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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影响青少年人格发展的环境因素分为共享环境和非共享环境。共享环境是

指在同一个家庭长大的孩子所共同享有的环境，它对青少年人格发展的影响较小。非共享环

境是指在同一个家庭长大的孩子并不分享的环境，它是影响青少年人格发展的主要环境因

素。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家庭以外的同伴、教师与生活事件等非共享环境因素的影响在上

升。同伴群体对青少年人格健康发展有着重要而深远的影响，孩子的自我意识与自我概念的

形成和发展都会受到同伴的影响。教师也许是对青少年人格健康发展至关重要的人物之一，

其影响可能对青少年的一生都有重要意义。一些独特、具体的生活事件能够引起青少年心理

生理反应进而影响青少年的人格与心理健康。上述家庭之外的非共享环境因素只是影响青少

年人格健康发展中的社会环境因素中的一些重要内容，这些因素本身并不是孤立的，而是相

互联系、共同作用的，特别是社会环境因素与遗传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持续影响着青少年

人格的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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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遗传学家一般采用两项基础研究设计，即双生子研究和抚养研究来评估遗传和环境

在人格发展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对遗传影响人格的观点最有力、最一致的证据来自双生子

研究。但是，用双生子来研究遗传对人格的影响存在一些问题。比如，这类研究都有一个很

重要的假设，即双生子有相同的成长环境。双生子虽然在看似相同的环境下长大，甚至穿戴

相同，但他们可能参加不同的活动，有不同的朋友，对父母的关爱有不同的感受等等。因此，

虽然双生子在同一家庭中生活，但因不同的环境因素影响人格仍可能存在着差异。行为遗传

学家把影响孩子人格发展的环境因素分为两个部分，即共享环境（shared environment）和非

共享环境（nonshared environment）。 
 
  
 

一、共享环境对青少年人格发展的影响较小 
 
  
 

共享环境是指在同一个家庭长大的孩子所共同享有的环境，如家庭的经济状况、家庭气

氛、教养方式、父母的教育程度与社会地位以及周边环境等。这些因素为家庭成员共同分享，

对他们在人格特征、行为方式等会造成一定的影响，但这种影响较小。我们有时会发现，在

同一家庭环境和气氛下长大的孩子，会具有一些相同的人格特征。如同在家庭暴力的环境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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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大的孩子，容易形成自闭、攻击等人格特征；同在体贴、温暖的家庭环境长大的孩子，容

易形成成熟、独立、友好等人格特征；同在一个离异家庭长大的孩子容易形成内向、孤僻、

偏执等人格特征，或存在某些心理障碍。于是，我们可能会认为，孩子之所以具有这些相同

的人格特征或行为方式，完全是因为共享环境因素造成的，其实不然。 
 

Plomin 等人认为，共享环境一般不会造成家庭成员在人格特质、价值观和社会态度等

方面的相似性（Plomin，R.，& Daniels，D. Why are children in the same family so different from 
one another? Behavioral and Brain Sciences，1987，10，1-16）。共享环境虽然为孩子获得某种

体验与人生阅历提供了足够的空间，但是，这些体验并非都与孩子所处的共享环境相联系。

Scarr 认为，共享环境在个体人格发展过程中之所以影响不大，是因为共享环境的影响是非

线性的（nonlinear）（Scarr，S. Developmental theories for the 1990s: Development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Child Development，1992，63，1-19）。心理学家还发现，有些父母离异或父母

死亡较早的孩子，在其成人后容易产生抑郁或焦虑等心理现象。这很容易给人一个错觉：丧

失父母似乎是造成兄弟姐妹之间彼此相似的一种特定的共享环境因素。事实上，子女对父母

离异或死亡的感受和体验是有所不同的，这就不能归于共享环境因素了。一项名为非共享环

境与青少年发展（Nonshared Environment and Adolescent Development，简称 NEAD）的研究

着重考察了家庭环境对青少年的影响，发现青少年的非共享经历与其反社会行为、抑郁等问

题行为有高相关（[美]Lawrence A. Pervin，Oliver P. John 著，黄希庭译：《人格手册：理论与

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339-340 页）。 
 
  
 

