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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5要!为综合评价我国幼儿攻击性行为研究干预效果!进一步探究幼儿攻击性行为干预的调节因素!以"幼儿攻击

性行为干预#"幼儿冲突行为干预#"幼儿欺负行为干预#为检索策略!运用6789:9/ *()软件对我国幼儿攻击性行为干预

实验结果进行元分析!并分析干预方式$干预对象$干预时间$测量工具等调节因素对干预效果的影响%纳入 "1个独立效

应量!!

;

+2*&' 结果表明(我国幼儿攻击行为干预整体上达到中等强度效果量)<:=

;4

#(22!$*>?@%

4

#($!!

4

#(1"&!AB

#(### !*+行为干预比游戏干预更有效+干预时长与干预效果存在动态的关系+以家庭为对象的干预方式效果优于直接

作用于幼儿的干预方式+测量工具的差异会对研究结果产生一定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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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研究背景

攻击性行为又称侵犯性行为#即有意用身体

或言语侵犯他人的行为#具体划分为身体侵犯%言

语攻击%间接欺辱 )种形式&!'

( 近年来#我国校园

暴力呈现频率增加%结果恶化%施暴人低龄化等趋

势( "#!1年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关于校园暴力

案件的调研报告*指出校园暴力已成为严重影响

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社会顽疾&"'

#"#!2 年 ) 月全

国人大代表刘希娅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上

提议#应将中小学生校园欺凌和暴力惩戒纳入立

法( 攻击性行为是一种常见社会行为#会严重阻

碍同伴间交往#影响其人格和品德发展#甚至在某

种程度上能够预测其未来生活消极的心理结果(

幼儿期作为社会交往的萌芽阶段#具有极强的可

塑性#幼儿攻击性行为具体表现为踢%打%抓%咬%

抢%骂%侮辱等有意伤害他人的行为#不仅成为制

约其发展的最大瓶颈#也是日后侵犯%霸凌的最早

的雏形#承认对攻击性行为适当干预并妥善解决

问题#对幼儿协商策略的解决十分有利( 在这种

情况下#亟须找到一种有效的干预措施并分析其

调节因素(

近年来#校园暴力事件和攻击性行为呈逐渐攀

升趋势#研究指出#约有 !#>的小学生是长期的攻

击性行为的侵害者&)'

#心理学家多视角解释和说明

攻击性行为发生系统#"#世纪 "#年代多拉德提出

挫折4侵犯学说#认为攻击行为被看作是避免痛苦

与寻求快乐受挫后的一种反应#挫折越大侵犯越

大#)#E2#年代班杜拉提出#针对攻击行为不仅要

考虑伤害意图#还要考虑个体社会判断#认为攻击

性行为是模仿%学习的结果( +# 年代美国发展心

理学家=&%F7从信息加工的角度探讨攻击是攻击

者对社会信息错误理解而引发的#强调个体面对社

会情境的认知过程&3'

#费希巴赫等人指出移情能力

与攻击性行为呈负相关#即个体体验他人的痛苦能

有效减少攻击性行为#幼儿期作为个体移情发展的

关键期#应通过移情训练%主题讨论来提升幼儿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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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情能力#解决幼儿常见的社会交往问题( 随着研

究深入#发现攻击性行为的产生不仅受儿童个体思

维发展的影响#同时与挫折感%媒体不良信息与暴

力网络游戏的接触%父母在婴幼儿期的教养方式以

及社会资源减少导致对资源竞争日益激烈等因素

均密不可分&*'

(

我国幼儿攻击行为干预主要以共情能力训

练%认知行为疗法%认识领悟疗法进行探索#其干

预方法主要为行为矫正%游戏矫正和经验矫

正&1'

