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39卷第6期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Vol.39,No.6
2012年11月 JournalofSichuanNormalUniversity(SocialSciencesEdition) November,2012

藏、汉族儿童规则意识形成的比较
及其对教育的启示

范暋春暋林
(四川师范大学 教育科学学院,成都610068)

暋暋摘要:儿童规则意识与遵守规则习惯的形成,是儿童社会性发展的基本内容,也是儿童社会化成功的标志之

一。人的发展生态学理论认为,个体的发展是个体与其成长的生态环境交互作用的结果。本研究选取小学四、五、

六年级四川藏区学生349名、汉族地区学生541名,通过问卷测查,发现藏族儿童规则意识总体得分和规则情感、

规则意向得分显著高于内地汉族儿童,汉族儿童规则认知得分显著高于藏族儿童。为理解儿童规则意识的特点与

其社会文化生态的关系,本文以人的发展生态学理论为基础,具体分析了藏、汉族儿童所处的独特的区域性宏观环

境与微观环境的差异及其对藏、汉族儿童规则意识的不同影响,并依据研究结果,提出了儿童规则意识的教育策

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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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青少年社会性发展。

暋暋社会规范是人类和谐发展的基石,是人类自由、
公平、正义等价值实现的基本保障。人类个体和群

体的行为和活动都需要各种社会规范的调节。遵守

规则是社会对个人的基本要求,也是现代人的基本

素质。当前,中国社会正进入转型时期,人们生活在

价值多元的文化生态中,追求个人自由与遵守社会

规则的矛盾愈显突出。人们追求个性独立、权利保

障与行为自由的愿望和要求日益强烈,而对规则的

遵守则较为淡漠甚至无视,社会生活中的失范现象

较为严重。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如何促进个体规

则意识的形成和发展,越来越受到学术界和教育实

践部门的关注。
儿童规则意识与遵守规则习惯的形成,是儿童

社会性发展的基本内容,也是儿童社会化成功的标

志之一。人的发展生态学理论提出,儿童的发展是

儿 童 与 其 成 长 的 社 会 文 化 生 态 交 互 作 用 的 结

果[1]4-12。通过跨文化的比较研究,揭示不同民族儿

童规则意识的特点与其生活的社会文化生态的关

系,可以为教育实践更有效地培养儿童的规则意识

提供重要的理论依据。
一暋文献综述

(一)研究现状

社会规范或社会规则(socialnorm)是多学科的

研究课题。哲学、社会学、人类学、法学、经济学等多

从社会规范的本质、起源、演变、存在形式及功能等

角度展开研究,而心理学则主要研究个体与群体规

范的形成,人们在社会生活中如何运用社会规范去

调节自己的行为,以及由此表现出来的行为方式及

行为特点。目前,学术界围绕社会规范与规则意识

进行了以下探讨。

32



一是关于社会规范的含义。广义来说,社会规

范指整个社会和各个社会团体及其成员应有的行为

准则、规章制度、风俗习惯、道德法律和价值标准。
狭义来说,社会规范指群体规范,即指为保障群体目

标的实现和群体活动的一致性,建立起的约束群体

成员共有的行为规则与标准[2-3]。
二是对社会规范功能的分析。社会规范是人类

社会自身发展的需要,是社会运转的一种自行调节

