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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中 文 摘 要

外化问题行为是指外在的，儿童对所处环境的消极反应的行为模式。以往研究

表明父母教养方式对外化问题行为有显著的影响，关于父母教养方式的内在机制，

研究者们根据不同研究对象已经进行了分门别类的探讨，但较为零散，关于农村小

学生父母教养方式对外化问题行为的具体机制并没有一个清楚的定论。本研究依据

家庭系统理论、溢出理论和勒温的场论，构建了一个中介模型，检验亲子冲突在父

母教养方式与外化问题行为的中介作用。

本研究采用问卷调查法，对太原三所小学 276 名五、六年级的学生进行调查，

发现如下结果：

（1）年级上，父亲教养方式、与母亲发生冲突的次数以及外化问题行为存在显

著的不同；在性别上，父母亲的积极教养方式、父亲发生冲突的次数以及外化行为

问题之间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

（2）父母教养方式与亲子冲突的关系研究中发现，父亲教养方式、母亲消极教

养与亲子冲突各维度皆相关；母亲积极的教养方式与母亲冲突次数相关不显著，与

其他三个维度均相关显著；

（3）亲子冲突与外化问题行为的关系研究中发现，亲子冲突各维度与外化问题

行为均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

（4）父母教养方式与外化问题行为的关系研究中发现，只有父、母消极教养方

式和儿童的问题行为存在显著相关；

（5）父母教养方式、亲子冲突与外化问题行为之间的关系研究中发现，亲子冲

突在父母教养方式与外化问题行为间起到中介作用。

关键词：农村小学生；父母教养方式；亲子冲突；外化问题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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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xternalizing problem behavior refers to the external behavior pattern of

children's negative response to their environment. Previous research has
shown that the way parents foreign problem behaviors have a significant
impact, internal mechanism about parents upbringing, the researchers
according to different research objects have discussed the classify, but
relatively fragmented, for rural elementary school students parents
upbringing foreign problem behaviors of concrete mechanism does not have
a clear conclusion. Based on family system theory, spillover theory and
lewin's field theory, this study constructed an intermediary model to examine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parent-child conflict on parenting style and
externalized problem behavior.

In this study, 276 students of grade 5 and grade 6 in three primary
schools in taiyuan were investigated by questionnaire, and the results were as
follows:

(1) there a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the parenting style of fathers, the
number of conflicts with mothers and the externalized problem behaviors in
the grade; In terms of gender, there are significant gender differences
between positive parenting style of parents, number of father conflicts and
externalized behavior problems.

(2) in the study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arenting style and
parent-child conflict, it was found that fathers' parenting style, mothers'
negative parenting and parent-child conflict were all related. The positive
parenting style of mothers was not significantly correlated with the number
of mother conflicts, and was significantly correlated with the other three
dimensions.

(3) in the study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arent-child conflict and
externalized problem behavior, it was found that all dimensions of
parent-child conflict and externalized problem behavior had significant
correlation.

(4) in the study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arental rearing patterns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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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ternalized problematic behaviors, it was found that only negative parenting
styles of parents and mothers were significantly correlated with children's
problematic behaviors.

(5) in the research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arenting style,
parent-child conflict and externalized problem behavior, it is found that
parent-child conflict plays an intermediary role between parenting style and
externalized problem behavior.

Keywords: Rural primary school students; Parenting style; Parent-child
conflict; Externalization; Problem behavi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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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近年来，小学生出现了诸多的行为问题，比如校园暴力逐渐低龄化，厌学问题

愈演愈烈等。这些问题从心理学的视角来看，属于外化问题行为。

所谓外化问题行为是指通过外显的行为来表达对环境消极的反应，常见的行为

问题有注意力缺陷：注意力不集中、多动症；懒惰行为：不写作业、迟到；攻击性

行为等
[1]
。小学阶段是儿童的主要活动是进行知识的学习。从信息加工理论的角度来

看，注意力缺陷将会导致信息不能得到有效的输入，而懒惰行为则会影响知识的存

储和提取。根据埃里克森的观点：小学阶段的儿童的主要任务是通过知识的获得勤

奋感，避免自卑感，体验着能力的实现
[2]
。小学儿童产生外化的行为问题，对其一生

的发展将会产生严重的消极影响。因此，小学阶段外化问题行为发生的原因以及内

在作用机制的研究成为社会迫切需要解决的难题。

在一些已有的研究中发现，父母教养方式和亲子冲突均是影响外化问题行为的

重要因素。宽容的父母教养方式与外化问题行为呈现负相关，换言之，可以减少行

为问题的发生；相反，严格的教养方式则会增加行为问题的产生
[3]
。亲子冲突也会引

发问题行为，与父母双方发生冲突时，青少年会出现更多的抑郁和外化的问题行为
[4]
。

已有的研究已经将中学生、大学生以及城市的小学儿童的父母教养方式、亲子

冲突以及具体的行为问题进行了比较全面、系统的研究，但关于农村小学生存在的

行为问题并没有给出详细的说明。农村小学教育作为义务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

国家实现教育公平的战略要点。本研究从理论的视角考察影响学生行为问题的原因，

及个体内在的作用机制，为农村小学教育提供积极的理论支持，促进学生更好的发

展。亲子依恋、情绪调节都可以影响亲社会行为，而亲子依恋又直接影响情绪调节，

那么三者之间的相互作用的关系如何呢？本文将会对三者的关系进行详细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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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文献综述

1.1外化问题行为

1.1.1外化问题行为的概念

儿童的行为问题大致分为两种：外化行为问题和内化行为问题。表现水平上来

看，内化问题行为主要是指个体产生不良的情绪体验，从而影响青少年的社会适应

性，外化行为问题则是对外在环境作出的消极行为反应模式。关于什么是问题行为，

研究者从不同的角度对问题行为进行了深入的研究，给出了不同的定义。

蔡春凤等人认为外化问题行为是指可以观察到的、外在的行为模式，表现出儿

童对所处环境的消极反应的行为，比如儿童的多动症、注意力缺失等注意力问题、

攻击性行为、违纪行为以及失常的反应倾向[6]。

丛晶在其研究中提到外化问题行为发生在适应不良的情况下，包括违反学校和

社会的纪律以及攻击他人等行为，本研究采用其观点对外化行为问题进行研究
[3]
。

1.1.2儿童外化问题行为的分类

Frick[7]等人在 1993年根据公开、破环两个维度, 将外化问题行为分为了攻击行

为、对抗行为、财物损害和名誉侵害 4种具体的类型。

Rutter将问题行为分为违反纪律或违反社会规范和神经症两种[8]；

Achenbach将问题行为分为外化的、可观测到的行为，包括情绪、思维、行为动

作等，包括违纪和攻击两个维度；内化行为则是不可观察的、难以测量的、指向内

部的行为，主要是退缩的行为、对躯体内在的感觉以及抑制或焦虑的等；美国心理

学家 Achenbach在 1991年编制了儿童问题行为自评量表，该量表既包括包括抑郁、

焦虑等内化问题行为，也包括违纪、攻击等外化问题行为，是目前研究儿童问题行

为最主要的测量工具[9]。

国内的一些研究者将问题行为分为品行问题和人格问题；同时针对中小学生自

身的特点，将问题行为分为：外向性的问题，比如攻击性行为、违纪、违法行为，

内向性行为问题则更多表现为退缩行为。

1.1.3儿童外化问题行为的特点

儿童外化问题行为的研究集中在发展趋势、性别特征。

关于外化行为的发展问题，存在两种不一致的观点，两种观点从不同角度研究

外化问题行为的发展，都有一定的合理性。有的人认为外化问题行为存在一个先增

长后减少的问题，是一个倒 U型曲线，在青春期中后期的时候达到顶峰（大约在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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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左右），持有这一观点的研究者往往是纵观人的一生的外化行为来看的。有的人认