( 目前国内很多高校学者及医疗机构针对

幼儿攻击行为展开干预实验#叶平枝%郭贞美%贾

守梅%张文新等人运用游戏矫正%情绪管理治疗%

家庭干预%角色扮演在不同角度探寻幼儿攻击性

行为矫正效果#成果多分散在不同研究刊物#多为

经验的总结及个案描述性成因分析( 国外幼儿攻

击行为以阅读治疗理论%建构主义理论%社会学习

理论为理论基础#多从创设非攻击环境%消除攻击

强化结果%提高认知能力等措施进行干预#包括提

供充足空间%玩具#帮助儿童控制情绪#减少攻击

性行为予以奖赏#用亲社会反映代替攻击反应等

方式#重构符合幼儿身心发展特点的活动教育方

案( 回顾各国以学校为基础的大规模攻击性行为

干预研究#!$+)

4

!$+* 年#挪威 IJK7LM教授开展

了全国范围的反欺负运动#!$$)

4

!$$3 年#加拿大

A7NJ7O等人以学校%家庭%个体为干预对象#对研

究结果延迟后测#关注干预效果的持续性#!$$3

4

!$$1年#德国P9/7K'/07J等人以学校%班级%个体

为干预对象#开展了反欺负活动#关注干预对象的

多样性与差异性&2'

( 为教师和家长对幼儿攻击

性行为矫正提供循证依据#本研究通过元分析试

图回答以下两个问题!"!$我国幼儿攻击性行为

干预效果如何+ ""$影响幼儿攻击性行为干预的

调节因素"干预方式%干预对象%干预时长%测量

工具$差异性如何+

"5资料来源与方法

"(!5文献资料检索

以,幼儿攻击性行为干预-,幼儿冲突行为干

预-,幼儿欺负行为干预-为检索策略#,!$$+

4

"#!+-年为检索时间#中国知网%万方数据%中国科

技期刊数据库"Q@A$三大常用的中文数据库为检

索来源#剔除重复发表%会议通知%没有作者等非研

究性文章#初步检索我国幼儿攻击行为干预相关文

献 2+#篇#根据文献纳入与排除标准#最终筛选 !2

篇文献"包括 "1个独立效应量$进入元分析(

"("5文献纳入与提取

纳入标准!"!$国内已发表文献#语种限制为

中文.""$研究对象年龄 )E2 岁.")$研究方法为

随机对照实验或平行对照试验."3$研究设计与

,幼儿攻击性行为干预实验-相关."*$提供足够

的信息以供效应值计算."1$论文发表层次为硕

博论文或者核心论文(

排除标准!重复发表(

文献编码!本研究是 " 名研究者独立阅读题

目%关键词%摘要等#意见不一致请第三方仲裁#编

码准确性具有高度一致性( 根据纳入标准对筛选

结果提取如下信息!"!$文献基本信息"题目%作

者%发表年限%测量量表$.""$控制组与被试组基

本信息"人数%年龄%干预方法%干预时长%干预对

象$.")$实验数据"平均数%标准差$(

质量评价!使用改良的 H9%9% 量表对纳入文

献进行质量评价&+'

#具体包括被试者是否随机%

是否详细说明入选标准%研究过程是否有盲法%组

间基线是否具有可比性%失访与中途退出被试是

否详细记录%发表层次 1项#每项 !分#满分 1分(

"()5元分析统计量计算

研究工具!本研究采用 ?&.RO9/.7提供的

678:9/*()软件对幼儿攻击性干预实验研究提取

数据进行元分析#根据均值%标准差%样本量进行

效应值合并#用连续性变量和标准化均数差

"<:=$%$*>的置信区间表示( 其中 "

!

##" 为小

效应#"

!

##*为中等效应#"

!

##+为大效应(

异质性检验!异质性指不同研究所存在的差

异#异质性检验则指用假设检验的方法检验多个

独立样本是否具有异质性&$'

( 考虑到一项研究

设置中效果量差异过大#可能导致结果产生偏差#

本研究采用S检验测定异质性是否显著&!#'

#使用

$

" 检验异质性程度#其中#$

"

;

# 表示无异质性#

$

"

!

"*%表示低异质性#$

"

!

2*%则表示高异质

性#必要时应进行调节效应分析( 本研究 $

"

!

2*%#表示异质性较高#应选择随机效应模型分析

方法#并需进行调节效应分析(

)5研究结果

)(!5纳入文献特征

元分析"T7U9

4

9/9JVM'M$又称荟萃分析&!!'

