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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家庭是学前儿童最早接触的核心微观环境系统，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及家庭中父亲为学前儿童提供的教育、心理、生活、游

戏支持深刻影响着学前儿童的社会能力。对河南省629位学前儿童父亲展开问卷调查，研究发现：父亲家庭支持和儿童的社

会能力均处于中等水平；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家庭内部支持与学前儿童的社会能力三者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Bootstrap法检

验表明，家庭内部支持在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与学前儿童社会能力之间存在显著的中介效应。因此，为提升学前儿童的社会能

力，应提升对学前儿童父亲的社会支持，增强父亲的育儿意识与能力；优化父亲对儿童家庭支持的结构，为幼儿提供适宜的家

庭支持;构建家、园、社协同育儿共同体，塑造幼儿发展的良好生态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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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amily is the earliest core micro-environmental system that preschool children are first exposed to，and the family’s socio⁃
economic status and the educational，psychological，life，and play support provided by fathers in the family profoundly affect pre⁃
school children’s social competence. A questionnaire survey was conducted on 629 fathers of preschool children in Henan Province.
The results show that: Fathers’family support and children’s social competence are at a medium level; there i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family socioeconomic status，family support，and preschool children’s social competence; The Bootstrap test
shows that there is a significant mediating effect between family’s socioeconomic status and preschool children’s social competence.
Therefore，in order to improve the social competence of preschool children，it’s necessary to enhance the social support for fathers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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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school children and enhance the awareness and ability of fathers in parenting，optimize the structure of fathers’family support for
their children and provide appropriate family support for young children，and build a collaborative parenting community among home，
garden，and society，so as to shape a good ecosystem for young children’s development.
Key words: family socioeconomic status; family support; preschool children; social competence

