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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笔者采用调查问卷法，对815名3-6岁幼儿家长进行调查研究，探究家庭教育经济投入及时间投入情况，幼儿社会性情

况及在年龄、性别上的差异，并进一步考察了家庭教育时间投入、经济投入与幼儿社会性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3-6岁幼儿

社会性在不同的年龄阶段有显著差异，随着年龄增大，幼儿社会性水平提高，且幼儿社会性在4岁左右发展最快；幼儿社会性

在性别上存在显著差异，其中在积极社会行为、自我意识、群体规范维度中，女孩得分显著高于男孩，在情绪调节维度中性别差

异不显著；家庭教育时间投入、家庭教育经济投入与幼儿社会性发展呈显著正相关；家庭教育时间投入对幼儿积极社会行为、

自我意识、群体规范均有正向的预测作用，对情绪调节没有预测作用；家庭教育经济投入对幼儿积极社会行为、情绪调节、自我

意识、群体规范均有正向的预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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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amily Education Investment and Early
Children’s Social Development

LIU Xing-bei，LV Bo，LV Zong-n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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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is study，815 parents of children aged 3-6-year-old were investigated through questionnaire，to explore the economic
investment and time investment in family education，children’s social situation and the differences in age and gender，and further in⁃
vestiga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amily education time investment as well as economic investment and children’s sociality. The re⁃
sults show that 1）there a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the sociality of children aged 3-6-year-old at different ages and with the increase
of age，the level of children’s sociality improves，and sociality of children develops fastest around the age of 4; 2）there are significant
gender differences in the sociality of young children，and among them，girls sco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boys in the dimensions of
positive social behavior，self-awareness，and group norms，and there i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gender in the dimensions of emo⁃
tional regulation; 3）family education time investment，family education economic investment and children’s sociality are significantly
positively correlated; 4）time investment in family education has a positive predictive effect on children’s positive social behavior，
self-awareness，and group norms，but has no predictive effect on emotional regulation; 5）family education economic investment has a
positive predictive effect on children’s positive social behavior，emotional regulation，self-awareness，and group norms.
Key words: family education investment; family education economic investment; family education time investment; children; social de⁃
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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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提出

