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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探讨了侵犯受害儿童的社会行为表现及影响因素, 西方关于侵犯受害儿童的

早期社会化的研究表明, 被成人侵犯和虐待的早期经验使儿童的情绪失控, 导致后来既富有攻

击性又被同伴欺侮, 而且家庭的社会经济状况也能预测侵犯受害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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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 西方一些心理学家就早期生活

经验对儿童侵犯行为影响问题做了对比研

究。结果显示, 在生活的早期就被卷入到

侵犯环境中的儿童, 长大后极易攻击或伤

害他人, 同时又受到伤害 (称这种儿童为

侵犯受害儿童)。这些儿童比那些侵犯他人

但不受伤害的儿童的攻击性、破坏性和残

忍性都要大。为什么会是这样呢? 导致这

种行为的因素是什么呢? 这对他们日后的

发展又有什么影响呢? 分析这些问题对我

们的幼儿教育工作又有什么启示? 本文试

图结合西方学者的研究来回答这些问题,

以期为幼儿身心健康发展提供可操作性对

策。

　　一、侵犯受害儿童的社会行为表现

侵犯, 也称攻击, 是指有意地伤害他

人身体与精神的行为。它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身体侵犯, 即利用身体的一些部位或

武器来踢、打他人等; 二是言语攻击, 指

通过取笑、讽刺、诽谤、谩骂方式对他人

人格进行欺侮; 三是关系欺侮, 是指通过

恶意造谣和社会拒斥等方式使他人处于同

伴关系不利地位。研究者通过对学校中侵

犯的深入研究, 概括出侵犯受害儿童所具

有的独特的社会行为。

11 产生情绪失控

研究表明, 侵犯受害儿童有明显的情

绪失控性, 即遇事时极易冲动不安。O l2
w eu s (1978)〔1〕在教师提供的开放式报告

中发现, 侵犯受害儿童比其他儿童更容易

恼怒、暴躁和疯狂。Stephen son 和 Sm ith

(1989)〔2〕在由教师完成的结构性量表中也

得出相似的结论。由此可以看出, 侵犯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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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儿童很容易生气和被煽动。Dodge

(1991)〔3〕的另一个研究表明, 容易表现愤

怒和情绪失调的儿童常常是同伴拒绝和虐

待的目标。

21 破坏社会支持资源

社会支持有助于更快、更好地处理问

题, 但侵犯受害儿童却在有意、无意地破

坏自己的社会支持资源。侵犯受害儿童常

表现为孤僻、冷漠、缺乏社会交往能力。他

们不懂得如何与父母、邻居、同伴相处, 不

善于以别人所乐意的方式交谈, 容易被人

忽视; 而被同伴们冷落、抛弃反过来又减

少了他们与别人接触的机会。如此恶性循

环, 他们越来越沉默少言、厌恶交往, 社

会支持网络越来越小, 甚至造成自我心理

封闭。

31 使用不良应付策略

应付策略是指发生问题时, 个体所采

用的认识或行为上的努力。应付策略主要

包括问题解决、求助、退避、发泄、幻想

和忍耐。调查发现侵犯受害儿童很少选择

积极的问题应付策略, 每当出现矛盾时, 更

多地使用暴力发泄方式, 常扩大冲突、破

坏交往, 如打、踢、推 、咬及摔东 , 并

常恐吓、侮辱同伴〔4〕。

41 出现行为障碍

侵犯受害儿童经常不遵守规章纪律,

行为冲动, 不对后果负责。他们习惯性地

表现出反社会性行为, 如顶撞师长、说谎、

逃学、闲逛、偷窃、打架、破坏公物等。即

使对别人造成损害, 也无内疚之感; 即使

为此受到惩罚, 也屡教不改。

关于侵犯受害儿童的行为品质虽然还

不能过早下结论, 但有一点是毫无疑问的:

