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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性的概述 1

个性即人格，它包括了一个人的气质、性格、体貌

特征、智力和创造性、与人交往和适应环境变化的能力、

动机、志向、兴趣、信念和人生观，以及自我意识。所

有人都有个性，每个人也有自己独特的个性特征，个性

化是人的存在方式。

二、对儿童个性影响的家庭环境因素

儿童的个性受很多因素的影响，大量的研究资料表

明，个性的早期形成与后期发展受到遗传和环境两个方

面的共同影响，其中家庭环境可以说是对儿童个性影响

最早的环境，同样也是很重要的环境。

儿童个性的形成是从幼儿时期开始，是在社会化中

实现的，而在这一时期儿童接触的社会环境主要是家庭

环境，因此，我们也可以说儿童个性的形成是从幼儿时

期开始，是在与家庭环境的相互作用中实现的。

家庭环境包括了家庭的许多方面，这里主要从家庭

环境的三个方面来分析对儿童个性的影响，即家庭结构、

家庭的教养方式、亲子关系。

（一）家庭结构

家庭结构是指家庭中成员的构成及其相互作用、相

互影响的状态，以及由这种状态形成的相对稳定的联系

模式。

随着社会的发展我国的家庭结构主要是以下三种，

即核心家庭、主干家庭、单亲家庭。

1. 核心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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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家庭是由父母和子女两代人所组成的家庭。

在这种家庭结构中，儿童的个性形成有一个相对稳

定的家庭环境背景。家庭中只有父母两个人，在对孩子

进行教育时，意见更容易达成一致。另外，孩子和父母

之间发生互动的频率和机会相对于其他类型的家庭会更

多一些，因为同父母相处的频率高，所以更容易增强父

母与儿童的亲子关系，有助于儿童得到更多的关爱，形

成更健康的人格。

但这种家庭结构的弊端也会对幼儿的身心健康造成

一定的影响，影响其人格的健全。比如，由于目前社会

压力大。父母为了给孩子创造更好的物质生活条件，可

能更多的投入到工作中，然而在生活和教育双重压力下，

可能在某一程度上忽视了儿童的心理健康发展，而幼儿

期的儿童是非常渴望得到父母的关爱，在当儿童总是得

不到自己所需求的那份爱时，久而久之，可能会形成对

他人、对生活冷漠的个性。又或者，父母知道在精神方

面没有满足儿童，但由于心有余而力不足，转而在物质

方面等满足孩子一切要求，这样在很大程度上会让孩子

形成任性、不讲道理、自我中心的个性特征。

2. 主干家庭

主干家庭是指父母和一对已婚子女组成的家庭。家

庭中至少是三代人或以上。

在这种家庭中，父母由于工作等因素对儿童的教育

和精力不足，祖辈便可以来弥补缺失的教育和关爱，但

由于父母与祖辈间因为各种因素而存在代沟，比如生活

经验不同，价值观念不同，接受新鲜事物能力不同等，

所以在教育儿童时很容易产生矛盾和分歧，从某种程度

上削弱抵消了家庭教育的力量。孩子在面对不同的教育

态度时可能就会无所适从或者“看脸色”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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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家庭是儿童出生后接触时间最久的环境，也是儿童最早的受教育场所。儿童期是个性形成的关键时期。婴

儿出生后往往就表现出不同的个体差异，在不忽视遗传论的基础上，外部环境因素对儿童个性的影响也是值得重视

的。这里要谈到的外部环境主要是家庭环境对儿童个性的影响。

　　本篇文章首先介绍了个性的相关概念，接着阐述了家庭环境中的哪些因素影响了儿童的个性，最后针对其影响

因素作出了总结，即要重视家庭因素对儿童个性的影响，要努力为儿童个性的发展创造优良的家庭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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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三代同堂这种结构来说，祖父母对儿童的情感

