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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我国“全面二孩”政策的持续推进，同胞关系问题逐渐凸显，本文聚焦同胞关系与同胞关系质量，

从个体、家庭与社会三个层面探究同胞关系质量的影响因素，分析积极与消极的同胞关系质量将会给孩

子造成怎样的影响。并从父母角度入手，针对影响因素提出提高同胞关系质量的措施与方法，以期能够

帮助父母良好处理同胞冲突，提高同胞关系质量，促进同胞关系健康发展，营造良好的家庭环境，助力

孩子未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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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continuous promotion of China’s “universal two-child” policy, issues related to sibling 
relationships have gradually become prominent. This article focuses on sibling relationships and 
their quality, exploring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sibling relationship quality from three levels: in-
dividual, family, and society. It analyzes the positive and negative impacts that sibling relationship 
quality can have on childre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arents, measures and methods are pro-
posed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sibling relationships, aiming to help parents effectively hand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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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bling conflicts, enhance the quality of sibling relationships, promote their healthy development, 
create a favorable family environment, and support children’s future grow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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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我国“全面二孩”政策的持续推进，越来越多的“二孩家庭”涌现，而“二孩家庭”导致的人

口结构变化，使得家庭成员角色、儿童的心理与行为等都随之发生一系列改变，同胞关系越来越成为了

二胎家庭关注的问题。同胞关系作为家庭内部最重要的社会关系之一，其质量对孩子的成长和发展具有

深远的影响。然而，由于家庭结构的变化、父母养育模式的不同以及孩子个体差异等因素的影响，同胞

关系问题日益复杂，处理同胞冲突、提升同胞关系质量成为了摆在许多家庭面前的重要课题。 
而在提升同胞关系的重要性上，父母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首先，父母在塑造同胞关系中的积极

作用表现在他们对孩子们的关爱和教育上。一个充满爱和温暖的家庭环境，能够为孩子们提供一个安全、

稳定的空间，让他们敢于表达自己的想法和感受，同时也学会尊重和倾听他人的意见。父母通过日常生

活中的言传身教，教导孩子们如何相互关爱、尊重和理解，从而为他们建立健康的同胞关系打下坚实的

基础。其次，父母在调解同胞冲突中扮演着关键角色。随着孩子们的成长，他们之间的摩擦和冲突在所

难免。此时，父母需要及时介入，以公正、公平的态度进行调解，帮助孩子们理解彼此的观点和感受，

引导他们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父母的介入不仅能够化解冲突，还能够让孩子们学会如何妥善处理人际

关系，提高他们的社交能力。此外，父母还可以通过鼓励孩子们共同参与家庭活动，来增进同胞之间的

情感联系。家庭活动不仅能够增强家庭成员之间的互动和沟通，还能够让孩子们在共同完成任务的过程

中学会合作和分享。这些经历将有助于孩子们建立起深厚的同胞情谊，为他们的未来发展打下坚实的基

础。最后，父母需要关注孩子们在同胞关系中的情感需求。每个孩子都希望得到父母的关爱和认可，同

时也渴望与兄弟姐妹建立亲密的关系。因此，父母需要时刻关注孩子们的情感变化，及时给予他们支持

和鼓励。当孩子们在同胞关系中遇到挫折时，父母需要给予他们足够的安慰和陪伴，帮助他们度过难关。

因此，从父母的角度出发，提高同胞关系的质量，对于促进孩子们的健康成长和家庭和谐具有不可忽视

的作用。 
在此背景下，本文从父母视角出发，对同胞关系及其质量进行探究，旨在为父母提供有效的指导和

帮助。通过深入分析同胞关系质量的影响因素，本文将揭示同胞关系质量的形成机制，为提升同胞关系

质量提供有力的理论支撑和实践指导。同时，本文也将为政府和社会组织提供有益的参考，为制定相关

政策和措施提供科学依据，共同推动家庭关系的和谐发展。 

2. 同胞关系 

2.1. 同胞关系 

目前国内外学者主要从关系论和互动论两个方面来定义同胞关系，关系论认为同胞关系是个体与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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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家庭中的兄弟姐妹相互影响而形成的心理关系，而互动论认为同胞关系是指多个兄弟姐妹从意识到对

