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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亲密度和适应性对学龄前儿童行为问题的影响

汪燕妮　薛红丽　陈倩

（兰州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甘肃兰州　730000）

［摘要］　目的　探讨不同家庭亲密度和适应性类型对学龄前儿童行为问题的影响。方法  采用整群分

层多阶段抽样法对兰州市城区 1 284 名 3~6 岁儿童父亲或者母亲进行问卷调查，使用家庭一般情况调查表、

Conners 儿童行为问题量表（父母问卷）、家庭亲密度和适应性量表中文版（FACESII-CV）对调查对象进行行

为问题及家庭亲密度和适应性调查。结果　学龄前儿童行为问题总检出率为 17.13%。不同类型的家庭亲密度

和适应性的学龄前儿童行为问题的检出率不同，其中家庭亲密度为自由型的家庭的儿童行为问题检出率最高

（40.2%），家庭适应性为僵硬型的家庭的儿童行为问题检出率最高（25.1%）。学龄前儿童行为问题与家庭的

亲密度和适应性均呈显著负相关。结论　在学龄前儿童成长过程中，家庭亲密度和适应性对学龄前儿童心理健

康发展有一定的影响。                                                                ［中国当代儿科杂志，2016，18（5）：421-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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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s of family cohesion and adaptability on behavioral problems in preschool 
childr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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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s of family cohesion and adaptability on behavioral problems in 
preschool children. Methods    The stratified cluster multistage sampling method was used to perform a questionnaire 
survey in the parents of 1 284 children aged 3-6 years in the urban area of Lanzhou, China. The general status 
questionnaire, Conners Child Behavior Checklist (Parent Symptom Question), and Family Adaptability and Cohesion 
Scale, Second edition, Chinese version (FACESII-CV) were used to investigate behavioral problems and family cohesion 
and adaptability. Results    The overall detection rate of behavioral problems in preschool children was 17.13%. The 
children with different types of family cohesion had different detection rates of behavioral problems, and those with 
free-type family cohesion showed the highest detection rate of behavioral problems (40.2%). The children with different 
types of family adaptability also had different detection rates of behavioral problems, and those with stiffness type 
showed the highest detection rate of behavioral problems (25.1%). The behavioral problems in preschool children were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family cohesion and adaptability. Conclusions    During the growth of preschool children, 
family cohesion and adaptability have certain effects on the mental development of preschool children.

[Chin J Contemp Pediatr, 2016, 18(5): 421-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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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龄前儿童行为问题通常是指在严重程度和

持续时间上都超过了相应年龄所允许的正常范围

的异常行为 [1]。学龄前儿童行为问题的发生和发展

变化的影响因素及其机制非常复杂。根据发展系

统理论的观点，行为问题是生物、认知、人格等

多个水平的个体因素与家庭、教养、同伴、社区

等多个水平上的背景因素动态交互作用的结果，

属于多病因模式 [2]。学龄前期是儿童发展最重要的

时期 [3]，是学龄前儿童行为问题开始出现和初步发

展的时期，而很多情感和行为的问题都开始于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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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的年龄。学龄前期儿童开始走出家庭与外人有

