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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探究我国幼儿社会退缩领域的研究趋势，本研究运用CiteSpace分析CNKI数据库中的218篇原始文献。

结果发现，社会退缩幼儿的干预、社会适应能力、同伴关系、家庭因素、师幼关系及不同亚型社会信息

加工特点为研究热点领域；随着研究的深入，该领域研究呈现出干预对象细化、干预方式实践化与多元

化、影响因素研究不断深化的趋势。未来在跟进研究趋势的同时，还应重视对社会退缩跨文化的研究，

明确社会退缩亚型的操作性定义，加强社会退缩研究工具的引进与开发，并构建可持续化的干预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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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y using visualized software CiteSpace, this study analyzed 218 papers about social withdraw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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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uring preschool childhood from CNKI and found the hot issues include the intervention research, 
social adaptability, peer relationship, family factors, teacher-child relationship and the characte-
ristics of social information processing of different subtypes. With the deepening of research, the 
intervention objects in this field have been refined, the intervention methods practiced and diver-
sified, and the research on influencing factors deepened. In the future, while continuing to study 
the trend in depth, we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cross-cultural research on social withdrawal, clarify 
the operational definition of social withdrawal subtypes, strengthen the introduction and devel-
opment of social withdrawal research tools, and build a sustainable intervention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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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社会退缩(social withdrawal)是指个体跨情境的独自玩耍，不与同伴交往的孤僻或独处行为，也称“非

游戏性行为”[1]。社会退缩并不是一种临床定义的儿童行为、社会或情绪障碍问题，通常被认为是非典

型的行为问题，但是一种值得被关注的早期信号[2]。西方自上世纪八十年代起已有大量研究表明幼儿的

社会退缩行为具有稳定性，会对幼儿的发展造成不同程度的负面影响[3]。社会退缩通常按照鲁宾的理论

划分为三种类型：主动退缩，相比人际活动，该类幼儿更偏好与物体打交道；被动退缩，也称为活跃退缩，

该类幼儿有社交动机但社交技能较差；安静退缩，也称为内向退缩、矛盾退缩，该类幼儿以害羞和焦虑为

明显特征[4]。大部分社会退缩幼儿都存在情绪问题(焦虑、抑郁) [5]，其中被动退缩幼儿表现出更多的社交

问题(如同伴排斥与拒绝) [6]，安静退缩的幼儿存在较多的低自我概念、低自尊问题和语言问题[7]。 
在我国直至进入 21 世纪之后，幼儿的社会退缩行为才逐渐受到研究者的关注，并且有研究者认为不

同文化背景下幼儿社会退缩的内涵与发展路径应该有所不同[8]。因为西方个人主义文化强调自信、自我

表达等，幼儿的退缩行为通常被视为消极行为[9]。而东亚集体主义文化强调集体目标和集体责任感，由

于社会退缩并不会对同伴或规则秩序产生不利影响，因此会被更多地包容接纳[10]。在此背景之下，该研

究领域经过二十年的发展，虽然起步较晚但也积累了一定的成果。因此，本研究通过对我国幼儿社会退

缩相关文献进行梳理和可视化分析，旨在揭示这一领域的研究现状及发展趋势，为后续研究提供有价值

的参考。 

2. 研究方法 

2.1. 数据来源 

研究所使用的文献均来源于中国知网数据库(以下简称 CNKI)，先后以“社会退缩”和“儿童&幼儿”、

“社交退缩”和“儿童&幼儿”为主题词，在 CNKI 上对我国 2022 年 1 月之前的期刊论文、硕博论文进

行检索，在进行文本剔除后，剩余 218 篇文献，其中期刊文献 151 篇(综述 24 篇)，硕博论文 67 篇。 

2.2. 研究工具 

研究以德雷塞尔大学陈超美教授研发的 CiteSpace 5.0.R3 为主要分析工具，CiteSpace 能对检索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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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进行作者、机构、关键词共现进行分析，其是基于共被引分析理论以及特定算法探测某一领域研究

的热点主题及其演进变化，并揭示该领域在演变中的前沿热点和变化趋势[11]。研究将文献以“Ref-works”
格式从 CNKI 导出，运用 CiteSpace 对文献、作者、关键词、主题词等进行共被引分析，以知识图谱的方

