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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化亲子关系　促进学生健康成长 ①

朱倩倩，周青山
（湖北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北 黄石４３５００２）

摘　要：为了解高中生对亲子关系的看法、与父母关系的现状，以自编问卷《关于黄石市高中生亲子关系的调查》为
主，分别对黄石市五所高中进行了调查。调查结果显示：高中生与父母之间的关系总体上很好，民主型教养方式占主导；

虽然整体上很乐观，但也存在一些问题，如家长的期望太高，孩子的压力太大等。沟通和交流在优化亲子关系中具有重

大意义，理解和尊重是彼此信赖的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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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子关系是“以血缘和共同生活为基础的父母与子女间相互作用所构成的、亲子双维行为体系的

自然关系和社会关系的统一体”［１］。本文所指的亲子关系主要指高中生与父母之间的相互关系，既包

括基于血缘关系的亲子关系，也包括基于法律关系的亲子关系。亲子关系作为家庭中最基本、最重要的

一种关系，具有极强的亲密性，它直接影响青少年的身心发展，影响他们以后形成的各层次的人际关系。

高中生正处在青春期，这一时期的主要特点是一个半成熟、半幼稚的时期，是独立性和依赖性、自觉

性和幼稚性错综矛盾的时期。个性发展上出现了一些新特点，包括“自我意识的高度发展”“价值观的

确立”和出现“自制需求”［２］。另外，青少年的身体成长和性成熟，也使青春期的亲子关系发生着变化，

主要表现为亲子冲突增加了，有人把它称为“第二反抗期”。

为进一步了解当代高中生亲子关系的现状，优化亲子关系，我们做了此次调查。同时也希望这次调

查能为优化亲子关系提供一些建设性的建议。

１　调查对象及方法
１．１　调查方法

本次调查主要采用问卷法，再辅以文献法。问卷为自编问卷《关于黄石市高中生亲子关系的调

查》，问卷分为基本信息栏、情景选择栏，其中选择又分为单选和多选，分别从高中生与父母之间的熟悉

程度、交流的频率、对父母爱的看法和表现以及希望父母以怎样的方式对待自己等方面设问。

１．２　调查对象
本次调查采取随机抽样和目的抽样的方法，对黄石三中、黄石七中、黄石二中、实验高中、黄石二十

中高一、高二、高三的学生发放调查问卷。发放问卷２６０份，回收有效问卷２４４份，有效率９３．８％。
１．３　数据分析

对有效问卷进行编号，运用ＳＰＳＳ１６．０系统对数据进行分析。

２　结果与分析
随着经济的飞速发展和生活水平的提高，国家和社会愈来愈重视青少年的发展，他们的发展是当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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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和家长非常关心的一个话题。父母总是把最好的一切都给孩子，尽一切可能来满足孩子的要求。

然而身为孩子的他们是否能体会到这满满的爱呢？很多青少年反映，父母不理解自己，自己与父母之间

有代沟和矛盾。但不可否认的是：当今社会子女与父母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孩子的地位得到

了显著的提高，他们之间不再是森严的等级制度，而是彼此增加了尊重和信任。

２．１　亲子关系整体现状
２．１．１　孩子与父母之间的关系总体上良好

亲子关系是青少年三大社会关系———亲子关系、师生关系、同伴关系中最重要的社会关系，是影响

青少年身心成长的主要因素，特别在处于心理急剧发展、遇到种种困难和困惑的青少年时期，亲子关系、

家庭氛围更加强有力地影响着他们的人格发展、心理健康［３］。所以搞好亲子关系对高中生来说至关

重要。

在本次调查中，７２．６％的学生反映与父母之间的关系比较好或非常好；仅有１．２％的高中生表示与
父母之间的关系很差，经常吵架。另外，在与父母之间的交流与沟通方面，７７．９％的高中生会偶尔或经
常与父母说心里话，只有很少（２．７％）的人不愿意与父母说心里话。数据显示，大多数青少年比较愿意
与父母进行交流，这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减少父母与子女之间的冲突和代沟，有利于和谐亲子关系的养

成。这也进一步说明高中生与父母之间的关系普遍很好。

２．１．２　家庭中民主型的教养方式占主导
典型的家庭教养方式有四种：权威型、专制型、宽容型或溺爱型、放任型。权威型又被称为民主型，

它的特点是父母对孩子是有要求和关心的。专制型的特点是对孩子有要求但不关心。溺爱型的特点是

父母非常爱自己的孩子，但爱的很不理智，从不对儿童提出什么要求或行为界限，有时提了也不能坚持。

放任型的特点是父母对孩子既不关心也不提出要求［４］。

随着当今形势的不断变化，传统观念也在变化。那种“棍棒底下出孝子”的传统思想已逐渐退出历

史的舞台，取而代之的是民主型的教养方式。本次调查显示，６７．２％的高中生与父母相互尊重，和睦相
处。这也从侧面反映了民主型的教养方式在家庭中占主导地位。有 ７．０％的高中生属于溺爱型，
１６０％的属于专制型，９．８％的是冷漠型。从整体上来看，中国现阶段的家庭教育方式以民主型为主，家
庭中民主型的教养方式有利于和谐亲子关系的养成。

２．２　亲子关系中存在的问题
２．２．１　与别人比较

很多家长喜欢拿自己的孩子与别人的孩子比较，这在无形中给孩子增加了很大的压力，也会使孩子

反感，还会使父母与孩子之间的距离更加遥远。调查发现，从不拿自己的孩子跟别人的比较的只有

９４％，绝大部分的家长喜欢跟别人比较孩子。２０．５％的家长觉得自己的孩子比其他孩子好，２２．１％的
家长觉得自己的孩子不如别人家的好，４８％的家长能做客观评价。从上面的数据中可以看出，大多数父
母对自己孩子的满意程度不高，他们对孩子的要求普遍很高。父母的这种做法会增加孩子的压力感，影

