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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 探查维吾尔族和汉族父母养育方式之间的差别。方法 : 采用父母教养方式评价量表( EMBU) 对乌鲁木

齐市四所中学的高中学生进行了问卷调查 , 其中汉族学生 256 名 , 维族学生 253 名。结果 : 在惩罚严厉 , 拒绝否认各

分量表上维族父母得分低于汉族父母 , 而在父母偏爱、过保护各分量表上维族父母得分高于汉族父母。在过分干涉

分量表上 , 汉族父亲高于维族父亲 , 而维族母亲高于汉族母亲。结论 : 维族父母倾向于为孩子提供更为宽松的生活环

境 , 而汉族父母给予孩子更多的惩罚、严厉、拒绝和否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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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difference of parenting style between Uygur Minority and Han Nationality. Meth-

ods: The revised EMBU was employed and delivered to 509 se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256 Han students and 253 Uygur

students). The data were analyzed with SPSS13.0. Results: The scores of punishment, reject and denying of Uygur parents

were lower than those of Han parents, while the scores of favoritism and excessive protection of Uygur parents were higher

than of Han parents. And the scores of over making in of Han fathers were higher than those of Uygur fathers, while it was

reverse for mothers of Han and Uygur.Conclusion: Han parents seem to provide more restricted situation than Uygur par-

ents with more punishment, firm control, rejection and ignor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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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作为家庭教育的实施者, 其教养方式对儿

童自我概念的形成[1], 自尊水平的高低 [2]和人格的发

展[3]都有重要的影响。有研究显示, 不良的父母教养

方式与儿童电脑游戏成瘾关系密切 [4], 另外父母教

养方式不当还是促发子女焦虑 [5]、人格偏离 [6]、网络

成瘾[7]、神经症的危险因素之一[8]。

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 一方面有着共

同的文化背景, 同时各民族又有着独特的亚文化, 少

数民族和汉族的父母对子女的教养 方式之间的 差

异, 已经受到许多研究者[9- 12]关注。研究结果认为, 不

同民族的家长对子女的教养方式存在差异, 其中民

族特点、宗教信仰、语言文字、区域特性都是导致差

异的重要影响因素。维吾尔族( 以下简称维族) 是具

有本民族语言、文字和固定宗教信仰的一个少数民

族 , 其分布广泛 , 人口众多 , 而且具有独特的文化背

景。因此, 对维族、汉族的父母教养方式进行比较研

究不但可以让我们了解维、汉之间的差异, 更有利于

我们了解不同民族文化对父母教养方式的影响。

1 对象与方法

1.1 被试

来自乌鲁木齐市四所中学 ( 两所重点中学的民

族班和汉族班 , 和两所普通中学的民 族班和汉族

班) 。删除学生中除维、汉族之外的其他少数民族, 共

有 509 名学生完成了父母教养方式问卷(EMBU)。其

中包括汉族学生 256 名( 男生 115 人 , 女生 141 人 ,

独 生 子 女 204 人 , 非 独 生 子 女 52 人 ) 平 均 年 龄

15.55±1.12 岁。维族学生 253 人( 男生 115 人 , 女生

138 人, 独生子女 39 人, 非独生子女 214 人) 平均年

龄 15.74±1.07 岁。

1.2 方法

采用岳冬梅等人 1993 年修订的中文版父母教

养方式问卷(EMBU)[13],为了保证测量结果的有效性、

可靠性, 考虑到维族学生汉语水平的限制, 我们请专

家把 EMBU 问卷翻译成维语, 给维族学生使用。

以班级为单位集体施测。主试由研究者和班主

任共同担任。所有数据采用 SPSS13.0 进行统计。

2 结 果

2.1 维族、汉族学生父母的受教育程度和职业分布

从表 1 可以看出, 维族学生父母文化程度偏低,

卡方检验这两组被试的父母文化程度和职业存在显

著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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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学生父母的受教育程度和职业分布情况

注 : *P<0.05, **P<0.01, ***P<0.001, 下同。

2.2 父母教养方式的多因素方差分析

分别以族别、性别、独生子女情况为自变量 , 以

父母教养方式的各因子为因变量进行 多因素方差

分析。结果见表 2。由表 2 可见, 族别, 性别主效应显

著, 族别与是否独生子女交互作用显著。

表 2 影响父母教养方式因素的方差分析结果(F 值)

2.3 男生、女生之间父母教养方式的差异比较

根据方差分析的结果 , 进一步对性别主效应进

行多重差异比较。结果显示 , 父亲教养方式只在偏

爱因子上 , 无显著性别差异 , 其他五个因子上性别

差异显著。见表 3。

母亲教养方式在母情感温暖、母干涉保护两个

分量表上性别差异显著。见表 3。

表 3 父母对不同性别子女的教养方式差异比较(x±s )

