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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回顾了近 30 年来国际有关育儿风格与儿童发展之关系的研究 包括育儿风格与儿童的学习成绩

社会能力 心理健康 人格特征及育儿风格与亲子关 在学校学习方面 研究者发现权威型育儿风

格与儿童和青少年更高的演绎推理能力 更强的优胜动机 较低的考试焦虑和使用更好的教室策略

有关 在社会行为方面 权威型育儿风格与儿童延迟满足有关 儿父母高压 缺乏应答 高度心理

控制这些因素与儿童的公然攻击行为有关 不当的育儿风格引起儿童的自恋人格障碍 多动症 A

型行为 自尊 抑郁 自杀等 在亲子关系方面 权威型父母与子女的关系更好 大量研究表明

权威型育儿风格是积极的 支持的 民主的 交流的 严格要求的和温暖的 接受儿童 控制儿童

行为 允许儿童的心理自治 这种风格通过规则的 理由充分的双向交流 向儿童提供思想 也从

儿童得到大量思想 这种育儿风格对儿童青少年的发展是有利的 ⋅ 

关键词 育儿风格 儿童发展 权威型 专制型 纵容型 忽略型 

分类号 B844.1 

父母-儿童关系是基本的社会环境 父母-儿童之间交流的数量和质量受很多因素影响

其中被定义得最好 研究得最多的是育儿风格 Parenting Style [1]  

鲍姆琳德 [2,3]首先区分了 3 类基本的育儿风格 权威型  authoritative 专制型

authoritarian 和许可型 permissive Maccoby 和 Martin (1983)[4] 重新定义并扩展了这个

分类 提出两个维度 父母要求 parental demandingness 和父母应答 parental responsiveness

也有人将这两个维度称为父母控制 parental control 和父母温暖 parental warmness 以

这两个维度分别为横坐标和纵坐标 划分成 4 个象限 就是育儿风格的 4 个类型 权威型 高

要求 高应答 专制型 高要求 低应答 纵容型 低要求 高应答 和疏忽型 低要求

低应答 [5,6] 因为权威和专制两词容易混淆 近来多用民主型代替权威型 自从鲍姆琳德

提出育儿风格的概念以后 有关育儿风格的研究以加速度发展 以育儿风格为关键词检索

PsycINFO1967 年以来的文献发现 从 1967―1980 年 有关的论文为 137 篇 1981―1999

年为 275 篇 其中 1998―1999 两年 83 篇  

1 育儿风格与儿童发展的关系 

1 1 育儿风格与儿童学习成绩    

大量研究表明育儿风格对儿童和青少年的学业成绩有影响 高分的学生有高度温暖 严

格管理 允许儿童心理自主 积极介入学校教育的父母 尽管研究结果在某些具体维度和程

度上不尽相同 但权威型育儿风格对儿童和青少年学业成绩的积极影响是毋庸质疑的
[1 7-10]  

儿童学业成绩的高低与很多方面因素有关 如儿童认知能力 学习动机 优胜动机 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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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焦虑 教室行为策略和父母介入学校教育等等 研究者发现权威型育儿风格与儿童和青少

年更高的演绎推理能力 更强的优胜动机 较低的考试焦虑和使用更好的教室策略有关  

演绎推理的能力在少年期建立 表达这个能力要通过一些因素作为中介 包括依恋表征

attachment representation 认知风格 性别角色认同 习得的无能为力 信息加工能力

考试焦虑和父母的育儿风格等等 因此 对青少年来说 尽管演绎推理的能力可能已经获得

表达这个能力还有显著的个体差异 Chapell 等 1998 的研究表明 几乎所有权威型育儿

风格者的孩子都是形式推理者 而非权威型育儿风格者的孩子只有一半采用形式推理 这个

结果暗示着权威型育儿风格建立了一个良好的环境 这个环境成功地鼓励儿童青少年发挥和

表达他们的逻辑思维能力  

在大多数评价情境 如问题解决任务 IQ 测验 能力倾向和成就任务 中 考试焦虑

都有着消极的影响 根据考试焦虑的认知干扰模型 考试焦虑者在认知任务上执行不好 是

由于受到与考试无关的思维 担忧 消极自我评价的影响 对中小学生的研究一致表明考试

焦虑与过多无关思维和担忧有关 考试时能将无关思维降到最低的能力与低考试焦虑和更好

的操作有关 批评的 限制的 要求不一致的或怀有不实际期望的父母 其子女可能在学前

产生焦虑 随着这些儿童入学 他们可能发展出害怕在评价情境中失败 害怕父母批评 高

考试焦虑 [11-14]  

父母支持儿童心理自主 投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照顾子女 积极介入学校教育 期望青

