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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人的人格发展是一个受多重因素影响的复杂过程。本研究针对特定基因与家庭教育环境如何共同

影响青少年的人格发展进行了深入探讨。研究表明，某些特定基因可能决定青少年对家庭教育环境的敏感

性或反应方式。同时，家庭教育环境，如父母的教育方式、家庭结构和家庭氛围，对青少年的人格塑造也

起到了关键作用。更重要的是，基因与家庭教育环境之间存在显著的交互作用。了解这种交互作用不仅有

助于我们更深入地理解人格形成的机制，还为教育实践和政策制定提供了宝贵的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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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development of human personality is a complex process influenced by multiple factors. This paper delves into how
specific genes and family educational environments collaboratively impact the personality development of adolescents. Research

suggests that certain specific genes may determine an adolescent's sensitivity or response style to the family educational environment.

Simultaneously, the family educational environment, such as parenting styles, family structure, and familial atmosphere, plays a

pivotal role in shaping an adolescent's personality. More importantly, there exists a significant interaction between genes and the

family educational environment. Understanding this interaction not only aids in gaining a deeper insight into the mechanisms of

personality formation but also offers valuable guidance for educational practices and policy-ma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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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格，作为一个个体的思想、情感和行为的稳定特点，是非常复杂的。它是在多种决定性因素的共同

作用下形成的，其中包括生物遗传、家庭教育、社会环境、文化背景等。从出生到成年，个体的人格会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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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许多变化和调整，这一过程被称为人格发展(Roberts, 2009)。对于人格发展，最有争议的两个决定因素无

疑是遗传和环境。多年来，学者们围绕这两者在人格形成中的作用和重要性进行了无数的研究和讨论。

关于基因与环境在人格发展中的作用，有一段漫长而复杂的历史。在 20世纪初，行为遗传学家主张

人的行为和性格特征主要受遗传控制，这种观点被称为“生物决定论”(Allen, 1984; Graves Jr, 2015)。但随后，

心理学家和社会学家开始对此提出质疑，他们认为环境，特别是家庭和社会环境，在人格发展中起到了至

关重要的作用。这种观点被称为“环境决定论”(Cloninger, 2009)。

这两种极端的观点在学术界产生了激烈的争论。一方面，有研究发现一些具体的基因与某些人格特质

有关，如外向性或神经质；另一方面，有证据显示，儿童在家庭中的教育方式和他们所受的社会文化教育

对他们的人格发展有深远的影响(张全元, 2020)。这两者之间存在的关系，特别是它们如何相互作用以影响

个体的人格成型，至今仍是一个有待深入研究的问题。

本研究旨在探讨特定基因与家庭教育环境在青少年人格发展中的共同作用。我们希望能够明确以下几

点：首先，哪些基因与青少年的人格特质有关；其次，家庭教育环境中的哪些具体因素对青少年的人格发

展起到了关键作用；最后，这些基因和家庭教育环境因素如何相互作用，共同影响青少年的人格成型。

我们期望，通过对这一主题的深入研究，能够为心理学家、教育工作者以及家长们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帮助他们更好地理解青少年的人格发展过程，为青少年提供更为合适的教育和培养环境。

1基因在青少年人格发展中的作用

1.1人格特质的遗传性

人格特质，如外倾性、开放性、神经质等，经常被认为是个体差异的基石。随着遗传学研究的不断深

入，我们发现人格特质的形成并非完全受环境所决定，遗传因素也在其中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遗传性

在双胞胎研究中得到了广泛的关注。通过比较同卵双胞胎和异卵双胞胎的相似性，研究者发现，对于多数

人格特质，遗传因子解释了 30%到 60%的方差。这表明，我们的基因不仅影响我们的身体特征，如身高、

肤色，还影响我们的性格特点和行为方式。

1.2现有的关于特定基因与人格发展的研究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研究开始探索特定基因与人格特质之间的关系。例如，与多巴胺传递有关的基因

被发现与奖励追求和冒险行为相关(Barron et al., 2010)。此外，血清素传输基因与情绪调节、抑郁和焦虑等

特质有关(Karg and Sen, 2011)。

一个经常被提到的例子是 DRD4 基因，这个基因与多巴胺受体有关(图 1)。研究发现，拥有某种形式

的 DRD4 基因的人更有可能表现出冒险和探索行为，这也与外倾性特质有关(Mueller et al., 2013)。另一方

面，与血清素有关的基因 5-HTTLPR被发现与应对压力和负面情绪的能力有关，与神经质特质紧密相连。

但值得注意的是，尽管这些研究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洞察，但基因与人格之间的关系并不简单。多数