家庭教育投入在幼儿早期发展中扮演着重

要角色。OECD 在《强势开端 2017》中指出，投

资于学前教育阶段较投资于更高的教育阶段

产生的经济回报率更高［1］。国际上呼吁对学前

教育进行更多的教育投入［2］。因此，纵观人生

的各个发展阶段，在幼儿阶段进行教育投入显

得尤为重要，每个家庭都应注重对幼儿进行教

育投入。

幼儿社会性指幼儿在由自身走向社会中所

获得的具有社会意义的心理特征［3］，在个人与环

境中的交互作用中主要表现为认知、情感和行为

方面［4］154。良好的社会性能够促进其身心发展及

人格的完善。若幼儿的社会性在早期阶段不能

健康发展，将难以在成人时期改变过来，并影响

其终身发展。

家庭是幼儿进行社会化的第一个基本单

位。家庭教育投入作为家庭教育的直接形式，理

应会影响幼儿社会性水平。已有研究显示，家庭

社会经济地位更高的幼儿其社会性更高［5］。社会

经济地位高的家庭会注重给孩子提供更多的教

育经济投入，而社会经济地位低的家庭大多任其

发展［6］1-331。可见，由于家庭社会经济地位高的人

影响着幼儿社会性，而家庭教育经济投入作为家

庭社会经济地位在教育中的直接作用方式，其与

幼儿社会性也有一定的关系。其次，目前将家庭

教育时间投入与幼儿社会性联系起来的研究为

之甚少，但有学者研究家庭教育时间投入对幼儿

认知及学业成绩的影响，如张翠微发现，陪孩子

读绘本的时间以及对孩子的识字识数教育能够

促进儿童言语能力的发展［7］。而幼儿认知水平会

影响幼儿的社会化过程，如有研究指出，绘本阅

读对幼儿社会认知有积极影响，进而促进幼儿亲

社会行为的发展［8］。笔者认为，由于家庭教育时

间投入影响幼儿的认知水平，同时幼儿认知影响

着幼儿社会性发展，故家庭教育时间投入与幼儿

社会性密切相关。

从已有文献来看，目前国内关于家庭教育投

入与幼儿社会性相结合的研究还很薄弱。关于

家庭教育投入特别是对幼儿教育阶段投入的研

究甚少，并且大多集中在物质投入和影响因素

上，缺乏时间投入方面的研究。此外，关于幼儿

社会性的研究成果大多是以引进国外经验的形

式进行的，少有对中国幼儿社会性发展的现实问

题做出深入讨论。

综上所述，本研究旨在了解家庭教育投入与

幼儿社会性情况的基础上，考察家庭教育时间投

入、家庭教育经济投入与社会性之间的关系，以

期为广大教育者促进幼儿社会性提供更多的参

考方向，并为家庭教育投入提供参考依据。

二、研究设计

（一）研究对象

笔者在本研究中采用对3-6岁幼儿家长发

送线上问卷的方式，共获得894份问卷，剔除测

谎题大于18分的被试后，共获得815份有效问

卷。经考察，样本数据中2020年人均年可支配

收入为 30480 元，与国家统计局提供的数据中

2020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32189元基

本一致，说明问卷数据具有代表性。问卷来源

于吉林、河南、天津、四川等共19个省、直辖市，

其中小班幼儿家长占比36.6%，共 298名；中班

幼儿家长占比36.9%，共 301名；大班幼儿家长

占比26.5%，共216名。幼儿性别女生为383，占

总人数的47%；幼儿性别男生为432名，占总人

数的53%。

（二）研究内容

1.家庭教育投入及幼儿社会性的现状

笔者在本研究中对家庭教育投入与幼儿社

会性这两个单个变量作描述分析，呈现出家庭教

育在时间及经济两方面的投入情况，各年龄阶段

幼儿社会性及幼儿在性别上的特点，以便为后续

探究这二者与幼儿社会性的关系做好基础。

2.家庭教育时间投入、经济投入与幼儿社会

性的关系

笔者通过对幼儿家长发放调查问卷，调查家

庭教育时间投入（如给孩子讲故事，教孩子诗歌

等七个方面）、家庭经济投入（包括七类兴趣班和

七种学习资源）、幼儿社会性（积极社会行为、自

我意识、群体规范共四个维度）情况，探究家庭教

育时间投入、经济投入与幼儿社会性的关系及二

者对幼儿社会性差异影响的作用大小。本研究

的总体构想模型如图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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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教育时间投入

