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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采用方便抽样法，选取 1368名有兄弟姐妹的 3-6岁幼儿及其家长作为研究对象，采
用同胞关系量表、父母处理同胞冲突策略量表和亲子关系量表作为研究工具，探讨父母解

决同胞冲突的策略对同胞关系的影响，同时根据家庭系统理论，考察亲子关系在其中产生

的中介效应。研究结果显示：（1）父母处理同胞冲突的策略与同胞关系和亲子关系均呈显
著正相关，亲子关系具有显著的中介作用；（2）以幼儿为中心的策略与同胞亲密呈显著正
相关，与同胞冲突呈显著负相关；（3）父母控制策略与同胞冲突、同胞相对地位和亲子冲
突呈显著正相关，（4）被动不介入策略与亲子亲密和同胞亲密呈显著负相关，与亲子冲突
和同胞冲突呈显著正相关，与同胞相对地位不相关。该研究揭示了父母处理同胞冲突的策

略会影响同胞关系，亲子关系的中介机制可以为家庭合理处理同胞冲突提供实证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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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随着 2016 年国家新的计划生育政策实施以来，我国的家庭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二
孩或三孩的到来使同胞关系成为家庭关系系统的重要子系统。当家庭关系系统发生变化时，

我们必须关注新产生的子系统——同胞关系对其他子系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这样才能使

家庭系统正常运转。

Cicirelli认为，当第一个子女认识到另一个体诞生时，即有了所谓的同胞，期间所产生
的所有互动，包括行为、口语与非口语沟通等，即称为同胞关系，此关系往往包含两个或

以上的更多个体，拥有共同的父母生活经验、态度、感觉及信念等 [1]。同胞关系是大多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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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经历的最长久的社会关系之一 [2]，同胞关系对个体的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 [3]。当第二个

孩子到来时，第一个孩子就要学会接纳和适应，在这个过程中，一孩会出现一系列的焦虑、

自卑、自私等消极心理，长子强烈的占有欲使他们做出不利于他人的事情 [4]。一孩的这些

行为在二孩长大的过程中逐渐得到缓解，因为一孩已经接受了有弟弟或妹妹的事实，同时

弟弟或妹妹在长大的过程中，会让一孩感受到爱和温暖，这种爱和温暖与父母给予的不同。

当然，也有另一种情况是随着二孩的逐渐长大，两个孩子间的矛盾和冲突由于争宠、争抢

玩具、图书、零食等因素加剧。因此，同胞关系在发展的过程中，表现出了不同的特点及

类型：第一种是温暖和谐型的同胞关系，占 36.5%；第二种是敌意冲突型的同胞关系，占
20.7%；第三种则是温暖与敌意并存的同胞关系，占 40.8%。[5]由此可见，同胞冲突是同胞

关系发展中的重要形式。

同胞冲突是同胞关系发展中的正常现象，有研究认为，当同胞们花更多的时间在一起

时，他们之间的冲突也就越多 [6]。同胞冲突对儿童发展的影响既有积极的，又有消极的。

Smith和 Ross（2007）的研究认为同胞冲突可视为一种对他人特质的适应过程，其中的坚
持、妥协、沟通与处理过程，都是个人将来适应新的社会关系时所需要的技巧 [7]。但 Katz
（1992）认为这种对同胞冲突作用的理解有点理想化了，同胞间的破坏性冲突会对未来产生
破坏性的发展，幼儿容易产生一些行为问题 [8]。同胞冲突不仅影响了同胞关系的良性发展，

