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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议幼儿人际交往能力影响因素、现状及对策

黄川芹

（新疆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新疆… 乌鲁木齐）…

摘… 要：有研究表明，幼儿时期人际交往能力越强，适应社会的速度越快，会有更多的亲社会行为。多种因素

影响幼儿人际交往能力的发展，主要包括环境因素、家庭因素、个人因素等；当前幼儿人际交往主要表现在交往技

巧方面缺乏必备的技能、缺乏求助意识、缺乏文明礼仪、缺少安全意识、亲子缺乏安全型依恋关系；提高幼儿人际

交往能力可从幼儿园、家庭等多方面着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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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概念界定

（一）  幼儿

关于“儿童”的阶段年龄的划分，众说不一，一
种说法将 1 岁至 6-7 岁称为幼儿期，本文主要指 3—
6 岁孩童。

（二）  幼儿人际交往能力的涵义

幼儿的人际交往能力是指幼儿与他人的交往过
程中感受、适应、协调和处理与他人关系能力的总和。

二  影响幼儿人际交往能力发展的因素分析

幼儿的人际交往是一个复杂的过程，作为一种
实际操作能力，幼儿的人际交往能力受到多种因素
的影响，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  环境因素

（1）自然环境
自然环境影响幼儿的人际交往。钢筋水泥构筑

的城市环境导致孩子的出行范围狭窄，社区里缺乏
足够幼儿玩乐的公共设施和场地。新疆的气候也决
定了一年中几乎整个冬天幼儿都不能长时间开展室
外活动。因此多数幼儿上幼儿园之前多长时间室内
活动，常与家人单独相处而没有机会和更多的人相
处，多种交往机会少，交往对象和交往方式单一。

（2）社会环境
社会环境复杂，影响幼儿人际交往。社会转型

期，社会问题复杂，儿童安全问题频发，影响了幼
儿安全地与人交往；当今社会电子和互联网技术发
达，幼儿足不出户就能享受到电视和互联网带来的
乐趣，这导致他们与他人的交往动机和欲望被削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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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生活节奏紧张，邻里之间往来较少，幼儿与邻
里之间的交往也会受到影响。

（二）  家庭因素

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家庭是幼儿成长最
重要的场所，父母的行为方式会对幼儿人际交往方式
产生最为重要的影响。家庭环境、家庭结构、父母对
幼儿的交往态度等都会影响幼儿的人际交往能力。

（1）父母的人际交往类型会对幼儿产生影响
若父母不擅与人交往，很少与外界接触，见了

陌生人常常不知所措，这类父母在人际交往中的行
为必然会潜移默化地影响幼儿，幼儿会从父母身上
慢慢习得这些行为习惯，日渐孤僻内向。

（2）家庭成员对幼儿的评价影响幼儿人际交往
有的家长喜欢给孩子贴标签，如果幼儿在外人

面前表现得不如人意时，被家长说“没有出息”“不
懂得与人交往”等评价，孩子会真的认为自己人际
交往能力很差，从而更加不愿与人交往。

（3）家庭结构及家庭系统影响幼儿的人际交往
核心家庭已经成为了城市家庭模式的主流，家

庭缺少可以交往的同伴，尤其是独生子女家庭，更
是缺乏同伴交往的机会和经验。有些幼儿虽然和父
母一起生活，但由于父母工作忙碌，缺少对幼儿的
照顾和陪伴，幼儿主要由祖辈照顾，隔代抚养，祖
辈的娇纵导致幼儿任性、敏感、自私，很难与别人
相处；隔代照顾、父母与祖父母照顾方式及教育理
念的差异让幼儿无所适从。

（4）家长对幼儿人际交往的干预影响幼儿人际
交往能力的发展

家长对幼儿人际交往的干预影响幼儿人际交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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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的发展，会阻断因个人经验发展人际交往的能
力。家长对幼儿过度的溺爱和保护，以及缺乏有效
的指导，直接影响幼儿人际交往能力的发展。如家
长担心幼儿在与他人的交往中被欺负，会吃亏，尤
其是自己的孩子与别的幼儿发生冲突之后，索性不
让孩子与同伴玩耍，这一行为无益于幼儿解决冲突
的能力及与同伴相处的能力的提升。