式阐述幼儿社会退缩研究的热点领域及前沿趋势。 

3. 研究结果与分析 

3.1. 文献年度分析 

为了从整体上把握我国幼儿社会退缩研究趋势和动态发展情况，研究对文献的时序数量进行了统计，

得到的结果见图 1。幼儿社会退缩领域的发文量虽有所波动，但总体上呈缓慢递增态势。在 CNKI 中可检

索到的第一篇文献是郑淑杰于 2003 年发表的研究综述，其首次向国内引入了“幼儿社会退缩”这一研究

领域。至 2005 年，郑淑杰、陈会昌和陈欣银共同发表了第一篇该领域的实证研究。此后，幼儿社会退缩

领域出现了四个快速发展时期：2006 年、2011 年、2016 年、2020 年。尤其是 2016 年后，在陈会昌和陈

欣银团队的引领下，不仅发文量明显增多且呈现高质量研究态势。 
 

 
Figure 1. Graph of the number of articles in the field of social withdrawal during preschool childhood and the trend of 
change in CNKI 
图 1. CNKI 中幼儿社会退缩领域载文量及变化趋势 

3.2. 研究力量分析 

从发文量上看，对 CNKI 中社会退缩领域发文量居前的作者进行统计，数据显示，发文量居前 3 的

作者中有两人发文量达 10 篇。高产作者信息显示了该群体对幼儿社会退缩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索，并取

得了丰富的成果。为更好地理解高产作者对于幼儿社会退缩领域的研究重点，本研究对其已发表文献的

研究内容进行了总结分析，具体结果见表 1。 
从作者合作情况上看，研究以一年为一个时间切片，节点类型选择“作者(author)”，连接方式为“余

弦(Cosine)”，按照“寻径算法(pathfinder)”形成作者合作布局网络图，具体见图 2。图 2 共有 171 个节

点，145 条连线，作者合作率为 85%，作者之间的合作程度较高。早期的作者合作群体主要以叶平枝、

刘爱书、郑淑杰等人为中心。以陈欣银、陈会昌为中心的作者合作从早期一直持续到了中后期。201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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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 2021 年，以丁雪辰和李燕为中心的作者合作群体显示出一定的活跃度。近年来出现的合作群体则以左

恩玲为中心。此外，网络图中也出现了一些频次较高的相对独立的研究人员，如谢华静、李洁等学者。 
 

Table 1. Highly prolific scholars of national articles on social withdrawal during preschool childhood (part) 
表 1. 国内幼儿社会退缩文章高产学者(部分) 

排名 学者 文献数量 研究内容 

1 叶平枝 10 幼儿社会退缩研究述评、干预研究、社会退缩与幼儿发展的关系、社会退

缩幼儿的师幼互动/同伴互动的特征等； 

1 左恩玲 10 幼儿社会退缩干预研究、不同亚型及其社会信息加工特点、研究综述等； 

2 陈会昌 7 社会退缩亚型追踪研究及其与气质的关系，社会退缩幼儿的发展特点、影

响因素、社会适应等； 

3 陈欣银 6 社会退缩幼儿的性别差异、与气质的关系、不同退缩亚型的影响因素等； 

3 刘爱书 6 不同社会退缩亚型幼儿的社会信息加工特点、与气质的关系、退缩行为影

响因素的追踪研究等。 

 

 
Figure 2. Author collaboration co-occurrence diagram 
图 2. 作者合作共现图 

3.3. 研究热点分析 

关键词是对文章核心研究内容的精炼。CiteSpace 从“频次(Count)”和“中心性(Centrality)”两个指

标解读关键词。高频关键词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该领域的研究焦点、热点问题、研究者感兴趣的学术话

题等[12]。而中心性则用来衡量文献、期刊、作者及机构的重要性[13]。中心性越高表明该关键词越重要，

越能反应学科领域的研究热点。在 CiteSpace 中，节点代表关键词，节点越大表示关键词出现的频次越高；

关键词字号越大意味着中心性越高，越趋向图谱中央位置；年轮环表示某一关键词在不同时间段内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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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频次，年轮环越大则表示该关键词在对应年份内出现的频次越高[14]。 
在分析前，本研究先对关键词进行了规范化处理，将“社会退缩行为”“社交退缩”“社交退缩行

