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重庆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06年第 12卷第 2期
JOURNAL OF CHONGQ ING UN IVERSITY( Social Science Edition) Vol112 No12 2006

收稿日期 : 2005 - 12 - 20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资助项目“多元文化视野下的西南民族儿童社会化研究”(04CSH005)

作者简介 :杨安 (1971 - ) ,男 ,四川广安人 ,重庆大学助理研究员 ,硕士研究生 ,主要从事教育管理研究。

家庭人际关系结构对
独生子女社会化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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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随着独生子女人数的逐年增加 ,其社会化问题已引起社会各方面重视 ,加之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阶段 ,

各方利益冲突及观念的变化 ,使当前独生子女社会化面临诸多困难。本文结合教育心理方面的有关理论 ,就

家庭教育中的人际关系结构对独生子女的社会化影响进行了分析和研究 ,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阐述了如何

优化人际关系结构 ,以促进独生子女社会化的建议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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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我国计划生育政策的深入实施 ,独生子女人数逐渐增多 (全国 3. 2亿

个家庭中 ,独生子女家庭占 20% ,独生子女人数 2004年已达 8 000万 ,他们将要

或已经担负起国家发展和建设的重任 ,因此其社会化程度和综合素质将在一定

程度上决定着国家的未来。个体的社会化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并且是一个受包

括家庭在内的综合因素影响的过程 ,同时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在家庭环境、价

值观念、意志品质、情绪情感、人格个性、能力动机等诸多方面存在差别 ,从而使

其社会化面临许多新问题。因此 ,根据独生子女在新时期的身心发展特点 ,探索

其规律 ,已成为当务之急。

一、家庭人际关系结构概述

(一 )家庭、家庭教育与家庭人际关系结构

众所周知 ,家庭是以一定的婚姻、血缘或收养关系组合起来的初级社会群

体。它具有生产、生育、消费、休息娱乐、抚育赡养等功能 ,其中的教育功能具有

特殊的一面 :它主要在于传递近亲血缘系统内部的基本生存、生活方式 ,以保证

其后代能在已有的经验基础上得以延续 ,而不至于每代都从零开始 ,去重复进行

先辈们经过千百次实践而取得的那些经验 ,它把家庭生活与教育活动交织在一

起 ,对子女最初的社会化具有重要意义。美国心理学家布卢姆对近千名个体从

幼年到成年进行追踪调查发现 , 5岁前是人的智力发展最迅速的时期 ,是人脑飞

速发展和可塑性最大的阶段 ,因此 ,家庭教育具有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所不能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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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的作用 ,它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重要特性 : ( 1)基

础性。学前儿童主要在家中度过 ,父母同时是子女

最直接的教育者 ,对子女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 ,为他

们一生的发展奠定基础。 (2)感染性。父母与子女

之间具有天然的血肉联系 ,息息相通 ,“同言而傍 ,傍

其所亲 ”。 (3)针对性。父母与子女朝夕相处 ,“知

子莫如父 ,知女莫如母 ”,可以对子女形成针对性极

强的教育。 (4)长久性。与社会、学校教育相比 ,家

庭教育更具有长期、连续、持久的功能。对个体而

言 ,家庭教育是一个系统结构 ,它由家庭人际关系结

构、经济结构和精神文化结构所组成 ,其中家庭人际

关系结构是家庭教育得以存在的纽带 ,是个体在家

庭中得以实现社会化 ,并与社会现实进行沟通的

桥梁。

研究表明 ,家庭教育的实质是培养教育人必须

在一定的人际关系结构中进行 ,否则家庭教育便失

去了存在的可能性 ,那么 ,什么是人际关系结构呢 ?

