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卷第 #期

#$#!年 "月

当代教育理论与实践
!"#$%& '()*%'+,-+#$./$(,#01$%'%& 2)3+',-$(

4$56!" 7$6#

8'%6#$#!

%&'!!$(!")*#+,(-./'(!01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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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攻击性行为的早期形态!

家庭影响及其教育关怀

张天羽!

!武旭晌#

!潘雪宁"

!张向葵2!)

"!(鞍山师范学院 高等职业技术学院#辽宁 鞍山 !!2$$1$#(宋庆龄幼儿园#浙江 义乌 "##$$$$

"(鞍山市田家炳高级中学#辽宁 鞍山 !!2$$!$2(东北师范大学 心理学院#吉林 长春 !"$$#2$

)(东北师范大学 儿童发展研究中心#吉林 长春 !"$$#2%

摘4要"攻击性行为是幼儿成长过程中表现出来的典型的外化行为问题!已成为严重影响未成年人身心发展的社会

顽疾% 其早期形态主要体现在年龄与性别"攻击方式"指向对象"攻击诱因的差异性上% 家庭生态系统作为幼儿身心发

展最初的场所!对攻击性行为的发生"发展影响甚大!主要表现在教养风格"夫妻关系"亲子关系"隔代教养模式上% 有效

地预防和矫正幼儿的攻击性行为!必须以家庭为蓝本!充分重视对家庭风险因素的控制和处理!并给予科学的教育关怀

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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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近年来#校园欺凌行为呈现频率增加&结果恶

化&施暴人低龄化等趋势#已成为严重影响未成年

人身心发展的社会顽疾' 加之媒体的肆意渲染#

给被欺凌者带来更加恶劣的影响' 追本溯源#该

问题是以攻击性行为作为基本载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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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一种常见的反社会行为#其萌芽

于婴儿期#并具有很强的发展性#从最初的动手不

动口到幼儿期物主意识所表现出来的占有欲#再

到青春期欺凌行为的有意为之#攻击性很可能会

逐渐恶化#衍生为成年期的暴力行为而延续一

生+!,

' 因此#关注攻击性行为的早期形态#分析

其发生&发展特点#深入探讨潜在的影响因素#并

给予适当的教育关怀#对于培养幼儿良好的社会

技能和行为方式乃至健康的人格具有重要的

意义'

!4攻击性行为的早期形态

攻击性行为的早期形态可划分为三种' 第一

种#就攻击方式而言#主要表现为对他人造成身体

伤害的身体攻击#如打&推&撞等$通过语言进行欺

侮的言语攻击#如取笑&谩骂等$通过恶意造谣和

社会拒斥等方式使他人在亲密关系中处于不利地

位的关系攻击' 第二种#从指向对象来说#可分为

以伤害他人为目的的敌意性攻击和为了获得某种

物品所采取的工具性攻击' 第三种#从攻击诱因

出发#可分为主动性攻击和反应性攻击+#,

' 主动

性攻击是在某种正向的(回报预期*的引导下发

生的#其目的在于达到某种物质上的(预期目标*

或控制他人以突显自己的统治地位' 反应性攻击

是在外部敌意性环境的诱发下#为减少外部威胁

而发生的(防卫性* (报复性*的攻击行为' 发展

心理学对攻击性行为的研究主要有两大基本任

务!一是揭示攻击随年龄发展变化的模式#二是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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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攻击发展的相对性&稳定性与连续性+",

#因此#

关注这三种早期形态在年龄和性别两个维度上的

不同表现至关重要'

!(!4年龄形态

总体而言#" 至 0 岁是早期攻击性行为发展

的高峰期#其在 "至 )岁会随年龄增长而递减#而

)岁后则有所上升' 不同年龄阶段的幼儿攻击性

行为的类型与形式存在较大差异'