家庭教育经济投入
幼儿社会性

年龄 性别

图1 家庭教育时间投入、经济投入与幼儿社会性的关系

（三）研究工具

笔者在本研究中采用北师大李燕芳教授编

制的家庭教育时间投入的问卷及经济投入的问

卷、东北师范大学硕士庄旸旸编制的幼儿社会性

量表共三个问卷。经检验，这三个问卷都具有良

好的结构效度。家庭教育经济投入的问卷α信度

系数为0.801，家庭教育时间投入的问卷α信度系

数为0.795，幼儿社会性量表α信度系数为0.880，

说明这三个问卷的内部一致性信度很好。

（四）资料处理与分析

运用SPSS软件分析问卷数据，以描述性统计

了解家庭教育投入与幼儿社会性的现况；以方差

分析和独立样本T检验分别考察幼儿年龄、性别

差异上幼儿社会性是否存在差异；并对家庭教育

投入与幼儿社会性进行相关性及回归分析，考察

家庭教育时间投入、家庭教育经济投入与幼儿社

会性各维度的关系。

三、研究结果

（一）家庭教育时间投入的描述统计

本研究中家庭教育时间投入问卷采用的是

五级计分法，以教孩子学汉字为例，1～5分依次

代表没有，每周1～2次，每周3～4次，每周5～6

次，每天都进行。最高分为5分，最低分为1分。

表1数据表明，各维度均值最高的为跟孩子

一起谈论在幼儿园发生的事情，平均得分为3.68，

其中有54.8%的人得分在3.68分以上，说明家长

在时间投入方面最倾向于跟孩子一起谈论在幼儿

园发生的事情，有一半以上的家长选择每周进行5

次以上的时间投入。均值最低的为教孩子学英语

字母和单词，平均得分为2.30，其中有33.5%的人

得分在2.30分以上，说明家长在时间投入方面最

少教孩子学英语字母和单词，并且只有极少部分

家长选择每周进行3次以上的时间投入。另外，

除家长教孩子英语字母、单词和教孩子学汉字维

度，有80%以上的家长都会在其余维度上进行时

间投入。说明家庭教育时间投入整体状况良好。
表1 家庭教育时间投入各维度的得分

平均值

标准差

给孩子讲故事

3.59

1.296

教孩子学汉字

2.61

1.320

教孩子诗歌
或儿歌

2.60

1.181

一起谈论自然
或科学知识

2.68

1.281

教孩子学习英
文字母和单词

2.30

1.282

跟孩子一起玩
玩具或做游戏

3.61

1.287

一起谈论在幼儿
园发生的事情

3.68

1.321

（二）家庭教育经济投入的描述统计

本研究中的家庭教育经济投入主要指幼儿

园外的教育支出，包括兴趣班种类和学习资源数

量。幼儿参加与没参加过兴趣班分别计为1，2

分。学习资源以儿童读物为例，1～5分依次代表

没有，1个，2个，3个，3个以上。

由表2数据可见，幼儿各类兴趣班的均值得

分均低于1.5，并且幼儿参加过各类兴趣班的百分

比都低于50%，说明家长在兴趣班的整体投入情

况较差。在各类兴趣班中，均值最高的为美术类

兴趣班，平均得分为1.46，并且有46.1%的幼儿参

加过美术类兴趣班，在各类兴趣班中占比最高。

均值最低的为戏剧表演类，平均得分为1.09，并且

仅有7.9%的幼儿参加过戏剧表演类的兴趣班，在

各类兴趣班中占比最低。说明家长在幼儿参加

各类兴趣班的经济投入中，给孩子选择美术类兴

趣班的家长最多，选择戏剧表演类兴趣班的家长

最少。
表2 幼儿参加各类兴趣班的得分

平均值

标准差

语言类

1.41

0.492

音乐类

1.24

0.425

美术类

1.46

0.499

体育类

1.37

0.482

舞蹈或形体训练类

1.31

0.462

戏剧表演类

1.08

0.269

数学类

1.22

0.414

由表3数据可见，在各类学习资源中，儿童读

物的均值最高，平均得分为4.46，得分在4.46以上

的人数百分比高达78.5%，说明家长在学习资源

的投入中最倾向选择儿童读物，并且大部分家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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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为幼儿投入3个以上的儿童读物。真正的乐器

