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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儿童时期是一个人一生之中最宝贵的时期,儿童时期的生活环境影响着儿童的性格心理,甚至

会影响成人之后的心理健康。原生家庭是儿童成长的主要环境,原生家庭的家庭氛围、生活习惯、家人

相处模式等等方面会影响儿童的性格。本文从多个方面探讨原生家庭在塑造儿童性格中的重要作用,

引导父母重视家庭环境对孩子的心理影响,让父母尊重孩子的独立人格,营造健康温馨的家庭氛围,让儿

童获得一个美好快乐的童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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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性格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

家庭因素是影响儿童性格形成的主要因

素,在一个良好的家庭环境中,儿童必然

能够养成良好的性格品质。相反,在一个

家庭环境恶劣的环境下,儿童也很难形

成良好的性格品质。正如坚持“白板说”

的英国哲学家洛克认为：婴儿生下来宛

如一张白板,发展成什么样子要看他生

活在什么样的环境之中,获得了什么样

的经验。3到6岁可以说是儿童的性格形

成期,在这一时期,儿童的主要生活场所

就在家庭环境中,必然要受到原生家庭

的巨大影响。因此,原生家庭的好与坏直

接影响到儿童的性格[1]。 

1 原生家庭容错程度影响儿童

的自我价值感 

自我价值感就是指一个人如何看待

自己,如何评价自己,是个体对自己进行

的价值评判。具有高自我价值感的人认

为自己的能力和性格是能够被社会和人

们所重视的,并且对自己有极高的接纳

度和认可度,情感体验多是乐观和积极

的,表现为自信、自尊。相反,自我价值

感比较低的人认为自己是不被社会和人

们所接受的,自己也不能完整的接纳自

己,情感体验多是消极、被动的,表现为

自卑心理。 

原生家庭的不同教养方式影响着儿

童的自我价值感形成,塑造着儿童的性

格。在一个教养环境良好家庭中的父母

通常更能够欣赏孩子,更能够以一种正

确的眼光看待发展中的孩子,正视孩子

可能会犯下的一些错误,包容孩子,并能

够给孩子一定的指导。于是,能够帮助儿

童建立起对自己的信心,能够合理的面

对一些错误和生活中的问题,并且对自

己的价值和能力保持一个正确客观的态

度,能够培养儿童树立起合理的自我价

值感,增进自信心[2]。 

儿童时期的孩子对世界的一切都非

常好奇,还没有形成社会意识,也不具备

成人的思维习惯,一些成人和父母总是

习惯以成人的眼光去要求和看待孩子,

就会觉得孩子各个方面都不够优秀。父

母的容错程度影响着孩子对待错误的态

度,一些容错成程度非常低的父母,面对

孩子一点点小的失误,就大吼大叫、大声

责骂,还会骂孩子太笨等等。这对孩子的

心理其实是一种无形的伤害,孩子在一

开始可能感觉不到什么,但当孩子下次

再做同样的事情事,内心就会产生非常

大的顾虑,“我这样做对不对呢？”“妈

妈会不会生气呢？”于是,儿童会产生一

种畏缩的心理,甚至不敢再去尝试相同

或是类似事件。儿童在具有思考能力后

还会想“我是不是就像父母说的那样笨

呢？”,从而对自己的能力产生深刻的怀

疑,不相信自己。如果在其他的事情上父

母同样采取这样消极的对待方式,儿童

很有可能将这种害怕、畏惧的心理泛化,

久而久之就形成了儿童的胆小退缩、自

卑自怯性格,甚至造成成人后的明显性

格缺失,影响儿童一生的发展。 

2 原生家庭沟通方式对儿童性

格的影响 

沟通是人际交往的主要方式,原生家

庭的沟通方式影响着儿童对人际交往、人

际关系等多方面的态度。原生家庭中的沟

通可以分为谈话取向和遵从取向两个方

面。谈话取向更多指向谈话内容的开放程

度,体现一个家庭思想上的包容程度。在

一个开放的家庭中,父母和孩子之间谈话

的范围非常之广,可以从社会中的热点事

件谈到生活中的零碎小事,可以从父母的

成长经历谈到孩子的生活糗事,可以积极

的表达对不同事件的个人看法,等等,各

个方面都能够被父母接受,以敞开和包容

的心态来畅谈,在这样原生家庭环境中成

长出的儿童必定有很高的自我接纳程度,

敢于表达自己的想法,心态开放包容,也

能够养成坦荡积极的性格品质。儿童本就

处于无所畏惧的时期,如果孩子与父母之

间有很多话题不能交谈,会让儿童感觉与

父母之间存在一定的距离,与父母的亲密

度不够,甚至怀疑父母是不是不喜欢我、

不能接纳我,从而让儿童产生一种不安全

感,影响性格的健康发展[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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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从取向是指一个家庭中是否存在

