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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父母情绪回应作为父母情绪社会化重要的途径之一，对儿童情绪发展有着最直接、最典型的影响。在国外已有研究梳理

基础上，分析了两者关系的作用机制，父母情绪回应与儿童情绪调节、情绪理解、情绪表达的关系以及文化与种族、性别、年龄

在其中的调节效应。未来研究可从脑科学视角深入揭示父母情绪回应对儿童情绪发展的作用机制，同时从家庭系统论视角下

探讨两者的多种路径，关注两者动态互动过程，以便全面准确地认识两者的关系，帮助家长建立高质量的亲子情绪回应状态，

促进儿童情绪社会化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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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Review of Foreign Research on the Effects of Parental Emotional Reaction
on Children’s Emotional Development

WANG Fu-rong
（School of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Shannxi Xueqian Normal University，Xi’an 710000，China）

Abstracts：As one of the important types of parental emotional socialization，parental reactions to children’s emotions are the most di⁃
rect and typical ways that affect the development of children’s emotions. In this paper，based on the review of foreign studies，we ana⁃
lyzed the mechanisms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parental reactions to children’s emotions and children’s emotional regulation，
emotional understanding and emotional expressiveness，as well as the moderating effects of culture and race，gender and age. In the fu⁃
ture，more studies can be conducted to deeply explore interactive mechanism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brain science，while exploring
multiple pathways between the two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family systems theory and focusing on the dynamic and interactive process
between the two，so as to fully understand their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wo，help parents establish a high-quality parent-child emo⁃
tional response state and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children’s emotion socialization.
Key words: parental reaction；children’s emotional development；children’s emotion socialization

20世纪60年代，国外儿童社会化的研究开

始聚焦于儿童情绪发展，父母情绪社会化作为儿

童情绪发展最重要的影响源自然引起了研究者

的广泛关注。所谓父母情绪社会化即父母对儿

童情绪经验、表达、调节的观念、目标、价值观在

行为中的反应［1］。过去六十年间，研究者围绕着

父母情绪社会化与儿童发展开展了丰富的理论

与实证研究，并一致认为父母情绪社会化对儿童

发展的直接影响途径至少包含四个方面：情绪教

导（Emotion Coaching）、谈论情绪（Discussion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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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otion）、情绪表达（Emotional Expressiveness）、情