二、非共享环境是影响青少年人格发展的主要环境因素 
 
  
 

非共享环境是指在同一个家庭长大的孩子并不分享的环境。例如，兄弟姐妹出生的顺序、

年龄分布、身体素质、心理素质、受父母的宠爱程度等，这些因素即使对于同一家庭的成员

来说总是互不相同的，或者说不为家庭成员所共同享有。关于出生顺序影响孩子人格发展的

问题，很早就引起了人们的普遍关注。一般认为，长子（女）在次子（女）未出生之前，接

受了像独生子女那样的待遇；然后次子（女）的出生，又被给予一定的权威和责任，容易形

成慎重、自尊、细心、现实、协调等特征。而小子（女）由于受到双亲、哥哥（姐姐）的溺

爱、放任、袒护等，容易形成依赖性重、独立性差、幼稚、任性或腼腆、胆小、悲观等特征。 
 

心理学家通过实证研究发现，除遗传因素外，主要是非共享环境的影响造成了人格个体

差异的变化。比较极端的例子是同卵双生子在人格自陈量表的得分中，遗传通常可以解释

40%的变异，共享环境为 0，非共享环境加上测量误差负责解释 60%的变异。这类量表一般

至少有 80%的一致性，这意味着约 20%的变异可归于测量误差。因此，除这些误差外非共

享环境造成了 40%的变异（[美]Lawrence A. Pervin，Oliver P. John 著，黄希庭译：《人格手

册：理论与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339-340 页）。行为遗传学一项引人

注意的研究表明：同一个家庭子女们在家庭内外所获得的独特经验，远比在同一家庭所拥有

的共同经验对人格的发展更为重要（[美]Lawrence. A. Pervin 著，周榕等译：《人格科学》，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135-182 页）。正是这些独特的非共享环境，而不是家庭

中的共享环境，使同一家庭中的孩子们彼此不同。同一家庭的孩子受父母宠爱程度的不同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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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导致人格上的差异。父母往往会说对所有孩子的抚养都是相同的，而孩子们往往认为父母

给他们的照料和培养有很大的不同，因为不同的孩子对父母的关爱有不同的知觉和体验。

Daniels 用自己修订的人格测量量表，对同一家庭的同胞兄弟和姐妹进行测量，结果发现获

得更多母爱的孩子更容易社会化，人格发展得更健康（Daniels，D. Differential experiences of 
siblings in the same family as predictors of adolescent sibling personality difference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1986，51，339-346）。Dunn 等人在同胞子女行为问题的

差异研究中，发现获得更多母爱的孩子很少表现出焦虑、神经质等不良症状（Dunn，J.，
Stocker，C.，& Plomin，R. Nonshared experiences within the family: Correlates of behavioral 
problems in middle childhood. Development and Psychopathology，1990，2，113-126）。“母爱”

这个概念并不是新的，这些研究的贡献主要在于，把影响人格发展的母爱作为非共享环境因

素来理解，并且把焦点集中在家庭内部的母爱差异上。 
 

值得注意的是，非共享环境并不仅仅限于家庭内部环境。当人们开始步入社会时，家庭

之外的环境更有可能成为非共享环境的因素。例如，同伴、教师、邻居，或从更广的意义讲，

孩子个人经历的生活事件等都属于非共享环境的范畴，这些因素比家庭内部因素对当今孩子

的人格发展具有更大的影响。可以这样说，整个二十世纪，家庭的社会地位与人格发展的相

关性在下降。随着人们社会经济地位的不断攀升，共享环境对人格发展的影响在下降，而家

庭以外的非共享环境影响在上升。 
 
  
 

三、家庭之外的非共享环境与青少年人格发展 
 
  
 

