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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发展生物生态学模型视角下的儿童参与
吴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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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儿童参与是指儿童积极主动地参与涉及自身利益事务的讨论与决策。然而儿童的参与现状却不容乐观。本文在人类发

展生物生态学视角下分析了多层次环境因素对儿童参与的影响，重点讨论了微系统、外系统和宏系统中儿童参与不足

的原因。儿童的参与不仅是其基本人权的一部分，也是促进其个性发展、增强社会责任感和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途

径，要实现儿童参与，应加强儿童权利保障机制建设和儿童权利宣传，创造有利于儿童参与的外部环境，构建家庭、

学校和社区三方合作的儿童参与支持系统，转变观念且在实践中提升儿童参与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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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hild participation refers to children actively and proactively engaging in the discussion and decision-

making of matters that concern their own interests. However, the current state of child participation is far 

from satisfactory.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impact of multi-level environmental factors on child particip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bioecological theory of human development, focusing on the reasons for insufficient 

child participation in the microsystem, exosystem, and macrosystem. Child participation is not only a part 

of their basic rights but also an important way to promote their personality development, enhance their sense 

of social responsibility, and drive social progress. To achieve child participation, it is necessary to strengthen 

the construction of child rights protection mechanisms and the promotion of child rights, create an external 

environment conducive to child participation, build a child participation support system through cooperation 

among families, schools, and communities, change mindsets, and increase child participation in prac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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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参与的概念出自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是指儿童有权对影响到其本人的一切事项自由发表自己的意见，对儿童的意见应

按照其年龄和成熟程度给以适当的看待 [1]。儿童作为社会大系统中的一个群体，发展一定会受到社会大系统的影响。正如美国心理学家 

Bronfenbrenner在人类发展生态学的研究中得出的模型有四个相互关联的组成部分，包含发展过程、个体、人类发展的情境和时间 [2]。

过程是理解个体发展的关键，因为它们是个体发展最直接的影响因素，其中近端不仅存在于个体与个体的互动中，同样也包括个体与客

体或符号的互动，并同人与人的互动具有同等重要性 [3]。儿童参与体现的正是近端过程，即儿童通过与环境的互动而获得发展，近端过

程对发展的影响力会随着发展中个体的特征、直接和更远的环境背景以及近端过程发生的时间段而有很大差异 [2]。

一、儿童参与的现状

（一）儿童的参与意识

儿童参与意识的提高是社会进步的体现，它反映了现代社会

对儿童意见和需求的重视。然而，尽管儿童展现出了较高的参与意

愿，他们对于自己作为权利主体的认识仍然不足。根据“未成年人

权益状况调查”结果显示，49.6%的儿童知道自己享有参与权利 [4]。

但在对甘孜藏区未成年人的调查中 , 就有很多未成年人不会表达自己

的感受和意见 [5]。段立章提出了功利、工具主义以及家长主义的儿童

观等造成了部分幼儿权利的缺失 [6]。成人这种权利的架空使幼儿失

去了在实践中了解和维护自身权利的机会。由于缺乏这样的经历，

幼儿很难对权利有清晰的认识，从而导致权利意识更加淡薄。

（二）儿童的参与机会

尽管当前儿童在教育、社会活动等领域的参与机会呈现出逐

渐增多的趋势，然而从整体状况来看，依旧不容乐观。据 2010 年

的调查显示，“00后”经常自己的事情自己拿主意的有23.1%, 比

“90后”减少1.2%;有时自己拿主意的 (42.9%) 减少了3.3%[7]，说

明亲子沟通状态仍然不理想。从社会公益活动的参与维度来看，

儿童参与的总体频次处于较低水平，并且其参与过程大多呈现出

被动状态，往往依赖于集体组织的推动，自主参与的积极性和主动

性明显不足。在学校环境里，儿童固然拥有相对较多的参与机会，

然而他们对教师的依赖程度偏高，且这种依赖倾向并未随着知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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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长和年龄的递进而减弱，反倒呈现出逐渐增强的态势，这在一定

程度上反映出儿童自主意识培养的欠缺。另有确切资料清晰地表

明，城市儿童在学校和社区场景中的参与程度高于农村儿童 [8]。

（三）儿童的参与领域

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规定，“缔约国应确保有主见能力的

儿童有权对影响到其本人的一切事项自由发表自己的意见，对儿

童的意见应按照其年龄和成熟程度给予适当的看待。”因此，所

有涉及儿童利益的事项，儿童都应该参与，但是根据调查显示，

儿童在家庭中的参与状况整体好于学校和社区，其他领域较少涉

及，在儿童对自己参与个人发展和公共事务整体情况评价中，缺

乏畅通的参与渠道和时间是儿童没有参与主要因素。[8]

二、儿童参与不足的主要原因

（一）儿童的成长环境

Bronfenbrenner解释和理解个体发展是如何受到不同层次环

境因素影响的理论框架时提出了四个系统。先从微观系统入手，

儿童的微观系统主要是其直接参与的环境，涵盖家庭、学校和社

区，存在的主要问题有：一是家庭教养方式存在问题，家庭教育

中对维护儿童的参与权利依旧不足，儿童的地位及生活状态不容

乐观 [9]。成人在日常生活里，没有把儿童当成具有独立人格和权

利的个体，只认可儿童的受教育权和受保护权，却不重视他们的

参与权。二是教师的对于儿童参与的观念较为落后。许多教师认

为儿童的参与会扰乱正常秩序，而且由于教师受到“权威至上”

