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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目的　了解江苏省“二胎”学龄前儿童家庭养育环境及行为问题现状，探索“二胎”儿童行为问题与家庭养育

环境关系，为促进“二胎”儿童早期行为健康发展提供理论依据。方法　于２０１９年３—７月采用分层整群随机抽样，抽取江

苏省南京、无锡、南通、镇江、扬州、宿迁、连云港７个城市中符合纳入标准的１　１８１名４～６岁“二胎”儿童，采用３～６岁幼儿

家庭养育环境量表、４～１６岁Ａｃｈｅｎｂａｃｈ儿童行为量表进行调查研究，并采用χ
２检验、单因素分析、多因素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

析等统计方法进行分析。结果　江苏省４～６岁“二胎”儿童不良家庭养育环境总检出率为９．４８％（１１２／１　１８１），情感温暖／

自我表达维度不良检出率最高。行为问题总检出率高达１５．９２％（１８８／１　１８１），４岁组、５岁组躯体体诉（χ
２＝４．０２７）和性问

题（χ
２＝４．３７４）因子检出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不良家庭养育环境下不良行为检出率显著高于良好以及中等家

庭养育环 境（χ
２＝９．９０１、２６．８５３，Ｐ＜０．０１）。多 因 素 分 析 显 示，语 言／认 知 信 息 中 等 环 境（ＯＲ＝０．５７２）、良 好 环 境

（ＯＲ＝０．４６４）以及忽视／干涉／惩罚良好环境（ＯＲ＝０．４００）是“二胎”学 龄 前 儿 童 行 为 问 题 的 保 护 因 素（Ｐ＜０．０１）。结 论　
江苏省４～６岁“二胎”行为问题现状不容乐观，行为问题的发生与家庭养育环境的多个方面均息息相关。应加强对“二胎”

学龄前儿童行为健康发展的关注及相关知识的普及，鼓励养育者积极建立良好的家庭养育环境。

关键词：　二胎；学龄前儿童；行为问题；家庭养育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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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２１年５月３１日，我国将生育政策从“全面二

孩”调整为“全面三孩”［１］。随 着 近 几 年 生 育 政 策 的

调整，目前我国已存在一 定 数 量 的 二 孩 家 庭。不 同

于独生子女家庭，二孩家庭亲子关系更为复杂，同时

还存在复杂的同胞关系，因此，如何保障二孩家庭儿

童心理 行 为 健 康 发 展 一 直 是 社 会 关 注 的 热 点［２－３］。
有研究指出二孩的出生或多或少会对头胎产生一定

的影响，二孩 出 生 后，头 胎 更 容 易 出 现 行 为 问 题［４］。
但是，目前对二孩家庭“二胎”的研究，尤其是学龄前

“二胎”儿童行为的相关研究甚 少。因 此，本 研 究 对

江苏省４～６岁的“二胎”学龄前儿童家庭养育环境

及行为问题进行现状分析，并对两 者 的 关 系 进 行 探

究，为非独生子女家庭提供家庭养 育 环 境 指 导 及 促

进行为健康发展提供依据。

１　对象和方法

１．１　对象　采用分层整群随机抽样，按照江苏省行

政区域划分、经济差异及人口比例，将省辖市分为苏

南（５个市）、苏中（３个市）、苏北（５个市）三层，每层

根据人口数进行分层随机抽样，最 终 抽 取 苏 南３城

市（南京、无锡、镇江），苏中２城市（南 通、扬 州），苏

北２城市（连云港、宿迁），共７所城市。根据每市行

政区域划分数及每区幼儿园数量对每个市随机抽取

１～２个区，每个区随机抽取３～４所幼儿园，共抽取

１０个区２７所幼儿园，对符合条件的４～６岁学龄前

二胎儿童进行调查研究。研究对象 纳 入 标 准：１）有

且仅有２个孩子的常驻家庭；２）纳入的研 究 对 象 为

“二胎”，且“二 胎”年 龄 为４～６岁。排 除 标 准：１）多

胎、双胎家庭；２）单亲、重组家庭；３）患有发育 行为

疾病、遗传代谢疾病、以及其他疾病致目前精神状态

不稳定的４～６岁学龄前儿童。本研究已通过南京医

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伦理委员会审查（２０１９－ＳＲ－３９１）。
共收回１　２３０份 调 查 问 卷，删 除 不 合 格 调 查 问

