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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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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们对父母元情绪理念对儿童问题行为的影响展开了研究，多数研究

结果表明父母元情绪理念能够显著预测儿童问题行为。同时以往的研究也存在缺少中介或调解因素、影

响发生机制尚不明、研究维度单一等不足，未来应拓展理论研究的广度、深度，这对于父母元情绪理念

理论的系统构建和应用价值的提升均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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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arental meta-emotional philosophy is a series of organized views and concepts about emotions, 
which are a set of emotions, behaviors, attitudes and concepts generated by parents in the face of 
self and children’s emotional performance. Scholars have studied the influence of parental me-
ta-emotional philosophy on children’s problematic behaviors, and most of the results show that 
parental meta-emotional philosophy can significantly predict children’s problematic behaviors. At 
the same time, the previous research also has the lack of intermediary or mediation factors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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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mechanism of influence is not yet clear, the research dimension is single. The breadth and 
depth of theoretical research should be expanded in the future, which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the systematic construction and application value of the theory of parental meta-emotional phi-
losop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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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成长环境的日益复杂化，儿童情绪及与情绪相关的行为问题受到持续性关注。家庭是儿童社会

化的早期场所，从父母情绪社会化角度探讨儿童社会适应已成为当前研究的热点。父母的情绪社会化是

指父母与子女的交往过程中，通过示范、教养等方式对儿童情绪表达、理解和调节能力，以及所伴随

的社会行为的塑造过程(梁宗保，张光珍，陈会昌，张萍，2012)。社会适应是儿童社会化结果的具体体

现，儿童的情绪问题、行为问题、同伴关系以及亲社会行为都是其适应能力的表现。作为影响父母情绪

社会化的重要因素之一，父母元情绪理念与儿童问题行为之间的关系成为近十几年的研究热点。本文将

围绕元情绪理念的内涵、测量、其与儿童问题行为关系的已有研究成果及未来的研究展望等方面进行阐

述。 

2. 父母元情绪理念的研究现状 

2.1. 父母元情绪理念的概念 

Gottman 等人在元认知研究的启发下提出了元情绪的概念，认为元情绪(Meta-emotion)是指面对某种

情绪所产生的情绪或感受。父母元情绪理念(Parental metaemotion philosophy)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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ttman, Katz, & Hooven, 1996)。 
Eisenberg (1996)认为父母元情绪理念的提出标志着元情绪和家庭情绪社会化时代的到来，同时也提

出了自己的质疑：父母元情绪理念是否仅为简单的情感性养育方式。Katz 等人从结构效度和预测效度两

方面进行量化分析，通过研究对上述质疑进行了回应，提出要重点关注“元情绪”中“元”所代表的含

义，并认为父母元情绪理念是父母教养方式的一个单一维度(Katz, Gottman, & Hooven, 1996)。 
我国台湾学者叶光辉的观点与 Gottman 等人的观点基本相一致，他认为，“元情绪理念”是个体对

情绪相关事物的各项执行功能，包括对自己或他人各式情绪行为有一套特定的情绪反应、认识、理解、

评估及运用，具有觉知及指挥情绪运作的功能，可以用来体察情绪行为的动机，同时调整自己在特定情

境下的情绪表现，必要时还可以作为引导或教化他人如何处理情绪事件的重要依据。父母元情绪理念是

指主要照顾者对于自己或子女的各种情绪所持的一套特定的情绪反应、认识、理解、评估及运用(叶光辉，

2002)。 
后来的学者对父母元情绪理念界定大多与 Gottman 和叶光辉的概念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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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父母元情绪理念的理论基础 

元情绪的“元”在心理学领域的运用可以回溯到哲学范畴，是指个体对自我的反思或自我证明悖论

的思考(Nelson, 1996)，美国哲学家 Tarski 首次将其引入对自我意识的研究中。这不仅为元意识理论的建

构提供了基础，也被心理学家用来构建元记忆、元认知等概念。Salovey 等以元意识和元认知理论为依据，

在吸收当代情绪智力理论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于 1995 年提出“元情绪”的概念，认为元情绪是一种

主体对自我情绪的觉察、体验和调控的能力。 
元情绪理论的发展与情绪智力理论密切相关。由于国内外学者们对情绪智力的内涵和结构本身存在

分歧，情绪智力的理论和实证研究的整合存在较大障碍。而在情绪智力理论研究基础上发展出来的“元

情绪”概念，因其明确的对象性和可操作性成为实证研究者们渴望的研究对象。在借鉴情绪智力的研究

成果之后，很多学者将情绪的自我意识、情绪的标准评价、情绪调节视为元层次水平的心理加工过程。 
Mayer 和 Salovey (1997)认为情绪智力是指能够对情绪的感知、评价和表达准确把握的能力，为促进

思维而接近和产生情绪情感的能力，理解情绪和情绪知识的能力，控制情绪并推动情绪和智力发展的能

力。他们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把情绪智力划分情绪觉察、情绪运用、情绪理解和情绪管理四个维度。基于

