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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选取西南地区5所幼儿园共150名全同胞类型的头胎儿童，使用家庭规则问卷、同胞关系质量问卷，分析家庭规则各维度

与同胞关系质量各维度的相关性。结果发现，4-6岁的年龄差可能是头胎儿童同胞关系质量发生变化的一个重要间隔；同胞关

系质量在头胎儿童与二胎儿童的性别一致性上具有差异，性别一致的头胎与二胎儿童具有更好的同胞关系质量；家庭规则与

同胞关系质量呈显著正相关，家庭规则正向预测头胎儿童同胞关系质量。由此，提出三点教育建议：关注同胞年龄差与性别差

异，促进同胞间的直接交流；关注商讨计划中的头胎儿童，给予及时干预；构建良好的家庭规则，提高头胎儿童同胞关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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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rrelation Analysis of Family Ritual and Sibling Relationship Quality in
Firstborn Children Aged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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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is study，150 Firstborn children in 5 kindergartens in southwest China were selected to analyze the correlation of all di⁃
mensions of family ritual and the sibling relationship quality by using the family ritual questionnaire and sibling relationship quality
questionnaire. The results found that the age difference of about 4 to 6 years may be an important interval for the quality of the relation⁃
ship between the first child and the second child; The quality of sibling relationship is different between first-born children and sec⁃
ond-born children in terms of gender consistency，and the first-born and second-born children with gender consistency have better
quality of sibling relationship; There i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family rules and sibling relationship quality，and fami⁃
ly rules positively predict the sibling relationship quality of the firstborn child. Therefore，three educational suggestions are put for⁃
ward: pay attention to the age difference and gender difference，promote the direct communication between siblings; pay attention to
first child when discussing the family plan，give timely intervention; build good family rules，improve the relationship quality between
first child and other children.
Key words: Firstborn children; family ritual; sibling relationship qu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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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提出

