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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家庭教养方式是指父母对子女抚养教育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相对稳定的行为方式 ,是父母各种教养行为的特征概括。

家庭教养方式是儿童社会化的重要因素 , 受到国内外心理学家的重视 ,也是亲子关系领域中研究最早、最富有成果的一个方面。

该文综述了中外心理学家在儿童社会化研究中对家庭教养方式研究的重要成果 ,文章从家庭教养方式对儿童社会化影响的历

史发展视角 ,对 20 世纪国内外学者探讨该领域的发展变化时所采用的研究方法进行分析 ,揭示了家庭教养方式对儿童社会化影

响的理论发展的阶段性和连续性的特点 ,表明研究思路逐渐出现生态化的趋势 ,揭示了研究方法的不断进步 ,表现出综合化、现

代化和实用化的最新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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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庭教养方式是指父母对子女抚养教育过程中所表现

出来的相对稳定的行为方式 ,是父母各种教养行为的特征概

括。家庭教养方式是心理学家、教育学家研究儿童社会化问

题时关注的重要课题。家庭是儿童社会化的第一场所 ,以血

缘和亲情为纽带的家庭应该是很温馨的 ,但是在现场调查中

发现 ,家对某些儿童意味着港湾 ;对某些儿童则意味着樊笼 ;

而对某些儿童却意味着战场。父母是他们的第一交往对象 ,

更是他们习得社会规则的重要来源 ,父母教育观念和教养方

式直接影响着父母对儿童的态度 ,对儿童进行教育的期望、

目标、途径、策略及行为 ,是影响儿童社会化的重要因素。社

会化是儿童人格健全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 ,影响社会化的因

素包括宏观社会文化背景和个体生活的微观社会结构 ,如家

庭、幼儿园、学校等 ,社会文化是儿童社会化的重要中介变

量 ,它对人格具有塑造功能。

随着科学儿童心理学的产生、形成和发展 ,关于家庭教

养方式对儿童社会化影响的历史发展 ,大致经历了三个阶

段 :

1 　家庭教养方式对儿童社会化影响的理论形成的

准备期

　　18 世纪初到 19 世纪末 ,人们对父母教养方式及其对儿

童社会化影响的认识 ,主要依靠自然观察和思辩的方法 ,是

该领域理论形成的准备期。

卢梭是法国十八世纪最杰出的启蒙思想家 ,卢梭在观察

的基础上 ,以其虚构的教育客体爱弥儿来阐述其自然教育思

想。卢梭提出要尊重儿童 ,父母要把自己变成儿童发展的帮

助者和适当的指导者 ,哺育子女是母亲最崇高的职责 ,教育

者要按照儿童的天性、身心特点去施教 ,培养出有见识、有个

性、身心健康、有良好道德修养的人。坚决反对一切压抑儿

童、摧残儿童和强加灌输的教育。卢梭自然教育思想启迪了

裴斯泰洛齐、康德、杜威等一大批近现代教育家、心理学家。

裴斯泰洛齐通过教育实验 ,第一次把教育建立在心理学的基

础上 ,提出教育心理学化的重大理论。他主张对儿童的教育

首先要从家庭教育开始 ,母亲对子女的教育具有重要作用。

杜威批判地吸取了卢梭的思想。杜威认为在家庭教育中 ,亲

子的平等地位和关系对儿童的发展十分重要。亲子平等可

以避免父母将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子女 ,可以从小受到平等、

民主观念的影响 ,是非、美丑、对错的标准并不由父母来主

宰 ,而是由社会所共同认可的价值标准和行为规范来决定。

霍尔是复演说的代表人物。1883 年 ,霍尔发表论文《儿

童心理的内容》,是美国儿童研究运动发端的标志 ,霍尔的学

术声望迅速上升 ,成为美国第一流的教育家。受达尔文进化

论的影响 ,霍尔认为儿童的身体和灵魂是最宝贵也是最可雕

塑的事物 ,成人要根据儿童的身心发展需要进行教育 ,促使

儿童真正走向成熟。通过广泛的探索和深入的思考 ,霍尔为

儿童心理发展和教育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他被公认为是

儿童发展心理学的先驱 ,在国际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2 　家庭教养方式对儿童社会化影响的理论形成和

