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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系统视域下幼儿共情能力的培养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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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共情能力是一种令世界更美好的能力，个体的共情程度对我们建立一个善良、安全和富有同情心的社会有
很大的影响。鉴于幼儿期的共情能力可以显著预测成人后的亲社会行为与攻击行为，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关注幼儿的共

情能力。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开始，研究者对影响共情发展的各种因素的探索与日俱增，尤其认为家庭环境可能是影响共
情发展的重要因素。根据家庭系统理论，从家庭情感、家庭人际关系、家庭氛围等三大方面探讨了亲子系统、同胞系统、

夫妻系统对幼儿共情能力发展的影响，并从家庭教育的角度对幼儿共情能力的培养提出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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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情是指能够理解他人的情绪情感、感同身
受并做出适当反应的能力。共情是年幼儿童的一

种重要的心理能力，是幼儿未来社会行为和人际

关系的一个重要预测因素［１］。首先，在共情对幼

儿社会行为的影响上，人们对他人心理状态的理

解，奠定了社会交往和人际关系的基础。理解他

人的意图和关注他人的情绪状态都是维持社会关

系的必要条件。高共情个体更易觉察他人的情绪

状况，并对他人的痛苦感同身受，所以共情能够显

著地正向预测个体亲社会行为，减少攻击行为且

影响其攻击水平的强弱［２，３］。其次，对幼儿人际

关系影响上，高共情能力的人有更多的朋友，共情

能力能预测个体的社交网络规模，共情关怀是人

们维持多少亲密关系的最有力的预测因素［４］。

１２～２４个月是共情发展的关键期。幼儿在１２～
２４个月期间，实现了从自我中心的共情到指向他
人的共情的质的飞越［５］。因此，在幼儿期锻炼或

提升儿童共情能力对我们建立一个善良、安全和

富有同情心的社会有事半功倍的作用。

１　共情的概述
１．１　共情（Ｅｍｐａｔｈｙ）

共情又译作“通情”“共感”“同感”“同理心”

“移情”等等，本文沿用大多数人的叫法，把（Ｅｍ
ｐａｔｈｙ）一律称作共情［６］。共情最早是一个哲学和

美学中的概念，Ｒｏｂｅｒｔ（１８７３）最早用德语“Ｅｉｎｆｕ
ｈｌｕｎｇ”来比喻人们将自己的感受投射到自己所看
到的事物和他人身上的一种现象，此时共情并不

是心理学的概念。Ｔｉｃｈｅｎｅｒ是 最 早 用 Ｅｍｐａｔｈｙ
来 代 替“Ｅｉｎｆｕｈｌｕｎｇ”的人 ，并且将 Ｅｍｐａｔｈｙ定义
为“一个人性化的过程，感觉我们自己进入别的

东西内部的过程”［６］。这样的定义受到了心理学

家们的重视，并把共情作为理解人际关系的重要

途径。

关于共情的定义存在较多的看法和分歧，主

要围绕共情包含的成分进行探讨。认知取向的研

究者，认为共情是一种基本的认知功能，即意识到

他人想法和感受的认知能力；情感取向的研究者

把共情主要看成一种情感反应，意即对他人情绪

感同身受的情感能力；多维取向的研究者既关注

共情系统的认知成分也关注情感成分。在复杂的

人际关系中，共情的单成分取向定义局限性较大，

共情的多维取向有利于探讨情境因素和个体因素

的共同影响［７－１０］。

１．２　共情研究的发展情况
共情的研究对象和内涵在不断地深入中。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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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研究全体最初将对象集中在对医务人员、心理

