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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家庭教育对 3-6 岁幼儿社会化行为形成的影响
梁　健

（奥德赛全球幼儿园，新加坡 423934）

摘要：幼儿期是个体社会交往能力形成发展的重要阶段。关

于幼儿的社会交往能力的发展，家庭教育方式起着最为直接和重

要的作用。本文主要探讨的是家庭教育对 3-6 岁幼儿社会化行为

形成的影响，并对家庭教育下幼儿社会交往能力的培养提出一定

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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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对于孩子的关注和关爱程度大大提高，更多家庭会过分

宠爱孩子、娇惯孩子。有的家长会根据实际情况、亲身经历或是

时代发展制定出一套教育孩子的方式，而有的家长就是毫无目的、

毫无想法、随意地教育孩子。作为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家长很

少关心孩子其他品德素质的培养。从孩子的长远发展来看，学习

成绩只是能力的一方面，而人的自身能力、社会交往、行为习惯

越来越成为衡量的标准。尤其是社会交往，它不仅仅关系幼儿未

来的生活发展也关系着整个社会的正常交往。一切习惯、品质、

道德都可以在这个时期发展、逐渐认知。如果错过这一时期，将

会对幼儿将来的生活、学习、社会发展有很大的影响。

一、研究的对象及研究意义

（一）概念界定

1. 家庭教育

一般情况下，是指家长言传身教相结合、抚育、培养孩子，

以促使孩子身心健康成长，逐渐走向独立的教育活动。或聘请专

门从事家庭教育的教师对子女的教育。

现如今，很多家庭并不是由父母亲自教育、培养幼儿，已经

开始出现祖辈、或是其他亲属间接甚至直接教育、抚养。也导致

幼儿在社会化行为上也会出现反复、茫然的态度。

2. 人际交往能力

国际 21 世纪教育委员会主席在《论未来教育》中提出良好的

幼儿社会交往能力表现在“幼儿能够积极地与同伴进行社会交往，

并且能够与他人建立和谐、平等、互帮互助的关系，懂得基本的

行为准则，为其在以后的生活，工作中更好的适应，融入社会奠

定基础”。

（二）研究的对象

由于本文研究的主要是 3-6 岁幼儿，故本人实习时着重在中

班、大班中选取调查对象。通过在不同幼儿园的实习，针对这一

时期幼儿所表现出的不同社会化行为以及行为习惯，在于教师沟

通、与家长谈话并结合家庭环境、社会环境等原因进行分析、总结，

并给予适当的建议

（三）研究的意义

幼儿是国家的未来。每一位家长对家中的独生子女都视为宝

贝，努力为孩子提供最优质的教育与最优越的生活条件。幼儿不

能离开社会交往，为了幼儿未来的发展和整个社会的发展，培养

幼儿社会交往能力是十分必要的。

二、家庭教育方式的类型及对幼儿社会化行为的影响

苏联教育家马卡连柯说：“家庭是最重要的地方，在家庭中，

人们第一次进入社会生活。”那么家庭教育的方式对幼儿的社会

化行为发展起着极大的影响。然而现在幼儿在社会化行为的发展

过程中出现了很多的不良表现，下面是本人在实习期间遇到的个

别案例：

（一）宠爱、溺爱型

这一类型表现为家长对于孩子的要求尽量满足甚至无条件满

足。往往是大包大揽下所有的事情，不让孩子多动一指头、不让

孩子多走一步路。

案例：

帅帅（化名）4 岁，男孩儿，中班。吃饭的时候，他必须等

教师去喂，否则就不吃。喝水也是一样。衣服不能自己穿，完全

不配合教师活动，通常是你说你的，我做我的。当教师让幼儿去

休息室休息时，只有他一个还在活动室坐着，一定要教师来领他

