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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离异对幼儿人际交往影响 
陈  航 

（吉林师范大学） 

摘要：社会性发展是学前儿童发展的重中之重，此阶段培养幼儿具有良好的人际交往能力有助于幼儿日后社会化发展更加顺利。
当前，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互联网的迅速传播，人们的思想逐渐开放，离婚率呈上升趋势，特别是年轻人的婚姻，变得“弱不禁风”。
家庭环境、结构的变化对幼儿的人际交往产生了一定的消极影响。面对家庭变化给幼儿带来伤害以及部分抚养人错误的教育方式，
单亲家庭幼儿的身上或多或少会表现出性格内向、自私、敏感等现象。笔者通过大量的访谈和观察发现，幼儿人际交往出现问题与
父母关系和家庭教育是分不开的，抚养人忽视了培养幼儿人际交往的能力。为帮助单亲家庭幼儿能摆脱人际交往障碍，积极地进行
交往，不仅需要教师和社会的努力，更离不开家长的支持与配合，家长要树立正确的教育观念，优化家庭结构，营造温馨和谐的家
庭氛围，促进幼儿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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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际交往，又称人际沟通，是指一个人使用一定的言语、

肢体或情绪等方式将有效信息传递给其他人的过程。对于多方
面都在迅速发展的幼儿来说，人际交往则是指儿童在生活、学
习中与别人的相处过程。人际交往作为幼儿社会性发展的重要
方面之一，良好的人际交往有利于幼儿快速适应新的环境，顺
利融入社会，提高其自信心，促进幼儿全面发展。 

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家庭是幼儿的一个教育场所，
家庭教育具有潜移默化、情感化和教育方式多样化等特点。在
父母离异家庭环境下成长的孩子，他们通常见证了父母感情不
合或是大打出手的场景，种种家庭矛盾对幼儿的心理健康方面
产生了一定的消极影响。据研究表明，离异家庭幼儿会产生一
些心理问题或是性格问题，部分单亲幼儿在一段时间内会产生
自卑、沉默、胆小、缺乏安全感、脾气暴躁等行为，交往对象
会因单亲幼儿的性格问题而远离，单亲幼儿人际交往频率会减
少，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抚养人的正确教育与关爱，父母的离
异对幼儿造成的伤害逐渐淡化，单亲幼儿的人际交往能力有所
好转；还有一部单亲幼儿由于父母离异后抚养人自身认知及其
教育方式存在不足，对单亲幼儿心理所产生的变化置之不理，
长时间的忽视，会导致其性格大变，一生都在极端、孤僻、脾
气古怪、易怒易暴躁中度过，甚至会引导犯罪。  

笔者在对所接触到的离异家庭幼儿进行人际交往观察时发
现，部分“霸王”儿童在游戏中争抢同伴玩具的情形，这类单
亲幼儿不懂得如何与别人分享，他们通常具有“只要我想要，
就得是我的”霸道式思想。幼儿人际交往出现问题不利于幼儿
亲社会行为的培养。我国教育部颁发的《3-6 岁儿童学习与发
展指南》中提出：为幼儿创设温暖、关爱、平等的家庭和集体
生活氛围，建立良好的亲子关系、师生关系和同伴关系，让幼
儿在积极健康的人际关系中获得安全感，发展自信和自尊。由
此可见，幼儿拥有良好人际关系的重要性。为了调查父母离异
对幼儿人际交往的影响，笔者在幼儿园进行了大量的跟踪观察，
发现离异家庭幼儿人际交往存在一些问题。 

一、离异家庭幼儿人际交往的表现 
（一）缺乏交往方法 
父母离异后，家庭结构的变化，离异家庭幼儿有的跟随父

亲或母亲一方生活，抚养人想要补偿孩子，做大量的物质补偿，
尽最大可能地满足孩子的一切要求，却忽略了幼儿社会性发展
引导的关键期，没有告诉幼儿与人交往的正确方法和态度；还
有一部分是跟随其爷爷奶奶生活，祖辈无原则式的溺爱孩子，
更没有告诉幼儿要懂得分享，让幼儿以为所有东西都是我的。
两种生活环境下的幼儿都没有受到良好的人际交往教育，表现
出以下问题： 

（1）“霸王”式交往 
离异家庭幼儿典型缺乏交往方法的表现就是不懂得沟通与

协商。在进行自由游戏时，总是以自我为中心，“霸王”式单亲
幼儿经常会大喊“这个要给我！”，他们要做孩子中的“老大”；
同伴一起玩积木时，抢夺小朋友的玩具，游戏过程更是以“命
令式”的口吻去表达，“你要把这个玩具这样放，不然我不和你
做朋友！”这是笔者在观察离异家庭幼儿游戏活动时其幼儿经常
对同伴说的言语；为了引起他人对自身的注意或得到想要的东
西，有些幼儿还会表现出攻击行为。这样的行为只会导致离异
家庭幼儿的人际交往问题愈发严重。 

（2）“害羞”式交往 
看到很多幼儿在进行游戏活动时，自身很想加入其活动，

但却碍于自卑、害羞，无法表达出内心的想法，只好选择观望
游戏，渴望有同伴能邀请自己加入游戏，此类幼儿的内心世界
对别人的主动充满了期待，对自己却没有信心，表现出极度的
不自信。 

