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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本文探讨大学生父母教养方式、道德认同和亲社会行为之间的关系及道德认同的中介效应。方法：

采用父母教养方式问卷、道德认同问卷和亲社会倾向问卷对衡阳师范学院280名大学生进行调查。结果：

1) 大学生父母教养方式、道德认同和亲社会行为显著相关，且父母教养方式对亲社会行为、道德认同有

不同程度的预测作用；2) 道德认同在大学生父母教养方式和亲社会行为之间起到中介作用，道德认同在

父亲惩罚严厉和亲社会行为之间起完全中介作用，在母亲情感温暖和亲社会行为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

结论：大学生道德认同与父母教养方式、亲社会行为三者之间两两相关，道德认同在大学生父母教养方

式和亲社会行为之间起到中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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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relationship among parental rearing patterns, moral identity 
and prosocial behavior of college students, and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moral identity. Methods: A 
total of 280 college students in Hengyang Normal University were investigated with the question-
naire of parenting style, moral identity and prosocial tendency. Results: 1) Parental rearing pat-
terns, moral identity and prosocial behavior of college students are significantly related, and pa-
rental rearing patterns can predict prosocial behavior and moral identity in different degrees. 2) 
Moral identity plays an intermediary role between parental rearing patterns and prosocial beha-
vior of college students, while moral identity plays a complete intermediary role between father’s 
severe punishment and prosocial behavior, and plays a partial intermediary role between moth-
er’s emotional warmth and prosocial behavior. Conclusion: College students’ moral identity is re-
lated to parental rearing patterns and prosocial behaviors, and moral identity plays an interme-
diary role between parental rearing patterns and prosocial behavi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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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道德是社会矛盾的调节器。当今社会，经济飞速发展，但道德的世风日下却严重影响了社会稳定和

进步，展开道德问题的研究非常重要。而大学生作为社会发展的新生力量，他们的思想、行为潜移默化

地影响了他人和社会，因此对大学生道德的培养迫在眉睫。 
道德同一性是指在道德层面上关于自身想要成为什么人的思考(万增奎，2009)。父母教养方式是指在

家庭生活中，父母在对子女进行抚养和教育的过程中所传达的态度及情感(Darling & Steinberg, 1993)。亲

社会行为泛指能给他人或社会带来利益且合乎社会希冀的行为(Staub, 1978)。 
(张璐，桑青松，2011)在研讨中发现，父母的情感温暖和理解对高中生亲社会行为的影响是积极的。

(Aquino & Reed, 2002)等人发现，道德认同与大学生的志愿行为及高中生的捐赠行为正相关。 
研究发现，父母教养方式中温暖理解因子与道德认同正向相关，惩罚严厉因子、拒绝否认因子和过

度干涉保护因子与道德认同负向相关(Grusec & Goodnow, 1994)。 
目前已有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儿童和特殊领域，对大学生群体鲜有研究。本研究完善了以往研究的不

足，深入探讨大学生道德认同与父母教养方式及亲社会行为三者之间的关系，重点分析道德认同在父母

教养方式、亲社会行为之间的中介作用，不仅丰富了道德认同在大学生这一群体的研究，也有利于进一

步提高大学生的亲社会倾向，从而促进个人和社会的发展。 

2. 方法 

2.1. 被试 

随机选取衡阳师范学院大一至大四学生作为研究对象，发放问卷 280 份，回收有效问卷 250 份，回

收率 89.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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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研究工具 

2.2.1. 父母教养方式问卷 
本研究采用岳冬梅(岳冬梅，高铭杲，金魁和，1993)等人(1993)修订的父母教养方式评价问卷量表

(EMBU)。该量表共有 66 个题目，其中父亲教养方式由 58 个题目组成，共有 6 个维度，分别是情感温暖

理解、过分干涉、过度保护、偏爱被试、拒绝否认、惩罚严厉；母亲教养方式由 57 个题目组成，共有 5
个维度，分别是情感温暖理解、过分干涉过分保护、惩罚严厉、偏爱被试、拒绝否认。量表具有较高的

信度和效度，为我国心理学家广泛使用。 

2.2.2. 道德认同问卷 
本研究采用由 Aquino 和 Reed (Aquino & Reed, 2002)编制、万增奎修订的道德认同量表(MIM)，信效

度较高，各个项目的载荷在 0.57~0.71 之间。该问卷共 16 道题，包括内隐和外显两个维度，其中测量内

隐维度的有 9 道题，测量外显维度的有 7 道题。采用李克特的五点记分法，得分越高，表示道德认同水

平越高。 

2.2.3. 亲社会行为问卷 
本研究采用寇彧(寇彧，洪慧芳，谭晨，李磊，2007)等人修订的亲社会倾向量表(PTM)中文版，信效

度较高，量表共有 26 个题，共 6 个维度，分别是公开的、匿名的、利他的、依从的、情绪的、紧急的；

采用李克特 5 点评分方法，得分越高表明个体的亲社会倾向水平越高，本研究的 α系数为 0.89。 

2.3. 数据处理 

用随机发放问卷，采用 SPSS20.0 进行 t 检验、方差分析、回归分析等处理，使用 Enter 进行中介效

应检验。 

3. 结果 

3.1. 父母教养方式与道德认同、亲社会行为的相关分析 
 
Table 1. Correlation analysis between parenting style and moral identity of college students 
表 1. 大学生父母教养方式与道德认同各维度的相关分析 