咨询师、教师等三类职业对象上，目前越来越多地

将研究对象转移到儿童和青少年这一类群体

上［１１－１３］。此外，为了回避共情本质研究中的一系

列困难，有很多的学者提出了另外一些值得注意

的思路。比如 ＶｒｅｅｋｅＧＪ和 ＶａｎｄｅｒＭａｒｋＩＬ等人就
认为，共情既然是人际交往过程的一个重要的组

成部分，就应该把它放到人际交往的大背景中去

研究［１４，１５］。

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开始，人们开始更多地关
注影响共情发展的各种因素。赵凤青和俞国良在

研究中发现，同胞关系会预测儿童的情绪理解能

力和共情能力；Ｅｉｓｅｎｂｅｒｇ等人研究结果表明，父
母温暖、父母教养方式、父母的积极表达、父母反

应敏感性和训练方式与幼儿共情能力显著相关。

家庭是幼儿面对的第一个人际交往环境，父母的

养育理念和行为，家庭情绪氛围都会影响儿童早

期社会能力的习得［１６］。越来越多研究者认为家

庭环境是影响共情发展的重要因素［６］。根据家

庭系统理论，家庭是由亲子子系统、夫妻子系统和

同胞子系统按照一定层级结构组成的组织系统，

各子系统之间存在相互作用机制，并共同影响个

体的发展［１７］。基于家庭系统理论，本文将从家庭

情感因素、家庭人际关系因素、家庭氛围因素三个

方面来探讨家庭因素对幼儿共情能力的影响。

２　家庭因素对幼儿共情能力的影响
２．１　家庭情感方面的因素
２．１．１　亲子依恋的影响

亲子依恋是幼儿寻求身体上和心理上与抚养

者保持亲密联系的一种倾向。根据依恋理论，幼

儿与照顾者之间的早期互动模式（尤其是围绕着

婴儿痛苦管理的互动），会指导孩子未来的人际

交往。依恋可分为安全型依恋、回避型依恋、反抗

型依恋，其中安全型依恋是一种积极的、良好的依

恋模式，孩子对父母的安全型依恋是幼儿共情能

力发展的重要预测因素［１５］。Ｃａｓｓｉｄｙ的研究认为
安全型依恋的幼儿更善于表达和交流自己的情

绪，而这是产生真正共情的必备条件，相反，不安

全型依恋的人几乎没有感受和交流消极情感的能

力，这大概是源于幼儿或童年时期在交流他们的

痛苦和表达基本情绪需求时没有得到回应或者被

抚养者拒绝［１６］。在拒绝型父母教养方式下，父母

常常惩罚、指责孩子，很少关注孩子的行为及提供

共情教育［１８］。从社会学习理论分析，父母对于幼

儿的需求都不予反应甚至是拒绝，幼儿会在潜移

默化中习得一种对他人的需求予以拒绝的方式，

因而共情能力较低。而在情感温暖型教养方式