情况下，一个特定的人格特质可能受到多个基因的共同影响，而一个基因也可能影响多个人格特质。

1.3基因对青少年时期人格特质稳定性的影响

青少年时期，是人格发展的关键阶段，特质的稳定性开始逐渐增强。一些研究显示，基因在这一时期

对人格特质的稳定性起到了重要作用。

首先，一些基因可能会促进某些神经途径的发展，从而增强某些人格特质的表现。例如，与奖励系统

相关的基因可能会在青少年时期使个体更加关注即时的奖励，这可能会促进外倾性或冒险行为的发展。

其次，基因也可能与环境相互作用，影响人格的稳定性。例如，某些基因可能使个体更容易受到负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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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的影响，如家庭冲突或同伴压力，这可能会加速某些不良人格特质的形成。

总的来说，基因对青少年时期的人格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但它们的效应通常是复杂的，并且受到环

境、文化和其他因素的影响。尽管如此，了解基因如何塑造青少年的人格特质对于我们理解整个人格发展

过程仍然是至关重要的。

图 1 D4多巴胺受体的化学结构(图片来源:维基百科)

2家庭教育环境的影响

家庭，作为青少年成长的第一个与最直接的社交环境，对他们的人格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家庭

不仅仅是一个生物学上的存在，更是情感、心理和教育的温床。而家庭教育环境是决定青少年人格特质形

成的重要因素之一(Syed and Seiffge-Krenke, 2013)。

2.1家庭教育环境定义与类型

家庭教育环境可以被定义为家庭中的所有成员在日常生活中，通过互动、沟通、规则设定等方式对青

少年产生的教育性影响。这种影响可能是直接的，如父母对孩子的指导和教诲；也可能是间接的，如家庭

成员间的关系和互动方式。

家庭教育环境可以大致分为以下几种类型：

积极支持型：这种家庭环境中，家庭成员鼓励青少年探索自己的潜能，给予他们必要的支持与引导，

让他们在失败中看到成长的机会。

过度保护型：在这种家庭中，父母常常过分干涉青少年的选择和决定，过度保护可能导致青少年在面

对困难时显得过于依赖或不够独立。

忽视型：这种家庭中，父母或其他家庭成员对青少年的需求和问题漠不关心，使得他们可能感到孤独

和无助。

冲突型：家庭成员间存在大量的冲突和争执，缺乏一个稳定和和谐的成长环境。

2.2家庭教育环境对青少年人格特质的影响

众多研究已经证实，家庭教育环境与青少年的人格发展之间存在密切关系。例如，积极支持型的家庭

可以培养出自信、乐观和有抱负的孩子；而过度保护型的家庭可能培养出依赖性强、不善交往的青少年。

一项对青少年的纵向研究发现，那些在家中经常接受正面反馈和支持的青少年在面对困难时更加坚韧，

有更好的应对策略。反之，那些在冲突型家庭中长大的青少年往往存在更多的社交问题，更易发展出消极

的人格特质，如敌对、猜疑等(Syed and Seiffge-Krenke,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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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家庭内的动态与青少年人格的变化