具体来说#在攻击方式上#幼儿早期更多地使

用身体攻击#在 2岁时达到顶峰' 随着年龄增长#

他们使用言语攻击的比例逐渐增大#开始更多地

采用言语攻击而非身体攻击' 这种转变不仅源于

幼儿言语沟通技能的提高#也与成人期望和规则

变化密切相关#大多数抚养者不再容忍年龄稍大

的孩子进行身体攻击#却对其(唇枪舌剑*视而不

见' 另外#关系攻击也初步显露#具体表现为(你

只可以跟我玩#不许跟他玩* (你不是我的朋友*

等' 在指向对象上#幼儿争吵和打架往往是为了

争抢玩具或其他物品#他们的攻击多是(工具性*

的#且常常伴随着(无意性*

+2,

' 而步入学龄阶段

的幼儿#他们开始更多地指向以人为中心的(敌

意性*攻击#如批评&嘲笑&辱骂&起绰号等' 这一

转变的原因可能是年龄较大的幼儿不再将占有别

人的东西视为乐趣#而是通过直接或间接地向他

人施以攻击#以达到心理快乐&精神愉悦等目

的+),

' 在攻击诱因上#反应性攻击出现的时间较

早#开始于 2岁左右#而主动性攻击在 0岁左右萌

芽' 随着时间的推移#两种攻击方式整体发生的

频率都是先升后降的' 一般来说#反应性攻击者

常常把对方理解成(有威胁的*#其攻击行为是冲

动的&快速的#并伴随着(愤怒* (焦虑*等负面情

绪' 这是因为幼儿逐渐具备推测对方意向和动机

的能力#其报复对象通常指向(祸从口出者*#这

种自我防卫也驱使着更多的幼儿卷入攻击性事件

当中' 反观#主动性攻击者带着明确目的#并认为

攻击确实能达到预期的目标#经常会为攻击带来

的正向结果沾沾自喜而养成攻击性的习性'

!(#4性别形态

学前期攻击性行为发展的另一个重要特点是

出现了明显的性别差异' 这种发展轨迹上的不同

不仅表现在攻击的频率上#也表现在攻击的方式

上' 总的来说#无论在实际攻击还是攻击倾向上#

男孩均比女孩表现出更强的攻击性#并且这种性

别差异具有跨文化的普遍性'

在攻击方式上#男孩倾向于直接的身体攻击#

而女孩则偏爱言语形式的攻击#且年龄稍大的女

孩更多地使用关系攻击+0,

' 然而#这种行为倾向

并非一成不变#也与周遭环境密切相关' 研究发

现#如果男孩更多参与模拟攻击游戏#相互之间言

语侮辱频率会多于女孩#如若遭受攻击#男孩将比

女孩采用更多的言语和身体攻击行为予以反击'

同样#在指向对象上#为获取某种物品#相比女孩#

男孩往往会将工具性攻击上升为敌意性攻击以捍

卫物主意识' 在攻击诱因上#男孩比女孩更容易

受到怂恿而卷入攻击性事件#在主观感受到被侵

犯后#男孩会多次发动报复行为#即由被动的反应

性攻击转化为主动性攻击#他们对侵犯行为的反

击是女孩的两倍#有意思的是#存在着一种(怜香

惜玉*效应#即如果对方是男性而非女性时则更

容易发生攻击性行为' 也有研究表明#与男孩的

激烈反抗相比#女孩在遭遇攻击时常常采取哭泣&

退让#抑或向老师报告等方式解决+1,

'

#4家庭对攻击性行为的影响

关于影响早期攻击性行为的因素#已有研究

达成共识#包括个体"遗传&智商&言语能力&社会

交往能力等%&社会"暴力节目&游戏&同伴关系&

幼儿园文化环境等%&家庭' 布朗芬布伦纳的生

态系统理论强调#家庭环境作为幼儿早期经验&活

动&角色和人际关系等微观系统最基本的载体#能

够给予幼儿最直接&最深刻&最持久的影响#可以

说是影响幼儿攻击性行为的发生&发展最重要一

环' 因此#系统地梳理家庭对早期攻击性行为的

多元化影响#并结合具体情况#从教育关怀的角度

引导家长正确认识这一行为#不仅能够有效地防

止问题行为的滋生#还能为干预策略的形成提供

依据'