为外化行为问题是逐渐较少的过程，他们的研究很多时候在一个特定的年龄阶段

[10][11]。张蕾的进行了为期一年的研究在研究中发现，小学儿童的外化问题行为有了

明显的下降，儿童逐渐达到对环境的心理适应，并且在知识经验增长的基础上，学

会了正确的与自己同伴进行关系建立和交往的正确的方法[12]。但是关于外化问题行

为的发展都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比如认知因素往往与外化问题行为之间存在互为

因果的关系，学业压力的问题，不同的年龄阶段会有不一致的学业压力等等[13]。

性别特征的角度来看，女生的外化问题行为明显的低于男生。对于童年中晚期

的研究发现（9-12岁），攻击性的随着年龄的增长有下降的趋势；并且发现，男生更

多的归属于攻击性的组，相反女生属于无攻击性的组，说明了性别存在的攻击性这

一外化问题行为的差异[13]。在李丹等人关于外化问题行为与集体之间的研究中发现，

男生的行为问题显著的高于女生，得出了相同的结论[1]。高中生关于外化行为问题的

研究中发现，性别之间存在显著的不一致，且男生在外化问题行为发生频率和强度

方面要高于女生。研究高中生（包括中职生）这一阶段的儿童的外化行为问题常与

学生的学业成绩联系在一起，从学生学业成绩的角度解释外化行为问题，根据现有

的研究结果发现女生的学习成绩总体高于男生，而研究中发现学习成绩与外化问题

行为之间存在 99%得置信区间内存在者负相关。王蕾关于中职生得研究也发现也相

同的结果，性别导致儿童外化行为的差异，很大程度上由学习成绩造成[14][22]。

1.1.4影响儿童外化问题行为的因素

社会道德发展的角度：外化问题行为在道德发展研究中占重要的地位，并且发

现外化问题与道德情绪感受性有密切的相关[15][16][17][18]。

内疚感在外化问题行为中的作用，李娟在研究犯罪青少年的研究中发现，犯罪

青少年与正常青少年相比较，内疚与羞耻的情绪体验要显著的低，犯罪青年的内疚

的情绪、同情感都与助人行为产生正向的相关，而与外在的问题行为或外在的攻击

行为呈现出负向相关[15]。Born等人发现，个体的内疚情绪对于外化行为的发生具有

显著的影响，则当个体的内疚情绪的提高时，外化行为减少[16]，降低时则会产生较

高的外化问题性为。马斯洛在他的著作中提到内疚在儿童成长最需要的东西，一方

面告诫儿童他正在偏离社会价值观和规则所要求的方向，另一个方面，基于环境不

合理的期望的内疚常常是非建设性的，对个体的自我同一性和自我实现存在一定的

危害[19]。

道德推脱对外化行为的影响。道德推脱通俗的来讲是个体改变自己的道德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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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自己的行为产生新的见解，使得对自身的伤害降到最低。研究中发现，道德推脱

会正向的预测个体外在问题行为的发生。杨继平等人在道德推脱与攻击性行为关系

中发现，道德推脱与攻击行为有一种正向的关系[18]。

生长环境的角度：班杜拉认为个体、行为、环境存在相互作用的关系[20]。

图 1 个体、行为与环境相互作用

因此，个体自身的因素是影响外化问题行为的内在因素，个体的生长环境将会

是影响外化问题行为的重要因素。环境包括：家庭环境、学校环境、社会环境[12]。

个体的自身因素对外化问题行为的影响，包括个体的年龄、性别智力水平的高

低等。中学生阶段儿童的问题行为检出率逐年上升，男孩的外化问题行为多于女孩，

具有更多的攻击行为[23]。气质对于儿童的行为问题具有重要的影响，内向害羞的儿

童容易产生退缩行为，易冲动的儿童容易产生侵犯行为[24]。低学业成绩和低智力水

平可以有效地预测儿童的不良行为和不端品行，而早期的攻击行为和品行问题，又

能够预测日后的不良行为和犯罪过失[25]。

家庭环境主要涉及了父母教养方式、父母的夫妻关系质量、家庭功能的发挥、

亲子关系状况。严厉的父母教养方式将会更多的引发外化问题行为[26]，亲子关系可

以在一定程度上调节青少年的外化问题行为，张一波等人的研究中发现，亲子关系

对于外化问题行为的发生有负向预测关系，在他的研究结果中发现无论是父子关系

还是与母亲之间的关系，随着亲子关系得分的增加，外化问题行为有下降的趋势[27]。

学校环境对外化行为的影响，主要考虑同伴关系[28][29]。研究中发现同伴关系不

利的情况下，攻击行为有增长的趋势。刘娟在其研究中提到同伴关系与攻击行为之

间存在的负向的发展趋势，是一个此消彼长的过程[27]。张一波等的研究中发现，结

交越轨同伴可以正向的预测外化问题行为的发生，越轨同伴对外化的问题行为之间

有直接的影响[28]。同伴侵害的研究中发现，研究者通过同伴伤害和关系侵害这两个

效标以考察同伴侵害的程度，发现这两个指标都表现出与外化问题行为有显著的正

倾向关系。同伴侵害对外化问题行为之间的关系，但是他们之间的关系受到了自尊

的调节。总的来说，同伴关系与外化问题行为之间存在负向的关系[29]。

个体

行为 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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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环境对外化的问题行为也会产生影响。张一波社区暴力暴露能够直接的预

测外化问题行为的发生，同时也可以通过越轨同伴的作用发生作用[28]。

最后，父母教养方式、同伴关系、大众媒介以及社会适应不良是造成儿童外化

问题行为增多的主要因素。

1.2父母教养方式与外化问题行为

1.2.1概念界定

在 19世纪的末期，Frude 就发现了父母双方在教育子女方面产生不同的影响，

父亲象征严格的纪律和明确的规则；而母亲更多的表现出爱的情感和温暖的氛围[5]。

关于父母教养方式的具体定义的形成存在一个较为长期的发展过程。

Perris最早提出教养方式这一概念，认为父母在养育子女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各

种行为就是父母的教养方式，教养方式即外在可观察到的教育行为[30]。 1957 年，

Sears 认为出来教育行为以外，教养方式还包括情感的温暖程度。1993，Darling &

Steinberg提出将儿童的不同情绪和教育理念纳入到了自己的概念中，将父母教养方

式发展比较完善，他们定义父母教养方式为对子女进行日常活动的教育和抚养过程

中，父母传达给子女关于亲子关系的态度以及由父母发出教育行为所创造的情感氛

围的集合体[31]，往往这种态度、行为与情感的结合体是比较稳定的、不变的。他们

的这一概念受到研究者广泛的认同。国内的研究者在关于教养方式概念中大多采用

Darling & Steinberg关于父母教养方式的观点[32][33]。

本文将父母教养方式定义为：父母教养方式是如何进行亲子间的互动，在这一

过程中父母有自己的教育理念，这种理念产生一定的教育行为，而教育行为的发生

将会伴随来自教育双方的教育情感，这三者有机的结合在一起共同形成了长期稳定

的教育方式。

1.2.2父母教养方式与外化问题行为相关研究

父母教养方式是影响外化问题行为的重要因素，他们之间存在相关关系也得到

了诸多研究的证实。总体来说，父母积极的教养方式会减少儿童外化行为问题的发

生，而消极的教养方式则会增加儿童外化行为问题的发生。但不同的教养方式类型

对外化行为问题的影响程度有显著的不同。

在父母教养方式与问题行为之间的研究中，有探讨两者间存在关系的

[34][36][38][40][40] [42][43]，同时也有考虑将父母教养方式作为远端因素，考虑两者之间存在

的内部作用机制[37][41]。在父亲教养方式与外化问题行为的研究中发现，父亲拒绝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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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的教养方式会增加儿童的外化问题行为的发生，而父亲的过分干涉只会增加女生

的外化行为问题的发生[34]。蒋奖的研究中发现，父、母亲的情感温暖与女生的外化

行为问题呈现出显著的负相关，发现两者之间的关系不仅在教养方式上存在差异，

也在存在性别维度上出现了不一致[35]。单独对于父亲教养方式的研究中发现，父亲

的严厉惩罚会增加男女生的外化行为问题的发生[36]。而单独对母亲教养方式的研究，

将母亲教养方式分为母亲接纳和心理上的控制两个维度，外化行为问题的种类采用

Frick的分类（攻击、对抗、名誉损害、财产损害），研究结果发现母亲接纳对外化行

为问题的四种类型都有显著的负向预测的作用，而在心理控制的这个维度对青少年

财务损害没有影响，而对其他三个维度具有显著的负向预测的作用[37]。钱锦彬以中

职生作为被试进行研究，发现母亲对青少年的过度保护、父母的拒绝保护以及父母

的严厉惩罚对外化行为问题存在显著的预测作用（Achenbach的问卷，外化行为问题

包括违纪和攻击两个维度）[38]。田延虹采用 Achenbach 的问卷，对小学高年级儿童

进行研究，发现父母教养方式与总的外化行为问题上（内、化）有显著的相关，而

在外化问题行为则不在相关行为[39]。嵇宇虹等人的研究中发现了与田延虹不尽相同

的结果，他们的研究发现小学高年级学生的父母教养方式与外化行为问题存在着显

著的相关关系，积极良好的教养方式与外化行为问题负相关，而消极不良的教养方

式则与外化行为问题之间表现出正相关的关系，并且只有在极少数的维度上没有出

现显著性[40]。

教养方式与外化行为之间内在机制的研究，张朋云在其父母控制与问题行为的

研究中发现，父母在心理和行为上的控制对问题行为产生不一致的影响，心理层面

上控制会显著的正向预测外化的问题行为的发生，而行为层面上的控制则不会产生

影响，并发现两者之间存在的内部作用机制—青少的完美主义，青少年的这一特征

在两者关系中起到了中介作用[41]。林海清的研究发现，越轨同伴在教养方式与青少

年的问题行为中起到中介的作用，学校氛围起到调节作为，虽然没有直接研究具体

的外化问题行为，但在一定程度上为其内在机制的研究提供了实证基础[42]。赵德刚

等人发现同伴关系在父母教养方式与外化问题行为之间起到了调节的作用，积极的

同伴关系可以减少由于不良教养方式而带来的外化行为问题的增多的程度。在内在

机制问题上讨论了个体变量以及个体与同伴之间的关系，但是父母作为家庭教育的

主导者，他们与儿童之间的关系，也会影响父母教养方式与外化问题行为[43]。

总体来看父母教养方式与外化行为问题之间的关系比较明确，但是小学高年级

阶段学生两者间关系并没有一致的结果，父母教养方式与外化行为的内在机制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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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到亲子关系的影响并没有研究。