#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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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合并独立试验研究结果的一种量化研究( 最

终纳入标准文献 !2 篇#研究样本总容量为 +2*

人#其中实验组 3)!人#对照组 333人( 对纳入文

献逐一进行标准化编码"参见表 !$(

表 !5文献纳入资料基本特征

第一作者
发表

时间

实验组

:WDX <= X

对照组

:WDX <= X

干预时间

"R$

年龄"岁$ 干预方法 干预对象 测量量表 得分

!(张田&!"'

"#!+ !#(+$ "(" !# ""($+ !(#2 !# B!#周""3$ *

4

1 家庭行为疗法 家庭 D )

"(贾守梅&!)'

"#!2 !+(#* *(*3 !2 "!(!2 3(!" !+ ""周")#$ )

4

1 家庭干预 家庭 D )

)(王飞英&!3'

"#!1 #(** #()! 3* #(+* #(3$ 3* !)周 )

4

1 延迟满足 幼儿 = )

3(董丽媛&!*'

"#!3 !*(3* !(2" "$ !*(!3 !($1 "+ !"周"!"$ )

4

3 角色游戏 幼儿 Y "

*(董丽媛
"

"#!3 !1(*) !(11 )# !1(#) !(12 )) !"周"!"$ 3

4

* 角色游戏 幼儿 Y "

1(董丽媛
)

"#!3 !1(+) "(3$ "$ !1("1 "()1 )" !"周"!"$ *

4

1 角色游戏 幼儿 Y "

2(赵静&!1'

"#!3 !1(*+ "(#1 !" !3(!1 !(+# !" !#周"!#$ *

4

1 团体游戏 幼儿 = "

+(孙巧锋&!2'

"#!" 1(1# !(221 !# !)("# "()3+ !# B!#周 3

4

1 移情训练方案 幼儿 = "

$(陈琛&!+'

"#!" !)(1# "(++ !# !3(2# 3(23 !# !)周"!)$ 3

4

2 家庭沙盘 家庭 D )

!#(陈琛
"

"#!" !!($# *(!) !# !3(2# 3(23 !# !)周"!)$ 3

4

2 个体沙盘 幼儿 D )

!!(石小霞&!$'

"#!! !+($" 2()$ "3 )*()" 2(3" "3 )#周")#$ 3

4

*

移情%主题讨论%

音乐游戏
幼儿 D "

!"(石小霞
"

"#!! !$("! 2(1* "3 )*()" 2(3" "3 )#周")#$ 3

4

*

移情%主题讨论%

音乐游戏
家庭 D "

!)(但菲&"#'

"#!! "3(31 *("2 "1 )#()* )(!* )+ !1周"""$ 3

4

* 体育游戏 幼儿 = "

!3(郭贞美&"!'

"#!# $(1+ "(+$ 1+ !)(1! )(3* 1+ !#周"!#$ 1

4

!1 情绪管理 家庭 D )

!*(王芳&""'

"#!# !(#* #(+" )$ "(! !("3 )2 !"周"!1$ 3

4

1 @?A<训练 幼儿 Y )

!1(孔令勉&")'

"##$ 1(!# 3(31 !# !!($# *(!) !# !*周"!*$ 3

4

1 同伴团体沙盘 幼儿 D "

!2(李清 "##+ )(## !(1# ! !)(" !(+# ! )周""#$ *

4

1 装扮游戏 幼儿 D "

!+(李清
"

"##+ !(+# #(+# ! $(+ "(*# ! )周""#$ *

4

1 装扮游戏 幼儿 D "

!$(李清
)

"##+ "(+# #(+# ! !"(3 !(*# ! )周""#$ *

4

1 装扮游戏 幼儿 D "

"#(张丽存&"3'

"##+ +(2* !(2#2 3 !*(2* )()#3 3 2(*周"!*$ )

4

* 个体箱庭 幼儿 ? "

"!(张丽存
"

"##+ +(## )(!1" 3 !*(2* )()#3 3 2(*周"!*$ )

