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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体从呱呱坠地到去世，整个一生都是

在家庭的伴随下而成长、发展的。尽管在个

体不同的发展阶段，家庭对个体发展的影响

作用不同，但是个体始终不会，也不可能脱

离家庭的影响而成长和发展。这是吸引研究

者关注家庭在儿童发展中重要作用的主要

原因之一。然而，研究者对家庭在儿童发展

中的作用的关注经历了一个变化时期。20
世纪 60 年代，家庭获得了大量研究者的关
注，到 70 年代，研究者对家庭的兴趣有所
减弱，进入 80 年代，随着 Bronfenbrenner
生态发展观的提出，家庭又受到了研究者的

重新关注。 
总结起来，到目前为止，研究者对家庭

与儿童发展问题的探讨主要集中在以下几

个方面：
  

1 亲子关系与儿童发展 

这一领域重点探讨了两个方面的问题，

一个依恋与儿童发展的关系。较早时期，研

究者都基本在探讨婴儿与父母的依恋，以及

这种依恋对后来儿童发展的影响。大多数研

究采用的都是陌生情境测验的方式来评价

婴儿与父母，特别是母亲的依恋，然后根据

测验的结果将依恋类型分为不同的类型，以

此研究依恋与儿童发展的关系。到后来，研

究者开始关注年龄稍大一些的幼儿（如 5、6
岁），甚至是青少年与父母的依恋。另一个

探讨较多的问题是青少年期的亲子冲突。早

期的理论和研究都指出，青少年期是一个与

父母充满矛盾和冲突的“急风暴雨”时期，

是一个反抗父母和成人权威的“叛逆期”。

但是后来越来越多的研究发现，青少年期并

不如早期的这些理论和研究所发现的那样

充满反抗，大多数青少年对家庭都有一个非

常好的认知，都报告说与父母的关系很好。

为什么早期和后来的研究者会得出不同的

研究结果？有研究者认为这是由于早期和

后来的研究者所选取的被试（如早期研究者

更多采用的是临床样本），以及所持有的理

论观点（如早期研究者更多采用的是精神分

析的观点）不同而造成的。但是，由于大量

研究已经证明亲子冲突对青少年发展的影

响，因此，还是应该重视青少年期的亲子冲

突问题，应该进一步地探讨亲子冲突发生的

原因，以及减少或者消除，或者让亲子冲突

的负面影响控制在可控范围内的有效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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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父母行为与儿童发展。 

这一领域研究最多的是父母抚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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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儿童发展的关系。在早期，研究者主要采