卷后，共 有１　１８１名 儿 童 纳 入 研 究，其 中 男 童６２５
名，女童５５６名，平均年龄为（５９．２６±８．６２）个月。４
岁组６５８人（男童３４０人，女童３１８人），５岁组３８６
人（男童２１６人，女童１７０人），６岁组共１３７人（男

童６９人，女童６８人）。

１．２　方法

１．２．１　家庭养育 环 境 评 估　采 用 何 守 森 等［５］编 写

的３～６岁幼儿家庭养育环境量表（３～６Ｙｅａｒｓ　Ｃｈｉｌｄ

Ｈｏｍｅ　Ｎｕｒｔｕｒｅ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Ｓｃａｌｅ）对家庭养育环境进

行评估。该 量 表 信 效 度 良 好，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α系 数 为

０．９３０，共５３个 条 目，包 含６个 家 庭 养 育 环 境 维 度。
采用评估系统自动计算各维度得分及家庭养育环境

总分及其所处的百分位数，并根据各维度所处的百分

位数划分等级，各维度所处的百分位数＞Ｐ８０评 估 为

良好环境，≤Ｐ２０评估为不良环境；两者之间评 估 为

中等环境［６］。

１．２．２　行 为 评 估　采 用４～１６岁 儿 童 行 为 量 表

（Ｃｈｉｌｄ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Ｃｈｅｃｋｌｉｓｔ，ＣＢＣＬ）家长用表对儿童

行为进行评估，该量表信效度良好，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α系

数为０．９６０［７］。该量表行为问题部分共有１１３个条

目，将调查对象按照性 别、年 龄 共 分 为６组，不 同 性

别、年龄阶段有不同的行为因子，共８～９个 行 为 因

子。其中描述４～５岁 男 童 的 行 为 因 子 为：社 会 退

缩、忧郁、不成熟、躯体诉述、性问题、分裂样、攻击、
违纪；４～５岁 女 童 的 行 为 因 子 为：抑 郁、体 诉、分 裂

样表现、社交退缩、性问题、肥胖、攻击性行为、多动；

６～１１岁 男 童 的 行 为 因 子 为：分 裂 焦 虑、抑 郁、交 往

不良、强迫行为、体诉、社交退缩、多动、攻击性表现、
违纪表 现；６～１１岁 女 童 的 行 为 因 子 为：抑 郁、社 交

退缩、体诉、分裂强迫、多动、性问题、违纪表现、攻击

性表现、残 忍 表 现。量 表 采 用０～２级 计 分，０分＝
无，１分＝偶尔有，２分＝经 常 有。评 估 系 统 自 动 计

算每一因子得分及行为总分。有１个及１个以上因

子得分或行为评定总分超过正 常 上 限，即 评 定 为 有

行为问题［８］。

１．３　质量控制　本次研究的调 查 人 员 均 为 儿 保 专

科医生，在整个调查研 究 中 负 责 发 放、收 集、分 析 调

查问卷，并对现场调查 中 存 在 的 问 题 进 行 解 释。调

查研究开始前对所有调查员进 行 统 一 培 训 与 考 核，
项目进行中不定期会有质控人员对调查现场进行抽

查，对回收的调查问卷由质控人员进行严格质控。

１．４　统计学方法　建立Ｅｐｉｄａｔａ数据库，进行双人

录入，采用ＳＰＳＳ　２１．０软件进行统计分析。采用χ
２

检验、单因素分析、多因素回归分析等统计方法进行

相关统计分析，Ｐ＜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　果

２．１　不同社会人口学特征家庭 养 育 环 境 检 出 情 况

　本次研究共 纳 入１　１８１名 学 龄 前“二 胎”儿 童，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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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对研究对象的一般资料进行调 查，发 现 研 究 对 象