或玩具乐器均值最低，平均得分为2.83，得分在

2.83以上的人数百分比为50.6%，说明家长在学

习资源投入中最少选择真正的乐器或玩具乐器，

且仅有一半家长选择为幼儿投入2个及2个以上

的乐器。
表3 幼儿拥有各类学习资源的得分

平均值

标准差

儿童读物

4.46

1.156

音像资料

3.39

1.643

橡皮泥等用来手工
制作的东西

3.93

1.382

水彩或蜡笔等用来
画画的东西

4.22

1.214

拼图玩具

4.20

1.263

学习数字的玩具

3.71

1.428

真正的乐器或玩
具乐器

2.83

1.460

（三）幼儿社会性的情况调查

1.幼儿社会性发展的总体特征

幼儿社会性问卷共32题，每题三个选项分别

赋值1分、2分、3分，分数从低到高表示社会性水

平增高。

由表 4 可见，幼儿社会性总得分均值为

76.70，并且有52.1%的幼儿超过了均值76.70，说

明幼儿社会性处于良好水平。积极社会行为的

均值最高为27.08，其中有49.7%的幼儿高于均

值。自我意识的均值其次，平均得分为22.73，其

中有53.9%的幼儿高于均值。情绪调节和群体规

范的均值较低，平均得分为14.52和12.37，其中情

绪调节维度有54.1%的幼儿超过均值，群体规范

维度有50.7%的幼儿超过均值。说明幼儿积极社

会行为和自我意识发展的更好，情绪调节和群体

规范发展的较落后。
表4 幼儿社会性及社会性各维度的得分

平均值

标准差

社会性
总得分

76.699

9.204

积极社
会行为

27.080

3.602

情绪调节

14.518

2.224

自我意识

22.728

3.604

群体规范

12.374

1.772

2.幼儿社会性发展的年龄特点

为比较不同年龄段幼儿社会性的差异，笔者

根据小、中、大班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检验，结果

见表5。
表5 幼儿社会性总得分及社会性各维度的方差分析

F

显著性

社会性
总得分

26.962

0.000

积极社
会行为

21.046

0.000

情绪调节

14.463

0.000

自我意识

20.549

0.000

群体规范

13.342

0.000

注：*p＜0.05，**p＜0.01（下同）

由表5可知，各维度的显著性均小于0.05，说

明社会性总得分、情绪调节、自我意识、群体规

范、积极社会行为都在不同年龄阶段的幼儿存在

显著差异。笔者进一步将存在显著差异的各社

会性维度进行事后检验，结果见表6。
表6 不同年龄在幼儿社会性总分及幼儿

社会性各维度的差异

社会性总得分

积极社会行为

情绪调节

自我意识

群体规范

小班与中班

小班与大班

中班与大班

小班与中班

小班与大班

中班与大班

小班与中班

小班与大班

中班与大班

小班与中班

小班与大班

中班与大班

小班与中班

小班与大班

中班与大班

平均差异

-3.799**

-5.575**

-1.776*

-1.085**

-2.018**

-0.933**

-0.658**

-1.012**

-0.354

-1.498**

-1.797**

-0.299

-0.559**

-0.748**

-0.189

标准误

0.729

0.797

0.796

0.287

0.314

0.314

0.179

0.196

0.195

0.288

0.315

0.314

0.143

0.156

0.156

显著性

0.000

0.000

0.026

0.000

0.000

0.003

0.000

0.000

0.07

0.000

0.000

0.341

0.000

0.000

0.224

由表6可知，积极社会行为维度中，小班与中

班、小班与大班、中班与大班都存在显著差异（p＜

0.01）。情绪调节维度、自我意识维度以及群体规

范维度中，小班与中班、大班都存在显著差异（p＜

0.01），中班与大班差异不显著（p＞0.05）。整体来

说，小班幼儿社会性总得分显著低于中班（p＜

0.01）和大班幼儿（p＜0.01），中班幼儿社会性显著

低于大班幼儿（p＜0.05）。且小班幼儿社会性均

值显著低于中班幼儿3.80，中班幼儿社会性均值

显著低于大班幼儿1.78。说明不同年龄阶段的幼

儿社会性有着显著差异，且随着年龄增大，幼儿社

会性总体向好的方向发展，其中幼儿社会性在4

岁左右发展最快，年龄稍大时发展较缓慢。

3.幼儿社会性发展的性别特点

笔者将数据进行独立样本T检验从而比较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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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性别的幼儿在社会性上的差异，结果见表7。

