儿在园年

龄班不同的幼儿父母在共情总分及其观点采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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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象和同情关心这三个维度上均存在显著差

异。事后分析的多重比较结果显示，家中幼儿上

托班或者大班的幼儿父母在共情总分及其想象

和同情关心这两个维度上得分显著低于家中幼

儿上小班或者中班的幼儿父母得分，家中幼儿上

托班的幼儿父母还在观点采择维度上得分显著

低于家中幼儿上小班或者中班的幼儿父母得

分。幼儿父母的共情总分及其四个维度在幼儿

是否为家中的独生子女上存在显著差异。事后

分析的多重比较结果显示，幼儿若有弟弟/妹妹，

其父母在共情总分和同情关心维度上得分显著

高于幼儿为独生子女的父母得分。幼儿若有哥

哥/姐姐，其父母在观点采择维度和个人痛苦维度

得分显著低于幼儿为独生子女的父母得分或者

幼儿有弟弟/妹妹的父母得分，在想象维度的得分

显著高于幼儿为独生子女的父母得分。

（三）幼儿安全感总体情况分析

表3 幼儿安全感的总体状况及差异检验（N=371）

安全

亲子安全感

师友安全感

怯生感

公共安全感

能力感

独立感

安全总分

最小值

4

8

4

4

12

9

52

最大值

20

20

15

20

35

30

134

平均值

14.66

14.98

9.96

14.23

26.02

19.70

99.57

标准差

3.79

3.28

2.98

3.62

5.49

4.68

19.20

t

13.53***

17.53***

6.21***

11.87***

17.62***

7.01***

15.62***

注：***P＜0.001

由表3可知，通过单样本t检验，结果发现，安

全感总分的均分为99.57分，大于理论中值84，幼

儿安全感的总体水平在中等偏上。安全感的六

个维度均分都在中值以上。调查的幼儿安全感

及其六个维度与各自分别对应的理论中值差异

极其显著（P＜0.001）。

（四）幼儿安全感人口学特征差异比较
表4 幼儿安全感在不同人口学特征上的差异检验

父

母

性

别

幼

儿

性

别

抚

养

人

年

级

变量

爸爸
(n=81)

妈妈
(n=290)

t

男
（n=109)

女
（n=262)

t

父母
(n=321)

祖辈
(n=50)

t

托班
(n=26)

小班
(n=173)

中班
(n=116)

大班
(n=56)

总计
(n=371)

F

亲子安全感

14.32±4.39

14.76±3.61

-0.82

13.28±4.02

15.24±3.55

-4.41***

14.93±3.72

12.92±3.81

3.55***

15.38±1.68

14.72±3.79

13.93±4.56

15.66±2.11

14.66±3.79

3.11*

师友安全感

14.79±3.61

15.04±3.18

-0.56

13.69±3.09

15.52±3.21

-5.07***

15.12±3.09

14.14±4.22

1.57

13.19±2.90

15.71±3.02

14.40±3.36

14.79±3.51

14.98±3.28

7.07***

怯生感

9.00±2.67

10.23±3.01

-3.56**

9.61±3.45

10.11±2.75

-1.35

10.16±2.94

8.70±2.90

3.26**

7.50±2.67

10.10±2.45

10.30±3.28

9.96±3.46

9.96±2.98

6.87***

公共安全感

13.47±4.01

14.44±3.48

-2.15*

13.28±3.99

14.63±3.39

-3.08**

14.33±3.73

13.60±2.80

1.63

15.35±2.31

14.21±2.88

14.12±4.28

14.00±4.58

14.23±3.62

0.93

能力感

25.59±5.49

26.14±5.50

-0.80

24.35±6.84

26.72±4.67

-3.32**

26.66±5.29

21.92±5.05

5.94***

26.12±6.11

25.50±5.18

27.20±5.39

25.18±6.06

26.02±5.49

2.78*

独立感

19.77±3.71

19.69±4.92

0.16

18.43±4.37

20.23±4.71

-3.54***

19.84±4.79

18.82±3.81

1.70

21.42±2.74

19.24±4.63

20.56±5.10

18.57±4.21

19.70±4.68

4.24**

安全总分

96.94±19.37

100.30±19.12

-1.40

92.64±21.73

102.45±17.28

-4.19***

101.04±18.90

90.10±18.57

3.82***

98.96±14.02

99.48±18.33

100.51±21.65

98.16±18.84

99.57±19.20

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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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

