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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 dual filial piety scale and an EMBU survey of middle school students and their parents were 
collected, and 455 parent-child matching data were collected to verify the inter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 of filial piety and the intermediary role of parenting methods in inter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 The results showed: 1) the dual filial piety has inter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 ef-
fect between parents and children, and the differentiation effect of different types of filial piety 
is significant; 2) in the transmission of reciprocal filial piety, the father’s “punishment, severe” 
dimension, the mother’s “refusal to deny” dimension and “excessive interference, excessive 
protection” dimension have significant intermediary effect; 3) in the intergenerational differ-
ence test of parenting mode, there we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the six indicators of the re-
maining parents, except for “emotional warmth, understanding”, “rejection, denial” and “pu-
nishment and severeness” in the mother’s dimension. It is explained that the parenting style of 
parents has changed in contemporary times, and the researchers make dynamic construction 
assumptions for the inter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 of filial piety based on the generational 
change of the parenting sty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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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采取双元孝道量表和父母教养方式量表(EMBU)对中学生及其父母进行调查，收集到455份亲子的配对数

据，旨在验证孝道的代际传递以及教养方式在代际传递中的中介作用。结果发现：1) 双元孝道在父母与

子女之间存在代际传递效应，且不同类型的孝道代际传递分化效应显著；2) 在互惠型孝道的传递中，父

亲“惩罚、严厉”维度，母亲“拒绝否认”维度以及“过度干涉、过度保护”维度存在显著的中介效应；

3) 在抚养方式代际差异检验中，除母亲维度中“情感温暖、理解”、“拒绝、否认”以及“惩罚、严厉”

外，其余父母亲6个指标均有显著的差异出现，说明父母亲教养方式在当代有所变化，研究者基于教养

方式的代际变迁做出对于孝道代际传递的动态性建构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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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近年来，代际传递这一新颖独特的视角或方法备受研究者们瞩目，其机制类似于发展心理学研究中

的纵向研究设计，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借助在时间维度上的连续性和传递性，从而揭示某种心理现象的发

展规律与内在机制。处于代际传递的思路下，很多心理现象和行为都会展现出不一样的内外部表现和高

度。实质上，代际性的研究是一种相互作用的、通过时间维度相联系的新颖思考方式。这种方法能够带

来更多信息与思考，从而格外具有魅力，兴起了一股“代际”思维与研究方式的浪潮。 
“孝道”是最具有中国特色并且贯穿古今的文化设计(张立鹏，2012)，近些年孝道研究领域比较认可

的模型就是“双元孝道模型”，该模型把国人的孝顺观念分为“互惠性”与“权威性”这两种在认知、

情感和行为的价值观和行为观上显著分化差异的孝道种类(Yeh & Bedford, 2003)。权威型孝道崇尚我国古

代传统孝道价值观中的“崇长尊亲”方面，可以提及的是“权威性孝道”，与戴安娜·鲍姆林德提出的

独裁型父母教养方式在内涵上更为相近(Baumrind, 1971)；而相互型孝道则和权威型孝道相反，相互型孝

顺模式更注重心灵上、情感上的关注和爱，其信念运作所依据的原则比较倾向于平等互惠，崇尚传统正

统价值观的“报”及“亲亲”的思想(李启明等，2016)。随后，叶光辉(2009)、黄光国(2009)等人分别从

不同角度对双元孝道的内涵进行了诊释。双元孝道模型用孝道信念强度组合解决了先前研究孝道时对于

孝与非孝的标准厘定不清的问题，并用两种功能不同的孝道信念更好的解释了孝道心理的运作机制。在

相关的实证研究中，其理论模型和测量工具的信、效度上也持续得到了较好的验证(叶光辉，2009)。本研

究就是基于这一模型所展开的。 
“孝道”往往是个体站在“子女”的社会角色角度下，指向“父母双亲”的，一种认知、情感和行

为的价值观和行为观的统一体。因此，“家庭”对于孝道的代际传递的影响是最为直接、强烈的。而在

家庭这一微系统中，父母对子女最直接的影响方式便是父母的教养方式。在现代，父母的教养方式和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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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早已千差万别。早期一个家庭中可能会有很多孩子，父母精力有限，并且当时忙于生计，很多孩子并

