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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understand the basic situation of paternal involvement and discuss the influence 
of paternal involvement on emotional intelligence of middle school students. Methods: A survey 
of 557 middle school students in Guang’an, Sichuan province was conducted using the Chinese 
revised version (fpq-r) of the fatherhood questionnaire and the barang EQ scale (eq-i:YV). 
SPSS19.0 was statistically processed using descriptive statistical analysis, t test, variance analy-
sis, Pearson correlation analysis, multiple regression analysis and other statistical methods. 
Results: 1) The mean score of each component table was higher than the theoretical average 
(3.00); there is a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the paternal involvement level and the educa-
tion level of the father of middle school students and the gender of children. 2) The involvement 
of father education in middle school students is related to the development of emotional intelli-
gence. Through regression analysis, it is found that the emotional intelligence of middle school 
students and father involvement in parenting have a good regression. Conclusion: The way of 
father participating in parenting plays a certain role in the establishment and cultivation of 
emotional intelligence of middle school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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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了解中学生父亲参与教养的基本情况，探讨父亲参与教养对中学生情绪智力的影响。方法：采

用父亲在位问卷中文修订版(FPQ-R)以及巴昂情商量表：青少年版(EQ-i:YV)对四川省广安市的557名
中学生进行调查。对所得数据运SPSS19.0进行统计处理，采用描述性统计分析、t检验、方差分析、

Pearson相关分析、多元回归分析等统计方法。结果：1) 中学生父亲参与教养各分量表得分均值高

于理论平均值(3.00)；中学生的父亲参与教养水平与父亲的文化程度存在显著差异，与子女的性别也

存在显著差异。2) 中学生父亲参与教养和情绪智力的发展相关；通过回归分析发现，中学生情绪智

力与父亲参与教养有较好的回归。结论：父亲参与教养的方式对中学生情绪智力的建立和培养起一定

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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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家庭成员和亲子关系一直被认为是影响幼儿社会情绪能力形成的重要因素(许瑾瑾，杨育明，2015)。
父亲是家庭中重要的一员，父亲参与子女教养是家庭亲子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子女的成长和发展有

其独特的意义。国内外研究均显示，父亲经常参与家庭子女的教育和抚养，同子女参加社会活动或者游

戏等对子女的自我认知发展(李燕，黄舒华，张筱叶，俞凯，2010)、社会化(杨丽珠，董光恒，2005)和情

绪的稳定(李文道，孙云晓，赵霞，2009)起重要作用。Lewis & Lamb (2003)研究发现，父亲参与教养更有

利于青少年的适应。此外，王才康、何智雯(2002)研究表明父母教养方式对中学生良好情绪的培养的确有

一定的作用。低程度的父亲参与会导致低的情绪和行为健康水平(Flouri, 2005)。 
情绪智力是影响个体有效适应环境要求的一系列情绪的社会性知识和能力(Bar-On, 2000)。Bar-On 提

出情绪智力是影响人应付环境需要和压力的一系列情绪的、人格的和人际能力的总和，他认为情绪智力

高的个体能识别和表达他们的情绪，拥有积极的自我认同，能发挥他们的潜能并且生活得幸福。同时情

绪智力也是决定一个人在生活中能否取得成功的重要因素，直接影响人的整个心理健康(Bar-On, 2006)。
Furstenberg & Harris (1993)的研究发现，父亲与青少年期的孩子有稳固、紧密的关系，那么这些孩子会有

更好的学习、行为和情感发展的结果。 

综上所述，不论孩子处于童年期还是青少年期，父亲在其社会性、情绪和智力等方面的发展中起着

重要的作用，父亲在子女教养中的作用研究不断丰富，但是并没有研究将父亲参与教养和中学生的情绪

智力结合进行探讨。基于此，本研究欲探讨父亲参与教养和中学生情绪智力之间的关系，从父亲参与教

养的角度为中学生情绪智力的发展提供理论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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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方法 