在积极社会行为、自我意识、群体规范维度中，女

孩得分显著高于男孩（p＜0.05）。在情绪调节维

度中，女孩得分高于男孩，但结果不显著（p＞

0.05）。整体上来说，女孩社会性总得分显著高于

男孩社会性总得分1.912（t=-2.974，p＜0.01），说

明3-6岁幼儿社会性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
表7 不同性别的幼儿在社会性总分及

社会性各维度的差异

社会性总
得分

积极社会
行为

情绪调节

自我意识

群体规范

男孩
（N=432）

女孩
（N=383）

男孩
（N=432）

女孩
（N=383）

男孩
（N=432）

女孩
（N=383）

男孩
（N=432）

女孩
（N=383）

男孩
（N=432）

女孩
（N=383）

平均数

75.801

77.713

26.725

27.480

14.401

14.650

22.461

23.029

12.215

12.554

标准差

9.263

9.043

3.747

3.391

2.307

2.121

3.574

3.618

1.768

1.763

T值

-2.974**

-3.005**

-1.601

-2.252*

-2.730**

显著性

0.003

0.003

0.110

0.025

0.006

（四）家庭教育投入与幼儿社会性的关系

笔者在本研究中采用皮尔逊相关分析，考察

家庭教育投入与幼儿社会性各维度的相关性。

结果见表8。
表8 家庭教育投入与幼儿社会性各维度的相关性

积极社会行为

情绪调节

自我意识

群体规范

相关性

显著性

相关性

显著性

相关性

显著性

相关性

显著性

家庭教育时间
投入

0.173**

0.000

0.119**

0.001

0.172**

0.000

0.183**

0.000

家庭教育经济
投入

0.140**

0.000

0.155**

0.000

0.190**

0.000

0.156**

0.000

研究结果表明，家庭教育时间投入、经济投

入都与幼儿社会性各维度存在显著正相关。在

家庭教育投入与幼儿社会性相关关系研究的基

础上，为进一步考察时间投入和经济投入对于社

会性的共同预测作用，对此进行回归分析。结果

见表9。
表9 家庭教育时间投入、经济投入与

幼儿社会性各维度的回归

积极社会行为

情绪调节

自我意识

群体规范

Beta

显著性

Beta

显著性

Beta

显著性

Beta

显著性

家庭教育时间
投入

0.138**

0.000

0.063

0.101

0.110**

0.004

0.142**

0.000

家庭教育经济
投入

0.079*

0.040

0.127**

0.001

0.142**

0.000

0.093*

0.015

由表9可知，家庭教育时间投入对幼儿积极

社会行为、自我意识、群体规范这三个维度的预

测 作 用 均 达 到 显 著 水 平（p=0.000;p=0.004;p=

0.000），家庭教育时间投入对幼儿情绪调节维度

没有显著的预测作用（p=0.101）。说明家庭教育

时间投入对幼儿社会性具有预测作用，其中家庭

教育时间投入对幼儿群体规范的预测作用最大，

其次是积极社会行为，对自我意识的预测作用最

小（Beta=0.142; Beta=0.138；Beta=0.110），对情绪

调节没有预测作用。家庭教育经济投入对幼儿

积极社会行为、情绪调节、自我意识、群体规范这

四个维度的预测均达到显著水平（p=0.040；p=

0.001；p=0.000；p=0.015）。说明家庭教育经济投

入对幼儿社会性各维度均有预测作用，其中家庭

教育经济投入对幼儿自我意识的预测作用最大，

其次是情绪调节，再次是群体规范，对积极社会

行为的预测作用最小（Beta=0.142; Beta=0.127；

Beta=0.093；Beta=0.079）。

四、讨论

（一）幼儿社会性的呈现情况

幼儿社会性总体水平较好，这与张晓等人的

研究结果一致［9］。幼儿积极社会行为和自我意识

发展的更好，情绪调节和群体规范发展的较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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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这与陈会昌的研究结果一致［10］。幼儿社会性

