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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儿童的同伴交往能力对于儿童身心的健康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已有研究表明，家庭教育中母亲的教养

方式对儿童各方面的发展都有不同程度的影响。为了探讨母亲的心理控制对小学儿童同伴交往能力的关

系，本文采用问卷调查法、观察法，通过随机抽样的方式，抽取了四川省攀枝花市某小学的150名学生

以及他们的母亲作为研究对象。旨在探讨母亲心理控制与小学生的同伴交往能力的关系，并针对现状提

出一些有针对性的建议措施，从而促进更融洽的家庭教养氛围，保证小学儿童的良好同伴交往能力。研

究结果发现母亲心理控制与小学生同伴交往能力呈倒U型曲线关系，在一定范围内，具有负向预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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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hildren’s peer communication ability has an important impact on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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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ldren’s body and mind. Studies have shown that the mother’s parenting style in family education 
has different degrees of influence on the development of children in all aspects. In order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other’s psychological control and primary school children’s peer com-
munication ability, 150 students and their mothers from a primary school in Panzhihua City, Si-
chuan Province were selected as the research objects by means of questionnaire survey and obser-
vation. This paper aims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other’s psychological control and pu-
pils’ peer communication ability, and put forward some relevant suggestions based on the current 
situation, so as to promote a more harmonious family upbringing atmosphere and ensure the good 
peer communication ability of primary school children.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relationship be-
tween mother’s psychological control and pupil’s peer communication ability is inverted U-shaped 
curve, and has a negative predictive effect within a certain ran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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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1.1. 问题的提出 

近年来，随着物质条件的逐渐富足，社会的快速发展，越来越多的人出现如：抑郁、暴躁、情感沟通

障碍等症状的心理问题。已有数据表明，出现心理问题的患者年龄逐渐呈现年轻化的趋势，因此，关注

青少年心理问题是社会、各国一直以来尤为重视的问题。我国自十八大以来对这方面的重视程度越来越

高，且在《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指导纲要(2012 年修订)》中也大力呼吁关注孩子的行为健康，不断呼吁

完善心理健康教育工作机制，建立心理健康教育辅导室和稳定的心理健康专业教师队伍，普遍开展心理

健康教育工作，促进中小学生心理素质、身心健康和谐发展。 
儿童的发展源于其生态环境系统不同结构水平之间的相互作用(张晨轩，2019；鲁昌顺，2018；尚进

等，2012)。生态系统理论中的家庭因素直接影响了儿童的社会性发展，家庭环境中的父母教养方式是影

响儿童社会性发展的关键因素，而母亲的行为、态度对于儿童发展的影响更大，母亲控制心理的强弱影

响儿童社会性发展的强弱(马原驰，2019；张楠楠，2014；付鑫，2020)。同时依恋理论认为，婴儿和儿童

在早期与主要抚养者(通常是母亲)形成的依恋关系会影响他们一生的人际关系模式。母亲的行为，如心理

控制的强弱将很大程度上影响儿童的行为方式，如焦虑型父母控制行为可能会使子女形成焦虑型依恋，

导致他们在未来的关系中也表现出过度的依赖和控制欲。 
国内外学者对于儿童社会性发展的研究较多，对母亲心理控制与子女行为问题方面的影响研究也较为

丰富，但对小学生同伴交往能力方面研究很少。首先，已有研究大都集中于幼儿、中学生及大学生和他们

的母亲，关于小学生及母亲的研究很少。现有研究更多探讨幼儿母亲心理控制对他们同伴交往能力的影

响以及中学生、大学生父母心理控制与子女自尊、不良行为等问题研究，很少从子女同伴交往能力等交

往表现能力方面进行研究(杜宜展，付鑫，2021；李婧，2020；高鑫等，2016；Barber, 1996)。总的来说，

对于母亲心理控制与小学生同伴交往能力方面的关系及对策的理论研究空间还很大。基于此，本文旨在

对母亲心理控制的强弱程度对高年级小学生同伴交往能力高低的关系进行探究，调研分析不同强度的母

亲心理控制程度对高年级小学生同伴交往能力高低影响的关系与作用。并针对这种不良行为产生的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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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对策、建议，为家庭提供更和谐的教育观念、方法提供参考，促进高年级小学生同伴交往能力的提高。 

1.2. 心理控制 

1965 年，Schaefer 首次提出“心理控制”概念，他认为：它是指父母通过使用引发内疚来侵扰和控制

儿童的教养行为，这种侵入式教养行为阻碍儿童的心理发展(雷婧，2021)。Barber (1996)研究发现：“心理

控制，是一种与过度教养相关的养育行为，是一种过度介入、干预和造成子女依赖性的养育方式。”Wang 
(2007)研究发现(任慧广，2019)：“进一步把心理控制更为准确的定义，即心理控制是指父母侵犯和干预子