了更多的接触 [4]，是儿童行为可塑性最强的阶段，

家庭环境对此期儿童心理行为的发生及发展起着

很重要的作用 [5]。

以往的研究发现家庭功能低下、家庭矛盾性

及母亲严厉教育可能是造成儿童心理行为问题的

因素 [6]。目前大多数有关影响儿童问题行为发展的

家庭因素主要集中在父母教养方式和教育态度、

家庭结构、父母的职业和受教育程度等方面 , 研究

对象也大多是学龄及较大年龄儿童 , 对于学龄前儿

童行为问题研究较少。本次研究拟通过对兰州市

学龄前儿童行为问题的发生情况及其家庭亲密度

和适应性进行调查，对家庭亲密度和适应性与学

龄前儿童行为问题的相关性进行探讨，为促进学

龄前儿童生理、心理和社会性功能各方面健康发

展提供理论依据。

1　资料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采用整群、分层多阶段抽样法，兼顾兰州市

幼儿园地理分布的特点，整群抽取兰州市部分幼

儿园，对被抽样幼儿园大、中、小班 3~6 岁学龄

前儿童进行调查，共调查 1 400 名儿童，回收有效

问卷 1 284 份，有效回收率为 91.71%。其中，男

童 671 名（52.26%），女童 613 名（47.74%）。

1.2　研究方法

采用问卷调查的方法进行调查，问卷包括：

（1）一般情况问卷 : 包括学龄前儿童的性别、年

龄、家长的年龄、受教育程度、家庭居住地、家

庭类型等方面。（2）Conners 儿童行为问题量表（父

母问卷）。（3）家庭亲密度和适应性量表（中文版）

（FACESII-CV）[7]，该量表为自评量表，共有 30 

个条目，每个条目的答案分为 5 级 （不是 = 1，偶

尔 = 2，有时 = 3，经常 = 4，总是 = 5）。要求被

调查者回答每个条目所描述的状况在其家庭中出

现的程度。该量表中文版经多次修订检验具有较

高的重测信度及内部一致性。主要评价两方面的

家庭功能：①亲密度，即家庭成员之间的情感联

系；家庭亲密度得分越高，表示家庭成员之间的

情感联系越亲密，亲密度越高。家庭亲密度的界

定标准为 : 总分 <55.9 分为松散型家庭，55.9~63.9

分为 自 由 型 家 庭，64.0~71.9 分为亲密型家庭，

>71.9 分为缠结型家庭。②适应性，即家庭体系随

家庭处境和家庭不同发展阶段出现的问题而相应

改变的适应能力，得分越高，说明家庭适应性越

高。家庭适应性的界定标准为：总分 <44.7 分为

僵硬型家庭，44.7~50.9 分 为 有 规 律 型 家 庭，

51.0~57.1 分为灵活型家庭，>57.1 分为无规律型家

庭。

在专业人员的统一安排指导下，由被调查儿

童的父亲或母亲填写调查问卷。在问卷填写过程

中，调查人员详细地向儿童家长解释有关问卷和

调查表中的相关问题，告知正确的填写方法，有

需要时指导儿童家长进行填写。所有问卷和调查

量表均在现场当场填写完毕并收回、复核。

1.3　质量控制

在进行问卷调查前，对调查人员进行培训，

通过幼儿园保健医生及班级主管老师给儿童家长

发放知情同意书，使家长了解调查的目的及意义

并填写知情同意书，对同意自愿参加并签署了知

情同意书的家长进行调查。

1.4　统计学分析

数据分析采用 Epidata 3.0 建立数据库，应用

SPSS 19.0 软件对数据进行行 × 列表资料的卡方检

验和等级相关分析，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儿童家庭基本情况及行为问题检出率

1 284 名学龄前儿童中，按家庭亲密度分型：

松 散 型 家 庭 37 例（2.88%）， 自 由 型 家 庭 92 例

（7.17%），亲密型家庭 274 例（21.34%），缠结

型家庭 881 例（68.61%）。按家庭适应性分型：

无规律型家庭 237 例（18.46%），灵活型家庭 474

例（36.92%），有规律型家庭 358 例（27.88%），

僵硬型家庭 215 例（16.74%）。

检出具有行为问题的学龄前儿童共有 220 名，

学龄前儿童行为问题的检出率为 17.13%。其中，

心身障碍问题 132 例（10.28%）；学习问题 85 例

（6.62%）；品行问题 23 例（1.79%）；多动指数

异常 13 例（1.01%）；冲动多动问题 6 例（0.47%）；

焦虑问题 1 例（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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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家庭亲密度与学龄前儿童行为问题的相关性

由表 1 可见，家庭亲密度与学龄前儿童的各

行为问题均存在负相关性（均 P<0.001），即家庭

亲密度越高，学龄前儿童行为问题的检出率越低。

表 3　家庭适应性与学龄前儿童行为问题的相关性

行为问题因子 相关系数 P 值

品行问题 -0.207 <0.001

学习问题 -0.188 <0.001

心身障碍 -0.117 <0.001

冲动 - 多动 -0.180 <0.001

焦虑 -0.056 0.044

多动指数 -0.215 <0.001

表 2　不同类型亲密度水平家庭学龄前儿童总行为问题及各因子异常检出率　[n（%）]

亲密度类型分组 例数 品行问题 学习问题 心身障碍 冲动 - 多动 焦虑 多动指数 总行为问题

松散型 37 1(2.7) 6(16.2) 5(13.5) 1(2.7) 0(0) 2(5.4) 13(35.1)