下，父母对孩子往往是支持的，能敏感感知孩子的

需求，给予孩子无条件关爱、赞美和肯定，在与孩

子相处过程中直接表达他们的情感，并对孩子给

予支持与安慰，在这样的教养方式下成长的幼儿

自我中心化程度越低，共情能力也较高［１９］。相比

于没有安全依恋的幼儿，安全依恋的孩子表现出

更好的情绪识别能力、情绪理解和情绪控制能力。

２．１．２　亲子间情绪谈话的影响
亲子情绪谈话主要是指父母在与孩子互动的

过程中，命名各种情绪状态、解释情绪产生的原

因、谈论有关情绪的行为线索以及分析情绪体验

的应对方法等涉及情绪内容的谈话［２０，２１］。父母

与孩子之间的情感对话在孩子的情绪发展中起着

至关重要的作用，在谈话中，父母可能会通过强调

某些积极的和消极的情绪、解释情绪的原因和后

果等方式来帮助他们的孩子更好地理解他们自己

和其他人的情绪［２２］。通过情绪谈话这种途径，父

母不仅传递着他们对孩子适宜表达情绪的期望，

提高孩子对自己和他人需要和愿望的认识和理

解，同时也教给儿童孩子有关情绪因果关系和情

绪调节策略方面的知识，帮助孩子学会分享和探

索自身的情绪感受，为儿童社会认知和情绪能力

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成长环境［２３］。

２．２　家庭人际方面的因素
同胞关系是家庭系统中非常重要的关系纽

带，是儿童共情能力发展的重要背景。一方面，同

胞之间相处的时间比与父母、同伴的时间更长，积

极同胞关系中，兄弟姐妹会讨论很多与情感相关

的想法和感受，包括消极情感和积极情感的交流，

同胞之间的情感交流能对亲子间的交流不足起到

补偿作用，同时，同胞互动中常有情绪的变化，这

些情感交流和情感变化有利于孩子识别、表达、调

节和预测他人情绪反应，并利用他人情绪反应建

立关系和影响他人［２４］。另一方面，与同胞互动的

过程中，亲密互动和模仿学习为幼儿和青少年提

供了学习冲突解决策略、亲社会行为和社会情绪

理解能力，还可以提高幼儿和青少年的共情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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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２４］。有研究表明，与独生子女相比，拥有１～２
个兄弟姐妹能够增强儿童的情绪理解能力、增加

