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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儿情绪行为问题与父亲参与教养的关系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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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对３３４名３～７岁幼儿的父母施测父亲参与教养问卷（ＩＦＩ）、儿童长处与困难问卷（ＳＤＱ）。结果显示：父亲
参与对幼儿情绪有显著影响；父亲的支持与规划、日常照顾、鼓励与表扬能有效预测幼儿的品行问题；父亲的鼓励与表扬

能有效预测幼儿的情绪和同伴行为问题；父亲的管教与约束可以预测幼儿的多动行为问题；父亲的支持与规划能有效预

测幼儿的亲社会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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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ａｗｋｉｎｓ等人（２００２）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关于父亲参与教养的九个维度：培育孩子的责任
感，鼓励孩子的学业成绩，适时的表扬鼓励和情感上的支持，与孩子的沟通，注意孩子的日常生活，教孩

子阅读，鼓励孩子发展［１］。该理论对父亲参与教养的界定涉及到生活中的各个方面。幼儿期是人的一

生中非常重要的时期。父亲在这个时期的良性参与对孩子会产生极大的影响。研究表明：如果在这个

时期父亲与幼儿建立起良好的依恋关系，孩子的自我认知能力、自信心等方面都会得到极大的提高。反

之，如果在这个时期建立起负性的依恋关系，幼儿就更容易产生情绪和行为问题［２］。情绪问题是指个

体因为某些事件或情境的影响，在一定时间里表现出来的不良情绪。在个人认知能力的发展、人格的成

熟、身心健康以及社会适应等方面的影响是非常大的［３］。行为问题是指个体在社会化过程中，受到复

杂的内、外因素的影响而产生的适应不良的行为［４］。这些问题的产生都会对孩子的健康发展造成极大

的负性影响。为了更全面地分析父亲参与教养与幼儿情绪和行为问题之间的关系，我们通过定量的分

析进行研究，以期能够得到更加丰富的结论。

１　研究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

本研究取样主要集中于湖南长沙和湘潭两地的幼儿园和小学，一共收集样本５００份。其中在长沙
市、湘潭市的几所幼儿园中选取了２００名３～７岁幼儿的父母作为被试，在长沙市宁乡县的一所小学中
随机抽取３００名一年级幼儿的父母作为被试，共回收有效问卷３３４份，问卷回收有效率为６６．８％。
１．２　研究工具

本研究采用的研究工具主要是：父亲参与教养问卷（ＴｈｅＩｎｖｅｎｔｏｒｙｏｆＦａｔｈｅｒＩｎｖｏｌｖｅｍｅｎｔ，ＩＦＩ）和儿
童长处与困难问卷（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ｓａｎｄＤｉｆｆｉｃｕｌｔｉｅｓ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ｎａｉｒｅ，ＳＤＱ）。量表均适用于中国，且具有良好的
信效度。

１．３　施测程序及数据处理
向学校的相关负责人交代注意事项，在征得被试父母的同意后，由负责人发放问卷并传达注意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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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由孩子将问卷带回家交给父母填写。具体要求已在指导语上面清楚交代。填写完毕后由孩子在第

二天上学时统一交给老师，由老师负责收齐交给专业人员进行编号、筛选。数据统一由 ｓｐｓｓ１９．０进行
输入和处理分析。

２　研究结果
２．１　父亲参与教养基本情况分析

为更好地解释幼儿情绪和行为问题与父亲参与教养的关系，对父亲的年龄、文化程度、收入状况与

父亲参与教养的各个维度之间进行了基本的描述性统计和差异分析，结果如表１所示。被试分布情况
以３５岁分界，３５岁及以下的父亲和３５岁以上的父亲在支持与规划、日常照顾、鼓励与表扬三个维度上
呈显著的负相关。文化程度对父亲参与的支持和规划、日常照顾和鼓励与表扬也产生显著的正相关。

