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dvances in Psychology 心理学进展, 2023, 13(3), 720-727 
Published Online March 2023 in Hans.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ap 
https://doi.org/10.12677/ap.2023.133087   

文章引用: 王振宏(2023). 父亲参与教养对幼儿社会性发展的影响与实践路径. 心理学进展, 13(3), 720-727.  
DOI: 10.12677/ap.2023.133087 

 
 

父亲参与教养对幼儿社会性发展的影响与 
实践路径 
——以依恋理论为视角 

王振宏 

阜阳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安徽 阜阳 
 
收稿日期：2023年2月5日；录用日期：2023年3月6日；发布日期：2023年3月14日 

 
 

 
摘  要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父亲角色期望的转变，父亲参与教养成为现代养育的必然趋势。社会性发展是幼儿社

会化的开端，有利于促进幼儿更好地适应社会。在幼儿社会性发展的过程中，父亲参与教养是一个关键

影响因素。父亲是否能够参与到幼儿的养育中来往往跟父亲的依恋模式有关。安全型依恋模式的父亲更

愿意参与幼儿教养，通过敏感觉察幼儿内在状态和及时回应幼儿需求，构建良好的夫妻关系，投入足够

多的时间和高质量的陪伴来促进幼儿社会性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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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society and the change in fathers’ role expectations, fathers’ partici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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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on in parenting has become an inevitable trend in modern parenting. Social development is the 
beginning of young children’s socialization and helps promote better social adjustment. In the 
process of young children’s social development, fathers’ involvement in parenting is a key influen-
cing factor. Whether fathers are involved in the parenting of young children is often related to their 
attachment patterns. Fathers with secure attachment patterns are more likely to be involved in 
their children’s parenting by being sensitive to their children’s internal states and responding to 
their children’s needs in a timely manner, building a good couple relationship, and investing enough 
time and quality time with their children to promote their social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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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社会性发展是幼儿社会化的开始，有利于幼儿更好地适应社会(刘丽莎等，2013)。幼儿社会性发展与

父母教养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在以往的研究中，由于母亲是主要养育者，是幼儿主要的依恋对象，所

以大多关注母亲教养对幼儿社会性发展的重要影响(Sajedi et al., 2020; Rubin, Burgess, & Hastings, 2002)。
但随着社会的发展，父母社会角色的转变，父亲在幼儿养育过程中有着更多的教养时间和教养行为，相

对于母亲而言对于幼儿社会性的发展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父亲参与教养对于幼儿健康发展至关重要，可以促进幼儿社会适应能力的发展(李晓巍，2016)、提升

心理健康水平(马爽等，2019)、构建良好父子关系(Cabrera, 2020)以及提高自尊水平(武晓婷，2014)等。虽

然一系列的研究表明父亲在幼儿发展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但与母亲角色相比，对于父亲角色的研究

仍然很少。男人作为父亲的角色正在发生改变。这种对父亲角色感知的显著变化创造了一种新的身份，

它与以往的父亲角色有所不同，表现为更有教养，更善良以及具有更多的情感回应。大多数新一代的父

亲都在努力试图去平衡工作角色和父亲角色之间的冲突，积极参与到幼儿的生活中去。以往研究不仅探

讨了父亲参与教养对于家庭健康和幼儿心理健康发展的影响，同时也探讨了影响父亲参与教养的因素以

及提升父亲参与教养的策略，大多从社会因素，家庭因素和个体因素三个方面进行阐述。 
研究欲从依恋视角探讨父亲参与教养对幼儿社会性发展的作用，在了解影响父亲参与教养因素的基

础上提出相应对策，为今后有关幼儿社会性发展的干预研究提供思路。依恋理论是在客体关系基础上，

由英国学者 John Bowlby于 1969提出，描述婴儿与主要养育者之间存在的一种特殊情感关系(Main, 1996)。
父亲在参与养育幼儿的过程中，如果自身是安全型依恋模式，具有较高的心智化水平，则能很好地与幼

