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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通过对261名4-6岁儿童的父亲在十个月中进行前后两次问卷调查，同时由教师完成相对应儿童社会技能的问卷调

查，探究父亲元情绪理念与4-6岁儿童社会技能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结果表明：1）4-6岁儿童社会技能的发展具有一定的稳

定性，性别的主效应显著；2）女孩与男孩的父亲在情绪教导型T1，T2和摒除型T1，T2差异显著；3）父亲元情绪理念与儿童各

项社会技能之间部分存在相互作用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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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directional Relationship between Paternal Meta-emotion Philosophy and
Early Social Skills of Children Aged 4 to 6

— A Ten-month Longitudinal Study
LI Yan- ju，LIAN Jia- xuan

（Taiyuan Preschool Teachers College，Taiyuan 030027，China）

Abstract: This ten-month longitudinal study aims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paternal meta-emotion philosophy and the
early social skills of children aged 4 to 6. 261 fathers who have children aged 4-6 completed two questionnaires at two different time
points: Time 1（T1）and Time 2（T2），and at the same time the teachers of those children also completed corresponding question⁃
naires about their early social skill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1）the development of early social skills for children aged 4-6 has a cer⁃
tain degree of stability，and gender as the main effect is quite significant; 2）the fathers of girls and boys hav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emotion-coaching philosophy（T1 and T2）and dismissing philosophy（T1 and T2）; and 3）there are evidences showed that there is a
bidirectional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paternal meta-emotion philosophy and the different dimensions of children’s early social skills.
Keywords: paternal meta-emotion philosophy; early social skills; 4 to 6 years old children; longitudinal study; bidirectional relationship

一、问题提出

社会技能（Social skills）是社会可接受的习得

行为，指日常生活中儿童为实现与成人及同伴的

良性互动而习得并能恰当运用的表情、姿态、语

言和动作［1］。社会技能是儿童与他人交往，尤其

在与同伴交往过程中形成的一种社会能力［2］11-13，

是一系列复杂的有关人际的习惯、技能以及知识

的综合体现。国内外学者通过编制相关量表探

究发现，儿童社会技能主要包括主动技能、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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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合作以及同伴交往［3-5］。随着年龄的增长，

