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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人际关系对个体的社会性发展有很大影响，其中同伴关系在个体儿童青少年阶段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个体在不同的年龄阶段都需要有健康的同伴关系。一段健康的同伴关系有积极影响，而不健康的同伴关

系有可能对个体产生毁灭性打击。本文采用文献分析法，将主题词定为同伴关系、同伴接纳、同伴拒绝，

在Web of Science、中国知网和谷歌学术上搜索相关论文，并且归纳总结，以阐述良好和不良的同伴关

系会对儿童青少年的哪些方面产生影响、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儿童青少年社会行为对同伴关系的影响以

及如何建立健康良好的同伴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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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 has a great influence on the social development of individuals, and 
peer relationship plays a vital role in individual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Individuals need to 
have healthy peer relationships at different ages. A healthy peer relationship has a positive im-
pact; on the contrary, unhealthy peer relationships may have a devastating impact on individuals. 
We use the literature analysis method, and set the keywords as peer relationship, peer acce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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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nce, and peer rejection to search related papers on Web of Science, CNKI and Google Scholar. We 
summarized these articles to explain the impact of peer relationship on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the impact of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social behavior on peer relationship, and how to establish 
a healthy peer relation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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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同伴关系是指年龄相仿的儿童协助参加某些活动的关系，或者是指在人际交往过程中，心理成长程

度或是年龄相近的个体之间建立并发展起来的人际关系[1]。婴幼儿的早期发展主要依赖于家庭，即与父

母的交往。而随着幼儿年龄的增长和活动范围的扩大，幼儿的交往对象逐渐从父母转向同龄伙伴，同伴

关系由此产生。 
皮亚杰等心理学家认为，在青少年发展过程中，同伴关系和父母教育起到了旗鼓相当的作用。首先，

高质量的同伴关系能够让儿童青少年在集体中获得情感支持，缓解孤独感和焦虑情绪，增强自尊心和自

信心[2]，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其次，良好的同伴关系使儿童青少年获得安全感和归属感。归属

需求是马斯洛需要层次理论中人的基本需求之一，而儿童青少年的这一需求主要是从同伴群体中获得[3]。
第三，发展同伴关系对个体认知的发展起着重要的促进作用。通过与同龄人交往，儿童青少年能够学习

到新的知识和技能，认知能力和创造力得以发展[4]。最后，同伴关系是儿童青少年社会化的重要途径之

一。个体通过与同伴的互动，完善对自我的认知，同时能够习得社会规范、价值观念和道德标准，从而

逐渐适应社会。健康的同伴关系促进个体社会化能力的提升[5]，而不良的同伴关系会使个体缺少同伴互

动，从而减少学习社会行为和社会认知模式的机会，因此可能导致其在进入社会的早期，更容易出现诸

如焦虑、抑郁等情绪问题，或药物滥用、犯罪行为等社会适应不良的现象[6]。 
综上，在儿童青少年发展过程中，伴随有健康良好的同伴关系，不仅对个体自身的情感、社会认

知和心理发展有积极作用，而且还有利于全民共同构建和维护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因此，研究同伴

关系问题以及如何帮助儿童青少年建立良好的同伴关系尤为重要。本文将围绕以下两个问题展开讨论：

1) 同伴关系中同伴接纳和同伴拒绝是如何影响儿童青少年发展的；2) 如何帮助儿童青少年建立健康的

同伴关系。 

2. 同伴关系对儿童青少年发展的影响 

Hinde 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提出，个体的同伴关系通常可以在四个层次或水平上进行表征[7]：1) 个体

特征水平，主要涉及个体的气质类型、性格特点等与同伴交往的关系；2) 人际互动水平，主要涉及同伴

之间的交流和交往过程；3) 二元关系水平，主要涉及个体与他人之间的友谊质量；4) 群体关系水平，主

要涉及个体在同伴中的社会声誉或地位，如同伴接纳或同伴拒绝。本文主要聚焦在同伴关系的群体关系

水平，讨论同伴接纳和同伴拒绝对儿童青少年的行为产生的积极和消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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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同伴接纳 