其亲社会行为，降低其外化问题行为［２５］。但同胞

数量的增加并不代表着儿童青少年的社会化水平

更高，同胞关系的质量比数量更加重要［２６］。从同

胞关系的心理功能角度看，同胞关系质量分为积

极同胞关系和消极同胞关系，积极的同胞关系表

现为同胞温暖，包括亲密关系、亲社会行为、友谊、

崇拜、知觉到相似性和喜爱六个维度［２７］。有研究

验证了同胞关系质量是对个体心理健康有着长期

影响的最重要因素之一，童年期同胞关系与生活

满意度有显著正相关，与人际困扰总分显著负

相关［２８］。

２．３　家庭氛围的影响
家庭始于婚姻关系的建立，父母婚姻孕育了

亲子系统和同胞系统，父母婚姻关系的质量是影

响家庭团结和睦的核心要素，对良好家庭氛围的

形成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父母冲突指父母之间

由于意见不一致而引起的言语或身体上的争执与

攻击。父母婚姻冲突对幼儿的心理社会适应能力

有着显著的影响，溢出假说（ｓｐｉｌｌｏｖｅｒｈｙｐｏｔｈｅｓｉｓ）
认为，由婚姻关系引起的情绪情感会迁移到亲子

关系中，健康的婚姻关系引发夫妻双方积极的情

绪情感，这促使家长能更敏感地觉察到孩子的需

要并给予理性引导和鼓励支持，而婚姻冲突引发

的消极情绪则会导致家长以严格的纪律管束子

女，减少对孩子的温暖回应，溢出假说获得了大

量实证依据［２９］。王明珠等人（２０１５）在研究父母
婚姻冲突与教养方式的关系中也发现，父母冲突

越多越容易对孩子实施专制教养，而非权威教养，

即父母消极互动所引发的愤怒、受挫、烦躁、痛苦

等情绪将转移到亲子交往中。教养方式是儿童心

理理论发展的重要影响因素，温暖、敏感、积极回

应与鼓励接受他人观点的教养方式能促进儿童心

理理论的发展，而心理理论即是共情能力的重要

表现［３０］。

３　共情能力培训的方法
大量研究表明共情能力可以通过共情培训得

到很好的提升。共情的关键是让幼儿克服以自我

为中心的思维方式，让幼儿能更好地从他人立场

出发，更多地体验到他人情感［３１］。共情培训可以

从家庭、学校等方面进行，其中，从学校渠道进行

的培训主要以教学形式为主［３２］。ＭｕｓｔａｆａＳａｈｉｎ
在一项确定“移情训练作为一项干预计划对小学

六年级学生减少欺凌行为的效果”的实验中，花

费共计１１周的时间对有欺负行为的学生进行共
情培训，实验结果表明共情培训对儿童共情能力

的培养具有很好的效果［３３］。学校渠道进行的共

情培训是在１～２个月内集中进行，家庭对孩子共
情能力的培训却是一个持久的过程，对孩子共情

能力往往起到更大的作用，下面将讨论如何从家

庭方面对幼儿进行共情培训。

３．１　榜样示范法
观察学习理论提出，模仿他人或榜样的行为

是一种很好的学习方法，幼儿的模仿学习能力很

强，要提高孩子的共情能力，树立好的榜样是必不

可少的［３４］。

首先，父母、教师都具有榜样作用。父母平

时对左邻右舍表现出关心，对周围环境表现出爱

护，对弱者表示同情，对施暴者表示愤慨，为人处

世常常换位思考，孩子在无形中会习得对人对物

的同理心情怀。其次，教师对每位同学身体和心

理变化的敏感性与关心，会在无形中影响孩子的

共情能力，让孩子下意识地去关心同学、关注

同伴。

其次，文学作品的榜样作用。文学艺术作品

最具感染力，它通过营造情感氛围促使孩子体验

和理解作品，从而使其轻松、自然地接受情感熏

陶［３５］。各种文学作品或影视作品中有丰富人的

物情感和内心体验，陪同孩子观看显示不同情绪

状态的作品片段，要求孩子描述并体会文学作品

或图片中主人公的情绪状态，并引导孩子去解释

各种情绪状态的原因，再和孩子的真实生活经验

类比，引导孩子识别他人情绪并了解自己的感受

和情感［３４］。

３．２　角色扮演法
角色扮演是让幼儿扮演某个角色，而不是扮

演自己。从建构主义心理学来说，人是经验主义

的，对于他人的理解高度依赖于本身的直接经验，

如孩子曾经在暴雨天气没有伞而被淋得很惨，那

么下次看到淋雨的行人时更可能理解他人焦急的

心情而产生助人行为。自我经验的丰富是共情的

源泉，利用角色扮演的方法可以让幼儿在短时间

内接触多种角色，脱离自我中心，体验不同人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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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心世界和思想感情。家长可以让孩子扮演需要

