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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差别易感性模型的 
儿童问题行为研究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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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儿童问题行为是指儿童在发展过程中，由于不能良好地适应社会而表现出的不符合传统社会规范，可能会给

儿童带来不利影响，甚至会危害他人或社会的行为。它会对儿童的发展产生重要的影响。差别易感性模型是

关于遗传与环境交互作用的主要理论模型之一。它认为对于具有易感性特征的儿童，环境会以更好或更坏的

方式影响着儿童的发展。梳理国内外儿童问题行为的发展机制发现，基于差别易感性模型的儿童发展机制研

究主要包括行为、生理和基因三个方面。这一研究领域的意义和启示包括三个方面：正确看待儿童的易感性

特质、为儿童塑造积极的养育环境，以及重视对儿童问题行为的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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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城市化进程加快，竞争日益激烈，不仅仅是在成人中，许多儿童的心理也在

不断地出现问题［1］。研究表明，我国儿童问题行为的检出率呈增长态势［2］。儿童问题行为是指儿童

在发展过程中不利于身心健康，妨碍其社会适应的不符合社会规范的行为［3］。阿肯巴克（Achenbach）

等人将儿童问题行为分为外化问题和内化问题两种类型。外化问题指的是那些对他人有伤害或破坏性

的行为，如攻击反抗、违纪越轨等行为；内化问题指的是自责型的情绪所带来的困扰，如焦虑、抑郁

等情绪问题［4］。儿童问题行为通常是衡量儿童身心健康和社会功能的重要指标［5］。研究表明，儿童

早期表现出的问题行为能显著负向预测其学业成绩、同伴关系和学校适应问题，这种作用可能会持续

到个体的中年期［6］。因此，探索儿童问题行为的发生发展机制对儿童身心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意

义和实践指导价值。

儿童是祖国的希望和未来，自从美国心理学家威克曼（Wickman）提出问题行为的概念以来，便

受到了广泛的关注。不少研究者对儿童问题行为的发展机制进行了大量的探讨。根据布朗芬布伦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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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onfenbrenner）提出的生态系统理论，家庭处于最内层的微观系统，对儿童影响十分深远［7］。因而

家庭环境因素是研究者重点关注的问题。研究发现，父母教养态度、父母婚姻冲突等家庭因素对儿童问

题行为具有重要的影响［8，9］。在儿童的遗传因素方面，研究者探讨了基因与气质对儿童问题行为的影响，

如 5- 羟色胺 2A 受体基因与单项抑郁相关［10］；困难型气质的儿童往往更容易出现内外化问题行为［11］，

且能在一定程度上预测儿童的社交能力［12］。遗传因素与环境因素可以独立解释儿童问题行为影响因素，

但是随着研究逐渐深入，二者交互作用似更能解释一些内外化的问题行为发生与发展，例如，困难型气

质的消极情绪往往会作为调节因素，来改变周围环境对于个体的作用［13］。具有某种气质有时被认为是

一种“可塑性”，即对积极环境与消极环境都会很敏感，这符合差别易感性模型。

随着分子遗传学的兴起与发展，探索遗传与环境的交互作用成了心理学研究的热点之一。贝尔斯基

（Belsky）所提出的差别易感性模型，构成了遗传与环境互动研究中的核心理论框架。这一理论模型在

解释儿童行为问题的影响机制方面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13］。诸多实证研究发现了儿童问题行为的发

展符合差别易感性模型［14］。在此基础上，我们从差别易感性模型的角度出发，对儿童问题行为的发展

机制进行了全面的综述，目的是为儿童问题行为的理论研究和实际应用研究提供新的思考方向。

1  差别易感性模型的基本观点

1997 年，贝尔斯基基于进化论的理念，在素质—压力模型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种差别易感性模 