自由型 92 5(5.4) 10(10.9) 21(22.8) 2(2.2) 1(1.1) 4(4.3) 37(40.2)

亲密型 274 3(1.1) 26(9.5) 30(10.9) 1(0.4) 0(0) 2(0.7) 50(18.2)

缠结型 881 14(1.6) 43(4.9) 75(8.5) 2(0.2) 0(0) 6(0.7) 120(13.6)

χ2 值 8.077 16.159 22.073 10.892 12.967 12.451 50.869

P 值 0.044 0.001 <0.001 0.012 0.005 0.006 <0.001

表 1　家庭亲密度与学龄前儿童行为问题的相关性

行为问题因子 相关系数 P 值

品行问题 -0.234 <0.001

学习问题 -0.223 <0.001

心身障碍 -0.146 <0.001

冲动 - 多动 -0.212 <0.001

焦虑 -0.112 <0.001

多动指数 -0.253 <0.001

2.3　不同家庭亲密度类型儿童行为问题的检出率

松 散 型 家 庭 儿 童 行 为 问 题 检 出 率 为 35.1%

（13/37），自由型家庭儿童检出率为 40.2%（37/92），

亲密型家庭儿童检出率为 18.2%（50/274），缠结

型家庭儿童检出率为 13.6%（120/881）。卡方检

验显示，不同亲密度类型家庭学龄前儿童总行为

问题检出率间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其中自由型家庭组发生率最高，缠结型组发生率

最低。品行问题、学习问题、心身障碍、冲动 -

多动、多动指数等因子异常的检出率在不同亲密

度类型家庭组的差异亦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其中品行问题、心身障碍两因子异常率在自由型

家庭组检出率最高，亲密型家庭和缠结型家庭组

检出率较低；学习问题、冲动 - 多动、多动指数

因子异常在松散型家庭组检出率最高，亲密型家

庭和缠结型家庭组检出率较低。见表 2。

2.4　家庭适应性与学龄前儿童行为问题的相关性

由表 3 可见，家庭适应性与学龄前儿童的各

行为问题均存在负相关性（P<0.001 或 0.05），即

家庭适应性越高，学龄前儿童行为问题的检出率

越低。

2.5　不同家庭适应性类型儿童行为问题检出率

无规律型家庭儿童行为问题检出率为 10.6%

（25/237）， 灵 活 型 家 庭 儿 童 检 出 率 为 14.8%

（71/474），有规律型家庭儿童检出率为 19.6%

（70/358）， 僵 硬 型 家 庭 儿 童 检 出 率 为 25.1%

（54/215）。卡方检验显示，不同适应性类型家庭

学龄前儿童总行为问题检出率间的差异具有统计

学意义（P<0.05），其中僵硬型家庭组总行为问

题发生率最高，无规律型组发生率最低。学习问

题和冲动 - 多动因子异常的检出率在不同家庭适

应性类型组间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其中学习问题因子异常在无规律型家庭组检出率

最低，冲动 - 多动在僵硬型家庭组的检出率最高；

但心身障碍、多动指数、品行问题等因子的检出

率在不同家庭适应性类型组间的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P>0.05）。见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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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很多学龄期及青少年儿童的心理行为问题