绪回应（Reactions to Child’s Emotion）［2-3］。其中父

母情绪回应是指面对儿童日常生活中随机的情

绪表达，父母实时的回应态度与行为。相比较于

其它途径，父母情绪回应在日常亲子情绪互动最

为频繁，是影响儿童情绪发展最直接、最典型的

途径［4］。近几十年来国外积累了丰富的有关父母

情绪回应与儿童情绪发展的研究。相比较于国

外，国内这方面的研究才刚刚起步。为此，本研

究拟在梳理国外大量相关研究的基础上总结国

外父母情绪回应对儿童情绪发展的作用机制以

及父母情绪回应对儿童情绪调节、情绪理解、情

绪表达的影响路径，同时分析两者关系中的典型

调节因素。

一、父母情绪回应对儿童情绪发展的作

用机制

（一）情绪教养视角

情绪教养视角从亲子互动的角度探讨父母

对儿童情绪发展的影响，强调父母的理念、态度

与行为对儿童情绪能力的自然养育。其中，以强

尼·戈特曼（John Gottman）和南希·艾森伯格

（Nancy Eisenberg）的理论构想最具影响力。强

尼·戈特曼（John Gottman）团队在元情绪理论的基

础上首次提出父母元情绪理念（Parental Meta-

emotion Philosophy），即父母对自身及其子女的情

绪所形成的一系列有组织的思维模式，包含三个

核心成分：对自我以及子女情绪的敏感度、接受

程度以及教导意识［5］。该理论模型中，父母元情

绪理念是父母情绪回应行为的基础，直接决定着

父母对儿童情绪的支持、赞美、认同等互动行

为。父母元情绪理念主要有三种类型［6］：一是情

绪消除型父母（Emotion Dismissing），这种类型的

父母认为负面情绪对孩子有害，更倾向于采用忽

视或者否定等回应方式，以便尽快让孩子远离这

些有害的情绪。二是情绪紊乱型（Emotion Dys-

regulation），即父母无法适应自身和孩子的情绪，

不能很好地平复情绪，面对子女的负面情绪，父

母自身负面情绪的强度甚至高于其子女。三是

情绪教导型（Emotion Coaching），这类父母能够敏

锐地意识到自身和孩子的情绪，并通过多种富有

建设性的策略支持儿童的情绪发展。实证研究

证实，相比较于前两种类型，持情绪教导型观念

的父母所养育的子女具有更好情绪社会能力。

南希·艾森伯格（Nancy Eisenberg）是另一位

在父母情绪社会化领域颇具影响力的研究者，认

为父母的情绪回应通过儿童的情绪唤醒水平这

一中介进而影响着儿童情绪能力的发展。具体

而言，父母非支持性的回应会触发儿童焦虑、害

怕、生气等负面情绪，使得儿童情绪过度唤醒，进

而表现出过度抑制或者失去控制两个极端状

态。情绪的过度唤醒使得儿童难以控制自身情

绪表达强度、持续时间及频次，进而在社会互动

中容易出现诸如过度自我、行为失控等系列问

题［7］，表现出较低的情绪能力和社会能力。相反，

父母支持性的回应能让儿童的情绪适度唤醒，这

样儿童更容易摆脱情绪的束缚，也会更专注于社

会情境问题本身，以此有效地解决问题。在此理

论设想下，南希·艾森伯格（Nancy Eisenberg）团队

进一步界定了父母支持性情绪回应包含鼓励表

达（Expressive Encouragement）、情感关注（Emo-

tion-Focused Reactions）和问题关注（Problem-Fo-

cused Responses）三种方式；父母的非支持性情绪

回应中包含惩罚反应（Punitive Responses）、忽略

反应（Minimization Responses）和忧伤反应（Dis-

tress Reactions）［8］。自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南希·艾

森伯格（Nancy Eisenberg）提出该理论模型以来，

大量的实证研究证实了相比较于非支持性情绪

回应，父母支持性情绪回应确实更有利于其子女

情绪社会能力的良好发展。

（二）离散情绪理论视角

卡罗尔·马拉特斯塔（Carol Malatesta）以机能

主义以及离散情绪理论为基础，将情绪视为一种

精神事件。他指出情绪是个体对生物和社会环

境的适应活动，每种情绪作为连续的存在都有着

各自特殊而独特的功能，个体对情绪的处理是个

性最突出的部分［9-10］。个体的情绪处理特征如何

统整至个性？卡罗尔·马拉特斯塔（Carol Malates-

ta）认为早期家庭养育中亲子间的情绪互动是关

键。在亲子情绪互动中，儿童某些情绪状态由于

高频次的互动而持续被强化，逐渐巩固下来，最

终统整至自我意识，成为个性结构的组成部分。

而那一些被选择性忽视的情绪状态会逐渐弱化，

最终被迫从个体经验中分裂或者抽离。各个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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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情绪在个体成长中均有着各自独特的功能，儿

