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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西方学者戈特曼(Gottman)受元认知研究启发提出的父母元情绪理念近几年受到国内外学者的关注，指

父母对子女以及自己的各种情绪反应的认知、理解、反应和感受。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父母元情

绪理念作为一种家庭情绪教育理念，通过家庭环境，直接影响到小学生的社会适应。综合国内外的实证

研究，从父母元情绪理念的概念、类型与测量；社会适应的概念及测量，来分析和论述父母元情绪理念

与小学生社会适应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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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oncept of parental meta emotion proposed by Gottman, a western scholar inspired by meta-
cognitive research, has attracted the attention of scholars at home and abroad in recent years. It 
refers to the cognition, understanding, reaction and feeling of parents to their children and the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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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wn emotional reactions. Parents are the first teachers of their children. As a family emotional 
education concept, parents’ meta emotion concept directly affects the social adaptation of primary 
school students through the family environment. By comprehensive empirical research at home 
and abroad, from the concept, type and measurement of parental meta emotion concept, the con-
cept and measurement of social adaptati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arents’ meta emotional 
concept and primary school students’ social adaptation is analyzed and discus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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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父母元情绪理念的概念、类型与测量 

(一) 父母元情绪理念的概念 
西方学者戈特曼(Gottman et al., 1996)等人受到元认知等有关研究的影响，提出元情绪这一概念。元

认知，是个体对自己的注意、记忆、思维等认知活动的认知。元情绪是指面对某种情绪所产生的情绪或

感受。父母元情绪理念是一系列有关情绪有组织的看法和观念，是父母面对自我和儿童情绪表现时所产

生的一组情绪、行为、态度与理念等思维模式。自父母元情绪理念的提出，许多研究者对父母元情绪理

念进行了深入的探讨。目前，研究者基本上认为父母元情绪理念与其他教养理念一样，影响个体的心理

发展和社会适应。但与一般教养理念不同的是，父母元情绪理念为情绪领域所特有(Eisenberg et al., 1998) 
(叶光辉，胡台丽，许木柱，2002)且对教养结果的作用方式不同。通常情况下，作为一种教养理念，父母

在与儿童青少年互动过程中，呈现出独特的态度和行为模式，它并不直接影响教养结果，但却能营造某

中情绪氛围，潜移默化地让儿童倾向于接受或者拒绝父母的教养行为。而父母元情绪理念则可能直接影

响教养结果(梁宗保，严嘉新，张光珍，2020)。也有一些学者质疑上述观点，如(Cowan, 1996)质疑父母的

元情绪理念是否只有有效养育的作用，是否仅仅是简单的情感性养育方式，并对其做了增值贡献。(Katz 
et al., 1999)等人对结构和预测有效性做了量化分析以回应上述质疑，并提出关注元情绪的“元”的内涵

的建议。(叶光辉，郑欣佩，杨永瑞，2004)认为，父母元情绪理念是父母对自身和子女的情绪的感知、了

解、评价和处理，能够直觉性的感受到自身或子女表现出的情绪反应背后最真实的目的或需求，是主要

照顾者自身在特定情境下进行适当情绪表达或作为引导或教授其他个体处理情绪流露的重要依据。 
(二) 父母元情绪理念的分类及测量 
根据国内外学者的研究以及父母对儿童不同情绪反应的理解，将父母元情绪理念进行了分类，在父

母元情绪理念的基本概念已形成共识的基础上，许多研究者尝试发展各类测量工具对父母元情绪理念的

结构进行探讨。 
(Gottman et al., 1996)等人探讨了元情绪理念的要素。他们编制了《元情绪访谈》评价元情绪的要素。

《元情绪访谈》是一种半结构访谈，主要聚焦父母如何对自己和子女的情绪进行反应，例如父母的意识、

调节消极情绪的策略等。他们发现在应对负面情绪上，父母之间的反应存在显著的差异，这种差异主要

是由于父母在对自我或者子女的情绪的敏感性不同以及对情绪反应的教养态度不同导致的。基于情绪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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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和情绪教导两个维度，父母元情绪理念主要包括情绪教导理念和情绪摒除理念。前者指父母对儿童情