（三）  个人性格特质

如果幼儿过于活泼好动，脾气急躁、容易冲动，
对自己的社交地位缺乏正确评价（估计过高），导致
不友好，积极行为少，即使他们聪明、能力较强，会玩，
也会受到幼儿们的排斥。 

部分幼儿体质弱、力气小，能力较差，胆小，
性格内向，慢性，不太活泼，不爱说话，不爱交往，
在交往中缺乏积极主动性且不善交往导致他们积极
行为与消极行为均较少，这类幼儿往往会被其他幼
儿忽视。幼儿人际交往能力现状分析

三  幼儿人际交往现状

幼年的人际交往状况会对一生的社会化产生重
要的影响，因此，幼儿需要学习主动交往的技巧，
学习如何正确与同伴及长辈交往；需要如何正确了
解自己、欣赏他人、融入集体，需要知道迈入社会
要注意些什么。

（一）  交往技巧方面

幼儿中大部分孩子有交往意愿，但缺乏交往技
能。具体表现在以下方面：

（1）缺乏沟通与协商技能。一些幼儿想要玩别
人的玩具，但是不懂如何沟通和协商，选择了攻击、
抢玩具，在同伴中树立了小霸王的形象，同伴更不
愿意与他一同玩耍，为了引起注意或者想玩他人玩
具，下一次还会选择攻击，这类幼儿的人际交往状
态陷入了恶性循环。

（2）缺乏主动交往技能。有的幼儿有参与同伴
活动的意愿，但由于羞怯以及缺乏主动交往的技能，
只能远远观望，而眼神中却流露出向往和期待。

（3）幼儿在交往时发生了冲突，往往求助于老
师或家长，而不能自己沟通解决。

（二）  主动求助方面

主动求助方面，缺乏求助意识。一些幼儿被别
的幼儿欺负，他们即使生气、委屈，除了哭泣，不
知道该如何表达，更不懂得主动求助。另外一些幼
儿遇到困难不敢向老师求助，例如如厕，如果不在
集体如厕的时间想要如厕，宁愿拉在裤子里也不敢
跟老师说需要去厕所。幼儿教师时间精力有限，关
注点也必然有限，不能及时给予幼儿关注和回应，

进而影响幼儿人际交往能力向更高层次发展。

（三）  文明礼仪方面

文明礼仪方面，缺乏文明礼仪。一些幼儿对老
师缺乏尊重、没有礼貌，一旦被批评便对着老师大
吼大叫甚至试图打老师。

（四）  安全意识方面

安全意识是每个幼儿都应该具备的，但是许多
幼儿并不认为不经家长允许便跟陌生人走有什么不
妥，也不知道遇到困难和危险该如何求助。幼儿走失、
被拐骗等新闻常常见诸报端。

（五）  依恋关系方面

部分幼儿是流动儿童或者留守儿童，三岁前主
要由祖辈照顾，隔代教养，孩子娇纵任性，与父母
没能建立足够安全的依恋关系。部分即便是与父母
住在一起，由于父母工作忙，相处的时间少，缺乏
高质量的陪伴，导致这些孩子与父母也没能建立安
全型依恋关系。

四  提升幼儿人际交往能力的对策

（一）  幼儿园层面

幼儿园创造良好的交往环境，促进幼儿同伴交
往能力的发展。创造良好的交际环境，促进儿童同
伴关系的发展。首先老师必须提高自己的心理健康
水平，教师之间和谐的人际关系对儿童的同伴交往
会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同时，教师应通过环境的
创设和利用，有效地促进儿童同伴关系的发展。教
师要积极营造一种温暖、关爱、尊重和信任的心理
气氛和教育环境。

（二）  家庭层面

幼儿人际交往能力的提升是一个缓慢的过程，
涉及幼儿交往意识和交往技巧等多个方面，因此也极
为复杂，需要家庭、学校、社会的共同努力。其中。
家庭成员内部的相处模式及家庭成员与外界的相处方
式直接影响着幼儿的人际交往态度和人际交往能力。
家长需要意识到提升孩子人际交往能力的重要性，在
日常生活中多为幼儿创造交往条件和交往环境，并为
孩子做好文明交往的榜样，让幼儿的人际交往能力随
着年龄和交往的增长能得到更为有效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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