4

* 亲子箱庭 家庭 ? "

""(赵漪蓉&"*'

"##2 2()2 3(*1 + $("* 1("" + !)周""1$ 1

4

$ 互说故事疗法 儿童 D "

")(冯夏婷&"1'

"##) 1 *(3! )) $()) 3(!" )) B!#周 )

4

2 情景交互 幼儿 D )

"3(叶平枝&"2'

"##) 1(+) "(3+ ! !"(** "(22 ! 3周""!$ )

4

1 集体游戏 幼儿 D "

"*(叶平枝
"

"##) !($* !(3) ! 1("* !("+ ! 3周""!$ )

4

1 集体游戏 幼儿 D "

"1(叶平枝
)

"##) !(2) #(+ ! 1(" #(2$ ! 3周""!$ )

4

1 集体游戏 幼儿 D "

55注!D为D.R7/Z9.R儿童行为量表.Y为儿童同伴交往能力评定问卷.?为6LUU7O儿童行为问卷.=为其他(

)("5攻击性行为干预有效性检验

本研究聚焦于幼儿攻击行为干预实验效果研

究#元分析总森林图通过合并干预措施与效果指标

报告了 "1项独立效果量 %

;4

#(22#$*>?@"

4

#[$!#

4

#(1"$#置信区间未包含 ##效果量绝对值 %

!

#(*#

该值表明幼儿攻击性行为干预效果属于中等强度

效应#整体上说明干预实验对矫正我国幼儿攻击性

行为有正向促进作用.同时结果为@

"

;

+2>#\7MU]&O

&87O9JJ7]]7.Û

;

!#("1"AB#[### #!$#表明幼儿攻击

性行为干预研究结果整体有较大异质性#故采用随

机效应模型进行分析"参见图 !$(

从图 !可知#干预措施之间差异性较为显著#

其中 %

!

#(+ 的干预方式分别是!家庭行为疗法

/<:=

;4

1(1$#$*>?@"

4

$(!2#

4

3(""$#AB#[### !0%

移情训练方案 / <:=

;4

)(#3# $*>?@"

4

3[3##

4

!(12$#AB#(### !0%移情%主题讨论%音乐游戏

/<:=

;4

"(!+# $*>?@"

4

"(++#

4

![3+$# AB

#[### !0%体育游戏/<:=

;4

!(3!#$*>?@"

4

!($1#

4

#[+*$#AB#(### !0%情绪管理/<:=

;4

!(")#$*>

?@"

4

!(1##

4

#(+1$#AB#[### !0#均属于大效应( 而

家庭行为疗法%移情训练方案虽均为行为干预方

式#但内部差异值较大#可见#同一种干预类型在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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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时长%干预对象上的不同#其效应值截然不同(

因此#干预效果的表现并不是全或者无#而是在一

定程度存在连续变化的特征(

图 !5幼儿攻击性行为干预效果森林图

)()5发表偏倚检验

本研究采用漏斗图"_L//7JAJ&U$评估元分析

发表偏倚情况&"+'

#期刊发表存在选择性偏差#有

统计学意义研究比无统计学意义研究更容易发

表#图 "大部分散点处于漏斗图上方#&轴为每个

研究处理效应估计值#'轴为样本含量的大小#散

点相对匀称分布于平均值两侧#说明研究结果受

发表偏倚的影响可能性较小"参见图 "$(

图 "5发表偏倚漏斗

)(35调节效应分析

在幼儿攻击性行为干预实验合并效应量基础

上#分别以,幼儿攻击性行为干预方式- ,幼儿攻

击性行为干预时长-,幼儿攻击性行为干预对象-

为调节变量#对幼儿攻击性行为干预关系变量进

行调节效应量分析(

)(3(!5干预方式对干预效果的影响

幼儿攻击性行为是儿童常见的社会行为问题

之一#受到生理因素%个体认知因素%社会环境等

多种因素的影响#矫正方法主要有行为矫正%游戏

矫正与经验矫正( 行为矫正强调刺激4反映的联

结#指外部刺激来矫正行为#其矫正手段主要以认

知干预为主( 游戏治疗起源于 "#世纪 "#年代精

神分析学派#即利用游戏作为沟通媒介#游戏中不

仅可以增加同伴交往的机会#同时有助于认知水

平的发展#通过游戏手段对幼儿的心理和行为障

碍进行矫治#包括象征性游戏%艺术性游戏%应用

类游戏%规则游戏及语言类游戏等#帮助幼儿建立

积极的自我概念#对提高幼儿认知水平%社交能

力%协作能力均有重大意义&"$'

