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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最近几年，研究者们探索了父母教养方式对儿童的认知、个性和社会化发展等的作用，并对父母教养方

式的影响因素进行了研究，有利于我们对父母教养方式有一个更加全面的认识与了解，也为儿童的心理

教育提供了理论上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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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researchers have explored the role of parenting styles on children’s cognitive, 
personality and social development as well as the factors that influence parenting styles, contri-
buting to a more comprehensive understanding and knowledge of parenting styles and providing 
theoretical support for children’s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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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父母教养方式是指父母有稳定性、不会随意转变的一种手段，主要是对孩子的外在行为和心理状态

产生影响。Baumrind 采用形态类型学方法，将家长教养方式分为了三种类型，分别是：权威型、专制型、

纵容型。这一分类至今仍有重要借鉴意义，频繁被用于中国文化背景下的相关研究[1]。Darling 等学者定

义了父母教养方式包含的三个因素，即教养认知(教养观念和态度)、教养行为(家长对孩子的教养行为)、
教养情感(家长对孩子的情感表现)；教养模式是指教养认知、行为、情感三者结合、相对稳定、不受外界

因素干扰的教养模式[2]。谭丽苹等人对积极教养方式的界定是家长与孩子之间的一种温暖和支持性质的

正向积极关系，是个人成长过程中的一种很好的保护性和支持性因素，其具体内容包括民主性、情感温

暖和关注帮助等[3]。那么对于消极的教养方式的定义，Baardstu 等人将其定义为家长对孩子的教育带有

拒绝、专制、严厉等表现[4]。 
综上所述，父母教养方式早期划分为权威型、专制型、纵容型，当今研究者更多认为父母教养方式

是一个多维度、多方面的综合体。当前有关父母教养方式的研究对象范围很广，从幼儿到小学生、中学

生乃至大学生都有涉猎。已有的研究结果表明，在不同的发展时期，家长的教养方式都是对孩子的心理

发展有很大的影响，是其心理发展的关键因素之一。通过对该领域论文检索发现，父母教养方式的研究

走势在 2016 年达到顶峰后呈下滑趋势，但在 2020 年，发文数量又出现明显上升[5]。最近几年，父母教

养方式与孩子的心理发展之间的关系，成为了热门的话题。父母教养方式及其影响因素也是当前教育界

和心理学家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因此，本研究对父母教养方式的影响因素进行探讨，以期对改善不良

的教养方式提供理论支撑，以及总结父母教养方式对儿童心理发展的影响，也有助于指导后续的研究方

向。 

2. 父母教养方式的影响因素 

已有研究表明，父母教养方式与子女的心理发展有着相关的作用，在此基础上，从对父母教养方式

的影响因素入手，对父母特征、子女特征、社会文化等因素进行分析探究，这对改善和干预父母教养方

式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2.1. 父母特征 

2.1.1. 父母的角色功能差异 
父母角色功能的差异，决定了他们各自的特点和教养方法的不同。父亲一般会更注重子女的个性品

质、纪律性和各种身体技能、社交技能与竞赛技能。而母亲则更多地给予子女情感上的关爱、温暖和支

持。Paquette 描述父子之间的关系是激活关系(Activation Relationship)，母亲与子女的关系是依恋关系

(Attachment Relationship) [6]。随着社会和经济的发展，女性参与工作的人数增加，父亲和母亲在家庭中

的角色和其教养方式也有所变化，但在大部分家庭中，照顾孩子的主要责任人还是母亲[7]。 

2.1.2. 父母的社会经济地位 
社会经济地位包括了父母的收入、教育程度，以及父母职业，其象征着个体或家庭的经济、认知、

人际等资源。不同的社会阶级的家庭教养方式会存在显著差异，对“好孩子”的定义也存在差异[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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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社会经济阶层的家长更多的是给予子女支持，而不是对他们的控制[9]。相反的是，在社会经济地位

