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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抑制性是1980年代提出的一个气质概念，

指儿童面对新鲜刺激时的焦虑反应和回避倾向 [1]。

行为抑制型的儿童敏感、害羞，在不熟悉的环境下或

不熟悉的人面前，会出现强烈的负性情绪、过度的自

我约束和回避行为。

由于与儿童社会心理发展问题的潜在关联，行

为抑制性近年来得到国内外大量研究关注。国外研

究较为一致地认为，婴幼儿期的行为抑制有可能发

展为社交退缩，是儿童及成年期广泛性焦虑障碍和

社交焦虑障碍的危险因子[2-4]，并可以预测强迫症状
[5]和负性情绪体验[6]。

在中国文化情境下，儿童行为抑制性与其心理

社会适应的关系似乎更加复杂。与西方文化将行为

抑制性解读为“怯懦”、“依赖”不同，行为抑制在传统

中国文化下往往被解读为“乖巧”、“温顺”，因此，传

统中国社会对行为抑制的社会接纳度更高，此类儿

童在中国文化下的适应情况也更好[7-9]。然而，随着

国内经济发展和社会观念变化，当今中国社会对儿

童行为抑制性的评价可能发生变化。陈欣银等对三

个不同年代小学生队列的纵向研究发现，在1990年
的队列中，行为抑制性高的儿童更受同伴和老师欢

迎，而在 2002年的队列中，行为抑制性则对应着更

多的同伴拒绝和学校适应问题[10]。也有观点认为，

中国儿童行为抑制性的社会适应优势仅表现在年龄

较小的阶段。随着年龄的增大，学校适应对儿童同

伴交往技能提出更高的要求，行为抑制性的潜在问

题也会显现出来，尤其体现在与焦虑、退缩行为的密

切关联上[9，11-13]。

行为抑制性与焦虑情绪密切相关，是焦虑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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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外化表现形式[1，14]。大量研究发现，焦虑问题存在

代际传递的特征：父母的焦虑特质会通过遗传及养

育方式的作用影响子女的焦虑水平[14-16]。父母如果

有焦虑障碍，子女被诊断为焦虑障碍的可能性也会

有所升高[15，17，18]。然而，关于父母焦虑水平与子女行

为抑制性关系的研究尚不多见。目前有一项观察性

研究发现，母亲若患有产后焦虑障碍，婴儿则更可能

表现出行为抑制的特征[19]。

父母的焦虑水平不仅可能影响儿童的气质特

征，也对儿童的行为塑造有重大影响。Loomans等
的大样本调查发现，母亲怀孕期间的焦虑水平越高，

儿童在 5岁时的多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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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行为存在显著性别差异。具体表现为，男生的多

动问题(t(171)=1.99，P=0.049)、品行问题(t(170)=1.98，
P=0.049)和同伴问题(t(171)=2.07，P=0.040)都显著高