没有得到父母的关注，情感交流欠缺。衣食住行是父母提供给孩子的唯一保障，但对于心理上的诉求，

孩子很难得到父母的回应。随着社会发展，人们的观念逐渐发生变化，在长辈与孩子的良好沟通和平等

相处中，子女在父母处能得到关心，同时也会在晚辈的脑海中产生一种不同于以往的“爱与尊重”感。

总之，由于新时代的变迁，父母的教养方式发生了一定的变化。 
本研究旨在基于代际传递的视角上，以中学生及其父母为对象，采取亲子配对问卷调查的方法，探

讨父母的教养方式和孝道代际传递之间的关系，验证与探讨孝道的代际传递效应，并考查教养方式在代

际传递中的中介作用，纵向对比家庭教养方式相比以往在当代的新变化，并据此解释其对孝道代际传承

的作用。因此有着较为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2. 研究方法 

2.1. 被试 

调查地点为浙江省温州市、台州市、湖州市和金华市的 7 所中学，抽取了 575 名中学生及其父母一

方参与调查。调查共收回 455 份样本资料，整理后得到 433 份有效样本资料，问卷有效率达到 95.2%。

接受调查的被试中，父亲 139 人，母亲 280 人，未填写该信息的 14 人；父母年龄从 30 岁到 60 岁，父母

年岁均值为 42.82 岁(SD = 4.72)；男性子女 148 名，女性子女 282 名，未填写该项的 3 人；子女年龄从

12 岁到 19 岁，子女年岁均值为 15.56 岁(SD = 1.50)。 

2.2. 程序和步骤 

由于时间，精力，人员等种种限制，无法采取入户调查的方式收集数据。为了保证数据的严谨性，

研究者对于问卷的发放和回收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尽力控制无关因素的干扰。研究者实验步骤如下： 
第一步(收集父母方数据)：给某个班的学生发一个信封，信封里面包含三件东西：一张保密书和对问

卷及意图的简单描述；一张双元孝道量表；一张父母教养方式量表(其中对于两个问卷中的敏感词进行优

化或者中性化，以减少不适感)；信封由子女带回交给父母；父母一方在填写完成后，密封信封，并交给

子女带回学校。 
第二步(收集子女方数据)：在班主任老师的陪同下，给带信封的子女发放双元孝道量表和教养方式量

表，填写完成后，在回收问卷时当场用订书机订死两份数据，完成子女和父母数据的配对并当场回收所

有问卷。 

2.3. 被试调查工具 

双元孝道量表：亲子均使用李启明在 2014 年修订的双元孝道量表。包括权威的孝道和相互的孝道两

个维度，每个维度包括 8 道题目，总计 16 道题目，并采用 6 点计分。在本研究中，父母一方双元孝道总

量表的 α值为 0.827；权威型孝道分量表的 α值为 0.887；互惠型孝道分量表的 α值为 0.723，信度良好；

子女一方双元孝道总量表的 α值为 0.827；权威型孝道分量表的 α值为 0.885；互惠型孝道分量表的 α值

为 0.743，信度良好。 
父母教养方式量表：亲子均使用岳冬梅等在 1993 年改进与修改的双亲抚养方式评价量表(EMBU)。

包括父亲和母亲抚养方式两个分量表，共 66 道题。本研究绝大多数被试为家庭中的独生子女，因此删除

“偏爱”这一因子。因此，父亲方面由 58 道题构成，涵盖 5 个维度；母亲方面由 57 个题目构成，涵盖

4 个维度。问卷采用 4 点计分方式。另外，在 4 个选项之外还加入了“题目不适”，提高问卷兼容性。

在本研究中，父母一方双亲抚养方式评价总量表的 α值为 0.936，父亲抚养方式分量表的 α值为 0.8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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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抚养方式分量表的 α值为 0.846，信度良好；子女一方双亲抚养方式评价总量表的 α值为 0.894，父