较低的家庭里，家长的规矩比较严格，攻击性较强，经常采用胁迫和处罚，感情上的支持和参与程度

较低[10]。牛燕洁学者研究得出，受教育程度高的母亲在情感温暖上的得分是高于学历低的母亲的，而

在拒绝维度上，这种情况则相反，受教育程度高的母亲得分低。在过度保护和拒绝上，父亲学历越高，

得分越低[11]。 

2.1.3. 父母的人格 
人格在一定的程度上会对个体的行为产生影响，那么人格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着父母的教养方式。

如果家长的性格比较外向，日常积极情绪较多的话，其对子女的需求也会比较敏感，对孩子表现出较多

的热情；但是，如果家长的神经质得分高，日常消极情绪较多的情况下，他们会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自

己身上，对孩子的需求变得不那么敏感，会采取惩罚、回避、过度控制等方式对待子女[12] [13]。 

2.1.4. 父母的压力与情绪 
如果家长处在长期的高压力下，会很容易产生焦虑、烦躁、愤怒、抑郁等消极的情绪。这种情况也

会影响到父母养育子女时的方式，将更多地采取攻击、指责、惩罚等手段，还会使用“移置”的防卫措

施，以发泄自己的负面情绪，或者放任不管孩子，采取放纵的教养方法[14] [15]。 

2.2. 子女特征 

2.2.1. 子女性别 
父母在养育子女时，会因为性别差异方式也不同。研究显示，父母在教育自己的女儿时，更多的会

采用权威型的教养方式，而在教育自己的儿子时，则多采取专制型教养方式[16]。并且有的调查还发现，

父亲与对儿子相比，更多对女儿采取的是民主的、放纵的教育方法，而母亲则对儿子采用民主性教养方

式，多于对女儿[17]。这与一般情况下的现象相吻合：父亲更偏爱女儿，母亲偏爱儿子。也有研究显示，

父母对女童的情感温暖教育多于男孩[18]。 

2.2.2. 子女出生顺序 
资源稀释理论认为，在第一个孩子出生后，家长们会把自己的一切资源(包括财产、时间、精力和情

绪)都倾注在第一个孩子的身上；在二胎出生后，父母在第一胎上的投资将会降低，但不会是 0，所以，

第二胎不可能得到 100%的资源，这意味着，第二胎可以从父母那里得到的资源要比前者少，第三胎以此

类推[19]。另外，家长们通常对早出生的子女期望更高，要求也更严格；而对于晚生子女的期望较低，要

求也较宽松[20]。 

2.3. 社会文化 

文化通常是指价值、规范、思维方式、行为和文化产物，这些都是由社会成员共同分享的[21]。根据

自我构建(Self-Construal)的不同可以将文化分为两种：个人主义(Individualism)与集体主义(Collectivism) 
[22]。在个人主义文化中强调人人平等，家长会更多地听取子女的建议，尊重子女的意愿，让他们自己做

出决定；而在集体主义文化盛行的社会里，人们普遍认为社会地位不平等，家长们在与子女相处时，往

往要求子女尊重权威、服从权威[23]。 

3. 父母教养方式与儿童心理发展的影响 

3.1. 父母教养方式对儿童认知发展的影响 

教养方式中鼓励、支持和积极参与能促进幼儿的自我概念发展，从而使儿童的自尊心得到提升。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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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认为，父母对儿童采用权威型和宽容型教养方式比对采用专制型和放任型教养方式的儿童认知发展要

