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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前儿童行为问题的现状调查

———以昆明市六所幼儿园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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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明学院 教师教育学院，云南 昆明 ６５０２１４）

摘要：学前儿童的行为问题是社会、学校、家庭等各种人际关系系统与学前儿童间相互作用的结果，要解决

学前儿童的行为问题就要回到学前儿童现实生活中，从影响儿童生理和心理健康发展的各因素中寻找答

案。对昆明市幼儿园学前儿童的行为问题进行调查分析，有助于了解昆明市学前儿童行为问题的总体情况

并提出行之有效的意见和建议，帮助学前儿童的身心健康得到更好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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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选题的意义

近年来，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迅猛发展，学前儿

童的心理健康和行为问题受到越来越多的人关注。

在２０１０年７月１３日中央召开全国教育工作会后，
国家相继出台了《国务院关于当前发展学前教育的

若干意见》和《３－６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学前
儿童的心理健康问题前所未有的成为我国政府高度

关注和重视的焦点。

随着科技、经济的飞速发展，在人们物质生

活变得丰富多彩的同时，学前儿童幼儿园生活压

力、幼儿园班级中儿童间的各种竞争压力、来自

原生家庭和所处社会环境中的压力使他们的心

理和行为问题的发病率呈现出逐年上升的趋势。

行为是人心理的主要外在表现，学前儿童的行为

问题就成为学前儿童心理健康问题的重要表征。

学前儿童行为问题是指学前儿童行为在严重程

度和持续时间上超过了相应的年龄所允许的正



常范围的异常行为［１］，是学前儿童心理卫生问题

中最常见的问题［２］。目前，我国对于学前儿童的

关注也从过去的单纯只注重“身体健康”转向为

注重“身心健康”。昆明是我国东盟自贸区发展

桥头堡战略地区的中心城市，学前儿童作为昆明

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心理健康对云南今

后的发展起着决定性的影响作用，如何更好地促

进昆明市学前儿童的心理健康，是当前心理健康

教育工作者的首要问题。因此，笔者对昆明市六

所幼儿园的学前儿童行为问题进行调查研究，并

提出了几点意见和建议。

二、研究的对象和方法

（一）研究对象

　　本研究选取了昆明６所幼儿园，包括昆明市教
工二幼、昆明市第十三幼儿园、市政府第一幼儿园、

昆明市第十五幼儿园、五华区第一幼儿园和云南省

省委机关幼儿园，随机抽取年龄在３～５岁间的２７０
名学前儿童家长进行问卷调查，删除不合格问卷以

及有缺漏的问卷２２份，最后获得２４８份有效问卷。
其中男孩１２３人，女孩１２３人，３岁年龄组７１人，４
岁年龄组８３人，５岁年龄组９４人。详见表１。

（二）问卷调查法

采用Ｃｏｎｎｅｒｓ父母症状问卷，包括４８个选题，量
表包含焦虑、冲动－多动、心身问题、学习问题、品行
问题、多动指数６个因子，基本上概括了儿童常见的
行为问题。在样本测量的过程中，将研究涉及的两个

量表装订成册，并加入了人口学因素的调查内容：父

亲文化水平、母亲文化水平。由研究者向抽样的幼儿

园负责人进行说明，告知研究的目的和内容，要求测

试时给予统一的指导语，按照量表要求认真填写相关

信息，在确定被试明确作答方式后开始测验。测验不

限时，被试一般在２５～３０分钟完成。

表１　样本总体性别及年龄人数分布状况 人

幼儿园 教工二幼 十三幼 市政府一幼 十五幼 五华一幼 省委机关幼儿园 合计

性别

年龄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３岁 １０ １２ １ ６ ５ ３ ９ ５ ３ ０ ７ １０ ３５ ３６

４岁 １２ ９ ２ ９ ４ ６ ９ １１ ７ ４ ６ ４ ４０ ４３

５岁 １３ １１ ３ ７ ５ ７ ９ ８ ５ ８ １３ ５ ４８ ４６

合计
３５ ３２ ６ ２２ １４ １６ ２７ ２４ １５ １２ ２６ １９ １２３ １２５

６７ ２８ ３０ ５１ ２７ ４５ ２４８

（三）统计分析

本研究的所有测量数据均由本人录入，之后使

用统计软件 Ｓｐｓｓ１８０处理。以均值和检出率作为
统计指标，采用ｔ检验、Ｆ检验、相关分析。

（四）问卷回收情况

发放问卷共２７０份，收回２７０份，剔除不合格问
卷以及有缺漏的问卷２２份，最后获得有效问卷２４８
份，有效率为 ９１９％男童 １２３人（４９６％），女童
１２５人（５０４％）；３岁儿童７１人（２８６％），４岁儿童
８３人（３３５％），５岁儿童９４人（３７９％），平均年龄
４０９０８１岁。

