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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情绪表达、情绪教导对儿童攻击行为的影响

———情绪调节能力的中介作用
衡书鹏

( 平顶山学院，河南 平顶山 467000)

摘 要:通过对 237 名儿童及其父母、老师的问卷调查，考察了父母情绪教导、情绪表达与儿童
情绪调节能力和攻击行为的关系。结果表明: ( 1) 父母情绪教导对儿童攻击行为起抑制作用，而父
母的情绪觉察和情绪接受对儿童攻击行为影响不明显; ( 2) 父母消极情绪表达对儿童攻击行为有
正向预测作用，而父母积极情绪表达对儿童攻击行为的预测作用不显著; ( 3) 儿童情绪调节能力在
父母情绪表达、情绪教导与儿童攻击行为之间具有中介作用，即父母情绪表达、情绪教导通过儿童
情绪调节能力对儿童攻击行为产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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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攻击行为是个体社会性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

是针对他人的敌视、伤害或破坏性行为［1］337 － 346。儿

童攻击行为是儿童诸多问题行为中十分普遍的一

种，是在个体社会化的过程中慢慢形成，并逐渐泛化

到其所处的不同环境中，危及他人和社会。儿童攻

击行为对其青春期的不良行为、学业困难、药物滥用

等具有显著的预测作用。因此，对儿童攻击行为的

干预就显得尤为重要。以往的干预方式主要为行为

管理训练，很少从情绪方面进行干预，这可能是由于

缺少家庭情绪氛围与攻击行为之间关系的理论研

究。近年来，从儿童情绪调节能力视角来探索儿童

社会能力和攻击行为的发展逐渐成为研究热点［2］。
因此，我们认为对家庭情绪氛围和儿童攻击行为之

间关系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父母情绪表达是家庭情绪氛围的主要方面之

一，指父母在家庭中以言语或非言语形式表现出的

与情绪相关，但并非总伴随着情绪的主要风格或模

式［3］。研究表明，父母情绪表达与儿童攻击行为的

发展密切相关，如果父母经常表现出积极情绪，儿童

在同伴交往中通常会表现较多的亲社会行为［4］; 如

果父母经常表现出消极情绪，儿童在同伴交往中通

常会表现较多的敌意、攻击等问题行为。
家庭情绪氛围的另一个重要要方面是父母元情

绪理念，指父母对自我或其子女情绪行为的一种认

知态度与情绪反应特征，具体来说就是父母对孩子

情绪的觉察、回应、接受和情绪管理的指导及父母的

情绪表达［5］。Gottman 等人认为父母元情绪理念可

分为情绪觉察、情绪接受、情绪教导三个维度［6］。
其中，情绪教导是一个重要方面。情绪教导指父母

不仅对孩子的情绪知觉敏感，了解孩子的各种情绪

反应，而且能够帮助孩子共同解决情绪问题，在面对

儿童的消极情绪反应时，会给予儿童更多接纳和温

暖的情绪反应，与儿童心平气和地讨论消极情绪产

生的原因，教导儿童以更加积极的方式应对消极情

绪。不同父母所持的元情绪理念不同，对自我或其

子女的情绪就有不同的态度和反应［7］。在元情绪

理念上得分高的父母，对自己和孩子的情绪知觉敏

感，对孩子的情绪反应重视，让孩子重视和关注自己

的情绪，并帮助孩子体验和调节情绪。在元情绪理

念上得分低的父母，则忽略孩子的情绪反应，并通过

转移注意力来消除孩子的消极情绪［8］。已有研究

表明，父母元情绪理念与儿童社会行为和能力的发

展密切相关。Denham 的研究结果表明，父母对儿童

积极和消极情绪反应越敏感，儿童社会能力发展水

平就越高［9］。父母元情绪理念与学前儿童情绪理

解的发展密切相关，这是儿童社会能力的重要方

面［10］。已有研究揭示了父母情绪教导和儿童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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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特别是和攻击行为之间的关系。研究者通过