#(!4教养风格

父母的教养风格是指父母在养育过程中所表

现出来的模式' 可分为四类"权威型&专制型&放

任型&忽视型%&两种维度"要求性亦称控制性&反

应性亦称温暖性%'

权威型父母要求性高#反应性也高' 他们给

幼儿设定清晰的规则和期望#并适当监督以催促

幼儿完成既定目标#同时#又会密切关注幼儿的成

长需求#给予关爱和温暖' 在这种教养方式下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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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的幼儿身心发展比较健全#往往具有良好的自

我控制能力和观点采择能力#常常表现出更多的

亲社会行为#一般不主动攻击别人#也不易成为被

攻击的对象'

专制型父母要求性高#但反应性低' 他们要

求幼儿服从#在惩罚时毫不妥协#没有任何争议和

讨价还价' 同时#不重视反应性#极少表达情感依

恋' 该教养方式下的幼儿容易走向两个极端!一

种是由严重挫败感所导致的性格懦弱#遇事退缩#

很可能成为被攻击的对象$另一种则是源于挫折

攻击理论#即遭受挫折时#容易意识狭窄&行为鲁

莽而衍生出攻击性#发展成暴力的实施者'

放任型父母要求性低#但反应性高' 他们对

幼儿的行为很少有明确的期望#也很少处罚他们'

相反#更强调要(无条件*地发挥幼儿的创造性和

充分表达自我的健康倾向' 然而#这种迁就的抚

养方式常常适得其反#这类幼儿很可能会极具自

我中心性而形成舍我其谁的性格#当事与愿违时#

他们几乎不能控制自己的冲动#常以哭闹寻求即

时满足#甚至发展成攻击性行为#大人的忍让和无

声默许又强化了其行为倾向'

忽视型父母要求性和反应性都很低' 他们对

幼儿的关注和要求很少#几乎不纠正其问题行为#

也很少表达爱和关心' 这会使幼儿形成冷漠的情

感反应#缺乏正常的移情能力#出现适应障碍的可

能性很高#在冲突的情景下#常常会对别人产生敌

意的归因#而导致攻击性行为'

#(#4夫妻关系

夫妻关系的融洽与否是影响幼儿发生攻击性

行为的主要因素#具体体现在婚姻质量&夫妻冲

突&家庭暴力三个方面'

婚姻是家庭的前提与基础#是家庭生态系统

的重要组成部分' 婚姻质量的高低不仅会影响夫

妻的身心健康#还会影响幼儿的行为发展+*,

' 婚

姻质量好的父母会在情感&态度和行为上理解&接

纳子女#这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幼儿攻击性行为

的发生' 婚姻质量较差的父母往往把婚姻本身所

带来的不满情绪转移到子女身上#或将较多的精

力用于应对婚姻问题#而忽视子女的需求#这在无

形中限制了幼儿安全型依恋的形成#从而加剧他

们诸如攻击性行为等问题的发生' 此外#父母离

异迫使幼儿无可选择地生活在单亲或重组家庭

里#由于得不到充分的关爱#也会酿成幼儿压抑&

悲观&孤僻的性格而攻击性更强'