三、研究结果

（一）昆明市学前儿童行为问题的基本情况

在所调查的２７０名学前儿童中，发现有行为
问题的学前儿童有 ３５名。学前儿童行为问题总
检出率为 １４１％学前儿童行为问题各因子检
出情况：品行问题、学习问题、心身问题、冲动 －
多动、焦虑和多动指数检出率分别为 ４８％、
３２％、１２％、２％、６５％和 １６％对各因子检
出率进行多重比较，各因子检出率之间存在统计

学差异（Ｐ＜００５），品行问题和焦虑问题检出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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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于其它各因子的检出率。

学前儿童行为问题各因子得分与中国常模

比较的情况可见表 ２。由表 ２可知，在品行问题
因子上男童得分情况基本与全国水平相同，女童

则略高于全国常模；在学习问题上男童略高于全

国常模水平，而女童则明显高于全国水平；在心

身问题因子上男童和女童的得分都明显高于全

国水平；冲动 －多动因子上男童略高于全国水
平，而女童明显高于全国水平；焦虑因子上男童

略高于全国水平，而女童明显高于全国水平；多

动指数上男女童都明显高于全国水平。

表２　学前儿童行为问题各因子分与中国常模比较

男童 女童

样本 中国常模 样本 中国常模

品行问题 ０４８±０２８ ０４８±０３６ ０４２±０２６ ０３９±０２７

学习问题 ０６７±０４４ ０６４土０５３ ０６３±０４５ ０４９±０４２

心身问题 ０２１±０２８ ０１５±０２４ ０１９±０２７ ０１１±０２０

冲动－多动 ０６１±０４９ ０５８±０５６ ０５１±０４５ ０４７±０４４

焦虑 ０４５±０３４ ０４３±０３７ ０５０±０３９ ０４０±０３５

多动指数 ０６１±０３９ ０５５±０４３ ０５３±０３５ ０４５±０３５

（二）不同性别学前儿童行为问题的情况

在所调查的２７０名学前儿童中，发现有行为问

题的学前儿童有３５名。其中男童行为问题检出有
１７名，占 １３８％，女童行为问题检出有 １８名，占
１４４％，两者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不同性别学前儿童行为问题各因子检出率

比较见表３。由表３可知，男童在品行问题、学习
问题、冲动 －多动和多动指数 ４个因子检出率上
均高于女童，在品行问题和学习问题 ２个因子的
检出率与女童的检出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但男童在冲动 －多动和多动指数因子检
出率高于女童，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其中冲动 －多动因子达到非常显著水平
（Ｐ＜００１），因此，推论男童在多动指数因子的
检出率与女童在这个因子上的检出率差异显著，

男童在冲动 －多动因子的检出率与女童在这个
因子的检出率差异非常显著。进一步还能看出

女童在心身问题和焦虑因子检出率上高于男童，

但检出率与男童的检出率差异没有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因此，推论女童在心身问题和焦虑
因子的检出率与男童在这个因子上的检出率差