2.1. 被试 

采用方便抽样与整群抽样相结合的方法，在四川省广安市抽取 4 所学校，对 13 个班级进行集体调查，由研

究者作为主试，在各班班主任的配合下，以班级为单位，使用统一的指导语集体施测，当场回收问卷。实测前

向被试明确解释指导语，请被试靠回忆来回答问卷，不要受父亲的某一行为时间的影响，而要对父亲的一贯行

为作出评价，并尽量保持客观、准确。被试完成父亲在位问卷和巴昂情商量表：青少年版。发出问卷 557 份，

对问卷进行审核、整理，剔除信息填写不全和倾向性作答的无效问卷。回收有效问卷 488 份，有效回收率 87.6%。

其中男生 237 人，女生 251 人；独生子女 139 人，非独生子女 349 人；城镇人口 138 人，农村人口 350 人。 

2.2. 工具 

2.2.1. 父亲在位问卷 
父亲参与教养调查采用 Krampe 等(2006)编制，蒲少华等(2012a，2012b)修订的父亲在位问卷中文版。

Krampe 等将子女内心对父亲参与教养的感知与体验，称为父亲在位，于 2006 年编制了父亲在位问卷

(Father Presence Questionnaire, FPQ)。蒲少华等基于中国文化背景对问卷进行了修订。问卷包括与父亲关

系、家庭代际关系、有关父亲的信念 3 个高阶维度。本研究只选用了问卷中与父亲关系这个高阶维度的

项目，此高阶维度下包括 5 个分量表，即对父亲的感情、父亲参与的感知、与父亲的身体互动、父母关

系、母亲对父子关系的支持。每个项目采用 5 点评分，1 = 从不，2 = 很少，3 = 有时候，4 = 经常，5 = 
总是，其中有部分题目实行反向计分。得分越高，子女越具有高品质的父亲在位，即在子女心目中父亲

参与程度和参与质量越高。本研究中，各分量表的内部一致性 Cronbach’s Alpha 系数为 0.851~0.884。 

2.2.2. 巴昂情商量表：青少年版 
采用徐小燕，张进辅(2002)在巴昂情商量表(EQ-i)基础上编制的巴昂情商量表青少年版(EQ-i:YV)量表，

该量表适合 7~18 岁的儿童青少年使用，包括 60 个项目，分为 7 个分量表：个体内部成分；人际成分；

适应性成分；压力管理能力成分；总体情绪智力；一般心境成分；积极印象。EQ-i:YV 采用四点记分法，

标准分数的平均数是 100，标准差是 15。EQ-i:YV 的解释是以项目分析、各种类别的标准分数、积极印

象成分和非一致性指标为基础的。通过因数分析、内部因数之间的相关、长式和短式的相关、与 EQ-i 的
相关、与 NEO-FFI 的相关以及与家长评定的相关考察，表明 EQ-i:YV 有较高的因数效度和结构效度。 

2.2.3. 数据处理 
对所得数据用 SPSS19.0 进行统计处理，采用描述性统计分析、t 检验、方差分析、Pearson 相关分析、

多元回归分析等统计方法。 

3. 结果 

3.1. 中学生父亲参与教养情况分析 

3.1.1. 一般情况 
如表 1 所示，中学生父亲参与教养各分量表均值都高于 3 分，五个分量表得分均值由高到低依次为

与父亲的身体互动(3.44 ± 1.01)分、对父亲的感情(3.36 ± 0.62)分、父亲参与的感知(3.30 ± 0.68)分、母亲对

父子关系的支持(3.24 ± 0.51)分、父母关系(3.04 ± 0.50)分。 

3.1.2. 不同人口统计学特征中学生父亲参与教养得分比较 
将父亲文化分为小学及以下、中学(包括初中、高中、职高)、大学及以上三组。单因素方差异分析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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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表明，三个文化组别间父亲参与教养存在差异。表现在对父亲参与感知上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 
0.05)，父亲文化为中学，子女对父亲参与的感知最高，其次为大学及以上，小学及以下最低。 