不同喂养方式、父／母亲婚姻关系状况、父／母亲文化

程度、家庭月收入、父／母亲每周陪伴时间、家庭教养

方式以及同胞性别不同，家庭养育 环 境 差 异 有 统 计

学 意 义 （χ
２ 值 分 别 为 ８．３８２、５４．５８７、４６．６６２、

４９．９８５、２９．２６５、４３．４５８、５９０．５９４、１０１．２３８，Ｐ＜
０．０５）。见表１。

表１　不同社会人口学特征家庭养育环境比较（例，％）

Ｔａｂ．１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ｆａｍｉｌｙ　ｒｅａｒｉｎｇ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ｓｏｃｉｏ－ｄｅｍ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ｎ，％）

　因素 分组 环境不良 环境中等 环境良好 χ２值 Ｐ值

性别 男 ６７（１０．７２） ２９０（４６．４０） ２６８（４２．８８） ２．７４０　 ０．２５４
女 ４５（８．０９） ２５６（４６．０４） ２５５（４５．８７）

孕周 ＜３７　 ７（９．８６） ２８（３９．４４） ３６（５０．７０） ３．１８０　 ０．５２８
３７～４２　 ９７（９．７４） ４５９（４６．０８） ４４０（４４．１８）

＞４２　 ８（７．０２） ５９（５１．７５） ４７（４１．２３）
主要抚养人 父母 １１０（９．８０） ５１２（４５．５９） ５０１（４４．６１） ４．２９４　 ０．０８５

非父母 ２（３．４５） ３４（５８．６２） ２２（３７．９３）
喂养方式 纯母乳 ４１（７．００） ２７８（４７．４４） ２６７（４５．５６） ８．３８２　 ０．０１５

混合、人工 ７１（１１．９３） ２６８（４５．０４） ２５６（４３．０３）
父母婚姻关系 和睦 ９２（８．２３） ５１０（４５．６２） ５１６（４６．１５） ５４．５８７ ＜０．００１

争吵 １９（３２．７６） ３２（５５．１７） ７（１２．０７）
分居、离异 １（２０．０） ４（８０．０） ０（０）

父亲文化程度 高中／中专及以下 ３１（２１．５３） ７２（５０．００） ４１（２８．４７） ４６．６６２ ＜０．００１
大专 ４５（９．１６） ２４５（４９．９０） ２０１（４０．９４）
本科及以上 ３６（６．５９） ２２９（４１．９４） ２８１（５１．４７）

母亲文化程度 高中／中专及以下 ３４（２０．２４） ８２（４８．８１） ５２（３０．９５） ４３．９２３ ＜０．００１
大专 ５７（１０．１６） ２６３（４６．８８） ２４１（４２．９６）
本科及以上 ２１（４．６５） ２０１（４４．４７） ２３０（５０．８８）

家庭月收入（元） ＜５　０００　 １６（１９．７５） ３６（４４．４４） ２９（３５．８１） ４９．９８５ ＜０．００１
５　０００～１０　０００　 ５７（１４．２５） ２０５（５１．２５） １３８（３４．５０）

＞１０　０００　 ３９（５．５７） ３０５（４３．５７） ３５６（５０．８６）
父亲每周陪伴时间（ｈ） ＜７　 ２８（５．３８） ２２５（４３．２７） ２６７（５１．３５） ２９．２６５ ＜０．００１

７～１４　 ７１（１２．８９） ２６４（４７．９１） ２１６（３９．２０）

＞１４　 １３（１１．８２） ５７（５１．８２） ４０（３６．３６）
母亲每周陪伴时间（ｈ） ＜７　 ６０（６．６７） ４１０（４４５．５６） ４３０（４７．７７） ４３．４５８ ＜０．００１