去休息。与其他幼儿也不能正常交往，不愿与他人沟通，不爱说话。

通过与班级教师的谈话中了解到，他的父母平时忙于工作，

基本上是爷爷奶奶在照顾他。为此，祖辈人的宠爱和溺爱养成他

现在的依赖性强、独立性弱，所有的事情都是爷爷奶奶在做。

培养孩子的独立性、自主性和责任感，增强幼儿的社会适应

能力，而不是凡事都替孩子做主，让他们失去自己探索周围世界

的能力和兴趣。但是，在今天，像帅帅这样的孩子有很多，家人

过多地掺入在了孩子们的正常交往中，使得孩子们在真正遇到困

难和问题的时候，更多选择逃避，或是消极的态度对待。不会对

自己的行为产生怀疑，反而埋怨他人。

（二）粗放、棍棒型

这一类型首先表现在家长错将棍棒当成严教，家长往往选择

打骂、埋怨为主，认为是孩子不努力或不认真导致，并不能客观

分析、从实际出发，寻找导致孩子失败的真正原因并给予鼓励和

支持。长此以往，孩子的心理会产生恐惧、不自信，凡事都没有

想去努力的态度，觉得就是自己不行，大大降低对自己的期望值。

而因为家长的教育方式不当，也会让幼儿从小学习和模仿大人的

行为，有暴力倾向，认为只有打、骂、争夺才能达到目的。孩子

多半得不到很好的照顾，当出现调皮或做错事情的时候，父母往

往动用武力解决，由于他们所受教育程度的影响以及根深蒂固的

老式教育观念导致他们没有耐心和孩子讲道理、正确开导。

这种类型存在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从小父母对孩子的关爱

少，一管就是棍棒、打骂的形式。使这些孩子在幼年时期就有这

种暴力行为。在幼儿园里也并不缺乏这样的例子，男孩的比例偏

多。在争玩具、打人、咬人上较为严重。多半这样的家庭中灌输

的教育也是不能让、不能给、不能输的观点，好事一定是自己的，



492022 年第 5 卷第 01 期 高等教育前沿

教育研究

没有分享、没有合作、没有忍让的习惯。

（三）唠叨型

这一类型表现在家长误将唠叨当成关心，每天喋喋不休，每

次都要把好久以前的事情翻出来反复说教，家长以为这样会让孩

子从中吸取教训，从而达到教育的目的。殊不知，孩子往往因为

这样过分的唠叨而觉得厌烦，没有耐性，当进入青春期后，反而

会做出与之相反的事情。

案例：

淘淘（化名）5 岁，男孩，中班。此幼儿有自卑感，说话唯唯诺诺，

不敢大声。教师说话稍一严厉，马上会哇哇大哭。喜欢自言自语。

通常是表面听话背后淘气，不满时选择摔东西、打人等行为。教

师告诫幼儿不许触碰摆放好的教具，其他幼儿都能遵守规则，而

淘淘则不听。教师说他，他转身跑开，而一时看不住又去推倒教具、

和其他幼儿抢玩具。

父母整天唠叨，说这是不对的，那是不对的，孩子会觉得自

己一无是处，自尊心低。父母经常催促他们的孩子注意这个、那个，

这个不能做、那个不能做等，随着时间的推移，孩子会变得胆小、

孤僻，并可能形成神经质的个性。随着时间的推移，孩子可能会

养成叛逆的性格，不听父母的合理建议，甚至可能与父母发生争执，

导致许多行为问题。很难养成良好的性格。

（四）父母就是权威型

这一类型表现为家长在所有事情上都本着“父母最大，老子

是天”的管教方式，做事没有主见，整个家庭中，父母处在高高

在上的领导位置，孩子只能服从。

案例：

多多（化名）5 岁，男孩，中班。该幼儿是班级里有名的“小

跟班”，有什么大事小事，比如小朋友打架、抢玩具等都有他出现，

但每件事他都只是参与，全是别的小朋友让他怎么做他就怎么做，

当老师真的让他讲个故事、说个笑话，或者去帮老师去别的班级

借什么东西的时候，他什么都做不了、说不明白。老师没办法，

当和家长沟通时，家长还说孩子在家很听话，让做什么就做什么。

并不觉得孩子这样有什么不好，也没想到将来孩子会不会因此而

有什么影响，还认为将来孩子自然就好了。对此，老师也只能是

尽量让多多有机会自己去做事情，去表达自己的观点，尽量教育

他不跟从别人的观点、想法而行事。但这样也只能是从表面上帮