观念的影响而掌握着课堂的权威，总站在自身利益的角度来判

断、解读和影响儿童的思想和表达 [10]。教师在传统儿童观的影响

下轻视了儿童的参与权 ,例如幼儿园课程评价，不仅没有以儿童为

主体，而且对于儿童对课程所发表的意见也没有倾听和接纳，甚

至怀疑儿童观点的有效性和价值 [11]。三是社区生活在儿童成长中

的作用不明显。我国目前社区意识还不够强，人们对社区的认同

感较低，社区的组织架构也不完善。但即便存在这些设施，在社

区环境建设、公共事务决策等过程中，也几乎不存在儿童参与的

渠道，使得他们难以树立对社区的归属感和主人翁意识。

其次，从中观系统来看。中观系统是在特定发展时期构成

个体发展生态位的微观系统集合 [2]，涉及了微系统之间的相互作

用，例如家庭与学校、邻里之间的关系，对于儿童而言，是家

庭、学校和社区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存在的主要问题有：现今

存在的关键问题如下：一是家庭和学校的沟通情况不理想，两者

之间缺乏完整且有成效的交流途径。儿童参与的程度和效果在很

大程度取决于成人给予儿童何种水平的主体地位 [12]，但是家庭

与学校在这方面的协同并不足，家长往往未能充分了解孩子在学

校的参与表现及心理状态，而学校教师也可能对孩子在家中的情

况知之甚少，这就使得在促进儿童参与的过程中，无法形成连贯

且有力的家校合力。二是家庭与社区的关系较为疏离，家庭很难

真正融入社区生活，而且社区的组织状况也较为松散无序。部分

家长、社区管理者乃至儿童自身对其角色定位停留在被动接受服

务而非主动参与治理的层面 [13]。在日常生活里，家长们对于那些

看起来和自己的直接利益关联不大的社区事务，选择置身事外，

更不会鼓励孩子去参与其中。在这样的氛围下，即便社区偶尔

组织一些活动，儿童的参与名额也是少之又少，儿童很难从中获

得成长的机会和体验。三是学校与社区仿佛是两个互不相干的独

立个体，当前学校围墙之外儿童参与的多元化、深层次参与明显

不足，学校和社区之间基本上没有建立起稳定的协同关系。一方

面，很多人都没有真正明白社区环境对于儿童成长的重要意义，

没有重视利用社区资源来促进儿童的发展。比如社区内的公园、

广场、图书馆等公共空间，虽然具备开展幼儿教育活动的潜力，

但未能与幼儿园建立有效的合作机制，没有为幼儿园的教学活动

提供更多样化的场地选择来拓展幼儿的学习和活动空间。在组织

和实施教育活动时，幼儿园的课程和活动安排主要围绕园内的教

学大纲和幼儿的日常作息展开，很少结合社区的文化特色、民俗

风情、人力资源等因素，设计出具有本土特色和社会实践意义的

课程；另一方面，由于社区自身组织架构混乱、凝聚力不足，不

具备儿童参与社区建设的条件，社区组织的各类文化活动、公益

活动，如传统节日庆典、垃圾分类宣传活动等，也很少看到幼儿

园师生参与的身影。

再次，从外观系统来看。外观系统虽然不直接涉及正在发

展中的人，但对他们的行为和发展有影响 [2]，在儿童的外层系统

中，涵盖了父母的工作与社交圈子、负责培养教师的机构以及学

校委员会等。师资培养机构在教师培育中，未充分强调儿童参与

的价值，使教师对儿童参与的认识浅薄，重视程度不足。教育管

理部门也未在政策制定上给予足够重视和明确指引，导致学校

（幼儿园）缺乏对儿童参与的深刻认知和实践探索。这些因素相互

作用，如同层层阻碍，都间接限制了儿童参与权的落实。

最后，从宏系统来看。宏观系统是人类发展生态的超层次，涉

及文化、宏观制度和公共政策，在分析儿童参与可以指其所处的整

个社会系统，包括组织、机构和文化、亚文化背景等 [2]。当前，我

国儿童权利保障尚未形成完善的体系，难以充分守护儿童权益。同

时，受传统历史文化的影响，“三纲五常”“遵从”“师道尊严”等

观念深入人心，导致社会中缺乏让儿童畅所欲言的宽松氛围。

（二）儿童的年龄

儿童能否实现有效参与，关键在于参与意识与能力水平。但

实际上，成人的观念常常像一道屏障，限制了儿童的参与机会，

进而影响到儿童参与意识和能力的发展。低龄儿童认知有限、经

验不足，但不意味着他们缺乏参与的热情与潜力，只是其参与方

式和程度会因年龄阶段而有所不同 [8]。参与过程对儿童而言并非

毫无作用，一旦儿童获得参与家庭、学校或社会事务的契机，他

们就能在实践中积累经验、开阔眼界，从而使参与意识得以增

强，参与能力得到提升。

三、PPCT模型下提高儿童参与质量的建议

从过程维度而言，它构成了 PPCT模型的核心。更明确地说 , 

过程建构了包含有机体和环境之间相互作用的特殊形式 , 被称为最

近过程。Bronfenbrenner认为有资格作为一种最近过程的 , 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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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互作用必须既能持久 , 又能导致行为变得日益复杂 [14]。那么我