儿童社会技能不断提升［6］［7］24-33，其中，4-6岁是社

会技能发展的关键期［4］［8］16-26，［9］。而儿童早期的社

会技能对其将来的学业成绩、行为模式，甚至身

体和心理健康都有重要影响［10-11］。

父母作为孩子的第一任教师，是儿童社会

技能获得的主要模仿者和学习者。儿童在模

仿和习得父母的社会技能时，父母的情绪社会

化行为起着重要的中介作用［12］18-19。Gottman将

父母对自己或子女情绪反应的认知态度和特

征界定为父母元情绪理念［13］。台湾地区学者

叶光辉等基于中国国情，通过中国父母对儿童

消极情绪的觉察、接受、沟通、寻因、处理及教

导等六个方面考察，归纳出父母元情绪理念的

类型包括：情绪教导型、情绪摒除型、情绪不干

涉型和情绪失控型。

长期以来，儿童早期社会化发展的研究重点

主要关注母亲在其中的作用和价值，父亲元情绪

理念的重要性更是被母亲元情绪理念的大量研

究遮蔽了光芒。然而，父亲在孩子社会性、情绪

以及智力等方面的发展扮演着重要的角色［14-15］。

父亲元情绪理念与社会技能的各个方面存在着

不同程度的直接或间接关系。如果儿童缺乏父

亲情绪社会化的支持，会对儿童的社会能力发展

产生负面影响［14］。Tarson & Parke发现，当父亲经

常使用消极情绪回应幼儿的情绪时，幼儿就会缺

乏社会技巧，较少出现合作、互助等亲社会行为，

反而表现出较多的攻击性行为［15］。通过对父亲

情感表达与儿童社会性行为进行相关分析发现，

父亲对儿童积极的情感表达行为与他们保护性

因素行为有较高的正相关［16］68-74。更多的研究表

明，父亲的情绪行为能预测幼儿的同伴接受程

度；父亲在家庭中表现出积极情绪，会为儿童营

造出一种安全的情绪氛围，他们的孩子能更多地

被同伴接受，并获得良好的同伴关系［17］；反之，如

果父亲在家庭中更多地营造出一种紧张的情绪

氛围，他们的孩子面对同伴冲突时，更多地采用

消极策略，从而不受同伴欢迎［18］。

已有研究更多地探讨了父亲元情绪理念对

儿童社会技能的单向作用，却忽略了儿童社会技

能的发展也会反作用于父亲元情绪理念。也就

是说，儿童并非完全处于被动地位，他们也会通

过自身的行为影响父母的元情绪理念或行

为［19］。Stettler等人经过长期追踪调查发现，父母

元情绪理念会随着儿童年龄的增长而发生改

变［20］。因此，父亲元情绪理念与儿童社会技能之

间应是一种相互作用关系。基于此，笔者利用一

个完整学年设计了父亲元情绪理念与儿童社会

技能相互作用的追踪研究，探讨父亲元情绪理念

与儿童社会技能之间的相互作用，并假设：父亲

元情绪理念能预测儿童社会技能；反过来，儿童

社会技能也能预测父亲元情绪理念。

二、研究方法

（一）被试

采用分层系统抽样与随机抽样相结合的方

法，以某市5个县区以及五个星级幼儿园为分层

标准，在此基础上随机抽取10所幼儿园。再从每

所幼儿园随机选取30名 4-6岁的儿童（年龄范

围：49-75个月，M年龄=62.37月，SD=3.88，男孩173

名，女孩127名），共300名儿童及其父亲作为被

试。父亲平均年龄为33.45岁，受教育水平为大

专以上的占85%。

对选取的被试在10个月内进行前后两次测

查，第一次测查在2019年9月开学之初进行，发

放问卷300份，回收有效问卷292份（有效回收率

97.3%）；第二次测查在2020年6月学期末进行，

由于疫情影响，12名幼儿未正常入园，第二次发

放问卷280份，回收有效问卷261份（有效回收率

93.2%）。

（二）研究工具

父亲元情绪理念调查问卷。分别在台湾地

区学者叶光辉等人和瞿鸿雁编制的父母元情绪

理念量表的基础上，结合前期教师和家长关于父

亲元情绪理念特点的访谈，编制了《父亲元情绪

理念调查问卷》。该问卷分为4个维度，每个维度

包括7个题目，共28个题目。情绪教导指父亲能

够觉察并肯定孩子的消极情绪，能共同讨论情绪

产生的原因，并引导和教育孩子学习处理情绪的

策略和方法。情绪失控指父亲对孩子的消极情

绪太过敏感，经常因为孩子的消极情绪引发自己

情绪爆发和神经质反应，排斥与孩子进行情绪沟

通。情绪摒除指父亲认为孩子不应该发生消极

情绪，并认为它们是有害的，会采用各种方法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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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孩子去除消极情绪。情绪不干涉指父亲对孩

子的消极情绪采取的是不在意和放任的态度，不

会和孩子主动沟通情绪问题，会让孩子顺其自然

的解决问题。问卷采用Likert式6点计分，从“1”