夫妻冲突是指夫妻之间由于意见不一致或其

他原因而产生的言语或身体的攻击与争执' 夫妻

冲突发生的频率和激烈程度不仅是衡量其关系质

量的重要指标#还对整个家庭的生活质量有着重

要的影响#尤其在子女教养方面更是存在深刻而

潜在的作用' 与正常的幼儿相比#在夫妻冲突多

的家庭生长的幼儿会表现出更大的攻击性' 一方

面#根据社会学习理论#人类的大量行为都是通过

观察他人的行为及其行为后果而发生的替代性学

习所习得的' 如果幼儿经常置于父母婚姻冲突

中#目睹父母吵架的场面#就会受到感染#开始有

意无意效仿#进而产生攻击性行为#甚至在面对冲

突情境时#其行为表现与父母如出一辙' 另一方

面#经常使用攻击性言行的父母同样会把这种解

决问题的方式投射到教养子女上#会经常使用体

罚教育#这在无形中又为幼儿树立了(榜样*#导

致幼儿不是在惩罚中受教育#而是学会了使用攻

击性行为' 可怕的是#一旦幼儿有了攻击性行为#

家长再次以暴制暴#造成的后果只能恶性循环#使

幼儿的攻击性行为有增无减+7,

' 这可能是一种

双向因果关系#即幼儿攻击性行为促使家长采取

体罚#而体罚又加重了幼儿攻击性行为'

家庭暴力#是指发生在家庭成员之间的#以殴

打&捆绑&禁闭&残害或者其他手段对家庭成员从

身体&精神&性等方面进行伤害和摧残的行为' 目

前#家庭暴力的受害者多半为妇女#老人&幼儿的

比例也逐年上升' 长时间目睹家庭暴力的幼儿会

受到实施暴力的家庭成员的影响#常常会释放自

己的攻击性而对同伴大打出手' 同样#遭受过家

暴的幼儿渐渐失去了家庭的温暖#陷入巨大的痛

苦与烦恼之中#不仅容易出现抑郁&社会退缩等内

化行为问题#还为攻击&惩戒等外化行为问题提供

温床' 值得一提的是#经历过家庭暴力的幼儿在

长大后攻击倾向将会更高#大量研究表明#生活在

家暴环境下的幼儿经历情绪虐待&身体虐待后#出

现情绪和行为问题以及面对未来生活逆境时表现

的暴力倾向都会更高' 这是因为父母的虐待和攻

击让幼儿产生敌意#极度缺乏安全感#幼儿又会将

这份敌意迁移到其他人身上#只要外界刺激稍稍

敏感#极有可能会过度反应而攻击他人'

#("4亲子关系

亲子关系是指父母与子女的关系' 和谐&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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洽的亲子关系会促进幼儿亲社会行为的发展#而

冷漠&敌对的亲子关系会导致幼儿发生诸如攻击

性等恶性社会行为' 传统上#母亲与幼儿的关系

一直被认为是幼儿社会性与情绪发展的重要影响

因素' 母亲与幼儿之间的和睦关系对幼儿攻击性

行为有显著的负向预测效应' 反之#消极&对抗性

的关系会使幼儿缺乏信任#交往中更倾向于产生

消极的自我评价和对待外部世界的错误性判断#

进而产生攻击性行为' 这种攻击和侵犯行为又会

导致同伴拒绝#进一步加剧其攻击性和破坏性'

此外#幼儿的攻击性行为和反社会行为的倾向#在

一定程度上受到其所处的文化或亚文化环境的影

响' 例如#生活在威胁&恐怖的文化环境中的幼

儿#其行为更具攻击性#而生活在和谐&和睦友好

环境下的幼儿则表现出更少的攻击性行为+!$,

'

这是因为#充满矛盾冲突的家庭氛围不利于亲子

之间和谐关系的维持#也会影响幼儿内部认知模

式及情绪调控能力的发展#长此以往#容易表现出

敌意的攻击行为倾向'

#(24隔代教养

所谓隔代教养#是指家庭中的教养人以祖辈

为主#由祖辈来承担教养孙辈的任务#它更强调两

代教养者"祖辈和父辈%间的责任转换与祖孙之

间的互动关系' 在与日俱增的社会压力&外出打

工的现实需要以及日渐加深的老龄化等问题的驱

动下#(隔代教养*现象渐具普遍性+!!,

' 这种趋

势会增加祖辈的负担&压力' 同时#老人陈旧的教

育观念又会引发幼儿更高的发育和行为问题的

风险'

