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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父亲参与教养指父亲在儿童身心发展的过程中在认知、情感和行为上的直接或间接参与。采用文献综述

法对近些年国内外相关研究进行梳理，从父亲教养视角分析父亲参与教养和其教养方式对于儿童情绪能

力发展过程的影响机制和调节因素，在实证研究基础上提出关于父亲参与教养的教育建议。关于父亲参

与教养与儿童情绪能力发展的本土化研究还需加强，测量方法还可以进一步丰富和完善，以期完善教养

理论并应用于实际家庭教育，促进儿童健康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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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ather involvement refers to the direct or indirect participation of fathers in cognitive, emotional 
and behavioral aspects in the process of children’s physical and mental development. The litera-
ture review method is used to sort out the relevant studies at home and abroad in recent years,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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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ze the influence mechanisms and moderating factors of fathers’ participation in parenting 
and their parenting styles on children’s emotional competence development proces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fathers’ parenting, and to put forward the educational suggestions on fathers’ par-
ticipation in parenting based on the empirical research. Localized research on father involvement 
in parenting and children’s emotional development needs to be strengthened, and measurement 
methods can be further enriched and improved, with a view to improving parenting theories and 
applying them to practical family education, so as to promote children’s healthy grow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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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常言道：“子不教，父之过”，在中国家庭教育中父亲是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负有管教和养育子

女的责任。然而，由于性别角色分化和传统“男主外，女主内”思想的影响，在中国大部分家庭中父亲

更多参与家庭之外的事物，负责家庭经济方面；而养育子女被视为母亲的主要责任。但随着新时代女性

在家庭外部角色不断扩张，使得男性家庭内部角色发生相应的转变 [1]。并且在全球化推动下，西方的父

亲教养观念也被引入中国社会 [2]。当前许多父亲不再仅仅是家庭经济贡献者，而是更积极投入子女的日

常生活照顾和抚养中，父亲参与教养也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 [3]  [4]。 
情绪与人类的生存和发展紧密相关，从我们出生便开始体验情绪、利用情绪。刚出生的婴儿还不具

备独立生存的能力，只能通过情绪向外界表达自己的需求，抚养者也可以通过婴儿表现的情绪作出及时

的回应。因此，情绪能力对于个体的成长和发展尤为重要。儿童期是个体情绪能力发展的关键时期，而

情绪能力是儿童与外界建立和维持关系、情绪交流的关键，儿童的情绪理解、情绪表达和情绪调节也在

这一时期快速发展 [5]。生态系统理论指出个体的发展是嵌套于相互影响的一系列环境系统中，家庭环境

是儿童成长过程中最先直接接触的微观系统，父母的教养方式、行为态度是儿童情绪能力发展的重要影

响因素 [6]。父亲作为育儿的重要角色，父亲参与教养与幼儿情绪能力各维度发展相关，更多更积极的父

亲参与教养会促进幼儿情绪能力的发展 [7]。 
文献综述法是一种常见的研究方法，通过对已有的文献、研究和资料进行系统性地整理、分析和综

合，从而总结、评价和归纳某一领域或主题的研究现状、进展和趋势。以往研究较多探讨父母教养、亲

子关系、父母元情绪理念对于儿童情绪各方面发展的关系，但对父亲参与教养与儿童情绪能力发展的关

系研究较少，目前在父亲对于子女情绪能力发展影响方面还未有一致结论。因此，本研究将整理、分析

和综合近些年国内外关于父亲参与教养和儿童情绪的相关研究，探讨父亲参与教养与儿童情绪能力以及

各维度的关系，从父亲教养角度探索有利于儿童情绪发展的实践干预，在拓展研究内容基础上完善理论

研究，促进儿童情绪健康发展。 

2. 父亲参与教养与儿童情绪能力 

2.1. 父亲参与教养的概念与测量 

父亲参与教养(Father Involvement/Paternal Involvement)是一个广泛的概念，20 世纪 70 年代 Lamb 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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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的关于父亲参与教养三因素模型被广为接受和使用。他提出父亲参与教养是关于在子女成长过程中