机制。社会规范是协调社会关系的需要,是形成社

会共同目标与价值的需要,是社会成员社会化的需

要,也是惩治反社会行为的需要[4]。
三是对影响规则意识形成的因素的探讨。有研

究者分析了中西方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宗教对规则意

识形成的影响,认为规则意识的培养与确立,与一个

国家的文化传统、宗教信仰有着不可割舍的渊源。
西方宗教的道德戒律为其民众规则意识的确立助了

一臂之力,而中国儒家学说却起着较明显的阻滞作

用[5]。
四是对国人规则意识缺乏的原因的探讨。研究

者提出“服从命令暠与“尊重契约暠之间的规则认同差

异,命令式规则使中国人缺乏规则意识,而契约性规

则则是其他许多国家国民尊重规则的根本原因。当

规则是依赖“强者的管制逻辑暠建立起来,而不是依

赖内在的权利平等、程序正义、公正执行,不是依赖

市民自治、公共契约的理念建立起来,规则就难以得

到自觉遵循[6]。另有研究者从社会环境的不良影

响,规范、制度本身的缺陷,学校与家庭教育的偏差,
个体价值观扭曲等方面,分析了青少年规则意识缺

乏的原因[7-9]。
(二)对已有研究的简评

现有研究存在的主要不足有如下四点:一是缺

乏对规则意识的内部心理结构的科学分析和理性建

构;二是研究者往往针对一般公民的规则意识进行

研究,对处于规则意识形成关键期的儿童的研究还

很少见;三是研究方法还基本停留在经验描述和理

论思辨上,有待规范和完善;四是部分研究涉及到文

化背景对规则意识的影响,但主要是我国与国外的

比较,国内不同民族间的跨文化研究还很少见,对影

响规则意识形成的因素的系统研究也很少见。探明

影响因素,并通过对其有效干预以增强个体的规则

意识,是未来研究亟待加强的一个方向。
二暋问题提出与研究设计

(一)研究问题

1.规则意识的含义及结构维度。

2.藏、汉族儿童规则意识的总体特点和不同维

度的比较。

3.影响藏、汉族儿童规则意识形成的家庭、学校

和社会文化因素。
(二)研究假设

1.规则意识的结构维度包括规则认知、规则情

感和规则意向。

2.藏族儿童规则意识显著高于汉族儿童。

3.藏、汉族儿童规则意识的差异与两个民族儿

童成长的社会文化生态有直接的关系。
(三)研究方案

1.研究思路与方法

当前,生态化原则已成为发展与教育心理学研

究中普遍遵循的方法论原则。本研究拟在生态学原

则的指导下,具体考察藏、汉族儿童所处的民族文化

传统及其家庭、学校、社区等环境变量对其规则意识

形成的影响。
研究方法采用问卷调查、访谈和田野观察等量

化研究和质性研究相结合的方法。

2.研究对象

选取四川藏区两个县县城和乡中心小学各一

所,四、五、六年级各1个班,共12个班、376名学生

进行问卷调查,回收问卷376份,剔除回答不完整和

明显不认真回答的27份,有效问卷349份。另外,
选取四川汉族地区两个县县城和乡镇小学各一所,
四、五、六年级各1个班,共12个班、619名学生进

行问卷调查,回收问卷619份,剔除回答不完整和明

显不认真回答的78份,有效问卷541份。
表1.藏区有效被试构成情况

男 女 合计

四年级 68 60 128
五年级 52 60 112
六年级 57 52 109
合计 177 172 349

表2.汉族地区有效被试构成情况

男 女 合计

四年级 95 92 187
五年级 93 85 178
六年级 81 95 176
合计 269 272 5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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暋暋三暋研究结果与分析