不同性别学生父亲参与教养度有差异，表现在父母感情上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1)，男生在对

父母感情方面高于女生，其他方面没有显著差异。 

3.2. 父亲参与教养与中学生情绪智力的相关及回归分析 

将中学生父亲参与教养的五个分量表得分与中学生情绪智力的七个分量表的得分进行皮尔逊相关分

析，结果发现父亲参与教养与中学生情绪智力的相关性具有统计学意义。除适应性维度外，其他 6 个维

度和父亲参与教养均存在显著的正相关。见表 2。 
进一步通过回归分析探讨父亲参与教养对中学生情绪智力的影响。以父亲参与教养的五个分量表作

为自变量，中学生情绪智力的七个分量表为因变量。以个体内部分量表作为因变量时，母亲对父子关系

的支持、对父亲的感情对个体内部有预测作用，能解释个体内部 4.6%的变异。以人际分量表作为因变量

时，母亲对父子关系的支持、对父亲的感情能解释人际 5.0%的变异，对人际有预测作用。以适应性分量

表作为因变量时，母亲对父子关系的支持对适应性有预测作用，能解释复原力 20.0%的变异。以压力管 
 
Table 1. Comparison of parent parenting involvement scores of middle school students with different population characteristics 
(M ± SD) 
表 1. 不同人口特征中学生父亲参与教养得分比较(M ± SD) 

人口统计学 
指标 

 人数 统计值 对父亲的 
情感 

父亲参与的 
感知 

与父亲的 
身体互动 父母关系 母亲对父子 

关系的支持 

父亲文化 
程度 

小学 
及以下 

67  3.27 ± 0.65 3.08±0.69 3.18 ± 0.98 3.03 ± 0.46 3.17 ± 0.52 

 中学 387  3.38 ± 0.61 3.34±0.66 3.48 ± 1.01 3.04 ± 0.51 3.24 ± 0.51 

 大学 
及以上 

34  3.20 ± 0.69 3.25±0.74 3.53 ± 1.04 3.11 ± 0.54 3.33 ± 0.47 

   F 值 2.018 4.333* 2.643 0.328 1.184 

子女性别 男 237  3.38 ± 0.58 3.33±0.68 3.51 ± 0.97 3.10 ± 0.47 3.26 ± 0.50 

 女 251  3.33 ± 0.66 3.27±0.67 3.38 ± 1.05 2.98 ± 0.52 3.22 ± 0.51 

   F 值 0.67 1.04 2.06 7.34** 0.868 

注：*P < 0.05，**P < 0.01。 
 
Table 2. Correlation analysis of paternal parenting participation and emotional intelligence of middle school students (n = 488, r) 
表 2. 父亲参与教养与中学生情绪智力的相关分析(n = 488, r) 

量表各维度名称 与父亲感情 父亲参与感知 身体互动 父母感情 母亲支持 

个体内部成分 0.169** 0.123** 0.119** 0.142** 0.194** 

人际成分 0.196** 0.174** 0.118** 0.168** 0.187** 

适应性成分 0.097 0.87 0.99* 0.81 0.143** 

压力管理成分 0.216** 0.212** 0.143** 0.202** 0.204** 

总体情绪智力 0.217** 0.190** 0.152** 0.190** 0.232** 

一般心境成分 0.213** 0.199** 0.104** 0.206** 0.201** 

积极印象成分 0.272** 0.300** 0.222** 0.197** 0.222** 

注：*P < 0.05，**P <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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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分量表作为因变量时，母亲对父子关系的支持、对父亲的感情能解释人际 6.0%的变异，对压力管理有

预测作用。以总体情绪智力分量表作为因变量时，母亲对父子关系的支持、对父亲的感情能解释人际 6.9%
的变异，对总体情绪智力有预测作用。以一般心理分量表作为因变量时，对父亲的感情、父母感情能解

