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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家庭青少年亲子冲突与

应对策略比较研究 ①

———对《家有儿女》和《成长的烦恼》的编码分析

贺舟颖１，严　颢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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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室内情景喜剧《家有儿女》和《成长的烦恼》的主人公为研究对象，对中美家庭中的亲子冲突的类型和青
少年的处理策略进行编码分析。研究表明：青少年与父母冲突最多的三个方面分别为学业、日常生活安排和做家务。中

国青少年在应对亲子冲突时，使用的策略主要是反抗攻击、屈服让步、解决问题、回避冲突；而美国青少年的亲子冲突应

对策略则主要是反抗攻击、解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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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亲子冲突概述
青少年是在亲子冲突的过程中不断发展和成长起来

的。尤其是在进入青春期后，由于生理和心理的急剧、快

速变化发展，在青少年的认知、社会认知、社会情绪、社会

理解能力以及社会关系的发展中，亲子冲突发挥着重要

作用，也是青少年发展成长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产物［１］。

因此，青少年期的亲子冲突一直受到研究者的关注。目

前研究比较赞同的观点是，亲子冲突指的是亲子双方的

不一致，包含三个不可缺少的要素：一是双方目标的不一

致；二是双方都知觉到了这种不一致；三是以言语或非言

语的方式表现出来。

美国心理学家霍尔指出，亲子冲突是儿童生理和心

理发展的必然结果。他把青少年期称为“疾风暴雨”时

期，预示青少年与父母的关系充满着激烈的冲突和矛盾。

一方面，随着年龄的增长，青少年寻求独立自主的倾向日

益增强［２］；另一方面，父母仍然将他们看成是未长大的孩

子，害怕权力的给予会导致青少年出现各种各样意想不

到的问题。因此，父母仍然将权力控制在自己手中。这

两种倾向增加了青少年与其父母发生冲突的可能性［３］。

在家庭中，亲子冲突涉及的内容多种多样，对青少年

来说，冲突主要体现在与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一般性话

题中。一些研究发现，初中生与父母的冲突涉及八个方

面：学业、做家务事、交友、花钱、日常生活安排、外表、家

庭关系和隐私。其中，冲突较多的为日常生活安排、学业

和家务，较少的是朋友和隐私。国内最新研究也证明了

青少年与父母冲突最多的和最激烈的三个方面依次为学

业、日常生活安排和做家务，而发生冲突最少和最弱的是

隐私。这与国外一些学者的研究结论一致［４］。这些研究

发现，青少年期的亲子冲突有如下特点：一是处于一个相

对较低的水平；二是呈倒Ｕ型发展，青少年中期亲子冲突
达到顶点；三是与母亲的冲突多于与父亲的冲突［３］。

面对亲子冲突，在不同情况下，不同的青少年总会采

取不一样的应对方式。根据宋广文、何文广对青少年亲

子冲突处理策略的研究，可以把青少年对于亲子冲突的

应对策略分为五大类：解决问题、反抗攻击、回避冲突、屈

服让步和他人调节。研究表明，从总体上看，青少年亲子

冲突处理策略从多到少依次是问题解决、屈服让步、回

避、反抗攻击和他人调节［５］。一项跨文化的研究表明，与

西方文化不同，在东方文化背景下，青少年在应对与父母

的冲突时还使用第三方干预，即他人调节的策略［６］。

现有的研究更重视探讨亲子冲突和青少年心理发展

之间的关系，而对于青少年期亲子冲突的特点和影响因

素却较少涉及，对青少年亲子冲突的处理策略也考虑不

多。本研究将对此进行探讨，尝试对影视作品中涉及的

中外家庭中的亲子冲突的类型和青少年的处理策略进行

分析、研究，以帮助更好地了解青少年亲子冲突的现状。

２　研究方法
２．１　研究材料

中国和美国情景喜剧录像各一：随机选取《家有儿

女》第二部共 ２０集；随机选取《成长的烦恼（Ｇｒｏｗｉｎｇ
Ｐａｉｎｓ）》第三季共２０集。
２．２　被试

两部电视剧中的核心家庭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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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有儿女》中爸爸夏东海、妈妈刘梅、大女儿夏雪、