还会对个体自身产生消极影响，导致个体产生更多的睡眠问题、入学后行为障碍、反社会

行为、不良同伴交往等 [9]。总之，同胞冲突是同胞关系发展的重要影响因素。根据已有研

究，同胞冲突受到家庭、社会和同胞自身等因素的影响。在这些因素中，家庭因素主要包

含父母婚姻关系、父母亲子关系、父母教养方式以及父母对同胞冲突的处理策略 [10]。作为

早期阶段的幼儿，其解决问题的能力较低，面对与同胞之间的战争，幼儿大多情况下是求

助父母，因此父母如何处理孩子们之间产生的冲突是解决同胞冲突的关键。

根据已有研究，父母处理同胞冲突的策略主要有三种：即孩子中心策略、控制策略和

不干预策略 [11]。孩子中心策略（child-centered strategies）是比较科学地处理同胞冲突的途
径，孩子自身是处理冲突的主体，父母站在孩子的角度，让孩子通过表达、协商，用和平的

方式解决问题。这种方式不仅有利于同胞关系的良性发展，也让儿童学会了处理问题，学会

与其他同伴正确交往。研究发现，父母采取以幼儿为中心的策略与随后较少发生同胞关系

冲突有紧密的联系 [12]。徐璐（2022）等人的研究证实了孩子中心策略的科学性和有效性。
徐璐等认为：以幼儿为中心的策略处理同胞冲突，儿童能够感受到母亲的友好和善意，并

把这种善意传递到同胞关系中，同胞关系中温暖的程度就会更高；相反，母亲控制或者忽

视孩子的同胞冲突，孩子之间的矛盾会加剧，同胞对抗和冲突就会增多，同胞关系中温暖

的程度就降低 [13]。控制策略（control strategies）的出发点是父母自身，为了减少或者消除
冲突，父母采取惩罚、威胁、取消特权或其他控制行为等方法进行应对 [14]。研究发现，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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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采取控制的策略则可能带来更多的冲突 [15]。不干预策略（nonintervention strategies）与
控制策略相反，是父母完全无视或者忽视孩子间的冲突，采取不关心、不干预的方法应对，

或者让孩子们自己解决冲突 [16]。研究发现，当父母不介入冲突时，年幼同胞会有较多的敌

意行为 [17]。对这种策略的争论比较多，持支持态度的观点认为这种策略下的父母对所有孩

子都是一视同仁的，不会偏爱任何一个孩子 [18]，这样可以避免孩子之间争宠，以及由于偏

爱而带来的处理不公正问题。持反对态度的观点认为这种策略更适合成年同胞，因为他们

更有能力去管理和解决自己的冲突 [19]，本研究的对象是 3-6岁学前儿童，自己解决冲突的
能力不足，因此比较认同 Perozynski和 Kramer的观点。据此，本研究假设父母解决同胞冲
突的策略与同胞关系呈现显著正相关。

亲子关系是家庭关系中最长久、最重要的关系之一。对亲子关系在家庭系统中的作用

及影响有很多研究。亲子关系指以血缘和共同生活为基础，家庭中父母与子女互动所构成

的人际关系 [20]。幼儿期的孩子，最早形成的社会关系就是亲子关系，研究证明：亲子关系

的质量如何影响孩子大脑的发展，从而影响其社会、情感和认知发展 [21]。关于儿童问题行

为的研究也发现，良好的亲子关系在儿童问题行为发展中起保护作用，能减少儿童问题行

为的出现 [22]，因为良好的亲子关系有利于儿童获得幸福感 [23]，温暖、亲密和情感开放的

亲子关系可以帮助儿童从大规模创伤事件中加速恢复 [24]。由此可见，亲子关系对儿童的成

长和发展有重大影响，构建良好的亲子关系有重要作用。已有研究表明，亲子关系受到其

他因素的制约，如父母的教养方式、夫妻关系、同伴关系等因素 [25]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亲

子关系的发展。父母解决同胞冲突的策略对亲子关系的研究目前还没有专门的论述，但是

有研究认为母亲对同胞冲突的处理策略间接反映母亲的教养方式 [26]，因此我们可以推断，

父母解决同胞冲突的策略影响亲子关系的构建，二者存在相关性。同时，根据家庭系统理

论，亲子关系与同胞关系之间的相互影响是存在且显著的。Dunn与 Kendrick的研究证明
这一观点，认为同胞关系对幼儿的正面影响仅次于亲子之间的关系，并且同胞之间的共同