它是指人们在相互交往中形成的人与人的相互关系

网络。在独生子女家庭中 ,孩子个性品质的形成大

都通过家庭中人际关系结构来达到 ,是在最自然、直

接的情况下 ,以父母共同的合力为基础 ,通过与孩子

的广泛接触而达到 ,与其生活的家庭人际关系结构

的复杂程度密切相关 ,同时 ,儿童在家庭人际关系中

所处的地位也是影响他们个性发展的重要因素。

(二 )独生子女家庭人际关系结构

家庭人际关系结构由家庭成员的构成所决定。

美国社会学家沙波特提出了家庭人际关系结构公

式 ,即 ( n2 - n) /2 =家庭人际关系结构总数 ( n为家

庭人口数 )。子女个性品质的形成 ,大都通过家庭中

人际关系结构来达到 ,是在最自然、直接的情况下 ,

以父母共同合力为基础 ,通过与子女的广泛接触而

达到 ,并与其生活的家庭人际关系结构的复杂程度

密切相关 ,同时子女在家庭人际关系结构中所处的

地位 ,也是影响个性发展的重要因素。在独生子女

家庭中 ,主要有夫妻关系、亲子关系两种结构。

1. 夫妻关系

夫妻关系是基于两性结合的基础性家庭人际关

系 ,它既理性又感性 ,复杂而微妙。独生子女通过对

父母间夫妻关系 (无论是良好和谐 ,或是紧张压抑 ,

或是介于两者之间 )的认知 ,将对社会成员间的相互

关系的构成 ,人际间的交往方式和交往态度 ,善恶是

非的判别 ,以及对群体安全和归属的需要等方面进

行全面深入的体会 ,从而潜移默化地形成个人价值

观、人生观和世界观 ,并进而对自身的角色意识、道

德情感、个性品质、社会责任、人际沟通、归属合作等

方面产生深远而持久的影响。

2. 亲子关系

父母与子女形成的关系即为亲子关系。子女在

能够独立生存之前 ,大多须依赖父母提供的物质和

精神条件 ,按照时代的特点 ,以及父母和社会的期

望 ,进行模仿和学习 ,以便将来能顺利融入社会 ,实

现自身的社会化。因此 ,父母与子女所形成关系结

构的形式 ,信息沟通反馈的方式 ,相互之间的角色定

位与转化等 ,将会对子女的人格特质类型、道德价

值、情感分配、态度等形成重要影响。

二、不同家庭人际关系结构将对独生子女社会

化带来不同影响

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 ,传统宗法型家庭结

构逐渐瓦解 ,加之新兴科学技术的影响 ,人们的生活

方式、价值观念等发生了显著改变 ,以为社会发展尽

义务、享受为人父母乐趣、丰富家庭生活、巩固夫妻

关系、传承父母期望为核心的新生育观逐渐形成。

同时市场经济所具有的价值为主、资源配置、利益驱

动、张扬个性、重视自我、崇尚创新、强调公平等理念

深入人心 ,家庭、个人之间已由传统意义上的数量和

单方面优势的竞争 ,转化为质量和综合素质的较量 ,

社会利益冲击家庭利益 ,进而影响家庭人际结构和

对子女的社会化。如单亲家庭的出现等现象就改变

了原有的家庭人际关系结构 ,影响子女的发展。不

同家庭人际关系结构主要归纳为以下几种类型。

(一 )良好型

1. 亲子关系融洽

良好型家庭中父母与孩子相处融洽 ,心理距离

不远 ,容易相互沟通。在孩子成长过程中 ,父母对其

学习、生活只作重要指导 ,却给孩子留下充分自由 ,

引导他们正视挫折 ,从而培养其克服困难的信心和

毅力。此类型中绝大多数父母对子女的独立要求采

取保护、民主、鼓励、宽容的态度 ,在进行大胆“放养 ”

的同时 ,给予密切关注 ,以及时纠偏。

2. 夫妻之间和睦相处 ,同心协力

父母大都具有较高的综合素质 ,既是夫妻 ,又是

朋友 ,善于根据实际情况再学习。他们政治观点鲜

明 ,思想先进 ,价值观、道德观是于传统理论中融合

了现代文明的精华 ;懂得家庭教育的重要性 ,有强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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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责任感 ,善于学习借鉴国内外各种先进、有效的教