女的内心世界，通过引发子女愧疚等形式来控制子女的一种教养方式。”雷婧(2021)研究发现：“心理控

制是指父母通过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的具体表现如情感支持、鼓励独立、爱的撤回、干涉儿童自主选择、

愧疚感引导等方式相处，将施加自己的主观意向给孩子，促使孩子行为及观念上的改变的心理特征。” 

综上所述，本文研究母亲心理控制主要指家庭环境中的母亲通过心理控制这种过度教养相关的养育

行为方式，将自己的主观意向强加到儿童心理世界的操纵行为，促使孩子心理特征、观念及行为的改变，

对小学生同伴交往能力产生影响。 

1.3. 同伴交往能力 

同伴交往能力是个体在社会互动中与他人建立和维持关系的能力，包括沟通、合作和冲突解决。社

会心理学家 Kenneth H. Rubin 指出，儿童通过与同伴的互动逐步发展这些技能，这对于他们的社会适应

和情感发展至关重要(Rubin & Bowker, 2009)。特别是在小学生阶段，这一能力的培养尤为关键，因为这

时孩子们正在学习如何在社会中建立和维护关系。对小学生而言，其同伴交往能力一般可以表述为语言

表达能力、同伴交往的情绪障碍和同伴交往的主动性。 

2. 研究设计 

2.1. .被试 

采用随机抽样的方式，抽取四川省攀枝花市某小学 154 名小学生以及他们的母亲作为本次研究的被

试人，总人数 308 人，并分别进行观察法和问卷调查法，进行数据的收集。最终选取参与调查的 150 位

小学生和他们的母亲作为本次研究的研究对象，得到有效问卷 150 份，有效量表 150 份，有效率 97.4%。 

2.2. 问卷调查法 

母亲心理控制问卷的设计基于两个重要的心理学理论框架和工具：采用 Barber (1996)的心理控制量

表以及 Olsen 等人针对学龄儿童父母开发的心理控制量表。这两个量表在心理学领域有着广泛的应用和

验证，包含 17 个心理控制题项，为评估父母在教养过程中的心理控制行为提供了科学且有效的工具。在

此基础上对问卷进行改良，改良后的问卷包括温柔与理解维度、严厉与惩罚维度、随性与放任维度。评

分采用李克特五点记分法，每道题用数值 1 代表“完全不符合”、2 代表“比较不符合”、3 代表“一

般”、4 代表“比较符合”、5 代表“完全不符合”来进行打分，共 15 道题，75 分值。最后用 15 道题的

数值分数总和，作为母亲心理控制程度强、中、弱的判断依据。其中，设定最终分数范围在 75~40 分之

间，母亲心理控制程度为强；最终分数范围在 39~20 分之间，母亲心理控制程度中：设定最终分数范围

在 19~0 分之间，母亲心理控制程度为弱。 
主要方法如下：在研究前，通过填写问卷方式选取四川省攀枝花市某小学的学生母亲作为研究对象

填写“母亲心理控制程度调查问卷”。填写结束后，统一回收，并进行数据分析，计算 15 道题的数值总

和，作为母亲心理控制程度强、中、弱的判断依据以及为最后综合分析小学生母亲心理控制与小学生同

伴交往能力的关系提供数据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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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观察法 

本研究采用非参与式观察的方式，通过“小学生同伴交往能力”观察量表完成对小学生同伴交往能

力的观察。该量表分为“语言表达能力、同伴交往的情绪障碍、同伴交往的主动性”三维度，每维度 5 小

题，采用 5 点计分法，每维度共 25 分值。其中，设定最终每维度分数范围在 25~18 分之间，该维度能力

为强；最终每维度分数范围在 17~13 分之间，该维度能力为中：最终每维度分数范围在 12~0 分之间，该

维度能力为弱。 
主要方法如下：利用非参与式观察的方式，对 150 名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同伴交往的情绪障碍、

同伴交往的主动性三方面进行观察，记录数据，并将数据按照他们母亲心理控制程度的强、中、弱分类，

计算各维度的平均分，最后分析、整理，得出结论，判断其同伴交往能力强弱程度。 

3. 结果与讨论 

3.1. 小学生母亲心理控制程度的总体特征 

为了解小学生母亲心理控制程度整体情况，采用问卷调查法对四川省攀枝花市某小学的 154 位小学

生母亲进行小学生母亲心理控制程度进行调查。将小学生母亲心理控制能力分为：“温柔与理解、严厉

与惩罚、随性与放任”三维度(该问卷共 15 题，75 分值。其中，设定最终分数范围在 75~40 分之间，母

亲心理控制程度为强；最终分数范围在 39~20 分之间，母亲心理控制程度中：设定最终分数范围在 19~0
分之间，母亲心理控制程度为弱)。最终回收 150 份有效问卷，并采用 spss23.0 进行数据分析，结果如下： 