2.1.1. 同伴接纳的定义 
同伴是儿童校园生活与人际交往过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同伴背景下，儿童能够学习很多的技能，

获得交流与合作，收获经验与快乐，适应环境的发展与变化。同伴接纳是同伴关系中的一种结构，是单

向的，指儿童在某些群体环境中被同伴喜欢、认可或者是不喜欢、不接受的程度，可以反映出同伴地位，

也可以看出群体对个体的态度，是社会能力的一种表现方式[8]。 

2.1.2. 同伴接纳的积极影响 
同伴接纳可以体现出儿童的社会功能与社会适应性。进入学校后，被同伴群体喜欢和接纳的儿童

会获得更多伙伴，在与同伴的频繁互动和密切交往中，人格得以健康发展、社会认知得以完善、社会

技能迅速提升[9]，同时儿童自身更容易产生团体归属感。良好的同伴关系对儿童的互动和活动质量有

积极影响。 
亲社会行为是指个体不论处于何种目的做出的对他人、社会有利的行为。大量研究表明，同伴接纳

可以直接或者间接预测儿童青少年的亲社会行为[10] [11]。有研究指出，同伴关系良好的个体，其亲社会

水平普遍较高，这是由于这些儿童青少年往往具备更强的沟通能力和移情能力[12]。 
同伴接纳还对儿童青少年的社会情感能力有积极影响。青少年在遭受家庭情感虐待、情感忽视后更

易产生较高水平的孤独感，而提升同伴接纳水平则可以缓解家庭情感虐待和忽视对留守青少年孤独感的

消极影响[13]。同伴接纳程度越高的儿童，越能学会识别和管理自己的情感，并且越能够表现出对他人的

关怀和照顾，做出有担当的决定，形成和维护较好的人际关系，以及有效地处理各类问题[14]。 
以上研究结果均表明，受同伴接纳更高的青少年群体，心理发展更为健康，会有更多的亲社会行

为。因此，我们应当帮助和教育儿童青少年建立和发展良好的同伴关系，学会接纳同伴，并积极维护

同伴环境。 

2.2. 同伴拒绝 

2.2.1. 同伴拒绝的定义 
同伴拒绝属于同伴关系的范畴，能够反映群体成员对于群体中某个人的不喜欢或者排斥程度。参考

以往研究，本文将同伴拒绝界定为，个体在某个社会群体中遭受大多数成员的拒绝、排斥、忽视、蔑视

和否认等，体现了个体在某个社会群体中不良的社会声誉以及较为低下的社会交往地位。 

2.2.2. 同伴拒绝的消极影响 
在童年期和青少年期，个体的同伴问题非常普遍。同伴拒绝作为同伴问题的一种，会对个体发展产

生诸多消极的后果，并且这种消极影响可能会对个体的社会性发展产生深远持续的作用。社会计量理论

认为：个体有满足人际归属的需要，这样的需要推动个体与他人或群体保持良好的关系，当这种需要得

不到满足时，就会严重损害个体身心健康[15]。同伴排斥带来的消极情绪会对个体的心理机能造成严重损

害，从而降低个体亲社会行为[16]。 
同伴归属感的需要是个体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儿童面临同伴拒绝时，他们可能会经历一系列负面

事件，包括内化和外化问题[17]。就内化问题而言，遭受同伴拒绝之后的个体通常会产生较大的心理压力，

体验较多的不适感、压力感、低自尊、孤独感和无助感。因此，这类群产生焦虑、抑郁等心理问题的概率

大大提升[18]。就外化问题而言，被拒绝的个体会更容易出现逃课、辍学、物质滥用、攻击行为、违法行

为等问题[19]。一些纵向研究也发现，早期同伴拒绝会显著正向预测随后的内化问题和外化问题[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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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遭到同伴拒绝的孩子更容易在心理和行为上出现问题，甚至有可能会对社会造成不良影响。因