童每个情绪状态在亲子互动中均能得到合适的

回应时，儿童的情绪发展将会获得健康的发展。

但如果父母有选择性地养育儿童某种情绪状态，

不鼓励或者遗弃另一些情绪，这会导致儿童出现

两种类型的畸形：一是过度发展，即某种情绪占

统治地位；二是发展不足，即某种情绪的缺失。

两种状态均会造成孩子个性的某些缺陷或者更

严重的畸形如精神病理学方面的问题。因此，该

理论设想不仅能揭示个体情绪健康发展的过程

机理，也能阐述部分儿童情绪适应障碍的发展机

制。在此理论基础上，卡罗尔·马拉特斯塔（Carol

Malatesta）构建了5种父母情绪回应策略：一是奖

励（Reward），如在儿童伤心时给予安慰，孩子害

怕时给予支持；二是放大（Magnify），父母表现出

跟孩子相同的情绪状态；三是忽视（Neglect），即

对孩子的情绪状态故意忽视；四是惩罚（Punish），

如父母取笑子女恐惧、不赞同孩子的伤心等；五

是轻视（Override），父母对孩子的情绪表现不屑一

顾，如告诉孩子不必害怕等［11］。

与情绪教养视角不同，离散情绪理论视角强

调每一种离散情绪对儿童发展均有着不可替代

的重要性，父母对儿童某种情绪的任何一种回应

方式一旦在强度或者频次方面把握不当，均会导

致儿童情绪表达的不足或者过度，进而引发儿童

情绪发展以及社会适应问题。从这个意义上来

说，父母对儿童的情绪回应方式中无法界定出最

好的回应方式，只有最匹配的回应策略。

二、父母情绪回应与儿童的情绪发展

儿童情绪发展包含情绪调节（Emotion Regu-

lation）、情绪理解（Emotional Understanding）、情绪

表达（Emotional Expressiveness）三大能力的发

展。已有研究主要从这三个方面探讨父母情绪

回应与儿童情绪发展的关系。

（一）父母情绪回应对儿童情绪调节能力的

影响

儿童情绪调节能力对儿童情绪能力以及社

会适应有着决定性的影响作用，因此父母情绪

回应与儿童情绪调节能力的关系自然引起了研

究者的广泛关注。已有研究证实了父母支持性

回应能够正向预测学前儿童及青少年的情绪调

节能力，而非支持性则相反［12-15］。具体而言，父

母积极的情绪回应通常会让儿童更倾向于使用

建设性的情绪调节策略。比如母亲安慰回应

时，4～6岁幼儿面对害怕情绪更多使用建设性

的言语策略而非一味地发泄排解［16］。除此以

外，父母积极的情绪回应能够给与儿童充分的

安全感，让其更能积极寻求周围环境的支持以

舒缓负面情绪，也更加灵活地进行自我调整。

相反，当父母消极应对时，儿童更倾向于消极

的情绪调节策略。比如南希·艾森伯格（Nancy

Eisenberg）团队发现母亲最小化反应和惩罚性

反应与学前儿童与1～3年级儿童回避型调节

以及不恰当的情绪调节策略正相关［17-18］。另

外，父母消极应对会导致儿童过多地压抑自我

情绪的表达，不会寻求周遭环境的帮助，从而

无法有效地自我调节，最终导致儿童出现许多

心理问题。比如有研究表明父母对8～12岁儿

童非支持性的回应预示着其子女更多的情绪调

节失调以及更贫乏的情绪处理技巧，从而导致

其心理适应障碍［19］。另一项研究让大学生回

忆儿时父母情绪回应方式，并探讨与当前的情

绪调节障碍间的关系。结果表明父母支持性反

应与其情绪调节困难显著负相关，非支持性回

应则显著正相关，其中忧伤反应最为正相

关［20］。此外，一些针对特殊样本的研究同样证

实了两者的关系。比如有研究发现相比较于非

受虐儿童，受虐儿童的母亲更负面消极应对其

孩子的情绪，其子女也表现出更多的情绪控制

紊乱［21］。

近年来研究者们发现两者的关系受制于其

它因素。比如有研究者发现母亲问题与情感关

注的回应方式与 4～5 岁儿童顺从性情绪发泄

（Submissive Venting）策略（哭泣等方式发泄情绪）

显著正相关，而与显性的情绪发泄（Dominant

Venting）策略（吼叫、捶打等方式发泄情绪）无显

著相关［22］。这表明儿童的顺从性情绪可能会获

得父母更正向的支持，从而获得更有建设性的心

理发展结果。另外，与问题关注、情感关注两类

支持性回应方式不同，鼓励表达这一支持性回应

方式在一些研究中似乎对儿童情绪调节能力并

不具备正向预测效应［12，22］。可能原因在于父母一

味鼓励儿童表达发泄负面情绪，反而会让儿童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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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控制情绪的机会，难以发展自身的情绪调节能

