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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亲社会行为是儿童获得良好社会适应能力的基础。家庭环境是儿童社会化的起点，其中父亲参与教养对

儿童亲社会行为发展有着深远影响。本文综述了相关理论基础及国内外研究现状，揭示了父亲参与教养

通过父子依恋关系、行为示范、环境营造等途径影响儿童亲社会行为的发展。同时分析了评估父亲参与

教养和儿童亲社会行为的常用方法。随着社会环境变迁，如何促进父亲有效参与教养，整合多方面力量

营造有利于儿童社会化发展的综合环境，是值得深入探讨的重要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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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rosocial behavior forms the foundation for children to develop strong social adaptability. The 
family environment serves as the primary context for children’s socialization, and fathers’ involve-
ment in parenting significantly influences the cultivation of children’s prosocial behavior. This 
paper provides an overview of the theoretical foundations and current research findings, both 
domestically and internationally. It elucidates how father’s involvement in parenting shapes 
children’s prosocial behavior through mechanisms such as father-child attachment, behavior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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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deling, and environmental influences. Additionally, common methods for evaluating father 
involvement in parenting and assessing children’s prosocial behavior are examined. As societal 
dynamics evolve, fostering effective paternal engagement in parenting and coordinating various 
resources to establish an inclusive environment conducive to children’s social growth becomes a 
pivotal subject deserving thorough explo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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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亲社会行为的概念由美国社会心理学家艾森伯格(Eisenberg)于 1972 年首次提出，用来指与侵犯、攻

击、破坏等反社会行为相对立的，可以让他人乃至社会获得益处的行为[1]。亲社会行为是人类社会有序

运转和个体健康发展的基础[2]，因此探讨亲社会行为的影响因素和培养途径一直是儿童发展研究的重要

课题。作为儿童早期重要的社会化环境，家庭在儿童亲社会行为发展中发挥着关键作用[3]。而父亲作为

家庭中的重要一员，其参与教养的程度和方式对儿童亲社会行为的塑造有着深远影响[4] [5]。近年来，随

着社会对男性角色的新认知，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父亲参与在儿童发展中的独特作用。研究表明，

父亲参与教养不仅影响儿童的认知和情感发展，对儿童社会适应能力的形成也有着深远的影响[6] [7]。其

中，父亲参与对儿童亲社会行为的培养尤为重要[8]。亲社会行为包括同情心、分享、帮助他人、遵守规

则等行为表现，是儿童未来获得同伴喜爱、建立良好人际关系的基础[9]。一些学者认为，父亲参与教养

对儿童亲社会行为的影响主要通过父子/女依恋关系[10]、父亲的行为示范[3]、管教方式[11] [12] [13]等途

径发挥作用。然而，不同的研究结果也存在一定分歧，对于父亲参与对儿童亲社会行为发展的具体影响

机制及有效参与方式仍有待进一步探讨。 
本文将综述国内外研究现状，系统分析父亲参与教养对儿童亲社会行为发展的影响，并对未来研究

提出建议，以期为促进父亲有效参与教养、培养儿童良好社会适应能力提供参考。 

2. 父亲参与教养与儿童亲社会行为 

2.1. 父亲参与教养概念 

关于这一概念，以往学者大多是提出父亲参与教养维度的理论模型并进行阐述和解释，较少对概念

进行直接界定。国外学者 Lamb 提出父亲参与教养的三因素模型，将父亲参与维度划分为投入性、责任

性和可接近性[14]。随着家庭生活模式的转变和对父亲参与教养的重视，学者们认为三因素概念将父亲参

与教养的含义狭窄化，仅仅把父亲参与教养看作是易观察、直接接触的活动，这在某种层面上阻碍了后

续研究对父亲参与进行更广泛、深刻的探讨。之后，Hawkins 在三因素之上进一步将父亲参与教养的维

度细化，包含为母亲提供支持、对儿童进行学业鼓励、日常管教、情感支持、为儿童制定未来规划等维

度[15]。我国学者伍新春、刘畅等人结合中国式家庭背景，在三因素基础上将父亲参与教养划分为可及性、

责任性和互动性三个维度以及十二个子维度[16]。众多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定义父亲参与教养的概念，丰富

