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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幼儿的社会化始于家庭，对幼儿早期社会能力以及家庭环境进行研究，有助于深化理解家庭对幼儿社会性

发展的影响机制。本研究采用问卷调查法，以306名幼儿为被试，探讨父母民主性教养与幼儿社会能力的关

系，家庭阅读环境的中介作用以及父母自我效能感的调节作用。结果发现在控制了性别和年龄后，父母民主

性教养能显著正向预测幼儿社会能力；并且父母民主性教养还通过家庭阅读环境的中介作用间接预测幼儿社

会能力；父母自我效能感在家庭阅读环境与幼儿社会能力之间具有调节作用。具体来说，当父母自我效能感

较高时，家庭阅读环境对幼儿社会能力的预测作用更强。这表明父母自我效能感是幼儿社会能力发展的强化

因子，即父母自我效能感会增加幼儿的社会能力发展。为发挥积极家庭环境对幼儿社会能力发展的促进作

用，父母应有意识地提升自我效能感，对自己能够胜任父母角色有信心，并使用民主的教养方式为幼儿营造

良好的家庭阅读环境。此外，让低自我效能感的父母接受有针对性的干预训练也是有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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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提出
社会能力是一个综合性的概念，包含了许多相关的技能，拉维（Raver）等人认为社会能力是儿童

与同伴、家庭成员和老师之间建立积极关系的能力［1］，具体来说，社会能力通过关键技能来体现，如

情绪调节技能、社会认知技能和积极的沟通行为。幼儿期是最早的社会探索阶段，是儿童发展社会情感

能力，学会与他人互动，获得同伴接纳的关键时期，幼儿期社会能力的发展引起越来越多的关注。幼儿

期的社会能力是指幼儿通过调整自身的生理与心理状态，应对周围环境和社会需要，从而达到社会所期

待的、与其发展相适应的目标的过程［2］。研究发现社会能力较高的儿童往往具有积极的同伴关系、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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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的行为问题，以及良好的学业状况［3］，并且其青少年及成年后幸福感、教育就业成就更高［4］。反之，

社会能力较低的儿童更容易出现一系列适应困扰［5］，情绪障碍、多动和攻击行为［6］，以及成年后的犯罪、

物质滥用等行为问题［7］。因此，提升幼儿的社会能力对其人格发展和减少问题行为至关重要。

儿童的社会能力是多种因素共同影响的产物，家庭是学前儿童塑造和表达社会能力的主要环境，传

统的父母效应视角探讨了父母的教养方式、行为和个性特征对于幼儿各种社会心理品质的作用［8］，父

母是社会现实的传递者，是社会规则、行为模式和行为管理的引导者，也是儿童情感支持的提供者［9］。

虽然父母效应视角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幼儿同时也会受到学校教育及同伴关系的影响，但是对于改善幼

儿社会化的干预更多集中在家庭或者亲子关系方面。并且，根据人格发展理论和依恋理论，早期家庭生

活经历通过促进内部工作模式的形成，为个体的社会情绪能力奠定了基础，这些内部工作模式由对自我、

他人、角色间关系和整个世界的信念组成［10］，也就是说幼儿通过亲子关系所获得的知识、观念被组织、

存储并用于引导其与他人及外界的互动［11］。由此可见，从家庭视角去探究幼儿社会能力的发展对于提

供适当的干预策略至关重要。

家庭是儿童社会化过程中最早接触的场所，养育者与幼儿的互动体验奠定了其亲密关系及认知发展

的基础，影响幼儿行为与社会适应［12］。幼儿直接生活的家庭环境，直接接触的重要他人（父母）的个

人特征以及与重要他人的相互交往（如父母教养方式），构成了幼儿最初微系统，是幼儿身心发展的重

要影响因素［13］。家庭教养方式是指父母在子女抚养教育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稳定的行为方式，是父母