取类型学的研究范式，将父母抚养方式分成

不同的类型，其中最受欢迎的是 Baumrind
提出的有关父母抚养方式的三类型划分方

法，即民主（有人称为权威）、专制和放纵。

研究基本得到了一致的结论，即民主或者权

威父母抚养方式下成长的儿童发展是最好

的。后来，有研究者认为类型学的研究范式

把父母抚养方式过于简单化，忽视了父母抚

养方式中的许多信息，因此，主张根据父母

抚养方式的特点，而不是类型来研究，像我

国大量使用由瑞典C. Perris等人编制的父母
抚养方式评价量表的研究就属于这一的研

究范式。通过大量的研究，研究者总结出父

母抚养方式中比较重要的两个维度，一个是

父母能够给孩子提供的支持的情况，一个是

父母对孩子的控制的情况。研究基本上得出

了较为一致的结论，即良好的父母支持与儿

童的认知发展、道德行为、内控、自尊和学

业成绩等有非常明显的正向联系，而父母支

持的缺乏与儿童的低自尊、轻微违法犯罪行

为、偏差行为、药物滥用，以及其他问题行

为等适应不良有明显的关系。 
近些年来，在父母行为与儿童发展研究

领域又出现了一个新的研究课题，即父母行

为的代际传递问题。这类研究可以解决儿童

发展中有哪些行为，或者这些行为在多大程

度上是通过父母而习得的问题。已开展的有

关代际传递性的研究有：教养方式、价值观、

依恋、自我分化、暴力行为、婚姻关系、进

食障碍、抑郁、酒精依赖、性别分化等等。

研究发现，这些方面都存在一定的代际传递

性。 

3 家庭结构与儿童发展。 

大量的研究探讨了不同家庭结构下（如

完整家庭、离异家庭、寄养家庭、再婚家庭、

三代同堂家庭等等）儿童的心理发展问题。

研究者渴望能够发现可以促进或者妨碍儿

童心理发展的家庭环境。有关离异家庭儿童

心理发展的研究是这个领域探讨最多的问

题。早期的研究几乎都发现，与完整家庭相

比，离异家庭的儿童在心理发展上明显处于

劣势，也就是说，父母离婚对儿童的心理发

展具有非常明显的负作用。但是，在 20 世
纪 90年代 Amoto和 Keith对 92个研究做的
元分析，Rodgers 和 Pryor 做的综述，以及
其他一些研究都发现，离异家庭与完整家庭

儿童心理发展的差异非常小。后来也有研究

指出，父母离婚前的争吵、儿童是否暴露于

父母的争吵之中等等是比离异本身更为重

要的因素，这些因素对儿童心理发展的影响

作用远远超过父母离异。目前，这个方面的

研究较为重视对父亲缺失与儿童发展的关

系的探讨。 

4 婚姻关系与儿童发展 

尽管婚姻关系涵盖的范围很广，但研究

者探讨最多的是婚姻冲突与儿童心理发展，

尤其是与儿童情绪和行为问题的关系。这个

方面的研究经历了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最

早研究者只关注婚姻冲突与儿童心理发展

究竟存在什么样的关系，研究揭示婚姻冲突

与儿童心理发展存在一个明显的负向关系；

接着，有研究者开始关注不同类型的婚姻冲

突对儿童心理发展的影响。他们将婚姻冲突

分为“建设性的”和“破坏性的”两类，结

果发现，只有破坏性的婚姻冲突不利于儿童

心理的发展，而建设性的婚姻冲突有助于儿

童心理的发展，可以帮助儿童学会处理人际

间问题的方法；接下来，研究者开始关注婚

姻冲突对儿童心理发展的影响机制，以及什



第 13卷第 3期                       家庭与儿童发展：一个充满生命力的研究领域                              -259- 

么时候对儿童的心理发展产生影响的问题。

这一阶段的研究者做了很多追踪研究，以揭

示婚姻冲突发挥作用的时间和机制；近些年

来，研究者又开始关注儿童是否暴露于婚姻

冲突之中，儿童自身对父母冲突的评价和应

对策略对婚姻冲突和儿童发展的关系的影

响，结果发现，没有暴露于婚姻冲突之中，

对婚姻冲突有积极评价，能够有效利用策略

来应对婚姻冲突的儿童的心理发展远远好

于那些暴露于婚姻冲突之中，对婚姻冲突有

消极评价，不能够很好利用策略有效应对婚

姻冲突的儿童。 
以上总结了到目前为止，在家庭与儿童

发展研究领域探讨较多的四个方面的研究

情况，除这四个方面外，这个领域还有其他

很多的研究，如父母与同伴在青少年发展中

的相对作用问题、兄弟姐妹关系与儿童发展

的关系、亲子有关家庭的知觉差异与儿童发

展的关系等等。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去读读这

方面的研究。 

鉴于家庭与儿童发展研究领域的重要

性，以及该领域已经取得的大量丰富的研究

成果，《心理科学进展》特推出“家庭与儿

童发展”专栏。本期专栏共有 6篇文章，这
些文章分别介绍了“父亲缺失对儿童心理发

展的影响”、“依恋模式的代际传递性”、“离

异家庭儿童的适应性问题”、“家庭社会资本

及其相关因素”、“国外父亲教养方式研究的

现状和趋势”、“国内父母教养方式与儿童发

展研究”等 6个领域的研究现状，并对现有
研究存在的不足进行了适当的评价，还对今

后的研究进行了展望。但是由于时间的缘

故，本专栏所涵盖的内容并不全面，而且文

章中所做的评述也有进一步深化的必要。希

望读者对这些不足之处给予谅解，同时，也

希望本专栏能够吸引更多的研究者开展有

关家庭与儿童发展的研究，提高我国这一领

域的研究水平，丰富我国这一领域的研究成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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