生活能提供幼儿情绪的支持来源 [27]。同胞关系在幼儿社会化的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幼

儿可以在同胞相处的经验中获得社交理解、观点取代能力以及社会情绪的发展，这些社交

技巧将有助于幼儿建构其他的社会关系 [28]。还有研究发现，积极的亲子关系与良好的同胞

关系有关 [29]，而消极的亲子关系与同胞之间的冲突和侵略有关 [30]。这些观点可以用家庭

系统理论的溢出假设（Spillover Hypothesis）进行解释，溢出假设强调人们在一种关系中受
到的影响或习得的处理关系的方法、策略会被运用到处理其他关系中。但是，也有研究用

补偿假设（compensatory Hypothesis）得出了不同的结论，认为在父母与两个孩子关系都恶
劣的情况下，两个孩子之间的同胞关系反而变得更加紧密与温暖 [31]。据此本研究假设父母

处理同胞冲突的策略可以通过亲子关系的中介对同胞关系产生影响。

已有研究对家庭各子系统之间的关系进行了一些探讨，但是已有研究调查的对象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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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中小学生，较少关注学前儿童。本研究把 3-6岁幼儿作为研究对象，拟探讨家庭系统内
同胞关系与亲子关系以及父母处理同胞冲突的策略之间的相互影响及其内部作用机制，从

而在理论层面扩展对新时期家庭关系的研究，也可以在实践层面给家长一些教育建议，从

而构建良好的家庭环境，促进幼儿健康成长。本研究假设：（1）父母解决同胞冲突的策略
会影响同胞关系；（2）父母解决同胞冲突的策略也会影响亲子关系，亲子关系的好坏可以
调节同胞关系，亲子关系起中介作用。

二、研究方法

（一）研究对象

本研究采取方便取样法，从福建省厦门、漳州、泉州和宁德四个城市的幼儿园进行取

样，把有兄弟姐妹的在园幼儿作为研究对象，由幼儿园老师帮忙向其父母分发问卷进行调

查，并向家长说明问卷调查的目的和意义，共回收问卷 1386份。被试幼儿具体信息见表 1。

表 1 被试幼儿具体信息（n=1368） 

变量 类别 人数 百分比 

 男 718 52.5 

性别 女 650 47.5 

年龄 

3 岁 415 30.3 

4 岁 516 37.7 

5 岁 357 26.1 

6 岁 80 5.9% 

 

表 2 主要变量的描述统计和相关分析 

变量 M±SD 1 2 3 4 

1.年龄 2.55±1.04 —    

2.性别 1.48±0.50 0.01 —   

3.父母处理同胞冲突策略 59.88±8.95 0.03 -0.01 —  

4.亲子关系 87.01±10.40  0.11** -0.03 0.49** — 

5.同胞关系 97.61±8.76 0.02 -0.01 0.42** 0.46** 

注：年龄 3 岁=1，4 岁=2，5 岁=3，6 岁=4；男孩=1，女孩=2； 

*p<0.05，**p<0.01，***p<0.001，下同。 

 

表 3 中介效应分析 

    

效应值 
效应 

比重 

置信区间 

下限 上限 

父母处理同胞冲突策略的直接作用 0.26 61.90% 0.21 0.31 

亲子关系的间接作用 0.16 38.10% 0.14 0.20 

总效应 0.42 

 

 

（二）研究工具

1.父母处理同胞冲突策略量表
采用张嘉伦 [32]（2010）编制，徐露等（2020）修订的《父母对同胞冲突处理策略量表》

[33]作为测量工具，考察父母对同胞冲突的处理方法，该量表反映了父母对同胞冲突的应对

能力。根据张嘉伦和徐露等人的研究，父母处理同胞冲突的策略包括以幼儿为中心、父母

的控制和被动不介入三种，所以量表从这三个维度进行测量。量表共 17题，其中以幼儿为
中心 6题；父母的控制 5题；不干预 6题，量表采用 5点计分法（1表示完全不符合，5表
示完全符合），每个维度的得分越高，说明父母采取这种处理策略的倾向越高。本研究中，