育方法 ,相互取长补短。他们共同引导孩子认识古

今中外的伟大人物 ,用其崇高精神为孩子塑造健全

人格 ;支持孩子结交朋友 ,鼓励其参加集体活动 ,以

培养交际能力和协作精神。他们还互相监督 ,以身

作则 ,充分利用各种有利条件 ,为孩子创造良好的受

教育环境 ,以保证其社会化始终朝着最佳方向。

属于此类型的独生子女大都具有明确的学习目

标 ,较强的自尊心、自信心和自控力 ;学习成绩优良

稳定 ;注重全面发展。同时 ,在人际结构不完整的良

好型家庭中 ,子女除具有与完整家庭孩子相似的人

格特点外 ,更多表现出早熟、敏感 ,甚至心理闭锁等

不足 ,总之 ,良好型的人际关系结构是一种双向沟通

形式。

(二 )畸形

1. 自大型

其一 ,亲子关系呈一边倒。当代 ,由于独生子女

家庭子辈、孙辈数目减少 ,同时因生活方式、价值观

念的转变 ,以及新兴科技创新对经验的冲击 ,子女成

为家庭的中心和家庭本身的一种价值及总投资的目

标 ,于是在人际关系上父母对其过度开放 ,表现为

“过度保护和放纵 ”,使子女形成认知偏差 ,导致其自

我意识无限膨胀 ,培养出一批任性放纵、懒惰自私、

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小皇帝 ”,其社会化程度被人

际角色错位所湮没。

其二 ,夫妻关系定位出现偏差。在完整型家庭

中 ,一方面由于夫妻双方的事业心强 ,没有太多的时

间来教育孩子 ,为了弥补感情上的亏欠 ,就一味地用

物质、金钱来补偿 ,从而养成孩子贪图享受、好逸恶

劳的恶习 ;另一方面 ,则是由于在教育子女问题上意

见不统一所造成 ,进而形成相互拆台的局面 ,误导了

孩子的认知 ,影响其社会化的正常进行。

在不完整型家庭中 ,一方面由于当前人们自我

意识、独立意识空前高涨 ,将追求个人幸福和个性发

展看作是至高利益 ,同时将获取经济报酬的能力和

多少视作个人成功与否的绝对标准 ,随意损害能力

较差一方的人格 ,导致家庭解体 ,子女在此过程中亲

历人际交往中具有最亲密关系的两人的争斗 ,势必

对其今后走向社会带来消极作用 ,影响其与社会上

其他人的交往。另一方面 ,随着大众文化表现出的

滥情现象 ,使夫妻双方缺乏必要的了解 ,缺乏对家庭

和社会责任的认识 ,“一夜情、婚外恋、情人潮 ”等的

泛滥 ,最终使家庭人际关系结构出现倾斜 ,夫妻中的

一方对子女进行错误引导 ,灌输与其年龄不相符的

思想道德和价值观念 ,并带孩子出入舞厅、赌场 ,看

色情暴力录像等 ,导致孩子法纪观念淡薄 ,为犯罪埋

下思想祸根 ;或由于自己离异 ,深感愧疚 ,就对其要

求百依百顺 ,无条件纵容 ,养成许多不良习惯 ,从而

影响其社会化。

此种类型独生子女学习目标不明确 ,法纪观念

淡薄 ,自我意识浓厚 ,贪图享受 ,喜好“攀比 ”,其人格

上缺点较多 ,如任性、自私、自高自大等。

2 . 自卑型

其一 ,亲子关系较为紧张。孩子长期生活在紧

张压抑的环境中 ,和父母缺乏必要沟通 ,得不到理

解 ,同时 ,一旦受到挫折 ,其心理创伤得不到及时抚

慰 ,从而导致其缺乏自信 ,对环境充满敌意。

其二 ,夫妻关系较为焦虑。在完整型家庭中 ,有

的夫妻由于受人为或自然的挫折较大 ,“扬眉吐气 ,

光宗耀祖 ”的愿望较迫切 ,家中随时随地体现出竞争

和攀比意识 ,长此以往 ,孩子也受到潜移默化的影

响 ,思想压力加大 ,长期处于期望焦虑状态 ,害怕上

学和考试 ,产生严重的心理疾病。

在不完整型家庭中 ,当子女小的时候 ,夫妻关系

因种种原因趋于紧张 ,在此过程中 ,孩子成为出气

筒 ,或被忽略 ,离婚以后 ,子女成为包袱或相互间讨

价还价的筹码 ,被当作皮球踢来踢去。由于长期面

对冷漠和敌视 ,且不断变化的人际关系结构更让孩

子难以适应 ,从而形成他们性格上的许多不良品质 ,

阻碍其社会化进程。

这种类型的孩子学习成绩一般较差 ,严重缺乏

自信心 ;性格上多表现为内向、孤僻 ,易自暴自弃等 ,

部分人有神经质 ,有的则固执、好斗 ,有的存在严重

的逆反心理等。

3. 不确定型

其一 ,亲子关系较为融洽。父母与子女的关系

比较和谐 ,以“群言堂 ”的方式相互沟通 ,对子女的教

育倾向于良好型 ,但仍以子女为中心 ,只是少了人为

的干涉 ,对孩子的教育顺其自然 ,不作刻意要求。子

女的社会化进程更多是“随大流 ”。

其二 ,夫妻关系较为和睦。夫妻双方大都受中

国传统思想的影响 ,彼此间随和、谦让 ,为人处世较

平和淡泊 ,没有鲜明的观点 ,也不走极端 ,此种类型

的独生子女学习、生活目标较明确 ,有一定的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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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纪观念 ,自控力、自信心不足 ,成绩波动大 ,人际关