一项纵向研究发现，当孩子 5 岁时，若父母在情绪教

导理念上得分高，那么当孩子 8 岁时就会有更多的

亲社会行为和较少的问题行为［11］。
以上研究表明，父母情绪表达和元情绪理念与

儿童攻击行为直接相关，但这些研究并没有揭示出

儿童攻击行为的机制。有研究者指出，父母情绪表

达和父母情绪教导对儿童攻击行为的影响，可能是

通过改变儿童某些社会情绪机能实现的，情绪调节

在其中起重要作用。消极的家庭情绪表达会增加儿

童情绪调节的数量，缺少情绪教导会使孩子缺少情

绪调节的策略，也就是说父母情绪表达和父母情绪

教导都和情绪调节密切相关。Garner 和 Power 的研

究表明，如果父母经常表达消极情绪，那么儿童也会

经常表现出消极情绪［12］。Hooven 等的研究发现，

父母的 情 绪 教 导 对 儿 童 情 绪 调 节 能 力 有 显 著 影

响［11］。Gottman 等人的研究发现，父母的情绪教导

通过儿童的情绪调控及父母养育方式对儿童社会能

力和行为起间接作用［13］175 － 187。也就是说，父母情

绪表达和情绪教导首先会影响到儿童的情绪调节能

力，进而对儿童攻击行为产生作用。
综上所述，父母情绪表达、元情绪理念与儿童情

绪调节能力和攻击行为间存在着较为复杂的关系。
已有研究表明，父母情绪表达、元情绪理念与儿童攻

击行为之间除了直接关系之外，还通过一些中间因

素间接影响儿童攻击行为，但现有研究很少将这些

因素综合起来进行研究。鉴于此，本研究将考察父

母情绪表达、元情绪理念与儿童攻击行为的关系，以

期发现三者之间的关系模式。本研究假设父母消极

情绪表达对儿童攻击行为具有正向预测作用，而父

母积极情绪表达、情绪觉察、情绪接受、情绪教导对

儿童攻击行为具有负向预测作用。本研究还将考察

儿童情绪调节能力是否在其父母情绪表达、元情绪

理念与儿童攻击行为之间存在中介作用。本研究假

设儿童情绪调节能力在父母情绪表达、元情绪理念

与儿童攻击行为之间具有中介作用。
二、研究方法

1． 被试
本研究采用分层整群抽样法，从河南省平顶山

市三所幼儿园大中小班和一所小学的一年级选取部

分儿童及其家长和老师作为被试。共发放问卷 300
份，剔除无效的问卷，剩余有效问卷 237 份，有效率

为 79%。儿童年龄 ( M年龄 = 60. 24 月，SD = 14. 21
月) ，男孩 121 名( 51. 1% ) ，女孩 116 名( 48. 9% ) ;

父母年龄 ( M年龄 = 27. 3 岁，SD = 8. 26 岁) ，父亲 96

名( 40. 5% ) ，母亲 141 名( 59. 5% ) ; 每个班由两位

老师作答，共 8 位老师，老师年龄 ( M年龄 = 25. 2 岁，

SD =8. 33 岁) ，男教师 3 名( 37. 5% ) ，女教师 5 名

( 62. 5% ) 。
2． 研究工具
( 1) 父母情绪表达问卷。采用 Halberstadt 及合

作者编制，梁宗保等人修订［14］的家庭自我表达问卷

分别测量父母情绪表达。该问卷有积极情绪表达和

消极情绪表达两个维度，采用 Likert 9 点记分，从

“1”到“9 ”表示所描述的情况“从未出现”到“非常

频繁”。问卷由儿童父母填写。该问卷的 Cronbach
a 系数为 0． 88，具有良好的信度。

( 2 ) 父母元情绪理念量表。采用 Katz 和 Gott-
man 编制的父母元情绪理念量表［15］154 － 166。该量表

分情绪觉察、情绪接受、情绪教导三个分量表。采用

Likert 5 点记分，从“1”到“5”表示“完全不符合”到

“完全符合”，由儿童父母填写。用样本数据对该量

表的三维结构进行验证。修正后问卷拟合指数分别

为: NNFI = 0. 92，CFI = 0. 89，ＲMSEA = 0. 047。父

母元情绪理念总量表的 Cronbach α 系数为: 0. 79;