发展期

　　从 19 世纪后半期至 20 世纪 70 年代 ,是该领域研究的形

成和发展期。鲍姆林特首次提出家庭教养方式的概念 ,心理

学家对该领域的研究广泛采用了定量研究的方法 ,实验法成

为该领域研究的一种重要方法。麦肯依研究早期童年经验

对人格的影响 ,结论是早期的亲子关系定出了儿童的行为模

式 ,塑造出儿童一切日后行为。正所谓“三岁看大 ,七岁看

老”,这句话说明了幼儿期是人格形成和发展的关键期。西

尔兹[1 ]对 379 个新英格兰学龄前儿童的家庭进行研究 ,通过

分析父母教养方式对儿童的依赖性、攻击性以及道德心等方

面的影响 ,提出了父母教养行为的两个重要概念 :温暖和控

制。心理学家们分别从不同角度分析了教养行为的各种特

征 ,为进一步揭示家庭教养方式概念的内涵奠定了理论基

础。

美国心理学家鲍姆林特在 1967 年 ,首次提出家庭教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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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的概念 ,国内学者对 Parenting style 有不同的翻译。如

家庭教养方式[2 ] 、父母养育方式[3 ] 、父母抚养方式 [4 ]、育儿风

格[5 ]等。目前较为普遍接受的是父母教养方式或家庭教养

方式。对于家庭教养方式的界定 ,目前还没有一个明确、统

一的定义。

理解起来认为有如下几个层次的含义 : (一) 家庭教养方

式是父母对子女的教养态度和感情 ,它反映了亲子互动的性

质 ,具有跨情景稳定性和明确的教养目的。(二) 家庭教养方

式是父母各种教养行为的特征概括 ,由于家庭成员的生活经

历、文化修养、思想立场、个性特征以及家庭背景不同 ,所表

现出来的家庭风格不尽相同 ,父母在教育子女的言谈、举止

和态度具有相对稳定性的行为风格 ,对子女的社会化过程产

生重要的影响。(三) 家庭教养方式是在家庭感情氛围中表

现出来的。儿童的态度、感受、认知和一般行为可能反映出

家庭中占优势的感情氛围。如果子女处在和谐、欢乐、紧张

而有秩序的家庭 ,并从他们的家庭中获得安全感 ,将使他们

顺利地适应生活中的各种要求和解决遇到的问题。如果家

庭以惩罚、混乱、过分的严厉为特征 ,具有一种消极色彩 ,子

女发生问题的可能性比较大 ,这取决于父母的感情、思想文

化修养和科学的教育观念和教养态度。

从 20 世纪 40 年代起 ,国内外心理学家大量地运用实证

法探索家庭教养方式对儿童社会性发展的影响 ,揭示家庭教

养行为的类型模式及其对儿童社会化的影响。最早研究父

母教养方式对儿童社会化影响的美国心理学家西蒙兹 , 他从

接受 - 拒绝和支配 - 服从两个维度区分父母的教养行为 ,在

研究中发现被父母接受的孩子一般都表现出社会所需要的

行为 , 如情绪稳定、兴趣广泛、富有同情心等 ,被父母拒绝的

孩子大都情绪不稳、冷漠、倔强而逆反 ;受父母支配的孩子比

较被动顺从、缺乏自信、依赖性强 ;让父母服从自己的孩子有

很强的进攻性。

20 世纪 60 年代后期以来 , 鲍姆林特[6 ]在观察研究的基

础上提出三种教养方式类型 :专制型、权威型、放纵型。研究

发现当父母的行为不一致时 ,权威型的教养行为有利于女孩

子的独立性及目的性行为的形成和发展。同专制型和放纵

型父母的控制相比 ,权威型父母的控制更有利于形成男孩子

的社会责任感和女孩子的成就倾向。权威型家庭中的儿童

自信、和善、具有良好的社会适应能力 ,对同伴热情、友好 ,父

母的权威性体现在给儿童制订严格的行为准则 , 并清楚地说

明对子女施加限制的原因。研究思路的特点是坚持成人塑

造儿童的单向决定观。

但是 ,拜尔[7 ]发现儿童天生气质上的差异会影响父母的

教养行为 ,并开创性地提出了“双向模式”说 , 试图揭示亲子

关系的双向互动机制 ,从而引发了整个 70 年代儿童个性特

征对父母教养方式影响的研究 ,研究思路由单向决定观逐渐

向双向互动观转变 , 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国内的相关研究从 80 年代开始兴起 ,最常见的是参照