一、问题提出

社会能力一般是指儿童适应与应对周围自

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能力，主要包括自主性、同

伴交往等内容［1］，不仅深刻影响着儿童的情绪变

化、认知发展和心理构建［2］，也影响着儿童的学业

表现、人际交往和社会适应［3-4］。相关研究表明，

学前期是幼儿社会能力发展的关键期［5］，在该时

期培养幼儿的社会能力可以有效抑制幼儿的攻

击行为与破坏行为，提升幼儿的亲社会性［6］。而

早期儿童社会能力发展不良，可能会为儿童未来

各方面的发展带来各种潜在危机。在关于学前

儿童社会能力影响因素的研究中，诸多学者将家

庭因素视为影响幼儿社会能力的关键。如Pettit

研究发现，家庭中父母积极的参与幼儿教养，并

为幼儿的发展提供充足的家庭支持可以显著的

提升儿童的社会能力，促进幼儿的健康发展［7］。

可见，父母为幼儿提供的家庭支持对学前儿童社

会能力的发展至关重要。

关于家庭支持的研究最早见诸于心理学领

域，由Cohen 和 Wills提出，并将其作为社会支持

系统中的重要一环［8］。后经发展，国内学者岳亚

平立足于中国实际，基于儿童视角，并结合儿童

发展的微观生态，将家庭支持定义为父母（或主

要抚养人）为促进儿童的全面健康发展，在教

育、心理、游戏及生活层面为幼儿提供的支持与

帮助，其中生活支持是指家庭为幼儿提供的衣、

食、住、用等必要的物质支持，用以保障幼儿基

本的生存与发展；教育支持是指家长在教育观

念和教育行为上为促进幼儿发展而提供的支持

与帮助；心理支持是指家长在情绪情感、社会适

应、人格完整等方面为幼儿提供的支持与帮助；

而游戏支持是指家长为幼儿提供的休闲娱乐与

游戏活动支持，具体体现在家长对游戏的认识

与行为［9］。随后经过实证探索，发现家庭支持对

学前儿童的情绪情感体验与社会性发展等影响

深远［10］，同时相关研究也指出，父母的受教育水

平、家庭平均月收入等代表家庭社会经济地位

的因素，可以显著影响父母对学前儿童的家庭

支持水平，进而作用于学前儿童的发展。因此，

家庭的社会经济地位值得研究者更多的反思与

关注。

一般而言，家庭社会经济地位是对儿童家庭

成员的社会和经济地位的度量，其核心指标主要

包括家庭中核心主体的受教育水平、收入等

等［11］。研究发现，高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的家庭

中，幼儿的身体发育、学业表现和社会能力等发

展良好，而低社会经济地位的家庭中儿童更易出

现社交困难、攻击性行为频发、人际关系不良等

社会能力欠缺问题［12-13］。Lurie指出：这可能是因

为高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的家庭有着良好的经济

条件，丰富的家庭资源，同时父母的受教育水平

较高，也更为关注子女的成长，注重对子女的教

育引导与生活支持等，使得幼儿的认知与社会性

发展状况良好，从而影响幼儿的学业成就［14］。而

一项长达七年的追踪调查也发现，在加入儿童个

体的自我努力、家长的参与等变量后，会显著提

升家庭背景对儿童发展的影响，父母参与对儿童

成长具有更为直接的作用［15］。Hosokawa在其研

究中也梳理了婚姻冲突、教养方式等第三方因素

在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与儿童社会能力发展中的

作用，并发现父母的教养方式在家庭社会经济地

位与儿童心理健康之间也存在显著的中介效

应［16］。由此可见，父母为幼儿提供的家庭支持是

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与儿童社会能力之间的重要

中间变量，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可能会通过父母的

教养方式与支持行为对儿童的发展产生影响。

梳理文献后发现，当前的研究多将目光聚焦

于青少年群体，对学前儿童的研究相对较少，且

已有研究主要研究家庭教养方式这一变量，缺少

对家庭内部支持体系的建构与梳理，以及家庭内

部支持体系在其中发挥作用的挖掘与探索。同

时，在已有关于学前儿童的研究，也多将家庭中

的父母视为同质化的整体，未能探析由于家庭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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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不同而带来的家庭内部支持差异对学前儿童

