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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父母教养方式是影响子女发展的直接因素，不同的父母教养方式会对子女产生不同的影响。文章对父母

教养方式的概念，测量工具及相关的研究综述，有利于我们对父母教养方式有一个全面的认识与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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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arenting style is a direct factor affecting the development of children. Different parenting styles 
have different impacts on children. This paper will review the concept, measurement tools and 
related research literature of parenting style to help us to have a comprehensive understanding of 
parenting sty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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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父母教养方式概念 

父母教养方式狭义上指父母对于子女的教育影响[1]。父母对孩子的影响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理解：育

儿目标parenting goal (父母提倡的目标)、育儿方式parenting style (家庭内的情绪氛围)和育儿实践parenting 
practice (父母为达到育儿目标所做的行为) [2]。育儿方式和育儿实践经常互换使用。然而，这两个术语应

该加以区分，因为前者侧重于父母如何养育子女，后者更侧重于父母的具体行为[3]。自 20 世纪 40 年代

以来，人们越来越关注育儿方式的研究，而不是育儿实践，因为育儿实践无法预测儿童社会情感发展的

个体差异[4]。由此，可将父母教养方式理解为育儿方式。 
还有学者对父母教养方式提出了不同的定义。Darling 和 Steinberg 提供的模型将父母教养方式定义为

一系列与孩子沟通的对孩子的态度，这些态度共同创造了一种情感氛围，在这种氛围中父母的行为得以

表达。这些行为包括父母履行父母职责的特定、目标导向的行为(称为育儿行为)和非目标导向的父母行为，

如手势、语调变化或情绪的自发表达[2]。Baumrind 认为儿童的个性形成并非由父母的某一个行为决定，

而是受到父母整个行为模式的影响[5]。 
综上，父母教养方式是父母在与儿童交互作用产生的一种稳定的行为模式及由此产生的情感氛围。 

2. 父母教养方式维度 

父母教养方式是心理学研究的重点领域，不同学者对父母教养方式的维度提出了不同的看法。

Baumrind 根据两个主要的亲子养育维度——“要求”与“反应”将父母教养方式类型化、模式化，分为

权威型、专制型和放任型和拒绝–忽视型四种[6]。权威型的父母要求高，反应快。高要求体现在他们对

孩子的高期望上，他们希望孩子既自信又有社会责任感，既自律又能合作等。但同时他们是温暖和支持

的，对孩子的行为会给予明确的标准和监督，而不是用严厉和惩罚性的方法来实现父母的控制。专制型

父母要求很高，但没有回应。这些父母重视服从和尊重权威。他们按照绝对的行为标准和通过严厉和惩

罚性的方法，塑造、控制和评价儿童的行为和态度。宽容型父母要求不高，但反应强烈。他们对孩子采

取宽容、接受的态度，表现得很低控制和监督，很少要求成熟的行为，在养育孩子时很热情，同时避免

与孩子发生冲突。拒绝–忽视型既不要求也不回应，他们既不支持孩子也不监督孩子，并且可能会积极

拒绝或完全忽视他们抚养孩子的责任。Skinner 等人提出了育儿方式的六大核心特征：温暖、拒绝、结构、

混乱、自主支持与强制。我国学者根据我国的文化也对父母教养方式的维度进行了划分[7]。杨丽珠等人

从溺爱性、民主性、放任性、专制性与不一致性这几方面探讨母亲的教养方式[8]。陈世民在控制论的视

角下提出了父母教养方式的六个维度：关爱与支持、父母价值观与期望、意愿冲突处理方式、交流与监

督、指导、目标达成与否反应方式[9]。 

3. 父母教养方式的测量 

国内外父母教养方式的测量方式主要以回顾性自称问卷为主，即让被试回忆成长过程中父母对待自

己的方式来考察父母的教养方式。较早的父母教养方式问卷是由瑞士学者 Perris 于上世纪八十年代编制

的父母教养方式问卷(EgnaMinnenav Barndoms Uppforstran) [10]。标准版的 EMBU 包括四个核心维度：拒

绝、情感温暖、过度保护和偏爱被试。问卷由父亲和母亲两部分组成，各 81 道题，题目内容完全一致，

分别测量父亲和母亲的教养方式，具有良好的信度和效度。 
后来我国学者岳冬梅等人修订了 EMBU 中文版。在预测之后通过因素分析对 162 个题目进行筛选，

最后确定父亲教养方式问卷由 58 个题目组成，包含“情感温暖、理解”、“过分干涉”、“惩罚、严厉”、

“拒绝、否认”、“过度保护”、“偏爱被试”六个维度；母亲教养方式问卷由 57 个题目组成，包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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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感温暖、理解”、“过分干涉、过度保护”、“惩罚、严厉”、“拒绝、否认”、“偏爱被试”五