三个分量表 α 系数分别为 0. 75、0. 83、0. 85。该问

卷具有良好的信效度。
( 3) 儿童攻击行为问卷。采用罗贵明修订的攻

击行为量表测定儿童的攻击行为，有老师对每个儿

童的攻击行为进行评估［16］。该量表的内部一致性

系数为 0. 65，重测信度为 0. 75，其结构效度指标为

0. 85，具有良好的信效度。
( 4) 情绪调节问卷。采用 Shields 与 Cicchetti 编

制，张雷修订［17］的情绪调节问卷对儿童的情绪调节

能力进行测量。该问卷分积极情绪和消极情绪调节

两个维度，采用 Likert 式 4 记分，从“1”到“4”表示

“从未出现”到“经常出现”。采用父母报告的形式。
该问卷的 Cronbach a 系数为 0. 79，具有良好的信

效度。
3． 数据处理
采用 SPSS17. 0 和 Amos17. 0 进行数据处理。
三、研究结果

1． 父母情绪表达、情绪教导、儿童情绪调节能
力与儿童攻击行为的相关分析

本研究主要变量的描述统计量及相关分析结果

见表 1。由表 1 可知，父母消极情绪表达与儿童情

绪调节能力显著负相关，与儿童攻击行为显著正相

关; 父母情绪教导与儿童情绪调节能力显著正相关，

与儿童攻击行为显著负相关; 儿童情绪调节能力与

儿童攻击行为显著负相关; 父母积极情绪表达、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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觉察和情绪接受与儿童情绪调节能力和攻击行为相

关不显著。父母消极情绪表达、情绪教导与儿童情

绪调节能力和攻击行为四者间的相关均较高，可能

预示着四者间存在中介关系。
表 1 各变量的描述统计及相关分析结果

变量 M 士 SD 1 2 3 4 5 6 7
父母积极情绪表达 5． 27 士 1． 34
父母消极情绪表达 7． 35 士 1． 13 － 0． 357
父母情绪觉察 4． 26 士 0． 52 0． 217 － 0． 215
父母情绪接受 3． 52 士 0． 48 0． 267 － 0． 326 0． 124
父母情绪教导 3． 61 士 0． 24 0． 315 － 0． 259 0． 224 0． 341
儿童情绪调节能力 2． 58 士 0． 49 0． 246 － 0． 386＊＊ 0． 257 0． 375 0． 471＊＊

儿童攻击行为 2． 04 士 1． 13 － 0． 251 0． 473＊＊ － 0． 351 － 0． 253 － 0． 624＊＊ － 0． 715＊＊

注: p* ＜ 0． 05; p＊＊ ＜ 0． 01; p＊＊＊ ＜ 0． 001; 下同

2． 父母情绪表达、情绪教导、儿童情绪调节能
力对儿童攻击行为的预测作用

采用分层回归分析方法，分别进行了儿童攻击

行为对父母情绪表达、情绪觉察、情绪接受、情绪教

导和儿童情绪调节能力的回归分析。在模型第一层

进入父母情绪表达，第二层进入父母情绪觉察、情绪

接受、情绪教导，第三层进入儿童情绪调节能力。由

表 2 可知父母消极情绪表达对儿童攻击行为的正向

预测作用达到显著水平; 父母积极情绪表达对儿童

攻击行为的预测不显著; 父母情绪教导对儿童攻击

行为的负向预测作用达到显著水平; 父母情绪觉察

和情绪接受对儿童攻击行为的预测不显著; 儿童情

绪调节能力对其攻击行为的负向预测作用达到显著

水平。
表 2 儿童攻击行为对父母情绪表达、情绪教导、儿童情绪调节能力的回归分析结果

预测变量
儿童攻击行为

β t Ｒ2 ΔＲ2

第一层

父母积极情绪表达 0． 12 0． 257
父母消极情绪表达 0． 25 0． 429＊＊ 0． 131 0． 089*

第二层

父母情绪觉察 － 0． 25 － 0． 214
父母情绪接受 － 0． 19 － 0． 351
父母情绪教导 － 0． 35 － 0． 538＊＊ 0． 237 0． 145＊＊

第三层

儿童情绪调节能力 － 0． 38 － 0． 457＊＊ 0． 246 0． 173＊＊

3．父母情绪表达、情绪教导对儿童攻击行为的
作用机制:儿童情绪调节能力的中介作用

由相关分析和回归分析的结果可知，父母消极情

绪表达和父母情绪教导对儿童情绪调节能力和攻击行

为的预测达到显著水平，儿童情绪调节能力对其攻击行

为的负向预测作用达到显著水平。根据温忠麟等人提

出的中介效应是否存在的判断标准，笔者认为儿童情绪

调节能力在父母情绪表达、情绪教导与儿童攻击行为间

具有中介作用［18］。笔者采用路径分析法，检验了儿童

情绪调节能力的中介效应，结果见图 1。

图 1 儿童情绪调节能力在父母情绪表达、情绪教导与儿童攻击行为间的中介模型

在儿童情绪调节能力的的中介效应模型中，我

们设定父母消极情绪表达、父母情绪教导为预测变

量，儿童情绪调节能力为中介变量，儿童攻击行为为

结果变量，采用结构方程模型中的路径分析法，对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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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进行了验证比较，从中选出最优模型，结果如图 1
所示。儿童情绪调节能力在父母消极情绪表达、父
母情绪教导与儿童攻击行为间的中介模型的拟合指