亲教养方式分量表的 α值为 0.838，母亲抚养方式分量表的 α值为 0.825，信度良好。 
应特别注意的是，在本研究中，父母与子女的问卷均为相同问卷。父母的双元孝道量表测量的是父

母自身具有的孝道，父母教养方式量表测量的是父母自身所受到的教养方式(自评性质，反应爷奶辈对父

母辈的抚养方式)；同理，子女的双元孝道量表测量的是子女自身具有的孝道，子女教养方式量表测量的

是子女自身所受到的教养方式(自评性质，反应父母辈对子女辈的抚养方式)。 

2.4. 数据处理 

数据采用 SPSS 22.0 进行一般描述性统计、相关分析、和多元逐步回归，模型使用 AMOS 17.0 建构。 

3. 研究结果 

3.1. 双元孝道各维度的描述统计和相关分析 

根据父母及子女双元孝道配对问卷调查结果，合成父母和子女孝道量表各个维度得分，各维度得分

均值、标准差统计及维度间相关系数矩阵见表 1。从表中数据可知，子女权威型孝道与父母权威型孝道

呈显著正相关(p = 0.160)；子女的互惠型孝道与父母的互惠型孝道亦呈显著正相关(p = 0.257)。 
 
Table 1.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matrix of each dimension score of dual filial piety 
表 1. 双元孝道各维度得分相关系数矩阵 

  均值 标准差 1 2 3 4 

父母孝道 
1 权威性孝道 5.41 0.558 1    
2 互惠性孝道 3.78 0.698 0.415** 1   

子女孝道 
3 权威性孝道 5.3 0.591 0.160** −0.016 1  
4 互惠性孝道 3.38 0.681 0.023 0.257** 0.336** 1 

3.2. 双元孝道代际传递的直接效应检验 

研究采用多元回归分析方法，分析父母双元孝道对子女双元孝道的直接预测作用，结果见表 2，其

中，父母年龄、父母性别、子女年龄、子女性别为控制变量。由表中数据可知，父母权威型孝道对子女

权威型孝道有正向的预测作用，父母互惠型孝道对子女权威型孝道有负向的预测作用；在子女互惠型孝

道中，父母权威型孝道及互惠型孝道分别有着显著的负向、正向影响。 

3.3. 教养方式的代际差异分析 

表 3 给出了父母教养方式得分与子女教养方式得分的配对样本 T 检验结果，由表中数据可知，除母

亲维度中“情感温暖、理解”、“拒绝、否认”以及“惩罚、严厉”外，其余 6 个维度指标均存在显著

的差异。具体表现为：父亲维度中，拒绝、否认指标父母得分低于子女得分，其余四项指标父亲得分高

于子女得分；母亲维度中，过干涉、过保护指标父母得分低于子女得分。 

3.4. 父母教养方式对双元孝道代际传递模型的中介效应检验 

表 2 的数据结果表明，在双元孝道的代际传递中，二者之间直接存在显著的线性关系，而教养方式

各维度可能在其中起到中介作用。故将教养方式各个维度作为中介变量依次放入模型，分析是否存在中

介效应，各回归系数具体计算结果见表 4。由表中数据可知，权威型孝道在教养方式各个维度上均不存

在显著的中介效应，而在互惠型孝道的传递中，父亲惩罚、严厉维度、母亲拒绝否认维度以及过干涉、

过保护维度存在显著的中介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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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2. Regression Analysis of parents’ dual filial piety to children’s dual filial piety 
表 2. 父母双元孝道对子女双元孝道的回归分析 

变量 

子女权威型孝道 子女互惠型孝道 

第一步 第二步 第一步 第二步 

B SE β B SE β B SE β B SE β 

控制变

量 

父母年龄 0.003 0.006 0.024 0.005 0.006 0.038 0.003 0.007 −0.024 0.007 0.007 −0.049 

父母性别 −0.137 0.062 0.114* 0.095 0.062 −0.079 0.026 0.072 −0.018 0.072 0.07 −0.05 

子女年龄 −0.026 0.02 −0.068 0.026 0.019 −0.07 0.057 0.023 0.127* 0.047 0.022 −0.105* 

子女性别 −0.03 0.061 −0.025 0.057 0.061 −0.047 0.21 0.072 0.147** 0.216 0.069 0.151** 

