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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我国家庭教育问题成为社会热点的背景下，为进一步推动父母教育方式领域研究的进步，本研究采用

CiteSpace对知网和Web of Science近十年父母教养方式研究的文献记录进行知识图谱分析。国内外分析

结果呈现出相似的特点：1) 研究对象为学生群体，涵盖大中小学生以及特殊儿童；2) 结果变量涉及学

生的行为与心理健康；3) 研究方法多采用问卷调查的形式；4) 情绪问题和代际传递是父母教养方式领

域未来的研究热点。最后，本研究围绕分析结果为我国父母教养方式领域的研究提出了针对性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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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nder the background that the issues of family education in our country have become hot spots in 
society, to further promote the progress of the research in the field of parental education styles,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ass
https://doi.org/10.12677/ass.2024.131086
https://doi.org/10.12677/ass.2024.131086
https://www.hanspub.org/


马铭宁 

 

 

DOI: 10.12677/ass.2024.131086 636 社会科学前沿 
 

this study uses CiteSpace to analyze the knowledge Atlas of the literature records of parental edu-
cation styles from the last 10 years on Knowledge-based networks and Web of Science. The analy-
sis results at home and abroad show similar characteristics: 1) The research object is the student 
group, including college and primary school students and special children; 2) Outcome variables 
involve students’ behavior and mental health; 3) The research methods are mostly in the form of 
questionnaire survey; 4) Emotional problems and inter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 are future re-
search hotspots in the field of parenting styles. Finally, based on the analysis results, this study 
puts forward some specific suggestions for research in the field of parenting styles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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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家庭教育是一切教育的基础，贯穿孩子的一生、影响孩子的发展。近年来，各级政府、社会和父母

高度重视孩子的教育问题，使得家庭教育成为了社会热点。2021 年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第三十一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指出家庭教育是“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为

促进未成年人全面健康成长，对其实施的道德品质、身体素质、生活技能、文化修养、行为习惯等方面

的培育、引导和影响”。《家庭教育促进法》中明确了家长的责任与义务，认为家长在家庭教育中负有

主体责任。家庭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父母的言谈举止、生活方式、教育态

度，都会在不同程度上对孩子产生影响。其中父母教养方式是家庭教育中最常见的研究变量。 
父母教养方式是指父母在抚养和教育子女的过程中所表现出的相对稳定的行为风格和特征(Parker, 

1979)，包括了父母和孩子相处过程中的言语和情感。Baumrind (1976)将父母教养方式分为三类：权威型、

宽容型和专制型。Snow (1983)进一步丰富了该理论，补充了忽视型教养方式。父母教养方式对子女的认

知、人格[1]、社会化发展[2] [3]、学业成就[4]、心理健康[5]和问题行为[6] [7]等都具有重要影响。 
自《家庭教育促进法》颁布以来，家庭教育问题就备受关注。父母教养方式作为一个“老生常谈”

的研究，如何破除研究的瓶颈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为此，本文旨在通过回顾国内外近十年父母教养

方式的文献，回顾该领域的研究历程、探寻研究热点，揭示国内外怀旧的研究现状和差异，以便厘清未

来该领域的研究方向，更好地促进我国父母教养方式相关研究的发展。 

2. 方法 

2.1. 数据来源与检索策略 

本研究选用中国知网(CNKI)数据库和 Web of Science (WOS)核心合集数据库作为检索数据库，可以

在较大程度上分别展现国内和国际的研究成果，检索时间为 2023 年 8 月 19 日，具体检索策略如下。 
在 CNKI 的专业检索中采用的检索式为：TI = “父母教养方式” − “综述” − “进展”。因为目

的是探究发展前沿，时间范围选定为 2013 年至 2022 年(近十年)，最终得到 667 条记录。 
在 WOS 核心合集中选择高级检索，采用的检索式为：(((((TI = (Parenting style)) OR TI = (Paren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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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ttern)) OR TI = (child-rearing style)) AND DT = (Article)) AND LA = (English)) AND PY = (2013~2022)，
最终得到 584 条记录。 