助他，回到家还是由父母的教育方式影响着，很难从思想上、根

本上改变他。

这样的孩子进入学校或是社会也同样无法适应小社会团体的

生活，会不由自主的跟从有主意、有想法的幼儿，长大之后也是

别人说什么就做什么，不会反驳，不会反抗。没有自己的想法、

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缺乏自己判断事情好坏的能力，家长对子

女的期望和训诫要和实际行动结合起来。

（五）攀比、对比型

“攀比”表现为家长在做什么事的时候往往喜欢同别人家参

照、对比，并不认真从实际出发。今天，父母对于孩子的付出超

过一切，都希望孩子赢在起跑线上，盲目报了各种各样的辅导班、

才艺班。同其他家长交流经验，看看其他孩子都报了什么班。而

结果是孩子或是因为不满这些课程的安排，学习的时候并不认真，

糊弄、贪玩，或是根本没有这方面的天赋，又或是被繁重的课外

辅导压得没有兴趣……总之当这些额外的辅导没有效果时，家长

就会像上述所说开始埋怨孩子，恶循环下去。

案例：

楠楠（化名）5 岁，女孩，中班。家里为她报了画画班、舞蹈班、

英语班，每周六、周日都要去上课。较为明显的是英语，幼儿园

每天都会接触英语单词、简单的对话。她在上课时不认真听，而

每次问到她时，总也说不出来、也说不明白。教师反复教过之后，

也只是当时知道，过一会再问又什么都不会，教师拿她没办法，

直说：“这孩子在外面学英语算是白学了……”

“对比”表现在家长总喜欢拿别人家的孩子和自己家孩子进

行各式各样的对比，从吃穿用行，到生活、学习等。父母希望孩

子有一个好的参照物来激励他们成长，然而事实上，3-6 岁幼儿

对于好坏没有区分的能力，在同一件事上，我们以认为是错误的，

幼儿反而会认为正确并纷纷效仿。

父母大多是以自己的经验和愿望一厢情愿决定着参照物的选

择，忽略了孩子的想法。这个时候，家长和孩子的想法都有偏差。

三、应对幼儿社会化行为的策略和建议

在幼儿期（3-6 岁）这一性格、习惯养成的重要时期必须要

对幼儿进行正确的引导和纠正。那么我们该用什么样的方式去正

确教育幼儿，用什么样的态度去对待幼儿？对此，本人简单总结

了以下几点，希望能对幼儿社会化行为的养成起到一点预防和帮

助。

（一）学会“放手”，锻炼幼儿的自理能力

类似像案例一中的孩子不在少数，家长对孩子的宠爱、隔代

人对于孩子的宠爱已经成为这个社会的普遍教育现状。但是，能

够正确并成功地培养孩子成长是现在每一个家庭的责任和义务。

作为家长要能够及时意识到孩子的未来不仅仅是吃好、穿好、住

好等一系列的物质来奠定，更重要的是能力，适合这个社会发展

的能力，能和别人合作、沟通的能力，能让自己在这个社会上立

足的能力。

那么家长必须要学会对孩子“放手”，家长要学会让孩子在

无数次跌倒、失败中学到他应该学的知识和能力。一次次摔倒会

让他学会站立和走路，一次次失败会让他学会怎么成功。通过一

次次的尝试和锻炼，慢慢学会走路、吃饭、穿衣、自己上厕所等

基本生活技能。当孩子遇到困难时，家长不要首先想到的就是直

接帮他做好，可以给他一些提示，引导他想出解决问题的办法，

通过自己的努力解决了问题对孩子来说会是一个巨大的成功，会

让孩子对身边实物有更多的探索欲望。

这种解决方法较适合“宠爱、溺爱型”幼儿社会化行为问题。

（二）以身作则、做孩子的榜样

苏霍姆林斯基说过：“每个瞬间，你看到一个孩子，就是我

们看到他们自己；你教育发展孩子，也就是中国教育管理自己，

并检验自己的人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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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骂绝不是正确的教育方式，“棍棒之下出孝子”也只是片