儿进行情感互动，在高质量的互动基础上帮助幼儿建立安全感和信任感，以此促进幼儿安全依恋，心智

化和社会性等方面的发展。 

2. 父亲参与教养对幼儿社会性发展的作用 

依恋理论的出现将父亲角色的地位从一个支持者转变为主要的依恋对象。婴幼儿不仅可以与母亲建

立依恋关系，也可以和父亲建立依恋关系，此时父亲成为婴幼儿生命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客体。安全的父

子依恋关系可以促进幼儿依恋、心智化和社会性等方面的发展。父亲参与教养对幼儿社会性发展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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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2.1. 构建良好的亲子关系 

近几十年，社会对父亲角色的期望正在发生转变，从传统为了生计的角色到期待父亲能更多参与到

儿童的养育过程中来，与儿童之间有更多的情感互动。同时，父亲对育儿和参与儿童教育的兴趣也在不

断增加，表现为能积极主动地参与到儿童的教养过程中(Sanderson & Thompson, 2002)。婴幼儿与不同的

依恋对象可以形成不同的依恋模式，在此基础之上会发展出不同类型的亲子关系。父亲在与幼儿情感互

动时，作为主要的依恋对象，如果具有安全的依恋模式，通常可以敏感觉察幼儿的需求并及时回应，有

利于形成民主型的亲子关系。当幼儿在现实生活中遭遇挫折或者与母亲的依恋关系是不安全依恋风格而

感到痛苦时，可以及时寻求父亲的安慰和保护，然后重新探索客观世界。一项通过对 218 名 3~5 岁幼儿

母亲的研究发现，父亲参与教养可以有效减少母亲的养育压力，对于亲子关系的发展具有一定促进作用

(Kim & Moon, 2022)。因此，父亲参与教养不仅可以与幼儿之间形成良好的父子关系，也可以减轻母亲的

养育压力，促进母子关系的发展，从而构建良好的亲子关系。 

2.2. 促进同伴关系的发展 

父亲参与教养可以为幼儿的成长提供一种安全感，有利于幼儿与他人建立健康的关系。幼儿与父母

之间形成的依恋关系为幼儿同伴关系的发展奠定了基础。父子依恋关系的发展不同于母子依恋关系。与

母亲相比，父亲可能在与游戏相关的活动中更为积极，但在照顾孩子方面略为被动。此外，幼儿和父亲

一起玩的游戏可能涉及更多的是体育活动。父亲在情感上鼓励幼儿玩游戏，从而帮助幼儿发展自信，信

任他人以及探索外部世界。父亲参与教养可以有效提升幼儿的人际智力，促进同伴交往能力的发展(Verani, 
Somad, & Warmansyah, 2022)。通过对土耳其 105名 5~6 岁幼儿的研究发现，父子关系与幼儿的亲社会性、

攻击性、同伴伤害行为显著相关。由此可见，父子关系可以显著预测幼儿同伴关系的发展(Ogelman & 
Ahmet, 2020)。另外一项对中国 297 名幼儿及其父亲的调查研究得出同样的结论，父亲参与教养有利于促

进幼儿同伴交往能力的发展(王跃，2015)。 

2.3. 促进性别角色的发展 

父亲参与教养对幼儿性别角色的发展起着非常关键的作用。幼儿性别角色的发展经历三个阶段，分

别为初步掌握性别角色知识阶段，自我中心地认识性别角色阶段和刻板地认识性别角色阶段。在这三个

阶段中，父亲参与教养对于幼儿性别角色的发展至关重要。然而，关于父母对子女性别角色发展的影响

程度和作用机制，主要的心理学理论之间缺乏共识。从传统的精神分析角度来看，在儿童早期对同性父

母的认同是性别角色发展的核心；社会学习理论则认为儿童性别角色的发展与对男孩和女孩的差异强化

以及儿童对同性父母的观察模仿学习有关；认知理论认为，儿童通过处理各种与性别相关的信息，将自

己以男性或女性的身份社会化，而父母只是一个来源。研究发现父亲缺位家庭中的男孩相对核心家庭中

的男孩来说缺少男子气质，对于女孩来说则难以与异性相处(Bennett & Leventhal, 1983)。因此，父亲参与

教养对于男性幼儿和女性幼儿性别角色发展的影响是不一样的。对于男性幼儿来说，父亲参与教养可以

帮助其认同父亲角色，形成果断、坚强、勇敢等方面的特质；对于女性幼儿来说，父亲参与教养可以帮

助其形成对男性角色的认知，影响今后与异性的交往。 

2.4. 促进亲社会行为的发展 

幼儿期是亲社会行为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亲社会行为通常被定义为旨在有利于他人的自愿行为，