此，这类孩子的人际交往需要我们格外的重视，积极关注孩子的情感和心里需要并提供及时有效的帮助，

是我们重要的责任。 

2.3. 青少年社会行为对同伴关系的影响 

同伴关系的优劣会对儿童青少年的发展产生影响，青少年的社会行为同样也有可能会反过来影响同

伴关系。 
有研究表明，儿童的攻击、破坏、抑郁、退缩等问题行为和社会交往能力的缺乏可能导致其同伴关

系较差，这是因为儿童主动或者被动的脱离了同伴群体，与同伴的沟通交流和互动减少，社交技能减退，

进而导致难以建立良好的同伴交往关系，而不被同伴群体所接纳又会进一步导致行为问题的加重，形成

恶性循环；而较多的亲社会行为，如礼貌、助人、领导等行为则会带来良好的同伴关系[20]。而另有研究

发现，有些青少年可能因为某些攻击和违纪行为受到同伴欢迎[21]，这似乎与我们的惯常认知相违背。可

见，青少年期的儿童对社会行为的评价可能与年幼儿童或成人不同[22]，这就使得青少年社交地位与社会

行为之间并不像我们先前认为的那样具有简单的一一对应关系，而可能存在一些更复杂的联系。 
儿童青少年道德品质、心理品质的健康发展会对同伴关系产生影响，而同伴关系的形成又会影响其

个性和社会化发展。因此，纠正儿童的不良行为，帮助其形成良好的行为习惯十分重要。此外，我们还

应该为他们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并采取多样的、有针对性的教育策略，引导他们构建积极的人际交往

圈，尽可能的促进同伴接纳[23]。 

3. 帮助儿童青少年建立健康的同伴关系 

随着年龄增长，儿童逐渐步入青春期，与同伴交往愈加频繁和密切。拥有良好的同伴关系对青春期

的个体来说起着重要的作用。一方面，它可以为青少年提供强有力的情感支持[24]；另一方面，它可以帮

助青少年发展积极的人际关系，促进自我认知，适应复杂的社会情境，促进青少年顺利的社会化。为此，

本文总结以下教育对策。 

3.1. 关心学生的同伴关系，家庭和学校共同协作 

生态系统理论认为，个体的发展是嵌套于一系列的环境系统之中的，而家庭和同伴是儿童青少年发

展过程中最重要的微系统[25]。 
同伴关系作为一种非亲属关系，其发展受到家庭、学校和社会诸多因素的影响[26]。因此，家长和教

育者都应该重视和了解儿童的同伴关系，给予孩子更多的关注和指导，帮助他们建立良好的同伴关系以

促进社会化的积极发展。一方面，学校作为儿童青少年人际交往的重要场所，教师需要时刻观察并掌握

班级学生的交往情况，发现并及时解决学生同伴关系中可能存在的问题。由于遭到同伴拒绝、排斥的学

生更有可能会出现焦虑、抑郁等不良情绪[17]，因此更应该及时主动的给予关心和帮助，了解不良的同伴

关系是学生自身因素还是周围群体环境所致，协助学生正确认识自身的优缺点、树立正确的自我认知、

建立良好的同伴关系。 
另一方面，家庭亲密关系也会影响青少年同伴关系的形成。实证研究表明，家庭环境中积极、高质

量的亲子沟通有利于亲子情感联结、青少年社会认知和人际关系的建立和发展[27]，因此，亲子间的沟通

交流显得尤为重要。父母应关心孩子的内心想法，给予他们温暖与支持，提供解决人际关系问题的方法

和建议。另外，家长应多鼓励和支持孩子去结交朋友，尊重孩子的同伴关系，同时为孩子与朋友交往创

造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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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关注学生发展的性别差异，促进每个学生的一般发展 