1.3亲子冲突与外化问题行为

1.3.1亲子冲突的概念

亲子冲突这一词来源于社会学概念的衍生。社会学家特纳认为，冲突是敌对双

方之间存在公开的和直接的互动，在这一互动的过程中，他们相互竭尽全力的阻止

另一方达到所追求的目的。芬克进一步对冲突产生的方面进行了详细的说明，冲突

具体存在与行为、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等方面。

亲子冲突的概念的提出经历了一个逐渐发展的过程。最开始认为它只是一个简单的

人际冲突问题，将亲子冲突定义为：冲突的双方即子女与父母设立了一个对立或不

一致的目标时，产生行为上的冲突[44]。后来研究者在社会化过程的角度去考虑这个

概念，提出亲子冲突是一种子女对父母期望的单方面的不服从。又经过大概十年的

发展，研究者从相互关系的角度提出了相对完善的观点，亲子冲突是子女与父母双

方的对立违抗性互动。Shantz提出：亲子冲突是一个子女与父母双方之间的互动事

件，包括双方的争吵、争辩等负性行为[45]。Yan和 Smetana扩大了亲子冲突的研究范

围，他们认为除开争吵等一些言语行为对立之外，非言语行为对立如沉默、退缩、

逃避或情绪抵触等也属于亲子冲突的范畴[46][47]。因此我国学者方晓义在 Yan等人的

基础上，对亲子冲突下了明确的操作性定义：从内容上来说，亲子冲突包括学业成

绩、日常生活安排、家务劳动、穿衣打扮、交朋友、花钱、家庭关系和隐私八个方

面；从形式上来说，亲子冲突包含言语冲突、情绪对立和身体冲突三类，并以此为

理论基础，编制了青少年亲子冲突量表[4]。

本文借鉴方晓义等的定义，认为亲子冲突是子女与父母双方在学业、家务、穿

衣、交友等方面产生对立或不一致后，出现的言语冲突、身体冲突以及情绪对立，

它属于亲子之间的消极互动[4]。

1.3.2亲子冲突与外化问题行为

亲子冲突与外化问题行为并没有直接的研究，大多数的研究是基于父母严厉管

教的情况下，采用亲子冲突解决策略的量表进行的问题行为的研究。

当亲子冲突产生时，父母会使用不同的教育方法对儿童进行管教，有严厉管教

等不良教育方式，也有温暖对待等积极的教育方式。在研究中发现不良的教育方式

将会导致外化行为问题的加剧。比如，邢晓沛等人的研究中发现父母的体罚对儿童

的外化行为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并且在儿童性别上不存在显著差异[34]。刘蓓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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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研究父母严厉管教与外化行为问题的研究中，将严厉管教分为心理上的攻击、身

体上的惩罚和虐待三种，发现三种不同的严厉管教方法对外化行为问题的影响不同，

父母心理攻击和母亲身体惩罚和虐待都会显著的正向预测外化问题行为的发生情

况，而父亲身体惩罚和虐待则不会[48]。向小平对大学生存在的外化行为问题进行研

究发现，父母亲的冲突解决方式会对其外化问题行为产生显著的正向预测的作用[49]。

刘莉关于学前儿童的研究发现与前人一致的结果，即父母采用严厉的教育方式将会

增加外化行为问题的发生，进行追踪研究发现无论是父母亲的心理攻击还是身体攻

击都仅仅在幼儿一年后的外化问题行为有影响，而在两年以后的外化问题行为并不

产生影响，说明两者之间的关系之间的相互作用具有时间效应性[50]。

研究除了研究单向解决亲子冲突策略的方法对外化问题行为的影响，还有的研究者

研究两者之间存在的双向关系，王美芳等人研究身体攻击与外化问题行为的双向关

系中发现，父母的身体攻击会预测女孩发生外化问题行为的情况，而男孩外化问题

行为的发生会预测父母对其身体攻击的情况，这种双向关系受到了儿童性别的影响

[51]。刘蓓在其研究生的论文中，研究心理攻击与外化行为问题上的双向关系，同样

发现了性别在其中的关键作用，他的研究进行了两次测验，结果发现儿童（无论男

女）遭受来自父母的心理攻击的频率与其外化行为问题呈现出显著的正相关；并且

男生的外化行为问题的发生情况对父母的心理攻击有显著的预测作用，在男生身上

体现出心理攻击与外化问题行为之间存在双向关系；女生层面上两者之间只存在单

向的关系。关于双向研究体现了身体攻击和心理攻击存在不同的作用机制[50]。

陈丽等人在亲子沟通的角度研究亲子冲突与外化行为问题之间的关系，发现良

好的亲子沟通的方式是减少外化问题行为的重要的方式，亲子沟通中的理解性、倾

听反应和分歧冲突解决对预测外化问题行为起到负向预测的作用[52][53]。

总体来说，亲子冲突解决策略的选择对儿童外化行为问题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

用，目前的研究中多在研究解决策略选择下的一种教育手段，大部分选择严厉管教、

体罚、身体攻击和心理攻击，但很少将其作为一个心理变量进行研究。

1.3.3亲子冲突与父母教养方式

父母教养方式是影响亲子冲突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积极的父母教养方式（民

主的、情感接纳等等）会减少或缓和亲子冲突，而消极的父母教养方式则会加剧亲

子冲突的发生频率和强度。

亲子冲突与父母教养方式间的关系研究主要集中在青少年时期，比如杨菲研究

父母教养方式、亲子冲突、初中女生抑郁焦虑的关系中，发现亲子冲突与父母教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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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各个维度之间存在相关，亲子冲突与鼓励式的、关爱式的教养方式呈显著的负

向相关，而与控制式的教养方式呈现正向的相关关系；并且揭示了亲子冲突所起到

的中介的作用[44]。毕馨文的研究中发现权威型教养方式的与专制型相比，更加有助

于亲子冲突的减轻[54]。陈睿在其关于青少年冲突研究综述中提到，随着青少年年龄

的增长，个体本身的独立自主意识的增强，必然导致了亲子冲突的进一步激化，但

父母教养方式对亲子冲突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采用权威型教育方式的父母将会

使得亲少年得亲子冲突减缓，而专制的父母经常用强势的、惩罚等的方式严格的要

求儿童，使得儿童长期生活在焦虑、害怕和恐惧当中，在这样的生长环境下，儿童

将变得活在自己的内心世界中，有时不能很好的理解别人的需求和意图，出现了适

应不良之类的问题，与他人的冲突发生频率也会增强，包括父母在内[55]。Bulcroft

的一项较早的研究发现，对青少年儿童进行的研究发现，父母的拒绝和控制的教养

方式，父母对儿童的看法与儿童对自己的看法将会出现重要的分歧，将会进一步的

加剧亲子冲突的发生。

其他年龄段关于两者关系的研究相对较少，但还是存在的，比如杨丽珠等人对

幼儿的研究也指出积极民主的教养方式下的儿童与周围人之间的关系相对和谐和稳

定，而其他消极的教养方式下的儿童会更容易表现出高强度和频率的亲子冲突[56]。

台湾的研究者对小学生的研究发现，父亲的开明权威教养方式会减少冲突发生的时

间长短[57]。在陈艺瑕的文章发现，父母教养方式的不同维度下，与亲子关系之间的

相关也呈现出不一致的特征，亲子关系的两个维度：亲子亲和、亲子冲突。专制型

的父母教养与亲子亲和是一种极其显著的负向的关系，对亲子冲突是一种正向的关

系，鼓励式的、情感接纳和温暖式的与亲子亲和正向的相关关系，而与亲子冲突不

存在线性的相关关系[58]。

简言之，父母教养方式是影响亲子冲突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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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问题提出及研究设计