包括合作、分享、助人、安慰和公德心等方面(Hay, Payne, & Chadwick, 2004)。以往研究主要集中在幼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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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母亲的关系对亲社会行为的影响，而忽略了父亲的角色。母亲和父亲参与孩子活动的数量和质量之间

存在显著差异，表现在陪伴幼儿的时间，参与活动的类型以及互动方式等方面。一项通过对 168 名 3~6
岁幼儿的调查研究发现，父亲参与教养与幼儿亲社会行为之间呈现显著相关关系，这可能跟父亲高水平

参与家庭日常生活以及倾向于与幼儿从事游戏活动有关(Ferreira et al., 2016)。而父亲参与教养对幼儿亲社

会行为的影响可能是通过父子依恋关系起作用(黎志华等，2012)。较高程度的父亲参与教养有利于形成安

全型的父子依恋关系，进而影响幼儿的亲社会行为。父亲参与教养对幼儿亲社会行为的影响更多地在于

规则的建立，这与母亲参与教养对幼儿亲社会行为的影响是不同的。 

2.5. 减少攻击性行为 

幼儿社会性行为的发展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亲社会行为的发展，另外一方面是反社会行为的

发展，而反社会行为主要表现为工具性攻击。研究发现安全的依恋关系跟较少的攻击性行为有关(Michiels 
et al., 2008)。父母与幼儿之间进行高质量的情感互动有助于幼儿形成安全的依恋关系，发展出一种稳定

的内部工作模式，即觉得自己是有价值的、可爱的、被人喜欢的以及他人是值得信任和可靠的。这种安

全型的依恋关系可以促进幼儿情绪调控能力的发展。当幼儿在现实生活中遇到挫折时，能够主动调控自

身的情绪，积极寻求成人的帮助，减少攻击性行为。通过对 118 名 3~6 岁幼儿及其父亲的调查研究发现，

父亲的情绪调节能力与幼儿的情绪调节能力之间有明显的相关性且父亲参与教养影响双方情绪调节能力

之间的关系质量(Aninditha & Boediman, 2021)。关于青少年的研究也得出同样的结论，父亲缺位是预测青

少年暴力行为和犯罪的一个重要因素，也会影响青少年情绪调节和社会适应能力的发展(Kabi & Pereira, 
2017)。由此可见，父亲参与教养有助于形成安全的父子依恋关系，帮助幼儿建立社会规范，促进幼儿情