社会能力的影响［17-18］，亦或是聚焦于学前儿童母

亲，忽视了父亲家庭支持对学前儿童社会能力的

影响［19］。Slagt指出：由于父母劳动分工的差异和

承担家庭责任的不同，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与父亲

的关系更为密切，同时父母对学前儿童的教养方

式及行为也存在显著的差异［20］。李晓巍提出：与

母亲相比，父亲的教育参与可能对幼儿的社会能

力存在不同的影响，父亲参与教养的价值亟待探

究［21］。因此，本研究基于生态学视角，着眼于学

前儿童发展过程中的微观生态系统——家庭，以

教养活动中的核心主体之一——学前儿童父亲

为研究对象，探究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父亲家庭

支持和学前儿童社会能力的影响，以期找到影响

父亲对学前儿童家庭支持的关键因素，同时从生

活、教育、心理与游戏等方面构建促进学前儿童

社会能力提升的中介模型，并据此提出相关建

议。本研究的假设如下：

假设1：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可以显著正向预

测学前儿童的社会能力；

假设2：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父亲对学前儿童

的家庭支持以及学前儿童的社会能力三者之间

存在显著的相关；

假设3：父亲对学前儿童的家庭支持在家庭

社会经济地位与学前儿童社会能力之间存在显

著的中介效应。

二、研究方法

（一）研究对象

本研究以3-6岁学前儿童为研究对象，采用父

母报告形式进行问卷调查，按照2022年河南省各

市GDP排名，将河南省18市划分为高中低三类经

济发展地区，采取分层随机抽样的方式，对河南省

Z市、L市和K市的城市与农村幼儿园（每个区域公

办与民办园各一所），共计12所幼儿园展开问卷调

查。共发放问卷720份，回收问卷份720，回收率为

100%，剔除无效问卷91份，剩余有效问卷629份，

问卷有效率为87.36%（详见表1）。

（二）研究工具

1.《家庭社会经济地位》（SES）

任春荣指出：可以将父母的受教育水平和平

均月收入作为测量指标，来衡量家庭的社会经济

地位［22］。李艳芳等人在其研究中也将二者作为

社会经济地位的核心指标［23］。因此，本研究将父

母的受教育水平划分为中专及以下、大专、本科

和硕士研究生及以上四个层级，分别计1-4分；将

父母的平均月收入划分为 2500 元以下、2500-

5000元、5000-7500元和7500元以上四个层级，

分别计1-4分。进而，将父母的受教育水平与平

均月收入转化为标准分，并相加求得均值作为家

庭社会经济地位的指标。
表1 研究对象基本情况一览表

基本信息

受教育水平

平均月收入

（元）

居住地

幼儿性别

幼儿班级

园所性质

类别

中专及以下

大专

本科

硕士及以上

2500元以下

2500-5000元

5000-7500元

7500元以上

城市

农村

男

女

小班

中班

大班

公办

民办

人数

145

220

225

39

78

225

181

145

324

305

327

302

216

212

201

338

291

百分比（%）

23.1

35.0

35.8

6.2

12.4

35.8

28.8

23.1

51.5

48.5

52.0

48.0

34.3

33.7

32.0

53.7

46.3

2.《学前儿童家庭内部支持问卷》（FSQ）

该问卷由河南大学岳亚平等人编制，问卷包

含4个维度，共计18个条目，分为心理支持、教育

支持、游戏支持和生活支持［24］。采用Likert五点

计分法，“完全不符合”“基本不符合”“不确定”

“基本符合”到“完全符合”分别记1-5分，由幼儿

家长填写，问卷得分为各维度分数之和，得分越

高则代表家庭支持水平越高。原问卷4个维度的

内部一致性系数位于0.649—0.831之间，总问卷

的Cronbach’s Alpha系数为0.880，说明问卷的信

效度良好，可用于学前儿童家庭内部支持水平的

测量。该问卷在本研究中的Cronbach’s Alpha系

数为0.894，其中心理支持为0.829，教育支持为

0.809，游戏支持为0.649，生活支持为0.7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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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儿童社会能力调查问卷》（SCQ）