父母对同胞冲突处理策略量表的 Cronbach’s a系数为 0.7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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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同胞关系量表
使用 Furman和（1985）编制 [34]，朱静（2020）修订的父母报告《同胞关系问卷》[35]，

作为测量幼儿同胞关系的工具，量表反映了幼儿与同胞之间的相处情况，也反映了父母对

幼儿同胞关系的认知度。量表包括同胞亲密、同胞相对地位和同胞冲突三个维度，共 31题，
其中同胞亲密 15题，同胞相对地位 11题，同胞冲突 5题。量表采用 5点计分法（1表示完
全不符合，5表示完全符合），得分越高说明幼儿与兄弟姐妹越亲密，同胞的相对地位越明
显，同胞之间发生冲突的频率越高。本研究中，同胞关系量表的 Cronbach’s a系数为 0.812。

3.亲子关系量表
采用 Pianta和 Virginia（1992）[36]编制，张晓（2008）修订的《亲子关系量表》[37]作

为测量工具。量表包括亲密性和冲突性两个维度，共 22题，其中亲密性和冲突性各 11题。
量表采用 5点计分法（1表示完全不符合，5表示完全符合）进行统计，得分越高说明幼儿
与父母的关系越亲密，冲突性越小。本研究中，亲子关系量表的 Cronbach’s a系数为 0.789。
（三）数据处理与共同方法检验

使用 SPSS 21.0对数据进行分析，为了保证问卷数据的科学性，本研究采用 Harman单
因素检验法进行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38]，结果显示：特征值大于 1的公共因子数有 13个，其
中第一公因子的方差解释百分比为 20.291%，小于 40%的临界值，因此表明本研究不存在
共同方法偏差问题。

三、结果

（一）父母处理同胞冲突策略、亲子关系和同胞关系之间的相关

从表 2 中可以看出，父母处理同胞冲突策略与同胞关系和亲子关系两两显著正相关；
人口学变量年龄与亲子关系呈显著正相关。

（二）亲子关系的中介作用

采用海斯（Hayes）（2013）编制的 SPSS宏中的Model4[39]，在控制性别、年龄的情况
下通过 5000次样本抽样估计中介效应 95%置信区间来检验亲子关系在父母处理同胞冲突
策略与幼儿同胞关系之间的中介效应。结果显示：父母处理同胞冲突的策略对亲子关系的

正向预测作用显著（β=0.50，t=20.87，p<0.001）；亲子关系对同胞关系的正向预测作用也
是显著的（β=0.29，t=12.40，p<0.001），因此，亲子关系的中介作用是存在的；加入亲子关
系的中介后，父母处理同胞冲突的策略对同胞关系的正向预测作用下降（β=0.26，t=9.76，
p<0.001），显著性降低，因此亲子关系在父母处理同胞冲突策略和同胞关系间起部分中介
作用。

再对亲子关系产生的中介效应进行分析，由表 3可知，父母处理同胞冲突的策略对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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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被试幼儿具体信息（n=1368） 

变量 类别 人数 百分比 

 男 718 52.5 

性别 女 650 47.5 

年龄 

3 岁 415 30.3 

4 岁 516 37.7 

5 岁 357 26.1 

6 岁 80 5.9% 

 

表 2 主要变量的描述统计和相关分析 

变量 M±SD 1 2 3 4 

1.年龄 2.55±1.04 —    

2.性别 1.48±0.50 0.01 —   

3.父母处理同胞冲突策略 59.88±8.95 0.03 -0.01 —  

4.亲子关系 87.01±10.40  0.11** -0.03 0.49** — 

5.同胞关系 97.61±8.76 0.02 -0.01 0.42** 0.46** 

注：年龄 3 岁=1，4 岁=2，5 岁=3，6 岁=4；男孩=1，女孩=2； 

*p<0.05，**p<0.01，***p<0.001，下同。 

 

表 3 中介效应分析 

    