家庭的动态，包括家庭成员间的关系变化、家庭结构的变动(例如离婚或再婚)以及其他日常的家庭事

件，都可能对青少年的人格发展产生影响。

例如，父母离婚可能会导致青少年感到不安和缺乏安全感，从而影响他们的信任度和与人建立关系的

能力。再如，家中有新的成员(如再婚带来的新家庭成员)可能会导致青少年重新评估自己在家庭中的位置

和角色，这也可能对其人格特质产生影响。

除此之外，家庭成员间日常的交往和互动也会塑造青少年的人格。一个经常被家庭成员赞美和鼓励的

青少年可能会更加自信，而经常被批评或忽视的青少年可能会更加内向和自卑。

总的来说，家庭教育环境是塑造青少年人格特质的重要因素，不同的家庭环境和动态都可能对青少年

的人格发展产生不同的影响。

3基因-环境交互作用的研究进展

在现代心理学和生物学的交叉领域，基因-环境交互作用的研究逐渐成为热点。这种交互作用关乎个体

的基因和其生活环境是如何共同影响个体的行为、性格以及健康状态的。

3.1基因-环境交互的定义与重要性

基因-环境交互，简单来说，指的是基因与环境之间在影响某一特定表型上的相互作用。这意味着，一

个人在特定环境下可能会因其基因的不同而产生不同的反应或特性，反之亦然。这与传统观念中，基因和

环境各自独立对个体造成影响的观点不同。

其重要性在于，仅仅关注基因或环境中的一个因素，可能会忽视它们之间的交互效应。例如，有些基

因可能只有在特定的环境下才会“激活”，对个体产生影响。这意味着，对于某些疾病或行为特点的预防和

干预，仅仅关注基因或环境是不够的，而需要考虑它们的共同作用(Manuck and McCaffery, 2014)。

3.2主要的基因-环境交互作用模型

近年来，研究者提出了多种基因-环境交互的模型，主要包括以下几种：

阈值模型：某些基因效应只有在环境达到一定的“阈值”时才会显现。例如，某基因可能与抑郁相关，

但只有在经历了严重创伤的人才会出现抑郁症状。

加性模型：基因和环境的效应是相加的。这意味着，当某一基因和某一环境同时存在时，其效应是双

方各自效应之和。

乘性模型：基因和环境的效应是相乘的。例如，某一环境对拥有某基因的人的影响可能是对没有该基

因的人的影响的两倍或更多。

调节模型：一种环境可能会增强或减弱某基因的效应。例如，健康的生活方式可能会减少某些基因导

致的健康风险。

3.3如何测量和分析基因-环境交互效应

对于基因-环境交互效应的测量和分析，研究者主要采用以下方法：

分子遗传学方法：通过基因型测序，直接确定个体的基因组成，并与其环境和表型数据相结合，分析

基因与环境的交互效应。

统计交互：在回归分析中，将基因和环境因素同时纳入，并加入它们的交互项，以检验交互效应的存

在(Luan et al., 2001)。



人格学报, 2023年, 第 12卷, 第 7篇，1-8
https://5thpublisher.com.cn/index.php/jpr

5

生物信息学工具：近年来，随着大数据的发展，研究者开始使用生物信息学工具来分析庞大的遗传和

环境数据，从而探寻可能存在的交互关系。

总的来说，基因-环境交互作用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更为完整和深入的视角，来了解个体行为和健康状态

的决定因素。这不仅为心理学和医学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方向，也为个体的健康管理和疾病预防提供了新

的策略。

4特定基因与家庭教育环境的共同作用

随着分子遗传学、心理学和社会学领域的进步，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开始探讨基因与环境之间如何共同

塑造个体的心理特质。在这其中，特定基因与家庭教育环境对青少年人格发展的共同作用无疑是一个研究

热点。

4.1相关研究的主要发现

近年来，多项研究均证明某些特定基因与家庭教育环境之间存在显著的互动效应。例如，有研究发现，

具有某种特定基因变异的青少年，在积极、支持的家庭环境中，其社交能力和情绪稳定性表现更为优越

(Silventoinen et al., 2022)。然而，相同基因型的青少年在负面、冷漠的家庭环境中，则可能更容易出现焦

虑和抑郁的症状。

此外，某些基因可能会影响个体对环境刺激的敏感性。也就是说，有些人天生对环境的变化更加敏感，

而这种敏感性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基因所决定。当这些高度敏感的青少年处于一个质量高的家庭教育环境时，

他们往往能获得更多的益处；相反，在一个不良的家庭环境中，他们也更容易受到伤害。

4.2如何解释这些共同作用对人格发展的影响

从进化心理学的角度看，基因和环境的交互作用可以理解为一种适应性机制。某些基因变异可能使得

个体更容易适应特定的环境条件。例如，在资源匮乏、竞争激烈的环境中，那些具备竞争优势、可以迅速

做出决策的个体可能更容易生存下来。但在和谐、合作的环境中，这些特质反而可能成为劣势。因此，基

因与环境的交互效应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个体如何适应环境，从而影响其人格特质的形成和发展。

家庭教育环境作为个体生活的第一环境，对于青少年的人格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当家庭环境与

青少年的基因特质“匹配”时，青少年可能会展现出更加积极、稳定的人格特质；反之，则可能出现各种心

理问题。

4.3具体案例与研究

近期的一个研究对 DRD4基因与家庭环境进行了探索(Bakermans-Kranenburg et al., 2011)。DRD4 是与

多巴胺受体相关的基因，过去的研究已经发现它与冒险、好奇心等特质有关。研究者发现，那些携带 DRD4-7
重复(7R)等位基因的青少年，在父母提供的支持和关爱较少的家庭环境中，更容易出现冲动和反社会行为。