表示完全符合到“6”完全不符合，由父亲填写完

成。问卷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88，分半信度为

0.82。父亲问卷各维度在前后两次测查的Tron-

baTh α系数为0.65-0.87之间。

儿童社会技能评价量表。采用 Gresham &

Elliott 社会技能评估系统（SSRS）（教师版本）来

评估4-6岁儿童的社会技能。该量表由4个维

度构成：主动性、合作、同伴交往以及自我控

制，每个维度各 10 道题目。采用 Likert 式 6 点

计分，从“1”表示完全符合到“6”完全不符合，

由教师填写完成。该量表在中国大陆运用后

具有较好的信效度。对主动性、合作、同伴交

往以及自我控制的两次测查的TronbaTh α系数

为0.75-0.85之间。

（三）研究程序

利用幼儿园开学之初的家长会时间，由学前

教育专业教师现场征求儿童父亲的意见，确定参

与研究的儿童数量及性别比例，随后引导愿意参

与调查问卷的父亲现场填写《父亲元情绪理念问

卷》。接着，研究人员请主班教师填写《社会技能

评估系统（SSRS）（教师版本）》以评估与父亲元情

绪理念问卷相对应的儿童的社会技能。

笔者对选取的被试在10个月内进行了两次

测查。第一次测查采用现场填写的方式；第二次

测查由于疫情防控，利用周一放学时间让儿童将

问卷带回家，请父亲按要求填写并于一周内返还

问卷。

（四）数据统计与分析

采用SPSS 24.0统计软件对收集的数据进行

录入和管理，进行了方差分析、相关分析、t检验，

采用M-plus 7.0进行交叉滞后模型分析。

三、结果与分析

（一）4-6岁儿童社会技能的发展状况

以儿童性别为组间变量，以4-6岁儿童的社

会技能T1和T2两个时间点为组内变量，进行方

差分析，结果见表1。社会技能四个维度的时间

主效应均不显著；性别的主效应均显著（主动F=

5.67，P＜0.05；合作F=5.34，P＜0.05；同伴交往F=

10.42，P＜0.01；自我控制F=5.28，P＜0.05）；性别

和时间的交互效应在主动、合作和同伴交往中显

著（主动F=6.87，P＜0.05；合作F=5.77，P＜0.05；

同伴交往F=6.23，P＜0.05）。经过进一步的简单

效应分析，结果显示，T1男孩和女孩在社技能的

四个方面没有显著差异，T2女孩的合作和同伴交

往显著高于男孩。

表1 4-6岁儿童社会技能在两个时间点的描述性统计

主 动

合 作

同伴交往

自我控制

T1

男孩

3.04±0.23

3.18±0.42

3.14±0.33

2.10±0.41

女孩

3.15±0.50

3.18±0.29

3.16±0.38

2.12±0.46

总体

3.11±0.38

3.18±0.35

3.15±0.36

2.11±0.43

T2

男孩

3.02±0.36

3.24±0.28

3.13±0.44

2.14±0.29

女孩

3.38±0.27

3.42±0.30

3.41±0.45

2.33±0.38

总体

3.21±0.32

3.34±0.23

3.28±0.23

2.24±0.23

注：T1表示第一次测查，T2表示第二次测查。下同

（二）父亲元情绪理念与4-6岁儿童社会技能

的相关分析

通过对父亲元情绪理念与4-6岁儿童社会技

能进行前后两次测查，并进行了描述性统计和相

关分析，结果见表2。由表2可知，父亲情绪教导

型T1，T2之间，失控型T1，T2之间，摒除型T1，

T2之间以及不干涉型T1，T2之间均显著的中等

正相关；主动性T1，T2之间，合作T1，T2之间，同

伴交往T1，T2之间以及自我控制T1，T2之间亦

为显著的中等正相关。主动性T2与合作T1，T2，

同伴T1，T2均显著正相关，自我控制T2与同伴交

往T1，T2显著正相关，但与主动性T1，T2，合作

T1，T2相关不显著。

父亲情绪教导型T1与自我控制T1显著正相

关，与自我控制T2相关不显著，与合作T1，T2以

及同伴交往T1，T2都显著正相关，与主动性T1显

著正相关，但与主动性T2相关不显著。父亲失控

型T1，摒除型T1分别与主动性T1，T2，合作T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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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2，同伴交往T1，T2都显著负相关。父亲不干涉