效应值 
效应 

比重 

置信区间 

下限 上限 

父母处理同胞冲突策略的直接作用 0.26 61.90% 0.21 0.31 

亲子关系的间接作用 0.16 38.10% 0.14 0.20 

总效应 0.42 

 

 

胞关系的直接效应值是 0.26，父母处理同胞冲突策略通过亲子关系对同胞关系的间接效应
值是 0.16，间接效应的 Bootstrap 95%置信区间为 [0.14—0.20]，都不包含 0值，因此，亲
子关系存在显著的中介效应，亲子关系在父母处理同胞冲突策略和同胞关系间的中介作用

见图 1。

表 1 被试幼儿具体信息（n=1368） 

变量 类别 人数 百分比 

 男 718 52.5 

性别 女 650 47.5 

年龄 

3 岁 415 30.3 

4 岁 516 37.7 

5 岁 357 26.1 

6 岁 80 5.9% 

 

表 2 主要变量的描述统计和相关分析 

变量 M±SD 1 2 3 4 

1.年龄 2.55±1.04 —    

2.性别 1.48±0.50 0.01 —   

3.父母处理同胞冲突策略 59.88±8.95 0.03 -0.01 —  

4.亲子关系 87.01±10.40  0.11** -0.03 0.49** — 

5.同胞关系 97.61±8.76 0.02 -0.01 0.42** 0.46** 

注：年龄 3 岁=1，4 岁=2，5 岁=3，6 岁=4；男孩=1，女孩=2； 

*p<0.05，**p<0.01，***p<0.001，下同。 

 

表 3 中介效应分析 

    

效应值 
效应 

比重 

置信区间 

下限 上限 

父母处理同胞冲突策略的直接作用 0.26 61.90% 0.21 0.31 

亲子关系的间接作用 0.16 38.10% 0.14 0.20 

总效应 0.42 

 

 

四、讨论

（一）父母处理同胞冲突策略与幼儿同胞关系的关系

父母处理同胞冲突策略与同胞关系显著正相关，这与以往研究 [40] 是一致的。同胞关

系的发展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在家庭系统中，父母是影响幼儿同胞关系发展的最重要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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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父母处理同胞冲突策略对同胞关系的影响：亲子关系的中介作用 
图 1: 父母处理同胞冲突策略对同胞关系的影响：亲子关系的中介作用

素之一。陈斌斌等人的研究指出，父母对子女的行为会影响子女之间的同胞关系 [41]。作为

幼儿期的儿童，模仿是重要的学习方式，父母对待儿童和处理问题的方式会成为幼儿重要

的学习资源，并把它运用到自己的社会行为中。

本研究发现，当父母采取“以幼儿为中心”的策略处理同胞冲突时，幼儿的同胞关系

中温暖的程度更高，这与张嘉伦的研究是一致的 [42]。这种处理策略中，父母会认真倾听孩

子的心声，引导孩子去面对问题和解决问题。这种处理方式会让孩子感受到爱和温暖，减

少或者消除孩子兄弟姐妹瓜分父母爱的思想，研究显示，同胞间的嫉妒会增加同胞间的攻

击行为并减少相互的帮助行为 [43]；也会让儿童学会如何处理兄弟姐妹之间的矛盾，同胞关

系自然会变得温暖和和谐。当父母采取“控制”或“被动不介入”的方式处理同胞冲突时，

同胞关系中同胞温暖的程度降低，冲突性提升。张嘉伦的研究也认为，母亲越采取“控制”