在隔代养育下#很多幼儿表现出明显的外化

问题行为#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有两方面' 一方

面#与祖辈的溺爱&迁就有关' 在老人教育孩子的

过程中#不难发现(在学校里#谁欺负你#就打他*

类似的话语#在他们看来#幼儿发生攻击性行为是

一种正常的现象#没什么大不了的#长大后就会

(痊愈*了' 这种对问题的认识程度会影响其对

问题的态度#从而又进一步影响他们随之采取的

行为' 这种纵容有时会强化幼儿的攻击性行为'

比如幼儿通过攻击他人得到了玩具#若对此默认

不理或表现出认可的态度#便会加剧其嚣张的气

焰#使幼儿的攻击性行为得到强化#令其认为攻击

是一种达到目标的有效手段' 同时#(衣来伸手#

饭来张口*的教养模式也悄无声息地助长了孩子

傲慢&自我中心的性格#从而致使其自我调控和社

会交往能力低下#久而久之#当需求未被及时满

足#便难以忍受而哭闹不止或(出口成脏*' 另一

方面#与两代的教养模式一致性态度密切相关'

家庭中不一致的教养态度和变化不定的做法也会

使幼儿很难形成一个清晰的伦理观念#这可能会

导致其攻击性行为的发生' 例如#年迈的老一代

没有过多精力去管教幼儿#当他们发生问题行为

时#不会合理沟通#施行棍棒式教育#而父母出于

不能陪伴孩子产生的心理上的亏欠#会更多地选

择以物质形式进行替代&补偿和百般迁就' 这两

种截然不同的教养模式也会让幼儿发生心理上的

扭曲#无法习得解决问题的正确方式#在发生错误

行为时#容易靠武力来说话#不利于幼儿社会化发

展和人格系统的建立'

"4对攻击性行为的家庭教育对策

一直以来#如何预防和矫正幼儿的攻击性行

为是研究探讨的热门话题之一#诸多可操作的干

预方案也是应接不暇#效果是显而易见的+!##!",

'

家庭是孩子成长的摇篮#是爱&保护和舒适的襁

褓#对幼儿行为的塑造作用是根深蒂固的' 遗憾

的是#许多家长不以为意' 国内的一项研究显示#

在我国#绝大多数父母认为幼儿的攻击性行为是

受遗传和外界影响的#很少有家长认为这种行为

与家庭系统相关+!2,

#这种(事不关己*的态度无

形中对幼儿问题行为加以默许#待形成固化顽疾

后为时已晚' 因此#为了有效预防和减少幼儿攻

击性行为的发生&发展#助力他们健康成长#有必

要给予其恰当的教育关怀'

"(!4建立'管与爱(相融的养育风格

家长既要为幼儿提供适当的自主自由#又要

对其进行指导与帮助' 面对攻击性行为#家长与

幼儿的互动模式应该是相辅相成的' 在预防上#

家长最好给幼儿设定明确的规定#即(管着*幼

儿#明确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而不能等问题出

现再予以警告#要鼓励他们勇敢地说出需要#不要

试图通过武力来满足诉求' 在干预上#家长要满

足幼儿的成长需求#给予温暖和关怀#即(爱着*

幼儿' 人的身心发展是具有差异性的#切勿照搬

照抄#这就需要对幼儿有充分的了解' 如果幼儿

有强烈的责任心#偶然发生一次无意的攻击性行

为#切莫像偷吃了禁果般对其责罚' (自然后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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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是一种选择#也就是我们常说的 (冷处理

法*

+!),

' 当幼儿发生攻击性事件时#不要急于介

入#更不要替代他们解决矛盾#应为其搭建自主解

决矛盾的平台和机会' 通过切身体验来发现行为

后果#接受经验教训#不仅可以使幼儿形成健康的

观念#还可以让其取得明辨是非的能力' 尽管这

一策略相对而言时间长&见效慢#但对幼儿的心理

健康成长是有益无害的+!0,

' 当然#如果幼儿经常

动手打人#冥顽不灵#也可以采用(奖励与惩罚并

用*的措施#需要注意的是#无论是奖励还是惩

罚#都要让幼儿明白具体原因#知其所以然' 在奖

励上#需要精神奖励和物质奖励结合使用#如给予

口头夸奖或替代性的小红花#当小红花达到一定

数量#可以获得一次去游乐场或挑选礼物的机会'