3.1.1. 小学生母亲心理控制程度人员分布情况的总体特征 
 
Table 1. The overal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distribution of psychological control degree of primary school mothers 
表 1. 小学生母亲心理控制程度人员分布情况的总体特征 

母亲心理控制程度 范围 人数 比例 

心理控制程度强 75~40 24 16.00% 

心理控制程度中 39~20 104 69.33% 

心理控制程度弱 19~0 22 14.67% 
 

从表 1 可以发现：150 位小学生母亲中，母亲心理控制程度呈“强”的人数一共 24 人，占总人数的

16.00%；母亲心理控制强度呈“中”的人数一共 104 人，占总人数的 69.33%；母亲心理控制程度呈“弱”

的人数一共 22 人，占总人数的 14.67%。 
由此可以看出：小学生的母亲心理控制程度总体得分属于中等水平，但有少部分人存在心理控制程

度得分较高以及心理控制程度较低的情况。 

3.1.2. 母亲心理控制能力总体特征的描述性统计分析 
 
Table 2. Descriptive statistical analysis of psychological control degree of primary school mothers 
表 2. 小学生母亲心理控制程度描述性统计分析 

维度 M SD 

温柔与理解维度 3.5 0.6 

严厉与惩罚维度 3.94 0.68 

随性与放任维度 2.11 0.84 

总分 3.18 0.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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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 2 可以发现：总体结果来看，小学生母亲心理控制程度三维度平均分较高，均高于理论中值 2.5，
处于中等偏上水平。但从小学生母亲心理控制程度各维度得分看，温柔与理解维度和严厉与惩罚维度得

分较高，均高于理论中值 2.5，处于中等偏上水平，随性与放任维度得分较低。 

3.2. 小学生同伴交往能力的总体特征 

将小学生同伴交往能力分为：“语言表达能力、同伴交往的情绪障碍、同伴交往的主动性”三维度，

对参与本次调查的 154 名学生采用“小学生同伴交往能力”观察量表进行观察，回收 154 份观察量表，

剔除 4 份无效量表，最终得到 150 份有效量表，分别计算每位同学在各维度的总分。(该量表包括“语言

表达能力、同伴交往的情绪障碍、同伴交往的主动性”三维度，每维度 5 小题，每维度共 25 分值。其中，

设定最终每维度分数范围在 25~18 分之间，该维度能力为强；最终每维度分数范围在 17~13 分之间，该

维度能力为中：最终每维度分数范围在 12~0 分之间，该维度能力为弱)。 

3.2.1. 小学生同伴交往能力各程度人员分布情况的总体特征 
 
Table 3. Overal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distribution of students with different levels of peer communication ability of primary 
school students 
表 3. 小学生同伴交往能力各程度人员分布情况的总体特征 

小学生同伴交往能力程度 范围 人数 比例 

同伴交往能力程度强 25~18 26 17.33% 

同伴交往能力程度中 17~13 102 68.00% 

同伴交往能力程度弱 12~0 22 14.67% 
 

从表 3 可以发现：150位小学生中，同伴交往能力程度呈“强”的人数一共 26人，占总人数的 17.33%；

母亲心理控制强度呈“中”的人数一共 102 人，占总人数的 68.00%；母亲心理控制程度呈“弱”的人数

一共 22 人，占总人数的 14.67%。 
由此可以看出：小学生同伴交往能力的总体得分属于中等水平，但有少部分人存在心理控制程度得

分较高以及心理控制程度较低的情况。 

3.2.2. 小学生同伴交往能力总体特征的描述性统计分析 
 
Table 4. Descriptive statistical analysis of the overall characteristics of pupils’ peer communication ability 
表 4. 小学生同伴交往能力总体特征的描述性统计分析 

维度 M SD 

语言表达能力 3.74 0.79 

同伴交往的情绪障碍 2.41 0.80 

同伴交往的主动性 3.07 0.63 

总分 3.07 0.74 
 

由表 4 可以发现：总体结果来看，小学生同伴交往能力三维度平均分较高，均高于理论中值 2.5，处

于中等偏上水平。但从小学生同伴交往能力各维度得分看，语言表达能力维度和同伴交往的主动性维度

得分较高，均高于理论中值 2.5，处于中等偏上水平，同伴交往的情绪障碍维度得分较低。 

3.3. 小学生母亲心理控制与小学生同伴交往能力的相关研究 

为了解小学生母亲心理控制程度与小学生同伴交往能力整体关系，将 150 名学生按照他们母亲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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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程度的强、中、弱分类，并按这三种类别分别计算各维度的平均分，最后进行数据分析，结果如下： 
 