2.2. 分析方法 

CiteSpace 软件版本为 6.1.R3。时区选择了 2013 年至 2022 年，时间切片长度设置为 1，阈值设定为

Top 50 Per Slice，以突显关键节点。在减枝方法上选择了寻径(Pathfinder)，其余选项按照软件默认设定进

行设置。 

3. 结果与分析 

3.1. 发表情况 

我国从 2013年到 2022年父母教养方式相关研究年发文数量在 67篇上下波动(如图 1)，2015年和 2017
年涨幅最明显，近几年有略微下降的趋势，总体上与前几年持平。国外年发文数量约 58 篇，总体上呈现

逐年递增的趋势(如图 2)。 
 

 
Figure 1. Trends in the publication of research articles on parenting styles 
in China 
图 1. 国内父母教养方式的研究文章发表趋势 

 

 
Figure 2. Trends in the publication of research articles on foreign parent-
ing styles 
图 2. 国外父母教养方式的研究文章发表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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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国家和机构分析 

国家和机构分析的目的在于发现该研究领域具有重要地位的国家和机构。对国内的文献进行机构分

析，结果显示：华中师范大学心理学院发文数量最多，其次是新乡医学院心理学系以及北京师范大学认

知神经科学与学习国家重点实验室等 9 家单位。对国外的文献进行国家分析发现：美国(count = 203)对该

领域研究最深入，其次是西班牙(count = 47)和澳大利亚(count = 22)。 

3.3. 关键词分析 

3.3.1. 高频词分析 
对关键词分析可以探测该领域的研究热点和前沿。基于 CNKI 和 WOS 梳理对父母教养方式研究的关

键词进行分析，图谱结果如图 3、图 4 所示。 
 

 
Figure 3. Research keyword map of domestic parenting styles 
图 3. 国内父母教养方式的研究关键词图谱 

 

 
Figure 4. The study of foreign parental rearing pattern keyword atlas 
图 4. 国外父母教养方式的研究关键词图谱 

 

基于 CNKI 对父母教养方式中的研究的关键词进行分析，排列前十的高频词和高中间中心性词如

表 1 所示。大学生出现频次最高，其次是教养方式，青少年、初中生、学生等关键词出现频次也很高，

这表明父母教养方式的研究多以学生群体作为研究对象，贯穿学生的初中、高中乃至大学阶段，也提示

我们父母教养方式与学生的心理健康息息相关，不容忽视。总体而言，提取出的关键词可以划分为三类，

第一类是以大学生、青少年、初中生等研究对象为代表的关键词；第二类是以教养方式、应对方式、心

理健康、人格等研究变量为代表的关键词；第三类是以中介作用、中介效应、回归分析等研究名词为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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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的关键词。 
 

Table 1. High frequency words and high intermediate words in the study of domestic parenting styles 
表 1. 国内父母教养方式研究高频词以及高中间中心性词 

序号 关键词 出现频次 序号 关键词 中间中心性 

1 大学生 112 1 大学生 0.34 

2 教养方式 73 2 教养方式 0.31 

3 青少年 41 3 青少年 0.23 

4 初中生 32 4 初中生 0.15 

5 心理健康 32 5 心理健康 0.14 

6 学生 31 6 回归分析 0.13 

7 应对方式 27 7 人格 0.12 

8 中介作用 22 8 学生 0.10 

9 中学生 20 9 应对方式 0.10 

10 中介效应 20 10 中介作用 0.09 

 
由表 2 可知，从频次上看，教养方式和青少年出现频次很高，其次是行为、模式，还有家庭、儿童、

母亲以及权威型。由此可以看出，国内外对于父母教养方式的研究均集中在儿童青少年群体，特别之处

在于国外还着重强调了母亲在父母教养方式中所起的作用。从中间中心性上看，问卷、童年、学业成就、

育儿压力、心理健康、抑郁症状均是中间中心性大于 0.1 的关键词。由此可以得出：国外父母教养方式

领域的研究多采用问卷调查的形式，结果变量涉及孩子的学业成就、心理健康、抑郁等。 
 

Table 2. High frequency words and high intermediate words in the study of foreign parenting styles 
表 2. 国外父母教养方式研究高频词以及高中间中心性词 