绪调控能力的发展，减少攻击性行为。 

3. 影响父亲参与幼儿教养的因素 

在有关父亲参与幼儿教养的影响因素研究中，主要包括四个方面，分别为父亲的个体差异、幼儿自

身特点、家庭结构和成员支持以及传统观念与社会风气(徐东，李璐，2019)。本研究欲从父亲的依恋模式

角度探讨对参与幼儿教养的影响。 
父亲安全的依恋模式与积极的养育方式有关。有关父母养育态度和养育行为的代际传递研究发现，

父母如果是安全的依恋模式，通常也会养育出安全依恋风格的孩子并且会将他们的养育行为传递给孩子

(Van Ijzendoorn, 1995)。父亲在早年成长的过程中，如果父母具有较好的敏感性和回应性，父亲一般会发

展为安全型依恋并将这种内化的良好养育方式参与到幼儿的教养过程中。在参与幼儿教养的过程中会表

现为更少的养育压力和更高效的养育行为。而如果父亲有较多不安全依恋经历，通常在养育幼儿的过程

中会表现出更少的敏感性，支持性和回应性。 
父亲依恋模式对参与幼儿教养的影响可能是通过父亲角色身份发挥作用(Youn & Kim, 2018)。根据依

恋理论，父母自身的依恋体验和表征会影响照顾他人的质量。父亲在童年时从父母那里得到敏感性和回

应性的照顾，更有可能形成关于自己是有价值的和值得被照顾的内在表征，并通过父亲角色身份影响养

育过程。父亲参与幼儿教养在很大程度上受其对父亲角色身份的认知影响，具有高度自信的父亲在养育

子女方面有更多的责任，并积极主动参与到子女的游戏中去，但在养育子女方面有高度困惑的父亲可能

对照顾孩子的责任和兴趣较少(Mcbride et al., 2005)。因此，早期与父母有安全依恋经历的父亲可能具有

较高程度的角色信心和更低的角色混淆，更有可能花更多的时间，积极主动地与自己的子女互动。如果

父亲希望自己的子女有一个安全的依恋体验，并在未来参与养育子女，那么自己则必须积极地参与到养

育过程中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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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父亲参与教养促进幼儿社会性发展的有效途径 

4.1. 敏感觉察幼儿的内在状态并及时回应 

依恋理论认为，养育质量是依恋关系发展的重要因素。特别是父母的敏感性被认为是依恋安全的主

要来源。当父母提供温暖的、有反应的、适合孩子需要的照顾时，孩子就会对照顾者产生信任感。这种

信任感表现在探索、寻求接近和安全基础等方面。敏感性一般是指父母对孩子的内在状态能够做出热情

和一致反应的能力。父亲参与教养的敏感性决定养育的质量，进而影响父子依恋关系发展，而父子依恋

关系又会影响幼儿社会性的发展。研究发现，父亲参与教养中具有较高水平的敏感性预示着幼儿在青少

年和成年阶段具有较好的认知和社会情感能力(Fagan & Iglesias, 1999)。父亲参与教养中的敏感性跟自身

依恋模式有关。当父亲是安全型依恋时，在与幼儿互动的过程中可以敏感觉察幼儿的内在状态并及时回

应幼儿的需求，这种从父母身上内化的养育能力会自动化地表现出来，以此促进父子依恋关系和幼儿社

会性的发展。下面通过一个所观察到的父子互动片段来分析父亲在养育幼儿过程中的敏感性以及该如何

敏感性地对幼儿内在状态进行觉察和回应。 
A，男，4 岁。父亲带着 A 来到小区楼下，A 想要跟其他小朋友一起玩滑滑梯，但有些怯生，不敢过

去，一直围绕在父亲身边并想要拉着父亲过去玩耍。父亲一直在玩手机，有些不耐烦，于是对 A 吼道：

“你不可以自己去玩吗？为什么要一直缠着我？别的小朋友都可以自己玩，你为什么不行？”。随后 A
哭了起来。 

在这个父子互动片段中，可以看出 A 可能是矛盾型依恋，内心有些焦虑和害怕，始终担心主要养育

者的可获得性。而父亲可能是回避型依恋，没有敏感觉察到 A 的内在状态且以拒绝和指责的方式进行回

应。在这种父子依恋关系中，A 可能会发展出糟糕的、没有价值、不被喜欢的和不可爱的自体表征，难

以建立同伴关系。长期如此，在 A 的潜意识中，也许会觉得别的小朋友不喜欢自己，也不愿意跟自己玩。

在现实生活中则表现为更多地对关系的焦虑和害怕。如果是一个安全型依恋风格的父亲，也许当看到 A
想要去玩但又有些害怕的时候会蹲下来跟 A 说：“A，爸爸看到你想要去玩滑滑梯但又不敢去，是不是