我国二孩、三孩政策的开放，使得众多家庭

迎来新的成员，随着成员人数增多，家庭结构复

杂化，儿童人际交往的对象也趋于多样化。过

去，多子女家庭的研究缺少现实意义，使之内容

薄弱，如今，多子女家庭的研究成为儿童社会性

发展不可忽视的内容。家庭成员早期的接纳与

友好成为教育者关切的问题，尤其是对于年长的

儿童，弟弟妹妹的到来，家庭活动的变化，父母注

意对象的转移等，是否会影响他们与弟弟妹妹的

交往？基于此，本文从年长儿童的视角调查家庭

规则与同胞关系水平的相关性。

头胎儿童通常是指多子女家庭中，父母双方

生育的第一个孩子，即多孩家庭中年长的儿童。

在弟弟妹妹出生后，头胎儿童会面临巨大的心理

冲击与不适，其不同的心理经历会使这一群体的

儿童产生诸多心理变化。一种观点认为，二胎儿

童的出生会为家庭和头胎儿童带来心理压力，这

可能会造成家庭成员的消极情绪以及问题行

为［1］，另一种观点认为，二胎儿童的到来能帮助头

胎儿童的语言发展［2］、自我照料能力、更高的集体

自我描述［3］和更少的心理痛苦和问题行为［4］，后

者从积极的角度出发，认为二胎儿童的到来会促

进头胎儿童的社会性发展。本研究认为，两个

理论分别解释了二胎儿童为家庭成员带来的消

极影响及积极影响，其实际影响与儿童的个体

因素，所处的家庭因素、同胞关系、环境等因素

密不可分。

家庭规则（Family ritual）最早被 Bossard 系

统阐述，Bossard 通过对被试日记，访谈和家庭

纪念品地详细分析，认为家庭规则是家庭传递

价值观、态度、目标的媒介，它作为一种规定性

的程序，由家庭成员的互动产生，且具有指向

目的性的行为模式［5］。家庭规则与家庭生活紧

密联系，集中体现在节假日，家庭规模越大，家

庭规则会越丰富。Fiese 曾经制定过家庭规则

自我报告量表，并一直致力于家庭规则的影响

因素及其相关性因素的探索［6-9］，他认为，家庭

规则是家庭成员约定俗成的重复性行为，是当

代家庭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每个家庭都有独

有的惯例与规则，家庭规则与文化、子女的更

变、婚姻满意度、孩子的自尊与焦虑都有相关

关系。国内学者陈一心指出，家庭规则是家庭

成员人格互动的产物，与成员的行为息息相

关［10］。徐辉认为，家庭规则分为外显的家庭规

则与内隐的家庭规则，其中内隐的家庭规则通

过暗示形成，带有家族文化的性质；而外显的

家庭规则更多根治于文化中，它教导人们尊老

爱幼，帮助我们稳固家庭，促进和睦［11］。张帆

在对儿童自主性和家庭规则的关系研究中提

出对家庭规则的理解，即家庭规则是家庭互动

中反复的固定规范或行为规则［12］32。张帆发现

家庭规则与 4 岁儿童的自主性呈正相关，而自

主性包含了自我控制的维度。还有研究表明，

家庭规则与幼儿亲社会行为正相关，情感投入

预测幼儿的亲社会行为［13］37。 Ruiz 认为家庭规

则的理论基础是生态学系统理论，U Bronfen-

brenner 将影响个体的环境形容成一个嵌套结

构，从外到内分为宏观系统、外层系统、中间系

统和微观系统，个体与外界直接交互的就是微

观系统，家庭规则就作为一个里层环境，时刻

作用于家庭成员，而家庭成员通过影响规则、

遵守规则达成成员间的新旧互动与交流［14］35。

同胞关系质量源于同胞关系及互动状态。

首先，同胞关系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分享感知、

感情、态度的个体之间相互作用（身体、语言和非

语言交流）的总和，同胞关系是伴随个体时间最

长的人际关系，对个体的影响也是终身的。同胞

关系分为五种类型，全同胞（拥有共同基因以及

法律地位）、半同胞（基因部分共同且没有共同的

法律地位）、继亲同胞、收养同胞以及寄养同

胞［15］3。不同的基因可能会导致不同的同胞关

系。从亲缘选择理论来说，个体会与有更多共同

基因的个体产生合作［16］137。在国内的研究中，我

们更多的采用同胞关系这一名词来进行研究，而

近年来为了研究同胞关系的发展与变化［17］165，更

多的使用同胞关系质量来描述两个或两个以上

具有同胞关系个体的情况与水平。本研究的同

胞关系质量是指以全同胞关系的头胎儿童的视

角，考察头胎儿童与弟弟/妹妹通过语言或非语言

的交流来分享知识、观点、感受的互动。

有研究表明，同胞关系质量与家庭因素息息

相关，与家庭教养方式、家庭分工相关［18］，并且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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胞关系与家庭中出现问题的解决行为也具有相