少年受到进一步教育和家庭凝聚力 这些方面与青少年高自尊 高自我期望和内部学习动机

自我实现相关 而父母的高期望 对青少年学业成就的接受态度与权威型育儿风格相关 专

制型育儿风格与儿童学习外部动机和无动机相关 忽略型与无动机相关 而这些动机与不同

的自我知觉学术能力相关 父母的高期望 儿童中心 对青少年学业成就的接受态度与育儿

风格相关 [15 16] 如果父母能将高期望和情绪支持结合起来 就能更好地推动儿童的动机和

学校功能  

香港的一项研究发现 最高学术定向的学生的家长 比最低学术定向的学生的家长认为

自己权威型较高 专制型较低 [17]  

在儿童学校行为策略 教室环境中无助 缺乏表达能力 缺乏坚持性 与任务无关行为

寻求社会支持 方面 专制型育儿风格母亲的子女使用不当策略较多 而权威型育儿风格母

亲的子女使用不当策略较少 [18]  

1 2 育儿风格与儿童社会能力 

温暖和控制对儿童发展都是重要的 在社会能力的发展上也是这样 有研究发现权威型

育儿风格与儿童社会能力有关 作者提出了父母推动儿童社会能力的可能的机制 权威型育

儿风格比其他风格更鼓励交流 因而他们的子女有较好的人际关系[19] 反过来 认为自己的

孩子社会能力强的母亲报告较少的规矩 较少用惩罚强迫孩子[20]  

获得自我控制能力大概是儿童发展最大的任务 儿童延迟满足的能力与认知和发展水平

有关 过失儿童往往喜欢即时奖赏 在社会责任量表上得分低 Olweus 的研究表明[21] 权

威型父母的孩子有较高的延迟满足的能力 Bandura 和 Mischel[22]也发现育儿风格与延迟有

关 权威型父母与儿童交流更多 被儿童知觉为有权力的和温暖的父母 是儿童观察学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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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的榜样 因此这些父母容易教儿童延迟策略 Bandura 和 Mischel (1965)还指出 儿童也

影响父母行为 育儿风格和儿童满足之间的关系也可解释为延迟的儿童产生权威型的父母

父母高压 缺乏应答 高度心理控制这些因素与儿童的公然攻击行为显著相关
[23]  

1.3 育儿风格与儿童心理健康    

有关育儿风格与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的研究也有很多 涉及儿童的自恋人格障碍 多动

症 A 型行为 自尊 抑郁 自杀等  

自恋人格障碍的症状包括自我夸大 个人完美的幻想 特殊感 要求过多的赞美 嫉妒

缺乏同情心 傲慢自大等 自恋人格障碍的起源与不适当的育儿风格有关 根据 Kohut 的研

究[24] 自我成熟需要适当的挫折 父母应对孩子有足够的要求 鼓励孩子独立成长 但不能

过度控制 溺爱的父母不给孩子挫折 专制的父母给太多的挫折 都可能引起儿童自恋 权

威型家长为孩子设定适当的纪律 给孩子适当的挫折 他们的孩子较少自恋 从另一个角度

看 儿童自恋倾向可能引起父母生气 从而给予专制或纵容的反应 因此 育儿风格和自恋

倾向可能是某种第三变量的副产品
[25]  

Pawlak 1997 [26]等人研究了婚姻冲突和儿童自尊的关系 发现与育儿风格比起来 婚

姻特点对儿童自尊的影响是次要的 21%的家庭育儿风格不一致 例如一个儿童有溺爱的父

亲和权威型的母亲 母亲对孩子使用汽车设定了规矩 可父亲随时提供车钥匙 这是对儿童

的期望不一致 育儿风格不一致是儿童的重要冲突源 他们的研究发现 如果父母在专制或

权威方面不一致 显著地影响儿童的自尊水平  

检验育儿风格和多动症儿童的攻击性之间的关系 结果与假设相反 权威型母亲的孩子

攻击和敌意行为显著多于纵容母亲的孩子 这些孩子的行为和情绪功能也显著差于纵容型母

亲的孩子 接受-拒绝这个维度与儿童攻击和情绪功能的关系大于控制-提供儿童心理自治这

个维度
[27]  

有关育儿风格与 A 型行为模式关系的研究发现 感觉自己受到父母拒绝的或受到父母

宠爱的男性被试 倾向于高趋力 Hard Driving 行为 感到自己受到父母控制的或受到父

母宠爱的女性被试 倾向于任务投入 Job Involvement 行为 感到自己受到父母拒绝或受

到父母控制的被试 不论男女 倾向于急性子 Speed-Impatience [28]  

低接受和过度保护 即缺乏爱的控制 的育儿风格 即专制型育儿风格 与青少年吸毒

正相关[29] 与儿童自尊负相关[30] 在育儿风格与青少年抑郁和吸烟的关系上 研究发现权

威型最好 忽略型最差 纵容和专制型居中[31] 父亲和母亲的养育风格不一致与青少年自尊

显著负相关 [32] 儿童和青少年认为父亲忽略 漠不关心 拒绝 母亲拒绝都可预测自杀倾

向[33]  