系基本良好 ,受环境因素的影响较明显 ,表现为

从众。

三、以人为本 ,不断优化家庭人际关系结构 ,促

进独生子女的良好社会化

由上可知 ,家庭教育中人际关系结构状况不同 ,

其子女的社会化进程和结果也不相同。应采取何种

方法优化家庭人际关系结构 ,从而达到纠正“畸型 ”,

避免“不确定型 ”受不良因素影响 ,使其共同向“良

好型 ”转化呢 ? 笔者认为应做到以下几点。

(一 )亲子关系

1. 父母应给子女正确定位 ,作到严、爱结合 ,张

弛有度

曾子曰 :“君子之于子 ,爱之而勿貌 ⋯⋯心虽爱

之 ,不形于外 ,常以严状之位 ,不以辞色悦之也。”

(《温公家范 》)其大意为 ,父母爱子女应在心里 ,不要

从言语和面部表情去喜欢 ,否则会对孩子娇生惯养。

因此我们必须正确定位子女在家庭中的角色位置 ,

切忌溺爱。由于当今独生子女大多是养尊处优 ,一

遇失败就灰心丧气 ,出现诸如出走、自杀的现象 ,因

此父母应创造机会让他们在竞争环境和挫折中去摔

打 ,让他们体味艰难困苦 ,正确认识和对待挫折 ,培

养顽强拼搏的性格和自理自立、适应环境、善于合作

的能力。

对于过于严厉的父母 ,应为子女营造轻松、愉悦

的氛围。有些父母在子女学习和将来就业上 ,反复

施加压力 ,给孩子造成恐惧感 ,使其不堪重负 ,一遇

到哪怕是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 ,他们也会采取偏激

行为来对待 ,因此 ,父母应在家中淡化激烈的竞争意

识和危机意识 ,不能总以分数论英雄 ,应为他们创造

一种能自己选择、自我发挥的空间 ,并随时转换家长

的角色 ,当孩子的伙伴和朋友 ,当孩子面对困难和失

败时 ,要给他们支持和理解 ,引导他们分析、总结 ,寻

求解决问题的科学方法 ,并对孩子的成功给以恰当、

及时的表扬 ,增强孩子克服困难的信心和能力。

2. 父母对子女的社会化要有责任感

首先 ,父母不能以工作忙为由疏忽对子女的教

育 ,不能形成在家由上一辈管生活 ,请家教辅导功

课 ,在校由教师管一切的局面 ,必须明白正确教育子

女 ,促进其社会化是父母的应尽之责。其次 ,父母不

论受到多大的挫折和困难 ,不可拿子女出气 ,父母的

一时冲动 ,将拉开与他们的距离 ,导致相互间信息交

流的困难 ,从而无法及时了解子女的心理活动和思

想倾向 ,进而无法对子女的行为、动机做出及时、客

观的评价 ,促成其形成性格偏差 ,影响社会化的正常

进行。

3. 父母应当以身作则

马卡连柯指出 :父母威信的根源只出于一个地

方 ,那就是父母的操行。因此父母的行为应有表率

作用 ,应当不断学习 ,加强自身修养 ,以自身良好的

道德品质和丰富的阅历知识在子女心目中树立威

信 ,并以此来及时全面了解子女在不同发展阶段的

身心发展特点 ,尊重子女的合理要求和人格尊严 ,改

善和调整自己的教养方式 ,坚决避免以父母的地位

和支配手段 ,将不切合实际的想法和做法强加于他

们 ,造成矛盾的激化 ,使其社会化走上歧途。

4. 父母对子女的社会化要有足够的耐心和恒心

独生子女的社会化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其间会

受许多因素影响 ,形成诸多不良习惯 ,这就要求父母

要有足够的耐心和恒心去发现它 ,不断找出新方法

去帮助孩子克服它 ,保证其健康成长。同时父母应

遵循循序渐进的规律。对其在社会化进程中出现的

异化行为和特征 ,应根据当时子女的身心发展阶段

特点 ,认真分析比较 ,找出原因 ,制定合理方案 ,按部

就班进行纠偏 ,重要的是端正子女的认识 ,以理服

人 ,并给予足够的时间 ,监督其改正 ,不可一蹴而就。

相反 ,如果父母太急躁 ,不由分说一顿打骂 ,要求即

刻改正 ,不但不可能 ,甚至会适得其反 ,造成孩子敌

视、抵制父母的教育。

(二 )夫妻关系

1. 及时更新观念 ,努力营造和谐的家庭氛围

稳定健康的夫妻关系是家庭得以存在的基础 ,

更是促进子女良好社会化的关键 ,在知识经济日渐

深入人心的今天 ,夫妻双方必须理解市场经济中所

提倡的等价交换、竞争共赢等规律在家庭中运用的

实质 ,不管经济如何发达 ,社会如何进步 ,人类追求

幸福、追求美好情感的愿望不会改变 ,只是在不同时

期 ,这种追求会以不同的方式加以表达而已。因此 ,

作为夫妻应摒弃功利思想 ,摆正物质与感情的位置 ,

通过双方的同体共建 ,和谐融洽 ,才能为子女提供一

个温馨环境 ,从而使其在社会化进程中学会生存、学

会学习、学会创造 ,养成勤奋、质朴、文明等优良个性

品质。

2. 不断提高综合素质和自身修养 ,与子女共同

931杨　安 ,等　家庭人际关系结构对独生子女社会化的影响



进步

当今社会 ,科技发展日新月异 ,个人社会化发展