和父母对儿童的情感显然是不同的，祖父母对儿童更多

的是溺爱，而重视教育的父母，他们是希望能科学的教

育儿童，让儿童在各方面都促进其良好个性的形成，这

样可能导致了整个家庭教育不统一，这时候儿童作为被

教育对象，儿童通常是为了自己的需求，选择性的听从

一方的教育，而且多半选择将祖父母视为自己的“挡箭

牌”来躲避父母的教育，对于儿童来说，在这种对比明

显的教育背景下，儿童容易形成依赖、遇事逃避、不讲

道理等个性特征。

3. 单亲家庭

单亲家庭，是一种不完整的特殊家庭，儿童只同父

母中一方共同生活。

家庭的破裂会给儿童心理上的伤害，原先完整家庭

中所有的幸福感、安全感会突然消失。家庭的急剧变化，

会让孩子突然间无所适从。有的离异的家长会反目成仇，

不断在孩子面前指责对方，甚至把孩子作为报复的筹码；

或者互相争夺孩子，或者互相推卸孩子的抚育责任，这

些都给孩子造成了心理压力，由于父母两人自身的冲突，

孩子逐渐在这种环境下形成了少言寡语、冷漠、悲观等

个性特征。有的幼儿为了争取得到父母的更多关爱，会

不断的迎合父母的要求，跟随母亲时就一味的迎合母亲、

跟随父亲时就一味的迎合父亲，久而久之，孩子逐渐丧

失了自己的独立人格，慢慢在生活中形成阿谀奉承、没

有主见的个性。有的儿童发现自己家庭与别人健全家庭

的不同时，很可能形成自卑、孤僻、内向的个性。

（二）家庭的教养方式

教养方式是指学前儿童家长在教育、抚育子女的日

常生活中表现出的一种行为倾向，它是对父母各种教养

行为的特征概括，是影响儿童个性发展的重要因素。

根据目前父母对子女的教养方式区别，可以分为以

下五种教养类型。

1. 溺爱型教养方式

这种教养方式给予儿童所有想要的物质需求和精神

需求。现在的家庭中独身子女仍然被看得十分宝贵，6 位

大人照顾一个孩子，对孩子宠爱有加，长此以往，这样

的孩子往往容易表现出比较自私，动机不明，依赖他人，

要求注意，不顺从，冲动，自理能力差的个性特征。

2. 忽视型教养方式

忽视型也可以说是一种放任型，家长很少关注孩子

的一举一动，不管是心理的层面还是生理层面。这种教

养方式下，儿童典型的个性特征是不服从，苛刻，自我

控制水平低，对挫折忍受能力低，缺乏长期目标。举例

说，由于儿童经常得不到足够的关注，儿童不论做什么

事情都得不到外界的强化，长期这样下去，儿童也并不

关心外界对于自己的奖励或批评，即使有人教导儿童也

会满不在乎，一意孤行，即表现出了不服从的个性特征。

3. 严厉型教养方式

这种教养方式往往采取严厉的惩罚、过度干涉。父

母对于孩子的教育过于严格，在某一层面上很可能其教

育也是违背的儿童身心发展规律和特点，因为父母关注

的重点是儿童做出了什么样的行为，并没有考虑儿童做

出其行为的原因，对于不正确的行为，在不理解儿童的

基础上并且给与了严厉的教育，并不是科学的教育方式，

只是用权威去压迫儿童进行改正。长期的高压状态，顺

从类型的儿童会觉得自己不被理解，从而逐渐形成孤独

的个性，在自己得不到理解的同时，儿童自然也很难形

成关心他人、理解他人的个性特征，同样也会形成缺乏

主见，随波逐流的个性特征；若是反抗意识强的儿童，

则会表现出逆反心理，行为倔强，不听劝诫，我行我素。

4. 关爱型教养方式

该教养主要是理解，情感温暖对待孩子。这样容易

让孩子形成乐观且稳定的情感，待人热忱，能较好的适

应陌生环境，但如果关爱“泛滥”也会让孩子变得自满

自足；假如家长在此基础上对孩子有过多的干涉，打着

“一切都是为你好”的旗号，所有事情“尽心尽力”为

孩子操办好，那么孩子个性会转向为缺乏自制力，容易

产生任性，凡事以自我为中心，依赖性强和忍耐力不足

等不良的个性特点。

5. 权威型教养方式

该教养方式对孩子要求清晰，关爱适度，原则明确。

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对孩子确定明确的目标，对于孩

子好的表现及时给予肯定，错误的行为及时进行批评指

正；对于孩子正当的需求及时满足，无理取闹的需求绝

不容忍。孩子在这种教养方式下会受到严格且合理的管

束和教育，家长和孩子处在平等的状态下，互相尊重，

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激励孩子自我成长。通常在这种

教养方式下，孩子往往容易形成一些优质的个性品质，

比如大方自信、自尊自爱、思维独立、积极乐观等。

（三）亲子关系

亲子关系是指父母与子女之间所形成的交互关系，

是一个家庭的重要组成部分。儿童早期唯一的社会关系

可能就是与父母的关系。

以下从两个方面叙述亲子关系对儿童个性的影响。

1. 亲子亲密度

亲子亲密度比较高的家庭，家庭环境的氛围是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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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和舒适的，有利于孩子对外界事物的探索和个性的