所传达出来的态度及所创造的情感氛围的集合体。民主性教养因其与儿童积极的发展结果相关，逐渐受

到越来越多的关注。民主性教养的父母对儿童有比较明确地要求，能够理解尊重儿童，多以温暖积极鼓

励的态度对待儿童，并对幼儿的探索性行为持包容的态度。研究发现父母温暖鼓励的养育行为能够促进

儿童的社会适应功能，减少外显和内隐行为问题［14］。对儿童需要的温暖、接纳与敏感等积极教养有助

于儿童社会技能的发展，并且父母的参与性越强，对儿童的社会性发展越有利［15］。此外，研究发现积

极的教养方式有利于培养幼儿自主性和自我控制感，促进社会技能的发展［16］，敏感的养育行为也可以

通过促进自我调节，模仿和鼓励亲社会行为来提升社会能力［17］。也有研究表明父母教养方式能够解释

44% 的幼儿外显行为问题，母亲的放任与父亲的专制会加剧幼儿的外显问题行为，而权威接纳的教养行

为会增加幼儿的适应性行为［18］。所以，积极民主的家庭教养方式对于幼儿社会能力的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基于此，本研究提出第一个假设：父母民主性教养正向预测幼儿社会能力。

布郎芬布伦纳（Bronfenbrenner）［19］的人类发展生态学理论认为，个体发展是人与环境的复合函数，

儿童的发展受到与其直接或间接联系的生态环境的制约，环境中的认知刺激是儿童直接接触的近端环境，

是对个体发展产生影响的重要机制之一。随着幼儿受到电子媒体消极影响的加剧，传统纸质媒体环境被

越来越多的家长所强调。家庭阅读环境作为认知刺激的重要来源，是指基于语言发展的亲子互动的质和

量，以及家中传统纸质媒介的类型和数量［20］。研究发现家庭阅读环境对于儿童学习和社交能力的发展

具有重要影响［21］，并且父母积极参与读写活动（阅读、讲故事）会促进学前儿童的社会性发展，提升

其学业成绩［22］。此外，幼儿生活的各种环境之间存在着相互影响。父母的教养方式会影响其对儿童进

行教育的期望、目标、途径、策略及行为，从而创设了幼儿生活的微观环境及接收到的认知刺激，研究

表明积极的教养行为会提升家庭阅读环境的质量，从而促进幼儿的发展［23］。因此，为了深入探查父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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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性教养对幼儿社会能力的作用机制，本研究引入了幼儿接收到的认知刺激变量（家庭阅读环境），

提出第二个假设：家庭阅读环境在父母民主性教养和幼儿社会能力之间起中介作用。

尽管家庭环境对幼儿认知发展及社会化的影响普遍存在，但是仍受父母本身特质的影响，环境能否

发挥效用与创造环境的主体特征密不可分。自我效能感理论认为自我效能感决定人们对活动的选择及对

该活动的坚持性，而父母在养育过程中的自我效能影响其行为对幼儿的结果。父母自我效能感是父母对

于其角色的胜任能力的自我评价，是对积极影响幼儿行为和发展能力的感知，并与儿童和家庭功能密切

相关［24］。研究表明父母自我效能感可以提升儿童的社会能力，减少外显和内隐行为问题［25］，并且会

影响父母的行为结果，能够有效加强其在家庭活动中的参与度，从而有助于对儿童性格的塑造［26］。科

尔曼（Coleman）［27］认为父母自我效能感会影响其在教养行为和亲子互动的实践和应用，高自我效能感

的父母在亲子互动中更有信心，从而使得亲子互动的积极影响更加突出。同时，作为父母养育效能的一

种体现，父母自我效能感影响着他们对子女执行有效的养育结构或指导方针的能力［28］，父母自我效能

感越高，越有能力将对子女的教养方针以及活动参与落到实处，进而更有利于发挥其最大效果。于是，

本研究引入行为层面和环境层面的共同影响因子，父母的人格特征即自我效能感，提出了第三个假设：

父母自我效能感调节家庭阅读环境对幼儿社会能力的影响。

综上所述，本研究建构了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如图 1 所示，从家庭系统理论出发，以人类发展