( 为检验干预方式

差异对幼儿攻击行为矫正效果影响#本研究以干

预方式"行为矫正%游戏矫正$为自变量#以效应

值为因变量进行分析#结果发现!不同干预方式存

在较大差异#行为干预效果整体上较游戏干预效

果更为明显( 行为矫正效应值为4

!(!+/ <:=

;

4

!(!+#$*>?@"

4

!(1$#

4

#(12$#AB#(###!0#游戏矫

正效应值为4

#(2)/<:=

;4

#(2)#$*>?@"

4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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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AB#(###!0#但 @

" 均大于 +#>#说明存在 较大异质性"参见表 "$(

表 "5不同干预方式效应值分布

干预方式 数量 `7'FRU

效应量

"<=:$

\&U9J

"人$

$*>置信区间

上限 下限

异质性检验

S值
@

"

%] A值

行为干预 + )#(21>

4

!(!+ 31"

4

!(1$

4

#(12 )1()3 +!> 2 B#(###!

游戏干预 !+ 1$("3>

4

#(2) 3!)

4

!()2

4

#(#$ $*(22 +$> !! B#(###!

)(3("5干预时长对干预效果的影响

干预时长对干预效果的影响一直受到研究者

们高度关注#为检验干预时长差异对幼儿攻击性行

为矫正效果影响#本研究以,周-为时间单位#参照

以往经验将干预时长以四等份进行划分&)#'

#依次

为 !#周以内%!#

"

aB"#周%"#

"

aB)#周%大于 )#

周 3种情况( 结果显示!幼儿攻击性行为干预效果

受干预方式影响具有不稳定性#呈升4降4升的发

展趋势#干预时长 !#周以内干预效果最显著#其效

应值为4

"(2+/$*>?@"

4

3(1"#

4

#($3$#AB#[### !0#

干预时长在 !#至 "#周时干预效果值降低#其效应

值为4

#()*/$*>?@"

4

#(+!##(!"$#AB#[### !0#干预

时长 "!至 )#周时干预效果有所回升#由于数量单

一#无法进行异质性检验#其效应值为4

#(1$/$*>

?@"

4

!()!##(#*$#A

;

#(#20#而干预时长大于 )# 周

时干预效果迅速上升#其效应值为4

"(!3/$*>?@"

4

"(1*#

4

!(1)$#A

;

#(#+0#由于样本量分布不均#指标

效果量稳定性较差( 张田在干预结束 1 个月后进

行追踪研究#对两组被试的违抗%攻击%易激怒%说

脏话行为再次测量#追踪干预得分高于后测干预#

说明幼儿攻击性行为矫治具有不稳定性#应对其进

行追踪测量"参见表 )$(

表 )5不同干预时长效应值分布

干预时长

"a周$

数量 `7'FRU

效应量

"<=:$

\&U9J

"人$

$*>置信区间

上限 下限

异质性检验

S值
@

"

%] A值

aB!# !! 3"()#>

4

"(2+ !)!

4

3(1"

4

#($3 )!(2* +2> 3 B#(###!

!#

"

aB"# !" 31(!*>

4

#()* 1!#

4

#(+! #(!" 21($$ +1> !! B#(###!

"#

"

aB)# ! )(+3>

4

#(1$ )*

4

!()! #(#* # # # #(#2

a

!