收入状况４０００元以上和４０００元及以下在支持和规划以及鼓励与表扬上均呈显著的正相关。
表１　父亲参与教养各维度与年龄、文化程度、收入情况的分析

支持与规划 日常照顾 鼓励与表扬 管教约束

年龄

３５岁及以下 ３４．５２±８．２８ ３４．５１±８．５６ ２２．１７±５．８２ １４．６０±４．２１

３５岁以上 ３７．７９±７．７９ ３６．７３±９．８７ ２４．３１±４．６５ １５．１９±４．７７

Ｔ －３．５５ －２．０３ －３．６５ －１．１０

文化程度

初中及以下 ３６．８３±９．４６ ３４．５±１０．９６ ２４．４４±６．１６ １４．９３±５．５５

高中或中专 ３３．５０±８．２５ ３３．９４±８．６７ ２１．４９±５．５９ １４．３６±４．１６

大学及以上 ３７．４±７．２ ３７．０１±８．４ ２３．８±４．９ １５．２±４．１

Ｆ ８．９１ ４．３１ ８．８１ １．３４

ＬＳＤ ２＜１，３ ２＜３ ２＜１，３ ———

收入情况

４０００元及以下 ３４．２４±８．８６ ３５．１６±９．３２ ２１．９９±５．８６ １４．６９±４．４５

４０００元以上 ３７．１８±７．２３ ３５．３８±８．８１ ２３．９１±４．９８ １４．９２±４．３６

Ｔ ３．３３ ０．２２ ３．２４ ０．４６

　　注：ｐ＜０．０５，ｐ＜０．０１，ｐ＜０．００１，下同。

为确定调查情况的有效性，对同一被试的父母同时施测父亲参与教养问卷，然后做配对样本ｔ检验，
检验结果如表２，配对样本差异不显著。父亲自我评定情况客观真实。

表２　父亲自我评定与母亲对照评定的差异性分析

变量 均值 标准差 ｔ ｄｆ Ｓｉｇ（双侧）

父亲自我评定 １０８．６ ２４．３ －０．８４ ３３３ ０．４０１

母亲对照评定 １０９．５ ２６．８

２．２　父亲参与教养各维度与幼儿情绪和行为各维度的相关分析
支持与规划、日常照顾、鼓励与表扬、管理约束这四个维度与情绪问题、品行问题、多动问题、同伴关

系、困难总分之间均呈显著的负相关，而针对亲社会行为问题则呈明显的正相关。纵向比较可以看出，

鼓励与表扬、支持与规划这两个维度对情绪、行为的影响较大。困难总分与四个维度都呈显著的负相

关，与情绪、品行、同伴、多动行为呈显著的正相关，与亲社会行为呈显著的负相关。如表３所示。
表３　父亲参与教养各维度与幼儿情绪、行为问题各维度的相关分析及矩阵

变量 支持与规划 日常照顾 鼓励与表扬 管教约束 参与教养总分

情绪症状 －０．４５ －０．２４ －０．４８ －０．２７ －０．４０

品行问题 －０．４８ －０．２６ －０．５２ －０．２９ －０．４３

多动问题 －０．１５ －０．１６ －０．１６ －０．１７ －０．１８

同伴关系 －０．４０ －０．２２ －０．４３ －０．２３ －０．３５

亲社会行为 ０．３７ ０．２７ ０．３５ ０．２６ ０．３５

困难总分 －０．５２ －０．３０ －０．５５ －０．３３ －０．４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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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　父亲参与教养各维度与情绪和行为因素的回归分析
鼓励与表扬这一维度可以有效预测情绪和同伴关系的发展，预测力分别为２２．８％和１７．７％。支持

与规划、日常照顾、鼓励与表扬都可以显著预测品行问题，三者综合的预测力为２９．５％。管教约束对多
动行为有显著的预测力，预测力为２．４％。支持与规划这一维度对亲社会行为有显著的预测力，预测力
为１３％。如表４所示。

表４　父亲参与教养各维度与情绪、行为问题各维度的回归分析

因变量 自变量 Ｒ Ｒ２ △Ｒ２ Ｆ β ｔ
情绪 鼓励与表扬 ０．４８０ ０．２３０ ０．２２８ ９９．２９８ －０．１９１ －９．９６５

支持与规划 －０．１４０ －４．６６４

品行 日常照顾 ０．５４９ ０．３０２ ０．２９５ ４７．５２２ ０．０４９ ３．４２８

鼓励与表扬 －０．０７１ －３．１１５

多动 管教约束 ０．１６５ ０．０２７ ０．０２４ ９．２５１ －０．０７５ －３．０４２

同伴 鼓励与表扬 ０．４２３ ０．１７９ ０．１７７ ７２．４８０ －０．１３５ －８．５１３

亲社会 支持与规划 ０．３７０ ０．１３３ ０．１３０ ５０．９６１ ０．０８７ ７．１３９

３　讨论
本研究表明，父亲参与教养对幼儿情绪、行为具有显著的影响。父亲在参与孩子的教养过程中参与

程度越高，幼儿可能出现情绪和行为问题的机率就越小。这与心理学家麦克·闵尼所说的相符［５］，也

进一步验证了Ｃａｍｐｂｅｌｌ（１９９６）等人的研究以及Ｇａｒｄｎｅｒ（１９９４）的研究［６］。积极正向的亲社会行为与父

亲参与到孩子的教养过程中的方式呈正向相关，这说明父亲参与到孩子的教养过程中的参与程度越高，

亲社会行为可能出现的机率就会越高。在父亲参与教养的四个维度之中，支持与规划对幼儿的亲社会

行为呈显著的正向预测关系，也就说明在父亲参与教养的过程中，父亲能够给予家庭足够的经济支持，

对孩子母亲的教育工作能够给予支持，为了孩子的成长能够对家庭生活进行合理有效的规划，那么孩子

就倾向于产生更多的亲社会行为，并且更容易形成良好的道德行为习惯，这也与Ｈａｗｋｉｎｓ等人的研究结
果一致［７］。杨丽珠、董光恒（２００５）在控制了智商、社会经济地位、年龄、兄妹状况等因素之后，得到父亲
缺失的儿童比父亲存在的儿童在教师评价中的道德方面的得分要低［８］，也印证了这一结论。

鼓励与表扬能够有效预测情绪和同伴行为问题，且呈现显著的负相关。父亲参与教养的过程中，对

孩子进行适当的鼓励与表扬可以有效减少幼儿的情绪和同伴行为问题。Ｌａｍｂ（２０１０）总结前人的研究
成果证明了这一点［９］。我国学者也认为与父亲相处更多的孩子能更好地进行人际交往，父亲与孩子的

相处与游戏活动能够有效促进儿童进行积极健康的交往，对其社交能力的提高具有重要作用［１０］。在有

效的父亲参与教养的过程中，父亲对孩子成长的有效参与能使孩子在同伴交往、和谐人际关系的建立上

有更好的表现，也能减少攻击性行为，有更多的亲社会行为出现的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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