感到有些紧张和害怕，不知道该如何加入他们？需要爸爸陪你一起吗？”。在这样敏感性的回应中，父

亲描述了 A 的外在行为，对 A 的内在状态进行镜映并提供可以帮助的资源。对于 A 来说，会感受到自己

是有价值的，值得被帮助的，父亲是可以依靠和信赖的，能够有勇气去探索外在世界，与他人建立关系。

其实对于幼儿来说，内在是缺乏资源去处理各种情绪和关系的。幼儿同伴交往能力的发展起源于亲子交

往，在亲子互动的过程中，幼儿会无形内化父母对待自己的方式，学会人际交往的技能并且以这种方式

与同伴交往。如果 A 能在养育的过程中被敏感的回应，也许内心是自信的，有力量的并伴有一定的社交

技能，可以勇敢地走向前去对小朋友们说：“看起来很好玩，我们可以一起玩吗？”。 

4.2. 构建良好的夫妻关系 

从家庭系统的角度来看，母子关系，父子关系以及夫妻双方的关系都会对幼儿的社会性发展产生影

响。传统的双亲家庭为孩子的健康成长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和健康的环境。对于父亲来说，一方面要投入

更多时间和精力参与到幼儿的养育过程中，在与幼儿互动时需要敏感觉察幼儿的内在状态并及时作出回

应；另外一方面还要构建良好的夫妻关系，减少夫妻冲突。研究发现父母之间高度的、未解决的冲突与

严厉或不一致的养育行为之间存在显著相关(Harold & Sellers, 2018)。夫妻冲突可能会引起依恋和其他焦

虑，损害父母与子女建立敏感性，回应性和积极关系的能力。一种可能性是当夫妻冲突较多时，它可能

会影响父母中的一方或双方亲密关系工作模式，进而影响他们在养育过程中的行为和反应。在冲突程度

较高的夫妻中，其中一方或双方更有可能是不安全依恋类型且夫妻之间的依恋关系也是不安全的，这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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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养育质量，进而影响幼儿社会性的发展。 
夫妻自身的不安全依恋模式会导致更多的夫妻冲突，而夫妻冲突又会影响夫妻之间的依恋关系。当

父母在彼此关系中经历较低水平的冲突和暴力时，他们对可能失去关系的焦虑就会减少，并更坚定地期

望他们的伴侣在压力下会支持他们。这将使他们能够以支持和回应的方式关注他们的孩子。通过对 239
对低收入夫妻的调查研究发现，夫妻冲突与消极养育之间呈现显著相关(Cowan et al., 2019)。经过团体心