７～１４　 ４５（１７．９３） １１０（４３．８２） ９６（３８．２５）

＞１４　 ７（２３．３３） １８（６０．００） ５（１６．６７）
家庭教养方式 专制型 １７（１３．７１） ６５（５２．４２） ４２（３３．８７） ５９０．５９４　 ０．００１

溺爱型 １４（１７．５０） ４０（５０．００） ２６（３２．５０）
放任型 ２５（１２．６９） １１２（５６．８５） ６０（３０．４６）
民主型 ５６（７．１８） ３２９（４２．１８） ３９（５０．６４）

同胞性别 男 ５４（１０．７４） ２１５（４２．７４） ２３４（４６．５２） １０１．２３８ ＜０．００１
女 ５８（８．５５） ３３１（４８．８２） ２８９（４２．６３）

２．２　家庭养育环境整体评估结果　不 良 家 庭 养 育

环境总检出率为９．４８％（１１２／１　１８１），男 女 童 不 良、
中等及良好家庭养育环境检出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见表１。进 一 步 对 家 庭 养 育 环 境 各 维

度检出情况进行分析发 现：男、女 童 均 以 情 感 温 暖／
自我 表 达 不 良 率 最 高，分 别 为２１．９２％、１８．３５％。
同时，男童语言认知及环境气氛两 个 维 度 不 良 检 出

率也 高 达１５．５２％、１６．１６％，而 男、女 童 活 动 多 样

性／游戏 参 与 该 维 度 检 出 情 况 较 好，不 良 率 仅 为

２．４０％、１．６２％。各环 境 维 度 不 良 检 出 率 性 别 差 异

均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表２。

２．３　“二胎”学龄前儿童行为问题检出结果　１　１８１
名儿童行为问题总检出率为１５．９２％（１８８／１　１８１），其

表２　男女童家庭养育环境各维度不良检出率比较（例，％）

Ｔａｂ．２　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　ｒａｔｅ　ｏｆ　ａｄｖｅｒｓｅ　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ｅａｃｈ

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　ｏｆ　ｆａｍｉｌｙ　ｒｅａｒｉｎｇ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ｂｏｙｓ　ａｎｄ　ｇｉｒｌｓ（ｎ，％）

　家 庭 养 育 环 境 维 度
男 童

（ｎ＝６２５）
女 童

（ｎ＝５５６）
合 计

（ｎ＝１　１８１） χ２值 Ｐ值

语 言／认 知 信 息 ９７（１５．５２） ７１（１２．７７） １６８（１４．２３） １．７６１　 ０．１８５
情 感 温 暖／自 我 表 达 １３７（２１．９２） １０２（１８．３５） ２３９（２０．２４） ２．２４１　 ０．１４７
社 会 适 应／自 我 管 理 ５６（８．９６） ４１（７．３７） ９７（８．２１） ０．９４８　 ０．３４１
忽 视／干 涉／惩 罚 ４４（７．０４） ４２（７．５５） ８６（７．２８） ０．１２６　 ０．７８３
活 动 多 样 性／游 戏 参 与 １５（２．４０） ９（１．６２） ２４（２．０３） ０．８８６　 ０．４１１
环 境 气 氛 １０１（１６．１６） ８３（１４．９３） １８４（１５．５８） ０．３１１　 ０．６３０

中男女童检出率分别为１４．２４％和１７．８１％，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进一步对各年龄段行为问

·５２６·中国儿童保健杂志２０２３年６月第３１卷第６期　　Ｃｈｉｎ　Ｊ　Ｃｈｉｌｄ　Ｈｅａｌｔｈ　Ｃａｒｅ，Ｊｕｎ．２０２３，Ｖｏｌ．３１，Ｎｏ．６



题检出进行分析，仅６岁组男女童 行 为 问 题 检 出 率

差异有统计 学 意 义（χ
２＝４．９８１，Ｐ＝０．０２６）。见 表

３、４。

表３　行为问题整体检出结果（例，％）

Ｔａｂ．３　Ｏｖｅｒａｌｌ　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ａｌ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ｎ，％）