情绪智力的理论基础和结构维度，Salovey 等编制了特质性元情绪量表(TMMS)，元情绪结构表现为三种

成分即情绪注意、情绪辨别、情绪恢复。TMMS 作为情绪智力的一种测量工具，从实证角度给出了元情

绪的理论结构。 
Gottman 等人(1996)在关于父母如何对待孩子情绪的研究中提出了元情绪的概念，他认为如果说元认

知是将自己的认知当作认知的对象，那么元情绪则将自己的情绪当作认知的对象，是人们对自己情绪产

生的情绪(即初级情绪时的次级感受或情绪)的认知，是指个体对自我与他人情绪的一套有组织的感受与

认知。 
国内学者许远理也借鉴了情绪智力理论和元认知理论，认为他提出的内省情感智力的三要素与元认

知结构中的三要素(元认知知识、元认知体验、元认知监控)是完全对应的，因此把内省情绪智力中的感知

和体验能力、表达和评价能力、调节和控制能力作为建构元情绪理论的三个组成部分，提出元情绪就是

一种主体对自我情绪的觉知、评价、描述与监察的能力，以及对其产生的原因、过程、结果进行反刍分

析和调控的能力。 

2.3. 父母元情绪理念的维度和测量 

Gottman 等人(1996)编制了元情绪访谈来评价元情绪理念的各个要素。元情绪访谈是考察父母对自己

和子女各种情绪反应的半结构访谈，具体的问题集中在被访谈者的意识、接纳和对自己消极情绪的调节，

这些要素被用来表征元情绪理念的组成部分。Gottman 等人通过观察 4~5 岁学前儿童自然状态下的亲子

互动，以及对父母进行半结构式的访谈，收集父母对悲伤、愤怒情绪的感受、表达和控制的理念及父母

对儿童这些情绪的反应来测量父母元情绪理念。他们发现不同的父母在面对愤怒、悲伤等负面情绪的反

应存在较大的差异，有的父母认为儿童出现消极情绪反应是增加亲子亲密关系的良机，应该接纳并引导

儿童以社会接纳的方式宣泄情绪；有的父母认为儿童不应表现出负面情绪，应忽视或尽快压制。父母之

所以在面对自身和子女情绪反应时表现出巨大差异，是因为父母在觉察自我或子女情绪时的敏感性和接

纳性，以及对情绪反应的教养态度不同。因此，根据情绪觉察和教导两个维度区分出两种不同的父母元

情绪理念，即情绪教导(Emotion-coaching)和情绪摒除(Emotion-dismissing)。情绪教导理念指父母对孩子

情绪觉知敏感，了解孩子的各种情绪反应，接纳并帮助孩子正确指称情绪感受，与孩子共同解决情绪问

题。情绪摒除理念指父母持消极情绪有害的观念，试图尽快改变或消除消极情绪，通过忽略、转移注意

或惩罚等方式来消除孩子的消极情绪反应，并使孩子认识到消极情绪是应该被排斥的。Cowan (1996)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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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除了以上两种类型的元情绪理念之外可能还有更多的元情绪理念，他认为有些父母可能并未完全卷入

自己和孩子的消极情绪，从而对消极情感不知所措，导致紊乱情况。 
Katz 等人(Katz, Wilson, & Gottman, 1999)编制了元情绪访谈(修订版)来评价元情绪理念的内容，从父

母对自己情绪的意识、调节，以及对孩子情绪的接受程度和训练等方面，进行严格的编码分析，结果证

实了 Cowan 的推测。他们发现有些父母在面对自身或子女消极情绪反应时，会表现出情绪调节困难和紊

乱，并将其命名为情绪紊乱理念(Emotion-dysfunction)，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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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叶光辉认为 Gottman 等人的研究仅就被访谈者的觉察、接受和对消极情绪的调节进行评估，还需进