方存在的那一刻起，通过身体的、言语的和非言语的交流来分享与彼此有关的知识、观点、态度、信念

和感受的所有互动。我国学者赵凤青等人更加倾向于采用关系论的观点，认为同胞关系是两个或两个以

上的个体从意识到对方的存在起便开始分享知识、感知、态度等而进行相互作用的总和，是由于核心家

庭中兄弟姐妹之间的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而形成的一种心理关系[1]。由此，同胞关系可以被看作为一种

是持续时间最长，并且具备强制性与亲缘性的人际关系，这种关系是随着家庭结构的变化而产生的，同

胞之间在共同生活中常常会互相分享感受与情感体验。 
同胞关系可能会影响孩子的自身人格塑造与未来发展，同时也作用于家庭的稳定与和谐，那么其中

必定涉及一个重要的概念，即同胞关系质量。 

2.2. 同胞关系质量 

同胞关系质量概念的提出是由于同胞关系包含性别组成、年龄差距、遗传相关程度、出生顺序等结

构特征，但这些特征存在不连续性与固定性等特点，无法体现同胞关系长期发展变化及互相影响的程度，

由此 Furman 等人提出用同胞关系质量概念，并将其划分同胞亲密、同胞冲突、同胞相对权力、同胞竞争

四个方面，希望能够用其来更好地探讨同胞关系的动态性和发展性[2]。但目前国内外学者对于同胞关系

仍无统一或广泛采纳使用的观点，我国学者李燕针对同伴关系质量概念大多围绕同胞互动的特征展开论

述，认为同胞关系质量是指同胞关系的优劣程度[3]，具体方法是考察同胞间互动行为的典型特征，包括

同胞温暖、同胞嫉妒、同胞冲突[4]。但除此之外，国内外学者研究者们公认同胞关系质量由多类型构成。

在个体发展的不同阶段，同胞关系质量类型也有所不同，故对于同胞关系质量类型的划分仍存在着许多

不同。 

3. 同胞关系质量的影响因素 

3.1. 个体因素 

3.1.1. 气质与性格 
性格是一个人对现实的稳定的态度，以及与这种态度相应的，习惯化了的行为方式中表现出来的人

格特征，而气质则是表现在心理活动的强度、速度、灵活性与指向性、等方面的一种稳定的心理特征。

苟凌璞认为越内向、焦虑与抑郁的大孩则会对母亲与二孩的良好互动产生反感与嫉妒，从而产生同胞冲

突与同胞嫉妒，但性格越外向与积极开朗的大孩，同胞接纳水平越高，越不容易产生冲突；同时，如果

大孩与二孩的气质类型差异越大，那么就越容易产生同胞冲突，即不同的气质会在同胞间产生影响[5]。 

3.1.2. 依恋类型 
对于不同依恋类型的孩子来说，焦虑型依恋者由于自我价值感较低，更容易感受他人带来的威胁，

从而同胞嫉妒与同胞冲突水平更高。安全型依恋者对人际关系的信心与自我价值感有助于缓冲其对人际

关系威胁的感知，较少产生同胞嫉妒；回避型依恋者缺乏自信，担心自己遭到威胁或背叛的可能性较低，

对可能的竞争对手的怀疑和担忧较少，从而也不易产生同胞冲突与同胞嫉妒[6]。 

3.1.3. 共情能力 
共情能力是指对另一个人产生同感的情感以及行为反应的能力，这种能力可使个体快速地感知他人

的情绪。共情能力高的个体通常具有较高的观点采择能力，更加容易去设身处地感受对方，从而进一步

学会帮助、安慰他人[7]。研究表明，共情对同胞亲密有显著正向预测作用，共情能力越高，同胞之间越

亲密[8]。也就是说，如果孩子的共情能力越高，同胞间越亲密，便越能够为对方考虑，使得同胞接纳程

https://doi.org/10.12677/ass.2024.136483


缪文佳 
 

 