)# " 2(1$>

4

"(!3 $$

4

"(1*

4

!(1) #(#" # ! #(++

)(3()5干预对象对干预效果的影响

攻击性行为的产生不仅受个体所处的宏观系

统%外部系统%中观系统的影响#更与个体所在的

微观系统密不可分#微观系统主要是指个体所在

的家庭%幼儿园%社区%同伴群体之间的相互影

响&)!'

( 相较于传统直接作用于幼儿的传统行为

疗法#家庭行为疗法越来越受到研究者的青睐#家

庭行为疗法要求幼儿与照料者共同参与干预行

为#由照料者强化儿童的积极行为#忽视或惩罚不

良行为#可以尽量减少干预活动受幼儿语言发展

水平的影响( 为检验干预对象差异对幼儿攻击性

行为矫正效果影响#本研究以干预对象"幼儿%家

庭$为自变量#以效应值为因变量进行分析( 结

果显示!二者效果量均达到大效应值#以家庭为单

位干预方式效果优于直接作用于幼儿的干预方

式#其效应值为4

!(1#/$*>?@"

4

"(**#

4

#(1*$#AB

#(### !0#无论是以幼儿为干预对象还是以家庭

为干预对象#其指导主体均为教师"参见表 3$(

表 35不同干预对象效应值分布

干预对象 数量 `7'FRU

效应量

"<=:$

\&U9J

"人$

$*>置信区间

上限 下限

异质性检验

S值
@

"

%] A值

幼儿 "# +#>

4

#(+) 1"!

4

!("+

4

#()2 21(23 +3> !" B#(###!

家庭 * "#>

4

!(1# "*3

4

"(**

4

#(1* )" +1> 3 B#(###!

)(3(35评估工具对干预效果的影响

以幼儿攻击性行为研究评估攻击进行效应值

分析#发现研究工具会对研究结果产生一定影响#

其中最常采用的 D.R7/Z9.R 儿童行为量表#其效

*



当代教育理论与实践 "#!$年第 !!卷

应值为4

!(")/$*>?@"

4

!(22#

4

#(1$$#AB#(###!0#

6LUU7O儿童行为问卷作为评估工具干预的效果量

最为显著( 其它测量量表具体包括!幼儿社会情

绪评价量表%幼儿欺负行为观察表%幼儿社会行为

教师评定%幼儿同伴解决策略测评"参见表 *$(

表 *5不同测量工具效应值分布

测量工具 数量
效应量

"<=:$

$*>置信区间

上限 下限

异质性检验

S值
@

"

%] A值

D.R7/Z9.R儿童行为量表 !1

4

!(")

4

!(22

4

#(1$ 32(++ +!> $ B#(###!

儿童同伴交往能力评定问卷 3 #(1! !(!" #(#$ 2(!3 *+> ) #(#"

6LUU7O儿童行为问卷 "

4

"(!$

4

"(!$

4

)(13

4

#(23 # ! #(##)

其他 3

4

!("+

4

!(+2

4

#(1+ !!($" 2*> ) B#(###!

35结论与讨论

自 "#世纪起#攻击性行为一直是心理学研究

的重要领域之一#本研究检验了我国近 "#年幼儿

攻击性行为干预实验研究的有效性#结果说明#幼

儿攻击行为干预整体上达到中等强度#效果较为

明显"%

;4

#(22$( 干预方式%干预对象%干预时长

及测量工具均会对干预效果产生显著影响(

3(!5干预方式!从单一走向多元

研究发现#行为干预效果整体上更为显著#具

体干预实施中混合式干预方式开始成为一种发展

的趋势#不仅注重干预过程的趣味性#更加关注干

预目标的具体性( 具体表现!石小霞采用移情训

练%主题讨论会%音乐舞蹈活动等干预方式#提高

攻击因子幼儿情感理解与分享能力#鼓励合理心

理宣泄#榜样示范作用效果较为显著#郭贞美采用

情绪管理治疗法#通过设置丰富的活动情景来试

图改变幼儿情绪表达%调节方式#关注儿童情绪情

感的体验( 原因在于!其一#游戏是儿童最基本的

活动方式#符合幼儿认知语言发展特点.其二#教

师是干预实施的指导者.其三#贴合活动实施的出

发点与本心( \&/'̀ (b'/%7O提出以游戏为基础

的跨学科干预方法"\AY@$将儿童引入一种愉快

的情境中#通过对 #E1 岁幼儿实施个别化%有意

义的课程对幼儿进行个性化干预指导#游戏矫正

与行为干预双管齐下#这是解决儿童行为问题的

关键&)"'