分组 例数 男童 女童 总计 χ２值 Ｐ值

总检出 ８９（１４．２４） ９９（１７．８１） １８８（１５．９２） ２．３６６　 ０．１３０
４岁 ６５８　 ３２（９．４１） ３１（９．７５） ６３（９．５７） ０．０２２　 ０．８９５
５岁 ３８６　 ４０（１８．５２） ３９（２２．９４） ７９（２０．４７） １．１４３　 ０．３１１
６岁 １３７　 １７（２４．６４） ２９（４２．６５） ４６（３３．５８） ４．９８１　 ０．０２６

２．４　不同年龄 组 各 行 为 因 子 检 出 情 况　４岁 组、５
岁组儿 童 均 以 性 问 题 检 出 率 最 高，检 出 率 分 别 为

３．１９％和５．１７％。４岁 组、５岁 组 儿 童 躯 体 体 诉 和

性问题因子 检 出 率 差 异 有 统 计 学 意 义（Ｐ＜０．０５）。
同时，４岁组、５岁组女童肥胖及 多 动 检 出 率 差 异 有

统计学意 义（Ｐ＜０．０５）。见 表４。６岁 组 以 多 动 和

强迫行为检出率较高，均为７．３０％。同时，６岁组男

童交往不良检出率较高，检出率为８．７０％。

２．５　家庭养育环境与行为问题关系探究

２．５．１　不同家庭养育环 境 下 行 为 问 题 检 出 情 况 比

较　不良、中等、良好家庭养育环境下儿童行为问题

表４　不同年龄组行为因子检出情况比较（例，％）

Ｔａｂ．４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ａｌ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ａｇｅ　ｇｒｏｕｐｓ（ｎ，％）

　变量 ４岁（ｎ＝６５８） ５岁（ｎ＝３８６） χ２值 Ｐ值 变量 ６岁（ｎ＝１３７）
社交退缩 １２（１．８２） １４（２．１３） ０．３３０　 ０．６９０ 社交退缩 ３（２．１９）
忧郁 ７（１．０６） ７（１．０６） ０．０１６　 １．０００ 抑郁 ４（２．９２）
躯体体诉 ８（１．２２） １７（２．５８） ４．０２７　 ０．０４５ 躯体体诉 ３（２．１９）
攻击性 ６（０．９１） ７（１．０６） ０．１６２　 ０．７８３ 攻击性 ０（０．００）
性问题 ２１（３．１９） ３４（５．１７） ４．３７４　 ０．０３７ 强迫行为 １０（７．３０）
分裂样 １３（１．９８） １２（１．８２） ０．００１　 １．０００ 多动 １０（７．３０）
违纪ａ ８（２．３５） ８（２．３５） ０．８６２　 ０．４３７ 违纪 １（０．７３）
不成熟ａ ３（０．８８） ３（０．８８） ０．３１７　 ０．６８２ 分裂焦虑ａ ２（１．４５）
肥胖ｂ　 ９（２．８３） １７（５．３５） １１．２９０　 ０．００１ 交往不良ａ １２（８．７０）
多动ｂ　 ２１（６．６０） ２３（７．２３） ６．４７７　 ０．０１３ 性问题ｂ　 ２（１．６１）

残忍ｂ　 １（０．８１）

　　注：ａ男童特有因子，ｂ女童特有因子。

检出率分别为３０．３６％、１７．３４％和１１．２８％，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χ
２＝２６．７４２，Ｐ＜０．００１）。其中不良家