研究显示，在幼儿时期，男孩和女孩之间的同伴关系就存在显著差异。比如，交往方式和内容不同，

男孩更倾向于群体互动，更有可能参与有组织的游戏，而女孩更倾向于成对互动，她们会花更多时间进

行社会交谈，更容易自我表露，更容易出现亲社会行为[28]。另外，男孩和女孩遭受的同伴压力和应对方

式不同。男孩遭遇的同伴压力多为言语或身体伤害[29]，而女孩多遭到友谊压力。面对这些压力，女孩比

男孩更可能寻求支持、情感表达和反思的方式去应对[30]。这提示我们在教育过程中，要重视男女儿童在

社会发展上存在的差异，采取不同的教育策略，找到适合学生发展的路径，促进男女学生全面、均衡的

发展。例如，针对男生在社会情感能力的发展，如男生更容冲动，我们应给予更多耐心去指导和教育培

养男生情绪和行为的控制。 
除了对不同性别的儿童采取不同的教育策略外，还可以加强男女生之间的交往活动，促进男女生之

间的相互学习。性别原型理论认为，拥有更多积极健康的异性交往经历的青少年，在同伴中的受欢迎程

度更高[31]，对自身的交往能力有清晰的感知，并且有更强的自信心[32]。差异心理学的研究指出两性之

间的交往能够促进双方在认知、情绪、个性等方面起到互相的补偿作用。因此，在教育教学活动中，教

育者可以多组织男女生共同合作的活动，促进学生异性交往，帮助他们加深对彼此的认识，促进彼此的

交流，提升青少年的社会交往技能[33]。 

3.3. 针对不同同伴交往类型，开展针对性的教育工作 

心理学家将儿童同伴交往关系分为四种类型：受欢迎型、被拒绝型、被忽视型、一般型。不同类型

的儿童因其性格特点等差异，在和同伴交往过程中会采取不同的交往策略，我们需要充分掌握儿童的交

往类型，并采取有针对性的指导和教育工作。 
对于受同伴欢迎和高质量友谊的儿童，要鼓励和支持他们在同伴交往过程中发挥的积极作用，并且启

发他们主动帮助在同伴交往中存在困难的同学和伙伴。而对于被拒绝型儿童，以往研究显示，他们的社会

情感能力得分相对低于其他类型的儿童。由于他们无法和身边的同龄人建立积极的同伴关系，其评估人际

关系价值的能力可能会下降[34]，表现出退缩和回避未来人际交往和社会活动[35]，甚至可能会出现网络成

瘾等不良嗜好，对自身的成长不利，这类儿童青少年是我们首当其冲要关注的对象。有研究表明，当同伴

关系得到改善后，青少年网络成瘾行为会有相应减少，这与社会补偿理论一致[36]。对于这类群体，我们

可以通过开展诸如减压游戏、舒缓的运动、故事分享、心理剧等活动，以达到抑制攻击性、鼓励冷静，发

展社交技能，消除偏见，提高沟通和自尊，促进团队合作等目的[37]，最终改善他们的交往模式。 

4. 小结 

在儿童青少年成长和心理发展过程中，同伴关系的作用不可忽视。良好的同伴关系有助于个体发展

健全的人格、促进个体的社会化。当被同伴所接纳时，个体归属感的需求得到满足，因而表现出更高的

亲社会水平；倘若经常遭到同伴拒绝，不仅对儿童自身的心理发展造成严重危害，还有可能导致孩子在

成年后做出一些危害社会的行为。因此，这就从教育角度提示我们，要积极关注孩子们的同伴交往情况，

对良好的交往方式进行充分肯定，而对不良现象要严厉批评，并积极教育引导他们形成正确的同伴交往

方式。帮助儿童青少年身心健康成长，是每位教育人义不容辞的责任，了解学生的交往模式只是“万里

长征”的第一步，扎实的教育理论和丰富的实践经验才是真正需要我们锻造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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