一步了解是否存在其它具有意义性的理念类型(叶光辉，郑欣佩，杨永端，2005)。他通过对中国台湾北部

4~6 岁学前儿童父母的访谈及观察自然状态下亲子真实互动，从觉察、接受、沟通、原因、处理和教导

等 6 个方面出现的特征差异，编制了父母元情绪理念量表。研究发现除情绪教导、情绪摒除、情绪紊乱

三个维度外，中国父母有时候面对孩子的消极情绪并无特别的态度倾向，而是任由孩子自由表达而不做

任何干涉或反应，并将其命名为情绪不干涉理念，并认为情绪不干涉也是中国父母比较常见的元情绪理

念之一(叶光辉等，2005)。在叶光辉所编制的父母元情绪理念量表中，共设置了 42 个题目，如：“我会

引导孩子试着把生气的感觉说出来”、“孩子生气时我会直接纠正他”、“孩子生气时我很难控制自己

的情绪”、“我不会在孩子生气的时候跟他讲话”等。根据父母的元情绪理念特征将其分为情绪教导、

情绪摒除、情绪失控和情绪不干涉四种类型，该量表在国内相关研究中被普遍使用，被证明具有较高的

信度和效度。 

3. 父母元情绪理念与儿童问题行为关系的研究 

父母元情绪理念对儿童问题行为存在着直接的影响。国内外研究显示，不同类型父母元情绪理念与

儿童问题行为的关系不尽相同。 
父母情绪教导理念得分较高时，其儿童表现出较好的情绪调节能力、有效的问题解决能力、良好的

同伴交往能力和较少的健康问题(Gottman, Katz, & Hooven, 1996)，在面对同伴的攻击性行为时能使用较

恰当的交往策略，表现出较强的社交能力(Katz et al., 2008)，这意味着他们更容易适应社会，会表现出更

多的亲社会行为(Lagacé-Seguin & Coplan, 2005)。我国研究学者也发现，母亲情绪教导理念显著负向预测

青少年内外化问题行为，父亲情绪教导理念显著负向预测青少年内化问题行为(何晓丽，袁小龙，胡铭，

周丽晨，2020)。持有情绪教导理念的父母，其儿童表现出较好的社会能力和较少的行为问题，而且母亲

持有的情绪教导理念越多，儿童呈现出的亲社会行为也越多(梁宗保等，2016)。 
父母情绪摒除理念与儿童不良的社会适应问题显著正相关(Dunsmore et al., 2016)。情绪摒除理念对儿

童问题解决能力、社会能力、情绪能力等均有不良影响(Gottman, Katz, & Hooven, 1997)，父母持有的情

绪摒除理念越多，儿童出现适应不良的情况也越多(Lunkenheimer, Shields, & Cortina, 2007)，如情绪摒除

理念得分较高的母亲，其儿童的社会能力和行为调节相对较弱，且表现出较多的问题行为。国内研究也

发现，母亲的情绪摒除理念能够负向预测幼儿的社会能力，正向预测幼儿的问题行为(梁宗保，张光珍，

陈会昌，2012)，但也有研究结论与上述不一致：父母的情绪摒除理念与青少年问题行为无显著相关(何晓

丽，袁小龙，胡铭，周丽晨，2020)，这可能与我国社会文化因素有关。 
父母情绪失控理念和情绪不干涉理念目前研究结果还比较零散。在对幼儿的研究中显示，母亲情绪

失控理念与儿童的愤怒攻击行为和焦虑退缩行为显著正相关(梁宗保等，2016)；父亲的情绪失控理念与儿

童的外显问题显著正相关，而与其社会能力显著负相关(衡书鹏，2014)。在对青少年的研究中也显示，母

亲情绪失控理念显著正向预测青少年内外化问题行为，父亲情绪失控理念显著正向预测青少年外化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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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何晓丽，袁小龙，胡铭，周丽晨，2020)。父母情绪不干涉理念也正向预测儿童的内外化问题行为(严
嘉新，2020)，如母亲情绪不干涉理念正向预测儿童后期的愤怒攻击、焦虑退缩等行为(梁宗保等，2012；
2016)。但也有研究显示，父亲情绪不干涉理念与青少年问题行为不相关，这可能与在东方文化背景下，

母亲承担了主要的教养责任而父亲与孩子相处的时间较少有关(何晓丽，袁小龙，胡铭，周丽晨，2020)。 
父母元情绪理念与儿童问题行为之间的关系除了直接影响外，还会受到其他变量的影响。如有研究

结果表明，父母元情绪理念无法直接影响儿童的攻击行为，但父母情绪教导理念可以通过提升个体的情

绪调节能力进而减少儿童攻击行为(Ramsden & Hubbard, 2002)。Cunningham 等人(2009)证明父母元情绪

理念可以通过影响青少年的情绪理解和情绪调节进而对个体内化和外化问题产生影响。还有研究发现母

亲情绪教导理念和情绪摒除理念通过教养态度和青少年自身情绪调节能力对青少年忧郁产生间接作用

(邱雅沂，2005)。有学者认为，父母元情绪理念可能会通过影响儿童的情绪能力，进而作用于儿童的社会

适应行为(梁宗保等，2016)。此外，儿童气质等因素在父母元情绪理念与儿童问题行为之间起着调节作用

(胡瑞等，2017)。 
综合上述研究，父母元情绪理念对儿童问题行为有着直接和间接的影响。我国关于父母元情绪理念

与儿童问题行为间关系的探究还处于起步阶段，如父母情绪失控理念和情绪不干涉理念与儿童问题行为

的研究结果较少。 

4. 未来研究展望 

父母元情绪理念及儿童问题行为的关系及其影响机制尚不明确，中介变量和调节变量的研究有待进

一步丰富。影响父母元情绪理念的因素研究极少，虽然许多研究证实父母元情绪理念能够显著预测儿童

问题行为，但是父母所持有元情绪理念的影响变化机制尚不明确。关于父母元情绪理念各单一维度的研

究较多，各维度间的交互作用对儿童问题行为影响的研究还较少，需要进一步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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