和延伸了我们对父亲参与教养内涵的理解和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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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亲社会行为概念 

美国学者 Weisberg 认为亲社会行为包含同情、慈善、共享、互助等方面[9]。国内学者赵章留、寇彧

结合中国社会背景调研后提出，亲社会行为主要表现为帮助行为、分享行为、合作行为和安慰行为四种

形式，包括符合社会期望的，对他人、对社会有益的一切行为[17]。亲社会行为出现于婴儿期，随着年龄

的增长而发展，在学前期快速发展并呈现出个体差异[18]。儿童期是培养亲社会态度和行为的重要阶段，

良好的亲社会态度和行为可以促进儿童时期的社会适应[19]和青少年时期的成功发展。因此，在儿童期对

个体亲社会行为进行探究就显得尤为重要。 

2.3. 父亲参与教养对儿童亲社会行为影响的相关研究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研究关注父亲参与教养对儿童发展的影响，其中儿童亲社会行为发展受到广泛

关注。研究者们从不同角度探讨了父亲参与与儿童亲社会行为之间的关联，并试图厘清其中的作用机制。

早期的研究主要采用横断面研究设计，通过父母自评的方式测量父亲参与程度，并与儿童亲社会行为(如
分享、帮助他人等)的表现进行相关分析。绝大多数研究结果显示，父亲参与程度较高的儿童往往表现出

更多的亲社会行为。例如，黎志华等人的研究发现，父亲参与教养水平较高的儿童在亲社会行为上获得

更高分数[10]。类似的结论也在不同文化背景下得到验证[7] [20]。随后，一些研究开始探讨父亲参与教

养的不同维度对亲社会行为的影响。结果发现，父亲与儿童进行温暖、给予情感支持和适度监管等积极

参与方式，更有利于儿童社会性发展[21]。而父亲的消极情绪表达对负面情绪的孩子作出反应，孩子的友

好行为将会减少，攻击行为发生的次数会增多，会在与他人交往中出现回避、退缩、害羞等行为。父亲

教养方式的惩罚定向、拒绝与儿童的社会行为有着显著的相关[22]。父亲越是对儿童采用惩罚的教养方式，

儿童在与同伴交往过程中就会表现出较少的亲社会行为；父亲越是采用拒绝的教养方式，儿童的攻击行

为就会越多。这表明，父亲消极对待儿童的方式会导致用不恰当的方式与人交往[23]。 
近年来，一些研究开始采用纵向追踪设计，探讨家庭因素对青少年亲社会行为发展的长期影响。结