(一)儿童规则意识的结构

在参阅文献和实地调查的基础上,我们将规则

意识界定为个体对社会行为准则的认识、体验和遵

循意向等心理要素的总和;设想规则意识由规则认

知、规则情感、规则意向三个维度构成。为了验证规

则意识三维度构想的合理性,我们编制了测量问卷,
并采用验证性因素分析的方法考察问卷的结构效

度。下面具体介绍测量工具的开发过程。

1.问卷的编制

第一,文献检索与综述。研究者对社会规范的

相关研究文献进行了检索和综述,在此基础上,初步

确定了问卷的基本维度和项目。
第二,现场观察和访谈。围绕初步拟定的问卷,

研究者深入到调查对象所在学校对班主任、主管德

育的学校领导以及学生进行访谈,了解他们对儿童

规则意识的看法。研究者还直接进入课堂、学生食

堂、体育场等,观察小学生的规则遵守情况。根据调

查结果,进一步修订了初步拟定的问卷项目,最后归

纳出小学生规则意识的基本内容。
第三,形成问卷维度和项目。在理论分析、实地

调查的基础上,大致确立了问卷的维度和具体的项

目,总共编制出43个项目。问卷采用5点记分,例
如,“我讨厌不守规矩的人暠共有5个选项:“从不这

样暠计“1分暠;“偶尔这样暠计“2分暠;“有时这样暠计“3
分暠;“经常这样暠计“4分暠;“总是这样暠计“5分暠。

第四,试测、项目分析与修改。为了考察小学生

是否能正确理解问卷题目,我们在汉族地区的一所

小学进行问卷试测,参加试测的包括四、五、六年级

各1个班,共158名学生。试测后与2名四年级学

生面谈,请学生对问卷中的每一个项目说出自己的

理解,主要考察学生的理解与问卷编制者的原意是

否相符。经初测,对问卷进行了修改,筛选出38个

项目。
将修改后的问卷在藏区一个县、汉族地区一个

县的一所县城小学和一所乡中心校的四、五、六年级

各选取1个班,共12个班、350名学生,进行了第2
次试测。经过对题目的区分度、结构效度和内部一

致性信度进行分析,最后保留28个项目。小学生规

则意识各自的维度、含义和样题见表3。

表3.儿童规则意识问卷

维度 项目数 含义及样题

规则认知 12

个体对日常生活、学习和社会交往
中的各种规则的知晓、理解和评价。
如“我认为向别人承诺过的事情就
应该做到暠。

规则情感 9
个体对规则重要性及遵守规则的心
理体验和态度倾向。如“我讨厌不
守规矩的人暠。

规则意向 7

个体在现实情境中按规则行事及将
规则付诸实践的企图或打算。如
“向别人做出承诺后,我总会想到去
完成暠。

暋暋2.问卷施测

由经过培训的主试利用学生的活动课或自习时

间,在教室对被试者集中施测。所有问卷的数据录

入计算机,采用SPSSforWindows(16.0)和AMOS
(16.0)进行数据的统计分析。

3.问卷的信度分析

问卷总的内部一致性系数(毩系数)为0.83,三
维度的内部一致性系数见表4。

表4.儿童规则意识问卷内部一致性系数

维度 内部一致性系数

规则认识 毩=0.89

规则情感 毩=0.85

规则意向 毩=0.82

暋暋4.问卷结构效度的验证性因素分析

用 AMOS对规则意识的规则认知、规则情感和

规则意向三维度构成的合理性进行验证性因素分

析。一般来讲,评价一个模型的合理性时,最常用的

拟合指数是氈2/df、RMSEA、GFI、AGFI、CFI、NFI、

TLI和IFI等。由于氈2/df受样本容量影响较大,
在大样本时几乎所有模型都会被认为拟合得不好,
所以本研究主要考虑其他几个指标;GFI、AGFI、

CFI、NFI、TLI和IFI的值在0.90以上且 RMSEA
小于0.08时,表示模型拟合得较好[10]154-165[11]70-90。

我们首先建构了规则意识的三维一阶模型,设
定三个维度之间两两相关。该模型各拟合度的指标

如表5中模型1数据所示。但是,该模型显示出三

个维度之间的相关较高。我们认为,尽管这些维度

间存在明显的差异,但它们可能共同解释着一个更

高的维度。因此,我们对小学生规则意识建构了一

个二阶结构模型。该模型各拟合度的指标如表5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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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2数据所示。从结果可以看出,模型2数据拟