个维度[11]。 
由于中文版的 EMBU 问卷题量过多、父亲和母亲问卷维度的不一致以及我国实施计划生育之后，许

多家庭都是独生子女，孩子没有兄弟姐妹，“偏爱被试”这一维度已失去意义。Arrindell 等人根据题目

内容和心理测量学指标从标准版 EMBU 中抽取出 46 道题，形成简式父母教养方式问卷(Short-Egna 
Minnenav Barndoms Uppforstran)。从而成功简化了标准版 EMBU。修订后的 s-EMBU 只存在拒绝、情感

温暖和过度保护三个维度[12]。后来，蒋奖，鲁峥嵘等人又在 s-EMBU 的基础上修订了 s-EMBU-C 
(Short-Egna Minnenav Barndoms Uppforstran for Children)问卷，分为父亲版和母亲版，将题量减少到 42
题，各由三个维度组成，分别为：拒绝、情感温暖和过度保护[13]。 

还有学者根据父母教养方式的不同分类理论也编制有相应的问卷。Buri 根据 Baumrind 父母教养方式

分类，编制了父母权威问卷[14]。该问卷是用于评估青少年对其父亲和母亲所采用的教养方式的回顾性自

陈问卷。问卷包含父亲和母亲两个版本，每个版本各包括 30 个条目，其中权威维度，专制维度和放任维

度各 10 个条目，该问卷中文版由周亚娟等人进行了修订[5]。Abidin 等人编制了社会背景问卷–印度尼西

亚版青少年报告，该工具由六个父母维度组成，即温暖、拒绝、结构、混乱、自主支持和胁迫，这六个

维度与 Skinner 等人提出了六个核心育儿维度相契合，每个维度有四个项目[7]。参与者以 4 点利克特量

表(1 = 完全不正确，4 = 非常正确)回答问卷。研究报告称，社会背景问卷–印度尼西亚版青少年报告具

有良好的内部一致性和可靠性[15]。 
综上所述，父母教养方式的问卷编制呈现简化的趋势，题量不断变少，维度也根据现实的国情发生

了改变，对问卷维度的划分有积极方面也有消极的方面。 

4. 父母教养方式的相关研究 

4.1. 父母教养方式对子女发展的影响 

4.1.1. 父母教养方式对子女认知发展的影响 
维果斯基认为，儿童认知能力的发展受到各种社会因素的影响，而家庭作为儿童成长的微观系统，

父母教养方式对儿童认知的影响不容小觑。有研究指出权威型教养方式有利于青少年的学业成就，而放

任型的教养方式则不相关[16] [17]。有实证研究发现温暖、理解的教养方式与创造性正相关，而惩罚、严

厉的教养方式与创造性负相关[18] [19]。李明提出权威型和宽容型教养方式对儿童的认知发展总体上优于

专制型和放任型。但对不同认知能力儿童群体的影响具有异质性。在普通认知能力的儿童群体中，权威

型教养方式更加有利；在高认知能力的儿童群体中，宽容型教养方式更为有利[20]。李寿欣和李波考察了

在中国的文化背景下，父母教养方式与认知方式的关系，指出父母对子女采取较多的过分干涉、过分保护

及惩罚、严厉的教养行为，会促成儿童场依存性认知方式的形成，因为过分控制或者惩罚子女，迫使他们

顺从权威，会失去独自锻炼的机会，从而形成了场依存性的认知方式。研究还发现，父亲偏爱的教养方式

有利于儿童形成场独立性的认知方式，因为在中国的文化背景下，父亲是家中的权威，受到父亲偏爱的

儿童会让儿童更自信，愿意去尝试新鲜的事物，形成独立意识，发展场独立性的认知方式。此外，母亲

采取拒绝否认这一教养方式有助于儿童发展成场独立性认知方式[21]。单梦肖等人探讨父母教养方式对不

同性别子女创造性思维的影响，结果发现父亲温暖、理解与女性子女的发散思维负相关，父亲惩罚、严

厉与女性子女的发散思维正相关；母亲温暖理解、偏爱被试和拒绝否认与男性子女的发散思维正相关[22]。 

4.1.2. 父母教养方式对子女人格发展的影响 
人格研究一直是心理科学领域中的重点和热点[23]。张建人等研究发现父母关爱与子女的反社会人格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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碍症状呈显著负相关，父母对子女的温暖的教养方式有利于儿童人格的健康发展，形成积极乐观、自信的人