健康发展；相反，亲子亲密度比较低的家庭，孩子失去

家长作为依靠会产生一定的焦虑情绪，对外环境产生害

怕、拒绝、无所适从的表现，个性中容易表现出敏感、

胆小和脆弱。

2. 亲子沟通率

在当今快节奏、信息化的社会中，亲子的沟通在减

少，父母由于各种原因与孩子沟通少，那么自然对孩子

的情绪情感、性格形成与发展、兴趣等多方面都了解不

足，正因为对孩子缺乏全面细致的了解，当孩子在某些

方面需要支持时，父母便很难及时为其提供必要的支持，

孩子可能会形成自卑、蛮横、不听劝诫、我行我素等不

良个性。

相反，亲子间沟通多，孩子各家长之间互相了解、

互相理解、互相关心。整体气氛和谐的家庭，儿童的个

性能够较为正常的发展、较少出现个性问题。

（四）其他家庭因素

1. 家庭经济情况

家庭经济情况的高与低虽然直接影响儿童个性的形

成，不能成为儿童个性特征的决定性条件，但在一定程

度上也影响儿童个性的发展。

一般来说，家庭收入多，有优越的物质条件，父母

在孩子成长过程中会进行更多的物质支持，孩子见多识

广更容易形成自信、乐观、勇敢的个性特征。

2. 家庭气氛

家庭气氛指家庭集体中，占优势的一般态度和感受。

它是父母与儿童相互作用的一个方面。

有研究指出，如果一个家庭中，父母教育态度不能

达成共识，面对教育问题时总是各有各理，争锋相对，

孩子通常会与父母中某一方亲子关系差，这些与儿童不

良个性的形成有一定的相关性。

家庭气氛是一个心理环境，儿童在家庭中形成的应

对外界的模式，在成年后仍存在。比如孩子在儿童期遇到

了挫折和困难，在向家长进行倾述时没有得到家长的关心

和安慰，会让孩子感受到不被关心，即使主动寻求安慰也

得不到想要的心理支持，那么在后期成长过程中遇到类似

情况会选择自己解决，不再倾述的方式，久而久之可能会

形成孤僻、不信任、敏感等个性，甚至伴随其一生。

总之，温暖、民主和理解的家庭气氛有利于良好个

性的发展。

3. 父母受教育的程度

一般来说，文化程度越高的父母越愿意主动去学习

有关孩子教育方面的知识。在于孩子沟通和教育的过程

中，更愿意学习用科学的态度面对孩子。但是受教育程

度高只是决定了家长更愿意主动学习，并不能保证高文

化程度的家长一定能采用科学的教育态度。现实案例中

也存在许多高学历家长溺爱孩子，放任孩子，高强度压

迫孩子的现象。

并且有相关研究证实，父母文化程度低的家庭，其

孩子个性和行为问题的检出率显著高于文化程度高的家

庭。即便是单亲家庭，重建家庭，以及收入低的家庭，

由于家长的受教育程度高、文化素质较好，注重了教育

教养的方式和情感的交流，创造了良好的家庭生活氛围，

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子女心灵的创伤，进而重新确立

正常的个性结构。

综上所述，家庭环境中的多种因素都会对儿童的个

性产生或多或少的影响，为了儿童的健康成长，特别是

为了促进个性正常和积极的发展，作为家长务必明确家

庭环境的重要性，必须尽力创造一个良好的家庭环境。

其中作为主要监护者的父母应该有责任为孩子创建一个

健全、健康的家庭结构，并且父母应是孩子的良师益友，

同时也应当保持理智的教育态度，这样才能促进孩子个

性的健康发展，培养出善于交往、体谅他人、天真活泼、

情绪稳定、自信独立、忍让大方、懂事讲理等良好个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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