面临诸多挑战和机遇 ,因此夫妻双方首先应共同学

习 ,多方面了解子女成长过程中生理、心理等方面的

特点和规律 ,适时改进教育方法 ,同时 ,要多了解学

校教育 ,配合其德育教育 ,避免出现“5 + 2 = 0”的局

面。其次 ,夫妻应注意提高自己在道德、情操等方面

的修养 ,对个人价值实现和子女教育问题方面的分

歧应本着相互理解、相互尊重、求同存异的原则加以

处理 ,切不可相互怄气拆台 ,在子女面前应以一个声

音表达对事物、人生的态度 ,促进子女社会化。

3. 加强交流与沟通 ,避免信息失真与误判

现代社会运转节奏快 ,信息量大 ,竞争激烈 ,不

论何种类型的家庭 ,夫妻双方都是家庭经济收入的

主要来源 ,它支撑着家庭的正常运转 ,更维持着子女

正常社会化所需的相应开支 ,因此 ,在各种期望的激

励下 ,每个人都在忘命工作 ,以保证开销需要 ,一旦

出现交流失调 ,将导致感情真空 ,进而出现家庭危

机 ,并危及到子女的社会化。故夫妻双方应采取如

定期沟通等形式 ,结合电话、网络等现代通讯工具 ,

及时表露和解释彼此的意见 ,获得相互的信息反馈 ,

保证自己对各种事件的正确判断 ,从而避免误会产

生 ,维护家庭人际关系结构的稳定 ,尽可能保证子女

社会化在一个完整的家庭系统中进行。

综上所述 ,家庭人际关系结构对独生子女社会

化有着重要作用。随着我国社会的发展 ,民族振兴

的火炬将由他们来举起 ,十年树木 ,百年树人 ,独生

子女的教育问题将为全社会长期面临。为了培养具

有高尚人格 ,能够迎接新技术革命的挑战 ,参与全球

竞争与合作 ,能主动适应 ,积极推进甚至引导一系列

的社会变革的新型高素质人才 ,作为他们的第一任

教师 ———父母 ,第一所学校 ———家庭 ,更是责无旁

贷。我们应当优化影响家庭人际关系结构的各个因

素 ,使之相互影响 ,共同发挥出系统的整体功能 ,并

与社会、学校教育一起 ,形成三位一体的教育网络 ,

共同促进 ,相互影响 ,促使独生子女健康成长 ,从而

使他们担当起建设祖国的重任 ,为社会贡献出自己

的聪明才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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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fluence of Fam ily In terpersona l Rela tion sh ip

Structure on the Soc ia liza tion of On ly2Ch ild
YANG An, DONG Hua2jun

(Chongqing U niversity, Chongqing 400030, Ch ina)

Abstract: A s the only2child number increase year by year, the socialization of only2child has already been

recognized. In our country’s social transformation period, the benefits conflict and the ideas variety has brought

many difficulties on the socialization of only2child. Combining with the relevant theories of education and p sychol2
ogy, this paper analyzes and researches the influence of fam ily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 structure on the socializa2
tion of only2child, and then elaborates on how to op tim ize the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 structure, so as to p romote

the socialization of only2child.

Key words: only2child; home education;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 structure; socia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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