响父母与子女之间的关系。对大多数青少年来说，被比较是对他们的不信任和否定，会挫伤他们的自尊

心与自信心，不利于他们的健康发展。

２．２．２　父母与祖辈之间关系的影响
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父母的行为直接影响孩子的行为，父母与祖辈之间的关系直接影响下一

代的亲子关系。在家庭生活中，父母的行为会自觉不自觉地影响到孩子的行为，所以父母应该做个好的

榜样。“父母与祖辈间的亲子关系会影响你对亲子关系的看法吗？”这一问题则很委婉的揭示了父母的

示范作用。在这一问题的回答中我们发现，２０．５％的高中生选择有很重要的影响，３６．５％的人选择有很
少的影响，３６．９％的人认为没影响，６．１％的人选择不知道。由此可以看出，父母与祖辈的关系对孩子是
有一定影响的。虽然有的人选择不知道或有很少影响，但这足以说明影响是有的。所以身为父母应该

起模范带头作用，处理好与祖辈之间的关系。

２．２．３　父母期望的压力
期望是使有机体预期某一特定事件的一种内部状态、一种态度和心向［５］。这种心理定式对行为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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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的引导作用。每一个父母都希望自己的孩子成龙成凤，都希望孩子有所成就，超过自己。父母对孩

子的期望到了孩子身上，可能是动力，也可能是压力。动力能激发孩子的创造力，帮助孩子达到目标；压

力太大，则会给孩子带来很多负面效应，甚至导致孩子厌学，对父母和社会反感，不利于良好亲子关系的

发展。调查显示，６３．１％的家长会经常或偶尔提起心中对孩子未来的焦虑，只有１５．６％的家长不会提，
但孩子却能从平时的相处中感觉到。高中生普遍反映高中的生活本来压力就大，当父母提起心中的焦

虑时，压力会更大。所以，父母对孩子的期望应考虑孩子的实际情况，而不能以周围人或以自己作为期

望的参照物，否则会由于现实与期望的矛盾而导致亲子间的矛盾。

３　建议
亲情，是照耀心灵的太阳。积极良性的亲子关系具有强大的正面力量，是孩子健康快乐成长的动力

源泉。不良的亲子关系会影响孩子的身心健康，影响着他们的生活、学习和进步。和谐的亲子关系需要

父母和子女双方的共同努力。

首先，创造良好的家庭环境。家庭环境是实施教育的主要阵地，作为家庭教育主要内容的亲子关系

的建立在很大程度上也取决于家庭环境良好与否。温馨而充满关爱的家庭环境有助于良好亲子关系的

建立，反之，破碎而充满矛盾的家庭环境将是建立良好亲子关系的障碍。因此，家长应为孩子建立一个

温馨而充满关爱的家庭环境，起到模范带头的好作用，谨言慎行，孝顺父母，营造民主的家庭氛围。

其次，学会信任和尊重。父母应信任和尊重孩子，尊重他们的想法，给他们一定的空间，相信他们是

有能力的。不要经常在孩子面前指责孩子这不对那不对，不要拿他与别家的孩子比较，少在孩子面前提

及对他未来的焦虑，少给孩子一些压力，没经过孩子的同意不要偷看其隐私。同时，孩子也要尊重和信

任父母，学会理解父母，学会控制自己的情绪，不要与父母顶嘴，不要耍脾气。尊重和关心也是互相的，

只有双方都做到了亲子关系才能更好。

再次，学会感恩。父母把我们带到世上，他们为了我们付出了很多很多，父母是我们最亲近的人，而往

往因为这样我们会忽视他们。在与父母相处时，要学会感恩，学会换位思考，不要因为父母的过度关心而

伤害父母。在平时的生活中，多关心父母，主动帮父母分担家务，做力所能及的事。这些看似简单的事情

却能锻炼孩子的意志力、责任感的养成，对孩子今后无论是在学校、家庭或是社会上，都会有很大帮助。

最后，加强沟通与交流。沟通是心理相容的基础，心理相容又是产生密切关系的基础。所以沟通是

亲子间亲情维系的桥梁。父母应多与孩子沟通交流，多了解孩子的状况，比如，家长可以经常跟孩子的

老师和同学交流了解孩子的学习和生活情况、也可以以恰当的方式与孩子交流、多与孩子谈心。家长还

可以通过亲子游戏来促进与孩子之间的关系。陪伴是最好的交流，家长应多抽出些时间与孩子相处。

与父母沟通交流，有利于促进亲子关系，增加彼此的信任。不可否认的是，父母的经验比我们丰富，他们

的建议大多是对的，所以我们应该学会倾听，只有通过交流和沟通我们才能做到彼此理解。

参考文献：

［１］刘晓梅，李康．亲子关系研究浅识［Ｊ］．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１９９６（３）：７４－７６．
［２］刘延平．高中生亲子关系现状及调适［Ｄ］．兰州：西北师范大学，２００６．
［３］刘道海．关于中学生亲子关系现状的调查报告［Ｄ］．合肥：安徽大学，２０１２．
［４］张心枰．父母教养方式、特质焦虑水平与高中正亲子关系关注特点的眼动研究［Ｄ］．天津：天津师范大学，２０１３．
［５］王婷，刘爱伦．中学生和家长的期望差异及其亲子关系的调查［Ｊ］．教育探索，２００５（１）：９８－１００．

（责任校对　龙四清）

６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