合较模型1优。
表5.儿童规则意识结构模型拟合度

RMSEA GFI AGFI CFI NFI TLI IFI

模型1 0.056 0.9610.9410.9320.9210.9250.932

模型2 0.051 0.9670.9460.9350.9240.9290.937

暋暋(二)藏、汉族儿童规则意识的比较

1.藏、汉族儿童规则意识的描述性分析

表6.藏族儿童规则意识及各维度的描述性分析

维度 被试人数 平均数 标准差

规则意识 349 3.95 0.76

规则认知 349 3.78 0.86

规则情感 349 4.15 0.72

规则意向 349 3.97 0.69

暋暋从表6可知,藏族儿童的规则意识各维度的平

均分都在4分左右,总的来看,被试的规则意识较

强。
表7.汉族儿童规则意识及各维度的描述性分析

维度 被试人数 平均数 标准差

规则意识 541 3.71 0.78

规则认知 541 4.07 0.76

规则情感 541 3.65 0.82

规则意向 541 3.43 0.67

暋暋从表7可以看出,汉族儿童的规则意识各维度

的平均分都在3分以上,总的来看,被试者的规则意

识较强。

2.藏、汉族儿童规则意识的差异检验

表8.藏、汉族儿童规则意识差异的T检验

维度
藏族 汉族

(M暲SD) (M暲SD)
t

规则意识 3.95暲0.76 3.71暲0.78 3.16***

规则认知 3.78暲0.86 4.07暲0.76 -3.43***

规则情感 4.15暲0.72 3.65暲0.82 4.67***

规则意向 3.97暲0.69 3.43暲0.67 4.88***

暋暋注:***P<0.001。

由表8可知,藏族小学生规则意识总体得分显

著高于汉族学生,在规则认知维度上的得分显著低

于汉族学生,但在规则情感和规则意向方面,藏族学

生得分显著高于汉族学生。

(三)藏、汉族儿童规则意识差异的成因分析

1.分析的理论依据———人的发展生态学理论

美国生态心理学家布朗芬布伦纳 (Bronfen灢
brenner,U.)认为,个体在发展过程中并不是孤立

的存在,而是能动地与周围环境相互依赖、相互作

用[1]4-12[12]。
根据发展生态学理论,个体发展所依赖的环境

要素相互联系,构成由低到高具有层次性的四个子

系统。首先是微观系统(Microsystems),指个体亲

身接触和参加其中并产生体验的,与之有着直接而

紧密联系的环境,如家庭、学校、同辈群体等。其次

是中间系统(Mesosystems),指个体所处的两个或

两个以上微观系统之间的相互关系,如学校和家庭、
家庭与邻居之间的相互联系。中间系统对个体发展

的影响取决于微观系统间发生相互联系的数量、质
量及程度。再次是外在系统(Exosystems),指个体

不直接接触或参与,但可以对个体产生直接或间接

影响的系统,它包括父母的工作单位、学校的领导机

构、当地的教育主管部门等。这些部门或机构往往

会通过一些规章、政策或不良行为对儿童的心理发

展产生影响。最后是宏观系统(Macrosystems),指
个体成长所处的整个社会环境及其意识形态背景,
如整个社会长期所形成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形

态以及社会结构等。以上所述个体所处的三个生态

系统均存在于这个宏观系统中。如社会的价值观状

况及主流价值体系、民族习俗和道德风尚、人们的教

育观念和生活方式等等,都会作用于其他三个系统,
进而构成影响个体身心发展的宏观系统[12]。

人的发展生态学理论对我们理解处于不同社会

文化生态中藏、汉族儿童规则意识的形成及其各自

的特点有着重要的指导作用。

2.藏、汉族儿童成长环境与规则意识的形成

尽管藏、汉族儿童同处祖国大家庭中,作为共享

层面的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制度相同,但藏区特殊

的地理环境、历史文化传统、宗教和习俗与内地相

比,还是有着自己鲜明的特点。而地域性的宏观生

态环境对微观的家庭、学校、社区环境又有着直接的

制约和影响。我们认为,正是藏、汉族儿童所处的独

特的、具体的地域性宏观环境及其影响下的微观环

境的差异,造成了藏、汉族儿童规则意识的不同。
由于研究者的见识和所掌握的文献资料的限

制,在此我们不打算对影响儿童规则意识形成的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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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系统做全面的分析,我们主要集中于对宏观系统