父亲的互动性(Engagement)、可及性(Accessibility)和责任心(Responsibility)三因素 [8]。其中互动性是三者

中最有限制性的因素，指父亲与孩子直接进行的交流互动，如喂养孩子、辅导孩子家庭作业等；可及性

是指父亲在身体或心理上的存在，虽然与子女没有直接互动，但两者有间接接触，父亲能随时为儿童提

供帮助，如父母在厨房做饭孩子在脚边玩耍；责任心是指父亲所要承担的对子女的照顾和抚养的责任，

及时觉察并满足孩子生活中方方面面的需要，如带生病的孩子看医生。随着对父亲参与教养深入的研究，

多数学者认为 Lamb 的定义只强调父亲直接或间接参与儿童活动的重要性，忽视了认知和情感层面。因

此，Hawkins 在 Lamb 提出的概念基础上进一步扩展和丰富父亲参与教养的定义，既有直接形式又有间接

形式并纳入认知、情感、道德等多方面的内容，其中包括管教和培养责任感、鼓励学业、支持孩子的母

亲、提供经济来源、陪伴和孩子交流、给予表扬和情感支持、培养孩子才能和关注未来、阅读和帮助家

庭作业、关注孩子的生活九个方面，从而也更好地研究父亲参与教养的深度与广度 [9]。 
许多学者将父亲参与教养的概念引入国内并做本土化的研究，岳冬梅对父亲教养方式总结出情感温

暖、理解；惩罚、严厉；过分干涉；偏爱被试；拒绝、否认和过度保护六个核心要素并引进和修订了父

亲教养方式量表中文版 EMBU  [10]。许岩等人基于中国文化背景下将 Hawkins 原本提出的九个维度修订

为五个维度即互动监督、规则约束、情感表达、间接支持、学业鼓励五个维度 [11]。伍新春等人 [12]结合

中国家庭教育背景并考虑伴随时代发展新的父亲参与教养方式(网络通讯等)的出现对 Lamb 的三因素模

型做进一步修订，包括互动性、可及性和责任性三个维度。互动性指父亲与孩子直接交流和接触，既有

行为层面也有情感交流等内容；可及性是指父亲与孩子间没有直接接触，但儿童有需要时无论父亲在与

不在身边能作出回应与反馈，包含空间可及和心理可及；责任性是指父亲为孩子的未来长远发展考虑和

规划，支持子女未来发展。该理论虽然保留原有的三个维度，但不同之处在于新理论从儿童的角度出发，

扩大父亲的教养范围，符合当前中国文化背景。综上所述，父亲参与教养是指父亲在儿童身心发展的过

程中在认知、情感和行为上的直接或间接参与，包括互动性、可及性和责任心。 
厘清父亲参与教养的概念后，研究者开始基于父亲参与教养的操作定义发展测量工具，但目前学术

界主要以问卷方式测量，主要有父亲自我报告、母亲报告和子女报告。最早测量父亲参与教养工具是

Lamb  [8]编制的父亲教养投入问卷，考察父亲在教养过程的心理、行为和情感的投入，具有良好的信效

度。后来 Hawkins  [9]基于自己提出的父亲参与教养九个维度编制了父亲教养投入问卷(IFI)以父亲自我报

告的方式测量父亲教养投入情况，国内学者尹霞云以其为基础，修订成中文版父亲教养投入问卷 [13]。但

由于父亲参与教养研究在国内研究相对较少，测量问卷多改编自西方父亲参与教养问卷，在国内可能存

在不适用性的问题。Lamb 编制的父亲教养投入问卷更多关注父子互动性，较少对父子可及性和责任性进

行测量。因此，伍新春等以 Lamb 父亲参与教养三因素模型为基础，修订符合中国家庭情况的父亲教养

投入测量工具 [12]。 

2.2. 儿童情绪能力的概念与测量 

情绪能力(Emotional Competence)是在情绪智力基础上习得的一种能力，指个体利用情绪建立、维持

及改变自己与外界的关系，以此达到为人类服务的能力。而情绪智力(Emotional Intelligence)是指个体准

确认知、评价、调节和控制情绪的能力 [14]。后来发展心理学家们将情绪能力定义为是个体能够理解自己

和他人情绪，以符合文化和情境的方式表达情绪，能抑制或调节情绪以达到目标的能力，主要包括情绪

理解、情绪表达和情绪调节三部分 [15]  [16]，这一概念也被研究学者认同和广泛使用。国内学者姚端维将

情绪能力界定为是个体建立、维持和转变与外界关系的能力，包含情绪理解与情绪调节两方面 [5]。郭真

礼借鉴姚端维对情绪能力的定义并在在情绪理解和情绪调节基础上增加了情绪表达维度 [17]。本研究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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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nham 等心理学家对于情绪能力的定义，认为情绪能力包括情绪觉察能力、情绪理解能力、情绪表达能