2.1问题提出

家庭系统理论的观点认为亲子冲突是整个家庭的系统性的功能缺失造成的，儿

童年龄增长对于自身生理和心理的独立有了更高的要求，但父母仍然保留原始的教

养方式则会引发与儿童的进一步冲突[55]。溢出理论的观点中，儿童与父母之间的不

良关系，对他们与同伴关系产生不利的影响，因此会出现诸多类型的不良的外化行

为[67]。

在勒温的场论，包括人、环境以及行为，他们三者的关系是行为是人与环境的

函数。对于个体来说，主要包括两个重要的区域，内在区域和边缘区域，两者具有

不同的功能，内核部分更主要的是个体感知自身的期望和需要，而边缘系统区则起

到与环境进行信息交流的通道作用；环境区别于真是的物理环境更多的是指心理环

境，可感知到的环境，它具有不同的效价，正效价代表期望的目标，而负效价代表

规避的困难。从前面关于亲子冲突的定义来看，是亲子双方不同的目标所产生不和

谐的现象，根据勒温的观点父母教养方式是真是存在的物理环境，这时并不是他的

概念中提到的心理环境，亲子冲突则是儿童感受到的心理环境。不良的物理环境造

成不良心理环境，进而影响个体行为的产生。从这一个角度来看，父母教养方式对

外化问题行为的影响，是由亲子冲突的中介作用实现的。建立相关的中介模型见图 2

图 2 三者间存在关系假设

2.2研究假设

（1）农村小学生的父母教养方式、亲子冲突和外化问题行为在性别和年级上存

在显著差异。

（2）农村小学生父母教养方式、亲子冲突和外化问题行为之间存在不同程度的

显著相关。

（3）亲子冲突在父母教养方式对外化问题行为的影响中起中介作用。

亲子冲突

外化问题行为父母教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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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研究意义

2.3.1理论意义

本文以农村小学生父母教养方式、亲子冲突与外化问题行为作为切入点，探讨

三者之间的关系，可以拓展中小学生心理健康的研究范围，进一步丰富相关领域的

研究，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

2.3.2现实意义

父母教养方式作为影响亲子冲突和儿童外化问题行为的主要因素，关系到儿童

是否能够健康成长。本文对三者关系的研究，可以引导农村父母采取正确的教养方

式，对改善农村学生与其父母的亲子关系，减少其问题行为发生的具有实践指导意

义。

2.4研究方法

2.4.1研究对象

本研究采用方便取样的方式，进行集体施测，在太原市周边 3所农村小学五、

六年级的学生发放问卷，一共发放问卷 300份，回收问卷 290份，剔除无效问卷后，

得到 276份数据，数据有效率为 92%，其中得到五年级 144份，男女各一半，六年

级 131份，男生 70，而女生 61份。

2.4.2研究工具

2.4.2.1 儿童外化问题行为问卷

采用 Achenbach编制的青少年自我评价量表（YSR）[9]，该量表一共有 119道题

目，本文只选取了其中测量儿童外化问题行为的 30道题目。该量表采用 3点计分（0=

从未发生，1=有时发生，2=经常发生），得分越高，表示被试越具有该问题的行为特

征。其中外化问题行为分量表又分为违纪和攻击行为两个维度。在刘贤臣等人关于

该量表的信度和效度检验，适合于 11岁到 18岁青少年的自评量表发现，科隆巴赫

系数为大于 0.92，具有良好的效度。该量表是适用于小学五、六年级的学生。

2.4.2.2 简式父母教养方式问卷

本文采用蒋奖的问卷[35]，该问卷针对中国本土化研究修订的父母教养方式简式

中文版问卷（s-EMBU-C）。分为父亲版和母亲版各 21个条目，题目的内容基本相同。

问卷的计分方式采用李克特 4点计分，1-4，从不到总是逐渐呈现，问卷中的第十五

题采用反向计分法。该问卷有三个维度组成，情感温暖（7 个题项）、拒绝否认（6

个题项）和过度保护（8个题项），内部一致性信度为 0.719，每个维度的得分采用平

均数替代法，即各维度条目得分的总和/条目数。本文中将情感温暖称为积极的教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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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剩下的两个维度称为消极的教方式。

2.4.2.3 简式父母教养方式问卷

采用方晓义等编制的亲子冲突问卷[4]，该问卷包括子女与父母在学业、家务、交

友、作息、花钱、打扮、隐私和家庭成员关系等八个方面发生的冲突，要求被试从

冲突的频率和强度上进行回答，同样分为父亲版和母亲版，因为本文是将亲子冲突

作为一个整体变量。频率和强度均采用 5点计分（1=从未发生，5=每天几次/非常激

烈），得分越高代表冲突发生的频率越高、强度越大。频率量表的克隆巴赫系数为0.87，

强度量表为 0.89。

2.4.3数据处理

数据处理主要采用 SPSS22.0和 PROCESS插件，以平均数 3个标准差为界限，

删除了 14份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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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结果

3.1三个变量在年级上的差异

表 1 父母教养方式、亲子冲突及外化问题行为年级维度上的比较

N 五年级M（SD） 六年级M（SD） t

父积极教养 276 19.10（5.43） 20.28（4.72） -1.93*

母积极教养 276 20.46（5.20） 20.20（4.93） .43

父消极教养 276 25.76（6.09） 23.57（5.82） 3.06*

母消极教养 276 25.85（5.99） 25.72（5.30） .18

与父亲冲突次数 276 11.99（3.35） 10.79（3.17） 3.05*

与母亲冲突次数 276 12.41（4.13） 10.49（2.32） 4.71**

与父亲冲突强度 276 11.51（3.48） 12.28（3.52） -1.85

与父亲冲突强度 276 11.73（3.35） 12.28（3.40） -1. 37

外化问题行为 276 7.31（7.25） 5.12（4.96） 2.97*

注：*p<0.05；** p<0.01（下同）

由表 1可知，父亲积极教养方式在年级维度上存在显著差异，五年级得分显著

低于六年级；年级效应在父亲的消极教养上显著，六年级得分显著低于五年级；而

母亲的教养方式的年级效应不显著。

与父、母亲之间的亲子冲突，在强度上年级效应不显著，但发生频率（次数）

上年级效应显著，无论是与父亲的冲突次数，还是与母亲的冲突次数，五年级学生

都显著多于六年级学生。

在外化问题行为上，五年级学生显著多于六年级学生。

3.2三个变量在性别上的差异

表 2 父母教养方式、亲子冲突及外化问题行为性别维度上的比较

N 男M（SD） 女M（SD） t

父积极教养 276 18.37（4. 43） 21.12（5.54） -4.63**

母积极教养 276 19.58（4.37） 21. 18（5.63） -2.64*

父消极教养 276 25.24（6.38） 24. 09（5.62） 1.58
母消极教养 276 26.22（5.82） 25.31（5.44） 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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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 2可知，父、母积极的教养方式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与女生相比，父、

母亲对男生更少使用积极的教养方式；表 3中显示，与父亲冲突的次数，男生显著

的高于女生；在外化问题行为，男生得分同样是显著高于女生，见表 4。

表 3 父母教养方式、亲子冲突及外化问题行为性别维度上的比较

N 男M（SD） 女M（SD） t

与父亲冲突次数 276 12.02（3.54） 10.73（2.92） 3.28*

与母亲冲突次数 276 11.63（4.13） 10.49（2.32） .78
与父亲冲突强度 276 11.51（3.11） 11.31（3.92） .27
与父亲冲突强度 276 11.98（3.15） 12.02（3.63） -. 09

表 4父母教养方式、亲子冲突及外化问题行为性别维度上的比较

N 男M（SD） 女M（SD） t

外化问题行为 276 7.00（6.73） 5.46（5.78） 2.03*

3.3父母教养方式、亲子冲突与外化问题行为之间的相关分析

从相关分析表中，可以看出父亲积极的教养方式与母亲积极教养方式之间存在

显著正相关，与亲子冲突的各维度存在显著的相关，其中与父亲冲突次数、与母亲

冲突次数以及与父亲冲突强度之间存在负相关，与母亲冲突强度呈现正相关，与外

化问题行为相关不显著。父亲消极的教养方式与母亲积极、消极的教养方式存在显

表 5 教养方式、亲子冲突与外化问题行为相关分析矩阵

1 2 3 4 5 6 7 8 9

父积极 1
父消极 .03 1
母积极 .77** .22** 1
母消极 .06 .72** .06 1
与父冲突次数 -.24** .53** .31** .35** 1
与母冲突次数 -.31** .52** .02 .29** .84** 1
与父冲突强度 -.20** .25** -.23** .49** .30** .24** 1
与母冲突强度 .18** .27** -.20** .48** .25** .33** .92** 1
外化问题行为 -.07 .46** .09 .45** .24** .32** .20** .28** 1