好[24]。张丽华等人认为，民主型的教养模式有利于幼儿的自尊发展，而不一致型和溺爱型的教养模式则

对于幼儿发展是负面的[25]。家长的专制型教养方式会抑制幼儿的自我概念发展，从而导致儿童在许多方

面的自我接纳能力和评估能力下降[26]。研究表明主要是惩罚排斥、干预过度的家长的子女学习成绩较差。

家长的情感关怀与体谅会对孩子的学习信心产生一定的促进作用，如果采用民主、鼓励、宽容的教养方

式可以对孩子的智能发展起到促进的作用，而对孩子采用专制、过度保护、溺爱、忽视的教养方式，则

会导致社会退缩、脾气急躁和任性等问题[27]。许多研究表明，学生学业成绩的好坏，除了与孩子自身的

智力有一定的关系以外，家庭环境、父母教养方式等因素也会影响学生学业。家长对孩子采取的教养方

式，通过对他们的学业自我概念和目标定向来影响孩子的学习成绩，家长对孩子的情绪温暖和理解会对

他们的学业自我概念产生积极的影响，进而对他们的学业成绩产生影响[28]。家庭教养方式的不同也会对

儿童的智力、非智力因素会产生不同的影响。有利于儿童的智力发展一般会建议采用劝导、民主、鼓励、

宽容、情感等教养模式，而惩罚、打骂、羞辱、排斥、专制和过度保护、包办、溺爱、不关心等方式会

造成非智力因素问题的发生率较高[29]。 

3.2. 父母教养方式对儿童个性发展的影响 

家庭在儿童个性塑造中扮演了一个无可取代的角色，甚至可以说家庭是“塑造人类性格的工厂”。

对青少年而言，父母对孩子的情绪理解的教养方法，会对儿女的人格发展有正面影响，表现为外向性高、

心地善良、做事严谨、自律、个人能力强、情绪稳定、人际关系状况良好、处世态度更加自信积极；父

母采用惩罚、拒绝、否认的教养方法对孩子的人格有消极的影响，表现为：父母采用惩罚、拒绝、否认

的教养方法导致孩子缺乏真诚、宽容、热情、严谨、沉稳的性格，情感强烈，情绪波动较大，个人能力

较弱，人际关系状况较差，对人生和事业缺乏自信和热情[30]。一项研究发现，在我国家庭中，存在着非

常常见的错误的教养方法，40.22%~47.59%的父母对子女采取了不同程度的消极和积极拒绝以及对孩子

进行严厉的教育，用自己绝对的权利来压制和逼迫子女，同时还会有体罚等情况。这样的教育方法往往

会导致孩子的个性特点有粗暴、好斗、叛逆、说谎、两面性等[31]。 

3.3. 父母教养方式对儿童社会化发展的影响 

社会发展这一概念包含了很多类别，如社会认知、技能、适应性和自我概念、自我控制能力、道德

品质等多个方面的发展。家庭是让儿童社会化发展的第一个场所，家长将社会知识、道德观念、社会行

为价值观、社会目的逐渐地传达到孩子身上，孩子在与父母的相处中，接受了父母传达的教育理念，接

受了他们的价值观，形成了自己的社会价值观，形成了自己的社会认知、道德规范，并做出了相应的社

会行为。从上个世纪四十年代开始，心理学者就开始研究家长养育方式如何影响孩子的社会化。第一个

对此问题进行探讨的人，是美国的西蒙(P. M. Symods)，他提出了“接受——拒绝”和“支配——顺从”

两个基本层面的父母教养方式。并指出，被家长认可的儿童，通常具有被社会所接纳的特点，例如：爱

好广泛、情绪稳定、有同情心等；而被家长拒绝的儿童，其反应是冷淡、固执等；受家长支配控制的儿

童表现出更多的消极服从、更多的依赖、更少的自信心；对家长服从的儿童，他们会表现出强烈的攻击

性。研究表明，家长采用民主化的教育模式有利于儿童的社会发展；放任式的教育，可以给予儿童更多

的自由，更少的压抑，但是，这样的教育也会让他们更少地接受到来自家长的影响，对自己的子女是不

负责的。这种教育方法在儿童社会发展初期容易导致幼儿的社会性发育不够成熟；家长对孩子过分的干

涉和保护，采取了一种专制独裁型的教养方式，会在一定程度上制约儿童的发展，如自我意识和自我教

育能力[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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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总结 

本文从父母特征、子女特征和社会文化三个大方面总结了影响父母教养方式的因素，可以帮助理解

为何产生不同家庭间教养方式的原因。并且父母教养方式对儿童心理发展的相关研究表明，父母的教养

方式会对儿童的认知、个性和社会化产生重要影响，为未来儿童教育和研究提供理论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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