庭养育环境下儿童行为问题检出率显著高于中等及

良好环境检出率（χ
２＝９．９０１、２６．８５３，Ｐ＜０．０５），良

好家庭养育环境下儿童行为问题检出率显著高于中

等环境（χ
２＝８．１０９，Ｐ＜０．０５）。

２．５．２　家庭养育环境维度 对 二 胎 学 龄 前 儿 童 行 为

问题的多因素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分析　为进一步探究家庭养

育环境各维度对行为问题的影响，以 是 否 发 生 行 为

问题作为因变量（否＝０，是＝１），以家庭养育环境各

维度（语 言 认 知 信 息、情 感 温 暖 自 我 表 达、忽 视／干

涉／惩罚、活动多样性游戏参与、环境气氛）评价结果

为自变量（不良＝１，中等＝２，良好＝３），进行多因素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结 果 显 示，语 言／认 知 信 息 中 等

环境（ＯＲ＝０．５７２）、良好环境（ＯＲ＝０．４６４）以及忽视／
干涉／惩罚良好环境（ＯＲ＝０．４００）是“二胎”学龄前儿

童发生行为问题的保护因素（Ｐ＜０．０１）。见表５。

表５　家庭养育环境维度对二胎学龄前儿童行为问题的多因素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分析

Ｔａｂ．５　Ｍｕｌｔｉｖａｒｉａｔｅ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ｎ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ａｌ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ｏｆ　ｓｅｃｏｎｄ－ｃｈｉｌｄ　ｐｒｅｓｃｈｏｏｌｅｒ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

ｏｆ　ｆａｍｉｌｙ　ｒｅａｒｉｎｇ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ｓ

因素 β值 Ｓｘ－ 值 Ｗａｌｄχ２值 Ｐ值 ＯＲ值 ９５％ＣＩ
常量 －０．６９８　 ０．２８６　 ５．９５４　 ０．０１５

语言／认知信息中等环境 －０．５５９　 ０．２１３　 ６．９０１　 ０．００９　 ０．５７２　 ０．３７７～０．８６８
语言／认知信息良好环境 －０．７６８　 ０．２３７　 １０．５０７　 ０．００１　 ０．４６４　 ０．２９２～０．７３８

忽视／干涉／惩罚良好环境 －０．９１６　 ０．３００　 ９．２８８　 ０．００２　 ０．４００　 ０．２２２～０．７２１

３　讨　论

３．１　家庭养育环境问题　家庭是 学 龄 前 儿 童 接 受

养育以及社会化发展的重要环境，近些年来，健康工

作者也越发强调养育照护要以家庭为核心［９－１０］。本

研究中，江苏省４～６岁“二胎”儿童不良家庭养育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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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总检出率为９．４８％，该检出率低于目前国内多项