自变量 

父母权威型 
孝道    0.282 0.06 0.258***    0.136 0.068 −0.105* 

父母互惠型

孝道    0.102 0.046 −0.123*    0.302 0.052 0.308*** 

R2 0.019 0.072 0.046 0.122 

F 1.882 4.319*** 4.752** 9.155*** 

 
Table 3. Analysis results of differences in parenting style methods 
表 3. 教养方式差异分析结果 

维度 父母得分–子女得分 均值差 标准差 t 自由度 p 

父亲维度 

情感温暖、理解 0.072 0.745 2.004 429 0.046 

拒绝、否认 −0.528 0.835 −13.111 429 0 

惩罚、严厉 0.117 0.873 2.763 428 0.006 

过分干涉 0.076 0.772 2.045 428 0.041 

过度保护 0.182 0.82 4.586 428 0 

母亲维度 

情感温暖、理解 −0.009 0.782 −0.23 431 0.818 

拒绝、否认 0.077 0.861 1.865 429 0.063 

过干涉、过保护 −0.141 0.734 −3.992 431 0 

惩罚、严厉 0.042 0.88 0.986 429 0.325 

 
Table 4. Test of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parenting style on the inter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 model of dual filial piety 
表 4. 父母教养方式对双元孝道代际传递模型的中介效应检验 

维度 中介变量 
对子女权威型孝道回归系数 对子女互惠型孝道回归系数 对中介变量回归系数 

父母权威型

孝道 
父母互惠型

孝道 教养方式 父母权威型孝

道 
父母互惠型

孝道 教养方式 父母权威型

孝道 
父母互惠型孝

道 

父亲 

M1 0.121* −0.057 0.170*** −0.094 0.234*** 0.096* 0.058 −0.056 

M2 0.131* −0.067 −0.007 −0.09 0.226*** 0.063 0.019 0.039 

M3 0.125* −0.055 −0.104 −0.088 0.227*** 0.012 −0.063 0.117* 

M4 0.13* −0.062 −0.081 −0.088 0.223*** 0.098* −0.013 0.056 

M5 0.127* −0.054 −0.134** −0.088 0.227*** 0.022 −0.03 0.098 

母亲 

M6 0.119* −0.054 0.163** −0.098 0.237*** 0.113* 0.076 −0.077 

M7 0.142** −0.027 −0.355*** −0.086 0.241*** −0.110** 0.03 0.114* 

M8 0.134** −0.056 −0.085 −0.091 0.222*** 0.051 0.034 0.125* 

M9 0.131** −0.056 −0.163** −0.089 0.231*** −0.028 −0.004 0.068 

*M1~M5 分别依次为：父亲“情感温暖、理解”，“拒绝、否认”，“惩罚、严厉”，“过分干涉”，“过度保护”。*M6~M9 分别依次

为：母亲“情感温暖、理解”，“拒绝、否认”，“过分干涉、过分保护”，“惩罚、严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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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讨论 

4.1. 孝道的代际传递效应 

本研究首先验证了双元孝道在父母与子女之间的代际传递效应，且不同类型的孝道代际传递分化效

应显著。父母权威型孝道对子女权威型孝道具有显著正向传递效应，父母互惠型孝道对子女互惠型孝道

具有显著正向传递效应；父母权威型孝道对子女互惠型孝道具有显著负向传递效应，父母互惠型孝道对

子女权威型孝道具有显著负向传递效应。这个结果有力的验证了国内许多关于孝道代际传递效应的研究。

国内已有相关研究给出了孝顺代际传递分化效应的解释，由于互惠型孝道的个体可以感受到来自父母的

支持和爱，可能促进子女深刻的自我反省，并自己做决定，从而有利于子女个体自主性和关系自主性的

发展，在他们做决定的时候，子女会很容易受到人际关系的左右，导致他们很难有自己的决策思想，从

而抑制个体自主性的发展(傅绪荣等，2016)。也有研究者指出，相异类型的孝道对家庭关系和子女成长有

着不一样的作用，相互型孝道对家庭关系和子女成长更为有利(Yeh, 2006)。 
整合相关理论和经验，研究者立足于家庭系统理论和社会学习理论的角度，认为绝大部分子女均处