型T1与自我控制T1，T2显著正相关，与合作T1，

T2显著正相关；不干涉型T2与自我控制T1，T2

显著正相关。
表2 父亲元情绪理念与4-6岁儿童社会技能的描述统计及相关分析

变 量

T1教导型

T2教导型

T1失控型

T2失控型

T1摒除型

T2摒除型

T1不干涉型

T2不干涉型

T1主动性

T2主动性

T1合作

T2合作

T1同伴交往

T2同伴交往

T1自我控制

T2自我控制

M

SD

1

1

0.47**

-0.47**

-0.38**

-0.29**

-0.22**

-0.03

0.02

0.26**

0.02

0.44**

0.38**

0.41**

0.36**

0.18**

-0.02

4.37

0.56

2

1

-0.42**

-0.39**

-0.15**

-0.22**

-0.28**

-0.37**

0.25**

0.35**

0.32**

0.41**

0.22**

0.38**

0.04

0.10

4.98

0.67

3

1

0.56**

0.16*

0.11*

0.02

0.01

-0.36**

-0.23**

-0.41**

-0.29**

-0.34**

-0.27**

-0.11**

-0.04

3.16

0.42

4

1

0.11*

0.25**

0.02

0.03

-0.35**

-0.40**

-0.18**

-0.27**

-0.26**

-0.32**

-0.03

-0.05

3.25

0.55

5

1

0.45**

0.12**

0.04

-0.45**

-0.22**

-0.37**

-0.17**

-0.46**

-0.29**

-0.01

0.01

2.36

0.45

6

1

0.11**

0.18**

-0.31**

-0.54**

-0.25**

-0.44**

-0.37**

-0.29**

0.02

-0.03

2.67

0.84

7

1

0.32**

0.04

0.02

0.31**

0.25**

0.03

0.04

0.47**

0.33**

3.54

0.59

8

1

0.01

0.03

0.03

0.05

-0.02

-0.02

0.23**

0.54**

3.84

0.78

9

1

0.34**

0.45**

0.38**

0.39**

0.20**

0.15**

0.02

3.11

0.38

10

1

0.28**

0.34**

0.12**

0.38**

0.02

0.05

3.21

0.32

11

1

0.56**

0.33**

0.45**

0.03

0.01

3.18

0.35

12

1

0.20**

0.38**

-0.03

0.02

3.34

0.23

13

1

0.51**

0.34**

0.22**

3.15

0.36

14

1

0.18**

0.26**

3.28

0.23

15

1

0.31**

2.11

0.43

16

1

2.24

0.23

注：p*＜0.05，p**＜0.01。下同

以性别为自变量，对父亲元情绪理念T1，T2

各指标进行独立样本t检验。结果发现，女孩与

男孩的父亲情绪教导型 T1，T2 差异显著（t=-

2.89，p＜0.05；t=-2.66，p＜0.05），即前后两次测

查中，女孩的父亲表现出更多的教导型元情绪理

念；男孩与女孩的父亲摒除型T1，T2差异显著（t=

4.34，p＜0.05；t=4.86，p＜0.05），即前后两次测查

中，男孩的父亲表现出更多的摒除型元情绪理

念。而失控型和不干涉型T1，T2的性别差异不

显著。

（三）父亲元情绪理念与4-6岁儿童社会技能

的相互作用

在本研究中，父亲元情绪理念和儿童社会技

能的数据虽来自不同的被试，但都采用了问卷调

查的方法。为了避免共同方法偏差问题，笔者在

收集数据时进行了控制，主要包括分层后的随机

取样、严格主试施测过程、被试现场作答等一系

列措施。在此基础上，采用潜在误差变量控制法

的结构方程模型（Amos）对共同方法偏差进行检

验。将共同方法偏差作为一个潜在变量加入模

型后发现，Ⅹ2值和RMSEM值有所提高，而CFI和

TLI值没有提高，反而下降，说明加入共同方法偏

差变量后，模型的拟合指标没有变好，说明共同

方法偏差不显著，在可接受的范围内。

以相关分析为基础，采用M-plus 7.0对父亲

元情绪理念和儿童社会技能前后两次测查的数

据进行交叉滞后模型分析。在控制了自变量自

身变化之后，分别将父亲情绪教导、情绪失控、情

绪摒除以及情绪不干涉T1，T2与儿童社会技能

的四个维度构建模型，路径分析结果见图1-图8

（其余模型的路径系数不显著，因此未报告）。

T1教导型 T2教导型

T1合作 T2合作

0.44**

0.19**

0.44**

0.08

0.48**

0.31**

Ⅹ2=6.75， df=3， CFI=0.95， TLI=0.93，

RMSEA=0.056， SRMR=0.031

图1 父亲情绪教导型与儿童合作技能的相互作用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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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2教导型T1教导型