型［15，16］。素质—压力模型也叫双重风险模型，最早由布洛伊勒和罗森塔尔（Bluler and Rosenthal，

1963）在关于精神分裂症理论中提出，并应用于精神健康领域中［17，18］。“素质”这个词最早源于希腊

语的“倾向”，它描述的是个体固有的生物或遗传上的特定倾向，例如气质和基因等。素质—压力模型

指出，个体所拥有的“风险素质”构成了其发展过程中的“脆弱性”。拥有这种“风险素质”的个体在

面对消极环境时表现出更高的敏感性，因此更容易受到不良影响［19］。这个模型在临床心理学领域得到

了实证，但它主要关注了负面环境的作用，而对正面环境对个体产生的效果视而不见［20］。但从差别易

感性模型的角度来看，个体的“脆弱性”可以被视为一种“可塑性”或“易感性”。拥有易感性特质的

个体不仅更容易受到正面环境的作用，还更容易受到负面环境的影响。更具体地说，他们在一个积极和

支持性强的环境中会有更好的发展，与那些不太容易受到环境影响的同伴相比，他们的适应性会更强，

但在消极环境中，他们的适应性会更差。这意味着外部环境会以更有利或更不利的方式作用于那些显示

出易感性特质的个体［21］。

2  基于差别易感性模型的儿童问题行为研究

儿童问题行为的产生和发展机制是儿童问题行为研究领域的一个核心议题，而基于差别易感性模型

的儿童问题行为发展机制研究为这一领域带来了全新的研究视野。在现有的学术研究中，研究者从个体

易感性特质的行为、生理和基因三个层面来研究其与外界环境相互作用对儿童问题行为产生的影响［22］。

2.1  基于行为表型易感性特征的儿童问题行为研究

目前，研究最集中的行为表型易感性特质是困难型气质 / 高情绪性和高敏感性人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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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儿童本身气质与环境交互作用方面来说，研究者将儿童气质类型分为容易型、困难型、迟缓性三