注: 父、母偏爱两因子的全部数据来源于非独生子女 ; 下同。

2.4 维族、汉族之间父母教养方式的差异比较

根据方差分析的结果 , 进一步对族别主效应进

行多重差异比较, 结果显示, 在与父亲教养方式有关

的各因子中, 维族、汉族父亲教养方式仅父情感温暖

差异边缘显著( P=0.084) , 其余各因子差异显著。见

表 4。

在与母亲的教养方式有关的各因子中, 维族、汉

族母亲教养方式在所有因子上的差异显著。见表 4。

表 4 维族、汉族父、母教养方式多重差异比较(x±s )

表 5 维族、汉族父母对独生子女、非独生子女教养方式

差异比较(x±s )

2.5 民族和是否独生子女之间的交互作用检验

对于独生子女, 维族、汉族父母教育方式在父惩

罚严厉、父拒绝否认、母拒绝否认、母惩罚严厉四个

分量表上差异显著。见表 5。且维族父母得分比汉族

父母得分都低。对于非独生子女, 维族、汉族父母在

父过分干涉、父偏爱等七个分量表上差异显著。见表

5。

考虑到父母的受教育程度、职业等对父母教养

方式有影响, 我们又将家长的受教育程度、职业等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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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自变量, 进行了多因素方差分析, 结果发现在 F

检验中, 家长的受教育程度、职业等对父母教养方式

的影响不显著。

3 讨 论

首先, 研究结果显示: 父母给予不同性别的子女

不同的教养方式。具体表现在: 女生报告的情感温暖

与理解均高于男生, 惩罚严厉和拒绝、否认均低于男

生。男生报告的过干涉、过保护高于女生, 男、女生报

告的父母偏爱被试无显著差异, 本研究结果与刘金

华[14]的研究结果基本一致。这种差异可能受到性别

刻板印象和传统教养模式的影响, 父母会对不同性

别的孩子给予不同的教养方式。

其次, 从民族差别来看, 汉族父亲在惩罚、严厉,

过分干涉和拒绝、否认三个方面的得分明显高于维

族父亲。这表明汉族父亲对子女表现得态度更严厉,

并且给予更多的惩罚、干涉、拒绝和否认。在偏爱被

试、过度保护方面, 维族父亲得分明显比汉族父亲得

分高, 维族父亲对子女显示出更加偏爱、过度保护的

倾向。汉族母亲在拒绝、否认和惩罚、严厉两方面得

分均高于维族母亲, 这提示, 汉族母亲对子女表现的

更严厉、更多的拒绝、否认和惩罚。而维族母亲在情

感温暖与理解, 过干涉、过保护和偏爱被试三个方面

得分高于汉族母亲 , 提示维族母亲更加的偏爱、保

护、干涉子女。

第三 , 汉族独生子女报告的父亲的惩罚、严厉 ,

拒绝、否认得分高于维族。而其报告的母亲的拒绝、

否认和惩罚、严厉也高于维族的独生子女。这提示汉

族父母对独生子女的养育要比维族父母表现出更多

的严格要求和给予孩子更多的否定评价。汉族非独

生子女报告的父亲过分干涉和拒绝、否认得分高于

维族非独生子女, 其报告的母亲拒绝、否认得分高于

维族非独生子女。但是他们报告的父亲偏爱被试和

父亲过度保护得分低于维族非独生子女, 同时在母

亲偏爱被试上的得分也低于维族非独生子女。这提

示我们, 与汉族父母相比较, 维族父母对非独生子女

表现出更为偏爱, 给予他们更多保护。汉族父母对非

独生子女表现出更多的拒绝否认, 且汉族父亲对非

独生子女表现出更多的过分干涉。

从研究结果我们可以看出, 维族父母给孩子提

供了一个更加宽松的生活环境。这些不同可能更多

是由于民族文化的差异所造成。维族大多信仰伊斯

兰教, 伊斯兰教徒在尊信“六大信仰”和“五功”方面

都十分虔诚[15], 伊斯兰教倡导公正、行善、宽恕 , 伊斯

兰教设立“五功”以完成天道 , 又设立“五典( 五伦) ”

以完成人道, 特别强调, 父母应该尽到自己养育子女

的责任, 以至于从胎教至完婚都要以慈爱之心相待[16],

这可能是维族父母对子女较少惩罚、拒绝和否认而

更多偏爱的原因。我们认为其区域性、民族性、文化

宗教信仰等特点是造成上述差异的重要原因。这与

杨征[17]、夏镇夷[18]等人的研究基本一致 , 父母养育方

式具有民族性、国民性和地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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