T1同伴交往 T2同伴交往

0.32**

0.41**

0.46**

0.12**

0.26**

0.24**

Ⅹ2=6.56， df=3， CFI=0.99， TLI=0.95，

RMSEA=0.060， SRMR=0.028

图2 父亲情绪教导型与儿童同伴交往

技能的相互作用关系

从图1和图2可以看出，父亲情绪教导型与

4-6岁儿童合作和同伴交往之间存在相互作用：

T1父亲教导型对T2合作、T2同伴交往具有显著

的正向预测作用（β=0.19，p＜0.05；β=0.26，p＜

0.05）；T1合作对T2父亲情绪教导型的预测作用

达到边缘显著（β=0.08，p＜0.10），而T1同伴交往

能显著预测T2父亲情绪教导型。

T1失控型 T2失控型

T1主动 T2主动

0.43**

-0.38**

-0.21**

-0.02

0.28**

-0.28**

Ⅹ2=7.27， df=3， CFI=0.99， TLI=0.93，

RMSEA=0.059， SRMR=0.026

图3 父亲情绪失控型与儿童主动技能的

相互作用关系

T1失控型 T2失控型

T1同伴交往 T2同伴交往

0.37**

-0.30**

0.21**

-0.01

-0.18**

-0.27**

Ⅹ2=6.66， df=3， CFI=0.97， TLI=0.95，

RMSEA=0.061， SRMR=0.030

图4 父亲情绪失控型与儿童同伴交往技能

的相互作用关系

从图3和图4可以看出，父亲情绪失控型与

4-6岁儿童主动和同伴交往之间不存在相互作

用：T1失控型对T2主动、T2同伴具有显著的负向

预测作用（β=-0.21，p＜0.05；β=-0.18，p＜0.05）；

但T1主动和T1同伴交往对T2父亲情绪失控型的

预测作用不显著（β=-0.02，p＞0.05；β=-0.01，p＞
0.05），说明父亲情绪失控型单向预测儿童主动和

同伴交往技能。

T1摒除型 T2摒除型

T1主动 T2主动

0.38**

-0.29**

-0.13**

-0.05

0.23**

-0.33**

Ⅹ2=6.98， df=3， CFI=0.98， TLI=0.93，

RMSEA=0.069， SRMR=0.025

图5 父亲情绪摒除型与儿童主动技能

的相互作用关系

T1摒除型 T2摒除型

T1合作 T2合作

0.54**

-0.12**

-0.31**

0.32**

-0.01

-0.34**

Ⅹ2=6.87， df=3， CFI=0.98， TLI=0.95，

RMSEA=0.061， SRMR=0.022

图6 父亲情绪摒除型与儿童合作技能

的相互作用关系

T1摒除型 T2摒除型

T1同伴交往 T2同伴交往

0.44**

-0.37**

-0.20**

-0.06

0.27**

-0.34**

Ⅹ2=6.56， df=3， CFI=0.99， TLI=0.95，

RMSEA=0.060， SRMR=0.028

图7 父亲情绪摒除型与儿童同伴交往技能

的相互作用关系

从图5，图6，图7可以看出，父亲摒除型情

绪理念与4-6岁儿童主动和同伴交往之间存在相

互作用：T1父亲摒除型对T2主动、T2同伴交往具

有显著的负向预测作用（β=-0.13，p＜0.05；β=-

0.20，p＜0.05）；T1主动和T1同伴交往对T2父亲

摒除型的负向预测作用达到边缘显著（β=-0.05，

23



陕西学前师范学院学报 2021年第2期

p＜0.10；β=-0.06，p＜0.10）；T1父亲摒除型对T2

合作有显著负向预测作用（β=-0.20，p＜0.05），而

T1合作对T2父亲摒除型的预测不显著（β=-0.01，
p＞0.05），说明父亲情绪摒除型单向预测儿童合

作技能。

T1不干涉型 T2不干涉型

T1自我控制 T2自我控制

0.30**

0.42**

0.25**

0.20**

0.38**

0.34**

Ⅹ2=7.11， df=3， CFI=0.94， TLI=0.92，

RMSEA=0.058， SRMR=0.020

图8 父亲情绪不干涉型与儿童自我控制