和微观系统的影响做一比较分析,并说明它们在藏、
汉族儿童规则意识形成中的作用。

(1)藏族儿童成长的宏观社会背景和微观环境

这里所说的宏观环境,是除全国人民共享的国

家政治、经济、文化因素外的专属于藏区人民共享的

文化要素,特别是宗教和习俗。
从宗教方面来看,藏传佛教的哲学思想和价值

体系作为藏族精神文化的主体和核心,引导、影响着

藏族文化的方方面面。特别是藏传佛教戒律,作为

一种行为准则,既对修行者的个人品行作了严格的

规定,又成为调节僧众社会的规则。藏族社会几乎

全民信教,佛教的价值观和人生观在社会生活中占

主导地位,因此,佛教戒律所规定的行为准则便成为

全社会的伦理道德规范[13]。
其次,从习俗方面来看,藏族儿童从一出生,就

深受本民族风俗习惯的影响。藏族风俗习惯与生活

息息相关,对藏族儿童社会化的影响表现为儿童的

社会认知、情感、行为等都带有民族习俗的深刻印

迹,尤其是饮食、服饰、居住、节庆、娱乐、礼节、生产、
禁忌等习俗,是儿童日常生活中经常接触并感兴趣

的,对儿童的影响很大[14]。
根据发展生态学理论,个体所处的宏观环境是

通过微观环境而起作用的。下面,具体看看藏区的

宗教和习俗是怎样通过寺庙、儿童成长的家庭、社区

(村落、乡镇)和同伴等,影响儿童规则意识的形

成[15-17]。

栙寺庙的社会化作用。藏区的寺庙是社区公共

活动的核心场所,一些重大节日及社区活动都在寺

庙中举行。由于佛具有彼岸性和非现实性,因此僧

人(包括活佛、堪布、喇嘛、和尚)就成了可供人们模

仿的现实榜样。僧人在社区中有着较高的地位,对
于早期社会化阶段的儿童来说,僧人便是社区塑造

的榜样,对儿童的模仿行为产生重要影响。

栚家庭。在藏族地区,家庭为儿童的成长提供

了一个充满宗教氛围的微观环境。藏族家庭各种具

有宗教意义的宗教器物设置,为儿童构筑了一个充

满宗教氛围的物理环境。此外,在藏区,民众无论是

获取消费生活资料、解决个人生活来源的方式,还是

社会交往方式、日常生活习惯,以及时间的利用与支

配方式等,都融入了宗教并受其制约与影响。而儿

童的社会化即是在家庭中习得这种将宗教生活融入

日常生活之生活方式。

栛村落、城镇与社区。社区是藏族儿童除家庭

以外最常活动的场所。这就将儿童的活动范围限制

在单一的地理空间内,使藏族儿童无法或少有机会

接触到这个区域以外的各种新的或不同的环境及影

响,可以说,社区及村落或城镇在很大程度上加强和

巩固了家庭对儿童的影响。
总之,藏族儿童社会化环境的共同性超越了差

异性,宗教因素占据着主导地位。藏族儿童面对的

是一个和谐的多重世界、一个相对单一的世界,在这

种较少角色冲突与挫折感的环境中,儿童欣然接受

了父辈的宗教信仰及以此为依托的生活方式。虽然

藏区正被拉入现代化的进程中,但现代观念会在何

种程度上将藏族儿童卷入进来,目前尚无法确定。
(2)汉族儿童成长的宏观社会背景和微观环境

目前我国内地(与边远民族地区相对应)正处于

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型的过渡时期。
转型时期整个社会结构不断加速分化,旧有的社会