为”统一为“社会退缩”(social withdrawal)，将“社会退缩幼儿”“学前儿童”“儿童”统一为“幼儿”，

再利用 CiteSpace 的输出网络信息汇总(Export-network Summary Table)功能导出关键词，得到的结果见图

3。 
 

 
Figure 3. Co-occurrence map of keywords in the study of social withdrawal during preschool childhood 
图 3. 幼儿社会退缩研究关键词共现图谱 

 
根据关键词频次和中心性统计出排名靠前的 22 个关键词，具体见表 2。根据图 3 和表 2，本研究梳

理总结出我国幼儿社会退缩领域的 6 大研究热点。 
 

Table 2. High-frequency and high centrality keywords in the study of social withdrawal during preschool childhood 
表 2. 幼儿社会退缩研究高频次和高中心性关键词表 

关键词 频次 中心性 出现年度 关键词 频次 中心性 出现年度 

社会退缩 70 0.51 2005 活跃退缩 5 0.01 2006 

幼儿 48 0.29 2003 师幼互动 5 0.02 2006 

干预 10 0.08 2005 孤独感 5 0.03 2006 

社会适应 9 0.06 2005 干预研究 5 0.07 2014 

社会信息加工 9 0.07 2007 安静退缩 5 0.01 2006 

个案研究 9 0.08 2006 亲子依恋 4 0.03 2013 

同伴关系 9 0.13 2006 教养方式 4 0.03 2011 

同伴交往 7 0.08 2003 影响因素 4 0.00 2005 

沙盘游戏 6 0.01 2010 倒返实验 4 0.01 2003 

游戏干预 6 0.04 2006 同伴互动 4 0.02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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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社会退缩幼儿的干预研究 
从词频和中心性可以看出，“干预”具有较高的频次和中心性(count = 10, centrality = 0.08)，而“个

案研究”“游戏干预”“干预研究”“沙盘游戏”等这类指向干预研究的关键词也具有较高的频次。可

见，对社会退缩幼儿开展干预研究始终是该领域关注的热点。鉴于游戏是幼儿的主要学习方式，大量干

预研究采用游戏方式进行，其中以沙盘游戏和集体游戏为代表。 
沙盘游戏能为幼儿提供各种表达自我情感、探索真实生活经验、发展积极自我形象以及自我理解和

控制的机会，对幼儿而言有着独特的适用性[15]。此外，社会退缩幼儿的言语沟通与表达能力较弱，而沙

盘游戏中的非言语行为则为幼儿提供了良好的沟通媒介。目前有不少研究者尝试用沙盘游戏治疗幼儿的

社会退缩。如李洁等人发现亲子沙盘游戏能修复不安全的亲子依恋关系，减少幼儿的退缩行为[16]。张文

文通过设立不同主题、不同情景引导社会退缩幼儿进行沙盘创作，结果表明幼儿参与创作的主题和情景

越多，退缩行为越少[17]。 
集体游戏干预以规则性游戏和象征性游戏为主，能为幼儿的互动、交往、合作与分享提供更多的机

会[18]。如叶平枝自编了一套针对社会退缩幼儿的集体干预游戏，并通过实验证明游戏干预能够显著改善

儿童的退缩行为[19]。赵一锦以人本主义、认知行为主义为干预的理论基础，利用多基线实验研究，从改

善社会退缩幼儿的同伴关系、调动参与活动的积极性、提升社交技能三方面逐步改善其社会退缩行为。

周钰洁发现集体游戏干预能提升内向退缩型幼儿的交往质量[20]。杨靓、万玥两位研究者分别利用角色游

戏、体育游戏等对三名不同类型的社会退缩幼儿进行干预，研究结果均表明个案幼儿的社会退缩水平有

所下降，社交技能得到一定程度的提升，并且在与同伴交往互动中获得较好的情绪体验[21]。 
2) 社会退缩幼儿的社会适应能力 
长期社会退缩会使幼儿产生负面的自我认知、进行不当归因，从而影响其社会适应能力的发展。丁