关性［19］。家庭规则作为家庭成员约定俗成的互

动模式与行为，包含了亲子互动等家庭成员地互

动，同时也包含了家庭分工的内容。同胞关系质

量与家庭规则的关系似乎呼之欲出，然而目前为

止国内外还没有研究直接证实同胞关系质量与

家庭规则的关系。

总之，已有研究从家庭出发，寻找头胎儿童

家庭规则与同胞关系质量的关系，以求开拓多孩

家庭中头胎儿童社会性发展的理论，从而为教育

实践提供建议。

二、研究方法

（一）研究对象

选取西南地区 5 所幼儿园 4～6 岁 150 名

头胎儿童，4 岁组 50 人（女 25 人、男 25 人）、5

岁 组 50 人（女 25 人、男 25 人），6 岁组 50 人

（女 25 人、男 25 人）。均为智力正常、交流正

常的全同胞头胎儿童。向被试儿童的的父母或

者祖辈发放家庭规则问卷、同胞关系质量问

卷，请家长以日常中对头胎儿童的观察进行问

卷填写。

（二）研究工具

1.家庭规则问卷

家庭规则问卷采用李娜娜于 2018年修订的

家庭规则问卷［13］，其原始家庭规则问卷是由

Fiese 编制的《家庭规则问卷》（Family Ritual

Questionnire，FRQ）。由于社会文化背景不一致，

李娜娜对原始问卷进行了修订，将“宗教节日”改

为“传统节日”，将文化和民族传统删除。最终形

成了晚餐、周末、假期、纪念活动、特殊的庆祝活

动、传统节日情境下的发生频率、角色、参与情

况、情感投入、商讨计划五个维度的《家庭规则问

卷》。该问卷各维度的 Cronbach’s α 系数在

0.80～0.88 之间，总问卷的 Cronbach’s α系数为

0.89，具有较好的内部一致性。分数越高表明家

庭规则的意义越强。

2.同胞关系质量问卷

同胞关系质量问卷为西华师范大学同胞关

系研究课题组自编问卷，小组成员参考 Kramer

在 1995 年编制的用于评估同胞关系质量的问卷

PEPC—SRQ（Parental expectations and Percep-

tions of children’s sibling relationships question-

naire）的三个维度，同胞亲密、同胞竞争、同胞争

胜行为。每个维度下具有各自的小维度，同胞亲

密下有自豪（proud）、保护（protect）、安慰（com-

fort）、忠诚（loyal）、帮助（help）、友爱（friendly）、

尊重（respect）、喜欢（like）、分担忧愁（share sor-

row）、彼此交谈（talking）、一起玩耍（playing）、分

享（sharing）、教学（teaching）。同胞竞争维度分

为对抗与冲突（confrontation and conflict）、竞争

（conpete）、嫉妒（envy）。同胞争胜行为维度下分

为争夺物品（compete for goods）、争夺领土（fight

for territory）、争吵（wrangle）、挑衅（provoke）、生

气（angry）、威胁（threaten）、无法解决的冲突（a

conflict can’t be resloved）、控制与命令（control

and command）。初测卷根据维度编制 60 道题

项，共发放 220 份问卷，有效问卷 192 份。将返

回数据使用 SPSS23.0 进行验证性分析，留下四

个维度：同胞友好、同胞冲突、同胞互动、同胞接

纳，总问卷 Cronbach’s α系数为 0.89，具有较好的

内部一致性。

（三）研究程序

本次研究于 5所幼儿园中，通过与一线幼儿

教师了解信息，向该园所有头胎儿童发放问卷，

被试均为智力正常、交流正常的全同胞头胎儿

童，问卷由被试儿童的父母或者祖辈以日常中对

头胎儿童的观察进行填写。本次发放问卷 184

份，回收 172份，回收率为 93％；因 4岁左右头胎

儿童人数较少，为保证实验结果的科学性，满足

各年龄阶段及性别比例的一致性，依据4 岁组 50

人（女 25 人、男 25 人）、5 岁 组 50 人（女 25 人、

男 25 人）、6 岁组 50 人（女 25 人、男 25 人）的标

准，随机选取150份问卷。

（四）数据处理

本研究使用实验与问卷所获得的数据，使用

SPSS23.0 进行分析。

三、研究结果与分析

（一）4-6岁头胎儿童同胞关系质量的发展

以 0.1～3 岁为组 1，0.1～4 岁为组 2，0.1～6

岁为组3，三组年龄差组为自变量，头胎儿童同胞

关系问卷得分为因变量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

结果显示，同胞冲突在同胞年龄差上有显著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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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05）。经事后检验发现，在同胞冲突维度，

组 1 与组 3（M 组 1-M 组 3=0.603*）呈现显著差异

（P＜0.05），组 2 与组 3（M 组 2-M 组 3=0.445*）呈现

显著差异（P＜0.05）。在同胞互动维度，组 1 与

组 2（M 组 1-M 组 2=0.406*）具有显著差异（P＜0.05）

（见表1）。
表1 不同年龄差头胎儿童同胞关系得分水平

维度

同胞友好

同胞冲突

同胞互动

同胞接纳

总分

组1（n=50）

3.72±0.73

3.14±0.82

3.34±0.90

3.71±0.79

3.48±0.50

年龄差 M±SD

组 2（n=50）

3.76±0.65

2.98±0.75

2.94±0.69

3.86±0.76

3.39±0.47

组 3（n=50）

3.95±0.76

2.53±0.99

3.02±1.06

3.97±0.79

3.37±0.60

F

1.37

6.50

2.80

1.38

0.61

P

0.256

0.002

0.064

0.255

0.544

表2 同胞关系质量在性别一致性上的发展

维度

同胞友好

同胞冲突

同胞互动

同胞接纳

总 分

性别一致
(n=71)

3.77±0.78

3.26±0.86

3.09±1.01

3.86±0.84

3.49±0.67

M±SD

性别不一致
(n=71)

