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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生积极情绪与家庭教育方式的相关研究
!

牟映雪，李俊杰

（重庆师范大学 学前教育学院，重庆 A###A+）

摘! 要：本研究使用 BCD8 和情感平衡量表，对太原市分层随机抽取的 A*# 名初中生进行评定，探讨初中生积极情

绪、家庭教育方式及家庭因素的相互关系。测评结果表明：父母亲因子中的情感温暖理解与初中生积极情绪呈非常

显著正相关；父亲因子中的拒绝否认，母亲因子中的拒绝、否认，惩罚、严厉与积极情绪呈非常显著负相关；情感得分

的学校间有差异，与学生来源有关，生活在不同地域的初中生对父母教养方式的体验存在较大差异，城市的初中生

更多地感受到父母的情感温暖与理解；家庭因素中父母是否离异，母亲职业，家庭人均月收入对其积极情绪有明显

影响，尤其是人均月收入高的家庭，给予子女的是情感温暖理解，其情感得分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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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伴随中国社会转型带来的巨大变化，现有的家

庭教育方式与青少年心理发育水平间的矛盾日益突

出，并通过情绪广泛地渗透到初中学生的一切活动

中，影响了初中生的学习生活和健康。

情绪是人对外界事物产生的一种基本情感体

验［F］，构成情绪的基本维度是积极情绪和消极情

绪［"］。积极情绪是指正面的、肯定的情绪体验，表现

为快乐、满意、兴趣和情爱。J/’-/ E·K5.3 研究了

生活目标与快乐（2/LL5.:;;）、幸福（M:((HN:5.3）间的

关系，C>1’((,’32 的研究关注感激和宽恕；其研究表

明，经常体验到感激的人们更加快乐、富有同情心、

注重精神，也更少抑郁和焦虑［+］。对于学生而言，积

极情绪可使人精神振奋、想象丰富、思维敏捷、富有

信心，学习效率高；消极情绪则使人感到枯燥乏味、

想象贫乏、思维迟钝、心灰意冷，学习效率低［AH*］。

家庭教育方式即父母教养方式，在家庭生活中

以亲子关系为中心，是对儿童和青少年进行价值观

念、态度体系及社会规范的传递与教导，以培养身心

健康和合格社会成员为主要目标的活动。观察实践

表明，青少年的情绪特点与其家庭教育方式密切相

关［GH%］。本研究将结合我国社会转型期的特点，探讨

新时期下父母教育方式与普通初中生积极情绪的关

系，以期社会各界共同关注家庭教育方式对子女积

极情绪发展的重要价值，为儿童成长创设一个良好

的教育环境。

F 研究方法

本研究假设：F）积极情绪与父母亲因子中的情

感温暖、理解呈正相关；"）积极情绪与父母亲因子

中的惩罚、严厉、过分干涉、拒绝、否认呈负相关；+）

积极情绪因家庭因素中父母是否离异及家庭人均月

收入不同而异。

F@ F 样本选择

本研究采用问卷法，采用分层随机抽样，对太原

市山西大学附中、太航中学、太原二中的初一、初二

和初三年级 A*# 名学生进行研究。

F@ " 研究工具

F@ "@ F 父母教养方式评定问卷! 父母教养方式评价

量表（ BCD8）中文版（FII+）由 1·O:--5; 等人编

制，岳冬梅等人修订。该量表包括 GG 个题目，采用

A 级记分，由被试分别评价父母教养态度和行为。

其中，父亲量表包括情感温暖理解，惩罚、严厉，过分

干涉，偏爱被试，拒绝、否认和过度保护等 G 个因子，

本分析中分别命名为父 F、父 "、⋯、父 G；母亲量表

包括情感温暖理解，过干涉、过保护，拒绝、否认，惩

罚、严厉和偏爱被试等 * 个因子，分别命名为母 F、

母 "、⋯、母 *。父母量表具有较高的内部一致性信

度和实证效度［$］，得分越高，表明父母在某个因子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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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表现越多［!］。