雪辰等人的研究发现，当退缩幼儿在要求加入同伴群体的活动但遭到拒绝时，同伴的拒绝行为可能会使

幼儿产生负面的自我认知，并把同伴关系问题归咎于自己，从而回避与他人的社会交往[22]。周钰洁也认

为，内向退缩型幼儿往往会对自己产生较为负面的看法，将与同伴互动失败的原因归咎于自身，而非外

部或其他情境原因[23]。而孙玲等人的研究表明，童年中后期幼儿的安静退缩行为会发展成为幼儿应对焦

虑的一种方式[24]。这会使得社会退缩幼儿的消极社会情绪和社会认知功能方面存在负面的自我强化循环，

即负面自我认知和不当归因造成焦虑情绪，焦虑情绪又使其更加回避社会交往，内部归因模式不断强化，

最终影响幼儿正常社会能力的发展。 
3) 社会退缩幼儿的同伴关系 
大量研究发现社会退缩幼儿不良的同伴关系与其退缩行为之间存在相关。郭伯良等人的元分析结果

显示幼儿退缩行为与同伴拒绝有一定的正相关[25]。而郑淑杰等人研究表明，幼儿退缩与同伴的拒绝和接

受之间具有非常显著的相关，就是说社会退缩幼儿比同龄人更容易被同伴的忽视和排斥；而且幼儿社会

退缩的程度越高，他们经历的同伴拒绝、忽视、欺辱就会更多，从而难以在群体中建立良好的同伴关系

[25]。此外，陈欣银等人的研究发现，与一般幼儿相比，退缩幼儿与同龄人互动时表现出较差的社会互动

能力[6]。例如，在群体环境中社会退缩幼儿与同龄人接触时，其准备开始对话的时间更长、说话的频率

更少[7]。但对幼儿社会退缩与同伴关系这两者的因果关系，国内尚缺少探究。 
4) 家庭对社会退缩幼儿的影响 
研究发现，在家庭中表现出退缩行为的幼儿在家庭之外也不易建立良好的社会关系，可见家庭是影

响其退缩行为的重要因素[26]。有研究进一步表明，家庭影响主要集中于教养方式和亲子依恋两个方面。

父母亲的高控制和过度保护不利于幼儿人际交往的发展，也可能会导致幼儿的不安全感。郑淑杰等人的

研究发现，母亲的高控制策略对幼儿的矛盾型退缩行为(旁观和无所事事)有直接影响：母亲的高控制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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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多，幼儿的退缩性越强。而父母采用温和、理解的教养方式，幼儿发生社会退缩等问题行为的可能性

会降低。关于亲子依恋，王振宇认为安全依恋是幼儿情感健康发展的基础[27]。丁雪辰等人关于社会退缩

行为影响因素的研究表明，不安全依恋能够预测社会退缩等内化性问题[28]。 
5) 师幼关系对社会退缩幼儿的影响 
有研究显示，低质量的师幼关系会影响幼儿的退缩行为。李娜等人通过考察退缩幼儿与教师的互动

特征，发现在与退缩幼儿的交往中，教师更多表现出负向情绪，对社会退缩幼儿的赞许表扬等正向情绪

较少，这可能是幼儿退缩的重要原因之一[29]。叶平枝通过倒返实验研究发现，教师与退缩幼儿之间的师

幼关系质量低，幼儿对教师难以形成较为信任的关系，低质量的师幼关系强化了同伴对退缩幼儿的忽视

[30]。可见，教师的观念和行为会影响同伴之间的交往行为和氛围，进而加剧幼儿的退缩行为。 
6) 社会退缩幼儿亚型的社会信息加工特点 
克里克和道奇提出的“儿童社会适应的社会信息加工模型”认为儿童不能对社会情景进行有序正确

的加工会导致不良行为或社会适应不良[31]，因此开始有研究者用该模型来探讨社会退缩幼儿的社会信息

加工特点，我国研究者在该研究方向做了积极跟进。 
左恩玲团队探讨了不同亚型社会退缩幼儿在编码、解释、反应生成、反应评价和行为表现等信息加

工阶段上的特点与差异。研究结果发现：退缩幼儿对社会信息的编码准确性和反应数量生成能力上显著

低于普通幼儿；安静退缩幼儿在敌意拒绝和非敌意挑衅故事情境中均表现出明显的威胁性解释倾向[32]。
向碧华等人研究发现，社交回避和安静退缩幼儿对社会和非社会的模糊情境均表现出明显的威胁性解释