价值观和社会规范不断受到冲击,这就使得青少年

在社会化的过程中无所适从、迷失方向,从而带来早

期社会化的困境。此外,社会转型带来城市化进程

加快,大量农村人口,特别是青壮年劳动者向城市集

中。父母外出务工,将子女留在家里由祖辈看护,这
是农村留守儿童成长的特殊现实背景。

一般来说,个体早期社会化需要社会为其提供

适当的条件:一是相对稳定、统一的价值观念和社会

规范;二是令人敬佩的榜样或社会权威形象供以模

仿。一般来说,当一个社会处于正常的发展时期时,
可以为个人的早期社会化提供上述条件,而社会处

于转型时期时,提供这种条件就受到了影响。首先

是由于社会结构的分化,旧的规范逐步瓦解,新规范

又尚未确立,导致新旧规范的矛盾对立,这必然造成

社会规范和价值观念在指导人们思想和行为上的多

元性和模糊性的倾向,使对各种社会规范缺乏理性

分析和选择能力的儿童和青少年,在依据社会规范

指导自己行为时陷入困境,表现为角色冲突和无法

实现自我认同。其次,当早期社会化供以模仿的榜

样或权威形象由家庭、学校和大众传媒共同创造时,
由于各自的评判标准不一致,榜样的形象便遭到损

害,它对儿童和青少年的心理影响和行为约束力无

疑会 降 低,也 很 难 转 化 为 自 己 的 信 念 和 行 为 方

式[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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栙家庭。转型时期家庭环境对早期社会化的不