二儿子刘星、三儿子夏雨；

《成长的烦恼》中爸爸杰森、妈妈麦琪、大儿子迈克、

二女儿卡萝尔、三儿子本恩。

２．３　研究方法
对录像采用“亲子冲突”事件编码的方式进行。

根据文献分析，将亲子冲突分为八类：学业、做家务

事、交友、花钱、日常生活安排、外表、家庭关系和隐私；将

青少年亲子冲突处理策略分为五类：解决问题、反抗攻

击、回避冲突、屈服让步、他人调节。

编码由两名心理专业硕士经过系统培训后进行。观

察者一致性反映对于行为所归属的编码总体一致程度，

取自于对总体数据中２５％样本的统计。本研究中两位编
码者的一致性系数为０．８０。

３　研究结果
３．１　亲子冲突内容

根据编码结果，研究者对两部电视剧中各自的亲子

冲突类型进行了统计，结果如表１。

表１　亲子冲突类型次数统计

被试姓名
亲子冲突类型

学业 家务 交友 花钱 日常生活 外表 家庭关系 隐私 总计

中国家庭

夏雪 ０ ５ ０ ２ ５ ０ ３ ０ １５

刘星 ２０ １０ １５ １０ １７ ０ １２ ０ ８４

夏雨 ０ ３ ３ ０ １２ ０ ２ ０ ２０

美国家庭

迈克 １１ ７ ０ ２ ６ １ ４ ０ ３１

卡萝尔 ０ ４ ０ ０ ２ ０ １ ０ ７

本恩 １ ５ ０ ０ ３ ０ １ ０ １０

总计 ３２ ３４ １８ １４ ４５ １ ２３ ０ １６７

　　由表１可见，无论是中国家庭还是美国家庭，在外表
和隐私方面的亲子冲突都不太发生。经ＳＰＳＳ１８．０统计分
析，中国家庭亲子冲突类型差异比较值为５８．２８，Ｓｉｇ．＝
００００；美国家庭亲子冲突类型差异比较值为４５．６７，Ｓｉｇ．
＝０．０００，即中国家庭和美国家庭的亲子冲突各种类型发
生次数均存在显著差异。

各冲突类型的总数统计见图１。
由图１可知，中国家庭中亲子冲突按各类型发生次

数由多至少分别为日常生活（２８．５７％）、学业（１６．８１％）、
家务（１５．１３％）和交友（１５．１３％）、家庭关系（１４．２８％）、
花钱（１０．０８％）、外表（０）和隐私（０）；而美国家庭中亲子
冲突各类型的次数按家务（３３．３３％）、学业（２５％）、日常
生活（２２．９２％）、家庭关系（１２．５％）、花钱（４．１７％）、外表

（２．０８％）、交友（０）和隐私（０）这一顺序依次递减。

图１　中美亲子冲突类型总数统计

３．２　青少年亲子冲突处理策略
根据编码结果，研究者对两部电视剧中各自的青少

年处理亲子冲突的策略进行了统计。其结果见表２。
表２　青少年应对策略次数统计

被试姓名
亲子冲突应对策略

解决问题 反抗攻击 回避冲突 屈服让步 他人调节 总计

中国家庭

夏雪 ２ １３ ０ ５ ０ ２０

刘星 ３５ ３０ ３２ ３０ ８ １３５

夏雨 ０ ８ ５ １０ ０ ２３

美国家庭

迈克 １９ ２２ １０ １１ １ ６３

卡萝尔 １３ １５ ３ ６ １ ３８

本恩 １２ １８ ２ ７ ０ ３９

总计 ８１ １０６ ５２ ６９ １０ ３１８

　　由表２可知，无论是中国家庭还是美国家庭，在青少
年面对亲子冲突时，五种应对策略都被不同程度的使用。

经ＳＰＳＳ１８．０统计分析，中国家庭亲子冲突时，青少年所采
取的应对策略类型差异比较值为３０．６５２，Ｓｉｇ．＝０．０００；美
国家庭亲子冲突时，青少年所采取的应对策略类型差异

比较值为６５．９２９，Ｓｉｇ．＝０．０００，即中国家庭和美国家庭的
青少年使用各种应对策略的次数均存在显著差异。

各冲突策略的总数统计见图２。
图２　中美青少年应对策略总数统计

９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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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图２可知，中国青少年在应对亲子冲突时，使用的策
略由多到少依次是反抗攻击（２８．６５％）、屈服让步（２５２８％）、
解决问题（２０．７９％）和回避冲突（２０．７９％）、他人调节
（４４９％）；美国青少年的亲子冲突应对策略则按反抗攻击
（３９．２９％）、解决问题（３１．４３％）、屈服让步（１７．１４％）、回避冲
突（１０．７１％）和他人调节（１．４３）而依次递减。