异不显著。

不同性别学前儿童行为问题各因子得分比

较见表４。由表 ４可知，女童在焦虑因子得分高
于男童，而男童在冲动 －多动和多动指数因子得
分高于女童，男女童在多动指数这个因子得分都

存在差异，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因
此，可以推断男童与女童在指数因子得分差异

显著。

表３　不同性别学前儿童行为问题各因子检出率比较

ＰＳＱ因子
男（ｎ＝１２３） 女（ｎ＝１２５）
人数 百分比／％ 人数 百分比／％

Ｐ

品行问题 ７ ５６ ５ ４０ ＞００５

学习问题 ５ ４０ ３ ２４ ＞００５

心身问题 １ ０８ ２ ０９ ＞００５

冲动－多动 ４ ３２ １ ０８ ＜００１

焦虑 ６ ４９ １０ ８０ ＞００５

多动指数 ３ ２４ １ ０８ ＜００５

表４　不同性别学前儿童行为问题各因子得分比较（ＭＳＤ）

ＰＳＱ因子 男（ｎ＝１２３） 女（ｎ＝１２５） ｔ Ｐ

品行问题 ０４８±０２８ ０４２±０２６ １６８ ＞００５

学习问题 ０６７±０４４ ０６３±０４５ ０８６ ＞００５

心身问题 ０２１±０２８ ０１９±０２７ ０６５ ＞００５

冲动－多动 ０６１±０４９ ０５１±０４５ １７６ ＞００５

焦虑 ０４５±０３４ ０５０±０３９ －１１４ ＞００５

多动指数 ０６１±０３９ ０５３±０３５ １７２ ＜００５

（三）不同年龄组学前儿童行为问题的情况

３岁年龄组学前儿童行为问题检出率为１４１％，
４岁年龄组学前儿童行为问题检出率为１４５％，５岁
年龄组学前儿童行为问题检出率为１３８％，３个年龄
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不同年龄组学前儿童行为问题各因子得分比较

见表５。由表５可知，不同年龄组在品行问题、学习
问题、心身问题、冲动 －多动、焦虑和多动指数各因
子等方面得分组间虽有差异，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因此，不推论不同年龄组学前儿童行
为问题间存在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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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５　不同年龄学前儿童行为问题各因子得分比较（ＭＳＤ）

ＰＳＱ因子 ３岁（ｎ＝７１） ４岁（ｎ＝８３） ５岁（ｎ＝９４） Ｆ值 Ｐ值

品行问题 ０４７±０２９ ０４４±０２７ ０４４±０２６ ０２４ ＞００５

学习问题 ０５７±０４０ ０６６±０４８ ０７０±０４５ １８０ ＞００５

心身问题 ０１７±０２７ ０２２±０２６ ０２０±０２９ ０７７ ＞００５

冲动－多动 ０５７±０４８ ０５５±０５１ ０５６±０４５ ００６ ＞００５

焦虑 ０４９±０３４ ０４６±０３６ ０４８±０３９ ０１３ ＞００５

多动指数 ０５７±０３４ ０５８±０３９ ０５６±０３８ ００７ ＞００５

　　 不同年龄组男女生学前儿童行为问题各因子得
分比较见表６。由表６可知，３岁年龄组男童在品行
问题、学习问题、冲动－多动和多动指数因子上得分
明显高于女童，而在焦虑因子上得分女童略高于男

童，但这个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４岁年龄组
女童在品行问题、学习问题、心身问题、焦虑和多动指

数因子上得分均高于男童，仅在冲动－多动因子上男
童高于女童，但这些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５

岁年龄组男童在品行问题、学习问题、冲动－多动和
多动指数因子上得分明显高于女童，但这些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但在心身问题上男童明显高于
女童，而在焦虑问题上女童明显高于男童，这些差异

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因此，可以推论，３岁和
４岁年龄组，性别对儿童行为问题各因子的影响差异
不明显，但在５岁年龄组性别对儿童行为问题中心身
问题和焦虑问题影响非常明显。

表６　不同年龄组男女生学前儿童行为问题各因子得分比较（ＭＳＤ）

３岁年龄组 ４岁年龄组 ５岁年龄组
男（ｎ＝３５） 女（ｎ＝３６） 男（ｎ＝４０） 女（ｎ＝４３） 男（ｎ＝４８） 女（ｎ＝４６）

品行问题 ０５２±０２７ ０４０±０２９ ０４４±０２８ ０４５±０２７ ０４７±０２７ ０４０±０２４

学习问题 ０６５±０３３ ０４９±０４６ ０５９±０４７ ０７２±０４８ ０７６±０４８ ０６４±０４０

心身问题 ０１７±０２５ ０１７±０３０ ０２１±０２２ ０２４±０３０ ０２４±０３５ ０１６±０２０

冲动－多动 ０６８±０５１ ０４７±０４１ ０５８±０５３ ０５２±０４９ ０５９±０４５ ０５２±０４５

焦虑 ０４８±０３７ ０４９±０３２ ０４３±０３６ ０４８±０３６ ０４４±０３１ ０５２±０４６

多动指数 ０６７±０３３ ０４８±０３３ ０５６±０４０ ０５９±０３８ ０６０±０４３ ０５１±０３２

四、讨　论

昆明市学前儿童 行 为 问 题 的 检 出 率 为

１４１％，与其他地区学前儿童行为问题研究的结
果比较：１高于 ２００１年的全国平均水平（３％ ～
１０％）［３］，原因可能是本次研究与 ２００１年相较时
隔１４年人们的生活发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学前儿童在成长中受到来自各方面的冲击和压力