良作用有如下表现:教养不当,特别是随着独生子女

家庭的增多,对孩子娇惯溺爱的现象十分普遍,使孩

子养成了任性的习气,并表现出占有欲强烈和自私

的个性倾向。由于父母特别宽容谅解的监督使孩子

总能为所欲为,孩子并不因为违背规范而受到必要

的惩罚,这样其越轨行为的重复率就会提高。由于

婚姻纠纷而受损害、不稳定的家庭无法给孩子提供

良好的模仿机制,也不能形成防止孩子违法行为所

必需的父母监督和社会化条件,孩子要么因缺乏亲

子间的交流而思想悲观,要么由于家庭的疏于管教

而放任自流[18]。

栚学校。当前,内地学校的德育受到媒体、家庭

和社会的冲击,难于对儿童进行主流价值观的影响,
因此,学校传统的教育功能开始变小,教师对学生的

权威地位也开始动摇[19]。此外,内地学校由于升学

和考试分数的压力,学校教育普遍存在重视知识教

学和智育,忽视德育和思想品德教育的现象。

栛同伴。同辈群体是儿童社会化的主要场所。
儿童通过参与并认同同辈群体,通过群体间的社会

文化传递促进其社会化过程。由于实行计划生育,
城市以独生子女为主,农村多数为两个子女。因此,
当今儿童的同辈群体是以家庭以外同龄伙伴为主建

立起来的,彼此间的亲情、关心相对减少,血缘关系

淡化[19]。
(3)藏、汉族儿童生态环境的比较及其与规则意

识形成的关系

从以上对藏、汉族社会生态环境的简要介绍来

看,藏、汉族儿童成长环境的主要区别体现在以下方

面。
从各自的区域性宏观环境来看,藏族儿童生活

在一个宗教氛围浓厚、传统习俗影响深厚的文化环

境之中,主流价值观、文化观念、行为规范较为统一、
协调和稳定。而内地汉族儿童则生活在一个急剧变

革、开放多元的社会背景之中,主流的社会文化思潮

和价值观及行为规范与其他非主流文化交互作用,
共同制约着儿童社会性的发展。

从家庭和社区环境来看,藏族家庭、社区的同质

性强,更明显地受到藏族的宗教和传统习俗的影响,
它们成为影响儿童社会化的核心因素。而内地汉族

家庭间的异质性更强,有时祖辈与父母辈、父亲与母

亲对孩子的要求也很不一致,对儿童规范教育和规

则约束方面显得更为宽松和灵活,缺乏整体的、一致

的、稳定的要求。内地社区中邻里相对比较陌生,尤
其是城市社区更是如此,并且互相异质性较强,儿童

受社区影响相对有限。
从学校环境来看,藏区学校升学压力相对较轻,

对学生的考试分数的要求也并不高,但学校与社区

的联系更为紧密,家庭、社会的要求更易于进入学校

的教育要求,从而对学生产生更为一致的影响。内

地汉族学校升学压力更大,家长和社会对学生的学

业成绩要求更高,学校对学生除学习外的其他要求

相对较少,并且内地汉族学生利用各种媒体吸收新

信息的机会更多,学校要求也常常受到其他因素的

冲击甚至抵消。
从同伴影响来看,藏族儿童的同伴受家庭、社区

的同质性影响较深,同伴交往更易强化家庭影响。
而内地汉族学生同伴间的差异性更强,同伴间的交

往往往成为抵制来自家长和教师等成人要求的因

素,不利于成人要求的实现。
上述区域性宏观社会生态和微观环境对身处其

中的儿童规则意识的影响应该是明显的。从研究结

果来看,汉族儿童在规则认知维度上的得分显著高

于藏族儿童,藏族儿童规则意识的总体得分和规则

情感、规则意向的得分显著高于汉族儿童。这似乎

可以从他们各自的社会生态的不同特点得到解释。
因为内地汉族儿童生活在一个比藏族儿童更多

元、开放的环境之中;学校学业任务较重,学校的思

想品德教育较为注重说理;本研究中内地学生有相

当大部分是留守儿童,父母虽然与他们不生活在一

起,但可以通过电话、书信等方式与孩子交流,对孩

子日常生活和学习进行叮嘱。我们认为,这些因素

也许是内地汉族儿童规则知晓、理解和评价方面显

示出优势的重要原因。
但藏族儿童由于生活在相对封闭、单一和稳定

的宏观社会文化生态和微观家庭、社区、同伴以及特

殊的寺庙文化之中,成人对孩子的规范教育也许更

多的是通过身体力行、榜样示范和潜移默化的熏陶、
感染等方式来进行。儿童从小受到周围环境中成人

在劳作、日常生活和宗教祭祀等活动中的言谈、行为

样式的影响,耳濡目染,因此,一些基本的社会规范

通过观察、体验、感染,更多地深入到儿童的内心世

界中去,化为孩子们的心理结构和言行风格。他们

也许对某些规范并不一定能通过语言接受和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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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他们在情感上更为积极,意向上更为主动和自觉,
信仰上更为稳定和执着。

