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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退缩儿童存在的心理问题及教育对策

孙贺群 , 王小英
(东北师范大学 教育科学学院 , 长春 130024)

　　摘　要:社会退缩儿童是指主动地从社会交往活动中退出而独自活动的儿童或从不主动发起交往 、在与人交

往过程中总是处于被动地位的儿童。社会退缩儿童存在的心理问题主要体现在社会认知 、情绪情感以及自我概念

的发展等方面。对社会退缩儿童的教育对策包括培养儿童准确理解社会情境的能力 、训练儿童情绪识别和表达能

力 、帮助儿童建立积极的自我概念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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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社会退缩儿童的概念界定

目前, 研究者还没有对社会退缩的概念达成共识。在

研究之初 , 一些研究者曾以社交孤立 、同伴拒绝等通过社会
测量法所得到的同伴地位状况来定义社会退缩 ,将 “社会退
缩”视为低水平的同伴接受或高水平的同伴拒绝。又有学
者研究发现 ,同伴交往的频率与同伴地位状况之间的关系
并非一致, 社会测量中的被忽视儿童和被拒绝儿童并不等
于社会退缩儿童。之后 , 人们大多采用行为描述的方法来
界定社会退缩。如 Rubin等指出 , 社会退缩指的是独自一

人 ,不愿主动与他人交往;Hart等人将社会退缩界定为儿童
熟悉环境下的一种弥漫性的独处行为模式 , 在这种模式下
儿童一贯性地从同伴群体交往中脱离出来

[1 ]
。我国学者陈

会昌等人认为 ,社会退缩是指孤独的行为 , 泛指跨时间 、情
境 ,在陌生或熟悉的环境下表现出的独自游戏 、消磨时光的
行为

[ 2]
。 “社会退缩指儿童在人际交往过程中 , 表现为过分

胆怯 、孤独 ,不敢去陌生环境 , 不愿与小朋友一起玩 , 等等”
(郑晓边 , 1998)[ 3] 。叶平枝这样定义社会退缩:“社会退缩

是在社会情境下 ,或者说在同伴环境下 , 儿童跨时间 、情境
的各种独处行为, 表现为被动、敏感 、焦虑 、自我评价较低 、
观点采择能力较差等。”

[ 4]

“社会退缩”与 “被拒绝” 、“被忽视”相比 , 强调的是一
种主动行为 ,是儿童主动从社会活动中退出来 , 是儿童自己
拒绝与他人交往 , 而不是被他人拒绝。笔者认为 , “社会退
缩儿童是指主动从社会交往活动中退出而独自活动的儿童

或从不主动发起交往 、在与人交往过程中总是处于被动地

位的儿童”。

　　二 、社会退缩儿童存在的心理问题

1.社会退缩儿童在社会认知方面存在缺陷
一般认为 , 社会退缩行为更多地取决于儿童的个性倾

向。一些儿童虽然经常采取退缩行为 , 并不是因为他们对
社交情境没有正确的认识 , 而是因为胆小。社会心理学家

认为 ,个体间存在行为差异的重要原因是其对他人的感情、
意图的理解以及对行为后果(包括自己和他人)的认知不
同, 即在社会认知方面存在一定差异。 社会认知是指个体
对他人的表情 、性格 、行为原因以及人际关系的认识。关于

社会认知 ,有过程观和结构观两种不同的理论观点。尽管
这两种社会认知理论存在着差异 , 但无论从过程观还是结
构观视角看, 都可以发现社会退缩儿童在社会认知方面存

在一定缺陷。
(1)从过程观视角看 ,社会退缩儿童的信息加工过程出

现了偏差

过程观主要是从信息加工的角度来解释社会认知的,

该理论的典型代表就是道奇提出的社会信息加工理论。在
道奇看来 , “儿童在社会交往中首先要面临的是需要加工的
各种社会性刺激 , 如他人的表情、动作、话语等。儿童对所
面临的这些社会性刺激赋予意义 , 并据此决定如何做出反

