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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俗话说“初生牛犊不怕虎”，在旺盛的好奇心和探

索欲的驱使下，年幼儿童常常积极地会去尝试和接触各

种新的事物与活动。然而，在年幼儿童探索周围世界的

过程中，潜在危险也随之而来，这使得家长对年幼儿童

的风险行为异常紧张和苦恼，特别是新闻报道中频繁出

现的关于年幼儿童意外伤害事故的信息，更是时不时给

家长的脆弱神经一记重击。有鉴于此，为了孩子的安全，

在面对年幼儿童的风险行为时，大多数家长都会选择警

告、限制、制止等方式来应对，但也有部分家长能够从

另外的角度来看待年幼儿童的风险行为。风险行为带给

年幼儿童的不仅只是消极的影响，也有积极的作用，如

年幼儿童在发展过程中各种新的动作技能的习得，往往

与风险行为关系密切，任何新的尝试其实都伴随着风险，

但与对幼儿发展的积极作用相比，一定的风险是可以接

受的。在影响年幼儿童风险行为水平的各种因素中，家

长因素是不可忽视的，本研究旨在通过综合分析家长基

本情况、年幼儿童气质类型、家长对年幼儿童风险行为

的观念、家长的看护行为等多种因素与年幼儿童风险行

为水平之间的关系，从而为家长更好地促进年幼儿童适

度风险行为，发挥风险行为对年幼儿童发展的积极促进

作用提供可行的建议。

二、年幼儿童及家长基本情况与年幼儿童气质类型

的关系

本研究从年幼儿童所处地区、年龄、性别、主要教

养人的角色、家长学历、家庭年收入等六个方面了解调

查对象的基本情况。通过年幼儿童气质类型调查问卷的

得分定义其气质类型，该问卷共 19 题，得分在 8 分及

以上的年幼儿童被定义为感觉寻求气质水平高的年幼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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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年幼儿童探索周围世界的过程中，面临着许多潜在危险，这使得家长对年幼儿童的风险行为异常紧

张和苦恼。在影响年幼儿童风险行为水平的各种因素中，家长因素是不可忽视的，本研究旨在探讨年幼儿童与家长

基本情况、年幼儿童气质类型、家长对年幼儿童风险行为的观念、家长的看护行为等多种因素与年幼儿童风险行为

水平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年幼儿童的风险行为水平在人口学变量上存在显著差异；家长对待年幼儿童风险行为

的观念对年幼儿童的风险行为水平影响显著；家长对年幼儿童受伤可能性和受伤程度的判断在不同风险情境下差异

显著；大多数家长对年幼儿童采取较为严格的看护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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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同时感觉寻求气质水平高的年幼儿童其风险行为水

平也较高。

研究结果显示，不同地区当中感觉寻求气质水平

高的年幼儿童占该地区年幼儿童总数的比例城市＞

农村＞乡镇，分别为城市 63.89%、农村 44%、乡镇

35.34%。从年幼儿童年龄班分布来看，大班感觉寻求

气质水平高的年幼儿童的比例＞中班＞小班，分别为

大班 50%、中班 45.24%、小班 40.51，但差距并不明

显，因此我们可以猜想部分年幼儿童的感觉寻求气质

水平可能会随着年龄的增长逐步提升。年幼儿童性别

也是影响其感觉寻求气质水平的重要因素，研究结果

显示，感觉寻求气质水平高的幼儿共 120 人，占总人

数的 45.63%，其中男孩比例显著大于女孩，男孩占

比 66.67%，女孩占比 33.33%。在所有男孩中，感觉

寻求气质水平高的男孩占比较大，比例为 54.05%，而

在女孩中感觉寻求气质水平高的女孩占比较小，比例

仅为 34.78%。年幼儿童主要教养人的角色也会影响年

幼儿童的感觉寻求气质水平，我们一般认为父亲教养

的孩子相较于母亲教养的孩子，会更勇于冒险，但研

究结果显示，主要教养人是父亲的孩子中感觉寻求气

质水平高的占比为 38.76%，主要教养人为母亲的孩子

中感觉寻求气质水平高的占比为 48.28%，这一结果显

然并不支持我们的惯有观念。家长学历情况对年幼儿

童感觉寻求气质水平的影响则呈现正相关，家长学历

越高，年幼儿童感觉寻求水平高的比例也更高，家长

为研究生学历的，孩子为高感觉寻求气质水平的占比

为 78.57%，本科学历占比是 62.16%，大专学历占比是

57.5%，高中或中专学历占比是 44.12%，初中学历占

比是 33.33%，小学学历占比是 18.18%。家庭年收入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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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幼儿童感觉寻求气质水平也基本呈现正相关，家庭年