理治疗之后，这些夫妻之间的依恋关系模式逐渐发生变化，夫妻冲突减少，养育质量提高。同时还发现

对于父亲来说，抑郁和焦虑在夫妻冲突和养育之间起中介作用，但对于母亲来说却没有。意味着夫妻冲

突的减少减轻了父亲的焦虑和抑郁情绪，这使父亲能够在与孩子的关系中减少焦虑和苛刻，表现为更加

温暖、敏感性、支持性和可接近性(Pruett et al., 2019)。因此，这有利于建立安全的父子依恋关系，促进

幼儿社会性的发展。 

4.3. 投入足够多的时间和高质量的陪伴 

父亲在参与幼儿教养的过程中，需要投入足够多的时间且陪伴应是高质量的。幼儿主要是在日常生

活中以及游戏中促进社会性的发展，因此对于父亲来说，需要投入足够多的时间参与到幼儿的游戏中去。

比如可以通过角色扮演的游戏教授幼儿社会交往的技能，促进同伴关系和师幼关系的发展；可以通过讲

故事，促进幼儿移情能力的发展，学会分享、合作、安慰等，强化幼儿的亲社会行为；可以通过冒险型

游戏促进幼儿对父亲男性角色的认同，促进性别角色的发展；可以共同阅读绘本，帮助幼儿不断建立社

会规范，减少攻击性行为等。高质量的陪伴是指父亲在参与幼儿教养的过程中能全身心地投入进去，与

幼儿保持情感上的共鸣，达到情感调谐的状态。当父亲能够全身心投入到与幼儿的互动中，幼儿是可以

感受到的且有利于发展安全的父子依恋关系(王振宏，段姗姗，2022)。下面通过一个日常父子互动片段来

分析和解释如何进行高质量的陪伴。 
B，男，3 岁。父亲下班回到家，母亲正在做饭，母亲让父亲陪 B 玩一会。但父亲很累，躺在沙发上

玩手机，B 则独自坐在地上玩玩具。过了一会，B 爬上沙发，坐在父亲的肚子上。这时父亲非常不耐烦，

以训斥的口吻让 B 下来去自己玩。随后 B 回到地上，继续玩玩具。 
在这个父子互动片段中，可以看出 B 是想要亲近父亲，期望父亲能够陪自己玩。但父亲的回应却是

冷漠、拒绝和指责的，B 感到很失落，独自一人玩耍。可以感受到此时此刻 B 在压抑自己的情绪，并没

有表达出来。长此以往，也许在 B 的潜意识中会觉得表达是没有用的，不表达还可以维持这种冷漠的关

系，表达出来可能不但不会得到温暖的回应且还会遭到父亲的训斥和厌烦。如果父亲总是以这样的方式

对待 B，B 可能会发展出不好的，遭人嫌弃的和厌烦的自体表征，难以信任和依恋他人，也会拒绝他人

依恋自己，表现出较强的独立性，但这种独立是一种病态的独立，是一种经历多次失望和绝望之后的自

我依恋。如果是一个安全型依恋的父亲，也许即使自己很累，也会积极参与到 B 的游戏中去，双方在游

戏中是有情感共鸣的且感到愉快。或者此时无法陪伴 B，当 B 坐在自己肚子上的时候，父亲可以把手机

放下，抱着 B，对 B 说：“是不是想要跟爸爸玩？不过爸爸刚下班，感觉有些累，我想先休息一会再陪

你玩，好吗？我知道，现在不能立马陪你玩，你可能会感到有些失望和难过。但爸爸答应你，等会儿爸

爸休息好，一定陪你玩。”在这样的回应中，父亲表达出了自己的感受和需求，也能帮助 B 去识别和命

名自身的感受。这样会促进父子安全依恋关系的发展，B 也会无形内化这样的沟通方式，有利于 B 与他

人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高质量的陪伴并不在于时间的长短，而在于和幼儿互动的时刻能够全身心投入。 

5. 结论 

随着越来越多的母亲参与到工作当中以及社会对父亲角色期望的改变，父亲参与幼儿教养成为一个

https://doi.org/10.12677/ap.2023.133087


王振宏 
 

 

DOI: 10.12677/ap.2023.133087 726 心理学进展 
 

趋势。在当代社会中，父亲参与幼儿教养的时间和行为都有所增加，这有利于促进幼儿社会性的发展，

帮助幼儿更好地适应社会。父亲能积极地参与到幼儿的养育中，不仅可以建立安全的父子依恋关系，也

可以缓解母亲的养育压力，有利于促进夫妻关系的和谐发展和幼儿健康发展。父亲在参与幼儿教养的过

程中需要敏感觉察和回应幼儿的需求，投入足够多的时间和高质量的陪伴以及构建良好的夫妻关系，这

有利于促进幼儿社会性的发展。 

基金项目 

安徽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项目编号：AHSKY2020D97)；安徽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重点项

目(项目编号：SK2021A0401)。 

参考文献 
黎志华, 尹霞云, 蔡太生, 苏林雁(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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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临床心理
学杂志, 20(5), 705-707. 

李晓巍(2016). 父亲教育参与对幼儿社会适应的影响.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24(5), 890-893. 

刘丽莎, 李燕芳, 吕莹, 李艳玮(2013). 父亲参与教养状况对学前儿童社会技能的作用. 心理发展与教育, 29(1), 38-45. 

马爽, 高然, 王义卿, 王晓华(2019). 农村地区父亲参与现状及其与幼儿发展的关系. 学前教育研究, (5), 51-61. 

王跃(2015). 父亲参与教养与 3-6 岁幼儿同伴交往能力的相关研究. 硕士学位论文, 石家庄: 河北师范大学. 

王振宏, 段姗姗(2022). 幼儿安全依恋发展的风险因素及对策研究. 陕西学前师范学院学报, 38(3), 7-14. 