强迫家庭成员的情况,这种强迫包括观

念和行为的强迫。如果一个家庭具有较

高的遵从性,那么家庭成员在交谈时会

避免表达出自己真实的想法,而是尽量

按照家中某一个具有较高地位的成员所

坚持的观点进行表达,这样的家庭成员

之间地位是不平等的,儿童的意愿和想

法也是得不到尊重和实现的,可能性格

会处于压抑之中。而低遵从取向家庭中

的每一位成员都有自由表达观点的权利,

个性能够得到释放,有利于培养儿童独

立的性格和思考能力,并且能够尊重每

一个人[4]。 

3 原生家庭的规则性对儿童性

格的影响 

家庭是一个小型的社会,家庭中也

必定有一些规则来规范家庭成员的责任

和义务。一些原生家庭中父母对孩子制

定的管教过于严格,甚至是非常苛刻、非

人性化的,例如一些父母会严格要求孩

子的作息时间,在规定的时间必须按时

睡觉、起床、吃饭、写作业等等,并且不

允许孩子和其他孩子一起玩耍,甚至如

果发生意外的情况也不能改变原有的规

则,过于的死板苛刻。儿童生活在这样的

家庭中自我的性格和价值都不到展现,

每天被固定在框架中生活、被限制在规

定中,会让儿童生活的非常压抑,儿童的

天性也得不到释放,甚至可能会让儿童

的性格变得消沉被动。而在一个规则有

弹性的家庭中,制定的规定是结合实际

情况,并且非常具有人性化的,成员之间

也能够自觉的履行自身责任,按照规律

合理安排日常工作和生活,每个成员都

有自己管理自身的责任,家长也充分尊

重孩子的意愿,相信孩子自己可以安排

时间和管理自己。在这样的环境下,能够

培养儿童的自律性,知道什么时间该玩

耍,什么时间该学习,能够合理的安排自

己的时间和生活,并且能够对自己的行

为负责,适应能力也会非常强[5]。 

4 原生家庭的归因方式对儿童

性格的影响 

归因方式是一个人如何看待失败,

并且如何分析和理解失败原因的方式。

归因方式主要有外部归因,即将失败的

原因全部归结为外在因素造成的；内部

归因也就是将失败的原因完全认为是自

己造成的；综合归因是将失败的原因归

结为内、外因素的相互作用而产生。一

个不健康的原生家庭在遇到问题时会不

结合实际情况而一味的将问题产生的原

因归结为外部原因造成,认为是社会不

公等原因造成的问题,甚至一些父母不

承认自身的失败而怪罪于孩子,认为是

孩子拖累了自己。这样会使孩子陷入到

严重的自责当中,并且还会让儿童养成

与父母一样的归因习惯,将产生问题的

所有责任都归咎于他人和别处,逃避自

身责任。 

在原生家庭相对健康的家庭中,父

母面对发生的失败和问题,首先能够去

正视它,敢于承认错误、接受失败。其次

能够理性地去分析发生这种情况的原因,

综合考虑外部因素和内部因素,找到问

题的根源,并积极的寻找办法去改正问

题,战胜失败。父母的行为就是对孩子最

好的教育,孩子能够从父母的归因方式

中学习到正视问题和失败的勇气,在孩

子以后面对相似的情况时也能够以冷

静、客观的方式去分析问题,不断完善自

身,培养出儿童敢于担当和敢于面对挑

战的优秀性格品质,从而促进儿童更好

的发展[6]。 

5 结束语 

“拥有一个幸福童年的人可以用童

年来治愈人生,拥有不幸童年的人将用

一生来治愈童年。”童年时光是一个人一

生中最重要的时期,生活在一个良好的

原生家庭之中对于儿童性格的塑造有着

重要的作用。每一个家庭都有应该重视

儿童的性格品质塑造,每一位父母都应

该努力给儿童一个和谐、健康的家庭,

让儿童幸福的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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