"# $# $ 初中生情感评定量表% 该量表是 &’()*+’, 于

"!-! 年编制，情感量表涉及正性情感、负性情感和

情感平衡，包括 ". 个项目，其中有 / 个正性情感项

目，/ 个负性情感项目。对正性情感项回答“ 是”记

" 分；对负性情感项回答“否”记 " 分。情感平衡的

计算方法是以正性情感分减负性情感分，再加一个

系数 /［".］。此量表曾测查过 $01/ 名美国成年人，正

性情感的项目间相关在 .# "! 和 .# 1/ 之间，负性情

感的项目间相关为 .# 02 至 .# 1$，信效度较高［".］。

"# 0 程序

$..1 年 3 月依次向山大附中、太航中学和太原

二中的被试施测上述两个问卷。由研究者担任主

试，采用集体施测方式。收回有效问卷 3"1 份，其

中，山大附中 "-0 份，太航中学 "/0 份，太原二中 "."
份；男生 $"0 份，女生 $.3 份；有效率为 !$# 14 ；采用

5655""# / 进行统计分析。

$ 结果

$# " 情感得分与父母教养方式的关系

情感得分与父母教养方式的各因子相关系数和

统计学检验结果见表 "。

表 "% 情感得分与父母教养方式各因子的相关系数

情感 父 " 父 $ 父 0 父 3 父 / 父 -

得分 .# "22!! 7.# .20 7 .# .." 7 .# .00 7.# "12!! .# .3/

情感 母 " 母 $ 母 0 母 3 母 /

得分 .# "/3!! 7.# .22 7.# $..!! 7.# "--!! 7.# ./1

% 注：!!表示在 .# ." 水平上相关显著，!表示在 .# ./ 水平上相关

显著。

从表 " 可知，父亲的情感温暖理解，过度保护，

母亲的情感温暖理解与积极情绪呈正相关。父亲的

惩罚、严厉，偏爱被试，拒绝、否认；母亲的过干涉、过

保护，拒绝、否认，惩罚、严厉，偏爱被试与积极情绪

呈负相关。其中，父亲的情感温暖理解，母亲的情感

温 暖 理 解 与 积 极 情 绪 呈 非 常 显 著 正 相 关（ ! 8
.# ."）；父母亲的拒绝、否认，母亲的惩罚、严厉与积

极情绪呈非常显著负相关（! 8 .# ."）。

$# $ 情感得分的学校和性别差异

不同学校和不同性别的被试的情感得分均值和

" 检验、# 检验结果见表 $。

由表 $ 可知，不同学校的情感得分差异较明显，

太航中学的平均分最高，山大附中最低，与生源有

关。情感得分的性别差异不明显，男生略高于女生。

$# 0 情感得分随年龄变化的趋势

不同年龄组的情感得分变化的趋势见图 "。

表 $% 情感得分的学校、性别差异

人数 比例
情感

均分

" 或

# 值
!

学校 山大附中 "-0 0!# "4 /# "- 3# ./2 .# ."2

太航中学 "/0 0-# 14 /# 1/

太原二中 "." $3# $4 /# /!

总和 3"1 "..# .4 /# 32

性别 男 $"0 /"# "4 /# 3! .# $02 .# 2"$

女 $.3 32# !4 /# 3/

总和 3"1 "..# .4 /# 31

图 "% 情感得分随年龄的变化趋势

从图 " 可知，积极情绪随年龄变化不明显，基本

上呈正态分布。

$# 3 情感得分与家庭因素的关系

被试情感得分与其家庭背景的关系 " 检验和 #
检验结果分析见表 0。

由表 0 可知，父母是否离异、母亲职业和家庭人

均月收入这 0 个因素对情感得分的影响差异非常显

著（$ 9 .# ...）。

$# / 父母教养方式与家庭人均月收入的关系

进一步分析被试的父母教养方式差异与家庭人

均月收入多少的关系，结果见表 3。

由表 3 可知，不同收入家庭的教养方式有较大

差别，达到了显著性水平。

0 讨论

"）初中学生积极情绪与父母亲的情感温暖理

解均有非常显著的正相关（ ! 8 .# ."），这说明父母

在教育孩子的过程中，如能给予孩子足够的温暖和

关爱，理解孩子在学习和生活中遇到的压力和困难，

就能让孩子有安全感和良好的心态，体验到更多的

积极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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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情感得分与家庭因素的关系