武晓婷(2014). 父亲参与教养的现状及其对幼儿自尊影响的调查研究. 硕士学位论文, 鞍山: 鞍山师范学院. 

徐东, 李璐(2019). 近五年我国关于父亲参与幼儿教养的研究综述. 吉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47(1), 
107-115. 

Aninditha, R., & Boediman, L. M. (2021). Father Involvement as Moderator: Does Father’s Emotional Regulation Influence 
Preschooler’s Emotional Regulation? Jurnal Psikoislamika: Jurnal Psikologi dan Psikologi Islam, 18, 228-242.  
https://doi.org/10.18860/psikoislamika.v18i1.12121 

Bennett, L., & Leventhal, M. D. (1983). The Role of the Father in Child Development.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Child Psychiatry, 6, 582-583. https://doi.org/10.1097/00004583-198311000-00012 

Cabrera, N. J. (2020). Father Involvement, Father-Child Relationship, and Attachment in the Early Years. Attachment & 
human development, 22, 134-138. https://doi.org/10.1080/14616734.2019.1589070 

Cowan, P. A., Cowan, C. P., Pruett, M. K., & Pruett, K. (2019). Fathers’ and Mothers’ Attachment Styles, Couple Conflict, 
Parenting Quality, and Children’s Behavior Problems: An Intervention Test of Mediation. Attachment & Human Devel-
opment, 21, 532-550. https://doi.org/10.1080/14616734.2019.1582600 

Fagan, J., & Iglesias, A. (1999). Father Involvement Program Effects on Fathers, Father Figures, and Their Head Start 
Children: A Quasi-Experimental Study. Early Childhood Research Quarterly, 14, 243-269.  
https://doi.org/10.1016/S0885-2006(99)00008-3 

Ferreira, T., Cadima, J., Matias, M., Vieira, J. M., Leal, T., & Matos, P. M. (2016). Preschool Children’s Prosocial Behavior: 
The Role of Mother-Child, Father-Child and Teacher-Child Relationships. Journal of Child and Family Studies, 25, 
1829-1839. https://doi.org/10.1007/s10826-016-0369-x 

Harold, G. T., & Sellers, R. (2018). Annual Research Review: Interparental Conflict and Youth Psychopathology: An Evi-
dence Review and Practice Focused Update. Journal of Child Psychology and Psychiatry, 59, 374-402.  
https://doi.org/10.1111/jcpp.12893 

Hay, D. F., Payne, A., & Chadwick, A. (2004). Peer Relations in Childhood. Journal of Child Psychology and Psychiatry, 45, 
84-108. https://doi.org/10.1046/j.0021-9630.2003.00308.x 

Kabi, R., & Pereira, M. (2017). Understanding Delinquency as a Sequel of Father-Son Relationship. Journal of Northeast 
Indian Cultures, 3, 102-123. 

Kim, D., & Moon, H. (2022). The Effects of Mothers’ Childhood Parental Attachment on Maternal Parenting Stress: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Paternal Involvement. Korean Association for Learner-Centered Curriculum and Instruction, 22, 
415-426. https://doi.org/10.22251/jlcci.2022.22.11.415 

Main, M. (1996). Introduction to the Special Section on Attachment and Psychopathology: 2. Overview of the Field of At-

https://doi.org/10.12677/ap.2023.133087
https://doi.org/10.18860/psikoislamika.v18i1.12121
https://doi.org/10.1097/00004583-198311000-00012
https://doi.org/10.1080/14616734.2019.1589070
https://doi.org/10.1080/14616734.2019.1582600
https://doi.org/10.1016/S0885-2006(99)00008-3
https://doi.org/10.1007/s10826-016-0369-x
https://doi.org/10.1111/jcpp.12893
https://doi.org/10.1046/j.0021-9630.2003.00308.x
https://doi.org/10.22251/jlcci.2022.22.11.415


王振宏 
 

 