种类型，困难型儿童烦躁易怒、爱发脾气，不易安抚，他们对新事物、新环境接受很慢，他们的情绪也

总是不好，在游戏中也表现出不愉快［23］，困难型儿童较容易出现问题行为，但由于主要扶养人的反应

性不同，困难型儿童不都会出现问题行为［20］。凡泽伊尔（Van jeijl）在探究儿童气质与母亲教育方式在

儿童外化问题上的相互影响时观察到［24］，相较于容易型儿童，具有困难型气质的儿童更容易受到消极

教育方式的不良影响，从而更容易出现外化问题。同时，他们也更容易在积极的教育环境中表现出较少

的外化问题和身体攻击，这一发现为差别易感性模型提供了支持。

此外，有研究表明，高消极情绪性儿童更容易受到积极或消极环境的影响，在母亲反应性高的条件

下（积极环境），高消极情绪性儿童能够从中获得保护因素而发展得更好，出现更少的问题行为，而在

母亲反应性低的条件下（消极环境），高消极情绪性儿童更多的是受到负面影响，发展得更差［25］。还

有研究表明，在父亲具有高度心理控制能力的情况下，高度消极情绪的儿童更容易受到负面影响，表现

出更多的外化问题行为，而在父亲心理控制较低的情况下，他们更容易受到正面影响，表现出更少的外

化问题行为［26］。在一项不同的纵向研究中，研究人员运用了观察法和测量法来综合评估教养环境，以

探究儿童气质中的消极情绪、教养质量与儿童内在和外在行为问题之间的纵向联系。多元回归分析结果

揭示，消极情绪与父母的教养质量在外在行为问题上存在相互影响。具体来说，高消极情绪的儿童在不

同父母的教养质量下表现得“更好”或“更差”，这一发现支持了差别易感性模型的观点［27］。

贝尔斯基持有的观点是，儿童对于环境因素，如父母的教育质量，具有不同程度的敏感性。在一项

使用高度敏感儿童评级系统（HSC-RS）来具体和客观地评估儿童环境敏感性的研究中，该研究探讨了

儿童行为问题与父母教育质量之间的相互关联。研究结果揭示，具有高环境敏感性的儿童在良好的教育

环境中会有更好的成长，其内外化的问题也会减少，但在不良的教育环境中，这些问题会进一步加剧。

然而，对于那些敏感性较低的孩子来说，父母提供的教育环境的质量似乎并没有对他们的问题性行为产

生明显的影响［28］。在一个关于教养质量与儿童对环境的敏感性如何影响儿童问题行为的研究中，研究

人员制定了一个高敏感型儿童量表（HSP），并利用这个量表来评估儿童对环境的敏感性。研究结果揭示，

那些在父母良好养育环境中成长的高环境敏感性儿童，其内外化问题行为相对较少。相反，在父母养育

环境较差的情况下成长的高环境敏感性儿童，其内外化问题行为会有所增加。然而，对于低环境敏感性

儿童来说，教养质量与儿童问题行为之间的差异并不明显［29］。这些研究表明，高环境敏感性儿童在不

同父母教养质量下表现得“更好”或“更坏”，结果支持了差别易感性模型。

2.2  基于生理易感性特征的儿童问题行为研究

生理层面的易感性特质主要是呼吸窦性心律失常和皮质醇反应性。

呼吸窦性心律失常（RSA）是一种无创性测量迷走神经（副交感神经）对心脏影响的生理指标，由

于其与注意力、情绪系统相关联，受到了研究者的关注。一项纵向研究表明，与 RSA 基线水平较低的婴

儿相比，RSA 基线水平高的婴儿如果在安全的环境中长大，在幼儿期会表现出较少的问题行为，而如果

在混乱的环境中长大，则会表现出更多的问题行为［30］。也有研究发现，在社会拒绝性游戏任务情境中，

RSA 基线水平高的儿童在积极的情境下表现出良好的适应行为，而在消极的情境下表现出更差的适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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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31］。可见，RSA 基线水平高的儿童与环境交互作用对问题行为的影响机制符合易感性假说。