力。不过上述研究中儿童情绪类型、父母回应的

具体方式等因素对两者关系的影响也需要进一

步验证。儿童的情绪调节不仅是后天环境塑造

的结果，也是其生理性调节能力不断成熟的过

程。换句话说，个体情绪调节能力的发展是环境

与自身生理调节相互影响的过程。近几年来，随

着研究者们对儿童生理性情绪调节过程机制越

来越清晰地认识，三者的关系也自然引起了研究

者们的兴趣。首先，许多研究证实儿童情绪生理

性调节的过程主要通过迷走神经系统中两个结

构的变化实现：一是基线迷走张力（Baseline Va-

gal Tone），其主要功能在于维持注意，以便让儿童

在没有压力的环境中保持放松的状态；二是迷走

抑制（Vagal Suppression），即在有外界刺激的环境

中儿童对迷走张力的抑制能力。这两个结构到

底如何影响父母情绪回应与儿童情绪调节的关

系呢？妮科尔·佩里（Nicole Perry）等人通过系列

研究试图揭示这一过程。其研究发现父母支持

性回应与4岁儿童迷走抑制水平显著正相关［23］。

迷走抑制是母亲非支持性的情绪回应与情绪调

节的调节因素，但对母亲支持性的情绪回应与4

岁儿童情绪调节间无调节效应［24］。同时父母非

支持性回应能够预测5岁儿童的迷走神经调节水

平，进而预测10岁儿童的情绪调节水平［25］。另一

项针对9-12岁儿童研究发现当父母低水平支持

性应对时，那些迷走神经增加的儿童比迷走神经

降低的儿童表现出更贫乏的情绪调节技巧。但

当父母高水平支持性时，无论子女自身的迷走神

经抑制水平如何，儿童均能表现出较好的情绪调

节能力［26］。这些研究表明儿童的迷走神经水平

能够成为父母非支持性回应与儿童情绪发展的

缓冲器。换句话说，父母非支持性回应所带来的

消极影响能够被儿童自身较强的生理性调节能

力缓和，儿童在面对父母消极回应时同样能够表

现出较高的情绪调节水平。不过当父母的回应

是支持性时，儿童的迷走神经水平对两者的关系

并无调节效应。当然，这些猜想同样需要更多的

实验验证与理论分析，尤其是儿童生理性情绪调

节水平对父母支持性回应与儿童情绪调节能力

之间到底有着怎样的影响，无疑是研究者今后着

力的方向。

（二）父母情绪回应对儿童情绪理解能力的

影响

儿童情绪理解能力包含儿童对情绪表达的

认知与情绪情境的理解，如对情绪情境的识别、

情绪命名与指认、对情绪表达的理解以及混合情

绪、情绪语言的理解等［27］。关于父母情绪回应儿

童情绪理解能力的发展，苏珊娜·丹汉姆（Su-

sanne Denham）的研究颇为丰富。她认为亲子情

绪互动是亲子非言语互动中重要的组成部分，父

母的消极回应使得儿童在情绪对话中无法进行

有效的自我反思，从而阻碍其子女情绪理解能力

发展；而父母的积极回应能为儿童情绪的学习提

供很好的机会。在其实证研究中，父母支持性回

应对儿童情绪理解能力发展的积极影响得到了

证实，比如父母支持性回应能够正向预测3～4岁

儿童对情绪命名、情绪情景识别、情绪诱因、情绪

语言［28-29］以及5岁儿童的情绪表达规则与混合情

绪更复杂的情绪理解能力［30］。不过父母的非支

持性回应在苏珊娜·丹汉姆（Susanne Denham）的

研究中并不总是对儿童的情绪理解能力产生消

极影响，甚至具有一定的正向作用。比如父亲非

支持性的回应与4岁儿童的情绪理解正相关，母

亲非支持性回应与5岁儿童对情绪表达规则的理

解正相关［30］。可能原因在于父母适度的消极回

应能让子女更为广泛地感受与认知不同类型的

情绪，从而发展出更精细微妙的情绪理解水平，

尤其混合情绪认知、情绪表达规则理解等更复

杂、更高水平的情绪发展更需要父母富有变化、

多元的情绪回应。这一猜想在其它一些研究中

也获得了验证。比如一项针对拉丁裔种族的研

究表明母亲支持性回应与5岁儿童情绪表达规则

的理解相关，但母亲非支持性回应同样没有产生

负面作用［31］。另一项研究考察了幼儿气质和母

亲非支持性回应对学龄前儿童情绪理解的共同

影响，结果表明母亲非支持性回应对学龄前儿童

情绪理解不相关且不具有预测作用［32］。从这些

研究可以看出父母的非支持性回应并不总是如

研究者们所预期的仅仅发挥着负面效应，适度的

非支持性回应似乎也能产生积极作用。不过如

何界定这种“适度”？适度的非支持性回应跟父

母情绪回应的强度、持续时间、发生频次等是否

相关。未来需要更多的研究验证这些问题，以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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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准确揭示父母情绪回应对儿童情绪理解能