 内隐 外显 道德认同总分 

父亲 

F1：情感温暖与理解 0.22** 0.31*** 0.31*** 

F2：惩罚严厉 −0.28*** −0.24*** −0.30*** 

F3：过分干涉 −0.16* −0.08 −0.14* 

F4：偏爱被试 0.04 0.15* 0.11 

F5：拒绝否认 0.02 −0.10 −0.04 

F6：过度保护 0.03 0.01 0.02 

母亲 

M1：情感温暖与理解 0.29*** 0.37*** 0.38*** 

M2：过分干涉过度保护 −0.09 −0.11 −0.11 

M3：拒绝否认 −0.06 −0.10 −0.09 

M4：惩罚严厉 −0.16* −0.14* −0.18** 

M5：偏爱被试 0.04 0.15* 0.11 

注：*p < 0.05，**p < 0.01，***p < 0.001，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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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2. Correlation analysis between parenting style and prosocial behavior of college students 
表 2. 大学生父母教养方式与亲社会行为各维度的相关分析 

 公开性 匿名性 利他的 依从的 情绪的 紧急的 亲社会行为总分 

父亲 

F1：情感温暖与理解 0.147* 0.178** 0.228*** 0.121 0.234*** 0.194** 0.255*** 

F2：惩罚严厉 −0.021 −0.160* −0.345*** −0.146* −0.174** −0.191** −0.232*** 

F3：过分干涉 0.076 −0.064 −0.143* −0.030 0.021 −0.044 −0.037 

F4：偏爱被试 0.117 0.149* 0.140* 0.077 0.112* 0.143* 0.172* 

F5：拒绝否认 0.066 −0.093 −0.173** −0.086 −0.075 −0.054 −0.087 

F6：过度保护 0.112 −0.043 −0.111 −0.017 0.073 0.023 0.014 

母亲 

M1：情感温暖与理解 0.200** 0.274*** 0.334*** 0.230*** 0.370*** 0.265*** 0.385*** 

M2：过分干涉过度保护 0.146* −0.071 −0.080 −0.056 0.056 0.020 0.013 

M3：拒绝否认 0.011 −0.136* −0.203** −0.113 −0.049 −0.096 −0.131* 

M4：惩罚严厉 −0.021 −0.141* −0.291*** −0.130* −0.107 −0.185** −0.198** 

M5：偏爱被试 0.176** 0.158* 0.121 0.096 0.147* 0.172** 0.207** 

 
Table 3. Correlation analysis between moral identity and prosocial behavior of college students 
表 3. 大学生道德认同与亲社会行为各维度的相关分析 

 公开性 匿名性 利他的 依从的 情绪的 紧急的 亲社会行为总分 

内隐 0.126* 0.167** 0.277*** 0.264*** 0.279*** 0.329*** 0.326*** 

外显 0.302*** 0.369*** 0.394*** 0.356*** 0.413*** 0.425*** 0.518*** 

道德认同总分 0.240*** 0.301*** 0.384*** 0.356*** 0.395*** 0.434*** 0.481*** 

 

由表 1~3 可知，父亲和母亲情感温暖与理解对道德认同和亲社会行为呈正向相关，父亲和母亲惩罚

严厉和过分干涉对道德认同和亲社会行为呈显著负相关；大学生道德认同与亲社会行为及各维度之间存

在显著的正相关。 

3.2. 父母教养方式与道德认同、亲社会行为的回归分析 
 
Table 4. Regression analysis of parents’ parenting styles on prosocial behavior and moral identity 
表 4. 父母教养方式各维度对亲社会行为、道德认同的回归分析 

因变量 预测变量 β t 调整 R2 F 

亲社会行为 F1：情感温暖与理解 0.111 1.533 

0.086 4.483*** 

 F2：惩罚严厉 −0.291 −3.170** 

 F3：过分干涉 0.092 1.029 

 F4：偏爱被试 0.165 2.352* 

 F5：拒绝否认 0.042 0.511 

 F6：过度保护 0.024 0.265 

 M1：情感温暖与理解 0.282 4.177*** 

0.160 9.707*** 

 M2：过分干涉过度保护 0.148 1.824 

 M3：拒绝否认 −0.028 −0.292 

 M4：惩罚严厉 −0.198 −2.213* 

 M5：偏爱被试 0.155 2.3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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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inued 