生态学理论和自我效能感理论为理论基础，深入探究了父母民主性教养与幼儿社会能力之间的作用机制

和影响路径。具体而言，本研究一方面考察了父母民主性教养对幼儿社会能力的影响以及家庭阅读环境

的中介作用；另一方面考察了父母自我效能感在家庭阅读环境和幼儿社会能力之间的调节作用，从而为

帮助父母应对幼儿成长问题并实现更为有效的养育提供科学指导。

图 1  本研究的理论模型

Figure 1 The theoretical model of this study

2  研究方法

2.1  研究对象 

研究对象来自随机抽取的武汉市 3 所幼儿园 3 ～ 6 岁的学前儿童，向这三所幼儿园发放家长知情同

意书，最终参与测试的为 400 名幼儿，回收问卷 355 份，删除填写不认真或不完整的 49 份，有效问卷

为 306 份，有效率为 86.20%，平均年龄为 4.76±0.991，其中男孩 170 名（55.6%），女孩 136 人（44.4%）。

此外，本研究中大、中、小班的人数较为平均，其中小班 83 人（27.12%），中班 119（38.89%）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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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班 104 人（33.99%），因此，能够涵盖学前儿童的总体范围，具有代表性。

研究中各数据由主要抚养者填写（母亲 76.47%，父亲 23.20%，其余为外祖父母等其他抚养者 0.33%），

父母受教育情况中位数为大学水平（大专及本科），家庭月收入中位数为 1 ～ 2 万元。

2.2  研究工具

（1）儿童社会能力与行为评价量表

采用拉弗尼（LaFreniere）［29］编制，刘宇等人［30］修订的儿童社会能力与行为评价量表（social 

competence and behavior evaluation，SCBE-30），由家庭中的主要抚养者报告。该量表共 30 个项目，6 点

计分，从 1（“从不”）到 6（“总是”），包括焦虑害羞、愤怒攻击和社会能力三个分量表，在本研

究中其 Cronbach’ α 分别为 0.854、0.770 和 0.835，本研究采用社会能力分量表，包括 10 个题目，包括“能

够协商解决冲突”“帮助或安慰有困难的小朋友”“对自己的成果感到很高兴”等，得分越高代表幼儿

的社会能力越强。

（2）父母教养方式问卷

采用杨丽珠和杨春卿［31］编制的父母教养方式问卷，由父亲或母亲来评定，该问卷由 40 个项目组成，

采用 5 点计分，从 1（“从不”）～ 5（“总是”），包括五个维度：溺爱性、民主性、放任性、专制性、

不一致性。五个维度的内部一致性系数分别为 0.682、0.731、0.731、0.470 和 0.627，本研究采用民主性

教养分量表，题目包括“鼓励孩子做他会做的事情”“以适当的方式表扬或奖励孩子”等，得分越高代

表父母教养行为的民主性越强。

（3）幼儿父母自我效能感调查问卷

采用王小为［32］编制的幼儿父母自我效能感调查问卷，该问卷由 36 个项目组成，题目包括“我能合

理安排孩子饮食”“习惯养成的过程中，我能做到对孩子严格要求”“我能教孩子站在别人的角度去想

问题”等。项目采用 5 点计分，从 1（“完全不符合”）～ 5（“完全符合”），其中 5 个题目反向计分，

总分越高，表示父母的自我效能感越高。本研究中该问卷的 Cronbach’ α 为 0.917。

（4）家庭阅读环境问卷

采用乌梅克（Umek）等人［33］编制，卢珊等人［34］修订的家庭阅读环境问卷，该问卷共 33 个条目，

包含五个维度：鼓励语言表达、营造多元阅读环境、亲子活动及对话、互动式阅读及刺激最近发展区。采

用 7 点计分，从 1（“从不或很少”）～ 7（“总是，几乎每天”）。本研究中，该问卷的 Cronbach’ α 为

0.936，五个维度的 Cronbach’ α 分别为 0.900、0.817、0.848、0.823 和 0.769。

2.3  研究过程

本研究在施测前已取得幼儿园及家长的知情同意，测试安排在幼儿园的家长讲座环节，讲座的主题

与本研究内容一致，并且讲座分批次完成。问卷填写之前，与家长沟通说明调查的重要性，并以园所和

本研究单位的名义说明研究的内容与意义，引导家长积极参与。施测在幼儿园管理人员的协助下，由四

名研究员使用统一的指导语进行现场团体施测，指导语强调作答真实性、调查匿名性和结果的保密性，

请家长真实作答，测试环节全程大约 20 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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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数据处理