绪觉知的敏感程度，通常能够以恰当的方式接纳和帮助孩子区别情绪感受；后者是一种消极的父母情绪

理念，通常试图消除消极情绪，采用回避、注意转移或者惩罚等方式减少孩子消极的情绪反应，使孩子

感受到消极情绪应该被排斥。(Gottman et al., 1996)等人提出的两种类型的父母元情绪理念的前提是父母

卷入了来自自己或孩子的消极情绪，但一些父母可能并未卷入到负性情绪中。(Katz et al., 1999)等人基于

此，编制了《元情绪访谈(修订版)》来探讨元情绪理念的类型。他们发现，父母元情绪理念还存在一种情

绪紊乱理念类型。情绪紊乱理念指父母对自我或孩子的情绪感到手足无措，无法在短时间内调节平复。

台湾学者(叶光辉，郑欣佩，杨永瑞，2004)等人通过访谈和自然观察实验法，认为亲子互动的差异主要表

现在觉察、接受、沟通、原因、处理和教导等，基于此项研究结果，他们发现除了情绪教导、情绪摒除、

情绪紊乱三种类型的父母元情绪理念外，还有一种情绪不干涉理念，即指父母对孩子的消极情绪反应无

特别的态度和意向，放任孩子自由表达任何情绪而不予干涉或反应。这种情绪不干涉理念在中国父母身

上更为常见。 

2. 社会适应的概念与测量 

(一) 社会适应的概念 
对于社会适应这一概念，学术界并未达成一致的看法。斯宾塞最早提出“社会适应”这一概念(陈会

昌，1995)，他认为个体可以通过顺应、同化和遵从等实现对生活内在与外在关系的自主调试。在国外，

一些学者将社会适应理解为个体作为人类，应当保持独立和承担的社会责任的一种机能(邹泓，余益兵，

周晖，刘艳，2012)。一些学者则把社会适应当作一种心理过程，是个体改变自己的行为方式以达到与环

境平衡相处的过程(Hannum & Dvorak, 2004)。在我国，(戴斌荣，柴江，2011)等从对外和对内两个角度，

将社会适应理解为个体对外调节和对内控制的一种能力。不同的研究者对社会适应的定义各不相同。美

国智力落后协会(Mahoney & Bergman, 2002)对适应行为的定义为“个体达到人们期望与其年龄和所处文

化团体相适应的个人独立和社会责任标准的有效性和程度”。 
我国学者(朱智贤，1989)认为个体社会适应指“个体对现存的社会生活方式、行为准则以及道德规范

的接受过程”。采用此种视角的学者还有我国台湾心理学家(张春兴，1991)，他认为个体社会适应指“个

体不断地接受学习或修正各种的社会行为和生活方式，以求符合社会的标准与规范，最终与社会环境维

持一种和谐的关系”。 
笔者综合各类学者对于社会适应的看法，发现社会适应包含两个方面的特征：一是个体自身与外在

环境保持外在的和谐，二是个体心理保持内在的平衡，内在平衡和外在和谐两者之间相互联系紧密。 
(二) 社会适应的内容与测量 
由于对社会适应的概念，各个学者所持观点不同，使得对社会适应的衡量标准也不尽相同。国外最

早开始研究社会适应，其中较为典型的社会适应的研究者及其测量方式如下： 
社会适应包含的内容非常丰富，具有不同的内容结构。(Crick & Dodge, 1994)等人将社会适应归纳为