而在一个温暖、关爱的家庭环境中，这些青少年却显示出较高的创造力和社交能力。

另一项研究则关注了 5-HTTLPR基因与家庭环境。这个基因与血清素传输器有关，与情绪调节密切相

关。研究发现，等位基因携带者在经历创伤后，若家庭环境支持不足，更容易发展为严重的心理问题，如

抑郁症(Dalton et al., 2014)。但在一个支持、理解的家庭环境中，这些青少年却能更好地应对创伤，甚至在

某些情境中表现出超越同龄人的心理韧性。

这些研究均强调了基因与家庭教育环境在青少年人格发展中的交互作用。而为了更好地理解和利用这

一交互作用，我们还需进行更多、更深入的研究。

5未来研究方向与挑战

随着基因与环境交互作用在人格发展中重要性的日益明确，未来研究方向的探索显得尤为重要。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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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也需要认识到目前研究的一些局限性，并提出相应的解决方案。

5.1当前研究中存在的限制与不足

首先，目前的研究样本往往具有地域性，大多集中在西方国家，而对于其他文化和种族背景下的青少

年人格发展的研究相对较少。这意味着我们的理解可能存在偏见，不能全面反映全球的青少年。

其次，许多研究都基于量表评估家庭教育环境，这可能会受到主观偏见的影响，而真实的家庭教育环

境可能比这更为复杂。

再者，现有的基因与环境交互作用模型仍然较为简单，可能没有考虑到其他潜在的影响因子，如激素

水平、社会经济状态等。

5.2对未来研究方法和技术的建议

为了更精准地探索基因与环境在人格发展中的共同作用，未来研究可以采用多模态技术，例如结合基

因测序、功能性磁共振成像(fMRI)以及生物化学标记等手段，这样不仅可以探索基因的作用，还可以直观

地了解到大脑在这一过程中的活动情况。

此外，混合研究方法，结合定量和定性研究，可以为我们提供更丰富、更全面的信息。比如，在使用

量表评估家庭教育环境的同时，还可以通过深度访谈的方式了解青少年的真实感受和经历。

最后，随着 AI 技术的发展，机器学习等方法在分析复杂的基因与环境交互数据时也日益受到关注。

通过训练模型，我们有望更精确地预测和解释人格发展的各种模式。

5.3潜在的研究领域与课题

首先，跨文化研究将是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探索不同文化、种族和地域背景下的青少年人格发展，

可以为我们提供更加全球化的视角。

其次，除了家庭教育环境外，学校、朋友和社交媒体等环境因子在青少年人格发展中的作用也值得进

一步研究。

最后，随着精神健康问题在青少年中的增加，如何通过调整家庭教育环境以及利用基因信息来进行早

期干预和预防，也是一个具有实际意义的研究课题。

总的来说，基因与环境交互作用在青少年人格发展中的研究是一个前景广阔的领域，我们期待未来能

够有更多的突破和发现。

6结论

6.1对研究的总结与综述

经过深入的文献评述与分析，我们可以明确地认识到，人的人格发展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它既受到遗

传基因的决定，也受到外部环境，尤其是家庭教育环境的深刻影响。遗传学研究为我们展示了某些特定基

因与人格特质之间的相关性，这些基因可能会决定个体对特定环境的敏感性或反应方式。另一方面，家庭

教育环境研究则揭示了父母的教育方式、家庭结构、家庭氛围等因素如何影响青少年的人格塑造。更为重

要的是，这两方面并不是各自独立的，它们之间存在明显的交互作用。

6.2基因和家庭教育环境对青少年人格发展的综合影响的意义

首先，了解基因与家庭教育环境如何共同作用，有助于我们更为深入地理解人格形成的机制。它提醒

我们，青少年的个性和行为不仅是遗传决定的，也是由其所处的环境塑造的。这意味着，通过改变环境，

特别是家庭环境，我们可能会有助于促进更为积极、健康的人格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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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这种综合视角也为心理健康专家提供了更为全面的干预方法。例如，对于那些具有某些不利基

因的青少年，心理健康专家可以建议家长采取特定的教育策略，以减少这些基因可能带来的不良影响。

6.3对相关政策制定和教育实践的启示

这项研究为教育政策制定者提供了宝贵的参考。在考虑如何制定教育政策时，政策制定者应考虑到学

生的遗传背景和家庭环境。这可能意味着我们需要为某些学生提供更为特定、个性化的教育支持。

此外，教育者和家长也应从这些研究中获得启示。他们应当认识到，每一个孩子都是独特的，他们的

需求和反应方式可能会因其遗传背景和家庭环境而异。因此，采用更为开放、灵活的教育方法，以满足每

个孩子的独特需求，将是非常关键的。

最后，这些研究也为社会各界提供了深入了解青少年发展的机会。只有当我们全面理解了遗传和环境

如何共同影响青少年的人格发展时，我们才能更好地为他们提供支持和帮助，帮助他们成为有责任、有能

力的成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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