皮质醇反应性是内分泌系统中对刺激反应的重要反应性指标［22］。研究表明，与低皮质醇反应性的

儿童相比，高皮质醇反应性的儿童在治疗前（被视为一个消极的环境）展现出更多的外化问题行为。然

而，在治疗后，高皮质醇反应性儿童的问题行为治疗效果会比低皮质醇反应性的儿童更为显著。这意味

着皮质醇的反应性能够影响治疗的效果［32］，高皮质醇反应性儿童在心理治疗中（即好的环境）获益更多，

这部分支持了差别易感性模型。

2.3  基于基因易感性特征的儿童问题行为研究

基因层面的易感性特质主要有 DRD4 多巴胺受体、5-HTTLPR 短等位基因和 MAOA 基因。

研究发现了多巴胺受体（DRD4，一种多巴胺系统基因）在儿童问题行为中的易感性。相较于那些

没有携带 DRD4-7 重复等位基因的孩子，那些拥有 DRD4-7 等位基因的孩子在一个积极的教育环境中表

现得更为出色，问题行为也相对较少，但在一个消极的教育环境中，他们的表现则相对较差［33］。温德

霍斯特（Windhorst）及其团队在长达五年的持续研究中，深入探索了 DRD4 基因与母亲敏感性之间的基

因与环境的互动对儿童外化行为的潜在影响。研究团队对儿童在 14、36、48 个月的母亲敏感性以及儿

童在 18 个月、36 个月和 5 年的外化行为进行了详细评估。研究结果揭示，对于那些携带 DRD4-7 重复

等位基因的孩子，其母亲在孩子 14 个月大时表现出更高的敏感性，而到了 18 个月时，他们的外化问题

行为明显减少。相反，如果母亲在 14 个月大时敏感性降低，他们在 18 个月大时会展现出更多的外化问

题行为。而那些没有携带 DRD4-7 重复等位基因的孩子，他们的基因与环境的交互效应并不明显［34］。

5-HTTLPR 短等位基因是人类情绪的调控因子，与焦虑、抑郁等症状的易感性差异有关［35］。在一

项元分析研究中，我们观察到拥有 5-HTTLPR 短等位基因的孩子们不仅更易受到不利环境的伤害，而且

更有可能从有利的环境中受益［36］。波格丹（Bogdan）及其团队对 234 名儿童进行了深入的纵向调查，

研究了 5-HTTLPR 基因如何调节压力性生活事件和学龄前儿童的抑郁症状。研究中，由儿童的主要照料

者完成问卷调查，并对孩子的行为、精神症状和暴露在压力性生活事件的状况等问题进行采访。研究结

果揭示，与长等位基因的携带者相比，短等位基因纯合的儿童在高压力性生活事件中更易出现抑郁症状，

而在低压力性生活事件中，短等位基因的儿童则更少表现出抑郁的迹象［37］。

MAOA 是一种能够催化神经递质和多巴胺的基因［14］。卡斯皮（Caspi）等人以 1037 名儿童为被试，

研究了 MAOA 是否作为一个易感性基因，能够影响儿童在遭受虐待和成年后的反社会行为。研究结果揭

示，那些携带低 MAOA 活性基因的人，在儿童时期遭受虐待后，其成年后的反社会行为评分明显超过了

那些携带高 MAOA 活性基因的人［38］。金姆科恩（Kim-cohen）的元分析表明［39］，携带低 MAOA 活性

基因的人更容易受到环境因素的影响，从而表现得更好或更差：那些有儿童期受虐经历的人往往表现出

更多的问题行为，而那些在儿童期没有受虐经历的人则表现得更好，结果支持差别易感性模型。

3  差别易感性视角研究儿童问题行为的启示

差异易感性模型为研究儿童的问题行为提供了新的视角和启示，主要包括三个方面：正确理解儿童

的易感性特质、为儿童创造一个积极的教养环境、重视对儿童问题行为的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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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正确看待儿童的易感性特质

在“素质—压力”模型中，儿童的易感性特质被认为是一种“脆弱性”，例如，具有困难型气质的

儿童在消极的教养环境（例如母亲出现抑郁症状）中，可能会表现出更多的问题行为［13］。在差别易感

性模型中，儿童的易感性特质被认为是一种“可塑性”。拥有这种易感性特质的儿童对周围环境更为敏感，

他们在一个积极的环境中会有更好的发展，而在一个消极的环境中，他们的发展则会相对较差。那些具

有某种困难气质（高消极情绪性）的儿童并不一定会出现问题行为，而是具有可塑性的个体，他们会更

容易受到环境的影响而向更好或更坏方向发展。因此，在儿童养育的过程中，对于这些可塑性强的儿童，

要更加注重教养环境的影响。

3.2  为儿童塑造积极的养育环境

家庭系统理论认为，家庭环境是影响儿童身心健康和行为方式的重要影响因素，父母亲的教育方法对

孩子的情感、社交能力和行为模式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这有助于预测孩子行为问题的未来走向［40，41］。

根据差别易感性模型，具有易感性特质的儿童，会在消极或积极环境下表现得或好或坏，相比于遗传因素，

养育环境的改变于人类而言更为可控。对于那些容易受影响的孩子，父母有责任为他们创造一个积极的

教育氛围，因为诸如支持、关心和理解这样的积极教育方法能够为他们的问题行为提供保护［42］，他们

会在积极的教养环境中发展得更好，从而表现出更少的问题行为。当孩子处于高压力性事件中时，给孩

子适当的鼓励与支持，以减少消极环境对儿童造成的消极影响。

3.3  重视对儿童问题行为的干预

儿童表现出的问题行为会对其学业成绩以及社会适应产生负面影响［6］，因而有必要对儿童问题行

为进行干预。差别易感性模型认为，儿童的发展是个体和环境相互作用的过程［20］，因而可从个体与环

境相互作用的角度重视对儿童问题行为的干预。儿童问题行为并不是单纯个体的自然产物，而是多种因

素相互作用的结果。研究者发现高皮质醇反应性儿童在接受治疗后（将接受治疗前视为一种消极环境），

他们的治疗效果比低皮质醇反应性儿童的治疗效果更好［40］。这一研究结果揭示了要充分关注这些具有

易感性特质的儿童，重视儿童个体特质与环境的交互作用。

另外，差别易感性模型也建议，在针对问题行为的干预措施中，应特别关注那些处于高风险环境中

的高易感性个体。对于高易感性的儿童，当他们处于高风险环境下（压力性生活事件、受虐经历、父母

高心理控制等），要为儿童提供更多鼓励或对风险环境进行控制以减少儿童的问题行为。因为这些高风

险环境会对高易感性儿童产生更大的危害。对儿童问题行为的干预需要家庭教育、学校干预等综合的方

法。家庭干预需要家长学习更科学的育儿方法，更积极的教养方式；学校教育则需要对学生进行心理健

康教育。

4  未来研究展望

差别易感性模型着重于强调可塑性特质与环境因素之间的相互影响对儿童成长的作用，这不仅为发

展心理学的研究开辟了全新的视野和研究方向，而且在临床治疗实践中也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它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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够帮助我们了解对于不同个体需要采用不同方法的治疗，才会使得治疗效果更为突出［43］。本研究对基