1.4 育儿风格与儿童人格特征 

婴儿气质与人格发展和行为问题的关系已经研究了 30 年 研究者将育儿风格作为理解

影响儿童发展的环境因素  很多研究发现了儿童气质特征和育儿风格作为独立变量的影响

以及儿童气质特征和育儿风格的交互作用 而最近一项研究观察了婴儿从 4 个月到 18 个月

在气质量表上的得分的变化 并将这一变化与育儿风格联系起来
 [34]  

认为父母是非权威型的青少年更愿意将成绩归因于外部原因 而认为自己能力低  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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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父母提供心理自治的青少年比那些认为父母控制的青少年倾向于内部控制点 他们说谎更

多 内部控制点分越高 说谎越多 父母心理控制与内部控制点负相关 与低说谎倾倾向正

相关[35] 感到自己能影响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的人 内部控制点 不感到抑郁[36] 对成功

和失败错误归因的比例越高 参与教室和作业的水平越低
 [37]  

1.4 育儿风格与亲子关系     

权威型父母与子女的关系更好 儿童很早就开始发起与家庭计划有关的讨论 随着年龄

增长更多 权威型父母的孩子在青少年期发起更多的讨论
[38]  

消极的处理婚姻冲突的风格对儿童的行为问题有直接的影响 父母以批评为主 低情绪

应答的育儿风格在这一相关中起到中介作用
[39]  

与母亲的育儿风格和母―子冲突相比 父亲育儿风格和父子冲突与青少年心理健康相关

更高
[40]  

2 权威型育儿风格的特征和影响因素 

研究一致发现权威型育儿风格是积极的 支持的 民主的 交流的 严格要求的和温暖

的 接受儿童 控制儿童行为 允许儿童的心理自治 这种风格通过规则的 理由充分的双

向交流 向儿童提供思想 也从儿童得到大量思想  

有关育儿风格影响因素的研究不多 对育儿风格影响最大的 莫过于文化的影响 2000

年来 中国人在儒家哲学影响下 重视大家庭 尊重老人的权威 学者们[41 42] 一致认为

专制型育儿风格是中国传统家庭系统的规范 父母―儿童关系被描述为父母是领导 有权威

儿童要服从  

西方意识形态的影响 通过家庭内部的变化 对其他文化产生了强大的作用 家庭微观

系统中朝向个人选择和民主决策的变化最终将影响社会宏观系统的变化 Goode(1963)[43]提

出的微观水平 家庭 和宏观水平 社会 的互动(而不是单方向影响)的模式 今天得到很

多研究家庭的学者认可 在一项跨文化研究中 作者
[44]

发现 中国父母比美国父母更倾向于

专制型育儿风格 中国儿童认为他们的父母是专制的 而他们的父母却认为自己是民主的

这些父母对自己的评价与美国父母很相似 表明今天中国父母对西方文化已经有所接受 这

种对育儿风格的开放也可能反映了中国学者和专家引进的家长学校的作用  

有一项研究测量了中国北京 190 个家庭父母对他们 4 6 岁孩子的气质 情绪性 活动

性水平 社交性 注意集中 的评价以及他们对自己育儿风格的评价 用因素分析获得儿童

气质和育儿风格的不同维度 研究发现母亲受教育程度高者更温暖 花更多的时间和精力照

顾孩子 儿童注意集中与母亲惩罚少 自信高 对儿童尊重 权威型 几个维度有显著相关

父亲教育程度高 则对育儿更自信 对儿童更尊重 更温暖 花更多的时间和精力照顾孩子

权威型 父亲对男孩惩罚比对女孩多 尽管儿童注意集中与父亲更多照顾孩子有关 但

儿童情绪问题与父亲自尊低 对孩子不尊重 不够温暖 照顾孩子不多 惩罚多 命令多

允许多高相关 儿童的性别和气质对父亲的育儿风格影响比对母亲更大
[45]  

有研究发现 家庭妇女比职业妇女抑郁分高 因此她们在允许维度上分高 专制这一类

型的分也高 受教育程度和父母义务是抑郁心境对育儿风格影响的中介变量
[46]  

青少年和他们的父母对育儿风格的知觉是不同的 不论是中国还是美国 父母一般都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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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自己比较民主 而儿童一般认为他们的父母比较专制  

我们教养子女的目的是为了子女幸福 现有的研究提供证据表明 在西方 权威型育儿

风格从儿童的幸福的角度看是理想的 不同育儿风格对儿童的幸福的影响是一个正在进行的

课题 需要进一步跨文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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