儿

是

否

独

生

有哥/姐
(n=45)

有弟/妹
(n=85)

独生
(n=241)

总计
(n=371)

F

16.31±2.04

13.41±4.05

14.80±3.82

14.66±3.79

9.44***

15.64±2.01

13.94±3.04

15.23±3.47

14.98±3.28

6.04**

9.93±3.04

9.59±3.09

10.10±2.92

9.96±2.98

0.91

14.27±4.59

13.56±2.69

14.46±3.69

14.23±3.62

1.93

28.58±2.17

24.68±5.78

26.02±5.67

26.02±5.49

7.66**

19.07±3.17

19.39±5.22

19.93±4.71

19.70±4.68

0.90

103.80±11.69

94.58±21.22

100.54±19.30

99.57±19.20

4.35*

注：*P＜0.05，**P＜0.01，***P＜0.001

由表4可知，通过独立样本t检验，除了怯生

感维度外，不同性别的幼儿在安全感总分及其他

五个维度上均存在显著差异，表现为，女幼儿的

安全感总分、亲子安全感维度、师友安全感维度、

公共安全感维度、能力感维度、独立感维度得分

均高于男幼儿；在“父母性别”变量上，在怯生感

维度和公共安全感维度得分存在显著差异，表现

为，在幼儿妈妈心中幼儿的这两个维度上的得分

显著高于幼儿爸爸心中这两个维度上的得分；由

于抚养人的不同，幼儿在安全感总分、亲子安全

感维度、怯生感维度和能力感维度上的得分存在

显著差异，显示为，抚养人主要是父母的幼儿在

安全感总分、亲子安全感维度、怯生感维度和能

力感维度上的得分显著高于抚养人为祖辈的幼

儿得分。

通过方差分析，结果表明，除了安全感总分

和公共安全感维度外，在园不同年龄班的幼儿在

亲子安全感维度、师友安全感维度、怯生感维度、

能力感维度、独立感维度上均存在显著差异。事

后分析的多重比较结果显示，在亲子安全感维度

上，大班幼儿的得分显著高于中班幼儿的得分；

在师友安全感维度上，小班幼儿得分显著高于托

班和中班幼儿；在怯生感维度上，托班幼儿得分

显著低于其他各个年龄段的幼儿得分。在幼儿

是否为独生子女变量上，安全感总分、亲子安全

感维度、师友安全感维度和能力感维度得分差异

显著。事后分析的多重比较结果显示，家中有弟

弟/妹妹的幼儿在安全感总分、亲子安全感维度、

师友安全感维度上的得分显著低于有哥哥/姐姐

或者是独生子女的幼儿得分；家中有哥哥/姐姐的

幼儿在亲子安全感维度和能力感维度上的得分

显著高于独生子女幼儿的得分。此外，在能力感

维度，家中有哥哥/姐姐的幼儿得分也显著高于有

弟弟/妹妹的幼儿得分。

（五）父母共情水平与幼儿安全感的关系研究

1.父母共情水平与幼儿安全感的相关分析
表5 父母共情水平与幼儿安全感的Pearson相关性分析

观点采择

想象

同情关心

个人痛苦

共情总分

亲子安全感

师友安全感

怯生感

公共安全感

能力感

独立感

安全总分

观点
采择

1

.387**

.148**

.258**

.660**

.176**

0.088

0.022

0.082

.173**

.135**

.151**

想象

1

.517**

-0.001

.779**

.132*

.231**

0.092

-0.009

.134**

-.173**

0.074

同情
关心

1

-0.09

.667**

0.053

.301**

.169**

0.055

.243**

-0.095

.145**

个人
痛苦

1

.422**

0.003

0.007

0.004

-.107*

0.004

.162**

0.023

共情
总分

1

.139**

.260**

.121*

0.007

.222**

-0.009

.153**

亲子安
全感

1

.683**

.491**

.509**

.598**

.408**

.757**

师友安
全感

1

.686**

.557**

.747**

.499**

.853**

怯生感

1

.508**

.699**

.524**

.793**

公共安
全感

1

.557**

.426**

.727**

能力感

1

.661**

.907**

独立感

1

.760**

安全
总分

1

注：** 在 0.01 级别（双尾），相关性显著；* 在 0.05 级别（双尾），相关性显著

续表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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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显示，除公共安全感和独立感外，幼儿父