三个方面：与同伴交往程度，表现出适应性、有能力的社会行为的程度以及抑制厌恶、能力不足行为的

程度。他们认为可以通过儿童被同伴接纳的程度、儿童对同伴的攻击性程度、儿童在同伴互动中退缩的

程度三个指标来考察儿童的社会适应状况。(Chen & French, 2008)将社会适应分为积极社会适应和消极社

会适应：积极适应行为一般包括社交主动、敏感合作、受同伴欢迎等亲社会行为；消极适应行为一般包

括愤怒攻击、违纪、焦虑、退缩等适应不良行为问题。社会主动性和行为控制是儿童社会能力的两个主

要方面。(Jackson & Tisak, 2001)认为，亲社会行为就是人们在社会交往中所表现出的谦让、帮助、合作、

分享。甚至为了他人利益而做出自我牺牲的一切有助于社会和谐的行为及趋向。所以帮助、合作、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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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慰、捐赠、谦让等常被作为典型的亲社会行为进行研究。(Kim & Lee, 2015)认为幼儿的自我控制可以

很好地解释其社会能力，在个体为了达到社会所期望的发展目标，需要不断地学习或修正自身的行为表

现和生活方式。在此过程中，个体需要控制自己的行为，使之更加符合社会规范和期望，因此自我控制

无疑是良好的社会适应中的一项必备技能。Gunzberg (Judge, 1978)提出从四个方面测量社会适应，这四个

指标分别是：自理能力、沟通能力、社会化以及职业能力。这也是被当前大多数研究者借鉴最多的一个

测量理论。此外，针对智力落后儿童，美国智力落后协会(Lambert, 1981)专门制定了社会适应行为量表，

该量表主要针对 3~17 岁的儿童青少年。量表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测量个体日常事务处理的能力，主要

针对其处理事务的独立性和责任心进行测量；另一个部分测量与个体人格和行为有关的不适应性行为。

Achenbach 等人总结了大量的儿童精神科临床实践，制定了《儿童行为检测量表》(苏林雁，李雪荣，罗

学荣，万国斌，杨志伟，1998)，该量表从儿童的情绪、行为和社会能力三个角度，对个体的社会适应进

行了测量。该量表在我国也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在我国，研究者对于社会适应的研究，大多数根据国外研究的测量或依照本土实际情况，自行拟定。

例如，我国在国外《儿童行为检测量表》的基础上进行本土化修订，编制成《Child Behavior Checklist (CBCL)
家长用表-中国修订版》，主要测量儿童的社交能力和行为问题。这一量表在我国应用较广。(姚树桥，龚

耀先，1993)等人制定了针对 3~12 岁儿童的《儿童适应行为评定量表》，(王永丽，林崇德，俞国良，2005)
编制的“儿童社会适应量表”用于评估小学生社会适应发展状况。(陈伟民，桑标，2002)将自我控制归纳

为克制一个优势反应而执行一个劣势反应的能力。自我控制是个体对自身心理和行为的主动掌控，儿童

自我控制能力培养则是儿童社会化重要目标之一。自我控制能力不仅在早期儿童心理发展中占据重要地

位，同时也对个体今后的发展产生深远影响，有研究证明如果在自我控制方面得分较高，预示着儿童社

会适应良好，会拥有更理想的人际关系。 

3. 父母元情绪理念与社会适应的关系 

相关学者的研究表明父母的元情绪理念直接影响儿童社会适应，且这种影响在许多国家都得到了证

实。例如，加拿大研究者(Lunkenheimer, Shields, & Cortina, 2007)通过对一些家庭的研究，发现母亲的情

绪教导理念得分较高的家庭，其儿童的亲社会行为也更多。持情绪教导理念的父母，他们的孩子在遇到

激惹性情境时，表现出更灵活的交往策略和社交能力(Katz et al., 2008)。欧洲一些学者的研究则表明，持

有情绪摒除理念的父母，他们的孩子表现为更多的非适应性行为，且与情绪摒除理念正相关。(Gottman et 
al., 1996)的实证研究显示，父母的情绪教导理念与儿童三年后的外化问题行为关系密切，也与儿童的内

化行为问题呈负相关。(Eisenberg et al., 1998)等人认为，父母的情绪教养目标或理念会引发不同的情绪社

会化行为，而情绪社会化行为导致儿童不同的情绪唤醒水平，进而对情绪做出不同反应，最后影响到儿

童的社会能力，在每一个过程中都会受到儿童气质等因素的调节。Denham (Denham & Queenan, 2003)等
人提出，父母的情绪社会化行为首先会影响儿童的情绪理解和表达等情绪能力，而情绪能力进一步影响