3.86±0.67

3.07±0.89

3.03±0.82

3.91±0.65

3.47±0.46

T

-0.658

1.281

0.39

-0.418

0.30

P

0.065

0.858

0.026

0.027

0.000

以性别一致性自变量，头胎儿童同胞关系质

量为自变量进行独立样本 T 检验。 根据表 2可

以看出，在同胞互动、同胞接纳、同胞关系质量总

分上具有性别一致性差异（P＜0.05）。且性别一

致时的同胞关系质量得分高于性别不一致的得

分。

（二）4-6岁头胎儿童家庭规则与同胞关系质

量的相关分析
表3 家庭规则各维度与同胞关系各维度的相关分析

1发生频率

2 角色

3 参与情况

4 情感投入

5 商讨计划

6 FR 总分

7 同胞友好

8 同胞冲突

9 同胞互动

10 同胞接纳

11 SR 总分

M±SD

2.88±0.53

2.75±0.76

2.85±0.64

3.13±0.58

2.89±0.71

2.90±0.58

3.53±0.87

2.82±0.95

3.22±0.99

3.62±0.91

3.30±0.64

1

0.79**

0.82**

0.79**

0.78**

0.92**

0.37**

0.09

0.44**

0.34**

0.45**

2

1

0.67**

0.69**

0.76**

0.88**

0.40**

0.13

0.49**

0.40**

0.52**

3

1

0.79**

0.78**

0.89**

0.33**

0.11

0.37**

0.32*

0.41**

4

1

0.83**

0.90**

0.40**

0.05

0.38**

0.41**

0.45**

5

1

0.92**

0.40**

0.16*

0.43**

0.41**

0.51**

6

1

0.42**

0.13

0.47**

0.42**

0.52**

7

1

-0.08**

0.64**

0.71**

0.80**

8

1

0.06

-0.11*

0.32**

9

1

0.61**

0.84**

10

1

0.79** 1

11

从表 3 可以看出，同胞关系质量中的同胞友

好维度与家庭规则中的发生频率、角色、参与情

况、情感投入、商讨计划维度均呈显著正相关

（P＜0.05）。同胞关系质量中的同胞冲突与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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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则中的商讨计划显著正相关（P＜0.05）。同胞