释人际 5.9%的变异，对一般心境有预测作用。以积极印象分量表作为因变量时，父亲的参与感知、母亲

对父子关系的支持能解释人际 9.8%的变异，对积极印象有预测作用。结果见表 3。 

4. 讨论 

从中学生父亲参与教养情况看，各分量表得分均高于 3 分，说明父亲参与教养度总体可以接受。但

不同组别的父亲参与情况存在差异。 
父亲文化水平为中学，参与教养水平越高；父亲文化水平为大学及以上次之；小学及以下最低。Blair

等(1994)研究报告指出，父亲的文化程度越高，育儿投入更积极。徐安琪和张亮(2009)的研究也发现，高

学历的父亲参与教养各项育儿事务的概率更高，与幼儿的互动分享行为越普遍。父亲文化水平不同，往

往对于新观念的接受程度不同。父亲参与的认同理论认为，影响父亲参与最为关键的因素是对亲职身份

和角色的认同程度(张亮，徐安琪，2008)，一个父亲对父亲角色越认同，他就越有可能投入到育儿活动中，

并且当其他角色要求与父亲角色相冲突时也会优先考虑其父亲角色。父亲文化水平为中学，处于中间的 
 
Table 3. Stepwise regression analysis of father involvement and emotional intelligence of middle school students 
表 3. 中学生父亲参与和中学生情绪智力的逐步回归分析 

因变量 预测变量 R R2 B Beta F 

个体内部 

常量   2.107   

母亲对父子关系的支持 0.194 0.038 0.126 0.148 19.059** 

对父亲的感情 0.213 0.046 0.069 0.099 11.543** 

人际 

常量   2.014   

母亲对父子关系的支持对父 0.196 0.038 0.90 0.139 19.415** 

亲的感情 0.224 0.050 0.97 0.122 12.782** 

适应性 
常量   2.406   

母亲对父子关系的支持 0143 0.20 0.090 0.243 10.117** 

压力管理 

常量   2.006   

母亲对父子关系的支持对父 0.245 0.060 0.094 0.132 15.506** 

亲的感情 0.216 0.047 0.090 0.155 23.762** 

总体情绪智力 

常量   0.213   

母亲对父子关系的支持对父 0.232 0.054 0.010 0.167 27.624** 

亲的感情 0.263 0.069 0.007 0.137 17.937** 

一般心境 

常量   2.034   

对父亲的感情 0.213 0.045 0.076 0.147 23.066** 

父母感情 0.242 0.059 0.086 0.133 15.097** 

积极印象 

常量   1.834   

母亲对父子关系的支持 0.312 0.098 0.098 0.100 26.174** 

父亲参与感知 0.300 0.090 0.186 0.252 47.948** 

注：*P < 0.05，**P <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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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水平，可能使父亲对于形成父亲角色更为开阔的视野，受“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观念束缚较少，

以此对子女的生活学习各方面投入更多的时间与精力。并且中学文化水平的父亲，可能将更多的自己未

实现期望和抱负寄托在子女身上；其次，父亲文化为大学及以上，受教育程度较高，拥有的社会资源相

对较多，接触的社会圈子相对更大，投入到工作以及社会应酬的时间和精力更多，对于子女生活学习的

关注与投入将变少；而文化水平较低者，受传统观念的影响较为严重，许多父亲仍然把主要精力放在养

家糊口上，认为教育孩子是妻子的事情，没有认识到父亲教养的重要性。再有，当前竞争激烈，文化水

平较低者往往需要投入更多的时间谋求生计，无法有更多的时间投入到照顾、陪伴和教育指导孩子，因

此教养成参与度低。有必要在全社会宣传父亲参与教养的重要性，并为父亲参与教养提供指导，特别是

针对性的为低水平文化者提供指导，在时间投入较少的情况下如何保证较高的教养质量。 
子女性别影响父亲参与教养水平，男生在对父母感情方面高于女生且具有统计学意义。这与 Barnett, 