家庭因素 人数 比例
情感得

分均值

! 值

或 " 值
# 家庭因素 人数 比例

情感得

分均值

! 值

或 " 值
#

父母是 是 ## $%& !’ (& !) )& *!$ +& +++ 母亲文 大学 $(* ()& )’ )& (, $& ,*% +& $+-

否离异 否 !** ,+& #’ )& ## 化程度 高中 #- *(& (’ )& (-

父亲文 大学 $$# !$& +’ )& *, +& )+# +& #!$ 初中 -( *+& )’ )& ($

化程度 高中 $$) !+& )’ )& )( 小学 !+ %& -’ )& -)

初中 $*) !!& *’ )& -( 母亲职业 工人 #+ *(& -’ )& -! -& !+- +& +++

小学 *+ )& !’ )& )) 农民 #, *#& (’ (& *,

父亲职业 工人 )# $)& !’ )& #* $& (+# +& **$ 知识分子 ($ $(& (’ -& +)

农民 ,* **& +’ )& )) 干部 !+ $+& )’ -& $!

知识分子 $*% !(& -’ )& (* 个体户 -+ *$& $’ )& ,)

干部 #% *$& *’ )& )* 其它 - *& $’ -& )+

个体户 *) -& #’ )& +( 家庭人 $)++ 以上 $$% !%& )’ )& ## -& *!, +& +++

其它 $ +& !’ -& ++ 均月收入 $+++ . $)++ -, **& -’ )& )-

)++ . $+++ #$ *!& -’ )& !#

)++ 元以下 (! $(& !’ (& $-

表 (" 父母教养方式差异与家庭月收入

父母教

养方式

人均月

收入 / 元
$ 0 %& ! 值 #

父母教

养方式

人均月

收入 / 元
$ 0 %& ! 值 #

父亲因子 $ $)++ 以上 )-& ** 1 $$& *% )& +%- +& ++* 母亲因子 $ $)++ 以上 )#& !% 1 $+& +# !& ),- +& +$(

$+++ . $)++ )$& !+ 1 $+& +# $+++ . $)++ )!& ,, 1 ,& %*

)++ . $+++ )$& !% 1 $+& (# )++ . $+++ )*& ,+ 1 %& ,(

)++ 以下 )+& )- 1 $*& -$ )++ 元以下 )(& $( 1 $!& $%

父亲因子 * $)++ 以上 *)& %( 1 )& (+ !& !%, +& +$, 母亲因子 * $)++ 以上 !#& +$ 1 -& #% ,& ,,* +& +++

$+++ . $)++ *-& -- 1 -& *+ $+++ . $)++ !,& -( 1 ,& +*

)++ . $+++ *)& -, 1 )& $% )++ . $+++ !)& (* 1 #& *,

)++ 元以下 *!& !+ 1 )& -! )++ 元以下 !$& -+ 1 #& ##

父亲因子 ! $)++ 以上 *,& #% 1 (& !$ (& (!, +& ++) 母亲因子 ! $)++ 以上 $!& +$ 1 !& %$ )& (%% +& ++$

$+++ . $)++ *%& *- 1 -& ** $+++ . $)++ $(& )$ 1 (& #)

)++ . $+++ *#& ,) 1 (& #- )++ . $+++ $!& !, 1 (& !*

)++ 元以下 *)& %! 1 )& #( )++ 元以下 $$& !+ 1 !& +%

父亲因子 ) $)++ 以上 ,& %* 1 *& %! (& $%, +& ++- 母亲因子 ( $)++ 以上 $!& !- 1 )& $* (& *(! +& ++-

$+++ . $)++ %& #) 1 !& (( $+++ . $)++ $!& !$ 1 (& (,

)++ . $+++ ,& #) 1 *& #) )++ . $+++ $!& $$ 1 !& -)