1．同伴与青少年人格发展 
 

随着青少年的成长，他们的社会交往日益扩大，即使是来自同一家庭中的孩子，其交往

对象也可能不同。除父母和其他家庭成员之外，与青少年交往最多的可能是同伴，包括学校

的同学、邻居的小孩、团体中的成员等。孩子的同伴群体对孩子人格健康发展有着重要而深

远的影响。美国心理学家 J. R. Harris 综述了大量研究资料，提出了“群体社会化发展理论” 
（陈会昌等：《青少年对家庭影响和同伴群体影响的接受性》，《心理科学》1998 年第 3 期，

第 264-265 页）。他认为对孩子人格留下明显而长远影响的环境是他们与同伴的非共享环境。 
 

社会文化的传递也主要是通过群体，而不是由家庭单独完成的。没有亲密的同伴，孩子

可能表现出很多的适应不良，同伴是儿童、青少年社会化与人格发展过程中一个非常重要的

因素。同伴可以成为青少年学习和模仿的榜样，正所谓“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如与具有

攻击性人格特征的同伴交往，则青少年容易形成反社会性的人格；与具有利己行为的同伴交

往，青少年容易形成自私自利的特点；与团结互助的同伴交往，青少年则可能较多地发展合

作与助人的特点；与慷慨大方的同伴交往，青少年则会不知不觉之中学习和发展这种大方的

特征。在与同伴相处的过程中，青少年逐渐学会克制与忍让，学会合作与竞争；他们对父母

的依赖逐渐减少，独立性日益增加。从行为主义心理学的角度看， 同伴是孩子行为强化的

源泉。孩子的某些行为如受到同伴的鼓励或赞赏，则他倾向于保持这种行为；如遭受反对，

则这种行为可能消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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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的自我意识与自我概念的形成和发展也会受到同伴的影响。根据社会心理学理论，

生活中某些人对个体的自我概念发展有着尤其重要的影响，这些人被称作“重要他人”

（significant others）（章志光：《社会心理学》，人民教育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99 页）。对于

孩子来说，在学龄前阶段，重要他人主要是家长；到小学阶段，教师开始发挥可能超过家长

的影响力；从小学高年级阶段开始，同伴的影响力明显增强。青少年从同伴那里接受信息，

同伴那里获得同龄人对生活、对社会、对人、对事的看法或态度；从同伴或同伴群体中获得

反馈，感受别人和社会对他的看法与期望，从而促进自我意识与自我概念的发展，这也是青

少年社会性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 
 

同伴关系对孩子人格健康的影响不仅限于青少年阶段，即使是他们到了成年阶段，同事

或好友的影响也是不可忽视的。 
 

2．教师与青少年人格发展 
 

来自同一家庭的孩子，可能上不同的学校，或上相同的学校而遇见不同的老师。因此，

教师也可被看成是影响青少年人格健康发展的非共享环境因素。 
 

教师也许是对青少年人格健康发展至关重要的人物之一，其影响可能对青少年的一生都

有重要意义。教师往往是青少年崇敬的对象与学习模仿的榜样，他们不仅从教师那里学习知

识，而且学习怎样为人。他们观察和模仿教师的举止、言行、态度，教师的思想、信念，对

事对人的态度会潜移默化地影响着青少年人生观的形成。美国人本主义心理家马斯洛在他的

需要层次论中把尊重的需要作为人的基本需要之一。当教师尊重青少年、平等对待青少年，

满足青少年尊重的需要后，青少年就会对自己充满信心，就会获得真实和坦率，更能表现自

己，更自然地与人相处。我国研究人员曾以“好教师应具备什么条件”为题在中学生中进行

过调查，排在前十位的条件是：热情、耐心；因材施教；公正、不偏心；学识渊博；工作方

法；工作态度；关心学生；平易近人；以身作则；关注学生兴趣。在一项以中国、美国、日

本三国中学生为对象的调查中人们发现，三国青少年都把教师“理解青少年”、“待人公平”、

“和蔼可亲”、“乐于言谈”这四项条件排在了前面（郭亨杰：《心理学》，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472-473 页）。因此，教师不但要有丰富的专业知识，更应具备良好的人格特

