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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在先天素质的基础上，通过后天的家庭、学校和社会环境

的影响，经过儿童自己的实践活动和积极主动性才逐渐形成

的。 一、来自生理因素的影响 性格的形成与发展有其生物学

的根源。遗传素质是性格形成的自然基础，它为性格形成与

发展提供了可能性。具体表现在四个方面。第一，一个人的

相貌、身高、体重等生理特征，会因社会文化的评价与自我

意识的作用，影响到自信心、自尊感等性格特征的形成。第

二，生理成熟的早晚也会影响性格的形成。一般地，早熟的

学生爱社交，责任感强，较遵守学校的规章制度，容易给人

良好的印象；晚熟的学生往往凭借自我态度和感情行事，责

任感较差，小太遵守校规，很少考虑社会准则。第三，某些

神经系统的遗传特性也会影响特定性格的形成，这种影响表

现为或起加速作用或起延缓作用。这从气质与性格的相互作

用中可以印证：活泼型的人比抑制型的人更容易形成热情大

方的性格；在不利的客观情况下，抑制型的人比活泼型的人

更容易形成胆怯和懦弱的性格特征，而在顺利的条件下，活

泼型的人比抑制型的人更容易成为勇敢者。第四，性别差异

对人类性格的影响也有明显的作用。一般认为，男性比女性

在性格上更具有独立性、自主性、攻击性、支配性，并有强

烈的竞争意识，敢于冒险；女性则比男性更具依赖性，较易

被说服，做事有分寸，具有较强的忍耐性。 二、来自家庭环

境的影响 家庭因素对性格形成与发展有重要的影响。家庭是



儿童出生后接触到的最初的教育场所，家庭所处的经济地位

和政治地位、家长的教育观念和教育水平、家长的教育态度

与教育方式、家庭的气氛、儿童在家庭中扮演的角色与所处

的地位等等，都对儿童性格的形成有非常重要的影响。从这

个意义上讲，“家庭是制造性格的工厂”。 1．家庭气氛与

父母的文化程度对儿童性格的影响 家庭成员之间特别是父母

之间的相互关系处理得好坏，会直接影响儿童性格的形成。

一般来讲，家庭成员之间和睦、宁静、愉快的关系所营造的

家庭气氛对儿童的性格有积极的影响；家庭成员之间相互猜

疑、争吵、极不和睦的关系所造成的家庭紧张气氛，尤其是

父母离异的家庭对儿童性格有消极的影响。大量研究表明，

离异家庭的儿童比完整家庭的儿童更多地表现出孤僻、冷淡

、冲动、好说谎、恐惧焦虑甚至反社会等不良的性格特征。 

研究发现，父母的文化程度对儿童的性格发展会产生很大影

响。父母的文化程度对儿童的自制力、灵活性有显著影响；

母亲的文化程度则对儿童性格的果断性、思维水平、求知欲

、灵活性四项行为特征产生显著影响，父亲的文化程度的影

响主要表现在儿童的意志特征上，母亲的文化程度除了在性

格的情绪特征、意志特征上有某些影响外，对儿童性格的理

智特征有较大的影响。 2．家长的教育观念、教育态度与方

式的影响 家长的教育观念具体表现为：家长对家庭教育的作

用与在家教问题上所承担的角色与职能之认识的教育观，家

长对儿童的权利与义务、地位及对子女发展规律之看法的儿

童观，家长在子女成才问题上之价值取向的人才观，以及家

长对自己同子女有什么样的关系之看法的亲子观。研究发现

，家长教育观念的正确与否，决定家长对儿童采取何种教育



态度与方式，而家长的教育态度与方式又直接影响着儿童的

发展，特别是性格的形成与发展。有许多心理学家对父母的

教养态度与方式对子女性格的影响进行了研究，其结果表明

，在父母不同的教育态度与方式下成长的儿童，其性格特点

有明显的差异，现概括为表13-1。表13-1 父母的教养态度对

子女性格的影响 3．儿童在家庭中的地位与角色的影响 儿童

在家庭中所处的地位及扮演的角色，也会影响其性格的形成

与发展。如父母对子女不公平时，受偏爱的一方可能有洋洋

自得、高傲的表现，受冷落的一方则容易嫉妒、自卑。 艾森

伯格(P.Eisenberg)研究认为，长子或独生子比中间的孩子或最

小的孩子具有更多的优越感。孩子在家庭中越受重视，其性

格发展越倾向自信、独立、优越感强。如果其地位发生变化

，原有的性格特征往往会随之产生不同程度的变化。苏联一

位心理学家对同卵双生子的姐妹进行研究，发现姐姐处事果

断、主动勇敢，妹妹较为顺从、被动。经了解，在这对双生

子出生后，她们的祖母指定一个为姐姐，一个为妹妹。从童

年时起，姐姐就担当起保护、照顾妹妹的责任，所以形成了

前面所说的性格特征，而妹妹由于被照顾和保护，就形成了

依赖、顺从的性格特征。 目前，我国独生子女在儿童总数中

占主要成分，独生子女在家庭中有着特殊的地位，扮演着特

殊的角色，家长在教育态度与方式上稍有放纵或不一致就很

容易造成子女性格上的不良后果。现在，独生子女的教育问

题已引起教育界的关注，并成为人们探讨的热门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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