果发现，孩子获得的父母支持水平越高，其亲社会行为的发展起点越高，并随着年龄的增长而不断上升。

值得注意的是，在父亲和母亲的支持中，父亲支持与子女亲社会行为的发展更为密切相关[24]。一些研究

深入分析了父亲参与教养对儿童亲社会行为影响的年龄特征，结果发现这一影响自幼儿期便已存在[25]，
并贯穿整个童年时期[10]，一直延续到青春期阶段[24]。 

在影响机制方面，研究者们提出了多种解释视角。基于社会学习理论，儿童通过观察和模仿父亲而

习得相应的亲社会行为模式[26]。亲子依恋理论则强调，父亲通过积极的教养参与，如亲密互动、情感支

持等，与孩子建立起安全稳定的依恋关系，从而促进亲社会行为的发展(父亲参与教养程度、父子依恋关

系对儿童亲社会行为的影响)。此外，一些研究从生态系统理论的视角入手，将家庭视为一个相互影响的

系统，在有虐待风险的特殊家庭中，家庭冲突和儿童行为问题之间也存在相互影响，家庭冲突水平较高

会导致儿童后续外化和内化行为问题加剧，儿童较严重的行为问题也会促使家庭冲突。同时也发现父亲

参与对缓解这一负面的双向影响具有保护作用[27]。 
研究者们还探讨了影响父亲参与与子女亲社会行为关系的中介和调节因素。在中介机制方面，一些

研究发现亲子依恋、亲子关系质量和责任心等因素起到了中介作用。例如，黎志华、尹霞云等人的研究

发现，父亲参与育儿的程度通过影响父子依恋关系质量，进而间接影响幼儿的亲社会行为表现[10]。该研

究揭示了父亲参与教养对儿童亲社会发展的作用路径：高水平的父亲参与有助于增进父子亲密关系、建

立安全依恋，安全依恋状态下的幼儿更易展现出友善、乐于助人等亲社会行为特征。在流动儿童成长过

程中，亲子关系扮演着重要角色。父母积极参与孩子教养会使父母与子女的情感联结会变得更加紧密，

产生良好的情感体验，进而愿意做出有利于他人和社会的行为[28]。此外，国内研究者发现父亲参与子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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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养可以通过影响和培养子女的责任心，从而促进子女亲社会行为发展[29]。在调节因素方面，家庭社会

经济地位、性别和国家等因素可能是重要的调节变量。一般来说，较高的社会经济地位有助于父母更好

地理解和回应孩子的发展需求，并相应调整自身的教养行为[30]。另一方面，对于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家

庭而言，高质量的养育方式可能会产生更加深远的影响。原因在于，这些家庭中的孩子常常缺乏其他必

需的资源，优质的亲子互动和教养支持就显得格外宝贵。儿童性别也被认为是重要的中介变量，一些研

究表明，父亲参与教养对女儿亲社会行为的影响可能较大[3] [31]。而在不同文化背景下，父亲参与的具

体影响路径也可能有所区别，亲社会行为水平因国家而异[32]，这意味着父母行为与儿童亲社会行为之间

的关联或许会有所不同，因为不同文化对儿童亲社会行为的期望以及父母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要求有所

不同[33]。需要指出的是，现有研究在理论基础、研究设计和测量工具等方面存在一些局限性。首先，大

部分研究仍停留在横断面相关分析的层面，发展性视角仍显不足。其次，对父亲参与和儿童亲社会行为

的测量过于单一，缺乏多元视角。 
总的来说，现有研究为我们了解父亲参与教养与儿童亲社会行为发展之间的关联及其影响机制提供

了重要的实证基础，但在理论建构、研究设计和方法论等方面仍有待进一步深化和完善。未来的研究可

以考虑采用发展性的纵向追踪设计，整合多元测量方法(如父母、教师和儿童评定等)，同时关注影响的文

化差异和亚群体特征，以更全面、动态地把握父亲参与与儿童亲社会行为发展之间的复杂关系。 

3. 理论基础 

3.1. 生态系统理论 

美国心理学家布朗芬布伦纳于 1979 年提出“生态系统理论”，该理论强调，发展的个体嵌套于相互

影响的一系列环境系统之中，在这些系统中，系统与个体相互作用并影响着个体发展[34]。这一理论模型

是由不同的环之间的镶嵌，一层一层的因素相互环套，每一层存在直接或间接的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

在微观系统层面，家庭是孩子成长的最直接环境。高质量的父亲教养参与能在微观层面为孩子提供亲社

会行为的示范和养成土壤。通过与父亲的亲密互动，孩子可以内化同理心、宽容、互助等价值观，逐步

培养起亲社会的行为模式。在中间系统层面，家庭与幼儿园、社区的联系构成了孩子发展的中间系统环

境。父亲主动参与教养有助于加强家园联系，父母与教师能更好协调一致，共同培养孩子的社会化技能。

同时，融入社区活动也让孩子有更多机会实践亲社会行为。在外系统层面，父亲在职场中的工作环境和

工作性质也会影响其参与教养[35] [36]。此外，父亲的社会关系网也为孩子提供了更广阔的亲社会实践舞

台。宏观系统层面一个社会的文化传统、价值取向和意识形态对于父亲角色的定位也会影响其在教养中

的作用发挥[37] [38]。 
总的来说，生态系统理论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多层次、多角度分析父亲教养影响的视角。父亲有意识