DOI: 10.12677/ass.2024.136483 170 社会科学前沿 
 

度较好，那么同胞冲突现象也会越少出现。 

3.2. 家庭因素 

3.2.1. 性别组合 
个体的认知、行为与情感等方面存在各种差异部分是由于生物学上性别角色化所导致的，那么在对

问题的应对和处理上，不同性别组合的同胞也将出现差异。相同性别组合和不同性别组合在对同胞支持

的力度和方式上存在显著差别。Brody 等人通过调查研究发现，不同性别组合的同胞对其同胞关系将会

产生影响，相同维度上不同性别组合比相同性别组合在情感上更容易产生同胞冲突，而难以获得同胞支

持。其中，女孩会比男孩更多认为同胞关系更加友好与和谐[9]。Voorpostel 等人以 7126 个荷兰人同胞为

调查对象，研究结果表明，在给予建议等因素上，姐妹组合与其他性别组合具有显著不同，表现出更为

紧密的联系[10]。 

3.2.2. 年龄组合 
同胞间的年龄差距究竟会对于同胞关系产生何种影响，研究目前尚未有较为统一的结论。有研究认

为，同胞出生间隔较大或较小都不利于个体的发展，同胞间的年龄差距最好为 2~4 岁。但也有研究表明

二孩的出生都会给同胞关系带来积极与消极的双重影响，即不管大孩处于什么年龄阶段。刘庆对于 800
位被试展开调查研究，研究发现年龄差越大，同胞亲密程度越低，同胞隔阂越强[11]。而这有可能是由于

生物年龄差导致个体的认知能力、成熟程度不同，个体的经历也有很大差异，大孩已经拥有了自己的社

交圈，与二孩交流较少，而这较容易导致情感冷漠和疏远，产生同胞冲突，降低同胞亲密度。 

3.2.3. 父母感情 
家庭系统理论认为，兄弟姐妹之间的情感与父母之间的感情是相互作用的[5]。刘庆对于父母感情与

青少年同胞关系展开研究，研究发现，父母的婚姻质量对青少年同胞关系具有明显的预测作用。如果父

母的婚姻关系融洽，那么同胞之间更容易建立亲密的关系[11]。Stocker 等人研究也证实了父母婚姻质量

与儿童同胞关系间的联系，结果显示，婚姻质量与同胞关系之间呈显著正相关关系[12]。Yu 等人发现父

母的婚姻质量能够有效地解释学前儿童同胞关系，并正向影响其同胞关系质量[13]。父母之间的感情越好，

孩子在模仿父母行为中，越不易产生同胞冲突，而父母感情越差，同胞之间越容易产生冲突。 

3.2.4. 亲子关系 
亲子关系是指父母和有着血缘关系的子女通过互动交流而建立起来的一种稳定的家庭关系。与父母

关系亲密的儿童，特别是常常得到父亲陪伴的儿童，在同胞亲密程度方面表现出更好的行为，所产生的

同胞冲突较少[14]。而父母的拒绝、消极的亲子互动则更加容易引发同胞间的对抗、敌意和冲突[15]。也

有研究表明，大孩与父母早年的亲子关系对同胞关系质量有着持续的影响，并且能根据他们早年的亲子

关系来预测之后同胞关系的质量[16]。  

3.2.5. 养育模式 
廖春梅对于父母对于大孩与二孩的养育模式差异展开研究，发现父母对大孩与二孩的养育方式存在

差异。二孩在父亲权威教养方式差异显著，主要集中在温暖接纳维度；大孩在父母专制教养方式存在差

异，主要集中在体罚维度与言语敌意维度[17]。由于二孩的出生、父母年龄的不断增长以及家庭经济压力

增大，父母的养育精力降低，往往会对于年龄较小的孩子给予更多的照顾与更多的耐心，从而产生差别

对待现象。差别对待是指对于情感或物质投入等方面上，父母更多地偏向某个孩子，而使另外一个孩子

获得较少资源的养育方式[18]。有研究表明，父母对孩子不公平的对待将会导致非常强烈的同胞嫉妒与同

胞冲突，十分不利于同胞关系的健康发展[19]。由于父母的差别对待与养育模式比较差异，儿童能够敏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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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察觉到父母对自己和其他兄妹的行为的差异，在不利比较中较为容易产生嫉妒心理，从而怀疑自身，