关系质量中的同胞互动与家庭规则中的发生频

率、角色、参与情况、情感投入、商讨计划维度均

呈显著正相关（P＜0.05）。同胞关系质量中的同

胞接纳与家庭规则中的发生频率、角色、参与情

况、情感投入、商讨计划维度均呈显著正相关

（P＜ 0.05）。同胞关系质量总分与家庭规则总分

呈显著正相关（P＜0.05）。

（三）4-6岁头胎儿童家庭规则与同胞关系质

量的回归分析
表4 同胞关系质量各维度与家庭规则各维度的线性回归分析

因变量

同胞友好

同胞冲突

同胞互动

同胞接纳

同胞关系质量

预测变量

发生频率

角色

参与情况

情感投入

商讨计划

商讨计划

发生频率

角色

参与情况

情感投入

商讨计划

发生频率

角色

参与情况

情感投入

商讨计划

家庭规则

R

0.372

0.409

0.333

0.406

0.407

0.054

0.440

0.496

0.371

0.385

0.438

0.346

0.403

0.329

0.419

0.419

0.526

R2

0.138

0.167

0.111

0.165

0.165

0.029

0.194

0.246

0.138

0.148

0.192

0.119

0.162

0.108

0.176

0.176

0.277

ΔR2

0.000

0.016

0.002

0.012

0.003

0.027

0.010

0.040

0.001

0.000

0.004

0.004

0.017

0.002

0.020

0.006

0.277

调整后R2

0.132

0.162

0.105

0.159

0.160

0.022

0.188

0.241

0.132

0.142

0.186

0.113

0.156

0.102

0.170

0.170

0.272

F

23.706

29.705

18.404

29.229

29.324

4.362

35.595

48.263

23.666

25.741

35.068

20.066

28.643

17.905

31.599

31.517

56.751

β
0.609

0.466

0.452

0.605

0.492

0.225

0.826

0.647

0.578

0.656

0.606

0.596

0.483

0.470

0.657

0.533

0.580

t

4.869

5.450

4.290

5.406

5.415

2.088

5.996

6.947

4.865

5.074

5.922

4.480

5.352

4.231

5.621

5.614

7.533

从表 4 可以看出，发生频率、角色、参与情

况、情感投入、商讨计划均对同胞友好、同胞互

动、同胞接纳有正向预测作用。其中发生频率对

同胞互动、同胞接纳的预测力为 1％，0.4％。角

色对同胞友好、同胞互动、同胞接纳的预测力为

1.6％，4％，1.7％。参与情况对同胞友好、同胞互

动、同胞接纳的预测力为 0.2％，0.1％，0.2％。情

感投入对同胞友好、同胞接纳的预测力为 1.2％，

2％。商讨计划对同胞友好、同胞冲突、同胞互

动、同胞接纳的预测力为 0.3％，2.7％，0.4％，

0.6％。家庭规则正向预测同胞关系质量，预测力

为 27.7％。

四、讨论

（一）4-6岁的年龄差可能是头胎儿童同胞关

系质量发生变化的一个重要的间隔

本研究先进行了同胞关系质量与头胎儿童

性别、年龄的相关分析，结果证明头胎儿童的同

胞关系质量与年龄、性别均不相关。而头胎儿童

的同胞关系质量中有两个主体，一个是头胎儿童

一个是兄弟姊妹，同胞关系质量与头胎儿童的性

别不相关，那么则可能与两个儿童的性别及年龄

相关，因此，本研究对头胎儿童与二胎儿童的年

龄差距、性别一致性进行分组。

年龄差的研究结果表明，同胞冲突在年龄差

上差异显著，从组 1到组 2的这一阶段没有表现

出差异，那么说明3岁到4岁的年龄差间隔中，头

胎儿童的同胞冲突没有差异。但是从组 2到组 3

的阶段中表现出差异，则说明 4岁到 6岁的间隔

中，头胎儿童的同胞冲突差异显著。因此可以得

出结论，4-6 岁的年龄差可能是头胎儿童同胞关

系质量发生变化的一个重要间隔。根据已有研

究发现，头胎儿童的年龄差与争吵次数有关，年

龄差越大，发生争吵的频率越高［20］。Riordan的研

究同样认为，过大的年龄差并不益于儿童们的成

长，甚至可能会导致同胞之间的问题［21］。其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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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是随着年龄差的增大，同胞之间扮演的家庭