应的过程 , 就是社会信息加工过程”
[ 5] 166

。 该理论模型指
出, 儿童从面临某一社会性刺激到做出相应行为反应的整
个信息加工过程共包含五个前后相继的步骤:1)对社会性
刺激进行编码;2)对已获信息进行解释;3)选择合适的行为

反应;4)预测行为反应结果;5)做出反应。如果儿童在上述
五个步骤中的任一环节发生偏差 , 就会导致异常行为的出
现。从这个观点出发 , 社会退缩儿童很可能在信息加工的
某一个或几个环节存在着问题与不足 , 如错误地理解社会

性刺激而不能准确编码、不能准确认识情境而做出错误归
因、提供的反应策略较少或不合适 、不能预测行为结果等
等。

(2)从结构观视角看 ,社会退缩儿童不能正确进行观点

的采择

结构观认为 ,在社会认知过程中 , 观点采择起着主要的
作用。儿童观点采择能力的发展涉及到两个基本条件:一
是认识上的去自我中心 ,即能够认识到对于同一问题, 不同

的人可能有不同的看法和观点;二是对他人观点进行推理
的能力。观点采择理论的假设是:为了 “认知”他人 ,个体需
要猜出他人的观点, 理解他人的想法、意图 、情感以及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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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不能获得这种观点采择能力 ,儿童就只能知道他人行为
是什么样的 ,并能够对其进行客观描述 , 但并不能解释他们

为什么有那样的表现 ,从而难以决定怎么应对
[ 5] 170

。按这一
理论进行分析 ,社会退缩儿童很可能因认识不到别人与其
有着不同的观点, 只是站在自己的角度看问题 , 从而影响了
其社会认知以至于使其产生了不适当的行为;或者因不能
根据相关信息对别人的意图做出正确判断 , 因此不知道自
己应做什么以及该如何去做, 从而拥有较高的社会回避动
机 ,趋向于从社会交往中退出。

2.社会退缩儿童在情绪发展方面存在问题
(1)社会退缩儿童更易产生负面情绪体验
儿童的行为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内在情绪的控制。儿童

如果经常体验着同一种情绪, 那么这种情绪会逐渐稳定并
成为其性格特征和行为特征。社会退缩儿童在生活中较少
表现出积极的情绪状态 , 他们的情绪多是消极的 , 含有不
安 、焦虑 、羞怯等成分。社会退缩儿童在与他人交往时 , 或

是处于紧张的情绪之中 ,或是对交往活动不感兴趣 , 表现出
漠然 、厌烦 、焦躁等等。此外, 还有一部分社会退缩儿童缺
乏积极的情绪体验 , 比如在交往活动中 , 没有合作的快乐
感 、参与的满足感 、团结的幸福感等等。这种儿童的情感世
界是单调、枯燥 、乏味的 ,他们更喜欢远离集体而独自活动。

(2)社会退缩儿童在情绪识别和表达方面存在障碍
社会退缩儿童在情绪识别和表达方面存在一定的问

题。首先 , 社会退缩儿童不能正确识别情绪 , 对模糊意义情
境倾向于产生消极情绪体验。社会退缩儿童往往会对他人
的情绪反应过于敏感 , 且一旦他人情绪表现得不太明显而
不容易判断时 ,社会退缩儿童便很难对这种细微的情绪做
出合理的解释 , 他们通常会直接把它归类为消极情绪。其
次 ,社会退缩儿童往往不能恰当地积极主动地表达情绪 , 甚
至包括那些积极的情绪 , 他们或是缺乏情绪表达技能或是

因为害羞而抑制自己的行为。社会退缩儿童正是因为在情
绪表达方面存在障碍 , 导致他们的感受很容易被他人所忽
略 ,这将进一步使社会退缩儿童产生更为消极的情绪体验。

3.社会退缩儿童在自我概念的发展方面出现了异常
自我概念是指个体通过自我观察或他人反馈而获得的

对自己的认识与看法。从结构上可将自我概念分为自我认
同 、自我满意和自我行动。自我认同是指个体对自我现状

的看法, 也是对现实自我的认知与评价;自我满意是指个体
对自我现状的满意程度或接纳程度;自我行动则是指个体
对自我进行的调解 、管理 、约束 、控制等行为

[ 6]
。

自我概念是在经验积累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它不仅
影响到个体现实的行为方式和个体对过去经验的解释 , 而
且还影响到个体对未来事情发生的期待。最初它是对个人
才能的简单的抽象的认识, 随着年龄的增长其逐渐复杂化。