在学龄前期就有表现，但关于学龄前期儿童心理

行为问题的研究鲜有报道 [8]。本研究显示，兰州

市城区 3~6 岁学龄前儿童行为问题总检出率为

17.13%，略高于杭州（15.90%）[1]、广州（11.4%）[2]、

宁 波（16.70%）[4]、 九 江（15.60%）[9] 及 深 圳

（13.15%）[10] 的检出率，低于长沙（20.4%）[11]、

黔南州（31.23）[12] 的检出率。总体来说，兰州市

学龄前儿童行为问题的检出率处于近几年全国学

龄前儿童行为问题检出率的中间偏上水平。不同

地区学龄前儿童行为问题检出率不同可能与各地

区社会氛围、家庭养育方式和家长对子女的期望

程度以及托幼机构的教育环境不同有关，也可能

与各地区父母对儿童行为问题的认知、态度不同

有关，具体原因有待进一步研究 [11]。学龄前儿童

行为问题各因子异常检出率由高到低依次为心身

障碍（10.28%）、学习问题（6.62%）、品行问题

（1.79%）、多动指数（1.01%）、冲动 - 多动（0.47%）、

焦虑（0.07%），提示本市学龄前期儿童行为问题

不容忽视，心身障碍问题和学习问题是兰州市 3~6

岁儿童主要的行为问题，应提高学龄前期儿童家

长对儿童心理行为发育的认识，加强幼儿园老师

及保育人员对早期行为问题的识别。

家庭亲密度，即家庭成员之间的情感联系，

反映家庭成员间的互相承诺、帮助和支持的程度 [2]。

非常低的家庭亲密度表明家庭成员之间情感联系

少，很疏远，家庭成员之间互相帮助和支持很少，

研究认为生活在这样家庭环境中的儿童缺乏家庭

成员的情感支持和帮助，较少感受到家庭的温暖，

容易产生心理行为问题 [13]。本次调查显示学龄前

儿童行为问题与家庭亲密度之间存在显著负相关。

家庭亲密度增高，学龄前儿童行为问题检出率降

低，和国内许多研究 [2,8,14] 结果一致。本研究显示

自由型家庭组 3~6 岁儿童行为问题发生率最高，

亲密度较高的亲密型组和缠结型组发生率较低。

行为问题各因子分析提示家庭亲密度较低的松散

型家庭和自由型家庭儿童行为问题检出率较高，

其中品行问题、心身障碍两因子异常率在自由型

家庭组检出率最高，亲密型家庭和缠结型家庭组

较低；学习问题、冲动 - 多动、多动指数等因子

异常在松散型家庭检出率最高，亲密型家庭和缠

结型家庭组较低，提示良好和睦的家庭环境能给

予儿童安全感，有利于儿童生理、心理、社会功

能各方面的健康发展。

家庭适应性，即家庭成员对家庭角色的坚持，

家庭结构和面对家庭出现的问题和压力时的适应

程度和应变程度 [15]，反映家庭成员对家庭规则的

坚持程度和违反家庭规则后的惩罚程度 [13]。非常

低的家庭适应性表示孩子在家庭中必须严格执行

家长的规则和要求，反映出家长对孩子的过度控

制和干涉。在这样的家庭中成长的孩子缺少独立

实践的机会，易产生社会退缩、焦虑、害怕消极

评价等心理行为问题 [13,15]。本研究结果显示，学龄

前儿童总行为问题在僵硬型家庭（家庭适应性低）

中的检出率较高，与贾守梅 [16]、苏朝霞等 [17] 及杜

霞等 [18] 的研究结果一致。其中学习问题和冲动 -

多动问题的检出率高于家庭适应性高的家庭类型。

可能与僵硬型家庭父母对孩子的要求严格、违反

家庭规则后的惩罚的程度较高，对儿童行为的干

涉较多有关。但有国外学者发现过高的家庭适应

性家庭父母对儿童缺乏约束，可能造成家庭混乱，

及儿童焦虑等问题 [19-20]。

综上所述，本研究显示家庭亲密度和适应性

对学龄前期的儿童行为发育具有一定的影响，家

庭亲密度和适应性高，儿童行为问题的检出率较

低。家庭亲密度对儿童品行等各行为问题均有影

表 4　不同类型适应性水平家庭学龄前儿童总行为问题及各因子异常的检出率　[n（%）]

适应性类型分组 例数 品行问题 学习问题 心身障碍 冲动 - 多动 焦虑 多动指数 总行为问题

僵硬型 215 5(2.3) 18(8.4) 28(13.0) 4(1.8) 1(0.5) 4(1.9) 54(25.1)

   有规律型 358 5(1.4) 31(8.7) 45(12.6) 1(0.3) 0(0.0) 4(1.1) 70(19.6)

灵活型 474 11(2.3) 31(6.5) 40(8.4) 1(0.2) 0(0.0) 4(0.8) 71(14.8)

  无规律型 237 2(0.8) 6(2.5) 19(8.0) 0(0.0) 0(0.0) 1(0.4) 25(10.6)

χ2 值 2.630 9.397 6.847 11.026 4.976 2.541 22.537

P 值 0.452 0.024 0.077 0.012 0.174 0.468 <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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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提示家庭亲密度对儿童行为发展具有更重要

的作用。因此，家长多与孩子交流，加强亲子之

间的交流，多提供一些让孩子独立实践的机会对

预防和减少儿童行为问题的发生和发展具有积极

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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