该问卷由国外学者Lafreniere等编制，被广泛

应用于国内外幼儿社会能力的测量［25］。2012年

国内学者梁宗宝等人对其进行本土化编译与修

订，问卷共包含10个条目［26］。采用Likert六点计

分法，“从不”“很少”“有时”“经常”“很频繁”到

“总是”分别记1-6分，由幼儿家长填写，问卷得分

为各维度分数之和，得分越高则代表幼儿社会能

力越强。原问卷的 Cronbach’s Alpha 系数为

0.800，说明问卷的信效度良好，可用于学前儿童

社会能力的测量。该问卷在本研究中的Cron-

bach’s Alpha系数为0.908。

（三）数据处理

首先采用Harman单因素法对共同方法偏差

进行检验［27］，结果表明，按照特征根大于1的标

准，未旋转的第一个因子只解释了全部变异量的

20.64%，未占总变异解释量的40%，因此本研究

不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然后，采用

SPSS26.0软件对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进而进行

单因素方差分析、独立样本t检验、相关分析、回

归分析和中介效应检验。

三、研究结果与分析

（一）学前儿童家庭支持与社会能力的现状

及其在人口学变量上的差异检验

1.学前儿童家庭支持与社会能力的现状

数据分析结果显示，本研究中学前儿童父亲

的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均分为（2.53±0.76），高于

理论中值2.5，所以，研究中学前儿童的家庭社会

经济地位总体而言处于中等水平。

学前儿童家庭支持总体（4.18±0.32）得分较

高，其中教育支持（4.49±0.33）得分最高，其次为

游戏支持（4.31±0.51），再次为生活支持（3.96±

0.44），最后为心理支持（3.95±0.35）。家庭支持

总体及其各个维度的得分均高于理论中值3，所

以学前儿童家庭支持的得分处于中等水平。而

学前儿童社会能力的得分为（4.31±0.82），高于

理论中值3.5，所以，当前学前儿童的社会能力得

分处于中等水平。

2.学前儿童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家庭支持与

社会能力在人口学变量上的差异检验

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和单因素方差分析，对

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家庭支持与学前儿童的社会

能力进行人口学变量的差异检验（详见表2），家

庭社会经济地位在居住地与园所性质上存在显

著差异，具体而言，城市儿童的家庭社会经济地

位要显著高于农村，公办园儿童的家庭社会经济

地位要显著高于民办园儿童；学前儿童的家庭支

持在居住地、园所性质上存在显著差异，具体而

言，城市父亲为学前儿童提供的家庭支持要略高

于农村父亲，公办园父母为儿童提供的家庭支持

要显著高于民办园；而学前儿童的社会能力在性

别、年级和园所性质上存在显著差异，具体来看，

女孩的社会能力要略高于男孩，幼儿的社会能力

随着年龄的提升与年级的提高而增强，同时公办

园幼儿的社会能力要高于民办园。
表2 学前儿童家庭支持与社会能力在人口

学变量上的差异检验

基本

信息

居住

地

幼儿

性别

幼儿

年级

园所

性质

类别

城市

农村

t

男

女

t

①小班

②中班

③大班

F

LSD

公办

民办

t

家庭经济

地位

2.64±0.73

2.23±0.74

6.99***

2.43±0.74

2.45±0.78

-0.38

2.46±0.81

2.42±0.71

2.43±0.77

0.19

——

2.62±0.70

2.22±0.76

6.95***

家庭支持

4.21±0.32

4.16±0.33

1.73*

4.17±0.32

4.18±0.33

-0.41

4.18±0.30

4.19±0.34

4.18±0.33

0.02

——

4.29±0.26

4.04±0.33

10.21***

社会能力

4.31±0.82

4.29±0.84

-0.27

4.23±0.84

4.38±0.81

-2.23*

4.12±0.77

4.33±0.85

4.47±0.84

9.84***

③＞②＞①***

4.48±0.80

4.29±0.81

6.05***

注：*p<0.05，**p<0.01，***p<0.001，表示在该人口学变

量上组内差异显著

（二）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家庭支持与社会能

力的相关分析

Spearman 相关分析表明：家庭社会经济地

位、家庭内部支持与学前儿童社会能力总体及各

维度之间均呈现显著的正向相关，即家庭社会经

济地位与家庭内部支持（r=0.365，p<0.001）与学前

儿童社会能力（r=0.157，p<0.001）显著相关；家庭

内部支持与学前儿童社会能力（r=0.428，p<0.001）

密切相关（见表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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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家庭支持与社会能力的相关分析