（1=父积极，2=父消极；3=母积极；4=母消极；5=与父亲冲突次数；6=与父亲冲突次数；7=与

父冲突强度；8=与母冲突强度；9=外化问题行为；注：积极代表积极的教养方式；消极代表消

极的教养方式；）

著正相关，与亲子冲突的各维度存在显著正相关，与外化问题行为存在显著的正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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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母亲积极教养与父亲冲突次数呈现显著正相关，与母亲冲突次数相关不显著，

与父母亲的冲突强度呈现显著负相关，与外化问题行为相关不显著。母亲消极的教

养方式与亲子冲突各维度存在显著正相关，与外化问题行为存在显著正相关。

亲子冲突各维度之间以及其与外化问题行为之间均存在显著正相关。（见表 5）

3.4亲自冲突在父母教养方式与外化问题行为之间的中介作用

根据变量各维度相关矩阵的分析，发现父亲消极教养、以及母亲消极教养

对外化问题行为存在显著的正向相关关系。父、母亲的消极教养与亲子冲突的

四个维度之间均存在显著的正向相关的关系。结合假设中的猜想，在父母教养

方式与外化问题行为的关系中，就亲子冲突的中介效应进行检验。接下来是中

介效应的分析情况。

表 6 亲子冲突的各维度中介变量检验

中介变量
效应检验 父亲冲突次数 母亲冲突次数 父亲冲突强度 母亲冲突强度

总效应

效应值 .45 .58 .46 .46
SE .11 .10 .11 .11
P .00 .00 .00 .00

95%置
信区间

上限 .23 .38 .28 .24
下限 .67 .78 .68 .68

直接效应

效应值 -.13 .21 .07 .25
SE .12 .11 .10 .10
P .91 .06 .56 .02

95%置
信区间

上限 -.25 -.01 -.16 .05
下限 .23 .44 .30 .45

间接效应

效应值 .47 .37 .40 .21
SE . 10 . 09 . 08 .06
P .00 .00 .00 .00

95%置
信区间

上限 .29 .22 .26 .11
下限 .66 .57 .57 .35

Kappap
平方检验

效应值 .22 .19 .20 .12
SE .04 .04 .03 .03
P

95%置
信区间

上限 . 15 .12 . 13 .06
下限 .30 .26 .29 .19

注：自变量为父亲消极教养方式，因变量为外化问题行为。

根据中介效应的检验发现，亲子冲突在父母教养方式与外化问题行为的关

系中起到了或部分或完全的中介作用。在表 6 中发现，与父亲发生亲子冲突的

次数在父亲消极教养与外化问题行为之间存在完全中介的作用，直接效应

p=.91>.05，间接效应 p=.00<.05，起到显著的作用；父亲消极教养与外化问题

行为之间的关系研究中发现，母亲冲突次数起到了完全中介作用，直接效应

p=.06>.05，间接效应 p=.00<.05；亲子冲突的冲突强度的研究中发现，同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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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父亲亲子冲突的强度在两者之间存在完全的中介作用，直接效应

p=.56>.05，间接效应 p=.03<.05；而母亲冲突强度则在父亲消极教养方式与外

化问题行为之间的关系中起到部分中介的作用，直接效应 p=.00<.05，间接效

应 p=.02<.05，则说明父亲消极的教养可以通过两种途径导致外化行为的增加，一

种是两者直接的发生关系，另一种是通过与母亲冲突强度的中介作用。

在表 7中发现，亲子冲突各维度在母亲消极教养方式与外化问题行为之间起到

中介的作用，父亲亲子冲突的次数和强度在两者关系中起到完全中介的作用，而母

亲亲子冲突的次数起到部分中介的作用，而母亲亲子冲突强度起到完全中介的作用。

表 7 亲子冲突的各维度中介变量检验

中介变量

效应检验
父亲冲突次数 母亲冲突次数 父亲冲突强度 母亲冲突强度

总效应

效应值 .45 .38 .35 .46
SE .11 .10 .11 .11
P .00 .00 .00 .00

95%置

信区间

上限 .23 .38 .15 .28
下限 .67 .78 .56 .68

直接效应

效应值 .17 .38 -.06 .07
SE .11 .10 .10 .10
P .12 .00 .59 .56

95%置

信区间

上限 -.04 .19 -.28 -.16
下限 .39 .58 .16 .30

间接效应

效应值 .28 .20 .41 .40
SE . 06 . 06 . 08 .08
P .00 .00 .00 .00

95%置

信区间

上限 .11 .12 .15 .26
下限 .42 .35 .31 . 57

Kappap
平方检验

效应值 .15 .11 .21 .20
SE .02 .02 .02 .03
P

95%置

信区间

上限 . 10 .03 . 15 .13
下限 .20 .16 .28 .29

注：自变量为母亲消极教养方式，因变量为外化问题行为

父亲冲突次数在母亲消极教养和外化问题行为之间起完全中介作用，将母亲消

极的教养方式看作是自变量，将母亲冲突次数看作中介变量，直接效应 p=.12>.05，

间接效应 p=.00<.05；因变量依然是外化问题行为，发现母亲冲突次数的中介效应

是显著的，母亲教养方式对外化问题行为的直接效应同样显著，直接效应的 P=00,

间接效应也就是中介效应，P=00，在错误率为 0.01的情况下间接效应也是极其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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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母亲消极教养方式对外化问题行为产生影响，可以通过直接的方式进行影响，

同时也会通过母亲冲突次数这一中介途径产生影响；外化问题行为为因变量，以母

亲消极教养为自变量，以父亲冲突强度为中介变量，亲消极教养为自变量，以父亲

冲突强度为中介变量，中介模型检验的结果，直接效应的 P=.59,在 95%的置信区间

内，直接效应并没有显著性差异，而间接效应 P=.00<0.01，间接效应极其显著。证

明母亲消极的教养方式对外化行为问题的产生作用，完全通过父亲冲突强度这一中

介来产生影响；母亲冲突强度作为中介变量，同样的对母亲消极教养和外化问题行

为进行研究，发现了母亲冲突强度的部分中介的作用。直接效应不显著，P=0.56<.05，

表明在 0.05犯错率的情况下，直接效应没用起到作用；相反间接效应 P=0.00<0.01，

达到了统计学常说的显著性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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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结果讨论

本研究探讨了父母教养方式、亲子冲突与外化问题行为之间存在的关系，发现

三个变量在年级和性别人口学上存在显著的差异。父母教养方式与亲子冲突之间存

在显著相关、父母消极教养方式与外化问题行为存在显著相关、亲子冲突与外化问

题行为之间存在显著相关，对三者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发现亲子冲突在父母消极

教养方式与外化问题行为之间存在中介的作用。

4.1人口学变量上的分析

在年级的维度上：教养方式类型在年级上存在差异，与六年级的学生相比较，

父亲对五年级学生采取更少的积极教养方式，采取更多的消极教养方式，而母亲教

养方式并没有显著的差异。吴秀凤在在研究中发现父亲消极教养方式呈现出减少的

趋势，而母亲积极教养呈现出增长的趋势，母亲的消极教养有下降趋势，本文与吴

秀凤等人的研究结果在父亲积极教养方式和母亲教养方式呈现出不一致[61]。随年龄

的增长，儿童的成熟，家长会改变自己的教养方式适应儿童的发展，特别是不良的

教养方式，因此父亲消极教养方式会减少。本研究母亲教养方式不发生变化可能是

由于在农村家庭，母亲长期的教养并没有意识到孩子的变化，而一直采用相同的教

养方式。

五年级的学生与父亲发生的冲突次数更多，基于六年级是学生相对重要的时期，

小升初，因此很多家长会满足孩子的大部分要求，使得他们顺利的升入中学，因此

六年级学生与父母的冲突会小。

与六年学生相比，五年级的学生会产生更多的外化行为问题。前面的文献综述

上提及，在小学这一特定的阶段，外化问题行为有下降的趋势，五年级比六年级高

是一个比较正常的现象，小学生的外化行为问题大多由于适应性和同伴关系引起的，

小学阶段儿童的适应性和同伴关系都得到进一步的改善[12]，因此六年级的学生的外

化问题行为将减少。

在性别维度上：父、母亲对女生更多的采用积极的教养方式，对男生采用的积

极教养相对较少。对女生父母更多采用情感温暖，此研究结果与刘玉路等人得到的

结果相一致，他们的研究中发现父、母亲对女生的教养得分显著高于男生，因为刘

玉路等人研究并没有涉及到性别之间的差异，教养方式的四个维度均是积极教养方

式[59]。中国传统观念的影响下，不同性别的儿童有不同的角色定位，男孩需要坚强、

勇敢，而女生温柔、依赖，因此在传统文化的熏陶下，会有不同的教养方式。李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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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等人在积极教养方式上也得到了一致的结论[60]，但在消极教养方式上，本研究发

