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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最近几十年来，有关人类发展的研究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进展。
与此同时，维护儿童权益的公益政策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哈佛儿童发展”丛书中的每一本著作均反映了这方面研究的重要成果和儿童公益政策的形成过程。
出版本丛书的目的是为了帮助那些致力于抚育下一代和制定儿童政策的人们了解此项研究的成果。
我们希望这套丛书能为家长、教育界人士、儿童保育人员、学习发展心理学的学生以及关注人类进步
的各界人士提供丰富而有益的知识。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爱心儿童-儿童的亲社会行为研究>>

内容概要

　　20世纪社会科学领域所进行的许多实证研究都致力于了解反社会行为形成的原因和起作用的因素
。
通过研究儿童的道德观念及行为，发展心理学家们试图探明侵略、冲突、犯罪和偏见等行为的认知及
社会基础。
与心理学家们对儿童负面行为的长期研究相比，他们对儿童利他行为、合作和分享等正面行为研究的
历史就要短得多。
　　本书集中了到目前为止关于亲社会行为的动机和这些动机在不同的情境中如何发展和被激发的最
新观点。
儿童最初在何时表现出来亲社会行为，尤其是利他的行为？
为什么有些儿童比他们的同伴更具有爱心？
儿童亲社会程度的差别是遗传的结果还是后天教育造成的，或者两者兼而有之？
家长和老师有意识地培养儿童利他主义的思想或者教他们更多关爱他人的行为可以加强儿童亲社会的
倾向吗？
　　通过将关注重点从审视反社会行为到谋求积极的推动，比如给予儿童更多爱心和关心，南
茜&#8226;艾森博格扩大了我们关于儿童道德潜能开发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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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茜·艾森博格为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心理学终身董事讲席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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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与此相对的是，单个的学龄前儿童以及学龄儿童在亲社会行为方面的一致性略强一些。
。
例如在一次纵向研究中，黛安娜·鲍姆林德对托儿所的儿童进行了大量的观察，5～6年以后，当这些
孩子读小学的时候再次进行了复查。
在学龄前儿童阶段，儿童在教养、同情心、对小伙伴的关心和理解等人格特质方面都存在着个体差异
，而这些个体差异则反映出一种潜在的社会责任感和亲社会行为倾向。
儿童升入小学阶段后，上述关系依然存在。
此外在托儿所的时候就具有社会责任感和亲社会倾向的儿童升人小学后，以上的这些品质（关心、理
解、同情等）往往会更高。
故此，鲍姆林德的研究数据支持了这样一种观点：儿童的亲社会习性中存在持久的个体差异。
另外一些对小学高年级和青少年的研究也显示出其亲社会反应的一致性。
例如人们对青少年在骑自行车或驾船野游过程中的自发性亲社会行为进行了研究，在研究的过程中交
互采用了不同的测验方法，如帮助同伴搭帐篷或是与之分享带来的东西。
同样，这些青少年表现出来的亲社会行为意义上的个体差异在长达几周的旅行中都是保持一致的。
同样，儿童在面对一些潜在的、不太明显的他人需要帮助的情形时，他们的亲社会行为方式也表现出
一定的稳定性。
以下是玛丽安·拉达卡·亚罗和卡罗琳·扎恩·瓦克斯勒对1岁半到2岁半的孩子们进行研究后为我们
作出的行为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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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爱心儿童:儿童的亲社会行为研究》是由四川教育出版社出版的。

Page 7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爱心儿童-儿童的亲社会行为研究>>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