力和情绪调节能力等能力。 
目前对于儿童情绪的测量方法各种各样，不同学者根据研究目的采用不同的方法，常用有问卷法、

情境故事法、观察法等。问卷法是指通过儿童自己或他人根据实际情况评估儿童情绪能力的方式 [7]  [18]，
但由于学前儿童认知有限，问卷多由父母或者老师填写。情境故事法是指给儿童呈现故事情境，让儿童

理解情境故事中人物情绪并回答情绪相关问题，以此来评估儿童情绪发展情况 [19]。而观察法是研究者以

直接参与或间接参与的方式观察儿童的情绪表现 [20]  [21]。 

3. 父亲参与教养与儿童情绪能力发展的关系研究 

父子激活理论表明父亲与孩子的关系有别于母亲与孩子之间的依恋关系，Paquette 提出用父亲与孩子

之间的激活关系(Father-Child Activation Relationship)来描述父子之间的关系，而游戏是父子激活关系的核

心内容 [22]。该理论认为父亲通过与孩子的打闹游戏中鼓励和教导孩子，展现给儿童新的经验或新异刺激

以激活儿童的情感的机制，有助于儿童产生积极情绪，获得信心并培养儿童的情绪能力 [23]，其中情绪能

力包含情绪理解能力、情绪表达能力、情绪调节能力等多个维度。 
婴幼儿是情绪发展的初始阶段，父亲在这一时期参与教养越多，儿童对于抑郁情绪、内疚、苦恼等

消极情绪的体验越少，并且对儿童主观幸福感的体验也有直接联系即父亲在教养子女过程表现情感温暖

越多，子女的幸福感越多 [24]。为了探究儿童情绪问题与父亲参与教养的关系，邓珂文等人对 334 名 3~7
岁的幼儿父母进行实证研究，结果也支持父亲参与教养与儿童情绪有显著影响，父亲的表扬和鼓励可以

显著预测孩子的情绪和行为问题 [25]。不仅如此，父亲在日常照顾这一方面的教养显著正向预测儿童情绪

能力的发展，并在母亲守门行为与儿童情绪能力发展中起到完全中介的作用 [7]。 

3.1. 父亲参与教养与儿童的情绪理解能力 

情绪理解能力是指个体对情绪的信念和情绪反应的认识，包括个体识别各种情绪表达、理解自身和

他人情绪产生的原因以及与情绪有关的线索(如表情、情境等)  [26]。已有研究表明学前阶段是儿童情绪理

解能力迅速发展的时期，3 岁儿童已经能识别他人面部表情和情境线索判断他人的情绪状态 [5]  [27]，并

且随着年龄的增长，儿童从能理解简单情绪到逐渐能理解复杂的混合情绪。 
影响儿童情绪理解能力发展因素方方面面，其中父母教养是子女情绪理解能力的发展重要影响因

素之一，父母会通过日常语言交流、行为表现、情绪理念、情感反应等多种形式潜移默化地影响子女

情绪发展 [28]  [29]  [30]。一直以来国内外的学者都十分关注父母教养对于儿童情绪能力发展的影响，经

实证研究均发现父母积极教养方式如情感温暖、理解能促进儿童情绪理解能力的发展，能降低儿童不

良情绪的产生；而消极的教养方式如惩罚严厉、拒绝忽视会在一定程度上阻碍儿童情绪能力的发

展 [29]  [31]  [32]  [33]  [34]  [35]。然而，父亲作为家庭教育重要的角色，其参与教养的程度、教养方式和态

度对儿童情绪理解的发展更加关键。倘若父亲能以尊重、接纳、鼓励、支持等积极方式教养子女，会形

成温暖而轻松的家庭氛围，在这种良好的氛围下成长的孩子会更容易体验和发展积极情绪 [36]。加之父亲

对孩子投入更多的关注和情感反应，教会儿童建立规则意识、掌握社会规则，将有助于提升儿童道德情

绪能力 [37]。国内学者熊莲君在对父母教养方式与 3~6 岁幼儿的情绪理解能力的影响进行研究发现父亲

消极的教养方式与子女的情绪理解能力有显著负相关，但母亲消极的教养方式并没有显著负相关。由此

可见父亲和母亲的教养方式对于儿童情绪理解发展的影响有所不同 [31]。 
综合上述，可以发现父亲参与教养程度越高，越有利于儿童情绪理解能力发展。在教养过程父亲可

以帮助孩子建立积极的情感认知和情绪理解能力，与孩子一起探讨情感和情绪，帮助他们理解自己和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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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情感，从而促进儿童情绪理解能力发展，这些对于孩子的情感健康也有重要的影响。 