的处理方式，不去了解孩子间冲突产生的前因后果，就直接以处罚和命令或者要求年长的

孩子让着年幼的孩子等方式去处理同胞间的冲突，就会导致其中一方的孩子觉得不公平或

委屈使得其负面情绪油然而生，因此更可能引起手足间的冲突。在这种不公平的处理问题

方式下，不论是年长的还是年幼的孩子，都会竞相去获取父母的欢心，同胞关系中的“竞

争性”越演越烈，敌意冲突型的同胞关系就会成为主导的同胞关系类型 [44]。研究发现，被

动不介入策略与同胞冲突呈显著正相关，与同胞亲密呈显著负相关，与同胞相对地位不相

关。也就是说，父母对孩子间产生的冲突无视或者忽视，会更加激化同胞冲突。因为幼儿

自身解决问题的能力欠缺，又不能从父母那里学会解决冲突的方式方法，故而当同胞冲突

再次发生时，孩子们缺乏合适的冲突解决方式可能会使同胞冲突加剧 [45]。但是，有一点值

得注意的是，父母的无视不会增加孩子间的争宠，同胞冲突的解决往往是靠大孩压制二孩

解决，大孩在二孩面前会形成权威，二者的相对地位不会产生变化，二孩会由于父母的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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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更加依恋大孩，由此也会形成温暖与冲突并存的同胞关系 [46]。

（二）亲子关系的中介作用

研究发现，亲子关系在父母处理同胞冲突策略和同胞关系间起中介效应。这与以往的

研究结论是一致的。亲子关系反映的是父母跟孩子之间的温暖或者冲突程度，孩子最早是

从父母身上学会了处理人际关系的方法，即使父母不予承认或者没有察觉，这种潜移默化

的影响是真实地存在的。已有研究发现，儿童的攻击性、社交退缩以及社会责任感等与亲

子关系紧密相关 [47]。陈斌斌等人的研究认为亲子关系是同胞关系领域中重要的家庭环境因

素之一 [48]。同时，已有研究还发现，父母与子女之间的关系能够延伸到孩子之间的关系，

父母对第一胎儿童在亲子关系上表现出的敌意性，会导致第一胎儿童与第二胎儿童之后建

立的同胞关系出现更多的冲突 [49]。母亲对第二胎的接纳程度与同胞间的亲密程度呈正相关
[50]。这也印证了溢出假设（Spillover Hypothesis）的观点。因此，亲子关系的中介作用是存
在的。

对待同胞冲突，父母的处理方法不对，孩子从父母身上感受到的温暖程度和学到的东

西也不一样。以幼儿为中心的处理策略来自权威家庭，父母能够正确对待孩子间产生的冲

突，能够站在孩子的角度处理问题，因此，孩子也更加地依恋和信赖父母，幼儿的社会化

品质也更容易向优质方向发展。这与以往的研究是一致的。孙丽华、张安然（2018）的研
究认为权威型家庭子女认为自己与同胞的关系比较亲密，对同胞之间发生的消极事件进行

归因时，先归因于自己，然后才是他人，能够理性地看待同胞关系 [51]。相反，父母采取控

制或者被动不介入的方法处理同胞冲突，孩子感受不到父母的关注和爱，亲子关系比较僵

硬。本研究发现，简单粗暴式的教育会恶化亲子关系，二者之间呈现显著正相关，这与已

有研究是一致的。如父子冲突与兄弟之间的同胞冲突有显著的关联性 [52]。因此，父母对待

两个孩子的态度，对孩子间冲突的处理策略直接影响亲子关系，二者存在显著相关，父母

采取科学地处理孩子间冲突的策略有利于优化亲子关系。

研究发现，亲子关系与同胞关系存在显著正相关，这与已有研究是吻合的。国外很多

研究证实了亲子关系与同胞关系二者之间的相关。许多研究都支持积极的亲子关系与良好

的同胞关系有关，而消极的亲子关系与同胞之间的冲突和侵略有关 [53]。因此，作为家庭系

统里非常重要的两个子系统，良好的亲子关系的建立能够优化同胞关系，陈斌斌的研究发

现，支持型的亲子关系会促进同胞之间建立温暖的关系，而消极的亲子关系会导致同胞之

间建立对抗与竞争的关系 [54]。因为在良好的亲子关系中，幼儿学到了如何处理问题，如何

温暖地对待别人，并把这种处理问题的方法运用到同胞关系中，良好的同胞关系自然就形

成了。同时，同胞关系也会影响亲子关系。有研究者发现，同胞的争吵和不和会造成父母

的压力和担心，这可能会决定亲子关系的整体情绪气氛或情感基调以及父母对子女的态度
[55]。这也证实了本研究的结论：亲子亲密与同胞亲密呈显著正相关，亲子冲突与同胞亲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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呈显著负相关，与同胞冲突呈显著正相关。