征。 
 

教师不同的教育管理方式也会对青少年的人格产生不同的影响。具有民主型教育管理方

式的教师有较强的民主意识，尊重学生的人格、才能和个别差异，鼓励学生发表自己的意见。

在这种方式下，学生容易形成自信、自尊、诚实、情绪稳定等良好的人格特征。具有权威型

教育管理方式的教师过分强调自己的权威，不鼓励学生发表自己的意见，缺乏和学生的交流，

对学生斥责和训斥较多。在这种方式下，学生容易形成暴躁、易怒、攻击他人等不良的人格

特征。而具有放任型教育管理方式的教师对学生放任自流、漠不关心，既不鼓励学生，也不

反对学生，不参加学生的活动。这种教育管理方式极易使学生形成冷漠、孤僻、不合群、缺

乏感情等人格特征。相比而言，在上述三类教育管理方式中，民主型的教育管理方式效果最

好。国内外的研究都证明，民主型的教育管理方式对青少年的人格健康发展有良好的影响。

当然，其他两种教育管理方式对青少年的人格发展也不是没有一点积极影响，但总的来说是

其消极影响大于积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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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生活事件与青少年人格发展 
 

生活事件指孩子在生活中遇到的各种各样的事件、变故或问题。其中，有些事件对于即

使来自同一家庭中的孩子来说也是唯一的、独特的，即使是同一生活事件，不同的人也许会

有不同的态度和体验，相应地就会有不同性质和不同强度的心理反应。Baltes 等人的研究发

现，青少年人格的发展更多地受到对于个体来说唯一的、独特的事件即非标准性生活事件

（nonnormative life events）的影响（Baltes，P.B.，Reese，H. W.，& Lipsitt，L.P. Life-span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Annual Review of Psychology，1980，31，65-110）。国内学者的研

究也表明，一些独特、具体的生活事件能够引起青少年心理生理反应进而影响青少年的人格

与心理健康。丁新华等人通过实证研究探讨了中学生具体生活事件和抑郁状况的关系（丁新

华等：《中学生生活事件与抑郁的关系》，《中国心理卫生》2002 年第 11 期，第 788 页）。他

们发现青少年的生活事件，诸如与同学或好友发生纠纷、被盗或丢失东西、考试失败或不理

想、受人歧视与冷遇、受批评或处分、被罚款、恋爱不顺利或失恋等都与中学生的抑郁症呈

显著正相关。王凤芝等人认为，随着生活事件负荷的增加，青少年发生心理障碍的危险增加，

特别是负性生活事件是导致心理健康问题的直接原因（王凤芝等：《医学生负性生活事件现

况分析》，《中国公共卫生》2005 年第 11 期，第 1407 页）。 
 

生活事件对青少年人格健康发展的影响大小取决于事件的刺激属性（包括事件的性质、

强度和频度等），还受制于青少年所处的社会支持系统的缓冲作用。社会支持又称社会网络，

是指青少年来自于社会各方面，包括学校、家庭、同伴、亲属等给予精神上和物质上的帮助

和支持，具有减轻应激的作用。学校通过各门课程渗透的心理健康教育、专门的心理咨询与

辅导活动以及班级、团队活动等，不仅为青少年提供了增进心理健康的知识，提高其抗挫能

力，同时提供了一个良好的社会支持系统。此外，家庭也应为青少年提供良好的社会支持。

从家庭来说，除了提供经济上的支持外，更应对青少年在学习、生活、个人情感问题方面给

予更多的关心，适当降低对他们的期望值，以减轻他们担心无法回报父母而产生太大的心理

压力。 
 

生活事件对青少年人格的影响随着年龄的增长而不断上升，这一方面可能与成年期这些

事件发生的频率增加有关；另一方面，可能与整个生命周期内这些事件对人格影响的不断积

累有关。 
 

上述所列举的家庭之外的非共享环境因素只是影响青少年人格健康发展中的社会环境

因素中的一些重要内容。这些因素本身并不是孤立的，而是相互联系、共同作用的，特别是

社会环境因素与遗传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持续影响着青少年人格的健康发展。这些因素之

间的联系是非常复杂的，各因素作用的大小也不尽一致，还有一些别的影响因素，这些都是

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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