V
家庭社会经济地位

家庭支持
教育支持
心理支持
游戏支持
生活支持
社会能力
M±SD

1
1

0.365**

0.125**

0.236**

0.291**

0.410**

0.157**

2.53±0.76

2

1
0.683**

0.695**

0.854**

0.784**

0.428**

4.18±0.32

3

1
0.553**

0.482**

0.374**

0.389**

4.49±0.33

4

1
0.486**

0.396**

0.293**

3.95±0.35

5

1
0.529**

0.346**

4.31±0.51

6

1
0.340**

3.96±0.44

7

1
4.31±0.82

注：*p<0.05，**p<0.01，***p<0.001，双尾，相关性显著

（三）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家庭内部支持的

直接效应

由表2可知，居住地、性别、年级和园所性质

均对学前儿童的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家庭支持、

社会能力造成显著影响，因此需要对这些人口学

变量进行控制，以排除其对直接效应路径的干

扰。结果显示：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可以显著正向

预测学前儿童的社会能力（β= 0.121，p＜0.001）验

证本研究假设1（见表4）。

表4 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学前儿童社会能力的直接预测效应

回归方程

结果变量

社会能力

预测变量

居住地

幼儿性别

幼儿年级

园所性质

家庭社会经济地位

整体拟合指数

R

0.319

R2

0.102

F

15.525***

回归系数显著性

β
0.037

0.075

0.107

-0.168

0.121

t

0.929

1.960*

2.280**

-5.056***

4.473***

注：*p<0.05，**p<0.01，***p<0.001

（四）家庭内部支持在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与

学前儿童社会能力间的中介作用

由表3可知，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家庭内部支

持和幼儿社会能力之间均存在显著相关，这表明

三者之间可能存在中介效应，为进一步了解三者

关系，验证家庭支持在二者之间是否存在中介作

用，本研究采用SPSS26.0中的PROCESS插件，进

行Bootstrap 法的中介效应检验，检验模型选择

Model4，抽取样本量设置为5000，设定置信区间

为95%。

由上文可知，居住地、幼儿性别、幼儿年级与

园所性质等均可影响三个主变量，因此，在进行

分析时，我们仍然对其进行控制，回归分析结果

详见表5。分析表明，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学前

儿童社会能力的影响总效应显著（β=0.1212，p<

0.001）。其次，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可以直接正向

预测家庭内部支持（β=0.2586，p<0.001）；最后，在

将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和家庭内部支持共同纳入

回归方程后，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学前儿童社会

能力的影响不再显著（β=0.0081，p>0.05），而家庭

支持对学前儿童社会能力的影响达到显著（β=

0.4377，p<0.001）。由此可见家庭支持是家庭社

会经济地位影响学前儿童社会能力的重要中间

变量，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只有转换为高效的家庭

内部支持才能有效提升学前儿童的社会能力（见

表5）。
表5 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家庭支持与学前儿童社会能力的回归分析

回归方程
结果变量
社会能力
家庭支持

社会能力

预测变量
家庭社会经济地位
家庭社会经济地位
家庭社会经济地位

家庭支持

整体拟合指数
R

0.3139
0.4652

0.4740

R2

0.1020
0.2164

0.2247

F
14.1485***
34.4077***

30.0445***

路径

c
a
c’
b

回归系数显著性
β

0.1212
0.2586
0.0081
0.4377

t
2.8189**
7.1197***
0.1942

9.9226***

注：*p<0.05，**p<0.01，***p<0.001；模型中各路径系数均采用标准化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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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介效应分析结果详见表6。结果表明：（1）