道德认同 F1：情感温暖与理解 0.204 2.910** 

0.138 6.924*** 

 F2：惩罚严厉 −0.301 −3.377** 

 F3：过分干涉 −0.055 −0.628 

 F4：偏爱被试 0.063 0.921 

 F5：拒绝否认 0.111 1.396 

 F6：过度保护 0.080 0.929 

 M1：情感温暖与理解 0.331 4.827*** 

0.134 8.053*** 

 M2：过分干涉过度保护 −0.023 −0.284 

 M3：拒绝否认 0.041 0.426 

 M4：惩罚严厉 −0.129 −1.412 

 M5：偏爱被试 0.053 0.783 

注：R2 为决定系数，R2 介于 0~1 之间，越接近 1，回归拟合效果越好，下同。 
 

由表 4 可知，父母教养方式与亲社会行为、道德认同间的回归效果非常显著。其中父亲教养方式中

的偏爱被试维度正向预测亲社会行为，母亲教养方式中的情感温暖与理解维度正向预测道德认同与亲社

会行为，父亲惩罚严厉维度负向预测亲社会行为与道德认同，而其他维度对亲社会行为、道德认同的预

测均不显著。 
 
Table 5. Regression analysis of moral identity to prosocial behavior 
表 5. 道德认同对亲社会行为的回归分析 

因变量 预测变量 β t 调整 R2 F 

亲社会行为 
内隐维度 0.105 1.711 0.228 74.486*** 

外显维度 0.468 7.633***   

 

由表 5 可知，大学生道德认同对亲社会行为可以预测亲社会行为 22.8%变异量，说明道德认同对亲

社会行为之间的回归效果显著，大学生道德认同对亲社会行为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 

3.3. 道德认同在父母教养方式和亲社会行为之间的中介作用 
 
Table 6. The mediating role of moral identity in father’s severe punishment, mother’s emotional warmth and understanding 
and prosocial behavior 
表 6. 道德认同在父亲惩罚严厉、母亲情感温暖与理解和亲社会行为的中介作用 

因变量 预测变量 β t 调整 R2 F 

亲社会行为 F2：父亲惩罚严厉 −0.074 −1.274 
0.306 51.334*** 

 道德认同 0.533 9.222*** 

 M1：母亲情感温暖与理解 0.242 4.082*** 
0.264 44.824*** 

 道德认同 0.378 6.365*** 

 

由表 6 可知，父亲惩罚严厉对亲社会行为有显著的负向预测作用，然而当道德认同维度加入后，父

亲惩罚严厉对亲社会行为没有显著预测作用，说明道德认同在父亲惩罚严厉和亲社会行为之间存在完全

中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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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情感温暖与理解能显著正向预测亲社会行为。当道德认同维度加入后，母亲情感温暖与理解对

亲社会行为仍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但标准化回归系数 β由原来的 0.282 下降到 0.242，这说明道德认

同在母亲情感温暖与理解和亲社会行为之间存在部分中介作用。 

4. 讨论 

4.1. 父母教养方式与道德认同、亲社会行为的关系 

结果表明，父母情感温暖与理解、过度保护、偏爱被试对道德同一性、亲社会行为呈正相关，正向

预测道德认同与亲社会行为，说明父母情感温暖得分越高，给予子女越多的关怀，会使子女心理的各个

方面有具有良好的水平，表现出更多的亲社会行为和更高的道德水平。 
父母惩罚严厉和过分干涉与道德同一性、亲社会行为呈负相关，负向预测道德认同与亲社会行为，

说明父母过于严厉，则会使子女变得冷漠且产生逆反心理，表现出较少的亲社会行为，阻碍其良好道德

的发展。 
道德认同与亲社会行为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且道德认同对亲社会行为具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

这说明大学生道德水平越高，其亲社会行为倾向越高。反之，大学生道德水平越低，则其亲社会行为倾

向越低。 

4.2. 道德认同在父母教养方式、亲社会行为之间的中介作用 

研究结果显示，道德认同在父亲惩罚严厉与亲社会行为之间起到了完全中介作用，在母亲情感温暖

与理解和亲社会行为间起到了部分中介作用。这说明，惩罚严厉的父亲教养方式，会对子女产生一种负

面作用，不利于其亲社会行为的实施，而母亲对个体的理解关爱和温暖的教养方式，会促使个体的道德

认同水平变高，进而影响到个体的亲社会行为倾向，使其更愿意实施亲社会行为。 

5. 结论 

大学生道德认同与父母教养方式、亲社会行为三者之间两两相关，道德认同在大学生父母教养方式

和亲社会行为之间起到中介作用。道德认同在父亲惩罚严厉和亲社会行为之间起完全中介作用，在母亲

情感温暖和亲社会行为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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