收入越高，年幼儿童感觉寻求水平高的比例也更高，家

庭年收入在 12 万元以上的，孩子为高感觉寻求气质水

平的占比为 70.69%，年收入在 9 万—12 万元的占比为

62.07%，年收入在 6 万—9 万元的占比为 38.46%，年

收入在 3 万—6 万元的占比为 35.94%，年收入少于 3 万

元的占比为 31.51%。

由此可知，年幼儿童的气质类型与所处地区、性别、

家长学历、家庭年收入等因素存在一定的关联，感觉寻

求气质水平高的年幼儿童的比例，从所处地区来看，城

市地区＞农村地区＞乡镇地区，从与不同地区的家长的

访谈我们发现城市地区的家长对于孩子的风险行为更为

宽容与理性，也会积极带领孩子参与一些具有一定风险

但对其发展有益的活动，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城市

地区的孩子的感觉寻求气质水平相对较高，风险行为水

平也较高；从性别来看，男孩＞女孩，这与我们的原有

观念是一致的，人们往往认为男孩比女孩更爱冒险，因

此其感觉寻求气质水平也就更高，风险行为水平也更高；

从家长学历来看，研究生学历＞本科学历＞大专学历＞

高中或中专学历＞初中学历＞小学学历；从家庭年收入

来看，年收入在 9 万元以上的显著高于年收入 9 万元以

下的。

三、家长对年幼儿童风险行为的观念与年幼儿童风

险行为水平的关系

本研究设置了 15 个风险情境，通过家长对年幼儿

童风险行为的观念调查问卷的得分判定家长对年幼儿童

风险行为的态度，该问卷共 30 题，得分在 90 分及以上

的被定义为对年幼儿童风险行为态度非常宽容，得分在

60 分—89 分的被定义为对年幼儿童风险行为态度较宽

容，得分在 30 分—59 分的被定义为对年幼儿童风险行

为态度较严格，得分在 30 分以下的被定义为对年幼儿

童风险行为态度非常严格。

研究结果显示，对年幼儿童风险行为态度非常宽容

的家长占比为 10.27%，对年幼儿童风险行为态度较宽

容的家长占比为 50.19%，对年幼儿童风险行为态度较

严格的家长占比为 19.77%，对年幼儿童风险行为态度

非常严格的家长占比为 19.77%，分析数据我们发现对

待孩子的风险行为，大多数家长的态度是较为宽容的，

且城市地区家长态度较宽容和非常宽容的比例明显高于

乡镇和农村地区家长。通过对比对年幼儿童风险行为观

念和年幼儿童感觉寻求水平两组数据，研究者发现在对

年幼儿童风险行为态度非常宽容的家长群体中，其孩

子感觉寻求水平高的占比为 55.56%，在对年幼儿童风

险行为态度较宽容的家长群体中，其孩子感觉寻求水

平高的占比为 50.83%，在对年幼儿童风险行为态度较

严格的家长群体中，其孩子感觉寻求水平高的占比为

19.17%，在对年幼儿童风险行为态度非常严格的家长群

体中，其孩子感觉寻求水平高的占比为 17.5%，由此可

见家长对待年幼儿童风险行为的观念会直接影响其孩子

的气质类型，也会影响其孩子的风险行为水平，家长对

待年幼儿童风险行为的态度较宽容，其孩子的风险行为

水平也相对更高，但其并不是影响年幼儿童风险行为水

平的决定因素，年幼儿童自身因素也会很大程度影响其

风险行为水平。

通过对比设置的 15 个风险情境，研究者发现家长

认为年幼儿童受伤可能性最高的选项前三名分别是“触

摸高温物品”、“摆弄电源插座、电器”、“在不安全

的区域骑车”；受伤可能性最低的选项前三名则分别是

“从家具往下跳”、“跑到街道上”、“从家具往下跳”、

挪动家具或重物”（后两项并列第三）。家长对年幼儿

童受伤程度预估最高的选项前三名则分别是“摆弄电源

插座、电器”、“把不可食用的东西放嘴里”、“触摸

高温物品”；受伤程度预估最低的选项前三名则是“从

家具往下跳”、“跑到街道上”、“从家具往下跳”，

这与家长对年幼儿童受伤可能性的判断基本一致，且对

比数据发现不同地区年幼儿童家长在对风险情境受伤可

能性和受伤程度的判定上差异不明显。

四、家长的看护行为与年幼儿童风险行为水平的

关系

本研究设置了 14 个问题，通过家长对年幼儿童风

险行为的看护行为调查问卷的得分判定家长对年幼儿童

风险行为的看护程度，得分在 42 分及以上的被定义为

家长看护行为非常宽松，得分在 28 分—41 分的被定义