在引入家庭内部支持这一中介变量之前，家庭社

会经济地位对学前儿童社会能力的直接效应显

著，即c显著（95%置信区间［0.0050，0.0368］不包

含0）；（2）在加入家庭内部支持这一中介变量之

后，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学前儿童社会能力的直

接效应不再显著，即c’不显著（95%置信区间［-

0.0669，0.0999］包含0）。而家庭内部支持在家庭

社会经济地位与学前儿童社会能力之间的间接

效应达到显著，即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家庭内部

支持→学前儿童社会能力的路径显著（95%置信

区间［0.0625，0.1501］不包含0）。因此，父亲为学

前儿童提供的家庭内部支持在家庭社会经济地

位与学前儿童社会能力之间存在显著的中介效

应，中介路径成立，为完全中介效应。

表6 家庭支持总体的中介效应分析

直接效应

间接效应

总效应

路径

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社会能力

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家庭支持→社会能力

Effect

0.0081

0.1131

0.1212

95%CI

[-0.0669,0.0999]

[0.0625,0.1501]

[0.0050,0.0368]

t

0.6976

2.8198**

效应类型

完全中介

注：*p<0.05，**p<0.01，***p<0.001;模型中各路径系数均采用标准化数值

由此，构建出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影响学前儿

童社会能力的中介效应图（见图1）。

家庭支持

家庭社会经济地位 学前儿童社会能力

0.2586***

0.0081

0.4733***

图1 家庭内部支持的中介效应图

为深入探析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家庭内部

支持的影响，以及家庭内部支持各维度在家庭社

会经济地位与学前儿童社会能力之间的中介作

用，我们将家庭内部支持的各个维度作为显变量

加入到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与学前儿童社会能力

之间，从而构建出并行中介模型（这里仍然对显

著的人口学变量进行控制，检验结果详见表7）。
表7 家庭支持各维度的中介效应分析

直接效应

间接效应

总效应

路径

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社会能力

家庭社会经济地位→教育支持→社会能力

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心理支持→社会能力

家庭社会经济地位→游戏支持→社会能力

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生活支持→社会能力

Effect

0.0165

0.0177

0.0082

0.0280

0.0508

0.1212

95%CI

[-0.0669,0.0999]

[0.0004,0.0391]

[-0.0108,0.0274]

[0.0073,0.0521]

[0.0213,0.0848]

[0.0050,0.0368]

t

0.6976

2.8198**

效应占比

13.61%

14.60%

6.77%

23.10%

41.91%

注：*p<0.05，**p<0.01，***p<0.001;模型中各路径系数均采用标准化数值

结果表明教育支持、游戏支持与生活支持均

在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与学前儿童的社会能力之

间起到显著的中介作用（95%的置信区间均不包

含0），其中生活支持的中介效应量最大，其次为

游戏支持，再次为教育支持，中介效应量分别为

0.0508、0.0280 和 0.0177，中介效应占比分别为

41.91%、23.10%和14.60%，而心理支持的中介效

应并不显著（95%的置信区间包含0）。

由此，构建出家庭内部支持各个维度的中介

效应图（详见图2）。

家庭社会
经济地位

学前儿童
社会能力

教育支持

心理支持

游戏支持

生活支持

0.0848*

0.1966***

0.2065***

0.3154***

0.2090***

0.0417

0.1358**

0.1611***

0.0165

图 2 家庭内部支持各个维度的中介效应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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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讨论