现父母教养方式在性别上是不显著的，而李佳佳等人的研究中发现消极教养方式在

性别上有显著的差异，得到不一致的原因，可以从两个研究所选取的被试上考虑[60]，

由于本研究选取的是小学高年级的学生，升学压力在男女生面前是相同的，因此当

儿童产生不合适的行为时，父母会采用消极的教养方式。

男生的与女生相比，男生更容易产生与父亲冲突，男生与父亲发生冲突的次数

显著高于女生，但冲突强度并无显著性差异。父亲对男孩要求比较高，教养上更加

严格，而对女孩相对的温和，教养方式上比较积极，因此男生与父亲发生的亲子冲

突较多。

男生的外化问题行为要显著的高于女生发生的外化问题行为。这一结果得到了

罗春燕研究的证实，她发现，壮族和汉族的儿童都表现出男生的外化问题行为要高

于女生[62]。陈晨的研究也得出了相同的结论，女生的外化问题行为较低。造成这一

结果更可能在于在中国传统文化的背景下，要求男孩子坚强、勇敢、有竞争心，对

于男生的外在的不良行为表现出更多的宽容，而要求女生更加内敛，故而男生的外

化问题行为高于女生[63]。

4.2父母教养方式与亲子冲突之间的关系

父亲教养方式与亲子冲突之间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父亲积极的教养方式对父

亲亲子冲突发生的次数、发生的强度以及与母亲冲突次数有显著的正向相关关系，

而母亲冲突的强度呈现出正相关；父亲消极教养方式与亲子冲突的四个维度之间存

在显著的正向的相关；母亲积极的教养方式与母亲冲突次数之间不存在任何的形式

的线性相关，与母亲的冲突强度存在负向的线性关系，与父亲冲突次数显著的正向

的相关，而与父亲的冲突强度之间存在显著的负向相关。

以往的研究中发现积极的教养方式降低亲子间冲突的发生，消极的教养方式则

会加剧亲子间冲突的发生。杨菲的研究中提到，专制型的父母采取高控制型的教养

方式，强调儿童一味的服从父母的要求，不考虑子女的感受，因此会发生更多的冲

突；权威性则使儿童长期处于矛盾的生活状态中，高的要求和过度的保护；放任型

的儿童感受不到来自于父母的压力也得不到父母的爱因此这两种状态的儿童长期处

于一种较为紧张的状态，也会导致冲突的发生；民主型是积极的教养方式，家长尊

重儿童的需要和感受，亲子冲突发生会更少[44]。本研究中教养方式包括三张：情感

温暖、拒绝否认和过度保护。情感温暖的教养方式下，儿童能实现自己的需要，感



父母教养方式与外化问题行为的关系：亲子冲突的中介作用

20

受到自己的价值，与父母发生的冲突也相对较少。拒绝否认的儿童，父母不能尊重

他们的需要，不能正视其存在的价值，亲子冲突将会增加。过度保护的儿童，往往

不能实现自立和成长，小学高年级作为自我意识发展的快速发展期，自立是青少年

儿童的必经之路，父母的过度保护，也会使得亲子间的冲突增加。Bulcroft的研究也

证明了也有相似的结论，父母的拒绝和控制将使得亲子冲突的加剧。

本研究与以往研究的不同点在于：第一点，父亲积极的教养与母亲亲子冲突的

强度呈现出正相关。这一点看似是不合理的，其实不然父亲积极教养会减少与儿童

发生冲突，但是如果母亲采用不恰当的教养方式，将于父亲的教养方式形成明显的

对比，儿童将会更加的支持一方而反对一方，以至于与母亲的冲突强度将会增大。

第二点，母亲积极教养与父亲冲突发生的次数呈现正相关，与母亲冲突次数无关。

与父亲冲突次数正向关，同样是父母亲采用不一致的教养方式时发生的，由于父亲

在大部分家庭是权威的象征，儿童并不敢与父亲发生强烈的冲突，只能与父亲冲突

次数增加。与母亲冲突次数无关，在农村家庭，对于儿童的教养工作落在母亲的身

上，儿童与母亲长期在一起，发生冲突的次数相对会较多。因此，出现与以往研究

不一致的原因，更多的考虑父母亲教养方式之间的一致性问题。

4.3父母教养方式与外化问题行为之间的关系

本研究发现消极的父母教养方式显著的正向预测外化问题行为，而积极的父母

教养方式对外化问题行为不产生作用。丛晶关于父母教养方式与外化问题行为的研

究中发现了与本研究在消极教养方式中一致的方面，即严厉的教养方式将正向的预

测外化问题行为的发生[3]，不一致在于积极的教养方式对外化问题行为是负向的预

测，造成不一致的原因很可能在于对父母教养方式的分类、采用的问卷之间的差异

以及被试的年龄。本研究集中于五、六年级的学生，教养方式问卷中积极教养是情

感温暖，在一些研究中发现，情感接纳更多的影响儿童的内化行为问题，对外化行

为问题影响较少。因此积极的教养方式对外化问题行为不产生影响。而丛晶等人的

研究被试选取的是五年级到高三阶段的学生，年龄跨度较大，儿童的自我意识、情

绪发展以及自立能力都得到显著的发展，在消极的教养方式如父母的严厉教养，将

会引发儿童自尊的挫败，导致儿童问题行为的加剧，而父母引导和监控，不仅表现

出了父母对而儿童的教育，还能结合儿童自身的情感、自尊以及自立能力的发展，

使得儿童的身心达到放松状态，从而减少儿童外化问题行为的发生。

刘广增等人对小学生的内外化问题行为与父母积极的教养方式进行研究，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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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的父母教养方式即情感温暖对内外化问题行为均会产生影响[64]，究影响程度来

说对内化问题行为的影响较大而对外化问题行为影响较小，但都达到了显著性水平，

与本研究结论不相一致。刘广增等人的研究与本研究对比发现，在外化行为问题的

效标选取的并不完全一致，刘广增等人选取品行问题和多动作为外化行为问题的指

标，而本研究选取违纪和攻击作为外化问题行为的维度，因此两研究考察了不同的

外化问题行为，不能放在同一层面进行比较。

总的来说，父母教养方式对外化行为问题具有显著的影响，特别是消极的教养

方式会使得外化问题行为发生的次数增加哦，强度加大。

4.4亲子冲突与外化问题行为之间的关系

亲子冲突的各维度与外化问题行为之间存在显著的正向相关。亲子冲突有四种

类型，父亲亲子冲突次数、父亲亲子冲突强度、母亲亲子冲突次数、母亲亲子冲突

强度，这四种类型与外化问题行为均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在以往的研究中，亲子冲

突常作为父母严厉管教的一种测量手段，刘蓓等人的研究中发现，父母的严厉管教

可以正向的预测外化问题行为的发生，在相关关系表中发现，亲子冲突与外化问题

行为之间显著的相关关系[48]。本研究与刘蓓等人的研究得出一致的结论，同样发现

两者之间存在的相关。方晓义等人对亲子冲突与青少年社会适应的研究中发现，父

母发生较多的冲突的儿童表现出来更多的内化的（抑郁）和外在的问题行为[4]。亲子

冲突与外化问题行为之间的关系主可以从两个方面进行解释：儿童自我意识的增强、

社会连结减弱。

本研究选取小学高年级的儿童（11、12岁左右），大约在青春期的早期阶段，这

一阶段的儿童自我意识的得到不断的增强，成人感不断增强，而父母在学业、家务、

朋友等生活的诸多细节方面的管教，使得儿童自尊心受到较为严重的打击，引起儿

童严重的逆反心理，从而产生一系列外在的问题行为。另一个可能的原因是社会的

连结，青少年的适应性受到社会连结关系的影响，当儿童或青少年与父母发生冲突

时，他们与父母之间亲子关系的连结就会减弱，溢出理论将认为这种连结的减弱将

会蔓延其他的社会关系中，因此将造成适应性的不良，出现诸多的外化问题行为。

4.5亲子冲突在父母教养方式与外化问题行为之间的中介作用

对亲子冲突进行中介作用模型的检验，发现亲子冲突的中介作用是显著的，不

同的维度之间，亲子冲突起到部分或者完全中介的作用。由于父母亲积极的教养方

式对外化问题行为并不存在预测关系，因此不考虑将父母积极教养方式作为自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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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化问题行为作为因变量的情况。在父亲消极教养作为自变量，外化问题行为作为

