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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子关系对幼儿心理发展的影响研究

梁昕雅

芜湖市蓝湾半岛幼儿园　安徽芜湖　241000

摘　要：亲子关系作为家庭结构的中心，对于幼儿心理发展有着深远的意义。本文对亲子关系进行界定并对其组成要素进

行分析、讨论不同亲子关系类型的特征。剖析了亲子关系对儿童认知，情感及社会交往发展的影响，其中亲子互动对于儿

童注意力、思维模式及创造力等方面的作用，及亲子关系对情感调节与社会交往能力发展的影响。本文还对建立良好亲子

关系提出策略与建议，着重指出促进家长教育意识，沟通技巧及创造积极家庭氛围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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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人类早期发展阶段亲子关系起着关键作用。该环境不

仅为幼儿创造了一个安全的成长场所，同时也在认知、情

感以及社交能力的成长方面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良好的

亲子关系能促进儿童积极情感的发展，有助于儿童更好地

调节情感，在社交中树立信心。

1. 亲子关系的内涵与类型

1.1 亲子关系的内涵

亲子关系就是父母对子女在抚养、教育等方面所建立

起来的感情及其相互作用。这是家庭关系的一个核心部分，

对孩子的成长和发展产生着直接的影响。亲子关系主要由

情感联结，沟通方式，教育方式，价值观传递等组成。情

感联结为亲子关系奠定了基础，并通过关爱和呵护构建了

坚实的亲情纽带。有效的沟通手段直接关系到亲子之间的

关系品质，出色的交流可以增进双方的理解和信赖。教育

方式关系到家长对儿童的指导与训练，也是影响儿童行为

与价值观形成的一个重要因素。价值观的传播是父母通过

日常行为和教育过程，将自己的人生观和世界观传达给孩

子的。

1.2 不同类型亲子关系的特点

亲子关系可依据互动模式，沟通方式及情感表达等差

异而划分为温暖支持型，权威指导型，放任自由型及冷漠

疏离型等不同的类型。温暖支持型亲子关系一般体现在家

长对子女的足够关爱与支持上，子女在此情境下易产生积

极情绪，社会适应能力较强。权威性的指导方法强调了规

则和纪律的重要性，父母可以通过适当的管理和指导来帮

助孩子培养他们的自主性和责任感，但这有时可能会导致

孩子产生依赖性。放任自由型家长对子女行为干预更少，

给子女更多自由，这一关系会让子女培养出更多独立的能

力，但是也会造成自律与责任感不足。当父母与孩子之间

缺乏情感的连接和交流时，这种冷漠和疏离的关系会导致

孩子容易感受到孤独和自卑的情绪。

2. 幼儿心理发展的阶段特征与需求

2.1 幼儿认知发展的特点

幼儿认知发展就是指幼儿早期思维，认识以及问题解

决能力等方面的形成和发展过程。这一阶段认知特点体现

为感知觉、记忆、思维、语言等方面发展。幼儿早期认知

发展以感官经验为主，是靠感知觉认知世界的，其注意力

高度集中的时间很短，易受外界刺激干扰。幼儿在成长过

程中，记忆力会逐渐提高，能记忆较多东西，并且会通过

反复学习来巩固记忆内容。在思想上，儿童的思维过程是

比较具体和形象的，常常很难对抽象概念进行理解，他们

比较喜欢用直观的手段去认识问题。语言的进步被视为幼

儿认知成长的关键指标，他们通过与他人的语言互动，进

一步加强了自己的认知能力。

2.2 幼儿情感发展的特点

儿童早期情感发展特点表现为情绪表达丰富，情感体

验敏感。此阶段幼儿情感变化较快，易受外界环境及他人

情绪等因素影响。由于认知水平还未充分成熟，当他们遇

到新奇事物往往表现出较强的好奇心与探索欲望，但是也

会因陌生环境或者陌生人群产生恐惧或者焦虑情绪。幼儿

在情感表达上一般都比较直接而明显，会用哭，笑，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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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表达需要与情绪。幼儿在与父母等重要抚养者交往过