母共情总分与幼儿安全感总分及其另外四个维

度上的得分均呈显著正相关。幼儿父母共情的

观点采择维度与幼儿安全感总分、亲子安全感维

度、能力感维度和独立感维度上的得分均成显著

正相关。幼儿父母共情的想象维度与幼儿亲子

安全感维度、师友安全感维度、能力感维度上的

得分均成显著正相关，与独立感维度上的得分呈

显著负相关。幼儿父母共情的同情关心维度与

幼儿安全感总分、师友安全感维度、怯生感维度

和能力感维度上的得分均呈显著正相关。幼儿

父母共情的个人痛苦维度与幼儿独立感维度上

的得分均呈显著正相关，与公共安全感维度上的

得分呈显著负相关。

2.父母共情水平与幼儿安全感的线性回归

分析
表6 共情各维度对安全感的回归分析

Model

（常量）

观点采择

同情关心

非标准化系数

B

66.371

0.947

0.693

标准误差

8.757

0.370

0.286

标准化系数

Beta

0.132

0.125

t

7.579***

2.562*

2.419*

R2

0.038

调整后的R2

0.033

F

7.289**

注：*P＜0.05，**P＜0.01，***P＜0.001

以共情各维度为自变量，安全感为因变量进

行线性回归分析，结果表明，共情的观点采择维

度和同情关心维度与安全感存在显著线性关系，

自变量解释度为3.3%。从表6可见，观点采择和

同情关心对应的非标准化回归系数分别为0.947

和 0.693，均为正值，t检验结果对应的P值小于

0.05，说明两者对安全感具有正向显著影响。可

建立回归方程为Y=66.371+0.947X1+0.693X2，X1

为观点采择，X2为同情关心。

四、讨论

（一）幼儿父母共情与幼儿安全感的现状分析

1.幼儿父母共情现状分析

幼儿父母共情总体水平在中等偏上，说明幼

儿父母能够较好的理解体验幼儿的想法和情

感。研究发现，父母和幼儿的性别、幼儿是否为

独生子女、幼儿所在年龄班、幼儿主要抚养者这

些人口学变量对幼儿父母共情的一个或者多个

维度有显著的影响。

幼儿母亲共情总分及其四个维度得分均显

著高于幼儿父亲，表明幼儿母亲的共情水平要比

幼儿父亲的高。由于幼儿年龄较小，对母亲的依

恋程度高于父亲。在“父爱如山，母爱如水”的文

化熏陶下，日常在家中，母亲与孩子在言语和行

为上的互动更频繁，母亲对孩子的性格和行为特

点也更为了解，故能比父亲更好地与幼儿共情。

值得注意的是，女幼儿的父母在想象维度比男幼

儿的父母显著得分较高，现实中由于生理状况的

悬殊和负面事件的发生，女孩子比男孩子更让父

母担心。电影、小说、戏剧等作品中对女性角色

的心理和行为状态刻画描写多于男性，女幼儿父

母体会作品中人物情感的能力更强。

家中有两个孩子的父母的总体共情水平高

于独生子女的父母。生育二孩后，父母对于孩

子的性格特点及差异会有更全面的了解，在与

每名孩子“打交道”时需要对之一一关注，这对

父母共情水平的提高是一种锻炼。幼儿本身

年龄较小，身心发展不成熟，在父母生育弟弟/

妹妹后，多数幼儿负面行为增多，父母为安抚

幼儿而焦虑，会尝试理解其行为出现背后的原

因［14-15］。所以，幼儿若为家中的大孩，其父母共

情的观点采择维度和个人痛苦维度显著高于

幼儿为家中二孩的父母。

家中幼儿上托班或大班的幼儿父母在共情

总分及其想象和同情关心这两个维度上得分显

著低于小班或中班的幼儿，这可能与样本差异有

关，托班和大班幼儿父母的样本少于小班和中班

幼儿父母的样本。从总体上看，托班和大班幼儿

父母的共情水平较低。幼儿父母可能会由于工

作忙无人看孩子等原因，将三岁甚至年龄更小的

孩子送去幼儿园上托班。幼儿与父母过早分开，

容易产生分离焦虑，这种焦虑并不被父母理解和

担心。随着年龄增长，幼儿的焦虑呈明显的下降

趋势［16］。幼儿进入大班后已经适应幼儿园的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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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幼儿父母不用像幼儿在小班时那样，担心孩