地主动参与孩子教育，不仅直接影响孩子亲社会行为的学习，也通过优化多重环境系统创造有利条件，

为儿童亲社会品质的发展提供全方位的支持。 

3.2. 社会学习理论 

根据班杜拉的社会学习理论，个体通过观察他人的行为及其后果，并内化行为模式，从而习得新的

行为方式[26]。首先，作为孩子日常生活中最亲近的行为示范者之一，父亲的言行对孩子有重要的示范作

用。如果父亲常表现出友善、宽容、乐于助人等亲社会行为，孩子就更有机会通过观察而习得这些行为

模式。高度参与教养的父亲与孩子互动时间更多，行为示范的影响力也就更大。其次，除了行为示范，

父亲的言语教导也会对儿童亲社会行为的发展产生影响。在日常生活中，如果父亲经常向孩子灌输互帮

合作、尊重他人等价值观，孩子就更易养成相应的亲社会意识和行为习惯。最后，高度参与的父亲不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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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教言教促进了儿童亲社会行为的习得，也为其提供了良好的实践环境。比如，带领孩子参与公益活动、

邻里互助等，让其在实际情境中锻炼亲社会技能，形成稳定习惯。 
总之，通过行为示范、言语指导、环境营造等多种途径，积极参与教养的父亲为儿童亲社会行为的

习得创造了有利条件。由此可见，社会学习理论为分析父亲教养参与与儿童亲社会行为培养之间的影响

机制提供了理论支持。 

4. 父亲参与教养和儿童亲社会行为的测量 

4.1. 父亲参与教养的测量 

国内外目前主要采取问卷法的形式对父亲参与教养进行测量。较为常见的问卷有以下几种： 
伍新春、刘畅和胡艳蕊等人还结合中国的家庭教育背景，修订了 Lamb 提出的三因素模型理论，自

行编制了《父亲教养投入问卷》[16]。该问卷包含三个维度、十二个子维度，共 56 个题项，每个题项描

述父亲在儿童教养某方面的投入行为。具体而言，互动性维度包括：生活照顾、学业支持、情感交流、

规则教导以及休闲活动，包含 23 个题项；可及性维度包括：空间可及和心理可及，包含 8 个题项；责任

性维度包括：榜样示范、父职成长、信息获得、教养支持和发展规划，包含 25 个题项。问卷采用五点记

分。项目全部为正向计分，无反向计分。所有维度的内部一致性系数在 0.83 和 0.93 之间，每一维度下的

子维度其 Cronbach’s α系数处于 0.68~0.88 之间，该量表有良好的信度，符合中国父亲参与的背景情况，

能科学有效地对我国 3~18 岁儿童的父亲进行教养投入情况的测量。 
Hawkins 和 Call 等人编制的《父亲参与教养自我报告问卷》[15]，该问卷共 9 个维度，分别为管教和

培养责任感、支持学校活动、支持孩子的母亲、提供经济支持、与孩子互动交流、给予表扬和情感支持、

鼓励孩子发展才能、教孩子读书、关注孩子日常生活。该量表由儿童父亲填写，包括 35 个项目，其计分

方法采用李克特五级计分法，得分越高，表明父亲参与越多、教养行为的频率越高。 
华东师范大学余舒于 2011 年在 Hawkins 问卷的基础上进行了本土化的探索与调整[39]，通过因素分析

删除原问卷中的第 28、29 两项，保留其它 33 个项目，最终形成互动交流、情感表达、社交鼓励、关注帮

助、间接支持、管教约束六个维度。问卷总体的 Cronbach’s α系数为 0.928，各维度的 Cronbach’s α系数分

别为：0.884、0.830、0.777、0.784、0.731、0.697，符合测量学要求，可以对父亲教养行为进行较好地测量。 
综上所述，国内外测量父亲参与教养的相关工具逐渐完善和丰富，涵盖的内容层次也较为丰富，每