3.2. 父亲参与教养与儿童情绪表达能力 

父亲参与教养除了与儿童情绪理解能力发展有关，还可能会影响子女的情绪表达能力。情绪表达能

力是指能根据面部表情、肢体动作或语言等方式向外表达自己的内在情绪感受的能力。在子女教养中父

母若多些情感温暖，子女的情绪表达能力会越好即父母的情感温暖是可以正向预测孩子的情绪表达能力，

进而影响子女的人际交往能力 [38]。也有学者以幼儿父亲为研究对象，探究父亲参与教养与幼儿情绪表达

能力的关系，结果发现父亲对幼儿的管教越多，幼儿越倾向正向表达情绪 [39]。虽然父亲参与教养能在一

定程度上预测幼儿情绪表达能力发展，但目前关于父亲参与教养与儿童情绪表达的相关研究较少。 
基于已有研究可以发现父亲参与教养对儿童情绪表达能力有着重要的影响。因为父亲在家庭中的角

色不仅仅是提供物质支持，他们在孩子的情感发展和情绪表达能力方面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其一，父亲

的参与教养可以为孩子提供安全感和稳定的情感支持。父亲参与教养可以帮助孩子建立安全的情感依恋，

这对于孩子的情绪表达能力是至关重要的。一个有安全感的孩子更容易表达自己的情感，因为他们知道

即使表达负面情绪，父亲也会给予他们支持和理解。其二，父亲的参与教养可以帮助孩子学会有效的情

绪调节和表达技巧。父亲在日常生活中的言传身教可以教会孩子如何处理自己的情绪，如何表达自己的

需求和感受。父亲为孩子提供一个积极的情绪表达模范，帮助他们学会用适当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情感。 

3.3. 父亲参与教养与儿童情绪调节 

情绪调节能力也是情绪能力的其中一种，是指个体使用情绪调节策略监控和评估情绪，并以内在或

外在的方式改变自己情绪反应的能力 [40]，常见的情绪调节策略有认知重评和表达抑制。大量实证研究支

持父母与子女情绪调节能力的联系，Carson 和 Parke 在对 4~6 岁年龄的儿童与其父母研究时发现儿童在

真实生活中所表现的愤怒、沮丧等消极情感与父母的消极情感相关 [41]。父母的严厉或惩罚性教养与儿童

情绪调节有显著负相关，若这类父母经常在公开场合喊叫、生气、情绪失控，表现出情绪失调，其子女

的情绪调节能力也会随之受到影响。儿童会在这一过程习得严厉教养带来的负面情绪，从而可能会造成

儿童的情绪问题和学校社会问题 [42]。国内也有研究表明父亲在子女教养的参与投入也能显著预测儿童对

积极情绪调节能力的发展，且父亲参与教养程度越高，儿童会越多使用积极的情绪调节策略，这有益于

儿童情绪发展 [18]  [43]  [44]。 
由此可见，父亲的参与可以为孩子提供支持和关怀，让孩子感到安全和被接纳，对于儿童的情绪调

节能力发展至关重要。父亲在教养子女过程中以言传和身教的方式教导孩子有效的情绪调节技巧，当孩

子在日常生活或学习上遇到困难和挫折，父亲为孩子提供一个积极的情绪调节模范，帮助孩子以适当的

情绪调节策略处理自己的情绪。此外，父亲还可以和孩子一起探讨情绪调节的方法，引导他们学会通过

积极的方式来调节自己的情绪，比如通过运动、艺术、沟通等方式来释放情绪。在帮助孩子发展情绪调

节能力的同时也可以帮助孩子更好地应对生活中的挑战和压力。 

4. 父亲参与教养与儿童情绪社会化 

情绪具有社会功能，能通过表情再人际间传递信息、沟通思想，儿童社会情绪能力对于其与同伴交

往、社会适应都发挥重要作用。而父亲参与教养是如何在儿童社会情绪能力发展中发挥作用，进而影响

儿童社会化的结果？Denham 提出的情绪社会化模型认为儿童的情绪社会化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包括情绪