研究［６，１１］。这说明目前江苏省“二胎”儿童家庭养育

环境现状较好，可能与这些年来江 苏 省 儿 童 保 健 工

作的不断发展、父母养育观念的不断提高密切相关。
同时本研究发现，家庭养育环境整 体 检 出 情 况 以 及

家庭养育环境各因子检出率性别差异均无统计学意

义，且男女童均以“情感温暖／自我表达”该维度不良

检出率最高，分 别 高 达２１．８８％与１８．３８％，明 显 高

于其他因子。这说明，目前江苏省“二 孩 家 庭”父 母

为“二胎”学龄前儿童创建的家庭养育环境与“二胎”
儿童性别关系不大，但父母在养育“二胎”的过程中，
缺乏情感的表达、支持与抚慰。陈静等［１２］对中小班

学龄前儿童父母的调查研究中发 现，部 分 城 市 幼 儿

家长生存压力高、育儿压力高，亲职压力指数处于偏

高状态。而且既往对“二孩家庭”的 研 究 显 示：二 孩

家庭父母面对更多新的养育挑战，养 育 压 力 明 显 超

过一孩家 庭［１３］。因 此，父 母 处 在 养 育 高 压 环 境 中，
可能是在 养 育 过 程 中 容 易 缺 乏 情 感 温 暖 的 原 因 之

一。同时，既往研究指出良好的情感养育环境，与儿

童较好的同伴接纳度、学业成绩以 及 较 少 的 情 绪 与

行为问题密切相关［１４］。因此，在对“二胎”学龄前儿

童养育的过程中应加强情感养育环境的构建。

３．２　“二胎”学龄前儿童行为问题不容乐 观　本 研

究中学龄 儿 童 行 为 问 题 总 检 出 率 为１５．９２％，高 于

既往课题组２０１７年对江苏省４～６岁儿童行为以及

２０２０年安徽省对３～６岁儿童行为问题的调查结果

（分别为１３．６％，１４．３％）［１０，１５］。其可能原因为研究

对象不同所致。目前国内针对“二胎”学龄前儿童行

为的调查研究仍较少，而本研究针对的是“二 胎”学

龄前儿童，当二孩出生后，父 母 压 力 变 大，复 杂 的 亲

子关系也是一个新的挑战，若不能正确应对，可能会

对儿童的行为发展产生不利影响［１６］。同时，“二胎”

儿童家庭关系复杂，其心理行为容 易 受 到 同 胞 关 系

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因此，“二胎”学龄前儿童可能

更容易出现行为问题［２］。学龄前期是儿童心理行为

健康发展的重要时期，在此阶段若 出 现 情 绪 行 为 问

题，极 易 对 后 期 心 理 行 为 发 展 产 生 不 利 影 响［１７－１８］。
目前江苏省４～６岁“二胎”学龄前儿童行为问题不

容乐观，因此，应加强对“二胎”学龄前儿童的行为问

题的关注。同时，对行为因 子 检 出 结 果 进 行 分 析 发

现：不同年龄组部分不良行为因子检出存在差异，且
部分年龄性别因子检出率较高，如４岁组、５岁组女

童多动因子检 出 率 较 高，６岁 组 男 童 交 往 不 良 检 出

率较高。这提示父母在养育“二胎”的过程中应同时

关注不同性别、不同年龄阶段儿童行为发展的变化，

从而采取不同的养育方式。

３．３　家庭养育环境与行为问题 关 系 探 究　本 研 究

发现，不良家庭养育环境下二胎 学 龄 前 儿 童 行 为 问

题的发生率明显高于良好以及 不 良 家 庭 养 育 环 境，
这说明对于４～６岁“二胎”学龄前儿童而言，创造良

好的家庭养育环境对行为健康 发 展 具 有 积 极 作 用，
这与既往研究结果相似［１９］。进一步探究结果显示：
语言／认知信息中等、良好环境以及及忽视／干涉／惩

罚良好环境是“二胎”学龄前儿童行为问题的保护因

素。语言／认知信息 是 指 养 育 人 为 儿 童 提 供 的 语 言

和认知信息。而早期的 家 庭 语 言、认 知 刺 激 加 对 儿

童后期的社交情绪发展具有重 要 意 义，健 康 的 社 会

情绪有利于 减 少 儿 童 行 为 问 题 的 发 生［２０－２１］。然 而，
语言认知刺激在我国的家庭养育中一直以来都处于

被忽视 的 状 态［２２］。忽 视／干 涉／惩 罚 是 指 养 育 人 对

儿童关注的程度以及对其行为 的 限 制、干 涉 和 惩 罚

频度。有研究指出减少忽视／干涉／惩罚等对减少攻

击、焦虑、抑 郁 等 情 绪 行 为 问 题 具 有 重 要 意 义［２３］。
因此，为促进“二胎”学龄前儿童行为健康发展，儿童

保健相关工作者应加强相关知 识 的 普 及，通 过 开 展

养育教育培训，技能指导等鼓励 养 育 者 积 极 建 立 良

好的家庭养育环境。此 外，本 课 题 组 今 后 将 继 续 探

究“二胎”学龄前儿童行为问题的影响 因 素，从 多 方

面对二胎家庭提供指导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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