面地要求家长要对孩子严格的要求和教育，并不是整个教育的主

体。而针对现今社会的发展状况来说，棍棒式教育已经不适合孩

子的教育，如此严厉的责骂只会让孩子更变本加厉地叛逆和加深

对父母的厌恶，一个只会打骂孩子的家长是最没能力的家长、最

得不到孩子尊敬的家长。

作为一个对孩子影响至深的家庭教育者，家长正确选择合适

的方式来教育孩子。孩子犯错、淘气是正常的，让孩子知道无论

出了什么事情、做了什么事情，家长永远是他们最坚强的后盾，

家长要认真听取孩子的解释，有时候孩子可能是因为好奇、可能

是因为模仿。这时候家长要做一个正确的引导者，让幼儿正确认

识到事情的对错、好坏。而不是简单地责怪与打骂，并且可以制

定一个家庭准则和奖惩方式，根据幼儿的表现来决定。一个小小

的惩罚和长期的坚持要比每次都打骂的效果要来的更直接和有效。

这种解决方法较适合“粗放、棍棒型”“唠叨型”幼儿社会

化行为问题。

（三）善于发现“闪光点”，期望值要适度

家长还没等孩子出生就计划者将来孩子要做什么、要学什么。

等孩子长到两三岁，马上开始给孩子报上了各种补习班、特长班，

也不管孩子愿不愿意、喜不喜欢、能不能接受。总之，能报的都

报上，报不上的还要托关系、找人脉，从孩子一小开始就套上了

这样的夹板，所有家长一碰面聊不上几句就开始询问各家孩子报

了什么班，学得怎么样，到处取经，觉得那个好就赶快抢着报，

就怕孩子学不到将来会吃亏。这种现象似乎成了一种定律，结果

是家长每天感觉很累、很忙，孩子也感觉压力很大，很无奈。可是，

这样真的就好吗？

所谓学得多未必就会得多，也不可能把所有学的知识都牢牢

记在脑子里并全掌握。家长要对自己的孩子真正的了解，了解他

的喜好、了解他的能力，同时也应该尊重孩子的意见和看法，家

长一味地包办了孩子的学习之路不是明智之举。更多的孩子无法

反抗，那么采取的就是“心猿意马”“人在曹营心在汉”的消极

态度，而这样的消极态度也会使孩子在今后的学习中缺乏兴趣，

损伤孩子学习的积极性和热情，对待学习也是一种不认真、不负

责的态度。一家人通过沟通可以让家庭氛围更为和谐，尊重孩子

的想法和决定会让孩子更信任家长，以后遇到事情会第一时间想

和家长来交流并寻求意见，类似像青春期时期就更容易开导和解

决。

这种解决方法较适合“父母就是权威型”“攀比、对比型”

幼儿社会化行为问题。

（四）教师与家长共同关注幼儿社会化行为

所谓家庭教育，家庭成员对幼儿的作用和影响至关重要，可

以说是一切事物发展的源头。独生子女的社会现状着实让一部分

家长进入了教育的误区，好心办了坏事。教师在这样的情况下就

需要和家长沟通，定期组织召开家长会，和家长一起探讨、分析、

解决幼儿身上出现的问题，仔细分析幼儿不良社会行为对以后发

展会产生的影响，要让家长理解并支持教师工作，与教师在教育

幼儿的态度上达成一致，共同关注幼儿发展，重视、培养幼儿社

会化行为的良好养成。家庭教育始终保持着一定的地位，也是协

调三方面作用的重要环节。

心理学家对二战期间失去父母的数千名儿童进行的一项研究

发现，在很小的时候就失去父母的家庭环境极其有害于儿童行为

和个性的发展。人类学家也表明，如从小接受成人关心的儿童，

长大后性格温和，能处理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如果从小成人对

他们不关心，没有正确对待，就会有相反的结果。神经联系一经

形成，就会留下深刻的印迹。对教师而言做好与家长的沟通工作

至关重要，教师要积极、热情、主动向家长宣传国家的教育方针

和本园、本班的教育任务，明确家庭教育的重要性以及家长对孩

子的影响的关键性。通过与家长沟通了解幼儿的个性发展和在家

中的行为表现、生活习惯，同时也要了解家长对于幼儿的教育态度、

奖惩方法，以便从实际出发，有针对性地对幼儿进行教育。同时

教师可通过一些亲子活动让幼儿与家长之间有很好的协调、沟通，

更好的合作、彼此信任，并从中看到合作的乐趣。让家长也更多

了解孩子的想法、需求，为以后更好地、正确地培养、教育孩子

打下基础。

这种解决方法较适合上述各种幼儿问题。

四、结语

家庭是幼儿生活、学习的第一步，家庭教育是幼儿人生中各

种学习的基础和前提。幼儿是国家的未来，现在所作的一切都是

为了幼儿能更好地成长，安全、健康、无忧无虑地长大。作为幼

儿的第一任教师——父母，更应该做好准备，家庭教育虽是重中

之重，但有时也会被忽略。而往往这样使得孩子没有好的行为习

惯养成，错过最重要的行为养成时期，我们应该及时发现这种因

家庭教育方式不当而引发的幼儿社会化行为的不良表现。正确的

引导教育是关键，需要家庭、幼儿园等方面的综合教育，共同努力，

为每个家庭的儿童创造正常的家庭教育环境和社会化环境，促进

幼儿的社会化行为良好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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