鲍姆林特的分类 ,将家庭教养方式分为放纵型、溺爱型、专制

型和民主型。林磊、董奇等[8 ]采用聚类分析法将母亲的教育

方式划分为极端型、严厉型、溺爱型、成就压力型和积极型等

五种类型。积极型教育方式中的儿童在各方面均优于其它

类型。对事物具有浓厚的兴趣与探究精神 ,社交退缩行为很

少 ,属于社交主动、乐群的儿童 ,有较高的开放性、焦虑表现

最少。而极端型中的儿童属于各个方面欠佳的孩子。张文

新、林崇德[9 ]研究结果表明父母教育方式对青少年的自尊有

较好的预测作用。在中国文化背景下 ,儿童的自尊与父母教

育方式的关系 ,在城乡和男女不同群体中存在差异 ,差异产

生的原因是一个复杂而有趣的问题 ,分析认为这种差异与城

乡两种亚文化的特点有着密切的联系。

国内外心理学家运用实证法对父母教养行为的类型模

式及其对儿童社会化的影响进行了有意义的探索 ,取得了令

人瞩目的成就 ,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

3 　家庭教养方式对儿童社会化影响的理论的最新

进展

　　20 世纪 70 年代以后 ,心理学研究思路逐渐出现生态化

的趋势 ,即强调在现实生活中、自然情景下研究儿童的心理

和行为 ,研究儿童自然、社会环境中各种因素的相互作用 ,从

而解释他们心理发展与变化的规律。这种方法拓宽了研究

的范围 ,增进了人们对影响家庭教养方式的因素的理解 ,打

破了传统研究中实验方法占统治地位的格局 ,有助于对环境

和行为的控制 ,有助于研究个体发展与环境之间的关系。斯

梅塔纳和努契分别在 1995 年和 1996 年的研究中得出结论父

母的教养行为应该遵循多方面关注儿童社会性发展的原则 ,

而不是过多的强调父母教养方式。斯梅塔纳指出 ,权威型的

父母能够比较准确的判断儿童的哪些行为问题需要加以控

制 ,哪些行为需要给予宽容 ,父母应该尊重子女个人活动的

空间。斯梅塔纳和努契所倡导的理论观点是父母控制理论。

鲍姆林特[10 ]主要的研究兴趣是建构权威型父母教养方式的

理论模型。2005 年 ,鲍姆林特在权威型父母教养模式和青少

年自主性发展的研究中 ,详细分析了具体的社会交往活动如

何影响儿童的发展 ,强调权威型父母教养模式的普遍性影

响。

值得一提的是 ,人类发展生态模型的提出是推动该领域

研究取得进展的直接动力。1979 年 ,布朗芬布伦纳[11 ]出版

了《人类发展生态学》一书 ,提出了著名的人类发展生态学理

论。他认为个体发展的环境是一个由小到大层层扩散的复

杂的生态系统 , 具体包括微观系统、中间系统、外层系统以及

宏观系统等 ,每个系统都会通过一定的方式对个体的发展施

加影响。他认为“发展是人与环境的复合函数”, 即 D = f

( PE) 。其中 ,D 指 Development (发展) , P 指 People (人) , E

则指 Environment (环境) 。这说明儿童的发展受到与其有直

接或间接联系的生态环境的制约 , 研究者应该从幼儿园与家

庭、社区的相互关系中来研究影响儿童社会化发展的因素 ,

改善儿童成长的环境 ,创造良好的社会生活环境。

在人类发展生态模型的推动下 ,心理学家走出教养方式

对儿童社会化发展的单向研究的圈子 , 尝试将父母的特征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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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的特征都纳入教养方式体系。在研究思路上跳出所熟