识别、情绪理解、情绪表达和情绪理解等多个方面 [15]。该理论强调家庭对儿童情绪发展的重要影响，儿

童通过与父母、老师和同伴的互动，逐渐学会了解和表达情绪，以及适当地调节情绪。父母的情绪理念

会在抚养过程影响儿童的情绪社会化，从而间接影响儿童的情绪能力发展和社会化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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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社会情绪学习组织(CASEL)关于社会情绪能力的定义，认为社会情绪能力是指获取并能够有效

运用知识、识别和管理情绪、关心他人、做负责任的决定、建立积极的人际关系和处理挑战的能力 [45]。
社会情绪能力于儿童社会化发展十分重要，不仅有助于他们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还能帮助他们更好地

适应社会环境，提升生活质量。在培养社会情绪能力的同时儿童可以学会有效沟通的技巧和管理自己的

情绪。在家庭系统中，父亲的作用不容忽视，在儿童社会情绪发展中扮演既独特又核心的角色，常常是

儿童的游戏玩伴和导师。父亲对于学前儿童情绪自主的探索和鼓励也能增强儿童之后的情绪安全性 [46]。 
尽管研究者已经关注到父亲参与教养与儿童社会情绪能力发展的关系，但父亲参与教养对儿童社会

情绪能力发展的直接或间接影响关系不明确。然而，尹霞云等人采用横断研究方法探究父子冲突、父子

依恋和儿童情绪行为的关系，结果发现儿童的情绪行为问题与父子的冲突和依恋有相关关系，并且父子

依恋在父子冲突与儿童情绪行为问题之间具有调节作用 [47]。除此之外，蒋琴也对 300 名 1~3 岁婴幼儿

父母进行研究发现父子依恋在父亲参与教养与儿童社会情绪能力两者间具有调节作用，主要表现为父子

依恋能调节父亲参与教养日常照顾、支持规划和管教约束婴幼儿模仿、游戏之间的关系 [48]。由此可见，

父子依恋可能是父亲参与教养影响子女情绪发展很重要的调节因素。 
父亲参与教养会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影响孩子的社会情绪能力发展，当父亲在与孩子互动的时候多

一些支持和鼓励是可以促进孩子的社会情绪能力的发展，从而提高他们的社交技能和人际关系的质量。

父亲的教养方式和家庭氛围也会影响孩子的社会情绪能力发展，倘若父亲能创造一个积极、理解的家庭

氛围，孩子在与父母的互动中更敢于表达自己的情绪感受，也会通过亲子互动了解自己和他人的情绪，

采用恰当的方式管理情绪，与他人交流，致使孩子的社会情绪能力得到更好的发展。 
相反，在家庭教育中父亲缺位也会不利于儿童情绪能力的发展，可能给儿童造成急躁冲动、喜怒无