采用 SPSS 21.0 对数据进行分析处理，其中 SPSS 完成独立样本 T 检验和相关分析，并且使用海耶斯

（Hayes）编制的 SPSS 宏进行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检验。

2.5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本研究采用父母自评问卷进行调查，或许存在共同方法偏差，对此采用 Harman 单因素检验［35］，对

所有的测量项目进行未旋转的探索性因素分析，结果显示，因素分析后提取的第 1 个公因子解释了总变量

的 22.92%，小于 40% 的临界值。说明本研究不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问题，可以进行数据的统计分析。

3  研究结果与分析

3.1  高父母自我效能感与低父母我效能感家庭的父母民主性教养、家庭阅读

环境和幼儿社会能力的差异分析

不同父母自我效能感的个体在父母民主性教养（M 高 =40.95，M 低 =36.34，t=6.814，p<0.001）、

家庭阅读环境（M 高 =190.58，M 低 =153.35，t=9.984，p<0.001）和幼儿社会能力（M 高 =45.53，M 低

=36.06，t=10.224，p<0.001）量表得分上存在显著差异，高父母自我效能感家庭在民主性教养、家庭阅

读环境和幼儿社会能力方面均显著高于低父母自我效能感。

3.2  描述性统计

各变量的均值、方差及变量间的相关系数如表 1 所示。结果发现民主性教养与家庭阅读环境、幼儿

社会能力呈显著正相关（r=0.362，p<0.01；r=0.443，p<0.01）；家庭阅读环境与幼儿社会能力呈显著正

相关（r=0.495，p<0.01），这为后续分析家庭阅读环境的中介效应及父母自我效能感的调节效应提供了

支持。

表 1  各变量的描述统计和相关系数矩阵

Table 1 Description statistics and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matrix of each variable

M SD 民主性教养 家庭阅读环境 幼儿社会能力
民主性教养 39.28 4.65 1

家庭阅读环境 172.89 27.49 0.362** 1
幼儿社会能力 41.10 7.39 0.443** 0.495** 1

注：* p< 0.05，**p<0.01，*** p<0.001。

3.3  民主性教养与幼儿社会能力的关系：家庭阅读环境与父母自我效能感

的作用

本研究将幼儿性别、年龄等作为控制变量，对主要变量进行标准化处理。根据海耶斯（Hayes）［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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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忠麟［37］的观点，首先采用 SPSS 宏程序 PROCESS 的模型 4 检验家庭阅读环境在民主性教养与幼儿