DOI: 10.12677/ap.2023.133087 727 心理学进展 
 

tachment. Journal of Consulting and Clinical Psychology, 64, 237-243. https://doi.org/10.1037/0022-006X.64.2.237 
McBride, B. A., Brown, G. L., Bost, K. K., Shin, N., Vaughn, B., & Korth, B. (2005). Paternal Identity, Maternal Gatekeep-

ing, and Father Involvement. Family Relations, 54, 360-372. https://doi.org/10.1111/j.1741-3729.2005.00323.x 
Michiels, D., Grietens, H., Onghena, P., & Kuppens, S. (2008). Parent-Child Interactions and Relational Aggression in Peer 

Relationships. Developmental Review, 28, 522-540. https://doi.org/10.1016/j.dr.2008.08.002 
Ogelman, H. G., & Ahmet, E. R. O. L. (2020). The Predictive Effect of Father-Child Relationship on Peer Relationships of 

Young Childre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ducational Research Review, 5, 343-352. https://doi.org/10.24331/ijere.754272 
Pruett, M. K., Cowan, P. A., Cowan, C. P., Gillette, P., & Pruett, K. D. (2019). Supporting Father Involvement: An Interven-

tion with Community and Child Welfare-Referred Couples. Family Relations, 68, 51-67.  
https://doi.org/10.1111/fare.12352 

Rubin, K. H., Burgess, K. B., & Hastings, P. D. (2002). Stability and Social-Behavioral Consequences of Toddlers’ Inhibited 
Temperament and Parenting Behaviors. Child development, 73, 483-495. https://doi.org/10.1111/1467-8624.00419 

Sajedi, F., Doulabi, M. A., Vameghi, R., Baghban, A. A., Fakari, F. R., & Mazaheri, M. A. (2020). Social Determinants of 
Health, Maternal Involvement, and Child Development: Direct and Mediated Pathways. Iranian Journal of Child Neurol-
ogy, 14, 63. 

Sanderson, S., & Thompson, V. L. S. (2002). Factors Associated with Perceived Paternal Involvement in Childrearing. Sex 
Roles, 46, 99-111. https://doi.org/10.1023/A:1016569526920 

Van Ijzendoorn, M. H. (1995). Adult Attachment Representations, Parental Responsiveness, and Infant Attachment: A Me-
ta-Analysis on the Predictive Validity of the Adult Attachment Interview.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17, 387-403.  
https://doi.org/10.1037/0033-2909.117.3.387 

Verani, M., Somad, A., & Warmansyah, J. (2022). The Relationship of Father’s Involvement in Parenting and Interpersonal 
Intelligence of Young Children.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3, 232-239. https://doi.org/10.15408/jece.v0i0.19844 

Youn, J., & Kim, K. (2018). Paternal Attachment, Role Identity, and Father Involvement in Parenting.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pplied Engineering Research, 13, 3174-3181. 

https://doi.org/10.12677/ap.2023.133087
https://doi.org/10.1037/0022-006X.64.2.237
https://doi.org/10.1111/j.1741-3729.2005.00323.x
https://doi.org/10.1016/j.dr.2008.08.002
https://doi.org/10.24331/ijere.754272
https://doi.org/10.1111/fare.12352
https://doi.org/10.1111/1467-8624.00419
https://doi.org/10.1023/A:1016569526920
https://doi.org/10.1037/0033-2909.117.3.387
https://doi.org/10.15408/jece.v0i0.19844

	父亲参与教养对幼儿社会性发展的影响与实践路径
	摘  要
	关键词
	The Impact of Fathers’ Involvement in Parenting on Young Children’s Social Development and Practical Pathways
	Abstract
	Keywords
	1. 引言
	2. 父亲参与教养对幼儿社会性发展的作用
	2.1. 构建良好的亲子关系
	2.2. 促进同伴关系的发展
	2.3. 促进性别角色的发展
	2.4. 促进亲社会行为的发展
	2.5. 减少攻击性行为

	3. 影响父亲参与幼儿教养的因素
	4. 父亲参与教养促进幼儿社会性发展的有效途径
	4.1. 敏感觉察幼儿的内在状态并及时回应
	4.2. 构建良好的夫妻关系
	4.3. 投入足够多的时间和高质量的陪伴

	5. 结论
	基金项目
	参考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