的相互作用关系

从图8可以看出，父亲情绪不干涉理念与4-6

岁儿童自我控制之间存在相互作用：T1不干涉型

对 T2 自我控制具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β=

0.25，p＜0.05）；T1自我控制对T2不干涉型同样具

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β=0.20，p＜0.05）。

四、讨论

（一）4-6岁儿童社会技能的发展特点

4-6 岁是儿童各项社会技能发展的关键

期。在本研究前后两次测查中发现，4-6 岁儿

童各项社会技能具有中等程度的相关。这表

明，此年龄段虽为儿童社会技能发展的关键

期，但其发展仍具有一定的稳定性。但在第二

次测查中女孩的主动和同伴交往水平显著高

于男孩。这一结果与随后的相关分析结果相

互印证：T1父亲教导型对T2合作、T2同伴交往

具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β=0.19，p＜0.05；β=

0.26，p＜0.05），而女孩的父亲表现出更多的教

导型元情绪理念。持有教导型元情绪理念的

父亲能敏锐地感知到儿童的情绪变化，尤其是

消极情绪的变化［20］。同时，已有研究表明，父

亲会更耐心地倾听女儿的诉说，更愿意接受女

儿情绪变化［21］。这就使女孩也会模仿父亲的

情绪表达方式，在与同伴交往过程中，注重与

同伴情绪情感的交流，并在此过程中逐渐提升

同伴交往质量和其他社会技能。而男孩的父

亲表现出更多的摒除型元情绪理念，也就是

说，男孩的父亲更多地认为男孩不应该出现消

极情绪，采用注意转移或惩罚等方式去除孩子

的消极情绪。这让男孩更多地关注事件的结

果［21］，而不考虑情绪感受和情绪表达的过程。

因此，在同伴交往过程中，尤其发生同伴冲突

时，如果男孩不能很好地理解自己或他人的消

极情绪表达，那么，他们很有可能会采取消极

的冲突解决策略，进而使冲突进一步升级。

（二）父亲元情绪理念对4-6岁儿童社会技能

发展的影响

从相关分析结果上来看，父亲教导型元情绪

理念与各项社会技能呈现正相关，这说明父亲对

孩子消极情绪的敏锐觉察和正面引导能促进4-6

岁儿童社会技能的发展；而失控型和摒除型元情

绪理念与各项社会技能呈现负相关，即父亲对孩

子消极情绪进行压制、控制，甚至自身表现出烦

躁不安的情绪，这样既不利于儿童对消极情绪形

成正确的认知，更不利于儿童模仿和学习各项社

会技能，对其社会性发展造成不利的影响。另

外，摒除型父亲对儿童的消极情绪表现出更多的

苦恼反应，从而营造出一种不良的亲子互动模式

和家庭氛围，而这种不良的家庭氛围会增加儿童

消极的社会适应能力［22］。

Carson & Parke发现，当父亲经常使用消极情

绪回应儿童的消极情感时，儿童会缺乏社会技

巧，出现较少的亲社会行为，表现出较多的攻击

性行为。不干涉型父亲元情绪理念仅与自我控

制有稳定的相关关系，而与其他社会技能并没有

稳定的相关性，这可能是由于不干涉型父亲元情

绪理念包含了积极的和消极的两种类型［23］34-39。

持有积极的不干涉型元情绪理念的父亲可以敏

锐地觉知到儿童的消极情绪，但不会主动干涉孩

子的消极情绪，更多地给予孩子自主的空间调节

和控制自己情绪和行为；持有消极的不干涉型元

情绪理念的父亲对孩子的消极情绪采取完全漠

视的态度。随着现代社会父职意识的觉醒，父亲

越来越多地参与到家庭教养过程中。因而父亲

的不干涉更多的属于积极型，即给予孩子自主调

控的空间。在交叉滞后分析结果中也可以看出，

前测的不干涉型父亲元情绪理念显著正向预测

后测的自我控制。因此，积极的不干涉型父亲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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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绪理念能帮助儿童自主调节控制自己的冲动