国如若推动儿童参与，则需要多管齐下，构建连贯且有效的促进

体系。首先要强化儿童权利保障机制建设与宣传。借助非政府组织

及大众传媒，以社区活动为切入点，向成人普及儿童权利知识，塑

造儿童参与文化，完善制度保障的动态过程发展。其次，家长通过

家长委员会与教师、社区人员交流，关注儿童身心需求，为学校和

社区发展建言献策；学校应转变理念，发挥专业优势服务家庭和社

区，同时吸引二者参与学校教育管理，凝聚教育合力；社区要完善

基础设施，培训工作人员树立儿童参与理念，开展亲子运动会等活

动。成人对与儿童参与自身观念的转变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持续

学习实践的过程来认识到儿童参与的重要性。

从个人维度而言，儿童作为参与的个体，其自身的发展需求

和权利实现是核心。儿童具有参与的愿望和能力，他们的心理情

感需求、知识学习需求以及社交和自我实现需求等都应得到重

视。例如，在家庭中参与自身学习生活事务决策，在学校中自主

学习和策划活动，在社会生活中参与社区事务讨论等，这些都反

映了儿童作为个体在不同情境下的参与诉求和能力发展，强调了

尊重儿童个体独特性和发展阶段特点的重要性，符合生物生态学

理论中对个体特征和发展需求的关注。同时，成人也是这个过程

中的重要个体因素。成人的观念转变、知识结构和能力水平影响着

儿童参与的实现程度。例如，教师如果缺乏教育心理学知识和调动

儿童参与积极性的技能，就无法为儿童提供良好的参与环境；家长

如果不重视儿童的心理情感需求，也会阻碍儿童在家庭中的参与。

家长应该主动肩负家庭教育主体责任，将认知转化为积极的参与行

为。父母的知行合一可以全面提升儿童的发展水平 [15]。

从情境维度而言。Bronfenbrenner主张人的发展环境在科学

上的相关特征 , 不仅包括客观性特征 , 也包括生活在环境中的个

人的主观性体验的特征 [16]。从客观性情境来看，在社会文化与法

律制度层面，它们对儿童参与的制约或促进作用是客观存在的。

社会层面应该减少“三纲五常”等传统观念对儿童参与态度的影

响，倡导平等开放，关爱儿童的社会氛围。国家应从法律制度进

行完善，帮助营造有利于儿童参与的制度环境。在家庭、学校和

社区层面，家庭中家长委员会的组织架构与运作方式、学校的教

育资源配备及课程活动安排、社区的基础设施状况和活动组织流

程等，这些客观因素为儿童参与提供了实际的条件和框架，决定

了儿童参与的可能性和范围。在主观性情境方面，家庭中家长对

儿童参与的重视程度和情感支持方式，取决于家长的主观意识，

塑造了孩子在家庭参与的主观体验。家长需要从思想上充分认识

到儿童参与家庭事务的重要性，无论大小决策，让儿童参与进

来，让他们畅所欲言。学校里，教师如何运用教育理念和进行意

愿引导，影响着儿童参与的积极性。儿童参与的内涵与倾听儿童

密切相关，儿童参与首先要倾听儿童的文化和生活方式。[17]教师

要树立以学生为中心的教育理念并且学会倾听，将儿童参与视为

教学过程的重要环节，积极引导儿童参与课堂内外的活动。在课

堂上，可以通过提问、小组讨论、角色扮演等多种方式，激发儿

童的参与兴趣。还要给予儿童充分的自主权，让他们参与活动的

策划、组织和实施，同时提供必要的指导和资源支持，帮助儿童

在实践中提高参与能力。社区中，工作人员的重视程度和组织创

意，以及居民的接纳态度，共同构成了儿童参与的主观性情境，

影响着儿童的参与感受。社区工作人员需要将儿童参与社区事务

作为工作重点之一，深入了解社区内儿童的兴趣和需求，有针对

性地设计丰富多彩、富有创意的活动，同时通过宣传和教育，提

高居民对儿童参与社区事务的认识，营造积极接纳的氛围。

从时间维度而言，最近过程要想有效 , 活动必须发生在相当规

律的基础上 [17]。儿童在不同的年龄阶段具有不同的参与能力和需

求。在幼儿阶段时，鼓励幼儿在家庭和幼儿园中通过游戏等方式

参与简单的事物决策。随着年龄增长，则应该鼓励参与学校中的

学习活动的策划和组织，在社区中参与更复杂的社会讨论等等。

在时间维度上，应该考虑儿童在不同成长阶段的时间特性，在不

同的时间节点为儿童提供适宜的参与机会和环境，以支持儿童的

参与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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