展示共情的角色，家长扮演需要帮助的人。常用

的角色扮演法有：（１）模拟，即在一个特殊情境
下，让孩子自编自演一个可能或者通常要发生的

情形，比如小猪佩奇在不小心打翻家里杯子的时

候，她会怎么办？猪爸爸猪妈妈的反应是怎么样？

（２）再扮演，就是让孩子重新扮演一个真实的事
件，比如隔壁家王奶奶的儿子女儿都外出打工了，

今天是中秋节，大家都回家团圆了，可只有王奶奶

一个人在家孤零零的，让孩子体会到王奶奶的孤

独，引导孩子去王奶奶家拜访或者带着孩子把王

奶奶接到自己家来过节，还可以引导孩子事先想

好怎样向王奶奶提出邀请，如果王奶奶不来又该

怎么办？她为什么不来？（３）角色倒置，即转换
角色，如孩子今天当妈妈，妈妈当孩子，孩子要洗

衣做饭拖地还要切水果，让孩子体会到妈妈平时

工作的辛苦，就不会随意将自己的衣服弄得脏兮

兮的、就不会随意浪费饭食［３５］。有研究表明，角

色扮演法的效果显著优于情境讨论法，但这种差

异随年龄的增长而逐渐缩小，到小学三年级时两

种方法的训练效果已经几乎没有什么差异［３６］。

３．３　强化训练法
角色扮演法可以让孩子短时间内对不同角色

的内心世界形成感性经验，但并不是说有了感性

经验就一定会发生共情，外界的强化也非常重

要［３７］。孩子的认知能力、自控力和理解能力不够

成熟，仅仅通过讲道理、提要求去培养孩子的共情

能力是不够的。斯金纳认为，强化是塑造行为的

基础，因此父母要抓住生活中能强化孩子共情的

事件来培养孩子的共情能力，包括正强化、负

强化［３７］。

第一，父母应该多用正强化的方式来鼓励孩

子的共情行为。正强化是指向孩子提供积极奖励

来作为特定行为的结果，以促使特定行为发生的

频率。当孩子对人对物表现出同情行为时，这个

时候大人可以提供积极奖励来强化这种好的行

为。如路过绿草地时，孩子提出不能踩踏小草，认

为小草会感到“疼”时，父母不用去笑话孩子“说

傻话”，而是为孩子能与小草“感同身受”的同理

心竖起大拇指；在非常炎热的三伏天，孩子感受到

马路上清扫的环卫工叔叔阿姨“穿着工作服很

热”时，可以鼓励孩子去给环卫人员送水，并及时

地夸奖孩子，告诉他们爸爸妈妈为他的善良感到

自豪。父母的支持和外界的奖励会让孩子受到极

大的激励，日后会表现出更多的善行。

第二，负强化也是一种重要的塑造行为的方

式。负强化是指撤销儿童的某一厌恶刺激来增加

孩子表现适宜行为的手段，比如，当家中出现大昆

虫，孩子不是想到杀死它们，而是选择打开门窗小

心翼翼将昆虫放生时，父母为了鼓励孩子的这种

“善行”，可以免去孩子今天的家务活。负强化不

需要使用奖励，一样能达到增加孩子共情行为的

效果。

４　思考与建议
４．１　建立安全、融洽的家庭情绪氛围
４．１．１　建立安全型亲子依恋关系

一方面，父母对孩子应该持有情绪教导理念，

即对自己和孩子的情绪知觉敏感，了解孩子的各

种情绪反应，指导孩子识别各种情绪感受并给予

孩子解决情绪问题的建议。有的家长认为孩子表

达和发泄情绪是不好的行为，事实上，孩子愿意向

家长诉说自己的遭遇和情绪往往是良好亲子关系

的体现，如果孩子心理与父母贴近，和父母相处有

安全感，就敢在父母面前表现出各种情绪，尤其是

负面情绪，包括愤怒、伤心、害怕等，不是选择压抑

在心中，消极情绪过多的沉淀只会让孩子活在焦

虑之中，孩子只有先合理地表达自己的情绪，有足

够的安全感才能谈得上去关心和理解他人的情绪

和情感。另一方面，母亲和父亲的积极情绪表达

有利于幼儿形成安全依恋风格。在亲子互动中，

父母应该经常性地表现出温暖和积极情绪，幼儿

会在与父母的交往互动中学习对情绪线索的编

码，并运用到社交情景中。再一方面，父母要鼓励

孩子表达自己的情绪。家长应该营造一种积极的

沟通氛围，让家庭每个成员能公开表达自己的看

法和情绪，而不用担心遭受批评，幼儿也能在倾听

家庭其他成员的情绪的过程中，理解对同一件事

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看法，这也有助于他们共情

能力的培养［３８］。

４．１．２　善用亲子间情绪谈话
首先，在亲子情绪谈话的内容上。父母在亲

子共读或者观看电视的过程中，可以引导孩子体

会图画书或者电视中人物的情绪和感受，并与孩

子生活中的情感、行为相联系，在这个过程中让孩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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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知道各种各样的情绪该如何命名与识别。在提