常等情绪情感问题 [49]。情绪情感是儿童社会化的重要指标和情绪交流、社会关系的重要基础，与儿童心

理发展问题、社会适应能力、问题行为等密切相关。而父子交往是儿童成长过程所面临的第一个社会情

境，亲子互动中所建立的父子关系会影响儿童的情绪与人格发展。因此，与父子关系不佳或父亲缺位的

儿童相比，父亲参与教养多的儿童其情绪各方面的能力、社会适应能力和同伴关系都会更好。 

5. 父亲参与教养的教育建议 

通过对父亲参与教养与儿童情绪发展相关研究的梳理和综述，我们可以发现父亲参与教养的总体情

况和各维度会影响儿童情绪能力的发展。父亲越多参与子女的教养，越有益于孩子的人格、情绪、同伴

关系等方面的发展。因此，对于父亲参与教养较少或缺失的干预，以及如何将父亲参与教养对儿童情绪

发展研究应用于实际家庭教育也是研究者一直所关注的焦点。 
近二十年来，父亲参与教养对儿童身心发展的影响受学者们广为关注，也有许多实证研究对其影响

进行考察。父亲的学历、职业、教养观念、生活的社会背景，母亲的守门行为、亲子依恋关系及幼儿性

别等各种各样的内在和外在因素都会影响父亲参与教养水平 [7]。为此，结合许多学者实证研究对父亲参

与教养提出以下几点教育建议： 
第一，转变传统的教养观念，采用积极的教养方式，明确新时代父亲育儿职责。男女性都要摒除“男

主外，女主内”的传统观念，及时更新自己的教育观念，增加教养投入，发挥家庭教育核心角色的能动

性。此外，已有研究表明父亲多使用专制型或放任型的教养方式其儿童容易产生情绪发展不良的问题，

父亲多采用民主型的教养方式其儿童情绪发展反而更好 [49]。因而，在教养方式的选择上建议父亲多采用

积极的教养方式，以情感温暖、支持、欣赏的方式引导儿童的情绪和行为。除此之外，父亲也应不断学

习，通过各种途径积累教养知识和技能。加强父亲参与教养的认知和行动，勇于承担父亲的职责，获取

有效的家庭教育知识，优化育儿行为。 

https://doi.org/10.12677/ass.2024.134305


吴婉婷 
 

 

DOI: 10.12677/ass.2024.134305 334 社会科学前沿 
 

第二，与其他家庭成员协同教养，共同支持儿童情绪发展。根据家庭系统理论，家庭是按照既定规

则运行的，当家庭内部某个成员改变自己的行为后，其他家庭成员也会随之改变自己的行为。由此可见，

父母教养会互相影响，相辅相成。若母亲对于父亲参与教养是持鼓励和支持的态度，不仅可以提升父亲

在教养中的自我效能感，也能促使父亲更愿意承担教养子女的责任，形成良好的家庭氛围，帮助儿童健

康成长。反之，母亲的劝阻行为会降低父亲的参与教养。因此，家庭的沟通模式是双向的，父母的教养

方式需要相契合。在日常生活中，父母间的良性互动和相互支持、关怀可以为儿童在情绪发展方面创造

条件。 
第三，及时予以子女情绪回应，引导恰当情绪表达。儿童在情绪发展的过程常常面对如何表达情绪

感受、应对消极情绪和调节情绪等困难和挑战。父亲在参与教养的过程可以倾听孩子的情绪，理解孩子

的感受并表达鼓励、支持和关心。父亲教导孩子使用言语、绘画等形式表达自己的情绪或通过简单的亲

子游戏与孩子沟通，为孩子提供一个安全的环境，让孩子明白无论表达什么情绪都会被接纳。父亲在理

解和接纳孩子情绪的同时也是在帮助孩子发展情绪表达能力、情绪理解能力。 

6. 研究展望 

综合上述，在现有的国内外关于父亲参与教养和儿童情绪发展的研究中，父亲参与教养的测量主要

是通过问卷和访谈，而儿童情绪能力的测量主要是通过情境测验和问卷。尽管这些方法在一定程度上反

映了父亲参与教养和儿童情绪能力的情况，但测量过程中仍存在主观偏差。我们需要思考如何设置合适

的实验情境，采用标准的测量方法和客观的评分标准，以准确地测量所需的内容。因此，为了避免共同

方法偏差，提高研究结果的可靠性和内外部效度，需要采用多种测量方法来获取信息，并比较不同方法

的测量结果差异。 
虽然研究者在近几十年开始愈发关注父亲参与教养对于儿童心理发展的影响，但是在国内关于父亲

参与教养与儿童情绪能力各方面的实证研究还不多，二者之间的复杂作用机制和调节因素尚未明确，以

往许多研究设计采用横断设计，目前较少采用纵向追踪设计和对中间变量作进一步考量。本研究认为后

续可以采用追踪设计，以此进一步考察父亲参与教养在儿童情绪发展过程的影响变化，也便于发现儿童

情绪发展的年龄效应，及时根据不同发展阶段采取相适应的干预措施。另外，仍需要考虑两者之间可能

存在的调节和中介变量，可能影响父亲参与教养的各种因素如儿童的年龄、气质、父母的性格特征等以

及父亲参与教养和儿童情绪发展的相互作用。 
此外，当前较多数研究考察父母元情绪理念、父母情绪社会化对儿童情绪发展的影响，对父亲参与

教养及教养方式与儿童情绪发展的关系关注还不多。并且父亲在参与子女教养的过程可能会以多种角色

出现，父亲参与教养对儿童情绪发展的关系模式可能与母亲不同。我们还需结合本土文化特点，加大对

父亲参与教养与儿童情绪发展关系的研究力度。除了研究正常儿童群体，对于特殊儿童群体的父亲参教

养和儿童情绪发展情况也是我们所应关注的，这不仅有助于丰富家庭系统理论、父子关系理论，还能帮

助我们理解父亲参与教养在儿童群体中情绪能力发展过程的影响途径和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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