因变量，考察亲子冲突的中介变量时发现，父、母亲冲突次数和父亲冲突强度起到

了完全中介的作用，而母亲冲突强度起到部分中介作用；在母亲消极教养作为自变

量外化问题行为作为因变量，发现只有与母亲冲突次数起到部分中介的作用，而其

他的与父亲冲突次数、父亲冲突强度、母亲冲突强度为完全中介作用。

在以往的研究父母的教养方式与青少年适应环境的能力之间的内在机制中，亲

子冲突起到了中介的作用[44][65][66][67]。杨菲等的研究中发现了亲子冲突的部分中介作

用，本研究发现了一致的结论亲子冲突在父母教养方式与外化问题行为之间存在或

部分或完全中介的作用[44]。亲子冲突的完全中介作用说明，教养方式对外化问题行

为只能通过亲子冲突的次数和强度来实现，部分中介则说明父母教养对外化问题行

为可以通过两条途径发生作用，父母对儿童消极的教养（拒绝否认和过度保护）将

会直接正向的影响外化问题行为的发生，另外消极的教养方式也会通过引发儿童之

间的亲子冲突从而引发外化问题行为的发生。

亲子冲突产生在父母的教养方式与外化问题行为中起到中介作用主要是由于儿

童的自我意识的发展引起的。随着儿童年龄的增长，自我意识逐渐增强，父亲的拒

绝否认和过都保护的教养方式，使得儿童的自我价值没有受到尊重，儿童将强烈的

要求自身的独立和自尊，因此儿童与父亲冲突次数会增加和冲突的强度也会变大。

在溢出理论的观点中，父子冲突关系引发母子间的冲突，亲子间的关系也会引发与

同伴之间的关系[67]。因此，父子冲突的产生将会引发母子间冲突次数的增加以及冲

突强度的变化，最终影响与同伴之间不良的社会交往。同样，母亲的消极教养方式，

会直接引起母亲与儿童矛盾冲突的增加，也会溢出到父母与儿童之间的关系。同时，

家庭系统理论的观点，家庭相处模式常以冲突的形式进行，儿童在其他社交场合中

也将会出现与其他社会成员更多的冲突，产生更多的外化问题行为[55]。

勒温的场论中，将行为看作是个体与环境的函数，个体更多的是指个体的需要、期

望等，亲子冲突从定义上看属于个体对自身需要得不到满足时与父母产生的一种敌

对现象，是一种感知到的心理需要的不能满足；而父母教养方式属于一个较为远端

的因素，可以说是儿童家庭成长的一个大的物理环境，物理环境可以直接影响个体

的行为，同时也可以通过与心理环境发生作用，进而影响外在的行为，即行为是个

体与环境的函数。

因此，父母亲对儿童的消极教养方式引发了亲子间的冲突（家庭亚系统成员之

间冲突、对立的相处模式）[55]，亲子间的冲突关系使得儿童习得的与其他社会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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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不适应的相处模式，从而引发儿童对外在环境作出不适当行为，形成了心理学

意义的外化问题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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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研究结论及建议

5.1研究结论

（1）在年级上，父亲教养方式、与母亲发生冲突的次数以及外化问题行为存在

显著的不同；在性别上，父母亲的积极教养方式、父亲发生冲突的次数以及外化行

为问题之间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

（2）父亲教养方式、母亲消极教养与亲子冲突各维度皆相关；母亲积极的教养

方式与母亲冲突次数相关不显著，与其他三个维度均相关显著；

（3）亲子冲突各维度与外化问题行为均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

（4）只有父、母消极教养方式和儿童的问题行为存在显著相关；

（5）亲子冲突在父母教养方式与外化问题行为间起到中介作用。

5.2对策与建议

（1）在家庭教育过程中，父母教养方式一定要支持和接纳。研究中发现，父母

亲的积极教养并不会较少外化问题行为的发生，而消极的父母教养方式会增加儿童

外化问题行为的发生；并且父母教养方式会通过影响亲子冲突加剧外化问题行为的

发生，因此父母亲对儿童进行教养时，要注重积极的教养，避免消极不良的教养方

式。因此父母亲对儿童进行教养时，要注重积极的教养，避免消极不良的教养方式。

（2）父母在对儿童进行教养时，对男孩和女孩应该保持相同的标准。前人的研

究发现，男生比女生产生更多外化问题行为的原因，在于父母对不同性别的孩子采

用不同的标准，要求男生要自立、自强、勇敢等，同时对其存在的一些外化的问题

行为更加容忍，而要求女生温顺、内敛等，父母对女生的外化问题行为更加要求严

格，因此男生的外化问题行为发生要比女生发生的外化问题行为要多。在父母教养

时，对儿童采用相同的标准，在要求男生自立、自强的同时，也要求内敛，同样要

求女生温顺、内敛，也要求自强和勇敢，对儿童存在的外化问题行为严格要求。

（3）生活中，父母要较少与儿童之间的亲子冲突。亲子冲突是影响儿童外化问

题行为的影响因素，父母亲子冲突的各维度都会正向的影响外化问题发生。在亲子

冲突的测量中，主要采用方晓义的亲子冲突量表，更多的体现的对儿童日常生活的

管束，因此父母要遵循儿童发展的规律和特点，适当的对儿童进行教育，减少与儿

童之间的冲突，从而减少外化问题行为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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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亲爱的同学：

你好，我们是山西大学心理系的研究人员，为了以后更好的开展心理健康教育，

特 邀请你参与此次调查。本次调查采用不记名的方式，所有问题的答案都没有对错

之分， 希望你如实作答。你的参与对这次研究的结果来说非常重要，希望你能配合，

我们由衷 地感谢你的参与。

1、你的性别： ①男 ②女

2、你的年龄：

3、你的年级： ①四年级 ②五年级 ③六年级

父母教养方式问卷

（一）父母的教养方式对子女的成长至关重要，请你努力回想父母对待你的方式，

在符合 自己的数字上打“√”。

题目 父/母 从不 经常 偶尔 总是

1、父母常常在我不知道原因的情况下对我大发

脾气。

父 1 2 3 4

母 1 2 3 4

2、父母赞美我。
父 1 2 3 4

母 1 2 3 4

3、我希望父母对我正在做的事不要过分担心。
父 1 2 3 4

母 1 2 3 4

4、父母对我的惩罚往往超过我应受的程度。
父 1 2 3 4

母 1 2 3 4

5、父母要求我回到家里必须得向他说明我在外

面做了什么事。

父 1 2 3 4

母 1 2 3 4

6、我觉得父母尽量使我的青少年时期的生活更

有意义和丰富多彩（比如给我买很多书，安排

我去夏令营或参加俱乐部）。

父 1 2 3 4

母 1 2 3 4

7、父母经常当着别人的面批评我既懒惰又无

用。

父 1 2 3 4

母 1 2 3 4

8、父母不允许我做一些其他孩子可以做的事

情，因为他害怕 我会出事。

父 1 2 3 4

母 1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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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父母总试图鼓励我，使我成为佼佼者。
父 1 2 3 4

母 1 2 3 4

10、我觉得父母对于我可能出事的担心是夸大

的、过分的。

父 1 2 3 4

母 1 2 3 4

11、当遇到不顺心的事时，我能感到父母在尽

量鼓励我，使我得到安慰。

父 1 2 3 4

母 1 2 3 4

12、我在家里往往被当作“替罪羊”或“害群

之马”。

父 1 2 3 4

母 1 2 3 4

13、我能通过父母的言谈、表情感受到他很喜

欢我。

父 1 2 3 4

母 1 2 3 4

14、父母常常以一种使我很难堪的方式对待我。
父 1 2 3 4

母 1 2 3 4

15、父母常常允许我到自己喜欢去的地方，而

他又不会过分担心。

父 1 2 3 4

母 1 2 3 4

16、我觉得父母干涉我做的任何一件事。
父 1 2 3 4

母 1 2 3 4

17、我觉得与父母之间存在一种温暖、体贴和

亲热的感觉。

父 1 2 3 4

母 1 2 3 4

18、父母对我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都有严格

的限制而且绝不让步。

父 1 2 3 4

母 1 2 3 4

19、即使是很小的过错，父母也惩罚我。
父 1 2 3 4

母 1 2 3 4

20、父母总是干涉我的穿衣打扮。
父 1 2 3 4

母 1 2 3 4

21、当我做的事情取得成功时，我觉得父母很

为我自豪。

父 1 2 3 4

母 1 2 3 4

（二）亲子冲突问卷

在最近的六个月中，你和父母之间在以下八个方面发生冲突的次数和激烈程度

如 何？（可以表现在情绪、语言和身体上）请选择最接近你自己的答案，在相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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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上 打“√”。