及情绪名称的基础上，对情绪因果关系进行解释

能够帮助孩子对他人的情绪线索更加敏感；此外，

父母在孩子消极情绪事件中更多地引导孩子思考

消极情绪及其原因，孩子能获得有效的情绪调节

策略和消极情绪表达的社会规范［３９］；谈论儿童

过去体验过的情绪事件比谈论现在体验的情绪时

间更能促进孩子的情绪理解能力，对于那些儿童

难以理解、无法应对但又有重要发展意义的高强

度消极情绪事件，父母可以通过回忆帮助孩子重

新建构这些情绪体验的意义，梳理情绪产生的原

因与后果以及适宜的表达和应对方式［４０］。其次，

在亲子情绪谈话方式方面，只有详述的谈话风格

才对４岁儿童的心理理论存在显著影响，仅仅是
提及心理状态并不能促进儿童心理理论的

发展［４１］。

４．２　培养积极的家庭人际关系
第一，父母应该处理好夫妻间的关系。大量

研究证明，经常在孩子面前爆发矛盾和冲突的父

母会将家庭冲突中的不良情绪带到对孩子的教育

方式中，导致孩子的情绪不安全；父母的教养精力

在吵架过程中消耗很大，会降低对孩子的情绪的

敏感性，难以发现孩子的情绪或心理问题。此外，

父母对情绪和冲突的处理方式，会让孩子习得情

绪的表达模式，如果父母在孩子面前歇斯底里，那

么孩子会认为情绪表达就应该靠大吼大叫来解

决，反之，面对矛盾时父母能静下心来好好交流，

站在对方的角度去感受对方的情感和需求，在潜

移默化中孩子也会习得这种良好的情感交流

方式［４２］。

第二，父母应该引导孩子间建立积极的同胞

关系。亲子关系、父母婚姻质量、父母差别养育都

会影响同胞关系。一方面，同胞关系受到亲子关

系的影响，支持型的亲子关系有利于同胞之间建

立温暖的关系，且头胎与父母早年的亲子关系能

对以后同胞关系的质量有预测作用；另一方面，父

母差别对待的养育方式越多，更容易引起同胞之

间的嫉妒和冲突，父母不要对第二胎过于关注而

忽视第一胎的需求和感受，这会引起第一胎儿童

强烈的嫉妒情绪，导致同胞之间的亲密程度降

低［４３］。最后，父母如何协调同胞之间的冲突情境

对孩子各自的社会化发展和同胞关系都有深远影

响，同胞冲突是很正常的现象，父母应该用积极的

心态处理同胞冲突，遇到孩子之间产生冲突时，父

母不要一味地去责备大的孩子，要求大孩子“让

着”弟弟妹妹，这会让第一胎的逆反情绪更强烈，

父母应在适当引导的前提下，让孩子自己去解决

冲突，帮助孩子们逐渐习得道德的标准和理解他

人的能力。

４．３　陶冶幼儿的分享品质
分享品质是幼儿非常重要的积极品质，乐于

分享的幼儿能推己及人地考虑到他人的需求并愿

意与他人共享，并在其中感受到共情带来的快乐。

分享品质的培养关键是让孩子获得良好的分享体

验，即让他感受到分享带来的快乐，在这个过程

中，家长需要注意以下几点：首先，不能强迫孩子

进行分享，分享行为必须是自觉行为，是在儿童体

会到他人的情感和需要的基础上发生的利他行

为，强迫孩子分享他的东西，不仅不能促进其共情

能力的发展，反而会扰乱幼儿的所有权概念，感受

到的是分享带来的不良情绪体验；其次，要让孩子

从生活中的点滴做起，如愿意把自己的心爱的小

汽车给其他小朋友玩，下雨天会想到给他人打伞，

让孩子在这过程中产生积极情绪；再次，家长应多

多鼓励孩子的分享行为，当孩子出现分享行为的

时候要对孩子及时进行表扬。

家庭中对孩子共情能力的培养与训练应该要

分步骤、分层次，人只有学会先关爱自己，才能关

心亲人、朋友，继而是陌生人或者是不喜欢的人

的。因此，训练幼儿的共情能力要从身边的人和

事做起，首先要尊重孩子自己的情绪表达，其次耐

心引导孩子去了解和感知他人的情绪和需求，这

样孩子才会逐渐摆脱“以自我为中心”，懂得去尊

重和理解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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