于差异易感性模型的儿童行为问题进行了详细的整理和总结，发现这个领域仍有较大的研究潜力，值得

进一步深入探讨，未来的研究方向将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关键领域：

第一，差别易感性是否会随时间而发生变化。艾利斯（Ellis）和他的团队指出，差别易感性模型最

初是为了解释儿童的敏感性，但关于儿童在整个生命过程中的易感性特征，他们的了解仍然非常有限［44］。

儿童处于身体和心理不断发展的阶段，易感性特质是否会因身心发展产生改变从而影响问题行为的发

生？未来需要明确易感性特质是否具有跨时间一致性。

第二，多种易感性特质与多重环境对儿童问题行为的交互作用有待探讨。当前，大多数的研究集

中在单一的易感性属性和特定环境因素对儿童行为问题的影响上。然而，大多数个体可能是由多个易感

性特质组成的复合体［14］，这些易感性特质是否会对儿童的问题行为产生累积效应，这尚未可知。贝尔

斯基的研究发现，当个体携带更多的易感性基因时，其对环境的敏感度也随之增加［19］。普里斯格罗本

（Priess-Groben）及其团队的研究揭示，只有那些同时携带低 MAOA 活性基因和 5-HTTLPR S 等位基因

的女孩，她们所经历的负面生活事件越频繁，抑郁的风险也就越高［45］。考察多种易感性特质—环境、

易感性特质—多重环境，以及多种易感性特质—多重环境的交互作用，这些都需要更进一步的研究。

第三，对基于差别易感性模型解释儿童问题行为的发展机制要进行更近一步的研究。现有的学术研

究主要集中在探究原因（包括先天和后天因素）与结果（如问题行为）之间的关系，而对其具体作用机

制的研究相对较少。例如，Meyer- 梅耶林登堡（Lindenberg）及其团队利用 MRI 磁共振成像技术，从神

经生物学的视角深入研究了 MAOA 基因如何影响大脑的结构和功能，进而对个体的外化问题行为（如暴

力行为）产生影响，结果发现，与暴力行为风险增加相关的低水平 MAOA 活性基因预示着情绪唤醒期间

大脑边缘体积明显减少，杏仁核反应过度，前额叶调节区域的反应性减弱［46］。对神经机制的深入研究

可以为我们现有的研究成果提供生物学上的支持，并进一步完善证据链条。

毫无疑问，只有深入研究儿童问题行为的成长机制，预测其将来可能的发展方向，并将父母的育儿

方法与儿童的个性和基因特质相结合，儿童才有可能实现健康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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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Review on Research of Children’s Problem Behavior Based on 
Differential Susceptibility Model

Xiao Meiling Liu Yan

College of Education, Hun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Xiangtan

Abstract: Children’s problem behavior refers to behaviors that deviate from traditional social norms due 
to the inability to adapt well to society during the process of development. It may have adverse effects 
on children and even harm others or society. It has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children’s development. 
The differential susceptibility model is one of the main model main theoretical models regarding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genetics and the environment. It suggests that for children with susceptibility traits, 
the environment can influence their development in either a positive or negative way. In reviewing 
the research on the developmental mechanism of children’s problem behavior at home and abroad, it 
is found that the research based on the differential susceptibility model mainly includes three aspects: 
behavior, physiology, and genetics. The significance and implications of this research field include three 
aspects: recognizing children’s susceptibility traits correctly, shaping a positive parenting environment for 
children, and emphasizing the intervention of children’s problem behavior.
Key words: Differential susceptibility; Children’s problem behavior; Plasticit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