社会能力之间的中介作用。结果显示，控制性别和年龄后，民主性教养能显著预测家庭阅读环境，

a=0.363，SE=0.054，p<0.001；民主性教养、家庭阅读环境同时进入回归方程，民主性教养能显著预

测幼儿社会能力，c' =0.320，SE=0.054，p<0.001，家庭阅读环境能显著预测幼儿社会能力，b=0.384，

SE=0.050，p<0.001。偏差校正的百分位 Bootstrap 方法检验表明，家庭阅读环境在父母民主性教养与幼儿

社会能力之间的中介作用显著，ab=0.139，Boot SE=0.029，95% 的置信区间为［0.089，0.199］。中介效

应占总效应的比例 ab /（ab+c' ）=30.32%。

第二步，采用 SPSS 宏程序 PROCESS 模型 14 检验父母自我效能感的调节作用，如表 2 所示。

民主性教养显著正向预测幼儿社会能力（β =0.46，p<0.001）；民主性教养显著正向预测家庭阅读

环境（β =0.36，p<0.001）；家庭阅读环境和父母自我效能感同时进入回归方程，家庭阅读环境仍能显

著正向预测幼儿社会能力，且父母自我效能感与家庭阅读环境的交互项显著（β =0.10，p<0.05）。这说

明父母自我效能感对“父母民主性教养→家庭阅读环境→幼儿社会能力”的后半段起调节作用。

为了更清楚地解释家庭阅读环境和父母自我效能感交互效应的实质，将父母自我效能感按照平均

数加减一个标准差分出高低分组，进行简单斜率检验并绘制了简单效应分析图，如图 2 所示。结果表

明，对于高父母自我效能感组，家庭阅读环境对幼儿社会能力的正向预测作用显著（Bsimple=0.381， 

t=5.302，p<0.001），对于低父母自我效能感的家庭，家庭阅读环境对幼儿社会能力的正向预测作用减弱

（Bsimple=0.176，t=2.819，p<0.05；Bsimple=0.381 减弱为 Bsimple=0.176）。

综合来看，民主性教养通过家庭阅读环境对幼儿社会能力产生影响的过程受到父母自我效能

感的调节。对于低父母自我效能感的家庭，民主性教养通过家庭阅读环境对幼儿社会能力的间接效

应 index=0.064，Boot SE=0.026，95% 的置信区间为［0.073，0.222］；对于高父母自我效能感的家庭

index=0.139，Boot SE=0.038，95% 的置信区间为［0.021，0.120］，该间接效应相对更大。

表 2  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检验

Table 2 Moderated mediation effect test

方程 1 方程 2 方程 3
（校标：幼儿社会能力 ) （校标：家庭阅读环境） （校标：幼儿社会能力）

SE β t SE β t SE β t
性别 0.10 0.11 1.08 0.11 0.11 1.03 0.09 0.06 0.63
年龄 0.05 0.18 3.46 0.05 0.00 -0.08 0.05 0.14 3.20

constant 0.29 -1.00 -3.47 0.31 -0.14 -0.45 0.25 -0.82 -3.24
民主性教养 0.05 0.46*** 9.06 0.05 0.36*** 6.75 0.05 0.23*** 4.59

家庭阅读环境 0.05 0.28*** 5.19
父母自我效能感 0.06 0.31*** 5.44

家庭阅读环境 * 父母自我效能感 0.04 0.10* 2.52
R2 0.23 0.13 0.42
F 29.96*** 15.56*** 36.10***

注：* p<0.05，**p<0.01，*** p<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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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父母自我效能感在家庭阅读环境与幼儿社会能力之间的调节作用

Figure 2 The moderating effect of parental self-efficacy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amily reading 