序号 关键词 出现频次 序号 关键词 中间中心性 

1 parenting styles 150 1 questionnaire 0.14 

2 parenting style 130 2 childhood 0.12 

3 adolescents 120 3 academic achievement 0.11 

4 behavior 97 4 parenting stress 0.11 

5 patterns 89 5 mental health 0.10 

6 family 88 6 depressive symptoms 0.10 

7 children 87 7 health 0.08 

8 adjustment 81 8 prevalence 0.08 

9 mothers 79 9 family 0.07 

10 authoritarian 69 10 children 0.07 

3.3.2. 突现词分析 
突现词是指某一个时间段内出现数量突增的关键词，能够直观展现该领域研究热点的变化。为了了

解我国近十年父母教养方式的研究热点，对该领域的文献进行突现词分析，结果发现：2013~2015 年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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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突现词“流动儿童”；在 2017~2018 年出现了突现词“高中生”。由于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流动儿童

的成长和发展问题曾经一度成为学界重点关注的课题。除此之外，学界也一直致力于对留守儿童、听障

儿童、抑郁患者、注意缺陷多动障碍儿童等特殊群体的研究，此类研究有利于加强对特殊群体的保护提

供建设性的建议。 
对国外父母教养方式领域的文献进行突现词分析，结果如图 5 所示。肥胖、能力、支持、儿童、精

神病理学等是早年关注的研究内容；2018~2020 年期间，体罚、外化问题、药物滥用曾一度成为热点；

喂养方式、情绪调节、代际传递、心理健康、教养行为是目前该领域的热点主题。由此可以得出，国外

对于父母教养方式的结果变量范围涉及更为广泛，包含了青少年常见的内外化问题以及具有国情特点的

儿童肥胖问题。值得一提的是，经由父母教养方式带来的代际遗传是当前的研究热点。研究祖辈、父辈、

子辈三代间存在的代际遗传，最典型的是研究创伤的代际遗传问题，此外还有抑郁症、焦虑症、情绪失

调、虐待儿童风险等问题的代际遗传，研究过程中还发现诸如耐心、乐观、积极应对、人格特质、性别

观念、社会情感等均存在代际遗传。研究此类问题对于指导父母采取合适的教养方式以最小程度地减少

对孩子的消极影响，最大程度增加对孩子的积极影响，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Figure 5. Analysis results of foreign emergent words 
图 5. 国外突现词分析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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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3. 关键词聚类分析 
对国内和国际父母教养方式研究关键词图谱进行聚类(见图 6、图 7)，二者的 Q 值分别为 0.584 和 0.392，

表明聚类结构显著；二者的 S 值分别为 0.860 和 0.724，说明聚类结果非常理想。 
 

 
Figure 6. Clustering map of domestic keywords 
图 6. 国内关键词的聚类图谱 

 

 
Figure 7. Clustering map of foreign keywords 
图 7. 国外关键词的聚类图谱 

3.3.4. 关键词聚类时间进程分析 
对聚类后的关键词图谱进行时间线视图，得到的时间线图如图 8、图 9 所示。由图 8 可知：大孩、

代际关系、压力、控制、坚毅力、情绪问题是在 2022 年聚类的关键词，有可能进一步成为未来的研究热

点。 
 

 
Figure 8. Domestic keyword clustering map time process 
图 8. 国内关键词聚类图谱时间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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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图 9 可知，Maltreatment 和 autism spectrum disorder 是 2022 年新生成的聚类关键词，说明虐待和