情绪［24］55-58。

（三）儿童社会技能的发展对父亲元情绪理

念的反作用

在已有关于父亲教养与儿童发展的关系研

究中，研究者更多地将重点放在父亲对儿童发

展的单向作用上［25］。然而，儿童的社会能力、

父母的情绪教养态度会不同程度地对父母的

情绪教导取向产生影响。Barnett 等人对174名

24个月到36个月的儿童社会能力的研究发现，

儿童社会能力也会影响父母抚养行为的转

变［26］。在本次研究中，不但发现教导型父亲元

情绪理念能正向预测儿童的合作和同伴交往

技能；反过来，4-6岁儿童的同伴交往显著预测

教导型父亲元情绪理念，儿童的合作对教导型

父亲元情绪理念的预测作用也达到了边缘显

著，即儿童与同伴良好的交往和合作技能会促

进父亲面对消极情绪时更多地采取积极的情

绪反应，这与已有研究结果的结论相似［19］；而

父亲积极的情绪反应又会成为儿童学习和模

仿的对象，使其在与同伴交往产生消极情绪

时，能合理调节情绪，采取积极的处理策略，以

获得更多的同伴接纳。这便形成了一种父亲

与儿童社会性发展过程的良性循环。除了积

极的正向预测，笔者还发现，4-6岁儿童的主动

和同伴交往能负向预测摒除型父亲元情绪理

念，即如果儿童的主动性和同伴交往能力越

强，其父亲越少地持有摒除型元情绪理念。这

可能是因为儿童前期良好的社会技能，尤其是

与他人主动交往，与同伴友好相处，使父亲不

会因为儿童的情绪问题而焦虑，故能减少其对

儿童的消极情绪反应。另外，失控型父亲元情

绪理念只能单向预测儿童主动和合作技能，而

儿童前期的各项社会技能并不能预测失控型

父亲元情绪理念，这可能是因为持有失控型元

情绪理念的父亲主要受到自身气质类型的影

响，儿童社会技能的各种表现并不能改变他们

对消极情绪的认知和反应。

最后，笔者发现，4-6岁儿童的自我控制能正

向显著预测不干涉型父亲元情绪理念，这一结论

与以往研究结果并不一致。造成不一致可能的

原因是：首先，以往研究者更多的采用访谈和观

察的方式测查父母元情绪理念，而本次研究采用

父亲元情绪理念问卷调查，不同的测量方式可能

引起数据的差异，进而影响研究结果。其次，瞿

鸿雁从积极和消极两个角度将不干涉型父母元

情绪理念分为积极的民主型和消极的忽视

型［23］。随着父职意识的觉醒，越来越多的中国父

亲意识到自身对孩子身心发展的重要影响，他们

会主动参与到儿童的家庭教养过程中。这种看

似不干涉元情绪理念更多的是积极的民主型不

干涉。因此，如果前期儿童能较好地控制自身的

情绪和行为问题，父亲对儿童表现出更为宽容的

状态，即便孩子偶尔产生消极情绪，父亲可能更

倾向于给予孩子自主解决的空间。

综上所述，本研究部分支持了父亲元情绪理

念与儿童社会技能之间存在相互作用的关系。

父亲元情绪理念对儿童社会技能的发展具有一

定的影响作用。同时，儿童通过自身各项社会技

能的发展也会反过来影响父亲元情绪理念。

五、建议

（一）重视父亲在儿童情绪社会化过程中的

作用

美国心理学家格尔曾说过：“父亲的出现是

一种有别于母亲的独特存在，对培养孩子有一种

特殊的力量。”［27］这种特殊力量一方面体现在父