程中逐渐形成了对安全感、爱情等情感的依赖性，而这些

情感体验对于其日后情感调节、人际关系等方面都产生了

深刻影响。

2.3 幼儿社会交往发展的需求

幼儿社会交往的发展需要主要体现为对同伴、家庭成

员和成人的交往。在这一阶段幼儿就开始逐步认识到了别

人的存在，并且通过模仿、合作、竞争建立起了与别人之

间的联系。他们在交往过程中会表现出较强的模仿欲望，

往往会通过对成人或者同伴行为的模仿而习得社会规范与

交往技巧。为了培养合作精神和团队合作精神，幼儿在游

戏和互动中的参与是至关重要的，这对他们未来的社交适

应能力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与此同时，儿童在交往过程

中还需要得到别人的肯定与鼓励，从而树立起自信、主动

的自我概念。所以给幼儿提供大量社交机会与积极互动体

验有利于促进幼儿社会交往能力培养，为今后人际关系打

好基础。

3. 亲子关系对幼儿心理发展的具体影响

3.1 亲子关系对幼儿认知能力的影响

3.1.1 亲子互动频率与幼儿注意力发展

亲子互动频率显著影响幼儿的注意发展。经常进行亲

子互动，有助于幼儿逐步学会在日常行为中集中注意力，

通过父母与孩子的共同行为来加强其专注能力。互动中家

长的言语引导与行为示范能有效地引导儿童注意力向具体

目标方向发展，并且通过重复练习使这种能力得到巩固。

另外，优质的亲子互动也能通过多样的游戏、活动等方式

来引起幼儿兴趣，让幼儿在集中注意力的同时得到愉悦地

感受。反之，互动不足的亲子关系则会使幼儿精力分散，

很难有效学习与探究。

3.1.2 亲子交流方式对幼儿思维模式的塑造

开放式交流方式促使幼儿发表思考与见解，有利于发

展其独立思考能力与创新思维。幼儿在和家长的交往中，

可以学会分析问题，提出假设和推理等方法，使逻辑思维

框架逐渐形成。家长在沟通时所用的语言，所提问题和解

决问题的方法对幼儿思维模式有潜移默化的影响。比如，

有启发的问题能引起幼儿好奇心，引发幼儿深入思考和对

新认知领域的探究。反之，过硬或者单向交流方式则会制

约幼儿思维的发展，使其遇到问题缺乏自主性与创新性。

所以，家长要注意运用开放和鼓励式交流方式对幼儿思维

发展进行有效的指导。

3.1.3 亲子共同探索对幼儿创造力的激发

亲子共同探索在激发幼儿创造力方面起着举足轻重的

作用。在共同探究的活动过程中，家长与孩子共同发现问题，

寻求解答，并以互动合作的方式启发孩子的想象力及创新

思维。这类探索活动在丰富幼儿感知经验的同时，也给了

幼儿自主创作与表现的契机。家长的支持与鼓励对这个过

程特别重要，通过表扬与肯定来增强幼儿的信心，让幼儿

勇于尝试新鲜事物、提出自己独到的见解。另外，共同探

究也有助于儿童学会用不同的视角看问题，发展其批判性

思维及解决问题的技巧。相比较而言，亲子互动与探索机

会匮乏的幼儿则可能表现为创造力的缺失。

3.2 亲子关系对幼儿情感调节的作用

3.2.1 温暖支持型亲子关系与幼儿积极情绪的培养

温暖支持型亲子关系中，父母通过表达关爱、给予支

持和理解，营造出一种安全和温馨的家庭氛围，使幼儿感

受到被爱和被接纳。这种情绪的安全感为幼儿情绪发展提

供了依据，有助于幼儿形成一种乐观快乐的情绪状态。另外，

温暖支持型家长一般在幼儿遭遇困难或者挑战时会进行正

面鼓励与指导，以帮助幼儿学习处理负面情绪与挑战的方

法。这样，幼儿既能培养较强的情感调节能力又能更加自

信地迎接人生种种挑战。反之，缺少支持与温馨的亲子关

系则会使幼儿出现焦虑，躁动等消极情绪。所以构建温暖

支持型亲子关系对幼儿积极情绪的发展非常重要。

3.2.2 亲子冲突处理方式对幼儿负面情绪的化解

亲子冲突的应对方式对幼儿负面情绪解决及心理健康

有着直接的影响。家庭生活中的矛盾是不可避免的，但是

关键是家长怎样应对。平等沟通，情感表达，问题解决等

积极有效的冲突处理方式可以帮助儿童了解冲突产生的缘

由，学会处理与表达负面情绪。父母在面对冲突时展现出

的冷静与理智，为孩子们提供了一个正面的示范，帮助他

们认识到冲突不是无法解决的问题，而是可以通过合适的

方法来解决的。幼儿在参与解决矛盾过程中能够学习到情

感调节与自我控制等能力，对其今后情感发展具有重要意

义。相反，若矛盾处理不恰当，比如采用惩罚或者忽略等

方式，则会使幼儿出现较多焦虑与不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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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 稳定的亲子关系对幼儿情绪稳定性的建立