数为: χ2 = 3. 58，df = 3，χ2 /df = 1. 19，CFI = 0. 95，NFI
=0. 93 ，ＲMSEA =0. 058。由图 1 可知，父母消极情

绪表达对儿童攻击行为的总效应( β = 0. 12 + ( －
0. 15) × ( － 0. 58) = 0. 207，t = 2. 37，p ＜ 0. 01) ，直接

效应( β = 0. 12，t = 0. 54，p ＜ 0. 05) 及间接效应( β =
( － 0. 15) × ( － 0. 58 ) = 0. 087，t = 2. 78，p ＜ 0. 01 )

均非常显著。儿童情绪调节能力在父母消极情绪表

达与儿童攻击行为间的中介效应比例为: ( 0. 087 /
0. 207) × 100% = 42%。说明父母消极情绪表达对

儿童攻击行为既有直接促进作用，又通过儿童情绪

调节能力对儿童攻击行为间接产生促进作用。父母

情绪教导对儿童攻击行为的总效应( β = － 0. 27 +
0. 24 × ( － 0. 58) = － 0. 41，t = 2. 32，p ＜ 0. 01) ，直接

效应( β = － 0. 27，t = 0. 53，p ＜ 0. 05) 及间接效应( β
= 0. 24 × ( － 0. 58) = － 0. 14，t = 2. 31，p ＜ 0. 01 ) 均