(

3("5 干预对象!打造家庭$幼儿园$幼儿三方

合力

打造教育合力#将干预对象拧成一股绳#坚持

幼儿园%家庭%社区合作共育( 早在 "##) 年联合

发布的)关于幼儿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指导意见*

明确指出!,要充分发挥示范性幼儿园在贯彻幼

儿教育法规%传播科学教育理念%开展教育科学研

究%培训师资和指导家庭%社区早期教育方面的示

范%辐射作用(-幼儿从家庭进入到幼儿园#从亲

子关系过渡到师幼关系%同伴关系#矫正幼儿攻击

性行为必须要家庭%学校%社会三方合力#以父母

为中介的干预形式是整个家庭参与#不仅能改善

亲子关系#同时可以提高教养策略( 以幼儿园为

中介干预形式是对班级群体水平干预#不仅方式

方法比较丰富#而且通过与环境交互学习有利于

产生安全感( 以同伴为中介的干预形式不仅可以

发挥榜样%协助作用#同时有利于同伴交往%社会

化的转换( 张田采用家庭行为疗法#照料者和幼

儿共同参与#通过恰当关心%明确指令%强化服从%

家庭规则及效果外化五个方面进行干预#为幼儿

创设一个良好%健康的氛围#其干预效果十分显

著( 家长应对幼儿的行为进行科学的引导#通过

提供适宜%自由的活动材料为幼儿创设愉悦%融洽

的环境&))'

(

3()5 干预时长!从%治疗型&转向%预防性&

幼儿攻击性行为不同干预时间效果差异量显

著#要求加强对干预效果的稳定与恒常性的关注#

值得关注的是#干预时间越短效果量越明显#可能

由于幼儿能较快地接受新事物#应关注效果的稳

定性#注意追踪测量研究( 婴儿早在 ! 岁内会出

现身体侵犯行为#这也是日后侵犯%霸凌的最早雏

形#而年龄较小的幼儿具有较强的可塑性#但很多

教师%家长由于专业知识不足#对幼儿没有产生恶

劣后果的行为多采用置之不理%顺应自然的策略#

不利于幼儿成长( 同时#幼儿教师应关注高攻击

性行为幼儿#对其加强心理辅导( 幼儿攻击性行

为问题既有普遍性又有特殊性&)3'

#只有准确了解

每个幼儿行为发展的问题#完善幼儿成长档案#进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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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跟踪辅助和治疗#才能有的放矢做好矫正幼儿

攻击性行为( 因此#从,治疗型-转向,预防性-必

然是未来行为干预的发展趋势(

3(35测量工具!本土化$体系化$科学化

研究发现#测量工具会对研究结果产生一定

影响#由于以上干预方法多利用 ?Y?b行为量表

笼统地将行为问题同攻击性行为合并在一起干

预#忽视无关变量的控制#影响研究的信效度#同

时研究工具的多样性一定程度上说明开发适合幼

儿年龄特征发展需求的%本土化%科学化的测量量

表的迫切性#在某种程度上也揭示了幼儿攻击性

行为儿童在筛查与判断的困难性#同时干预结束

后#应通过短期追踪研究#考察干预方案的延时

效果&)*'

(

*5研究不足

本研究是基于已有文献基础之上的元分析研

究#受文献质量和数量的影响#主要存在以下局

限!首先#文献纳入的数量较少#仅对国内 !2篇文

献进行报告#致使调节效应检验存在样本量分布

不均衡现象#应国内外文献均衡采择#注重文献纳

入的全面性.其次#文献质量上#H9%9%量表平均分

为 "()##说明多数研究质量处于较低水平#同时#

由于测量量表不统一#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分析

结果的准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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