environment and young children’s social abilities

4  讨论

4.1  家庭阅读环境在父母民主性教养与幼儿社会能力中的中介作用

在探讨父母民主性教养、家庭阅读环境和幼儿社会能力三者之间的关系中，本研究获得两个主要

发现。

第一，父母民主性教养对幼儿社会能力的发展具有积极影响，这与已有研究结果一致［38］。在一项

对学龄前儿童的追踪研究中发现权威接纳的父母养育的幼儿更加成熟，在社交方面更加独立、活跃，也

更容易获得成功［39］。民主性教养的父母在提供幼儿支持的同时设定界限，亲子之间的语言交流较为密切，

给幼儿创设的生活环境也较为自由安全，在这种环境中成长的幼儿表现出较高的人际交往能力、愤怒管

理和环境应对技能、处理同伴压力的能力、语言表达能力、自控能力、目标设定技能、倾听技能、任务

完成技能，以及其他社会技能，这些都是社会能力发展的重要方面。科尔（Kol）在研究中也发现民主性

教养方式与幼儿的社会发展呈显著正相关，父母的民主性态度能促进幼儿的社会技能发展［40］。

社会学家和发展心理学家指出，成功的成人—儿童互动为儿童在社会、语言和认知领域的发展提供

了适当的环境。首先，民主性较高的父母，对待幼儿有更多的理解和接纳，有助于幼儿获得安全感，提

升幸福感［41］，形成安全的依恋类型［42］，从而帮助其更为顺利地适应社会以及构建与他人的关系。其次，

民主性教养的父母根据幼儿的需要与之互动［43］，在幼儿遇到问题时多采用温暖支持的方式，帮助幼儿

更好应对与适应有关的困难［44］，减少情绪与行为异常。此外，父母民主性教养较高的家庭在幼儿养育

过程中，表现为对幼儿有明确且合理的要求，多采用鼓励的方式与幼儿交流，这种方式一方面有利于幼

儿行为规范的形成，另一方面也有助于父母根据幼儿的行为反馈进行合理的调整，从而使幼儿社会能力

及行为适应得到提升。

第二，家庭阅读环境是父母民主性教养和幼儿社会能力的中介变量，即民主性教养可以通过家庭阅

读环境间接影响幼儿社会能力。皮亚杰的认知发展理论认为儿童的认知发展与社会性发展相互依存，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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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的某些社会技能只有在相应的认知技能发展基础上才能出现［45］，家庭阅读环境是幼儿重要的认知刺

激来源，能够促进幼儿社会能力的发展。一方面，根据家庭系统理论，亲子系统会对整个家庭系统产生

影响，研究表明关爱鼓励的教养方式及父母参与更加有利于家庭阅读环境的提升和幼儿语言能力的发展
［46］。民主性较高的家庭，父母允许幼儿表达自己的想法和需求，能够根据幼儿的需要和接受能力选择