五、结论及教育建议

（一）结论

1.父母处理同胞冲突的策略与同胞关系显著正相关，以幼儿为中心的策略能够带来同
胞亲密，父母控制策略和被动不介入策略会导致同胞冲突加剧。

2.亲子关系在父母处理同胞冲突策略与同胞关系中起中介作用：父母处理同胞冲突的
策略与亲子关系呈显著正相关，亲子关系与同胞关系呈显著正相关，亲子关系在父母处理

同胞冲突策略和同胞关系间起部分中介作用，也就是说，通过构建良好的亲子关系有利于

调节父母处理同胞冲突策略不当而造成的同胞关系恶化，从而建构起良性的同胞关系，使

家庭系统正常运转。

（二）教育建议

1.父母要正视同胞冲突。
同胞是幼儿成长中的重要他人，既能给她们带来温暖和陪伴，弥补父母由于各种原因

造成的缺位；同时，也能给他们带来不愉快甚至麻烦。通过研究发现，3-6岁幼儿的同胞亲
密均值（23.09）高于同胞冲突（12.65），这说明同胞关系总体呈现亲密状态，也就是说，兄
弟姐妹对于幼儿来说是温暖的存在。但是，对于幼儿期的孩子来说，由于解决问题能力、语

言表达能力、同胞交往能力等的局限性，在和同胞相处的过程中，产生冲突是必然的。也

就是说，同胞冲突是同胞关系发展过程中的必然现象，因此，作为父母要正视或者接受孩

子间冲突的存在。当父母决定要第二个孩子的时候，就要对即将产生的新的家庭关系，如

亲子关系、同胞关系等有一定的预判，这是减少父母焦虑或者教育无力的重要影响因素。

正视同胞冲突是父母处理同胞冲突的前提，否则，父母会打压或者无视孩子们之间的

冲突，这样带来的后果是同胞冲突得不到合理解决，造成同胞关系恶化，进而影响幼儿的

社会性行为。

2.父母要采取以幼儿为中心的策略去处理同胞冲突。
幼儿期的孩子与其他阶段的儿童不同，需要成人更多的陪伴和引导，因此，父母如何

处理孩子们之间的冲突是很有必要的，因为母亲对同胞冲突的处理策略将直接影响幼儿对

待同胞冲突的态度与方式 [56]。本研究发现，以幼儿为中心的处理同胞冲突的策略均值最高

（46.94），其次是父母控制策略（25.42），被动不介入策略最低（16.74），也就是说，父母对
于幼儿间产生冲突的策略相对比较好，以幼儿为中心的策略居多，但是控制和被动不介入

的策略仍然存在。根据溢出假设，父母如何处理孩子们之间的冲突，幼儿会模仿父母的处

理方式来处理他和同胞以及同伴之间的冲突，从而给幼儿的社会性发展带来影响。Rinaldi
和 Howe（1998）在五年级和六年级中抽取 34个学生样本进行研究，发现温暖的同胞关系