四暋本研究的教育应用

根据本研究的结果,结合儿童规范学习的一般

规律和原理,我们认为,在对儿童进行规范教育、培
养儿童规则意识时,应注意以下策略。

(一)规则教育应全面把握规则意识的内在结

构,注重知、情、意的结合

本研究认为,规则意识的内部结构应包含规则

认知、规则情感和规则意向等三要素,我们采用验证

性因素分析的统计方法,对规则意识的理论构思进

行了检验,结果表明,该理论构想是成立的。因此,
在规则教育实践中,教育者(家长、教师等)应注重儿

童对规则的认知、情感和意向的全面培养,晓之以

理,动之以情,导之以行。
(二)在多元价值观中梳理核心内容,培养儿童

基本的是非观念和行为规范

在整个国家和社会进入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的

全面转型时期,多元价值观的出现是势在必然,也是

不可逆转的。尽管藏区与内地汉族地区在这方面有

一些差异,但总体来看,现代化、多元化的潮流是客

观存在的。但是,教育者,特别是学校教育工作者应

该明确,社会价值观的多元化与主流价值观总体上

应该是协调一致、相辅相成的,二者是辩证的矛盾关

系,主流价值观应该是一般的、共性的,多元价值观

应该是特殊的、具象的。教育者必须认清并认同社

会的主流价值观、践行主流价值观,并以此教育学

生,引导学生吸纳社会主流价值观,使之自觉认同和

实践主流价值观。
(三)应将说理教育与活动、参与、体验相结合

规则学习不同于一般科学知识的学习,规则意

识的养成不同于一般知识的理解和掌握,规则的遵

守也不同于一般知识的应用。规则学习的特点决定

了规则教育既需要晓之以理,更需要动之以情,还需

要导之以行。从藏、汉族儿童规则意识三要素的差

异来看,藏族儿童在规则情感和规则意向方面表现

出高于汉族儿童的特点,我们认为,这和藏族儿童所

处环境中的宗教氛围的熏陶感染和对习俗的耳濡目

染是有着密切的关系的。此外,在一些研究者看来,
社会规范教育的实践合理性的重心在于通过协商博

弈的方式,引导学生参与规范的制定,自主地解决冲

突问题,在学校生活实践中生成规范、理解规范和运

用规范,促进学生从他律走向自律[20]。因此,我们

认为,对儿童来说,同伴和班级活动中的平等互动,
是培养他们主动参与规则制定、自觉遵守规则和监

督规则执行的主要机会。教育者应有意识地组织集

体活动,引导儿童参与集体活动规则的民主商议和

制定,培养他们的自主意识和能力。
(四)充分发挥成人身体力行和榜样示范的作用

根据社会心理学家班杜拉的社会学习理论的观

点,儿童的社会行为主要是通过观察模仿而习得的。
在观察学习的过程中,榜样的特点是至关重要的。
小学儿童认知能力发展的水平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

模仿学习的重要性。因此,对家长和教师来说,在与

儿童的交往中,应注意自己的言行,模范遵守社会规

则,对社会上不守规矩的人加以批评,并在儿童的学

习、生活中明确要求儿童尊重规则、执行规则。
(五)加强儿童成长各层次、各部分环境要素的

协调,发挥社会文化生态的整合作用

从人的发展的生态学理论来说,儿童正是在与

周围的不同层次的生态环境的互动中学习社会文化

规范、建立是非观念和价值观,从而成为适应社会的

人。儿童所处生态环境中各层次、各部分环境要素

应是整合协调的,其传达的价值标准、社会规范应是

一致的,这样,儿童的言行才会有稳定的参照系统和

定向,而不至于迷茫、徘徊,不知所措。因此,父母对

孩子的要求一致、家校配合与协调,对儿童规则意识

的形成是至关重要的。此外,家长和教师还应引导

孩子认识到社会上不守规矩的人给自己和他人带来

的危害以及可能招致的后果。这种替代性的惩罚能

在一定程度上给孩子以警示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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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ComparativeResearchOnNormConsciousnessof
theTibetanandHans暞ChildrenandItsInspirationtoEducation

FANChun灢lin
(FacultyofEducation,SichuanNormalUniversity,Chengdu,Sichuan610068,China)

Abstract:Itisthebasicmatterofchildren暞ssocialdevelopment,andalsooneofthesuccess灢
fulsymbolofchildren暞ssocializationforchildrentoformnormconsciousnessandthehabitsof
complyingtonorm.Accordingtotheecologyofhumandevelopment,individual暞sdevelopment
istheresultofinteractionofindividualandtheecologyaroundtheindividual.Inthisresearch,

thesubjectsare349and541pupilsofgrade4,5and6respectivelyformtheTibetanandHans暞

areas.Questionnairesurveyshows:boththetotalpointandthepointofnormaffectionandnorm
willoftheTibetanpupilaresignificantlyhigherthanthoseoftheHanpupil.Butthepointof
normcognitionoftheHanpupilissignificantlyhigherthanthatoftheTibetanpupil.Tounder灢
standtherelationshipbetweenthecharacteristicsofchildren暞snormconsciousnessandsocial灢cul灢
turalecologyaroundthem,theauthor,accordingtotheecologicaltheoriesofhumandevelop灢
menthasconcretelyanalyzedthedifferencebetweenthespecificdistrictmacro灢microecologyof
theTibetanpupilandtheHanpupil,thespecificinfluenceofecologyonthenormconsciousness
oftheTibetanpupilandtheHanpupil.Finally,basedontheresults,theauthorputsforward
theeducationalstrategyaboutchildren暞snormconsciousness.

Keywords:children;normconsciousness;ecologicaltheoriesofhumandevelopment;cross灢
cultural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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