R. C.等人的研究结果一致。与女孩相比，父亲似乎更多地参与对男孩的教养(Barnett & Baruch, 1987)，并

且对男孩的教养更稳定(Radin, 1994)。Lundberg 等人(2007)发现，在有儿子的家庭中，已婚夫妇会花更多

的时间在家务上；这可能是在现在的中国社会中，“重男轻女”的观念仍旧存在；而在家庭结构中，独

生子女为男生的比重偏多，独生子女主要游戏对象是父母，而不是兄弟姐妹，相对非独生子女而言，对

父母关系察觉的敏感性要更高。在与父亲的身体互动维度上，男生的得分高于女生，这与国外 Pleck 研

究结论相符，Pleck 认为父亲对与儿子的互动比对与女儿的互动更感兴趣，也倾向于花更多的时间在男孩

身上。与此同时，在对父亲的感情、父亲参与的感知、母亲对父子关系的支持各维度上，男生的得分均

高于女生，除了受传统观念的影响，可能还与男女生的性别角色有关，女生比男生在表现上相对来说更

间接委婉。 
本研究结果提示父亲参与教养水平和中学生情绪智力之间存在广泛的显著相关。父亲参与教养的各

个方面对子女情绪智力各方面具有预测作用。这与以往研究一致，牛云霞(2015)研究显示父亲参与在父亲

的积极心理资本对高一高二学生的情绪智力的影响中起着调节作用，相对低父亲参与，在高父亲参与情

况下，父亲的积极心理资本对高一高二学生情绪智力的积极影响作用要更强。 
父亲参与教养的五个因子对子女的情绪智力具有预测作用。对父亲的感情能够预测孩子情绪智力。

父亲与孩子的亲密感及父子感情的满意程度能使青春期孩子在情绪智力方面得到良好的发展，有利于中

学生采取积极乐观的应对方式，也有利于中学生对学习生活做出高水平的评价，对青春期孩子的发展起

到积极作用。 
父母关系对孩子的情绪智力有较好的预测作用。父亲关于自己婚姻关系的看法一直是影响他们参与

教养和教养满意度的最有力的预测变量。研究表明，当父亲对他自己的婚姻满意时，他不仅会更多地参

与子女教养，而且也更能理解子女在情绪上的变化。父母的关系亲密、婚姻质量高、家庭和睦可以有效

促进子女的心理健康发展，在遇到困难时采取积极的、成熟的应对方式解决问题，孩子相应也会形成更

加积极乐观的性格，对于学习生活的满意度相对较高。 
母亲对父子关系的支持对适应性有预测作用。Neville & Parke (1997)强调母亲的态度对父亲参与孩子

抚育的决定作用，母亲对丈夫的育儿技能和参与活动感兴趣，以及对父亲参与水平的评价，都对父亲参

与教养产生影响。母亲认为丈夫的育儿能力天生是低的，这种态度与父亲的参与程度呈负相关。陈建强

(2002)则在研究中指出父亲的态度决定是否参与教养，母亲的态度则决定着父亲如何参与教养。由此可见，

家庭成员(尤其是妻子)对父亲参与教养态度，直接影响父亲参与教养的水平，家庭成员越支持，父亲参与

教养的程度越高。如果母亲对父子关系有敏锐的觉察能力，在父子关系出现危机时能调节父子关系，在

生活的细微处懂得使父子关系更融洽，在对孩子的适应力方面提高有促进作用，孩子不仅能够更加包容

的接纳环境，也能使自己更好的被环境所接纳，以适应社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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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中学生父亲参与教养和父亲的文化程度，子女的性别有较大影响，父亲参与教养水平对

中学生情绪智力有重要的作用，高程度和高水平的参与有利于中学生情绪智力的形成和发展，有助于中

学生养成个体内部的完整性、人际交往、适应性、压力应对、心境明亮开阔以及乐观向上等优秀品质。 

5. 研究结论 

中学生父亲参与教养水平受自身文化与子女性别的影响，父亲参与教养对中学生的情绪智力有重要

影响，高程度的父亲参与教养有利于中学生情绪智力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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