角色与分工的区别越大，年长者需要承担更多的

家庭事务，付出更多对年幼者的关心而非获得，

即使我们了解个体对归属与爱的需求是伴随终

身的，但我们会出于本能与道德给予年幼者更多

的关注。对于原因的探究，也有学者认为，年龄

差增大会因为心理适应障碍和个人继续社会化

产生同胞隔阂［22］。然而，本文只能说明在 4-6岁

的头胎儿童中存在随着年龄差的增加同胞关系

质量变差的现状，并不能说明在之后的年龄增长

中仍存在此情形。

在同胞互动上，组 1 到组 2 的差异是显著

的，这说明随着年龄差的增加，头胎儿童和弟弟

妹妹们的互动在减少，这一结果与以往研究［21］

较为一致。在同胞中，随着年龄的增加，身心发

展程度、认知水平、思维方式、兴趣取向会有较

大的不同，同胞互动也会相应减少，甚至可能产

生同胞冲突。

在性别一致性上，头胎儿童与弟弟妹妹的性

别一致性在同胞关系上也体现出了显著的差

异。其中性别一致的兄弟姊妹表现出更高的得

分，这意味着头胎儿童与二胎儿童性别一致时，

他的同胞关系质量更好。这一研究结论与以往

研究一致［23-24］，同性别的兄弟姐妹更能相互理解

彼此的思维和想法，具有更紧密的联系［24］，这可

能也帮助了他们维系更好的同胞关系质量。

（二）家庭规则与同胞关系质量呈正相关

关系

从研究结果可以看出，4-6 岁头胎儿童的家

庭规则与同胞关系质量密切相关。Dawson的研

究证实家庭分工与同胞关系质量相关［18］，本研究

得出的结论与之一致。

从维度上看，同胞友好、同胞互动、同胞接纳

与发生频率、角色分工、参与情况、情感投入、商

讨计划均是相关的。但是其中值得注意的是，同

胞冲突维度只与商讨计划相关，且是正相关，家

庭成员对家庭活动的商讨会正向预测同胞之间

的冲突，虽然其预测力很小，仅有 2.7％。这意味

着4-6岁头胎儿童家庭中的商讨计划可能存在不

恰当的方式，使得头胎儿童与弟弟妹妹出现同胞

冲突。结合已有研究发现，父母对头胎儿童的教

养方式存在差别对待［25］，父母的区别对待与子女

的行为问题有关［23］。因此，从这个角度分析同胞

冲突的原因，可能是在商讨计划家庭活动的过程

中，父母对于意见采纳与活动主体的确立具有倾

向性，其过程中过多得采纳了二胎儿童喜欢的活

动，或是主要以二胎儿童为重心主体进行家庭活

动。这一问题的出现，可能与家庭规则中的公平

性相关，但家庭规则制定的公平性在维度中没有

直接的体现，本文认为这是日后家庭规则研究中

值得挖掘的内容。

从总体上看，家庭规则与同胞关系质量显著

正相关，且预测力具有 27.7％。家庭规则是个体

所处家庭环境中一个较为稳定的，约定俗成的活

动仪式。同胞作为家庭成员会自主或被动地参

与各种家庭活动。因此，开展一定次数的家庭活

动；更清晰的角色分工；家庭成员高度的积极性；

家庭成员对家庭活动更多的重视与情感投入，都

会促进头胎儿童的同胞关系质量的提高。

五、结论与教育建议

（一）结论

1.4-6岁的年龄差可能是头胎儿童同胞关系

质量发生变化的一个重要间隔。

2.同胞关系质量在头胎儿童与二胎儿童的性

别一致性上具有差异，性别一致的头胎与二胎儿

童具有更好的同胞关系质量。

3.4-6岁头胎儿童的家庭规则与同胞关系质

量显著正相关，家庭规则正向预测头胎儿童同胞

关系质量，其中商讨计划维度与同胞冲突维度正

相关。

（二）教育建议

1. 关注同胞年龄差与性别差异，促进同胞间

的直接交流

过大的年龄差可能会使得同胞关系质量下

降，性别不一致的同胞也可能出现同胞关系质量

不佳，基于较难改变的生理特征，教育者应引导

与促进同胞间的直接交往。前文的研究表明，随

着年龄的增长，同胞间的互动减少，而同胞关系

质量的提高需要以同胞接纳为基础的高水平互

动。在日常生活中，当同胞的年龄差距越大，同

胞的身心发展水平、认知水平出现较大差异，父

母可能会选择更多的介入同胞交流中，以“你帮

弟弟/妹妹……”“弟弟/妹妹 需要……”的话语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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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达成兄弟姐妹交流的目的，但这样的行为反而

易阻碍同胞的接纳与互动。因此，面对年龄差较

大的、性别不一致的同胞，我们需要更多引导和

促进直接交流，减少间接交流，且不介入同胞之

间的正常交往。

2. 关注商讨计划中的头胎儿童，给予及时

干预

当家人在商讨计划周末、假期的活动时，似

乎潜在的激发着头胎儿童与同胞之间的矛盾。

前文提到家庭对待头胎儿童存在着区别对待的

现象，而当头胎儿童感受到区别对待时，往往会

促成他的行为问题。本文也猜测商讨计划环节

激起同胞冲突的原因与活动制定的公平性有关

系，在家庭活动的商讨计划中，由于年幼者身体

发展水平、心理发展程度低，几乎活动的制定都

需要优先考虑年幼者的需求，而易忽视年长者的

需要。当这种情况常常出现，头胎儿童的需求一

直未得到回应，就可能会激起头胎儿童的行为问

题和同胞冲突。因此，在商讨计划家庭活动时，

父母应给予头胎儿童合理的关注和关心，在考虑

公平性的基础上关注头胎儿童的负面表现或是

负面情绪，并予以相应的干预手段，例如强调活

动中头胎儿童的角色，并安排合理的角色任务；

关注并规律性地响应头胎儿童的需求；引导头胎

儿童来根据每位家庭成员的需求设计活动计划。

3.构建良好的家庭规则，提高头胎儿童同胞

关系质量

从实验总体上看，家庭规则水平的高低与

同胞关系质量的高低有十分显著的联系，较高

的家庭规则水平预测了较高的儿童同胞关系质

量。家庭规则是每一位家庭成员情感交流的基

石，建立联系的纽带，为了促进儿童同胞的同

胞接纳、同胞友好、同胞接纳，减少同胞冲突，

从家庭规则入手施加影响是较为有效的方法。

可以通过在周末、节假日、寒暑假计划频率适

宜的家庭聚餐、家庭旅行、运动项目；在家庭活

动中进行清晰的角色分配；在活动中有意识地

调动每一位成员参与的积极性、活动的选取倾

向于家庭成员接受并喜爱的，使之愿意投入情

感；活动的商讨计划最大限度地关注每一位家

庭成员的需求，家庭成员均参与活动决议等方

面构建良好的家庭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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