子在园的一日生活情况，这可能是大班父母共情

水平也低的重要原因。

亲自抚养幼儿的幼儿父母共情水平及其多

个维度显著高于由祖辈代为抚养的幼儿父母。

隔代抚养中，长期分离会使父母与幼儿交流减

少，隔阂加深［17］，不利于幼儿父母对幼儿产生较

高的共情水平。亲自抚养幼儿帮助父母感受到

幼儿的全面发展状态，理解幼儿观点，提高对幼

儿共情的能力与质量。

2.幼儿安全感现状分析

幼儿安全感总体水平在中等偏上，表明幼儿

总体安全感发展良好。研究发现，父母和幼儿的

性别、幼儿是否为独生子女、幼儿所在年龄班、幼

儿主要抚养者这些人口学变量对幼儿安全感的

一个或者多个维度有显著的影响。

女幼儿总体安全感水平显著高于男幼儿，这

与洪艳丽学者的研究结果不符合［12］，且人们共同

经验认为，女生比男生更敏感胆小，安全感水平

应该低于男生。可能正是由于人们的这种经验

感受，人们反而对女幼儿给予了更多的关注和保

护，让女幼儿安全感水平上升。

在幼儿母亲心中幼儿安全感的怯生感维度

和公共安全感维度得分显著高于幼儿父亲，可能

因为幼儿的衣食住行多为母亲照料，幼儿与母亲

出门的频率大于父亲。在与母亲出门去公共场

所乃至跟陌生人接触时，有母亲在身边陪伴，幼

儿表现得更轻松大胆，且幼儿母亲多有耐心和意

愿带领与鼓励幼儿接触外界环境，与外界交往，

她们会带着孩子去游乐场玩、逛商场、看电影，每

天给幼儿足够时间与同小区的孩子们玩耍。这

些行为有助于培养幼儿的亲社会行为，也增强了

幼儿的安全感。

作为家中大孩的幼儿总体安全感及亲子安

全感维度、师友安全感维度得分显著低于作为独

生子女或有哥哥/姐姐的幼儿，说明二孩的出生，

幼儿由于在家中所处环境地位有所改变，安全感

降低，幼儿这种感受还蔓延到幼儿园的环境之

中。值得注意的是，家中有哥哥/姐姐的幼儿在能

力感得分上显著高于作为独生子女和有弟弟/妹

妹的幼儿，可能由于在哥哥/姐姐的带领和影响

下，幼儿有更多的机会尝试学习多种新鲜事物，

参与可能超出自身能力的挑战性质的活动，从而

使父母对幼儿能力有较高的评价［18］。

幼儿年龄班不同也会影响幼儿安全感及其

各个维度的形成发展。托班幼儿与其他年龄

阶段的幼儿相比，他们更难接受陌生人。在师

友安全感上，小班幼儿显著高于托班幼儿和中

班幼儿，这可能与调研的这三个年龄班样本数

量差异过大有关。有的幼儿在升入中班时，园

方突然给班里换了教师，幼儿要重新适应班级

环境，也有这种情况的原因使幼儿在幼儿园中

的安全感降低。

父母亲自抚养的幼儿总体安全感及亲子安

全感维度、怯生感维度和能力感维度上得分显著

高于隔代抚养的幼儿。父辈抚养有利于培养幼

儿与父母的亲密感和信任感，幼儿不会担心父母

不要自己、不喜欢自己。与祖辈相比，幼儿父母

有更高的可能性引导幼儿接触新事物、新环境，

幼儿对各种环境的适应能力也会强于隔代抚养

的幼儿［19］。

（二）幼儿父母共情与幼儿安全感的相关研究

除公共安全感和独立感外，幼儿父母共情总

分与幼儿安全感总分及其另外四个维度上的得

分均呈显著正相关。幼儿父母共情的观点采择

维度与幼儿安全感总分、亲子安全感维度、能力

感维度和独立感维度上的得分均呈显著正相

关。幼儿父母共情的想象维度与幼儿亲子安全

感维度、师友安全感维度、能力感维度上的得分

均呈显著正相关，与独立感维度上的得分呈显著

负相关。幼儿父母共情的同情关心维度与幼儿

安全感总分、师友安全感维度、怯生感维度和能

力感维度上的得分均呈显著正相关。幼儿父母

共情的个人痛苦维度与幼儿独立感维度上的得

分均呈显著正相关，与公共安全感维度上的得分

呈显著负相关。

也就是说，幼儿父母共情水平高，观点采

择、想象、同情关心的能力强，幼儿更容易从亲

子关系中、幼儿园场所里发展高安全感，有自信

去尝试、去挑战一些事情，父母对幼儿安全感评

价也越高。幼儿父母共情的想象维度与独立感

维度上的得分呈显著负相关，幼儿父母共情的

个人痛苦维度与公共安全感维度上的得分呈显

著负相关。这表明，幼儿父母不放心让幼儿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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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独自在陌生环境甚至家中玩耍，父母不愿