1、在你的学业方面（如家庭作业、成绩等）

与父亲冲突的次数：①从未发生 ②总共一两次 ③每月几次 ④每周几次

⑤每天几次

与父亲冲突的激烈程度：①从未发生 ②比较平静 ③程度一般 ④比较激烈

⑤非常激烈

与母亲冲突的次数：①从未发生 ②总共一两次 ③每月几次 ④每周几次

⑤每天几次

与母亲冲突的激烈程度：①从未发生 ②比较平静 ③程度一般 ④比较激烈

⑤非常激烈

2、在做家务事方面（如打扫自己房间、帮助家人干活等）

与父亲 冲突的次数：①从未发生 ②总共一两次 ③每月几次 ④每周几次

⑤每天几次

与父亲冲突的激烈程度：①从未发生 ②比较平静 ③程度一般 ④比较激烈

⑤非常激烈

与母亲 冲突的次数：①从未发生 ②总共一两次 ③每月几次 ④每周几次

⑤每天几次

与母亲冲突的激烈程度：①从未发生 ②比较平静 ③程度一般 ④比较激烈

⑤非常激烈

3、在交朋友方面（交什么样的朋友、何时与朋友在一起、与朋友做什么等）

与父亲冲突的次数：①从未发生 ②总共一两次 ③每月几次 ④每周几次

⑤每天几次

与父亲冲突的激烈程度：①从未发生 ②比较平静 ③程度一般 ④比较激烈

⑤非常激烈

与母亲冲突的次数：①从未发生 ②总共一两次 ③每月几次 ④每周几次

⑤每天几次

与母亲冲突的激烈程度：①从未发生 ②比较平静 ③程度一般 ④比较激烈

⑤非常激烈

4、在花钱方面（花多少钱、怎样花钱、买什么等）

与父亲冲突的次数：①从未发生 ②总共一两次 ③每月几次 ④每周几次

⑤每天几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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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父亲冲突的激烈程度：①从未发生 ②比较平静 ③程度一般 ④比较激烈

⑤非常激烈

与母亲冲突的次数：①从未发生 ②总共一两次 ③每月几次 ④每周几次

⑤每天几次

与母亲冲突的激烈程度：①从未发生 ②比较平静 ③程度一般 ④比较激烈

⑤非常激烈

5、在日常生活安排方面（如睡觉时间、饮食习惯、看电视等）

与父亲冲突的次数：①从未发生 ②总共一两次 ③每月几次 ④每周几次

⑤每天几次

与父亲冲突的激烈程度：①从未发生 ②比较平静 ③程度一般 ④比较激烈

⑤非常激烈

与母亲冲突的次数：①从未发生 ②总共一两次 ③每月几次 ④每周几次

⑤每天几次

与母亲冲突的激烈程度：①从未发生 ②比较平静 ③程度一般 ④比较激烈

⑤非常激烈

6、在外表方面（如衣着、发型等）

与父亲冲突的次数：①从未发生 ②总共一两次 ③每月几次 ④每周几次

⑤每天几次

与父亲冲突的激烈程度：①从未发生 ②比较平静 ③程度一般 ④比较激烈

⑤非常激烈

与母亲冲突的次数：①从未发生 ②总共一两次 ③每月几次 ④每周几次

⑤每天几次

与母亲冲突的激烈程度：①从未发生 ②比较平静 ③程度一般 ④比较激烈

⑤非常激烈

7、在家庭成员关系方面（如尊重、礼貌、兄弟姐妹的关系等）

与父亲冲突的次数：①从未发生 ②总共一两次 ③每月几次 ④每周几次

⑤每天几次

与父亲冲突的激烈程度：①从未发生 ②比较平静 ③程度一般 ④比较激烈

⑤非常激烈

与母亲冲突的次数：①从未发生 ②总共一两次 ③每月几次 ④每周几次

⑤每天几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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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母亲冲突的激烈程度：①从未发生 ②比较平静 ③程度一般 ④比较激烈

⑤非常激烈

8、在你的隐私方面（如私拆信件、偷听电话、偷看日记、偷看手机等）

与父亲冲突的次数：①从未发生 ②总共一两次 ③每月几次 ④每周几次

⑤每天几次

与父亲冲突的激烈程度：①从未发生 ②比较平静 ③程度一般 ④比较激烈

⑤非常激烈

与母亲冲突的次数：①从未发生 ②总共一两次 ③每月几次 ④每周几次

⑤每天几次

与母亲冲突的激烈程度：①从未发生 ②比较平静 ③程度一般 ④比较激烈

⑤非常激烈

（三）外化问题行为问卷

这是一份有关儿童行为的调查，答案没有对错之分。请你仔细阅读每一道题目，根

据自己最近六个月的实际情况，选择符合你的数字并打“√”。

题目 从未发生 有时发生 经常发生

1、有不良行为后我不感到内疚 。 0 1 2

2、我爱和出麻烦的孩子在一起 0 1 2

3、我撒谎或欺骗 0 1 2

4、我喜欢和年龄较大的孩子在一起 0 1 2

5、我离家出走 0 1 2

6、我放火 0 1 2

7、我在家偷东西 0 1 2

8、我在外偷东西 0 1 2

9、我咒骂别人或讲粗话 0 1 2

10、我逃学或旷课 0 1 2

11、我喝酒或使用成瘾药 0 1 2

12、我经常争论 0 1 2

13、我喜欢吹牛或自夸 0 1 2

14、我对别人苛刻 0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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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我需要别人经常注意自己 0 1 2

16、我毁坏自己的东西 0 1 2

17、我毁坏别人的东西 0 1 2

18、我在学校里不听话 0 1 2

19、我嫉妒别人 0 1 2

20、我经常打架 0 1 2

21、我对别人的身体进行攻击 0 1 2

22、我经常尖叫 0 1 2

23、我常夸耀自己或胡闹 0 1 2

24、我很固执 0 1 2

25、我的情绪会突然变化 0 1 2

26、我话太多 0 1 2

27、我常戏弄他人 0 1 2

28、我脾气暴躁 0 1 2

29、我恐吓要伤害他人 0 1 2

30、我比其他孩子更吵闹 0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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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 谢

时光匆匆，研究生的生活即将结束。在这里我主要想感谢我的论文指导老师孙

雅峰老师。孙老师对我的论文研究方向的选择提供了很大的帮助，给我许多切实可

行的意见，在论文撰写过程中给予我很多中肯的意见，对我的论文修改也是尽心尽

力，我不胜感激。

我在学习心理学的这几年来，我无时无刻感受着心理学的魅力我了解到了心理

学的主流思想，主要的理论派别。精神分析学派让我看到潜意识的力量；行为主义

让我看到来自环境和教育的重要的力量；认知心理学是计算机科学带来的全新的心

理学革命；人本主义以人为本的思想占据了主体地位等等，在这里我看到了心理学

对个体各阶段的发展理论的研究，更揭开了心理咨询神秘的面纱，不断的促使我更

加幸福的生活，因此，在这里我要感谢我的每一位老师。其次，我要感谢我的同学，

他们在知识和生活方面都给予了我最大的鼓励和支持，让我更好的完成自己的学业。

最后，我要感谢心理健康教育这个专业，将心理健康与教育结合起来，不仅帮助了

自己的心理健康的调整，也更好的学会了去帮助别人，对于学校工作的我带来重要

的意义。

另外，我感谢在论文写作过程给过我帮助的所有人，写作中引用参考文献的所

用学者，作为研究被试的同学们，没有你们我就不可能完成这篇文章，在文章的最

后我对大家的帮助深表谢意，同时祝愿所有的人万事如意。

万方

2018.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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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①个人简况：姓 名：万方 性 别：女

籍 贯： 湖北省宜昌市 出生日期：1987.01.23

简 历：

2006年 9月—2010年 7月 山西大学音乐学院

2011年 9月—至今 王家峰小学

2014年 9月— 2017年 7月 就读于山西大学教育科学学院 硕士

②联系方式：E-mail: 29662767@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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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 诺 书

本人郑重声明：所呈交的学位论文，是在导师指导下独立完成的，

学位论文的知识产权属于山西大学。如果今后以其他单位名义发表与在

读期间学位论文相关的内容，将承担法律责任。除文中已经注明引用的

文献资料外，本学位论文不包括任何其他个人或集体已经发表或撰写过

的成果。

作者签名：

20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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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位论文使用授权声明

本人完全了解山西大学有关保留、使用学位论文的规定，即：学校

有权保留并向国家有关机关或机构送交论文的复印件和电子文档，允许

论文被查阅和借阅，可以采用影印、缩印或扫描等手段保存、汇编学位

论文。同意山西大学可以用不同方式在不同媒体上发表、传播论文的全

部或部分内容。

保密的学位论文在解密后遵守此协议。

作者签名：

导师签名：

2018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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