相应的阅读材料；并且其对待孩子更有耐心，给予幼儿较多的鼓励支持，也更加积极地参与到亲子互动

之中，这有助于营造多元的阅读氛围，创设高质量的家庭阅读环境。另一方面，“以家庭为中心”的早

期教育强调支持性的家庭环境能够满足幼儿的心理需求［47］，质量较高的家庭阅读环境有利于儿童心理

理论的发展，从而帮助其更好地理解自己，认识他人和适应社会。这与已有的研究结果一致，罗丝（Rose）

等人［48］发现幼儿的家庭阅读环境能够预测其社会情感能力的发展，高质量家庭阅读环境中的幼儿表现

出更多的合作行为和更高的情感调节能力，以及更少的身体攻击。民主性较高的父母在创设家庭阅读环

境过程中能够给予幼儿明确的行为指导，接纳幼儿的观点并作出决定，且能根据幼儿的需要进行调整，

促进亲子活动及对话，从而提高幼儿的社会能力。

4.2  父母自我效能感在家庭阅读环境和幼儿社会能力之间起调节作用

本研究表明，父母自我效能感调节了父母民主性教养和幼儿社会能力间的中介效应。具体而言，相

对于低父母自我效能感的家庭，高父母自我效能感家庭可以更好地发挥家庭阅读环境对幼儿社会能力发

展的促进作用。

从模型来看，调节点位于中介链的后半段，即家庭阅读环境与幼儿社会能力之间的关系取决于父母

自我效能感。首先，自我效能感影响着父母对于幼儿行为的归因，子女教育心理控制源认为内控的父母

倾向于将孩子的发展归因于父母自身努力等因素，这影响儿童社会技能的形成与发展，并且与幼儿的行

为密切相关，子女教育心理越内控，儿童的社会适应则越积极，外化行为问题和焦虑情绪越少［49］。心

理控制源反映了父母对子女教育成功与失败的看法和观念，也是父母在教育子女过程中的效能。因此，

自我效能感较高的父母更愿意把幼儿积极的行为变化归因于自身能力或者家庭阅读环境的创设，从而使

得家庭阅读环境的正面作用增强；而低自我效能感的父母，有较多的自我怀疑以及不坚定的态度，弱化

家庭阅读环境的功能。其次，父母自我效能感会通过幼儿的模仿影响其社会能力。班杜拉的社会学习理

论强调幼儿对父母的模仿学习，儿童会观察父母的行为，通过直接或替代强化，产生行为的内化和迁移［50］，

在亲子互动过程中，当父母对自己的情感表达及要求较为自信时，幼儿也更能确认自己的行为，积极投

入到与他人的合作互动中，从而提升自己的人际合作和自我觉察能力。此外，希尔曼（Heerman）［51］认

为自我效能感是行为改变的核心原则，父母自我效能感是促进幼儿行为改变的重要因素，高自我效能感

的父母会让家庭阅读环境所带来的幼儿社会性的发展更加明显。并且高自我效能感的父母感受到的亲职

压力较小，更加有利于其在行为中的韧性和坚持性，从而强化家庭阅读环境对幼儿社会能力的积极影响。

此外本研究还发现，父母自我效能感显著预测了幼儿社会能力的发展。父母自我效能感是关于幼儿

和家庭功能的重要潜在认知变量，研究发现父母自我效能感可以直接或者间接通过教养因素、幼儿特征，

以及情境因素影响幼儿的心理社会适应［52］。首先，幼儿会通过倾听和观察父母来获得其对于自我效能、

自我价值感和社会行为规则的信念，在高父母自我效能感的家庭中成长的幼儿更容易形成积极的信念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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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好的社会规则，获得社会能力的发展。其次，父母自我效能感通过影响父母的教育对幼儿的心理行为

产生作用［53］。高父母自我效能感的个体更有可能采用适当的教养策略，进而提升幼儿在社会及人际方

面的能力；而低父母自我效能感的个体更容易陷入抑郁，防御或控制的养育行为，因而阻碍幼儿的社会

能力发展［54］，并且一些研究表明母亲自我效能感调节着母亲能力与其他社会心理变量之间的关系，在

影响父母教养行为和儿童社会行为方面起着关键作用［55］。最后，高水平的父母养育效能感能够作用于

亲子互动的质量，积极影响幼儿的认知社会发展［56］。

4.3  研究的局限与展望

本研究也存在着一些不足。首先，本研究主要采用父母或主要抚养者的视角来评估幼儿的社会能力，

可能与实际的幼儿社会能力存在偏差，特别是对于学前儿童，幼儿园是其活动的重要场所，教师对于幼

儿在校期间的表现认识更为客观，因此以后的研究有必要纳入更多的评价视角。并且有研究发现父母与

幼儿对于教养行为的感知也存在差异，如父母往往倾向于认为自己是民主的，而孩子可能不会这样看待

他们的父母［57］，对于父母来说，了解其在幼儿眼中的形象也非常重要，但对于如何纳入幼儿的视角还

有待于进一步考究。其次，对于家庭阅读环境的探讨主要集中于纸质媒介，随着电子科技飞速发展，儿

童接触电子媒介为主的新型认知刺激的年龄不断降低，胡贝尔（Huber）等人的研究显示，家长对电子

技术作为学习工具的潜力表示强烈赞同［58］，但是电子媒介作为家庭环境的重要方面，对于幼儿社会能

力的影响并不一致［59］，有研究发现过度暴露于电子屏幕会阻碍幼儿的认知社会发展，后续研究有待于

区分不同类型的家庭阅读环境。再次，本研究选取的幼儿园分布在一个城市，并且为城镇幼儿园，父母

对于幼儿养育的参与性较强，所以研究的结果不能一概而论地推广到所有地区，今后的研究有必要从不

同的城市进行分层随机抽样抽取样本，并同时考虑乡村或边远地区的幼儿园。最后，本研究采用的是横

断研究，并不能考察父母养育行为、家庭环境及幼儿社会能力的动态变化关系。

5  教育建议

幼儿的生活方式和人际交往方式对于实现其合格的社会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此，对构成幼儿