于一定的家庭系统中，父辈的言行在子女早期价值观的形成中占据举足轻重的作用，人类学习最有效的

形式和最主要手段是观察学习，人们无意识地学习和模仿他们所看到的事物(Grusec & Davidov, 2007)。
子代的学习和认同固有的亲代文化，包括亲代与文化相关的认知及行为方式，并试图传递这种文化给下

一辈人。文化价值代际传递与遗传物质的代际传递不同，前者需要在社会中通过一定学习从而发生代际

传递现象(Schonpflug, 2001)。在家庭系统中的子女通过长期耳濡目染，内隐或外显的习得了作为国人传

统核心价值观之一的孝道信念，并通过一定的行为表现出来。已有研究显示，子女的认知情感与行为发

展与父母的一致性越高，则表明父母与子女之间的代际传递效应就越强(池丽萍，2011)。可以说这是理解

孝道的代际传递的一个主要角度，研究结果也从各个方向有力的证明了处于家庭系统内的孝道代际传递

的稳定性。 

4.2. 教养方式的代际变迁 

在本研究中，透过对两代人教养方式的配对 t 检验，还发现了一些比较有趣的现象。在本研究中，

经过统计分析，结果表明，由于经济社会文化等因素的变化，当代的父亲在“惩罚，严厉”的教养方式

的维度得分会更低，说明当代父亲不同以往严厉严肃的形象，更加懂得通过较温和的教育方式来教育孩

子，父亲与子女的关系更加亲密而有利于互惠性孝道的传递；而在“过分保护”这一教养方式下，父亲

母亲和上一辈父母亲之间均有显著差异，但父亲和母亲表现方式有所不同。父亲较少干涉和保护子女，

母亲则反而表现出更多的干涉和保护子女。在华人家庭中，母亲更倾向于与子女培养长久的母子关系，

以及分享感情关系目标与爱(Chao & Tseng, 2002)。这一现象已得到许多学者的肯定，曾蓉从不同维度出

发，研究各种主观因素和客观因素与父母教养方式的关系，当将农村的小学生作为研究对象时，研究发

现父母教养方式存在显著差异(曾蓉，2009)。 
更具体的来说，在教养方式代际差异分析中，母亲教养方式几乎在各个维度下均没有显著差异，除

了“过分干涉，过分保护”维度出现显著差异，研究者认为，这是由于当代中学生由于历史政策“优生

优育”的影响，大部分为独生子女，母亲对唯一的孩子视若珍宝，所以对于子女的过分干涉维度会有显

著提高；而父亲抚养和教育方式在所有维度下，均出现了显著的差异。说明当代父亲不同于以往父亲重

视家庭地位与权威性，教养方式趋向于温和，从“情感温暖，理解”维度的差异可以对此进行推测。针

对这种现象，研究者认为这种不同可能与父母亲的性别差异和不同时代社会文化环境交互影响而导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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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差异有关，更重要的是，这些变化均体现在对子女双元孝道传承的影响上。 

4.3. 教养方式在双元孝道代际传递效应中的中介效应 

在本研究的教养方式对孝道代际传递的中介效应检验中，研究者发现权威型孝道在教养方式各个维

度上均不存在显著的中介效应；而在互惠型孝道的传递中，父亲“惩罚、严厉”维度，母亲“拒绝否认”