各维度的发展看似不均衡，实则符合幼儿的身心

发展规律。中班的幼儿随着生活经验的积累、思

维水平的提高，其自我意识迅速发展，也表现出

越来越多的积极社会行为，到了大班幼儿就已经

能够进行自我评价，掌握更多的社交技巧。常言

道：“幼儿是情绪的奴隶”。这一阶段幼儿的情绪

非常容易受他人影响，并难以稳定自己的冲动情

绪，故幼儿的情绪调节相对来说发展较落后。随

着幼儿年龄稍长，幼儿的自我意识开始增强，他

们会挑战权威，通过对外界的控制来获取效能

感，故幼儿更难遵守群体规范，表现出更强的侵

犯性。

幼儿社会性在年龄差异的结果分析表明，3-

6岁的幼儿社会性存在年龄差异，并且社会性随

着年龄的增大逐渐提高，其中在4岁左右幼儿社

会性发展的速度最快，而在5岁以后发展速度减

慢，这与张平的研究结果吻合［11］。4岁可能是幼

儿社会性发展的重要阶段，幼儿到了5岁之后会

出现操纵、欺骗等现象。埃里克森也指出，与家

庭成员的冲突将在幼儿期发生，这些冲突将给幼

儿造成内疚和其他心理问题［12］。这样，幼儿后期

似乎出现了社会性倒退，其实此时正是幼儿由早

期盲目服从权威阶段过渡到探索“事物本来的真

实面目”的过程，可以说，幼儿的这一社会性“倒

退”现象是幼儿成长的一种方式。

幼儿社会性在性别上存在显著差异，这与洪

秀敏、陈会昌等人的研究结果一致［10，13］。其中在

积极社会行为、自我意识、群体规范维度，女孩得

分显著高于男孩，而在情绪调节维度中不存在显

著的性别差异，这与国内的相关研究结果相

似［14-15］。女孩与男孩在社会性上表现的差异可能

是由于社会角色及家长的期望不同造成的，男孩

更为活跃、调皮，女孩则更为安静、听话，并且3-6

岁幼儿中女孩相较于男孩的目标取向更为明

显［16］，更能通过增强自我意识来关怀他人。而幼

儿的情绪调节受个体自身的气质类型和人格特

征影响较大［17］，难养型、高神经的幼儿往往采用

消极的情绪调节策略，因而情绪调节不存在显著

的性别差异。

（二）家庭教育投入与幼儿社会性的关系

研究结果表明，家庭教育时间投入、经济投

入与幼儿社会性各维度都存在显著的正相关。

为了验证时间投入和经济投入的共同效应，笔者

进行了回归分析，在同一个模型中比较了时间投

入和经济投入的效应大小。

1.家庭教育时间投入对幼儿积极社会行为、

自我意识、群体规范均有正向的预测作用

父母通过在家引导幼儿学习的过程中可以

为幼儿示范如何与他人进行积极的社会互动［18］，

从而增强幼儿的社会适应能力。其次，自我意识

作为对自我的认知，受认知的发展而逐渐形成和

发展［19］，父母在家中通过给幼儿讲故事、教孩子

诗歌等活动能够促进幼儿认知水平的发展，从而

提高幼儿的自我意识水平。此外，幼儿通过与父

母做游戏、谈论幼儿园发生的事情等活动进行频

繁的互动交流，也能改善“以自我为中心”的认知

倾向，并摆正自己与他人、社会的关系。最后，随

着对幼儿进行更多的时间投入，家长能借助当下

的教育情境对幼儿进行口头教育或提供榜样示

范，从而为幼儿提供更多学习社会规则的机会。

2.家庭教育经济投入对幼儿积极社会行为、

情绪调节、自我意识、群体规范均有正向的预测

作用

整理已有研究发现，导致其结果原因之一是

同伴关系的中介作用。家庭经济投入扩大了幼

儿的交往范围，使得幼儿走出幼儿园，拥有更多

与同伴交流的机会。众多研究表明，支持性的同

伴关系可以培养幼儿积极的社会性情感。徐佳

丽认为，同伴间的相互作用有利于学前儿童自我

概念的发展［20］。庞丽娟等人研究发现，积极的同

伴交往能够促进幼儿的亲社会行为［21］。周杰等

人指出，越好的同伴关系其社会规则认知越

好［22］。因此，经济投入为幼儿带来了与同伴相处

的机会，通过同伴关系在家庭经济投入与幼儿积