意让幼儿受到挫折，当幼儿身处困境时会紧张

焦虑。这些做法不利于发展幼儿的独立感和公

共安全感。基于此，应该促使幼儿父母意识到

共情的存在和重要性，帮助幼儿父母自发地站

在幼儿的角度看问题，加大对幼儿关心、同情的

程度，提高对幼儿的照顾质量，增强幼儿对父母

的信任，提高幼儿内心的安全感，促进幼儿身心

健康的、和谐的发展。

五、建议

针对关于父母和幼儿的性别、幼儿是否为独

生子女、幼儿所在年龄班、幼儿主要抚养者这些

人口学变量的分析以及幼儿父母共情与幼儿安

全感间的关系，笔者提出四点建议。

（一）鼓励幼儿父母亲自抚养幼儿

父辈教养有助于亲密的亲子关系的形成，提

高父母对幼儿的共情水平，助力幼儿安全感的发

展。父辈教养比祖辈教养在塑造幼儿的积极品

格方面起到更有利的影响，更能促进幼儿的认知

发展和亲社会行为的形成。祖辈教养虽然有其

优势，但同时问题也频出。多数父母认为，自己

的育儿方式与老年人有不少差异，由于幼儿教养

问题与祖辈有过“不愉快”的谈话经历。李少杰

等人的研究表明，关心子女，照顾幼儿，增加了老

年人的心理和生理压力，使老年人容易处于焦虑

状态，睡眠质量下降，隔代抚养在一定程度上影

响了老年人的身心健康［20］。所以，鼓励有条件的

父辈亲自抚养幼儿，这其中幼儿父亲应主动多多

参与到教养过程中，父亲参与越积极，幼儿社交

退缩、抑郁程度越低，注意力越高［21］。

（二）二孩到来前给予大孩心理铺垫

当新的生命到来时，很多头生子会本能地表

现出一些嫉妒。培育好大孩与二孩间的和谐友

爱关系需要父母做出努力。在二孩到来前，就应

该给予大孩心理准备的时间，让他接受甚至期待

新的家庭成员的到来。家庭成员对大孩谈论二

孩的方式很重要，表达情感的方式也很重

要［22］166-167，［23］498。这就需要父母尝试站在幼儿的立

场上去理解幼儿的观点和情绪，感受并缓解幼儿

的焦虑，能让幼儿接受二孩的同时，促进幼儿安

全感平稳发展。

（三）家庭结构转变接纳幼儿变化

幼儿的家庭结构也不是一直稳定的，许多事

情可能改变幼儿的家庭结构。当幼儿的父母离

异、再婚或者有其他的情况时，可能有时不会直

接告诉幼儿，但是幼儿会察觉周围环境和人们言

语的变化。有的幼儿目前处于单亲或者重组家

庭，当家庭结构变动时，许多幼儿哭闹和耍拧的

行为增多，他们试图引起大人的注意，以自己的

方式抵触新的家庭结构。幼儿要适应家庭结构

的变化需要相当的时间，需要抚养者以及教师和

同伴的支持。虽然家庭结构的变化有时不能避

免，但是父母忽视幼儿的抵触情绪，甚至说教幼

儿，这都是拒绝与幼儿共情的表现，进而幼儿无

法获得安全感，长此以往，不利于幼儿的身心健

康成长。

（四）增加亲子室内外互动时长

亲子室内外互动除了能培养幼儿的亲子安

全感外，对于幼儿能力感、公共安全感和怯生感

的发展也有重要的促进作用。父母和幼儿各自

捧着电子产品进行观看已成为不少家庭的生活

常态，幼儿对电子产品感到腻烦时，才会要求与

父母出去游玩。和谐亲密的家庭关系要从愉快

亲密的对话开始，父母会在与幼儿互动中探索

幼儿的每个方面，增进对幼儿内心想法的了解，

尝试与幼儿共情。通过亲子互动时长的增加和

质量的提高，助力幼儿幸福感和自信心的增加，

幼儿的语言思维与交际能力也得到锻炼，为其

步入幼儿园集体生活做好准备，帮助幼儿增强

在幼儿园环境中的安全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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