４　讨　论
４．１　中美两个家庭中亲子冲突的内容

无论是中国或者美国家庭中，亲子冲突总是发生在那些

与青少年的生活密切相关的事物方面。国内外研究都表明，

青少年与父母冲突最多的和最激烈的三个方面依次为学业、

日常生活安排和做家务，而发生冲突最少和最弱的是隐私。

这与本次研究的结果一致，中国家庭和美国家庭中，冲突最

多的都是这三个类型。冲突的产生一般发生在讨论问题和

沟通中，如果有一些事无法达成一致，便可能会产生亲子冲

突。因而，冲突一般主要体现在与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一般

性话题中，而对于隐私等敏感话题的涉及少，因此该类型的

冲突也少。

在中国家庭中，日常生活方面的冲突显著多于其他几个

类型，发生次数占所有冲突总数的２８．５７％。如第三集中，刘
星想出门玩，被母亲阻止，两人发生了冲突。这类冲突在我

们的生活中也是屡见不鲜的。父母想根据自己的经验对子

女的日常生活安排作出指导，加上由于学业压力，父母总想

让子女多学习、少玩乐，希望子女将更多的时间投入到学习

中去；但是处在青春期的子女，有参与社会交往的需要，同时

由于叛逆心理作祟，总想跟父母拗着干。在这个问题上，父

母、子女总是各执一词，互不相让。双方一旦沟通失败，亲子

冲突在所难免。

从冲突总次数来看，中国家庭中三名青少年与父母冲突

了１１９次，而美国家庭中的三名青少年，与父母仅冲突了４８
次。这与两个家庭的文化背景差异相关。中国家庭更注重

孩子的学业成就，而美国家庭更多地把子女看作是一个独立

的自由的个体，父母即使对子女的想法有意见也经常保留，

通过沟通的方式来调节，避免了冲突的产生。

在《家有儿女》中，夏东海和刘梅已经属于较为开明的父

母，家庭氛围比较民主宽松，子女也有一定的话语权。但是

总会对子女的日常生活安排、学业等加以干涉，希望子女按

照自己的想法去做事。与《成长的烦恼》相比较，杰森和麦琪

这对父母对子女的干涉无疑更少。亲子双方很少发生矛盾，

对于子女的一切，父母总是微笑地采取注目礼。无论做得对

或错，他们采取的方式都是顺其自然，让子女去尝试所有的

可能性，而不会横加阻拦。这也反映了中美家庭教育模式的

差异。

４．２　中美两个家庭青少年亲子冲突的处理策略
国内外研究表明，青少年亲子冲突的处理策略从多到

少依次是问题解决、屈服让步、回避、反抗攻击和他人调

节。我们的研究结果与此不一致。从我们的研究结果来

看，中国家庭中，青少年对于亲子冲突的应对策略使用次

数从多到少依次是：反抗攻击、屈服让步、解决问题和回避

冲突、他人调节；而美国家庭中，青少年的应对策略使用次

数从多到少依次是：反抗攻击、解决问题、屈服让步、回避

冲突、他人调节。与前人研究最大的不一致出现在“反抗

攻击”这一策略上。前人研究表明，青少年较少运用反抗

攻击的策略来回应亲子冲突，排名是倒数第二。而我们研

究中，无论中国还是美国家庭中的青少年，都更倾向于在

亲子冲突中用反抗攻击的方式来回应父母。如《家有儿

女》第八集中，刘星与同学打架，母亲批评他时，他态度强

硬，情绪激动地进行顶嘴；《成长的烦恼》第二十集中，迈克

在复习功课的时候把音响开得震耳欲聋，父子两个起了冲

突，迈克忿忿不平，反击父亲对自己不满。

从不同应对策略使用的次数来看，美国青少年选择

“解决问题”的为３１．４３％，“回避冲突”的为１０．７１％，“屈
服让步”的为１７．１４％，而中国青少年选择“解决问题”的次
数仅占２０．７９％，选择“回避冲突”的也是２０．７９％，“屈服让
步”的２５．２８％。这也与两个家庭所处的文化背景相关。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人情、亲情、权威意识、中庸思想必然会

影响到冲突处理策略，因而青少年更多地选择“屈服让步”

和“回避冲突”的方式。而美国文化崇尚个体的独立和自

由，更鼓励正面的问题解决方式，因此，美国家庭中青少年

应对亲子冲突时更倾向于选择“解决问题”的方式。

有跨文化研究结果表明，在东方文化背景下，青少年

在应对与父母的冲突时还使用第三方干预，即他人调节

的策略。但在西方文化中，这种策略非常少见。从我们

的研究也可以看到，中国家庭中，青少年选择“他人调节”

的为４．４９％，而美国家庭中的青少年则为１．４３％。在《家
有儿女》中，子女与母亲发生争执时，经常会出现向父亲

或者是在场的其他家庭成员（如姥姥、爷爷）求助的场面。

而在《成长的烦恼》中这一现象就很少见。这也与西方文

化中更强调个体的独立性有关。

４．３　本研究存在的局限
由于是对影像资料进行编码分析，本研究不可避免

地存在局限性。

一方面，两部电视剧的时代背景不同，《成长的烦恼》

是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中期的作品，而《家有儿女（第二部）》
则拍摄于２００５年。时间相隔２０多年，西方家庭中的亲子
关系可能又发生了新的变化。另一方面，由于影视作品

的需要，其中人物都具有典型性格，剧情也需要人物之间

的冲突来支撑。因此与生活中的真实情况还是存在一定

的出入。

５　研究结论
本研究表明，青少年与父母冲突最多和最激烈的三

个方面分别为学业、日常生活安排和做家务，而发生冲突

最少和最弱的是隐私。在应对亲子冲突时，中国青少年

使用的策略主要是反抗攻击、屈服让步、解决问题、回避

冲突；而美国青少年使用的策略则主要是反抗攻击、解决

问题。在亲子冲突类型和青少年应对策略方面，两个中

美家庭之间的差异主要是由文化背景的差异所引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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