维度以及“过干涉、过保护”维度存在显著的中介效应。这进一步说明了在对双元孝道的代际传递中，

教养方式并不是按照相同的机制发生作用的，不同性别，不同家庭地位的家长主体通过侧重教养方式的

不同维度对不同的孝道模式产生影响。例如，在互惠型孝道的传递中，父亲主要通过“惩罚、严厉”维

度产生作用，而母亲则从“拒绝否认”维度以及“过干涉、过保护”维度产生显著的中介效应，其他维

度则不产生显著的影响。那些对子女产生较强烈、较直接影响的教养方式子维度在双元孝道的代际传递

中，有着较其他维度更突出的中介调节作用，如“惩罚”、“干涉”、“拒绝”等维度的中介效应，意

味着子女面对父母的不同教养行为时，对于教养方式不同维度的行为的敏感性是不一样的。这也启示家

长在教育孩子的时候，父亲和母亲应在不同方面采取不同的改变，方可以对子女的孝道产生良好的调节

作用。这一研究结果，对于家庭系统中父母有意识地进行孝道教育的实践具有一定的应用价值。 

4.4. 孝道代际传递的动态性建构假设 

至此，本研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假设代际传递的变化是复杂的，动态的。本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探讨

了当代父母亲教养方式的代际传递的变化影响了孝道代际传递的变化。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家庭系统作

为代际传递的微观单位，其代际传递并不是一个闭环，家庭系统附属于社会大系统之中，因此也受到宏

观社会文化系统的影响。Tam 等人基于对移民家庭的调查研究提出父母对子女的价值观传递存在主观选

择性，父母会有意地向子女传递他们个人认同的价值观以及社会上公认的重要价值观(Tam et al., 2012)；
通过社会活动也可以影响孝道的代际传递，在一些节日上(例如父亲节、母亲节等)、长辈的生日大寿宴会、

电视媒体广告对于孝道的宣传等，人们不知不觉的在这些生活中的社会活动和人际关系活动中逐渐学会

了人情及孝礼的习俗(黄娟，2008)；另外，有研究表明家庭活动也是影响代际传递的重要因素，国外对宗

教信仰代际传递研究发现，除了父母经常有意识地尝试传递他们的宗教信仰和宗教行为，所有家庭分子

一起参与宗教活动对宗教信仰的代际传递效应也有影响(Min et al., 2012)，研究者认为，在中国背景下，

从古代整个家庭甚至是整个家族进行的宗祠文化活动，在很大程度上对孝道的代际传递起着十分重要的

影响，并且在重视人际关系的中国，研究者猜想这种孝道价值观代际效应会更加显著。这里期待有关跨

文化的孝道代际传递的研究。 
系统具有调节作用，家庭系统更是如此。这反映出代际传递过程并不是生硬照搬的传输过程。其最

主要的作用是给下一代提供一个社会文化的总体结构，而下一代又作为传递过程的接受者，会在这个框

架内主动构建自己的个性倾向价值体系而并非完全照搬父母的个性倾向价值取向(Schonpflug, 2001)。另

外，子女并不是被动的受影响者，父母与子女的孝道观念及其作用也是互相建构的。在当代中国现代化

进程中，孝道观念在促进子女对父母的经济与情感支持方面也具有积极效应(胡安宁，2017)。并且从时间

上表现在，随着子女不断成长，父母对子女的教养方式也在动态的改变着，而孝道观念也随之动态的改

变着。因此，研究者假设孝道的代际传递是一个不断的动态的建构过程，受到许多因素的影响，其中教

养方式由于处在家庭系统中而显得尤为明显，其对个体的直接影响作用较大。同时，研究者猜测，面对

不同成长阶段的子女，其与父母之间的代际传递的程度也会有所不同，因为代际传递是一种动态的，变

化的传递。但是，需要认清的是，孝道的代际传递的表现会发生动态变化，但这种变化又是有限的，仍

是基于代际传递的基础机制下的变化，孝道的代际传递依然是稳定而显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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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论 

通过对中学生及其父母的双元孝道和教养方式调查，本研究发现，在当代中学生群体中存在孝道的

代际传递，且教养方式在孝道的代际传递中起着重要的中介作用。同时，当代父母的教养方式在一些维

度上发生了变化，从而对孝道的代际传递产生一定的动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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