亲和孩子玩伴的直接关系中。Paquette 提出的

“激活关系”（activation relationship）理论认为，儿

童更愿意与父亲进行打闹游戏（rough and tumble

play）。在这种游戏中，父亲给予孩子新异刺激或

新的经验可以激活孩子情感唤醒机制，它是儿童

社会能力发展的基础［28］。在父子游戏中，儿童处

于放松状态，父亲更易诱发儿童积极情绪，给孩

子带来愉悦和满足感［29］；如果在游戏中遇到挫折

或消极情绪，父亲会教导孩子控制自己的冲动，

在游戏规则范围内做出适当的行为反应［30］。父

亲积极的支持会带给孩子莫大的鼓励和自信，从

而有效调节消极情绪，克服不良情绪的障碍。反

之，如果在亲子互动中缺乏父亲适当的情绪社会

化引导，儿童可能就无法正确调节和处理消极情

绪，进而难以与同伴维持正向的情绪互动，出现

行为问题。

父亲的另一种特殊力量体现为父亲作为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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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和孩子情绪关系的协调者。母亲作为儿童的

主要抚养者，她们对孩子情绪情感的变化更为敏

感，但另一方面这种敏感有时候带来的高冲动性

和调节策略缺失会造成儿童情绪的不稳定［31］。

此时，父亲的出现可以帮助孩子从心理上与母亲

分离，教会孩子理性看待情绪问题。同时，他们

还能通过与母亲的交谈，帮助母亲避免过度情绪

化地处理与孩子之间的关系［32］。因此，父亲与母

亲教育的差异性使其相互补充，成为养育儿童的

“合作人”。

（二）重视儿童发展在父亲情绪社会化过程

中的反作用

相互依赖理论（interdependence theory）提出，

一个人行为的结果至少部分地依赖另一个人的

行为，反之亦然。即在社会交往中，人与人之间

不存在单个的个体行为，两个人之间的认知、情

感以及行为都是相互作用的。已有研究发现，父

亲的教养观念和教养行为会受到孩子诸如年龄、

出生顺序、性别、气质和发展情况等因素的影

响［33］。在本次研究中得到同样的结论，部分儿童

社会技能的发展能改变或影响父亲的元情绪理

念。因此，父亲在自我觉知的基础上，应当意识

到，儿童是具有主体意识的、能动的人，儿童各项

社会技能的发展和社会性行为会影响到父亲自

身情绪社会化的发展过程。从而，父亲可以有意

识地将孩子的消极情绪表现视作建立父子亲密

关系的时机，适时进行换位思考，与孩子一起分

析事件过程，共同探讨并解决引发消极情绪的问

题，教导孩子如何用积极的方式处理这些问题。

与此同时，孩子的成长也会触动父亲针对自身情

绪问题的思考和改变，使父亲成为儿童“安全的

情绪港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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