儿童的社会行为。Lagacé (Lagacé & Coplan, 2005)采用母亲情绪风格问卷和元情绪访谈对加拿大童年早期

儿童的研究发现，在情绪教导理念上得分较高的父母，其孩子表现出了更多的亲社会行为。支持了父母

元情绪理念对儿童社会适应的直接作用关系。(Lunkenheimer, Shields, & Cortina, 2007)等对欧洲中西部低

收人群体进行家庭叙事任务研究发现，父母情绪摒除理念则与儿童不良的适应性行为显著相关。 
在我国，除了发现情绪教导理念和情绪摒除理念与上述类同的结果外，还对情绪紊乱理念和情绪不

干涉理念进行了探究。他们发现，持有情绪紊乱理念或情绪不干涉理念的父母，儿童呈现更多的外显问

题和社会适应不良问题(衡书鹏，2014)。胡瑞(胡瑞，梁宗保，张光珍，邓慧华，2017)等采用追踪设计对

459 名儿童的父母进行调查，考察父母元情绪、情绪反应与儿童社会适应的复杂作用关系。结果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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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控制前测儿童社会适应后，1) 母亲的鼓励表达在情绪教导和儿童的违纪攻击、害羞焦虑，父亲的情感

关注在情绪教导和儿童的违纪攻击之间起中介作用；2) 父母的关注在情绪教导和儿童违纪攻击之间起中

介作用。 
梁宗保(梁宗保，张光珍，陈会昌，张萍，2012)等认为父母元情绪理念对社会适应的影响，其作用可

以归结为：父母持有不同的元情绪理念，使得他们在亲子互动中表现出不同的情绪社会化行为，进而影

响到家庭的氛围。一般来说，父母持有情绪教导理念，在家庭中会更加积极表达情绪，对儿童的消极情

绪有更多的接纳，形成积极的家庭氛围。在积极氛围中成长的儿童，对社会规则也能更好的内化，表现

为良好的社会适应性。相反，经常接受父母负性情绪表达的儿童，他们则表现为更多适应不良。 

4. 结论和展望 

综上所述，通过对文献的总结和思考，发现虽然关于父母元情绪理论的研究较多，但还存在一些问

题： 
首先，许多研究虽然表明，父母元情绪理念作为一种教养方式，对儿童的情绪能力、学业投入及成

绩、社会关系及心理健康水平等都有重大的影响，但大多数研究关注的是母亲元情绪理念对儿童的影响，

对父亲元情绪理念与儿童发展的关系关注不足。父亲作为家庭的重要角色，对儿童的影响举足轻重，父

亲的元情绪理念如何影响儿童值得探讨。 
其次，父母元情绪理念最初分为情绪教导理念和情绪摒除理念，后来研究者进一步探讨，补充了父

母情绪紊乱和情绪不干涉理念。现有研究者对情绪教导和情绪摒除理念进行了较多关注，但对父母情绪

紊乱和情绪不干涉理念的研究较少，且结果比较零散，特别是情绪不干涉理念，在西方国家研究更少，

但这一理念在很多中国家长身上很常见。 
最后，研究表明，教养方式对儿童社会适应有直接的影响，也有间接的影响。父母元情绪理念理作

为一种教养方式，对儿童社会适应的影响已经被大量的实证研究所支持。 
父母对自身和子女情绪反应所持的认知态度或理念，决定了其在儿童情绪社会化过程中的情绪反应、

教养行为。在对近 30 年国内外研究梳理的基础上，从情绪教养视角分析了父母元情绪理念的内涵演变，

其在儿童社会化过程中的影响机制、年龄效应、调节因素及元情绪训练干预等。关于父母元情绪理念的

研究，未来还需在国内加大本土化研究，发展多样化测量方法，在拓展研究内容的基础上完善理论研究，

进而探索教育培养的实践干预，改善父母元情绪理念以促进儿童健康的社会适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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