极社会行为、情绪调节、自我意识以及群体规范

中起着积极的中介作用。原因之二是家庭经济

社会地位与家庭经济投入的联系作用。家庭经

济投入越高的家庭其经济社会地位越高，表现为

家长的收入越高、职业越好等。而高收入家庭的

孩子通常比低收入家庭的孩子具有更高的社交

能力［23］，表现出更多的积极社会行为。同时，家

庭经济水平较高的幼儿与家庭经济水平较低的

幼儿相比更能延迟满足［24］，延迟满足属于自我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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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的一部分，研究结果为此提供了佐证。另外，

家庭社会经济地位高的家庭，其父母的教养方式

也更好［25］，父母教养方式与幼儿情绪调节、行为

规范存在显著相关［26］，［27］1221-1223。采取积极教养方

式的父母能够处理和控制好自己的情绪，并为幼

儿提供了一种榜样示范，而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低

的父母往往难以有效地处理好自己的情绪问题，

使得幼儿面对负面情景时表现出和父母相似的

发泄行为，并难以掌握和遵守集体交往中的各种

规则。

3.与家庭教育时间投入相比，家庭教育经济

投入对幼儿的情绪调节预测作用更大

研究结果发现，家庭教育时间投入与幼儿情

绪调节存在显著正相关，但对幼儿情绪调节的预

测作用不显著，相比之下，家庭教育经济投入对

幼儿情绪调节的预测作用显著。究其原因一是

时间投入的质量不同。尽管学术界更多关注家

长参与，但多数研究仅停留在以量化的形式来评

判家长的参与频数，忽略了科学的教养方式才是

促进幼儿情绪调节能力发展的重要因素［28-29］。由

于许多家长缺乏科学的养育能力，难以理解并回

应幼儿的情绪，甚至对幼儿进行喊叫、责骂，故在

时间投入中不能达到较好的教育效果。有研究

指出，简单、轻松的父母参与一般不会出现效

果［30］。甚至幼儿和家长每天相处的亲子时间少

于1小时，其独立性、生活习惯、无侵犯性发展更

好［31］。由此可见，时间投入并不是越多越好，其

质量是影响幼儿社会性的关键所在。原因二是

在影响幼儿情绪调节的众多因素中，同伴关系是

极其重要的一项［32］。能够恰当表达自己情绪的

幼儿更受同伴欢迎，进而又促进情绪调节能力的

发展。因此，笔者认为，同伴关系形成的主要来

源是学校和其他各种活动，而家长给幼儿报名参

加的各类兴趣班恰好为幼儿提供了与同伴交往

的机会，相较于幼儿在家庭中和父母交往的频率

更多也更密切，导致了家庭经济投入对幼儿情绪

调节的预测作用更大。

五、结论

其一，3-6岁幼儿社会性在不同的年龄阶段

有显著差异，随着年龄增大，幼儿社会性水平提

高，且幼儿社会性在4岁左右发展最快。

其二，幼儿社会性在性别上存在显著差异，

其中在积极社会行为、自我意识、群体规范维度

中，女孩得分显著高于男孩，在情绪调节维度中

性别差异不显著。

其三，家庭教育时间投入、家庭教育经济投

入与幼儿社会性呈显著正相关。

其四，家庭教育时间投入对幼儿积极社会行

为、自我意识、群体规范均有正向的预测作用，对

情绪调节没有预测作用。

其五，家庭教育经济投入对幼儿积极社会行

为、情绪调节、自我意识、群体规范均有正向的预

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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