格特点。而父母控制则与子女的反社会人格障碍症状呈显著正相关[24]。孙岩等研究发现民主性的教养方式

正向预测小学生人格外倾性、亲社会性的发展[25]。王中会和张建新提出在积极的教养方式下，儿童倾向于

形成积极的人格特点[26]。赵辉等人探讨父母教养方式与在校医学生人格特征的关系发现父亲冷漠拒绝与人

格中的忧虑性呈正相关，与稳定性、有恒性呈负相关；母亲冷漠拒绝与敏感性呈负相关，与活泼性和怀疑性

呈正相关[27]。寇冬泉以父母教养方式问卷和创造性人格量表为研究工具，对 337 名幼儿进行为期 18 个月

的追踪研究，考察幼儿创造性人格和父母教养方式的发展变化及其二者间的关系。结果发现幼儿创造性人格

与专制型教养方式之间呈负相关，与放任型教养方式无相关，与民主型教养方式呈正相关[28]。 

4.1.3. 父母教养方式对子女社会化发展的影响 
儿童的社会化问题从上世纪 80 年代以后，越来越受到关注。家庭是儿童社会化的主要场所，也是社

会化的最先执行者和基本执行者[29]。父母作为儿童发展的重要他人，是儿童社会化学习的榜样，在与儿

童互动的过程中，其社会化的价值观念以及社会化的道德观念会潜移默化地传递给儿童，对儿童的社会

化发展产生影响。良好的父母教养方式将有利于促进儿童的社会化发展，提高社会化水平；相反，消极

的父母教养方式会使青少年形成不良的人际交往方式，不利于其社会化发展[30]。这一结论也在许多学者

的研究中得以证实。何晓燕等人发现父母情感温暖教养方式能正向预测子女的社会适应，负向预测消极

适应；父母拒绝教养方式能正向预测积极适应和消极适应；父母过度保护教养方式能正向预测消极适应

[31]。社会化情绪是儿童应对社会人际关系、适应社会的重要心理技能[32]。研究表明父母拒绝、强迫等

消极教养态度程度越高，儿童的情绪性问题行为越多[33]。另外，有研究发现父母采取不同的鼓励独立与

探索及控制施压等积极的教养方式对 12~36 个月幼儿情绪社会性发展的能力起促进作用，母亲采取惩罚

的教育方式对 12~36 个月幼儿情绪社会性的外化情绪有影响[34]。自我概念不是与生俱来的，也不单纯

是个体生物成熟的结果，而是个体在社会化过程中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有研究发现母亲情感温暖的

教育方式有利于子女形成较高的自我概念，而父亲过分干涉、父亲过度保护、母亲过度干涉与保护形成

较低的自我概念[35]。 

4.2. 父母教养方式的影响因素 

已有研究表明父母教养方式对儿童的认知发展[20] [21]、人格发展[24]、社会化发展[30]、学业成就

[16] [17]等都有不可忽视的作用。那么影响父母教养方式的因素又有哪些呢？有研究发现父母的受教育水

平社会经济地位会影响父母的教养方式，社会经济地位高的父母越倾向于权威教养方式[36]，受教育水平

高的父母较少使用消极的教养方式，而受教育水平较低的父母倾向于消极的教养方式，如挑剔挖苦、限

制干涉等教养方式。另外，父母性别的不同教养方式也有所不同，母亲比父亲对孩子更常使用鼓励理解

方式[37]。从相互作用的角度来看，子女自身的特点(包括先天特点)是父母教养方式的重要影响因素之一

[38]。还有研究结果发现，城市与农村父母对子女的教养方式也有所不同，城市父母教养方式比农村父母

有更多的过分干涉、拒绝、否认，这可能与城市生活节奏快、竞争激烈，而使父母对自己的子女有更高

的期望，使子女成才，从而采用严厉惩罚、过多干涉的教养方式有关[39]。此外，人格也是影响父母教养

方式的一个重要因素。当父母较为外向、积极情绪较多时，其对孩子的需求更为敏感，表达更多的温暖；

而当父母的神经质得分较高、消极情绪较多时，则会更多地关注自己而非孩子，对孩子采取惩罚、回避、

过度控制等方式[40]。 

5. 结论 

综上所述，针对父母教养方式的定义，不同学者有不同的看法，另外，国内外学者针对父母教养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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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的测量也编制了许多的问卷，问卷总体上呈现简化的趋势。在父母教养方式的相关研究中，学者们主

要探讨了父母教养方式对子女发展的影响以及其影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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