倾向。可见，对情境的威胁性解释倾向很可能是造成幼儿社会退缩的深层原因之一[33]。 

3.4. 研究趋势分析 

为了较为直观地呈现 2000 年以来我国幼儿社会退缩研究的发展和演变，本研究运用 CiteSpace“时

区图”功能，将关键词的频次阈值设为 4，来绘制关键词时区图谱，从时间维度更直观地展示研究主题

的发展趋势。得到的时区图谱见图 4。 
1) 干预对象细化 
在干预对象上随着年代发展逐渐细化。一方面是干预对象年龄段的细化。如张洁、韩情情等人对 4~5

岁、5~6 岁 2 个不同的年龄阶段的社会退缩幼儿特点进行针对化的干预设计。另一方面是干预对象类别的

细化。有研究指向城乡幼儿的差异，关注留守幼儿、流动幼儿等弱势群体。例如，齐亚楠发现留守幼儿社

会退缩发生率显著高于非留守幼儿，而积极的自我概念能有效减少留守幼儿社会退缩行为的发生[34]。 
2) 干预方式实践化与多元化 
早期干预研究聚焦于沙盘游戏和集体游戏，2011 年后研究者开始更多地将干预与幼儿园教学实践相

结合，通过教师积极的、正确的信念和及时正向的评价以提高社会退缩幼儿的自我效能感，促进其社会

性的发展[35]。 
干预方式在传统游戏干预的基础上得到拓展。由于有越来越多证据表明音乐训练能够促进幼儿大脑

功能的整合，且对其他领域能力具有转移效应，开始有研究利用音乐干预改善幼儿的退缩行为。如昝丛

丛发现，音乐游戏能够提高幼儿的交往技能，减少其退缩行为[36]。 
3) 影响因素的研究不断深化 
影响因素研究的深化主要体现在因素的不断细化和因素间作用的清晰化。 
早期研究更多关注同伴因素(同伴排斥拒绝、同伴欺凌等)、家庭因素(教养方式、亲子依恋等)、教师

因素(师幼互动特征等)等外在影响因素上。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对影响因素进行了更深入的挖掘。如在

家庭因素方面，增加了对父母婚姻情况与幼儿社会退缩行为发生率之间的研究。研究表明婚姻质量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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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4. Keywords timezone view (frequency ≥ 4) 
图 4. 关键词时区图谱(频次 ≥ 4) 

 
父母其子女社会退缩行为检出率较低，父母婚姻满意度与幼儿的退缩行为呈显著负相关[37] [38]。近期研

究还关注到语言、自我概念、社会技能等幼儿的内在影响因素，并深入到生理与认知神经层面。如左恩

玲和张向葵在梳理国外研究的基础上提出，幼儿的退缩行为与右脑额叶、心率以及迷走神经关系密切[39]。
姜丽则通过经典事件相关电位(ERP)联想任务(Go/NO-Go)范式对社会退缩幼儿的脑电内源性成分(N2)进
行研究，结果显示其右额脑区比较活跃[5]。 

在因素不断细化的基础上，研究发现了情绪理解能力、心理弹性、执行功能(自我调节、抑制控制)
等因素的中介或调节作用。比如上文提到的左恩玲研究就发现幼儿的情绪理解能力在社会信息加工能力

和社会退缩行为之间起到一定的中介作用[40]。还有研究表明，心理弹性通过影响留守幼儿的自我概念、

家庭环境纷杂度，进而影响其社会退缩水平。比如齐亚楠等人的研究发现自我概念高且心理弹性高的留

守幼儿，其社会退缩水平相对较低[34]。黄鹤等人的研究发现，家庭环境纷杂度低的情况下，留守幼儿的

心理弹性越高，其社会退缩水平越低[41]。此外，有研究表明接受性语言能力、社会技能、家庭环境纷杂

度也会通过执行功能影响幼儿的社会退缩水平。比如占淑玮等人发现接受性语言能力通过执行功能的中

介作用负向预测社会退缩，且这一中介作用还受到师幼关系的调节[42]。 

4. 研究展望 

教育部 2001 年颁布的《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和 2011 年颁布的《3~6 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试行)》
均将幼儿社会性发展作为重要板块列出，明确了幼儿社会领域“人际交往”和“社会适应”的发展目标。