（一）家庭内部支持与学前儿童社会能力处

于中等水平，但存在不同层面的差异

研究发现：当前父亲对学前儿童的家庭支持

处于中等水平，有待进一步提升，其中教育支持

的得分最高，游戏支持次之，生活支持再次，心理

支持最低。不难理解，在我国传统的家庭教育观

念中存在着“男主外，女主内”的思想观念，致使

长期以来，母亲成为育儿活动的主体与育儿责任

的主要承担者，父亲往往处于育儿活动的边

缘［28］，因而父亲对学前儿童的家庭支持处于中等

水平，有待提升。而“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育

儿期待，则使得父亲对学前儿童的家庭支持多集

中在教育方面。这也在其他研究中得到了证

实。如学者李晓巍在其研究中发现当前学前儿

童父亲参与教养的程度普遍偏低，参与的内容也

更多的集中在对学前儿童的教育指导，较少关注

学前儿童情绪变化与心理发展［29］。研究也发现

父亲为学前儿童提供的家庭支持在居住地和园

所性质上存在显著差异，具体而言，城市父亲为

学前儿童提供的家庭支持要略高于农村父亲，公

办园父亲为儿童提供的家庭支持要高于民办园

父亲。不难理解，由于城乡经济发展水平的差

异，城市地区基础设施相对完善，教育资源较为

丰富，因而城市父亲为学前儿童提供的家庭支持

相对于农村地区而言更为多元，整体水平也偏

高［30］。而公办园由于其师资队伍稳定，家园互动

频繁，家园交流密切，使得父亲更为关注自身的

育儿参与，注重自身对幼儿的家庭支持，因而家

庭支持呈现出园所性质上的差异。

研究显示：当前学前儿童的社会能力得分处

于中等偏上水平，且在幼儿性别、年级与园所性

质上存在显著差异。具体来看，首先，女孩的社

会能力要略高于男孩，这与学者张晓与陈会昌的

研究保持一致［31］。杨蓓等人的研究也发现在学

龄前儿童中女孩的社会能力要显著高于男孩，并

指出这可能与幼儿的性格、气质以及言语发展，

认知发展等有关，一般而言，女孩容易遵守规则，

且言语发展良好，倾向于以沟通与交流来处理问

题，而男孩则相对活泼，喜欢打闹嬉戏，容易出现

愤怒与攻击行为，因而女孩的社会能力发展要高

于男孩［32］。其次，幼儿的社会能力呈现出随着年

龄的增加与年级的跃升而逐步提高的趋势，这与

已有研究相似［33］。一般而言，随着幼儿年龄的增

长和活动范围的扩大，以及班级教育内容的差

异，幼儿的社会技能诸如：言语、表情、动作等不

断发展，使其认知、情感与行为能力不断提升，从

而导致社会能力呈现出随着年级的跃迁而提升

的趋势。最后，公办园幼儿的社会能力发展要高

于民办园。公办园由于其师资力量雄厚，教育资

源丰富，因而其质量偏高，也更为注重对幼儿社

会能力的培养，因而幼儿的社会能力呈现出园所

性质上的差异。这也在学者胡旭祎的研究中得

到了证实［34］。

（二）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家庭内部支持与学

前儿童的社会能力存在显著的两两正相关

相关分析结果表明，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父

亲对幼儿的家庭内部支持以及学前儿童的社会

能力三者之间存在显著的两两正相关，这与已有

研究保持一致［35］。布朗芬布伦纳的生态系统理

论指出，个体处于一系列层层嵌套的生态环境系

统之中，这些环境系统由近及远分别是微观系

统、中间系统、外层系统、宏观系统和时间系统，

他们彼此交互，相互影响，共同作用于深处其中

的微观个体［36］。家庭是社会的细胞，而儿童于家

庭中诞生，在家庭中成长，因而，家庭成为幼儿从

“自然人”向“社会人”，“个性化”到“社会化”转变

的核心生态系统，其对外承接社会系统，对内影

响幼儿个体发展，在受到社会经济、文化等影响

的同时，也对幼儿的成长发展产生深刻的影响。

由此可见，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与父亲对学前儿

童的家庭支持以及幼儿的社会能力密切相关。

同时，我们的研究还发现，家庭社会经济对学前

儿童社会能力的直接预测作用显著，这与学者刘

慧敏的研究相似［37］。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作为家

庭生存质量的重要衡量指标，其与家庭成员的成

长与发展密切相关。

（三）家庭内部支持在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与

学前儿童社会能力之间存在显著的中介效应

研究结果显示，家庭内部支持在家庭社会经

济地位与学前儿童社会能力之间存在显著的中

介效应，为完全中介效应，即家庭社会经济地位

会通过影响父亲对学前儿童的家庭内部支持来

袁昊杰，岳亚平，赵一霏，等：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家庭内部支持和学前儿童社会能力的影响

家庭社会
经济地位

学前儿童
社会能力

教育支持

心理支持

游戏支持

生活支持

0.0848*

0.1966***

0.2065***

0.3154***

0.2090***

0.0417

0.1358**
0.1611***

0.0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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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前儿童
社会能力

教育支持

心理支持

游戏支持

生活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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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接影响学前儿童社会能力的发展。学者李忠