个年龄段儿童的父亲参与教养情况都有有效的检验工具。 

4.2. 儿童亲社会行为的测量 

4.2.1. 问卷法 
问卷法是指通过问卷或量表对个体的亲社会行为进行测量的方法。《儿童亲社会行为问卷》引于苏

州大学邓诗颖在其硕士论文中编制的亲社会行为量表[40]，该量表共计 28 个题项，分为五个维度(合作、

分享、助人、安慰和公德)，其中合作行为有 9 个题项，分享行为有 7 个题项，助人行为 4 个题项，安慰

行为 4 个题项。问卷采用 5 级记分法，问卷总体得分越高，表明儿童的亲社会行为越突出，且无反向计

分题目。原问卷的克隆巴赫 α系数为 0.951，分半信度为 0.935，具有较好的信效度，使用较为广泛，科

学性较强。 
问卷法适用的群体为初高中生和大学生，由于儿童对于问卷的理解有一定难度，为了避免问卷法出

现的误差，有的学者采用更直观的观察法和实验法来研究和分析儿童的利他行为。 

4.2.2. 观察法 
根据研究者的位置和角色，观察法可分为局外观察和参与观察两种形式。局外观察法要求研究者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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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客观公正的视角，通过文字记录、多媒体录像等手段，仔细观察儿童在特定情境下的合作、分享、谦

让、同情等利他行为表现，并对最终结果进行详细的记录。这种观察方式适用于研究的初始阶段，有助

于研究者全面了解儿童利他行为的基本状况，明确研究的重点问题。观察所获得的数据较为自然真实，

能较好反映儿童利他行为的真实面貌。而参与观察法则要求研究者亲临现场，直接介入并参与到儿童的

活动中，通过与被试的互动交流来观察其利他行为的表现。相比之下，参与观察法虽然耗时耗力，但获

得的第一手数据更加细致入微、真实可信。 
不过，无论采取何种观察方式，在操作流程上都应当严格规范，以确保研究数据的客观性和可靠性。

同时观察结果的量化表达和数据统计分析也是一大挑战，这需要研究者投入大量精力。尽管如此，观察

法作为一种直接、自然的数据采集方式，在儿童利他行为等研究领域具有独特而不可替代的优势和价值。 

4.2.3. 情景实验法 
情景实验法是指根据不同的研究目的，设计不同的实验情境，对儿童的亲社会行为进行测查的方法。

独裁者游戏是亲社会行为测试中的一种典型的情景实验之一，该游戏中实验者给儿童 10 张相同贴纸，并

告知儿童这些贴纸将全部送给他，他可以全部拿走，也可以分享给下一位儿童，确认被试了解贴纸所有

权和任意分配权后，主试记录儿童分享贴纸的个数以研究儿童分享行为。实验中分享即为亲社会行为的

定性指标，而儿童愿意分享的贴纸数即为其亲社会行为的程度指标[41]。刘文等设计了三项情景实验，包

括箱子任务、玩具任务和磁带任务并按提前设计好的程序进行每一项任务测试，通过不同任务之间的匹

配和相互作用反映出儿童的利他行为[42]。例如箱子任务：主试向被试演示如何锁上箱子和打开箱子等一

些具体步骤，然后锁上箱子离开，告知被试继续做自己的事情，待另一位主试进屋后用钥匙却打不开箱

子后寻求帮助，看儿童是否在此时给予帮助以反映儿童帮助行为，之后进行的玩具任务和磁带任务也分

别反映儿童的利他行为，通过这三项任务之间的匹配和相互作用以反映出儿童亲社会行为是否具有情景

一致性；杨恒利用不同组合的糖豆设计了七个分享实验，四种实验条件分别是糖豆数量可均分或不可均

分，糖豆普通与特殊，儿童为糖豆分配的接受者或非接受者，儿童是分配糖豆的选择者或非选择者，通

过连续的七个分享实验分别为儿童与实验者分享糖豆(实验 1~实验 4)，儿童为两个玩偶分配糖豆(实验 5~
实验 6)，儿童将糖豆分到两个杯子中，实验者先选择，儿童处于非选择者角色(实验 7)。每个分实验间的