逐渐减少亲社会行为，产生更多的同胞冲突。 

3.2.6. 家庭嘈杂度  
家庭嘈杂度是指家庭的无序或混乱程度，以高水平的背景刺激、缺乏家庭常规、日常活动缺乏可预

见性和结构等为特征[20]。家庭嘈杂度过高常常会引发儿童较多的问题行为，也将会造成亲子冲突和同胞

冲突。徐慧艳认为家庭环境嘈杂度越低，家庭活动组织性和结构程度就将强，亲子关系和同胞关系也就

会越好[21]。由此可见，家庭嘈杂度也将会对于同胞间的关系发展产生一定的影响。 

3.3. 社会因素 

3.3.1. 社会文化观念 
在我国传统社会文化的影响下，有“长姐如母、长兄如父”、“大的让着小的”等观念仍根深蒂固，

而父母也为根据时代发展与现实要求不断调整自己的教育模式，仍要求大孩照顾二孩，要求大孩凡事让

者二孩，从而让大孩产生被不公平对待的感受，进而引发更多的同胞嫉妒与同胞冲突。可以看到，社会

文化观念是导致我国同胞嫉妒与同胞冲突的重要因素之一。 

3.3.2. 社会比较 
社会比较理论认为，相似的个体更可能出现社会比较，由于同胞间高度的生理相似性和共同的生活

经验，因而在日常互动中会发生大量社会比较[22]。常进行社会比较也将产生较高水平的同胞冲突与同胞

嫉妒，Hamwey 等在一项成年人的研究中发现，与某一方面优于自己的同胞进行社会比较，往往会引起

同胞嫉妒，而与某一方面不如自己的同胞进行社会比较则与同胞冲突与同胞嫉妒无关，并且越频繁的社

会比较越容易引起同胞嫉妒[23]。 

4. 提高同胞关系质量应对措施 

从上文中，我们不难发现，由于儿童个体气质特点、性格类型与共情能力，家庭中父母养育模式、

父母感情等，再加以社会文化因素与社会比较的影响，极易造成同胞关系出现积极与消极两种状态。积

极的同胞关系具有支持作用，能够帮助孩子培养安全的依恋水平与亲社会行为，助力个体良好的情绪管

理与表达。而同胞冲突、同胞嫉妒则会促进个体焦虑与抑郁情绪的发展，引发更多的问题行为。研究发

现，高水平的同胞间冲突和低水平的同胞间温暖、亲密等破坏性同胞关系与儿童高水平的反社会行为有

关[24]。而目前，随着二孩政策的开放，“女孩以死相逼，妈妈含泪不要腹中二孩？”、“妈妈要生二胎，

女童离家出走？”、“四岁多的哥哥趁着大人不注意，把妹妹连同婴儿车推倒？”等新闻层出不穷，二

孩家庭中出现同胞冲突的并不在少数，面临着这样的局面，家长究竟能够如何缓解同胞冲突，提高同胞

关系质量，营造和谐幸福的家庭环境，促进孩子们的健康成长呢？ 

4.1. 培养孩子良好性格品质与共情能力，构建安全型依恋水平 

孩子的个人性格特征、气质类型等对于同胞冲突的产生存在着一定的影响。故父母在家庭教育中应

注重培养大孩积极乐观的性格和生活态度，提升大孩的共情能力，积极鼓励与邀请大孩参与到二孩出生

的全过程中，给予大孩能够为二孩提供帮助的机会，并在提供帮助后给予大力的鼓励与表扬，增强大孩

对二孩成长的参与度，培养大孩的责任心，不断强化大孩的助人行为，增强大孩的自我效能感，帮助大

孩更快地适应自己作为哥哥或姐姐的新角色，减少同胞冲突。同时，面对二孩的到来，大孩难免会害怕

二孩分走原来属于自己的爱，甚至出现退行行为，而此时父母不应全加责备，而应接纳理解大孩的行为

并进行正向的引导，提升大孩的安全依恋水平，让大孩感受到即使二孩出生，父母对他的爱也不会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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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而促进大孩对二孩的同胞接纳。 