为家长看护行为较宽松，得分在 14 分—27 分的被定义

为家长看护行为较严格，得分在 14 分以下的被定义为

家长看护行为非常严格。

研究结果显示，看护行为非常宽松的家长占比为 0，

看护行为较宽松的家长占比为 3.42%，看护行为较严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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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家长占比为 57.8%，看护行为非常严格的家长占比为

38.78%，分析数据我们发现对待孩子的风险行为，大多

数家长是采取较为严格或非常严格的看护，且城市地区

和农村地区家长采取非常严格看护行为的比例明显高于

乡镇地区家长。通过对比家长的看护行为和年幼儿童感

觉寻求水平两组数据，研究者发现家长对年幼儿童风险

行为的看护程度与年幼儿童气质类型以及年幼儿童的风

险行为水平相关性并不强，看护行为较宽松、较严格、

非常严格的家长群体，其孩子感觉寻求水平高的比例差

异并不明显，因此表明家长的看护行为这一因素对孩子

的气质类型及风险行为水平的影响并不大，而且从数据

中明显可以看出家长们对孩子的看护是相对严格的，这

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家长对年幼儿童安全的关注，以及

对自身看护责任的重视。

通过对比提出的 9 个与看护行为有关的问题，研究

者发现家长认为需要严格看护的情况排名前三的分别

是：“尽量让孩子远离一切危险物品（如，刀和打火机

等）”、“确保至少有一位成年人在照看孩子”、“我

一定要知道孩子在哪里以及去干什么”。通过访谈我们

发现绝大多数家长都非常关注和重视孩子的安全问题，

93.16%的家长认为“我对孩子的安全负有很大的责任”；

89.35% 的家长认为“时刻提醒孩子可能存在的危险是

有必要的”。

五、结论

1、年幼儿童的风险行为水平在人口学变量上存在

显著差异

研究发现，人口学变量如城乡、性别、家长学历、

家庭年收入等因素会对年幼儿童的风险行为水平产生影

响。具体表现在：城市年幼儿童的风险行为水平高于农

村年幼儿童高于乡镇年幼儿童；男孩的风险行为水平显

著高于女孩；家长学历越高，年幼儿童的风险行为水平

也相对更高；家庭年收入在 9 万元以上的年幼儿童风险

行为水平比例显著高于家庭年收入 9 万元以下的。

2、家长对待年幼儿童风险行为的观念对年幼儿童

的风险行为水平影响显著

研究发现，家长对待年幼儿童风险行为的观念会直

接影响年幼儿童的气质类型，也会影响年幼儿童的风险

行为水平，家长对待年幼儿童风险行为的态度较宽容，

年幼儿童的风险行为水平也相对更高。

3、家长对年幼儿童受伤可能性和受伤程度的判断

在不同风险情境下差异显著

研究发现，家长对待不同的风险情境，其对年幼儿

童的风险行为的观念和态度存在显著差异。具体来说，

家长认为年幼儿童受伤可能性最高的选项前三名分别是

“触摸高温物品”、“摆弄电源插座、电器”、“在不

安全的区域骑车”；对年幼儿童受伤程度预估最高的选

项前三名则分别是“摆弄电源插座、电器”、“把不可

食用的东西放嘴里”、“触摸高温物品”。家长对不同

风险情境下年幼儿童受伤可能性与受伤程度预估的判断

基本一致。

4、大多数家长对年幼儿童采取较为严格的看护

行为

研究发现，对待孩子的风险行为，大多数家长会

采取较为严格或非常严格的看护行为，其占比达到

96.58%，且城市地区和农村地区家长采取非常严格看护

行为的比例明显高于乡镇地区家长。这表明家长非常重

视年幼儿童的安全问题，93.16% 的家长认为“我对孩

子的安全负有很大的责任”；89.35% 的家长认为“时

刻提醒孩子可能存在的危险是有必要的”。

【课题项目】湖南省教育厅资助科研项目“年幼儿童风险行为的

多组路径模型分析研究”（课题编号：18C18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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