这组儿童在社会和行为适应不良方面有很

高的危险性。Perry (1989)〔5〕已经发现侵犯

受害儿童经常受到同伴拒绝, 他们认为在

侵犯和受害两方面都表现较高的儿童比在

其中一方面表现较高的儿童更受拒绝。

Kupersm idt〔6〕、Stephen son〔2〕 (1989) 也分

别发现, 比起非受害的侵犯儿童 (有侵犯

性但不受伤害) 或非侵犯的受害儿童 (无

侵犯性但受伤害) , 侵犯受害儿童更令人讨

厌, 而且在学校中表现出严重的行为问题。

　　二、影响侵犯受害儿童社会行为的因

素

　　美国心理学家 Schw artz (1997)〔7〕采用

临床法, 对幼儿园 5 岁儿童进行五年系统

的追踪研究, 并通过由儿童母亲完成的有

关儿童发展历史、社会化和家庭背景的问

卷发现, 三、四年级小学生的侵犯行为与

下列因素有直接关系。

11 严厉纪律

如果儿童的母亲在对其约束时, 使用

的纪律策略过于单一、刻板和缺少弹性; 纪

律要求的频率过高; 惩罚儿童行为过于严

厉、无情甚至残忍, 如经常使用身体惩罚、

言语谩骂等, 都会比那些不受约束, 而又

能获得母亲宽厚原谅、亲切关怀、耐心指

导的儿童侵犯行为要高。

21 虐待

儿童在家里和邻里遭受的暴力和虐待

越多, 其侵犯行为也就越明显。虐待包括

五种类型: 身体虐待、不能供给、缺乏指

导、情感虐待和性别虐待。儿童早期无论

获得那一种虐待, 都使他们受到身心伤害。

一项研究指出, 侵犯受害儿童在其生活的

早期, 遭受家庭和邻里暴力及攻击的次数

越多、越严重, 对其后来侵犯行为的影响

就越大。

31 婚姻冲突

儿童经常置身于父母婚姻冲突中, 如

直接参与其冲突, 即父母一方利用孩子

“助战”或“守城”, 使孩子获得攻击他人

的直接经验; 或者间接参与父母的矛盾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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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情撕杀, 即直接目睹父母的叫喊、谩骂、

撕打的场面等, 都会伤害儿童, 并感染儿

童。研究发现, 学校中的侵犯受害儿童多

数都是在家庭中经常置身于父母婚姻的冲

突之中, 比对照组父母冲突的频率、激烈

程度高出 16%。

41 母子关系

有证据表明母亲与儿童之间的和睦关

系对儿童的攻击行为有显著的负效应, 即

具有积极的亲子关系的儿童具有更低的攻

击性和破坏性〔8〕。疏远、拒绝型的母子关系

更易引起儿童的问题行为。母子关系可通

过母亲与孩子的对立、母亲给孩子的温暖

两个维度体现。通过调查发现, 侵犯受害

儿童的母子对立程度是其它组的 3 倍。

51 父母亲的受教育程度与职业

研究者采用Ho llingshead (1979)〔9〕的

四因素指标 (母亲的受教育年数与职业、父

亲的受教育年数与职业) 评估被试的家庭

社会经济地位, 表明侵犯受害儿童的家庭

社会经济地位明显低于非侵犯的受害儿童

和常模对照组。

　　三、早期经验对侵犯受害者社会行为

的后期影响

　　早期经验对于学前儿童, 主要指家庭

环境。家庭环境的方方面面都会直接或间

接地对子女的后期发展产生影响。

11 不健全的双亲关系对侵犯受害儿

童认知的影响

Schw artz 等人报告, 侵犯受害儿童的

母亲与其配偶之间的冲突是很明显的。有

一个纵向研究表明, 来自完整但冲突家庭

的男孩, 比父母离婚较长时间 (两年) 的

男孩有更多的侵犯性和行为问题。由于父

母关系紧张, 儿童在亲友、同伴面前有被

抛弃感和愤恨感, 对各种社会现象的认知

总是自觉、不自觉地受到思维定势的影响,

常以偏概全, 难以明辨是非, 对社会持有

偏见和敌意。

21 不良教养方式对侵犯受害儿童个

性的影响

教养方式失误容易导致儿童形成偏离

社会规范的不健全人格。Schw artz 发现在

三、四年级的侵犯受害儿童具有严厉的、无

组织的、潜在虐待性的学前家庭环境, 在

家庭中母亲与孩子间出现对立和约束或过

度惩罚的抚养方式, 即专断式教养方式。

Baum rind 发现专断式教养方式 (严格控

制、严厉惩罚、很少温暖) 使得子女常产

生不满情绪, 并有粗野肆虐、富有攻击性、

自我中心、猜疑偏颇、意志薄弱、难以自

控等个性缺陷。Dodge〔10〕认为被父母虐待

和拒绝, 可以导致儿童形成对立特质偏见

和人际关系的过度警觉模式, 这既造成了

对同伴的欺侮行为, 又造成了被同伴欺侮。

31 社会经济地位对侵犯受害儿童心

理健康的影响

Schw artz 研究表明, 父母的文化程

度、家庭经济状况和生活环境对侵犯受害

儿童行为有重要影响。父母的受教育程度

越低, 儿童的行为问题发生率越高。穷困

家庭的孩子比中等阶层的孩子有更多的适

应困难。家庭居住条件差, 儿童易产生苦

闷、烦躁等情绪。而家庭所在社区的社会

风气不良、人际关系冷漠, 儿童在认识、情

感、道德观、价值观等方面受到感染和暗

示, 在行为方面模仿和认同, 会形成不良

品质, 影响健康发展〔11〕。

　　四、幼儿教育工作的对策

通过侵犯受害儿童的早期社会化问题

的研究, Schw artz 总结为观察暴力可能导

致儿童产生侵犯行为, 但只有遭受暴力, 才

能使儿童产生既侵犯他人又被他人欺侮的

双重问题。这些研究为我们的幼儿教育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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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提供了新的启迪。