稳固的亲子关系是儿童情绪稳定的重要保证。稳定的

亲子关系意味着父母与孩子之间有着持续且一致的情感联

结，这种联结为幼儿提供了一个安全的情感依托。在此关

系下，幼儿能感受到家长不断地关注与支持，有利于幼儿

在受到外界压力或者改变时情绪稳定。家长的稳定性与一

致性使得幼儿养成可预见的生活环境并降低其对于未知世

界的畏惧与焦虑。与此同时，安定的亲子关系也加强了幼

儿对情绪的调节，让幼儿能较好地迎接人生种种情绪挑战。

所以，家长要注意在日常生活中保持与幼儿稳定的关系，

并通过连贯的行为及情感表达来帮助幼儿构建稳定的情感。

3.3 亲子关系对幼儿社会交往能力的培养

3.3.1 亲子陪伴模式与幼儿合作意识的形成

亲子陪伴模式在儿童合作意识养成过程中起着至关重

要的作用。在亲子陪伴过程当中，幼儿会通过和家长之间

的互动来学习怎样和别人一起工作，在这个过程当中也会

逐步形成合作意识。家长们通过游戏、家庭劳动以及其他

一起参与的活动来传达给幼儿合作的含义以及价值。这些

交往既强化了亲子间的情感联结，也使幼儿有机会获得合

作技能。活动中家长通过演示协作的表现，比如分工协作、

相互支持等，来帮助孩子认识协作的意义，鼓励孩子对和

睦相处采取协作的方式。相应地，缺少陪伴、交往的亲子

关系也会造成幼儿合作意识不足，很难在社会交往中同其

他人建立起良好关系。

3.3.2 亲子示范对幼儿人际交往技巧的传授

幼儿早期社会化时，常常通过观察、模仿家长的表现，

学会与人相处。父母在日常生活中的人际交往方式，例如

对待他人的态度、处理冲突的方式和表达情感的方式，都

会直接影响幼儿的人际交往技能。通过主动亲子示范，孩

子可以学会礼貌待人，尊重他人，有效交流等社交基本技能。

这些能力对其今后在社会上建立并保持良好的人际关系非

常重要。反之，家长的冷漠，浮躁或者不尊重人等不良示

范则会给幼儿人际交往能力带来消极影响。所以家长要通

过正面行为示范来帮助孩子获得人际交往技巧。

3.3.3 亲子关系中的信任对幼儿社交自信的建立

亲子关系的信任感是儿童社交自信得以确立的基石。

信任是指家长对子女的一种支持与认可，让子女在交往时

有安全感并得到认可。这种信任关系使幼儿勇于尝试新型

社交活动，在交往中树立自信。家长的鼓励与肯定在这个

过程中显得格外重要，通过正面反馈来帮助孩子了解自身

社交能力以提升社交自信。信任也能让幼儿面对社交挑战

的时候保持平和自信的心态，并乐于与人分享、协作。信

任缺失的亲子关系会使幼儿产生社交不安与自卑心理，从

而影响其社交表现与人际关系。

4. 构建良好亲子关系的策略与建议

4.1 提升父母的教育意识和沟通技巧

促进家长教育意识和掌握沟通技巧是建立良好亲子关

系至关重要的策略。一方面家长要加强对儿童心理发展及

教育方法等方面的理解，意识到自己的行为对于孩子发展

的深刻影响。这样做的途径有：读有关的书，参加教育培训，

请教专业人士。另一方面，父母应学习并运用有效的沟通

技巧，如积极倾听、尊重孩子的意见、表达清晰明确的情

感等。好的交流既能降低亲子间的误会与矛盾，又能提高

孩子自尊心与安全感。另外，家长还应该重视对教育耐心

与包容心的培养，并通过情感上的正面支持与引导来帮助

儿童健康发展。

4.2 营造积极的家庭氛围

充满关爱、理解与支持的家庭环境，有利于加强家庭

成员间的情感联结和儿童心理健康成长。在这种家庭氛围

下，家长要注意营造家庭间的和谐互动，并通过家庭共同

活动如一起吃饭和周末外出旅游来加强亲子间的感情沟通。

另外，家长要保持乐观向上的生活态度，在遇到困难时也

要用正面的态度去处理，给孩子做一个好榜样。同时，父

母应当激励孩子自由地表达他们的观点和情感，以营造一

个开放和包容的家庭环境，让孩子能够感受到家庭的温暖

和安全感。活跃的家庭氛围既有利于构建和谐亲子关系，

又能为子女今后的成长打下坚实基础。

结束语

总之，亲子关系在幼儿的成长过程中起到了一盏明灯

的作用，引导幼儿朝着健康的心理发展方向迈进。通过对

亲子关系内涵与类型的深入了解，及其对儿童认知，情感

与社会交往能力等方面所产生的特定作用，家长能够更加

自觉地建构与维系积极亲子关系。增强教育意识，掌握沟

通技巧，创造积极向上的家庭氛围，是达到这一目的的关

键所在。家长要不断地学习与调适，才能满足幼儿不同发

展阶段对教育的要求，有助于幼儿发展成为一个富有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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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情绪稳定，社会交往能力较强的人。通过这些工作，

可以为幼儿全面发展打好坚实基础，也可以为幼儿今后的

成功与快乐打下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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