4.2. 运用良好的养育模式，公平分配资源 

首先，父母应根据时代变迁与发展，摒弃不当的社会文化观念影响，打破“二孩更需要关爱”“大

孩要让二孩”等思维定式，不断更正养育模式，做到一视同仁，既不能过分偏爱、也不能过度苛待某个

孩子，使用一致的评判标准和行为准则对待两个孩子。一些父母在亲子陪伴、亲子互动、情感关注、学

习情况方面更多倾向于二孩，这会使大孩认为自己不配得到父母的爱并产生自我怀疑，从而怨恨二孩，

最终增加同胞冲突，同胞关系质量变得消极。父母应认识到两个孩子均需要关爱，公平地对待两个孩子，

在处理两个孩子之间的矛盾时，不能让大孩一再忍让。同时，做到不频繁地进行比较，过分褒奖或贬低

某一个孩子。父母应善于发现每一个孩子的闪光点，认识到每个孩子都有各自的优缺点、兴趣和才能，

多鼓励孩子们，培养孩子们互相欣赏和夸赞的能力，让孩子们在良好的环境中培养手足亲情。 
当然，父母的养育方式对同胞关系的发展也起到关键作用，已有研究表明，同胞温暖与支持性的养

育方式存在相关[4]。因此，父母对两个孩子进行管教时，尽量采取民主的养育方式，不专制，不溺爱，

尊重孩子独立的人格，为孩子的成长提供一个支持性的环境，让孩子们在民主、自由、安全的环境中健

康成长，培养其健全的人格。 

4.3. 构建和睦夫妻关系，促进亲子关系良好发展 

正如班杜拉的观察学习理论而言，父母的一言一行会影响孩子的表现，那么父母的相处模式也塑造

着孩子应对他人的模式。因此，如果父母能够从容地解决夫妻之间出现的问题，构建和睦友爱的夫妻关

系，那么父母也能够更好地处理与孩子之间的关系，给予更多的时间精力关注孩子的发展，耐心对待孩

子，从而建立良好的亲子关系，孩子也会在观察父母处理问题的过程中学会处理与同胞之间的矛盾。 
同时，每一个孩子都是一个独立的生命个体，都有着自己的想法与需求。当孩子的期待与需求长期

不被满足时，便有可能会怨恨父母与兄弟姐妹，出现反社会行为，进一步影响同胞关系的健康发展。由

此，父母应要关注孩子的需求和发展，积极组织各种日常生活互动与活动来增强和孩子的亲密度，增进

父母与孩子的互相了解，做到不忽视与充分理解，只有孩子在被爱包围的环境下才能更好的关爱他人，

促进和谐亲子关系的建立。 

4.4. 打造温馨有序的家庭环境，营造良好家庭氛围 

当家庭嘈杂度较高时，大孩同胞接纳能够显著负向预测长子女焦虑[25]。那么作为父母，在进行同胞

接纳教育的前提下，应尽可能通过一系列的约定与共同劳动来创造一个低纷杂度的家庭环境。父母可以

制定合理的作息计划和家庭规则，并需要全员遵守，赏罚分明，并要求家庭成员共同劳动，维持家庭环

境整洁，合理归纳家庭物品。当然也可以多与孩子进行互动交流，减少争吵，减少噪音刺激，为孩子提

供安静、轻松的家庭环境，创建和谐有序的家庭氛围。 

4.5. 面对难以解决的冲突时，可适当寻求外界帮助 

在部分家庭中，由于前期家长的不适当的养育模式，孩子间可能已经出现了较为严重的同胞冲突，

有些孩子甚至已经出现了反社会行为，而此时家长可能已经无法通过自身力量缓解同胞冲突，帮助孩子

更好地成长。那么此时，父母可以尝试寻求专业社区人员或心理咨询师的帮助，在专业人员的指导下，

通过亲子团体辅导、行为干预、情绪干预、认知干预、教育戏剧干预、音乐聆听干预、亲子共读绘本干

预等方式获得有利的家庭指导，使父母与孩子能够在他人或团体成员的帮助下，学习用更合理的方式表

达负面情绪，改正不当的养育方式，更加平等的关注孩子们的发展，解开父母与孩子的心结，助力亲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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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同胞关系和夫妻关系的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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