而社会退缩幼儿恰缺乏足够的社会交往主动性和能力，且当下国内研究发现其检出率高达 44%以上，留

守儿童的检出率甚至接近 60% [34] [43]。因此该研究领域值得国内研究者加大关注。除了继续跟进上述

研究趋势外，幼儿社会退缩领域还可以在以下四个方面进行深入探讨。 

4.1. 重视对社会退缩跨文化的研究 

尽管有研究者提出东西方文化差异可能会对幼儿社会退缩造成不同的影响，但依据目前国内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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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无法明晰东西方社会退缩幼儿在行为表现、影响因素等方面的共性与特性。日本和韩国同样深受中国

传统儒家思想的影响，同属东亚集体主义文化圈。有研究将澳大利亚和韩国的社会退缩幼儿直接进行比

较，结果发现相较于澳大利亚的退缩幼儿，韩国害羞型和弱社交型退缩幼儿表现出更好的社会适应能力

[44]。国外有项研究直接考察了美国白人母亲和中国母亲对幼儿社会退缩行为的反应态度，结果表明，中

国母亲更多认为孩子退缩是由于一些外部因素(社会环境、教导方式)导致，而美国母亲更多使用内部归因

且及时关注幼儿的心理状态。可见，未来可以尝试与国外学者开展合作，采用跨文化对比研究的方式，

更深层次地探究不同文化背景下社会退缩幼儿的差异性。 

4.2. 明确社会退缩亚型的操作性定义 

目前，我国在开展研究时多采用上文提到的鲁宾的分类法对社会退缩幼儿进行分型。尽管叶平枝、

郑淑杰等学者在此基础上针对我国幼儿特点做了一定的本土化调整，但在具体实践过程中仍会由于操作

性指标不清晰导致不同亚型相互混淆、相互混用的现象，进而影响研究的可靠性。因此，后续国内研究

应当从具体实践出发，明晰社会退缩亚型的具体行为指标。 

4.3. 加强社会退缩研究工具的引进与开发 

目前国内本土化较好的工具仅为叶平枝编订的《幼儿社会行为教师问卷》，其他研究工具多是直接

借鉴国外的，由于缺少本土化环节，无法保证工具在国内环境下使用的信效度。且《幼儿社会行为教师

问卷》尽管表明有较好的信效度，但是只能对儿童进行整体性评价，难以具体到某一行为，因此通常还

需要与鲁宾编制的《儿童游戏行为观察编码表》(POS)共同使用，造成操作和使用不便。未来研究可在明

确社会退缩亚型操作性定义的基础上，加强本土研究工具的开发和利用，并对国外成熟的研究工具开展

积极引进与本土化。如《班级戏剧量表》(Revised Class Play, RCP)、《儿童行为教师评定量表》(Teacher 
Behavior Rating Scale, TBRS)等都是值得今后关注的研究工具。 

4.4. 构建可持续化的干预体系 

现有干预研究多为横向研究，仅对幼儿某一年龄段的退缩行为进行短暂干预，缺少对社会退缩幼儿

的长期干预与效果追踪。且由于缺乏对干预模式的构建及推广，导致干预零散化、表面化，使得教育价

值凸显不足。再者，干预中缺少家庭的参与，而家庭是重要的影响因素之一。因此，未来研究可以构建

“以社会退缩幼儿为中心，研究者、幼儿园、家庭共同参与的三位一体”的干预体系。而干预体系的建

立也能反之推进该领域的基础研究与理论发展。 
最后，我国研究者还需要在理论和机制层面持续思考和探究幼儿社会退缩的发展路径与影响因素，

进一步明晰哪些是核心因素、因素间存在怎样的交互作用、影响路径到底如何，并将这些问题深入到神

经生理层面去寻找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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