37



社会科学理论与实践 第 6卷第 2期

与亲社会行为、更具建设性的策略使用有关。[57]。此研究结论对幼儿同样具有参考价值，因

此，父母要采取以幼儿为中心的策略处理同胞关系。

以幼儿为中心的策略是站在孩子的角度看问题，父母首先传递给孩子的信号是关爱，

这有利于幼儿安全感和信任感的获得；其次，父母倾听孩子的心声，并给孩子提出合理的

建议，不仅正确处理了同胞间的冲突，更多的是让孩子懂得同胞对于幼儿的意义，从而避

免同胞间竞争或者争宠心理的滋生。

3.父母要构建良好的亲子关系。
亲子关系是家庭系统的核心，人类最早对关系的理解来自父母，比如爱、安全感和信

任感。作为社会性发展的关键期，幼儿期的亲子关系质量影响着儿童的身心发展。尤其是

自 2016年我国生育政策发生重大改变后，家庭的亲子关系由单一变向多元，这给家庭亲子
关系的构建带来了很大的挑战。值得惊喜的是，本研究发现，亲子关系中亲子亲密（42.07）
程度高于亲子冲突（16.74）程度，说明亲子关系比较温暖。这跟新时期父母自身的素质提
升有密切关系，也就是说，现阶段的父母比较重视亲子关系的构建。良好的亲子关系对于

儿童发展的价值已经得到很多研究者的认可。本研究发现，亲子关系在父母处理同胞冲突

策略和同胞关系间有一定的中介和调节作用，亲子关系可以弥补父母处理同胞冲突不当导

致的同胞关系不良。也就是说，根据家庭系统力量的补偿假设，好的亲子关系下，幼儿会

由于跟爸爸或妈妈间的亲密和温暖来缓冲同胞冲突带来的创伤，从而使孩子得到心灵的慰

藉。

总之，父母要不断提升自身的家庭教育能力，采取科学有效的措施处理孩子们之间的

冲突，同时还要构建良好的亲子关系，引导孩子正确认识同胞的价值和对自己成长的意义，

从而建构起良好的同胞关系，使家庭关系得到正常运转。

（三）研究展望

新时期，我国家庭结构发生重大变化，家庭系统内部各种关系之间的相互作用成为构

建良好家庭氛围，正向发挥家庭功能的重要影响因素。因此，对家庭结构、家庭功能和家

庭关系的研究成为各界学者关注的焦点。本研究重在梳理家庭内亲子关系和同胞关系之间

的相互影响，以及面对新型的同胞关系的重要表现形式之一——同胞冲突，父母的解决策

略及其对家庭系统产生的影响，并建构了几个重要关系之间的理论模型，对实践中如何处

理同胞冲突，如何构建良好的亲子关系和同胞关系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但是，对于同胞关

系，未来仍有很大的研究空间，如同胞关系对幼儿社会性发展会产生什么影响？尤其是流

动儿童和留守儿童，同胞关系是否可以弥补父母在儿童社会性发展中的不足？再如父母控

制和被动不介入的处理同胞冲突的策略是否会导致幼儿的社会性发展不良，比如产生社交

退缩、回避等现象？这些问题将成为后续研究的重要内容。

〔责任编辑：张式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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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luence of parents’strategies for Dealing with sibling Conflict on Children’s
sibling relationship: The mediating role of parent-child relationship

Yuge YUE
Ningde Normal University, Ningde,352100

Absrtract A total of 1368 children aged 3-6 with siblings and their parents were selected as re-
search objects by convenient sampling method. The sibling relationship scale, the parental strate-
gies for dealing with sibling conflict scale and the parent-child relationship scale were used as re-
search tools to explore the influence of parents’strategies for resolving sibling conflict on sibling
relationship. Meanwhile, according to the family system theory, Investigate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parent-child relationship.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1) Parents’strategies to deal with sibling
conflict are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both sibling relationship and parent-child relationship, and
parent-child relationship has a significant mediating effect; (2) Child-centered strategies were pos-
itively correlated with sibling intimacy and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sibling conflict; (3) Parental
control strategies were significantly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sibling conflict, sibling relative sta-
tus, and parent-child conflict; (4) Passive non-intervention strategies were significantly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parent-child intimacy and sibling intimacy, and were significantly positively corre-
lated with parent-child conflict and sibling conflict, but not correlated with sibling relative status.
This study reveals that parents’strategies to deal with sibling conflict affect sibling relationship, and
the mediation mechanism of parent-child relationship can provide empirical evidence for families
to reasonably deal with sibling conflict.
Keywords Sibling conflict management strategies; Parent-child relationship; Sibling relation-
ship; Mediating eff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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