在惩罚上#多采用负惩罚#如取消某种特权#一段

时间内不许参加喜欢的活动等' 此外#要重视与

幼儿在心灵上的沟通#耐心倾听#让他们把话说

完#再做出正确的反馈和指导'

"(#4形成和谐友爱的夫妻关系

夫妻的婚姻质量越高#夫妻间关系越和谐&家

庭关系越融洽#就会给幼儿营造一个积极的生活

环境和轻松的成长氛围#有利于处于探索和学习

阶段的幼儿身心健康的发展' 然而#正如孩子的

茁壮成长不可能一蹴而就#良好的夫妻关系也并

非一朝一夕就可以养成' 因此#要注重对夫妻情

感的培育' 首先#净化家庭环境' 于父母#要注意

言传身教的示范作用#学会心平气和坐下来谈问

题#避免因一点小事就挑唇斗嘴或大打出手#即便

有争吵#也请不要当着孩子的面$于幼儿#要给他

们提供和睦温馨的非攻击性的环境#尽量消除环

境带来的消极影响#减少幼儿接触暴力节目的机

会#同时#给予充足的游戏空间#避免因偶然的身

体碰撞而引发冲突+!1,

' 其次#进行移情训练' 父

母学会共情#多考虑对方的需要#从另一半的立场

思考问题#这往往是避免冲突和形成和谐&恩爱夫

妻关系的本源$利用移情来教育幼儿#使其进行内

在的自我调节#比一味地限制&要求这种外部约束

更有效+!*,

' 父母可以通过提供移情原型&故事或

角色扮演类游戏的形式+!7,

#指出幼儿攻击性行为

带来的不良后果#引导其换位思考#设身处地体会

被攻击者的痛苦和难过的心情#产生情感共鸣#才

能从根本上消除他们的问题行为' 最后#还要教

会幼儿正确宣泄情感的方式' 有时#对于自控力

较弱的幼儿来说#攻击性情感积聚得越多#过度压

抑而得不到释放#其爆发的攻击将会越猛烈#所以

要学会引导幼儿通过言语倾诉来排解不良情绪#

多倾听并体会他们的内心世界#必要时还可以让

他们在特定的场合大喊大叫或痛哭一场#也可以

带着他们攻击毫无生命体征&质地松软的物体#如

沙袋&小皮球等道具' 此外#应鼓励幼儿多参与有

益的活动#转移攻击性情感#并在游戏中体验合作

的乐趣'

"("4提升'怡情式(的亲子质量

要想从根本上遏制孩子的攻击性问题#就必

须建立(怡情式*的关系#即一种和悦&轻松&愉

快&甜蜜的亲子关系' 父母在与子女沟通时#首

先#要接受幼儿的差异性#从多个角度评价幼儿#

看到他们的闪光点#消除自身的烦躁情绪#陶冶情

操#调节心情$其次#要尊重幼儿#学会向他们示

弱#通过改变说话方式改善亲子关系$再次#要把

幼儿从固定角色中解放出来#让他们看到自己的

进步#改变对父母的看法$再就是#要学会表达爱#

让幼儿感受到自己在父母心中的重要性#通过创

造仪式感&赠送小礼物&互相夸奖等方式将彼此心

中的爱表达出来$最后#要多给幼儿时间上和精神

上的陪伴#耐心地跟他们做同一件事#如亲子阅

读&实践活动等' 家长应在幼儿所有的活动中表

现出温暖&关怀#而不单单是完成特定的职责#还

要注意培养他们的亲社会行为和人际交往技能#

如分享玩具&合作等' 当意见不合时#要给幼儿提

供一些正确交往的策略#可以通过父母或同伴榜

样的示范&解释和说明#减少攻击性行为的

发生+#$,

'