Table 5.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psychological control degree of the mother and the average score of the peer commu-
nication ability of the primary school students 
表 5. 小学生母亲心理控制程度与小学生同伴交往能力平均分的关系 

 母亲心理控制强 母亲心理控制中 母亲心理控制弱 

语言表达能力 12 24 17 

同伴交往的情绪障碍 21 4 14 

同伴交往的主动性 7 23 16 
 

从表 5 可以发现：母亲心理控制程度呈“强”的小学生，他的同伴交往能力的语言表达能力、同伴

交往的主动性平均值分别为 12、7 处于低水平阶段，同伴交往的情绪障碍平均值为 21 处于高水平阶段，

同伴交往能力弱；母亲心理控制程度呈“中”的小学生，他的同伴交往能力的语言表达能力、同伴交往

的主动性平均值分别处于 24、23 为高水平阶段，同伴交往的情绪障碍平均值为 4 处于低水平阶段，同伴

交往能力强；母亲心理控制程度呈“弱”的小学生，他的同伴交往能力的语言表达能力、同伴交往的主

动性三方面平均值分别处于 17、16 一般水平阶段，同伴交往的情绪障碍平均值为 14，处于一般水平阶

段，同伴交往能力处于中间阶段。综上，我们可以看出，在一定范围内，小学生母亲心理控制程度越高，

小学生的同伴交往能力越高；超出一定范围，小学生母亲心理控制程度越高小学生同伴交往能力越弱。

即：小学生母亲心理控制程度与小学生同伴交往能力呈倒 u 型曲线关系。 

4. 教育建议 

4.1. 学校开设相关讲座、增强教师与家长沟通 

学校通过开设母亲心理控制、小学生同伴交往能力、家庭教养方式等相关讲座、家长座谈会、以及

教师与家长单独沟通的方式，经历“认识了解、察觉问题、形成正确观念、合理控制与宣泄不良情绪、

不断坚持改变”的过程，不断改善，形成更利于学生成长的教育方式，实现家校共育。 
首先，引导家长了解相关基本知识、观念，察觉自己在教养时所出现的不良情绪以及不良教育方式。

其次，引导家长以积极态度看待问题，不断寻求解决问题的办法，树立正确教养观念，给与正确母子交

往建议。再者，教会家长控制情绪，避免母亲对孩子的过度或过少的关注，创建和谐亲子关系。 

4.2. 针对儿童同伴交往实际情况提出针对性建议并因材施教 

每个学生都是独立的个体，他们各自都有着独特的意识。因此，当我们在对学生进行教育时，每个

学生的情况都不一样，不能“一刀切”，要根据儿童实际交往情况，进行因材施教。当我们对待同伴交

往能力较差的同学，我们要主动去带领她融入环境，给与更多的鼓励与交往的方式方法，树立自信心，

为他创造更多与同伴交往的机会，促进交往能力的提升；当我们面对同伴交往能力较为一般的同学，要

更多地去调动他对交往的兴趣，促进他更加主动地与人交往；当我们面对同伴交往能力较强的同学，不

需要去引导建立积极性，更多的是维护、保持他们的交往能力，并带动其他学生的交往主动性。 

4.3. 家长鼓励儿童表达、锻炼与人相处的能力 

走出“想法圈”，从生活实际出发，规范约束自己的言行举止，形成良好亲子关系。比如：在与孩

子交往时，需要爱与尊重和理解并重，以平等的态度对待儿童。孩子有自己的意志、想法，我们不能以

“家长”的身份，将自己的一些想法与行为强加在他们身上，而要以“朋友”一样平等的态度对待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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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忌用打骂、伤害他们自尊的方式以此“胁迫”他们，使之让其与自己的想法趋于一致，忽略他们是具

有独立意志、思想的人，与正确的教育观念相违背。比如：有效沟通，倾听声音，注重孩子人际交往能力

的培养。想要教育要先教“心”，让孩子从心理上真正意识、认识到，最后内化于“行”。家长要心平

气和与孩子进行沟通，了解他们内心的真实想法，对他们进行正确的引导，而不是一昧的责备、告诉他

们“怎么做”的强制措施。通过这种方式的教导，也是教给孩子、让孩子学会如何去与他人沟通、如何

去解决问题。促使孩子的语言表达沟通能力不断提升，同伴的交往能力不断增强，致力于孩子更好的发

展。 

4.4. 家、校、社层面，要从小事做起，注重一言一行 

对学生尊重、赞赏，培养训练他们的逻辑思维能力。随着与外界的接触增多，学生遇见的问题可能

会更多。而我们不可能随时随地都在他们的身边帮助他们解决问题。因此，我们要关注和培养他们学会

用语言去表达自己的想法，去判断问题、明辨是非，鼓励他们遇到问题能用合理、有效、正确的方式解

决问题以及具备一定的与人沟通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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