关系层层递并结合与儿童家长和教师的访谈进来测试四种教养环境下儿童的分享行为[43]。 

5. 启示与建议 

通过对父亲参与教养与儿童亲社会行为发展相关研究的梳理和综述，我们可以发现父亲参与教养的

总体情况和各维度会影响儿童亲社会行为的发展。因此，对于父亲参与教养较少或提升教养质量的干预，

以及如何将父亲参与教养对儿童亲社会行为发展研究应用于实际家庭教育也是研究者一直所关注的焦

点。 
第一，鼓励和支持父亲积极参与儿童的教养，特别是在亲密互动和情感支持等方面。父亲的参与对

于儿童亲社会行为的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父亲与孩子建立亲密关系、提供情感上的支持和指导，

可以有效培养孩子的同情心、合作精神和社会责任感等亲社会品质。因此，应当为父亲创造更多机会来

与孩子亲密互动，投入更多时间和精力参与孩子的生活，分享喜怒哀乐，共同成长。 
第二，倡导合理的教养方式，避免过度严厉管教对儿童产生负面影响。管教方式过于严厉会削弱父

亲参与对儿童亲社会行为的正面作用，甚至可能造成孩子产生反社会行为。因此，应该教育父母采用积

极、富有同理心的教养方式，以爱心、理解和耐心来引导孩子，而不是过于严厉的惩罚或威胁。合理的

教养方式可以培养儿童的亲社会意识和行为，促进他们健康成长。 
第三，关注社会经济地位等因素对父亲参与影响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不同家庭背景可能会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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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参与的程度和方式。例如，一些经济条件较差的家庭，父亲可能需要花更多时间外出工作，难以投

入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参与孩子的教养。因此，应该为处于不利环境的家庭提供必要的支持和资源，确保

所有儿童都能获得父亲的积极参与和良好教养，从而促进他们的亲社会行为发展。 
第四，加强家庭教育的指导和资源支持，提供父母教育课程和亲职培训，帮助父母掌握科学的教养

方法，培养儿童的亲社会行为。同时，也要提高社会对父亲角色重要性的认识，营造有利于父亲参与教

养的社会环境。政府、学校和社区应该共同努力，通过开展宣传活动、提供咨询服务等方式，增强公众

对父亲参与教养重要性的认识，消除性别刻板印象，鼓励父亲更多地参与孩子的生活。 

6. 总结 

大量研究表明父亲参与教养对儿童亲社会行为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父亲不仅能为儿童树立亲社

会行为的榜样，还能通过增进父子依恋关系、积极言语指导、亲社会环境营造等途径，促进儿童内化并

习得亲社会的行为模式。展望未来，随着社会环境和家庭结构的变迁，父亲在家庭教育中的角色地位也

将发生转变。在双职工家庭日益普遍的今天，如何给予父亲更多参与子女教养的机会和支持，是值得我

们深入思考的重要课题。此外，既有研究多关注了父亲参与对儿童早期亲社会行为的影响，那么这种影

响是否能持续到儿童的青春期和成年期？父亲参与还会对儿童其他社会化结果产生怎样的影响？这些都

是未来研究值得关注和深入的方向。最后，家庭是儿童人格和行为养成的摇篮，学校和社区等其他环境

也在儿童社会化发展中扮演重要角色。因此，除了鼓励提高父亲参与水平，整合家庭、学校和社区等多

方力量，为儿童营造一个协同的、富有亲社会导向的综合环境，对于促进儿童健康成长也具有重要意义。 
综上所述，父亲教养参与对儿童亲社会行为发展的影响机制虽已被初步阐明，但仍有诸多值得深入探

讨的领域。相信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必将为培养社会公民、构建和谐社会提供更加科学的依据和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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