另外#要提升(怡情式*的亲子质量#还在于

父母的亲力亲为#即通过丰富自身的家庭养育知

识来实现科学育儿' 一方面#具备科学育儿知识

的父母往往能够有效规避不良社会信息对幼儿的

负面影响$另一方面#友善的沟通方式也有益于怡

情的亲子关系的建立' 同时#还能适时适度地根

据幼儿的身心发展规律来处理其问题行为' 很多

家长(一听就会&一做就废*#就是因为育儿知识

和经验严重匮乏' 因此#广大家长必须通过学习

来弥补这一短板#以提高内在的自我素养+#!,

' 主

要方式如下!一是通过媒体&书籍自学家庭教育的

相关知识$二是通过幼儿园的文化讲座#依托(家

园共育*来获取心得$三是通过培训学习掌握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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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的养育手段' 只有这样#才能用理性去教育幼

儿#提高亲子质量'

"(24共建通情达理的隔代互动方式

目前#随着城镇化进程的急速发展#隔代教养

现象渐成普遍#这种特殊的家庭养育模式值得高

度重视' 为了形成科学的隔代互动#祖辈应注重

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实施(严慈并济*的养育风

格' 当前#某些家长#特别是祖辈教养孩子时#一

味地关心&呵护#不让孩子受到一点伤害#殊不知

在这种缺乏威严的养育模式下的孩子是不健全

的' 科学的幼儿教育不能是盲目地呼吁爱而摒弃

严#也不能因对子女爱的缺憾而将其延时赋予孙

辈#更不能因过度顾忌子女的想法而大肆溺爱#而

是要适时适度地管制和约束#既要(通情*又要

(达理*' 二是做好家园沟通桥梁的角色' 教师

对幼儿在幼儿园信息的传递和在家信息的接收#

离不开祖辈这一特殊的媒介#祖辈在传递信息中

对信息解码和编码的准确性关乎家园沟通的有效

性和真实性' 有些祖辈要么隐瞒和包庇孩子的不

良表现#要么夸大孩子的良好表现#这种失真的信

息对孩子的发展是不利的' 因此#祖辈要理性定

位自己在家园合作中的角色#确保真实信息的互

动&交流' 三是主动与子女沟通#确保家庭教养的

一致性' 在教育孩子的过程中#很多长辈喜欢以

(经验*自居#对科学的教养理念也是自动摒弃#

这种错误的观念和行为会恶化家庭教养的错位问

题#也会对幼儿的成长产生不可修复的影响+##,

'

教育#不能摸着石头过河#它不能是错的#因为孩

子的成长是不可逆的#思想错了#引领错了#孩子

的成长也就错了' 作为德高望重的祖辈#应该认

清自身的优势和不足#学会利用现代化网络媒介

更新教育理念#同时#也要虚心听从子女的意见#

共建一致的养育模式#以实现家庭教育的良性

发展'

24结语

幼儿期是儿童成长的重要阶段#幼儿身心健

康发展不仅是其今后进入学校从事正规学习的必

要条件#还为其在未来生活中亲社会行为等积极

行为奠定基础'

然而#由于幼儿能力有限#他们常常需要成人

的帮助$由于知识经验缺乏#他们的思维还具有很

大的具体形象性$由于言语能力迟缓#他们还不能

合理地表达自己的想法和需要$由于生理发展限

制#他们还不能很好地控制和调节自己的情绪和

行为' 这就需要家庭合理引导'

幼儿的攻击性行为既有普遍性#又有特殊性#

主要体现在早期形态的一致性&行为的持续性以

及可干预性' 要想有效地减少这一问题行为的发

生#实现由(治疗*走向(预防*#需要家长树立正

确的认知#对这种行为产生的深层原因进行剖析#

同时#充分了解每个幼儿认知发展的特点#对症下

药#辅以(管与爱相融的养育风格* (和谐友爱的

夫妻关系*(怡情式的亲子质量* (通情达理的隔

代互动方式*等恰当的教育关怀#以帮助幼儿健

康&茁壮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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