社会退缩儿童的自我概念基本是自我否定型的 , 表现为过
度自卑 , 对人和事都采取回避的态度 , 不愿意尝试。首先 ,
社会退缩儿童的自我认同感较差 , 即他们对自己的认知和
评价大多是消极的。他们的自我效能感较低 , 总是低估自
己的能力, 并把 “我不会” 、“我不行”等话语常挂在嘴边 , 没
有勇气迎接挑战;其次 , 社会退缩儿童的自我接纳程度较
低 ,他们对自己各方面的表现都不满意 , 与正常儿童相比 ,

他们的自我价值感较低。这种消极的自我概念使社会退缩
儿童面临复杂任务或陌生情境时会选择回避、退缩。而社
会交往活动恰恰是一种随时间 、地点 、人物的变换而不断变
化的活动。因此, 自我否定型儿童面对社交情境时会感受
到巨大的压力 ,他们不得不选择逃避 ,从社会情境中退缩出
来。

　　三 、对社会退缩儿童的教育对策

1.培养儿童准确理解社会情境的能力
一个人如果不能正确进行观点的采择 , 会影响其在交

往中对他人的意图做出正确的判断, 以至于产生不适当的
行为。教师可以通过角色游戏来提高儿童的观点采择能
力。在同一个角色游戏中 ,让儿童通过互换角色, 使其了解
到在相同的情境中, 不同的人思想和认识是不同的, 从而使
其学会站在他人的角度想问题。此外 , 丰富的交往经验可
以使人在面对不同的社会情境时迅速做出正确积极的判

断。教师要鼓励社会退缩儿童主动参与到同伴的活动中
去, 让其多与同伴进行交流和互动 , 设计一些简单的合作游
戏, 让其感受到参与活动的快乐。同伴 , 作为儿童的 “重要
他人”, 在个体社会化的过程中起着不可小觑的作用。儿童
在与同伴游戏 、交流互动的过程中丰富了自己的社会交往
经验。

2.训练儿童情绪识别和表达的能力

儿童要想顺利地与周围的人进行社会交往, 与人和谐
共处 ,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能够观察 、体验和理解别人的情
绪。同时 ,要能够积极合理地表达自己的情感。情绪的发
展不能独立于认知的发展 , 二者是相互作用的。教师可以
发给儿童表情图片, 让他们了解基本的表情 , 向他们说明表
情可能产生的情境, 并采取讲故事的方法 , 让儿童通过故事
情境去理解情感状态。此外 , 移情对于培养儿童的社会交
往能力及与群体和谐相处的能力具有特殊的意义。儿童对

情绪的认识是直观的 , 移情要求儿童去观察对方的情绪情
感, 与对方产生共同感受, 从而积极主动地与同伴交往。另
外, 还要让儿童学会合理地表达自己的情感 , 当儿童情绪不
稳定或不知道怎样正确表达自己的情绪情感时, 教师要对
其进行积极的鼓励和正确的引导。

3.帮助儿童建立积极的自我概念
儿童自我概念的形成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年幼儿童是

以自我为中心的 ,他们的自我概念通常是一个 “镜面自我”。

如果儿童总是从周围的环境里得到消极的情绪体验 , 他们
就会认为是自己做得不好 ,从而引起内心冲突, 形成消极的
自我概念。教师要完全地无条件地接纳每一个儿童 , 给予
儿童积极的评价 ,要通过行动 、目光 、表情向儿童传达 “你能
行” 、“你很棒” 、“老师喜欢你”等积极暗示。研究表明 , “皮
格马立翁效应”在幼小的儿童身上体现得更加明显。同时,
教师可以创设一些让儿童能够体验到成功的活动 , 增强其
成功体验 ,使其对自己树立起信心 , 帮儿童建立积极的自我

概念 ,而最初的成功将使儿童的自我概念向积极的方向发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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