（3）“妥协”式交往 
离异家庭中有一类幼儿会表现出极度乖巧、胆小，他们担

心自己会被父母一方再次抛弃，不敢表达自身想法，致使离异
家庭幼儿在与同伴发生矛盾时，更多的选择忍让、妥协，害怕
自己因不能满足对方的要求而离开自己。 

（二）求助意识薄弱 
幼儿园的集体生活中少不了同伴之间的磕磕碰碰，中班幼

儿道德感明显增强，其告状行为应增多才是，但一些离异家庭
幼儿在受了委屈之后不会争辩、告状，只选择默默的掉眼泪，
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离异家庭幼儿缺乏帮助意识。他们不
知道怎么表达，更不知道要寻求帮助。在笔者进行的观察中也
发现了此类问题：“早晨，离异家庭幼儿 A 和同伴来到班级后一
起玩游戏，同伴抢了幼儿 A 的玩具，还和老师告状说是他的玩
具，老师让幼儿 A 去拿新玩具，幼儿 A 默默的哭了。”之所以
出现这种情况，还是源于幼儿 A 没有受到父母完整教育遇到问
题时不懂得求助，选择了沉默，这无疑影响了幼儿人际交往向
更高阶段发展。 

（三）依恋关系不牢固 
父母的离异，使幼儿没能建立牢固的依恋关系，进而也产

生缺乏安全感、渴望爱的表现。与父亲或母亲一起生活，由于
家庭结构变化，经济压力变大，家长忙于赚钱，缺乏对孩子高
质量的陪伴，大量的关爱缺失导致离异家庭幼儿对人产生怀疑、
恐惧，渴望极度保护自己，没能学会如何正确与人交往以及交
往的技巧和方法，遇到问题时只会采取哭的方式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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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性格较为特殊、极端 
由于家庭环境的变化和影响，大多会产生两种类型的幼儿：

由于在与抚养人的生活中缺乏存在感，渴望被关心、被爱，一
类单亲幼儿表现出过度的活泼好动，行为上较冲动，期待受到
大家的关注，对自身的人际交往定位过高，亲社会行为较少，
攻击性行为较多，这样的幼儿其人际交往频率较少，受到交往
对象的排斥。 

另一类幼儿则是因父母亲的离开，情感依赖的消失，极度
保护起自己，不会轻易在对任何人表现出依赖感，更多的则胆
子较小，性格十分内向、不擅表达，不爱说话，交往能力低下，
在与人进行交往时从不会积极主动，别人主动靠近时幼儿也与
会有一定的防备心理，不能很快融入其中。 

二、父母离异幼儿人际交往的影响因素 
（一）家庭环境因素 
城市的快速发展，大部分幼儿居住在狭小空间的楼房里，

上幼儿园之前大多时间都在抚养人单独接触，与旁人相处的时
间和机会少之又少，加之父母分开后享受不到完整的父母教育
和关爱，抚养人忙于赚钱，工作辛苦，下班后对于幼儿的陪伴
更多的是给幼儿一部手机，让幼儿自己去玩手机游戏，抚养人
坐在一旁做着自己喜欢的事，像完成任务一般在敷衍的完成陪
伴着孩子的“作业”，交往对象和交往方式极为单一。与此同时，
随着社会电子科技和互联网的高速发展，幼儿沉迷于电视和互
联网带来的“精神食粮”，导致幼儿的交往动机大大减弱，在互
联网的世界中没有教给单亲幼儿学习如何与人和谐融洽相处的
知识，单亲幼儿人际交往技能缺乏。 

（二）抚养人人际交往类型单一 
父母亲一方抚养人的人际交往类型会影响其幼儿的人际交

往。若抚养人由于自身不愿与人积极交往，不擅与人接触，与
外界交往较少的话，离异家庭的幼儿也会潜移默化的受到影响，
形成孤僻、内向的性格，人际交往问题受到很大影响。如果抚
养人的影响姨消极影响居多的话，就会对其子女产生长期且持
久的消极影响。 

（三）抚养人不科学人际交往评价 
大多数幼儿对于自身的评价起初都是依从性的评价，幼儿

的口中经常会说“老师说我是乖孩子”，他们会从别人的评价中
给自己定评价。抚养人在与幼儿的日常生活中，若幼儿在公共
场合表现的不和家长心意，抚养人就会给孩子贴上“和你爸/妈
一样没有出息”“不懂交往”等评价，殊不知这样的评价会让幼
儿真的以为自己就是抚养人口中说的那样，认为自己不会交往，
人际交往很差，这样反而使得幼儿的人际交往能力更加糟糕。 

（四）隔代抚养的娇纵溺爱 
很多年轻父母离婚后选择开始新的生活，寻找新的幸福。

对于孩子的成长，似乎不是特别的在意和关注。为了不影响自
己重新追求幸福，许多离异家庭的幼儿和祖辈一起生活，祖辈
对于孩子的教育问题可能存在一定的误解，认为给孩子最好的
一切、满足孩子一切就是对孩子最好的爱，殊不知这样的错误
做法会导致离异家庭幼儿变的任性、敏感，很难与家庭以外的
人相处，人际交往问题日渐严重。 

三、结语 
幼儿时期的人际交往能力极为重要，对于离异家庭的父母

而言，要深知家庭环境对孩子的巨大影响，作为父母要尽可能
多陪伴幼儿，用科学、正确的方式理性对待问题，用自身的榜
样给幼儿做交往示范，教育幼儿要懂得分享、谦让，让幼儿学
会如何与人正确沟通，及时关心幼儿，为幼儿创造充满爱、和
谐的家庭环境，弥补父母离异给孩子带来的伤害。要知道，一
个人能成功 70%靠的都是人际交往，作为离异家庭的父母，更
有义务培养幼儿具有良好的人际交往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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