第一个社会环境的家庭进行引导干预对幼儿社会发展至关重要。本研究结果对于父母行为具有一定的指

导作用，提示父母在幼儿养育过程中要关注家庭系统对于幼儿社会化发展的影响。引导父母采用民主的

教养方式，增加与幼儿的互动，提供高质量的家庭阅读环境，从而提高幼儿的社会能力。同时，父母也

应加强自身自我效能感的培养，通过各种方式提升自我效能感，才能有效发挥积极的教养行为和环境的

作用。

5.1  家长应关注自身教养观念的培养

民主性教养方式尊重鼓励幼儿的个性发展，注重与幼儿的交流，并提供适当的引导帮助。在这种家

庭氛围中成长的孩子，与父母的关系更为亲近平等，更加有利于其社会性发展。首先，民主性教养的父

母能够给予幼儿足够的爱与关怀，父母的关注陪伴会帮助幼儿获得安全感和内心的满足感，构建心理结

构中的安全基地，从而更好地探索外在世界，安抚自我情绪及应对挫折。其次，民主性教养方式中父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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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和、非强制性的态度会影响到幼儿对待他人的行为方式，有利于发展幼儿的社会适应能力和亲社会行

为。因此，父母应注重教养观念和行为方式的转变，以尊重平等的教育态度对待幼儿，从而培养其愉悦

自信的情绪状态，友善的同伴关系，促进其社会适应能力的发展。

5.2  家长应加强家庭阅读环境的建设

随着对幼儿认知发展的重视，家庭阅读环境作为家庭环境中的重要认知刺激，受到越来越多家长的

重视，幼儿的早期阅读教育已经成为幼儿教育关注的热点。对幼儿进行早期阅读教育，不仅能丰富幼儿

知识，促进认知发展，同时对其社会化、认知和情感发展具有重要作用。但是家长也应注意，亲子阅读

不仅仅是提供更多的资源，更是一种亲子间互动的方式，父母的教养态度也会彰显其中，民主性教养的

父母能够尊重幼儿的兴趣爱好和个性特征，根据幼儿的个性特点来选择阅读材料和阅读方式，家长应注

意在创设良好的家庭阅读环境的同时，满足幼儿的情感需要。同时父母的期望也会影响父母行为，进而

影响幼儿的早期阅读活动，因此对自我和幼儿抱有积极信念的父母更容易创设积极的家庭环境，营造良

好的家庭阅读氛围。

5.3  家长还应关注自身自我效能感的培养

自我效能感是个体对自己是否具有完成某项任务或达到特定成就的能力的信念，父母的自我效能感

特指其在养育子女方面的信念。研究发现，对于低父母自我效能感的家庭，较多的教养知识并不能增进

亲子互动品质，促进幼儿社会发展。科胡特（Kohut）认为父母是什么样的人格，比他们做什么事情更加

重要。自我效能感较低的父母，即使掌握适宜的教养知识，如果对自己存在怀疑不确定，也很难产生积

极影响。因此，父母不仅要注意培养民主的教养态度，同时也应该加强自身自我效能感的培养，培养与

自己能力相适宜的父母自我效能感。这也提示父母在教育孩子过程中，不仅应关注孩子，关注亲子互动

的方式，还应该把注意力放到自己的身上，用自己的人格去影响幼儿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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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hildren need to develop various competencies throughout early childhood for their later 
academic and social success, and Family is the initial place for children’s socialization. Thus the present 
study would examin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emocratic parenting style and preschool children’ social 
competence, the mediating role of the home literacy environment and test the role of parental self-efficacy 
in the mediating path. The results indicated that after controlling for gender and grades, democratic 
parenting style positively predicted preschool children’ social competence. The home literacy environment 
partially mediat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emocratic parenting style positively and preschool children’s 
social competence. And Parental self-efficacy significantly moderated the prediction of home literacy 
environment on preschool children’ social competence. Specifically, this prediction was more significant 
in families of high parental self-efficacy. This indicates that parental self-efficacy is a strengthening factor 
of children’s social competence development, that is, parental self-efficacy will increase the development 
of children’s social competence. In order to play the role of positive family environment in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children’s social ability, parents should consciously improve their sense of self-efficacy, 
have confidence in their competence as parents, and use democratic parenting methods to create a good 
home reading environment for children. In addition, it is necessary for parents with low parental self-
efficacy to receive targeted intervention training.
Key words: Democratic parenting style; Home literacy environment; Parental self-efficacy; Social 
competenc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