于女生。而女生的情绪问题显著高于男生，t(171)=-
2.42，P=0.017。在亲社会行为方面，女生得分显著

高于男生，t(170)=-3.55，P=0.001。
相关分析发现，随着家庭收入的增高，儿童同伴

问题减少(r=-0.20，P=0.008)。父母受教育程度与幼

儿特定行为问题也有显著负相关：母亲受教育程度

越高，幼儿多动问题越少(r=-0.24，P=0.002)，情绪问

题越少 (r=- 0.18，P=0.018)，同伴问题也越少 (r=-
0.21，P=0.006)。父亲受教育程度越高，幼儿也表现

出越少的多动行为(r=-0.21，P=0.006)、情绪问题(r=-
0.26，P=0.001)和同伴问题(r=-0.23，P=0.008)。

表1 幼儿行为问题和亲社会行为的性别差异

2.2 行为抑制性、父母特质焦虑与幼儿行为问题

的相关关系

如表2所示，幼儿行为抑制性与其情绪问题、同

伴问题有显著正相关，与亲社会行为有显著负相

关。父母特质焦虑也与幼儿情绪问题有显著正相

关。同时，父母特质焦虑与幼儿行为抑制性有显著

正相关。

1.幼儿行为抑制性

2.父母特质焦虑

3.多动问题

4.情绪问题

5.品行问题

6.同伴问题

7.亲社会行为

M
101.96
38.80
4.03
2.27
1.39
2.14
7.30

SD
22.35
8.50
2.14
1.82
1.32
1.58
2.18

1
1

0.19*
0.00
0.47**
0.15
0.35**
-0.39**

2

1
0.08
0.28**
0.03
0.10
-0.13

3

1
0.13
0.29**
0.14
-0.20**

4

1
0.22**
0.33**
-0.01

5

1
0.31**
-0.25**

6

1
-0.26**

7

1

表2 行为抑制性、父母特质焦虑与幼儿行为问题的均值及变量间的相关关系

多动问题

情绪问题

品行问题

同伴问题

亲社会行为

男生(n=95)
4.33 (2.03)
1.98 (1.56)
1.58 (1.35)
2.37 (1.58)
6.78 (2.24)

女生(n=78)
3.68 (2.24)
2.64 (2.04)
1.18 (1.24)
1.87 (1.57)
7.92 (1.95)

t
1.99*
-2.42*
1.98*
2.07*
-3.55**

2.3 幼儿行为抑制性、父母特质焦虑对幼儿行为

问题的预测作用

采用多元线性回归检验幼儿行为抑制性对幼儿

行为问题的预测作用。由于儿童性别、父母受教育

程度和家庭收入会影响幼儿特定行为问题及亲社会

行为，以这四个变量为控制变量，以幼儿行为抑制性

为自变量，儿童行为问题各分量表及亲社会行为得

分为因变量做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幼儿行为抑制

性能够显著预测其情绪问题(β=0.48，P<0.01)、同伴

问题 (β=0.31，P<0.01)和亲社会行为 (β=-0.38，P<
0.01)。

同时，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在控制了儿童性别、

父母受教育程度和家庭收入之后，父母特质焦虑仍

能显著预测儿童情绪问题(β=0.28，P<0.01)。
由于父母特质焦虑只对儿童情绪问题有显著预

测作用，因此，只检验幼儿行为抑制性在父母特质焦

虑与幼儿情绪问题关系中的中介效应[28]。从回归分

析结果可知，父母特质焦虑对幼儿情绪问题的直接

效应显著(β=0.28，P<0.01)。在回归模型中加入幼儿

行为抑制性之后，幼儿行为抑制性能够显著预测其

情绪问题(β=0.44，P<0.01)，而父母特质焦虑的标准

化回归系数从β=0.28 降低至β=0.19 (P<0.01)。因

此，幼儿行为抑制性部分中介了父母特质焦虑与幼

儿情绪问题的关系(中介效应如图1所示)，通过父母

特质焦虑的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32.14%。

图1 幼儿行为抑制性在父母特质焦

虑与幼儿情绪问题关系中的中介作用

3 讨 论

3.1 学龄前儿童行为抑制性与其行为问题及亲社

会行为的关系

本研究结果发现，学龄前儿童的行为抑制性气

质能够正向预测其情绪问题，行为抑制倾向越明显，

儿童的焦虑、抑郁等情绪问题越多。该结果与国内

外现有研究一致：西方大量横断面研究和纵向研究

均发现，儿童行为抑制性是其内隐行为问题的预测

因子，尤其与社交焦虑及其它焦虑相关问题有密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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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2，4，29，30]。国内研究也发现，儿童2岁时的行为抑

制性能够预测其 7岁时的焦虑退缩行为 [9，11]和抑郁

情绪问题 [9]。行为抑制性与焦虑、抑郁等情绪问题

的相关性或与其对应的神经生理基础有关。Kagan,
Reznick和 Snidman的研究发现，行为抑制型儿童的

边缘系统和下丘脑结构对不熟悉的刺激会有更低的

反应阈值，他们的下丘脑-垂体-肾上腺轴和交感神

经系统易处于过度激活状态[31]。这样的儿童对消极

情绪的易感性更高，因此更容易出现内向性行为问

题。行为抑制性对幼儿亲社会行为的显著负向预测

作用，或也与其对应的焦虑及回避倾向有关。亲社

会行为是儿童主动发起的帮助行为，需要以社会交

往主动性为前提。而行为抑制型儿童在人际交往中

表现得退缩回避，难以发起这样的主动帮助行为。

本研究结果还发现，学龄前儿童的行为抑制性

能够正向预测其同伴问题：行为抑制倾向越明显，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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