悉的微观系统 , 将教养行为、亲子互动的分析放在更广阔的

系统中进行研究 ,关注家庭的社会文化背景、社会阶层、社会

经济地位及父母体验到的压力和社会支持等宏观系统对家

庭微观系统中亲子互动的影响 ,较全面地探讨了教养方式对

儿童社会化的各种影响因素。2000 年 ,贝斯盖等人对美国和

韩国 3 岁儿童的父母教养行为及儿童抑制性行为的关系进

行了研究 ,发现儿童对父母教养行为的影响要大于父母教养

方式对儿童行为的影响 , 母亲比父亲更容易受到儿童抑制性

行为的影响。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 , 国内在该领域的研究几乎都提到

人类发展生态学的理论 ,研究者通过深入儿童生活的现实环

境 ,开展生态化的研究 ,取得了新的进展。

心理学家张建新 [12 ]对该领域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

他运用因素分析法将家庭教养方式分为四个类型 :理解鼓励

型、过分约束型、冷漠专制型和限制保护型。理解鼓励型父

母大多较为亲切 ,孩子做事或遇到困难都会积极鼓励和帮

助。过分约束型的母会给孩子诸多约束 ,无论孩子的作息时

间 ,还是看电视的节目 ,甚至吃什么样的零食都要由他们来

安排。冷漠专制型父母基本不太在意孩子遇到的困难和问

题 ,或者不顾孩子的感受 ,强迫孩子按照自己的意愿做事。

限制保护型父母对孩子的去向以及活动追根问底 ,不给孩子

自主活动的空间。他进一步用适合中国文化背景的人格量

表 CAPI 探讨父母教养方式对青少年人格的影响 ,发现积极

的父母教养方式有利于儿童形成健康的人格特点和良好的

人际关系[13 ] 。叶一舵[14 ]提出要充分考虑到社会文化对亲子

关系的影响 ,在借鉴国外研究成果的同时 ,加强亲子关系本

土化的研究。杨丽珠[15 ]考察了中国城市中幼儿父母教育观

念的类型及其对幼儿个性的影响 ,分析认为家庭教育反映出

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体系 ,中国文化通过影响父母的教育观

念而影响幼儿的个性发展。

随着心理学研究应用性的日益加强 ,传统的理论与实验

研究逐渐向现场研究转变 ,强调在现实的情景与条件下控制

和观察心理活动 ,记录和描述这个心理过程 ,这与发展心理

学研究的生态化研究取向相一致 ,研究者深入到幼儿园和家

庭 ,综合运用现场观察、现场调查、访谈法、编制家长教养行

为量表等研究方法 ,获得最新的研究结论。徐慧 [16 ]在幼儿园

进行的幼儿教育个案研究 ,通过现场观察、现场调查、访谈法

等综合化、现代化的研究方法 ,搜集、整理、分析幼儿教育典

型案例 ,发现了许多关于家庭教养方式对儿童人格、人际关

系、心理健康等重要影响的新事实 ,丰富了该领域的理论研

究 ,促进了教育领域的心理学应用研究 ,具有较高的实践和

应用价值。

我们应采取的科学态度是采用被大家普遍接受的理论

观点和研究方法 ,从中国文化的宏观背景出发 ,加强对中国

家庭的教养行为及其对儿童社会化影响的本土化研究。研

究者要深入到幼儿生活的真实环境中 ,深入到幼儿园和家庭

中开展现场研究 ,综合运用现场观察、现场调查、访谈法等研

究方法 ,获得最新的研究成果 ,丰富和促进该领域的理论和

应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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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sychological Research of Scientif ic Thinking
Y uan Weiwei , W u Qi ngli n

( The Department of Psychology , ECNU , Shanghai , 200062)

Abstract 　The psychological research of scientific thinking originated from the developmental reasearch tradition , and has devoloped in

the recent 30 years. This article firstly proposed the frame and the model of the research of scientific thinking , then introduced the

typical experimentation paradigm of the research , and finally reviewed some research results from the four perspectives development ,

individual differences , expert2novice comparison and instructive and intervention. Future researches of this field were also explored.

Key words : scientific thinking , scientific reasoning , psychological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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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Research Summary of How Family Parenting Patterns Influence Children’s
Social izational Development

X u Hui1 ,2 , Zhang Jianxi n2 , Zhang Meili ng2

(1 Graduate 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 Beijing , 100049) (2 Institute of Psychology ,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 , Beijing 100101)

Abstract : The family parenting pattern refers to parents displaying relatively stable behaviors during the forstering education process .

It is a characteristics summary of various parenting behaviors . It is an important factcr of children’s socialization , which attracts the

atlention of domestic and foreign psychololgists . It is also the earliest and the most fruitful aspect in parent2child relationship field.

The article reviews the important achievements of the family parenting mode in children’s socialization study. From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perspective of parenting pattern affecting children ’s socialization development , the authors probe into the methods on

which domestic and foreign scholars study the development in this field and , revealed the periods and continuity of the theoretical

development. An ecological trend was found in the reseerch approach , and the latest characteristics are integrated , modernized and

practical .

Key words :family parenting pattern socialization family feeling atmosphere research method field surv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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