路等人的研究也表明，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并不是

简单、直接的影响儿童的成长与发展，而是存在

很大的转换空间，可以通过影响父母的教养方

式、教养观念来间接的影响儿童的成长发展［38］，

在一定程度上，家庭的社会经济地位影响了父母

教养观念、能力与行为，而父母的教养观念、能力

与行为则直接影响着学前儿童的成长与发展。

这在美国心理学家Bowon所提出的家庭系统理

论中得到了印证［39］。家庭系统理论指出：家庭中

的个人在与家庭成员的互动中实现关系建构与

自我分化，家庭中任何一个个体的积极改变都会

影响家庭中的其他成员。就父母而言，其对幼儿

的支持性行为，会显著影响幼儿的成长发展，但

家庭系统归属于更大的社会系统，因而父母的教

养行为必然受到社会文化背景、经济发展水平等

因素的制约，这种制约直接体现在社会系统对家

庭社会经济地位的影响上。

进一步对家庭支持各维度的中介作用分析

显示，生活支持的中介效应量最大，其次为游戏

支持，再次为教育支持，而心理支持的中介效应

并不显著。首先，生活支持的中介作用值得关

注，在本次横断研究中，父亲对学前儿童的生活

支持得分并不高，但其所起的中介效应量却最

大。这说明，生活支持作为父亲为幼儿提供的

衣、食、住、用等必要的物质支持，能够保障幼儿

基本的生存与发展，其对幼儿社会能力的影响是

基础而重要的。作为家庭社会经济地位重要衡

量指标的平均月收入，直接影响着父亲为学前儿

童提供的生活支持，因而生活支持的中介效应量

最大，但生活支持的得分却不高，这从侧面表露

出受制于传统的劳动分工，父亲在育儿中在一定

程度上忽视了对幼儿基本生活的关注。接着，由

于父亲受教育水平的影响和父亲育儿期待的引

导，教育支持的中介效应量也相对较高。同时，

随着国家“双减政策”的落地，父亲教育观念的更

新，和父亲对学前儿童游戏的深入理解，游戏对

学前儿童发展的价值日益凸显，越来越受到学前

儿童父母的重视，因此，游戏的中介效应达到显

著。Torres也发现父亲参与幼儿户外游戏的时间

越长，幼儿的社会能力越强［40］。最后，心理支持

的中介效应为达到显著水平，这可能与父亲对学

前儿童的心理发展认识不足有关。心理支持作

为家长在情绪情感、社会适应、人格完整等方面

为幼儿提供的支持与帮助，对幼儿的社会性发展

影响深远，但目前，学前儿童父母对学前儿童的

心理支持普遍偏低，父亲更为关注儿童的学业表

现，注重对儿童的教育支持，因此，心理支持的中

介作用并未达到显著［41］。

五、教育建议

（一）提升对学前儿童父亲的社会支持，增强

父亲的育儿意识与能力

研究发现，当前父亲对学前儿童的家庭内部支

持和学前儿童的社会能力均处于中等水平，有待进

一步的提升，同时家庭社会经济地位是影响父亲对

儿童家庭内部支持的重要变量，且与学前儿童的社

会能力密切相关，因此，可以通过加强对学前儿童

父亲的社会支持来提升低社会经济地位的父亲对

儿童的家庭支持水平，保障中社会经济地位的父亲

对儿童的家庭支持层次，优化高社会经济地位的父

亲对儿童的家庭支持结构，从而调动父亲参与育儿

的积极性，不断增强其育儿意识与能力［42］。学者李

敏谊的研究也指出：“随着中国人口政策的变化，来

自家庭内部的育儿支持已经不能满足父母的育儿

需要，在社会转型发展，家庭教育高质量转型的当

下，亟待构建对学前儿童父母的社会支持体系。”［43］

具体而言，在育儿政策支持上，加快出台支持父亲

参与育儿的政策，贯彻落实陪产假，育儿假等制度，

同时设立育儿津贴等育儿补助，缓和父亲的家庭工

作冲突；在社会公共服务上，进一步提升社公共服

务体系，从社会医疗、工作保障等方面给予学前儿

童父亲以育儿支持；在教养观念上，通过社区指导、

教育机构与社会媒体等方式，更新学前儿童父亲的

育儿观念，淡化“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观念，增强

父亲对学前儿童提供家庭支持的意识与能力［44］。

（二）优化父亲对儿童家庭支持的结构，为幼

儿提供适宜的家庭支持

研究表明，家庭内部支持总体及生活、教育

和游戏维度在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与学前儿童的

社会能力之间存在显著的中介效应，这表明，家

庭社会经济地位可以通过影响父亲对儿童的支

持方式来间接的影响学前儿童的社会能力。即

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学前儿童社会能力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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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通过转化成父亲多样的育儿支持行为来实

现。因此，学前儿童父亲应进一步优化对学前儿

童的家庭支持方式，发挥生活支持的保障作用，

提升教育支持的引导作用，增强游戏支持的激发

作用，挖掘心理支持的保护作用。虽然心理支持

的中介作用并不明显，但儿童的心理发展作为儿

童成长中的重要一环，值得父母更多的关注［45］。

因此，学前儿童父亲应注重学前儿童的情绪情感

发展与心理图式构建，深度挖掘心理支持对儿童

的保护作用。同时切实把握学前儿童生长的年

龄特点与发展规律，如我们的研究发展学前儿童

的社会能力随着幼儿班级的提升而增强，这就要

求学前儿童父亲要准确把握学前儿童发展的年

龄特点与关键时期，为学前儿童提供与其发展相

适宜的家庭支持。

（三）构建家、园、社协同育儿共同体，塑造幼

儿发展的良好生态圈

研究发现，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父亲对学前

儿童的家庭内部支持以及学前儿童的社会能力

均在园所性质这一人口学变量上存在显著差异，

可见公办园由于其办学资质可靠、师资队伍稳

定、教学资源优渥、教育质量扎实得到了学前儿

童父亲的青睐与信任，这也从侧面反映出学前儿

童父亲对高质量学前教育的迫切需求。为此，应

进一步巩固公办园的办园数量与质量，提升园所

专业化发展水平，同时推动民办园朝着公益普惠

高质的方向迈进，使民办园，稳师资，调结构，提

质量，满足学前儿童家长的育儿需求，科学指导

家长育儿。同时，实现家、园、社区的协同配合。

近年来随着《中国家庭教育促进法》的颁布与中

国学前教育事业提量增质工作的推进，家园社协

同育儿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46］。家庭、幼儿园、

社区之间的协同配合，可以有效弥合其中一方的

不足，彼此支持，协同共鸣，发挥各自的力量作用

于儿童的发展［47］。因此，我们可以着力构建家、

园、社协同育儿共同体，塑造幼儿发展的良好生

态，推动学前儿童社会能力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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