11 让儿童远离家庭硝烟

夫妻不和给孩子带来的消极影响是十

分广泛的, 不仅会遏制其智力、性格、情

绪和社会性的良好发展, 而且也会导致精

神异常和心理变态〔12〕。由于夫妻感情破裂

或其它彼此无法容忍的原因, 导致夫妻不

和、争吵不断。尽管矛盾是不可避免的, 但

父母要保持“对孩子负责”的态度, 采用

各种更妥善、更积极的方法私下处理矛盾,

切勿把孩子卷入两人的冲突中, 更不能利

用孩子作为助战武器, 使孩子成为父母冲

突的牺牲品。

21 营造悦耳的家庭气氛

家庭气氛是指在家庭中所弥漫的一股

“感觉音乐”。这种感觉音乐由亲子的态度、

情绪和关系所组成。每一位家庭成员都能

感觉到这种气氛, 而且能够分辨乐音的悦

耳或刺耳。剌耳的气氛充满了冷漠无情、斥

责打骂。这种气氛压抑了亲子之间血脉相

承的亲情, 使夫妻之间、亲子之间隔阂越

来越深, 关系越来越疏远。悦耳的气氛是

幸福的、喜悦的。空气中飘散着关爱和温

馨, 没有压迫感, 这种气氛能鼓舞大家敞

开心扉、互相沟通。

创造悦耳的家庭气氛, 不仅需要家庭

成员将心比心、互相关怀, 还依赖于一些

促进家庭沟通的技巧。

(1) 友善。这种态度看似简单, 但我

们却常常做不到, 父亲为了自己的尊严, 常

板起脸孔, 义正言辞地训导子女; 母亲操

劳了一天, 常唠叨个没完; 孩子因为学校

中不顺利, 常一声不语, 吃完饭便溜回自

己的房间。不过, 只要多用心, 多理解, 我

们就会和颜以对。一个微笑、一声问候、一

句关怀, 常给人以亲切之感。

(2) 倾听。人的通性是只喜欢讲, 不

喜欢听。然而, 倾听是感情的基础。倾听

表示我们对说话人是真的关心, 能促进意

见交流、情感沟通, 能让对方真实地感受

到自己是家庭的核心。

(3) 真诚的赞美。赞美对外人容易做

到, 但对于自家人却难以表达, 殊不知赞

美对家庭互动有多大的作用。明亮便利的

灯具、干净整洁的床单、听话懂事的举止,

真诚的赞美使这些行为得到肯定, 使对方

觉得自己为家庭的付出是值得的〔13〕。

31 培养儿童的优良个性

家庭中父母的教养方式、家庭成员的

关系、儿童在家庭中的角色和地位、父母

的榜样作用都会对儿童的个性形成有很大

影响。

许多研究表明, 民主型教养方式下成

长的儿童, 大多谦虚有礼、待人诚恳。民

主型教养方式表现为父母对孩子的活动在

加以保护的同时, 给以社会和文化训练; 对

孩子的要求给予满足的同时, 在某种程度

上加以限制。这样父母与儿童的关系非常

和谐, 子女的地位得到尊重, 有很大的自

主决定权。

古人说:“孩子在街上说的正是他父母

家里说的”。家庭教育既没有教材, 又没有

课堂, 教育的力量全部在于父母的榜样作

用。在与孩子的共同生活中, 父母的榜样

作用在无意中潜移默化地施加到孩子身

上, 孩子受到的熏陶是最直接、最深刻、最

持久的。父母是子女言行的第一个老师, 孩

子在耳濡目染中被同化了。如果父母慈祥

和气、礼貌文雅, 孩子待人接物也会彬彬

有礼; 父母动辄破口便骂、挥拳便打, 那

么孩子也会养成骄横跋扈的恶习。难怪有

人说“我们每个人都得到我们应该得到的

那种子女”。

综上所述, 为了充分发挥早期家庭教

育的作用, 我们必须为子女提供最安全、最

可靠的生活环境。美满甜蜜的家庭是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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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化最直接、最有效的重要因素, 是孩

子健康成长的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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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arl ier Exper iences and Educationa l In struction s

to M altrea ted Ch ildren in W est

ZHAN G X iang2ku i　YU X iao2nan

(P sycho logy D epartm en t, N o rtheast N o rm al U n iversity,

Changchun 130024, Ch ina)

　　Abstract: T h is art icle d iscu sses socia l behavio r and rela ted facto rs abou t earlier so2
cia liza t ion of m alt rea ted ch ildren in W est, w h ich show s that ch ildren’s earlier m alt rea ted

and abu sed experiences no t on ly m ake the ch ildren’s affect ion ou t of con tro l, bu t a lso ag2
gressive and bu llying. Socia l econom ic sta tu s and educat ional styles in their fam ilies w ere

impo rtan t cases in m alt rea ted behavio r, w h ich also can be p redicted.

　　Key words: m alt rea ted ch ildren; m alt rea tm en t; earlier socia liza t ion; earlier experi2
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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