自闭症是国外父母教养方式领域研究的热点。 
 

 
Figure 9. Foreign keywords clustering graph time process 
图 9. 国外关键词聚类图谱时间进程 

4. 讨论 

综上所述，本研究提出以下建议： 
1) 编制测量工具 
Perris 等人(1980)首次编制了父母教养方式评价量表(EMBU)，Arrindell 等人(1999)对 EMBU 进行了

重新修订，得到了简式父母教养方式问卷(s-EMBU)，我国学者岳冬梅等人对父母教养方式评价量表进行

了本土化，得到了 EMBU 中文版[8]。Parker(1979)编制的父母养育方式量表(PBI)在国外也得到了广泛应

用，我国学者杨红君等修订了 PBI，得到了简式父母教养方式问卷[9]。但这些量表距今已年代久远，亟

需编制新的量表。 
2) 拓宽研究变量 
回顾以往的文献发现很多研究都将父母教养方式作为前因变量，探究父母教养方式对儿童青少年的

心理和行为的影响。对国内外文献进行 CiteSpace 分析后发现，代际传递和情绪问题是当前的研究热点。

在家庭中，代际传递是指一代与下一代之间进行的信仰、规范、价值观、态度或行为的传递或交换。在

考察父母和子女代际传递的同时可以检验教养方式在二者之间的中介作用。在研究过程中，秉持着积极

心理的取向，研究可以多尝试着眼于积极的研究变量。比如抗逆力、坚毅力等。 
3) 改进研究方法 
国外关于父母教养方式的研究方法主要有三类：访谈法、问卷法、情景假设。目前我国多采用问卷

调查和实验的方法，研究方法较为单一。未来可以考虑将质性研究方法与定性研究方法结合，将访谈法

和问卷法结合进行研究。同时，也可以尝试采用情景假设，其避免了观察和访谈的缺陷，有助于获取有

关家长教养信念和目标，是挖掘家长的意愿和期望，理解家长态度的合适工具[10]。最后，也可以考虑采

用元分析技术对现有的文献做再次统计。 
4) 开展干预研究 
父母教养方式的研究从上世纪 80 年代以来就开始了，目前在该领域已有大量的文献。但始终是停留

在理论层面，未能走向实践。只有通过对各种影响因素进行干预或优化家长的教养方式，才能提高家庭

教育质量。当前我国部分开展干预研究的硕士论文大多采用团体辅导对学生进行某一行为进行干预，并

未触及底层的父母教养方式。未来或许可以开展小范围的干预研究，如特殊儿童父母教养方式的干预研

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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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论 

通过 CiteSpace 对国内外 2013~2022 年父母教养方式相关研究的文献进行了国家和机构分析、关键词

分析、突现词分析、聚类分析，对国内外近十年父母教养方式的研究热点和趋势进行了研究，得出了以

下结论： 
1) 国家和机构分析表明：在我国，华中师范大学心理学院在该领域发文量最多。在国外，美国对该

领域研究最为深入，其次是西班牙和澳大利亚。 
2) 关键词分析显示：国内父母教养方式领域的研究具有 3 个特点。第一，研究对象为学生群体；第

二，结果变量涉及学生的行为与心理健康；第三，研究方法多采用结构方程模型。国外父母教养方式领

域的研究也呈现出相似的特点。第一，以儿童青少年为研究对象；第二，较多地采用问卷调查的形式展

开研究；第三，在结果变量中更加强调孩子的学业成就和抑郁症状。 
3) 突现词分析表明：国内父母教养方式领域的研究呈现出对流动儿童等特殊群体的关注；国外父母

教养方式的结果变量的研究范围还包括肥胖、外化问题、药物滥用等，情绪调节和代际传递是当前的研

究热点。 
4) 聚类时间进程分析表明：大孩、代际关系、压力、控制、坚毅力、情绪问题是国内父母教养方式

领域研究。虐待和自闭症是国外父母教养方式领域研究的热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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