也越来越大，研究结果也与许多研究发现的学前

儿童的行为问题的发生率呈逐年上升趋势的结果

相符。２低于２００７年太原市１６１８％检出率［４］，

这可能与昆明地处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家庭亲子

关系模式和学前儿童教育机制等有关。男女儿童

在行为问题检出率上无显著性别差异，这与李秀

丽、宋芳等人的研究结果一致。

本研究中学前儿童行为问题各因子分与１９７８

年中国常模比较的研究发现，本研究中的学前儿童

行为问题的得分情况略高于全国常模；在心身问题

因子上，男孩和女孩的得分均明显高于全国常模；在

心身问题因子方面分数显著高于全国常模；此外在

冲动－多动和焦虑方面，男孩和女孩的得分也明显

高于全国常模；造成以上结果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

先有来自社会层面的原因：我国社会的政治、经济、

文化等多方面都发生了巨大变化，人们的日常生活

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学前儿童在成长中受到

来自社会发展各方面的冲击和压力也越来越大，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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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在与我们的交往互动中受到环境中潜移默化的影

响，而表现得更焦虑。这说明我们的孩子的行为问

题的发生率与我们各方面的恶劣“环境”成正相关；

其次有家庭教育层面的原因，由于居住条件、工作时

间等原因导致的大多数学前儿童都处于隔代教育为

主，亲代教育为辅的状态，隔代教育更容易产生溺

爱、娇惯等情况，此外，在家庭教育中“父亲”更容易

因手机等电子产品或其他原因的影响而缺席学前儿

童的家庭教育，这些来自家庭教育中的各种误区都

不利于学前儿童的成长；再次有源自儿童身心发展

的原因，如：剖腹产；食用配方奶粉与母亲缺乏亲自

互动；不良商家在食物中添加大量激素或各种添加

剂打破了儿童身体内的激素平衡，激素中的雄性荷

尔蒙会促使多动；独生子女等都可能是造成学前儿

童行为问题的原因。儿童的行为问题是社会、家庭

包括儿童个体本身等多因素形成的这个生态系统相

互作用的共同结果。因此，儿童行为问题各因子分

在与１９７８年的中国常模中的比较情况，儿童行为问
题各个因子的分数都高出许多。这个差异值得引起

广泛的关注。

五、建　议

从吉布森的生态心理学理论的观点看，学前儿童

的行为问题是社会、学校、家庭等各种人际关系系统

与学前儿童间相互作用的结果，要解决学前儿童的行

为问题就要回到学前儿童现实生活中，从对儿童的生

理和心理健康发展影响的各因素中寻找答案。为实

现昆明的可持续性发展，巩固云南在中国东盟自由贸

易区的战略地位，就昆明六所幼儿园中的学前儿童行

为问题调查所得出的结果提出以下的建议：

第一、为减少学前儿童行为问题的发生率，在

各地新建中心幼儿园，解决幼儿园教师的岗位和待

遇问题。与此同时还需要许多有能力和经验的社会

机构或个人参与办学，确实解决我国适龄的学前儿

童的入园教育问题。

第二、在国家严格的规范和要求下开办优质、

多样的民办幼儿园，保证在幼儿园实现小班教学，减

少因大班教学造成的校园安全隐患。

第三、作为现代的父母应该从孕育新生命前就

要考虑到健康的身体和良好的遗传基因的问题。在

怀孕前，准父母要进行全面的体检确保夫妻双方身

体状态优良。在怀孕过程中按时产检，生产时最好

采用自然分娩。

第四、父母还应该要不断地提升自己，要学习

现代科学的学前儿童教育的理念和方法。周末可多

增加亲子互动活动，抽空参与各种幼教课程的培训。

第五、在孩子成长过程中，尽量避免垃圾食品

的摄入，保证营养均衡，勿打破幼儿体内的激素

平衡。

第六、父亲应积极参与到孩子的教育过程中，

避免隔代教育产生的溺爱与娇惯等不良习气。为孩

子的健康成长营造一个良好的家庭环境。

第七、幼儿园和家长应保持校内、校外信息的通

畅，加强家园共育工作，在对孩子的教育标准和要求

上保持一致。幼儿园和家长应该携手在对影响孩子

成长的整个生态系统中进行良性的扰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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