)++ 元以下 #& #( 1 *& *# )++ 元以下 $+& #* 1 *& ##

父亲因子 - $)++ 以上 $+& -, 1 *& )( !& !)+ +& +$%

$+++ . $)++ $$& )- 1 !& $#

)++ . $+++ $$& !* 1 *& )(

)++ 元以下 $*& +( 1 *& -$

" " *）积极情绪和父亲的拒绝、否认，母亲的拒绝、

否认，惩罚严厉等呈非常显著负相关（# 2 +& +$），这

说明父母在教育孩子的过程中，如果经常拒绝孩子

的合理要求，否认孩子的成绩，经常打骂、惩罚孩子，

孩子的情绪就越低落，严重影响他们健康成长。因

此，家长不要轻易拒绝孩子的请求和否定孩子，而应

给予孩子更多的肯定和鼓励。

!）积极情绪和父亲的过度保护呈正相关，这可

能是因为父亲在家庭中承担着更多责任，能带给孩

子更多的安全感。同时，学生积极情绪和父亲的惩

罚严厉、过分干涉、偏爱被试，以及母亲的过分干涉、

过度保护呈负相关，这可能是父母的过度干涉缩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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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孩子的个人空间，使孩子产生抵触情绪，父亲的严

厉惩罚会损伤孩子的自尊心而使其产生消极情绪；

而且，父母的偏爱会使孩子形成自我中心，致使其成

长过程中表现出负性情绪。

!）生活在不同地域的初中生对父母教养方式

的体验存在较大差异，不同学校学生的情感得分有

明显差异。国外也有研究证实，初中生心理问题的

发生与遗传和环境因素皆有很大关系［""］，家庭教育

方式对 子 女 的 个 性 发 展、心 理 健 康 具 有 重 要 影

响［"#］。其中，太行中学得分最高，其次是太原二中，

山大附中得分最低。太行中学是太航的子弟学校，

学生的生活背景、家庭环境大致相同，学生与父母接

触机会多，互相之间较了解，能够体会到更多快乐，

情感得分较高；太原二中的学生多数来自农村，农村

开放自由的环境加上孩子简单淳朴的个性，使得他

们愉快成长；山大附中是市重点中学，生源基本上是

省城，竞争激烈，压力较大，思想紧张，故情感得分较

低。

这反映了生活在不同地域的初中生对父母教养

方式的体验差异。生活在城市的初中生更多地感受

到父母的情感温暖与理解，同时也更多地体验到父

母的偏爱。为了探明缘由，研究者对部分学生进行

访谈发现：农村初中生父母的文化程度低于城市父

母，很少学习教养子女的知识，与子女交流的机会

少，把教育子女的任务全权委托给学校或长辈，主要

精力用于谋生和家庭发展；父母多用粗暴方式对待

子女的错误或不良表现，子女很少感受到到他们的

情感温暖与理解，难以体验到父母的关爱。而城市

父母的受教育水平、工作性质和经济收入在总体上

处于优势，他们对子女的教育投入更多和教育方式

相对科学，子女感受到的温暖理解和偏爱较多。由

此可见，父母受教育水平和所从事职业的不同及传

统教育观念，直接影响初中生的情感体验。

$）家庭收入是导致家庭教养方式存在差异的

重要原因，父母是否离异、母亲职业和人均月收入等

因素对学生情感得分的影响较大。离异家庭易给孩

子心灵带来阴影，孩子易表现出孤僻、不合群的个

性。完整家庭的孩子得到双亲的多方关怀，表现出

更多的积极情绪。职业因素中，母亲为干部和知识

分子的孩子情感得分较高，这可能与从事这两种职

业的母亲文化水平高，能对孩子进行良好教育，保障

孩子在情绪方面较稳定。

人均月收入高的家庭，孩子的情感得分较高。

由表 ! 可知，月均收入 "$%% 元以上的父亲，给予子

女的是情感温暖理解；月收入低于 $%% 的父亲多采

用惩罚和严厉的教育方式。月均收入在 "$%% 元以

上的母亲给与孩子情感温暖、关怀，月收入低于 $%%
元的母亲更倾向于过干涉、过保护、拒绝否认和惩

罚。通过访谈发现：家庭收入较高的父母，文化程度

普遍较高，社交面广，容易接受先进的教育理念，注

重对子女的认可和鼓励；家庭收入偏低的父母，文化

程度较低，教育理念不科学，重视程度不够。

! 结论

"）父母亲的情感温暖理解与积极情绪呈非常

显著的正相关；父母亲的拒绝否认，母亲的惩罚、严

厉与积极情绪呈非常显著的负相关。

#）情感得分的学校间有差异，与生源有关。

&）父母是否离异、母亲职业和家庭人均月收入

对初中生的积极情绪有明显影响；家庭收入对家庭

教育方式有非常显著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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