非常显著。儿童情绪调节在父母情绪教导与儿童攻

击行为间的中介效应比例为: ( － 0. 14 / － 0. 41 ) ×
100% =34%。说明父母情绪教导对儿童攻击行为

既有直接促进作用，又通过儿童情绪调节能力对儿

童攻击行为间接产生促进作用。
四、讨论

1． 父母情绪表达与儿童攻击行为的关系
本研究发现，父母消极情绪表达与儿童攻击行

为显著正相关，这与本研究假设和已有研究结果是

一致的。Denham 等人的研究表明，如果父母经常表

现出消极情绪，儿童在同伴交往中通常会表现较多

的敌意、攻击等问题行为［19］。父母在家庭中经常表

现出消极情绪，会营造消极、紧张、缺少安全感的家

庭情绪氛围，儿童在消极的家庭情绪氛围中，更容易

受到父母消极情绪表达模式的影响，并把这种模式

带入到家庭之外的社交场合，从而难以形成良好的

社会技能，在和同伴的相处中会表现出更多不友好

的情绪，并会增加攻击行为的发生。此外，父母对儿

童表现出消极的情绪可能会激化儿童的消极情绪，

使儿童很难形成成功应对压力情境的能力，当他们

面对压力情景时，更有可能表现出消极情绪和攻击

行为。
本研究同时发现，父母积极情绪表达与儿童攻

击行为无显著相关，这与本研究假设和已有研究结

果有所不同。Denham 等人的研究表明，如果父母经

常表现出积极情绪，儿童在同伴交往中通常会表现

较多的亲社会行为，并会显著减少攻击行为的发

生［4］。这可能是由于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对父母

情绪表达的测量方式不同所导致的测量敏锐性不

同。Boyum 和 Parke 认为与量表法相比，采用观察

法对家庭中的情绪表达进行评估会更加敏锐，观察

评估法可以观测到家庭情绪表达更细微的方面［20］。
本研究主要采用了量表法对父母情绪表达进行评

定，可能对父母积极情绪表达的评定不太敏锐，虽然

能清晰地反映出父母消极情绪表达和儿童攻击行为

之间的关系，但是致使父母积极情绪表达与儿童攻

击行为无显著相关。二是对儿童攻击行为评定的主

体不同。在 Denham 的研究中，父母情绪表达和儿

童攻击行为的评定者都是父母，而本研究是由老师

评定儿童攻击行为，评定者的不同也可能成为导致

父母积极情绪表达与儿童攻击行为无显著相关的

原因。
2． 父母元情绪理念与儿童攻击行为的关系
本研究发现，父母情绪教导与儿童攻击行为呈

显著负相关，这与研究假设和已有研究结果是一致

的。说明父母的情绪教导有利于儿童认识到情绪的

破坏作用，使儿童自觉进行情绪调节，从而减少攻击

行为。已有研究发现，母亲的情绪教导能直接预测

学前期儿童的亲社会行为，母亲在情绪教导上的得

分越高，儿童表现出的亲社会行为也越多［21］。因

此，在日常家庭生活中 ，通过对儿童进行情绪教导，

会使儿童表达更多积极情绪，并出现较少的攻击

行为。
父母情绪觉察和接受与儿童的攻击行为无显著

相关。原因可能有两个: 一是相对于情绪教导，情绪

觉察和接受方面的得分范围较小( 在 5 点量表上的

得分主要为 3—4 分) ，在这两个方面得分的局限使

它们的相关受到限制; 二是因为父母情绪觉察和情

绪接受仅停留在对孩子情绪反应的觉察或接受方

面，并没有对孩子的情绪予以指导和干预，因此对孩

子应对消极情绪缺少必要的帮助，对减少孩子的攻

击行为也没有太大的帮助。
3． 儿童情绪调节能力在父母情绪表达、情绪教

导与儿童攻击行为间的中介效应
由研究结果可知，儿童情绪调节能力在父母情

绪表达、情绪教导与儿童攻击行为间具有中介作用，

即父母情绪表达、情绪教导通过儿童情绪调节能力

对儿童攻击行为产生影响。具体来说，父母消极的

情绪表达和对孩子情绪缺少教导，会导致儿童较低

的情绪调节能力，进而引发儿童的攻击行为。因此，

当儿童情绪调节能力成为攻击行为机制的一部分

时，父母情绪表达、情绪教导对儿童攻击行为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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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更加显著。在四个变量的关系中，父母消极情绪

表达和父母元情绪理念中的教导维度可以通过情绪

调节影响儿童攻击行为，而父母积极情绪表达和父

母元情绪理念中的其他维度则没有这种影响。基于

此，对本研究的结果进行解释时应当更加谨慎。
本研究认为，影响父母情绪表达和情绪教导与

儿童攻击行为间关系的因素可能有两个，即对变量

的不同测量背景和不同报告者。父母情绪表达和情

绪教导通过父母报告评定，与儿童家庭环境有关; 儿

童攻击行为则通过老师对儿童在学校中的同伴关系

进行评定。与此相似的是，儿童情绪调节能力也是

通过父母报告进行评定的，这也是间接关系产生的

原因之一。在一定程度上，当仅把父母或老师的评

定作为唯一的测量指标时，研究的理论模型与数据

拟合度就会降低，也就是说研究结果的效度会降低。
因此，从儿童家庭背景和同伴关系两个方面同时进

行评定是很有必要的。
4． 本研究对实践的指导意义
本研究结果对父母进行家庭情绪训练和对儿童

攻击行为的干预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父母应该意

识到家庭情绪氛围对儿童情绪调节能力、情绪表达

和攻击行为的影响。在与儿童的交往中，父母应表

达出更多积极的情绪，对儿童的情绪反应敏感，接受

和指导儿童的消极情绪，从而营造良好的家庭情绪

氛围。在良好的家庭情绪氛围中，儿童才能够培养

情绪调节能力，并减少其攻击行为的发生。本研究

也告诉我们，情绪调节影响是儿童攻击行为发生的

重要因素，因此需要对儿童进行消极情绪的积极干

预。如，愤怒情绪应对训练，可帮助儿童认识和管理

自己的愤怒情绪，这种干预性训练可以有效提高儿

童的情绪调节能力。
5． 研究的局限
尽管本研究发现了一些有意义的结果，但仍然

存在着一些有待改进的地方。首先，本研究的结果

在有些方面与以往研究不同。原因主要是由于选取

被试的年龄段不同，本研究以小学低年级儿童和学

前儿童为被试，这就使本研究的外部效度较低，即在

研究结果的推论上具有较大局限，因此未来的研究

应以纵向研究为主要方法。其次，本研究虽能够说

明父母元情绪理念、情绪表达与儿童情绪调节能力

和攻击行为的相关关系，但却无法揭示四者之间的

因果关系。因此，将来的研究要进一步说明父母元

情绪理念及情绪表达对儿童攻击行为的作用机制。

五、结论

通过对调查结果的分析，本研究得出以下结论。
( 1) 父母情绪教导对儿童攻击行为起抑制作

用，而父母情绪觉察和接受对儿童攻击行为影响不

明显。
( 2) 父母消极情绪表达对儿童攻击行为有正向

预测作用，而父母积极情绪表达对儿童攻击的预测

作用不显著。
( 3) 儿童情绪调节能力在父母情绪表达、情绪

教导与儿童攻击行为间具有中介作用，即父母情绪

表达、情绪教导通过儿童情绪调节能力对儿童攻击

行为产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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