力的影响。

（三）父母情绪回应对儿童情绪表达能力的

影响

关于父母情绪回应与儿童情绪表达的关系，

罗斯·巴克（Ross Buck）最早进行了相关理论分

析。他认为如果父母惩罚回应儿童的情绪表达，

儿童便会逐渐学会隐藏真实的情绪，同时其情绪

也很容易被生理性唤醒。南希·艾森伯格（Nancy

Eisenberg）进一步指出处于唤醒状态的儿童难以

使用合理的技能改变其处境，也无法表达出合适

的情绪回应他人，而父母积极的回应可能会帮助

其孩子将积极情绪最大化，消极情绪最小化。除

此之外，父母的积极回应还能帮助儿童区别不同

的情绪以及不同情绪所依附的不同情境。比如

对于儿童不下心摔跤表现出的轻微愤怒，父母通

常会自然回应。但如果儿童在兄弟姐妹玩耍中

表现出激烈的愤怒，父母则会表现出明显的不

满。这种差别化的回应可以帮助儿童学会理解

情绪表达依附的情境，从而促使儿童学会基于特

定的社会情境表达情绪［28］。

实证研究方面，南希·艾森伯格（Nancy

Eisenberg）和苏珊娜·丹汉姆（Susanne Denham）等

人早期系列研究发现母亲的非支持性反应如最

小化、惩罚性等能够引起学前儿童更多高强度的

消极情绪表达或者逃避情绪，而母亲支持性的回

应如安慰的回应策略与儿童积极的情绪表达正

相关。不过近些年来，一些零星的研究发现父母

情绪回应对儿童情绪表达不仅有着直接的影响

路径，也存在其它间接路径。比如一项研究证实

了父母对6～19岁儿童情绪表达的认可程度与儿

童的情绪表达不仅存在直接相关，同时还能通过

儿童对电视角色情绪的认同发挥间接效应［33］。

另外，一项针对4～6岁幼儿的研究考察了情绪类

型对两者关系的影响［34］。该研究将情绪类型分

为两种：一种是反映自身个性的敏感而不太影响

人际交往的诸如伤心、焦虑等顺从性情绪（Sub-

missive Emotion）；另一种则是对人际互动构成潜

在威胁的愤怒等不和谐的情绪（Disharmonious

Emotion）。研究结果表明即使在控制了儿童气质

和情绪表达的倾向性后，父母对4岁儿童顺从情

绪关注越多，2年后其子女越容易表现出相同的

情绪，但父母的回应对儿童不和谐情绪的表达频

次却不具有预测作用。由此看来，不同的情绪类

型对两者关系的走向可能有着重要的影响。不

过目前这方面的研究数量稀少，研究结论较为零

散，今后需进一步丰富相关研究。

三、父母情绪回应与儿童情绪发展的调

节因素

南希·艾森伯格（Nancy Eisenberg）的理论模

型中，儿童年龄、情绪类型、性别、儿童气质等都

是父母情绪应对与儿童情绪发展两者关系中潜

在的调节因素。目前已有研究主要集中于文化、

性别、年龄等调节因素。

（一）文化与种族

不同的种族与文化蕴含着不同的社会文化

经验和期望，生活于其中的个体需要接受并服从

这些行为准则。由此，个体的行为模式与情绪特

点不可避免地有着种族与文化的烙印。而在儿

童情绪社会化的过程中，父母所携带的文化与种

族基因正是通过其情绪社会化行为自然移植到

儿童身上。因此，文化与种族对父母情绪回应与

儿童情绪发展的关系有着重要的影响。然而实

证研究方面，早期几乎所有的研究样本集中于欧

裔。近些年来，三者的关系引起了研究者浓厚兴

趣，种族与文化的调节效应也因此变得更加清

晰。首先，有关欧裔和非裔文化样本中，有研究

证实了种族在父母非支持性回应与儿童情绪发

展的调节作用。比如有研究发现对5岁儿童的负

面情绪表达持不鼓励态度的非裔父母，其子女的

情绪能力与社会能力更好，而在欧裔群体未发现

这一关联［35］。当父母最小化与惩罚回应时，与欧

裔后代相比，非裔后代回忆儿时受伤害与羞愧程

度要轻一些，而所感受的爱也多于欧裔［36-37］。这

些研究结果表明相比较于欧裔，非裔子女似乎更

适应父母的非支持性回应，其原因在于：非裔在

美国社会中曾经经历了相当长时间的奴隶制，遭

遇了强烈的种族歧视与偏见，其贫困率是欧裔的

两倍。在种族偏见严重的环境中，负面情绪的表

达意味着侵略和威胁，极有可能招致危险。因

此，非裔父母会有意教导孩子减少其负面情绪的

表达，从而保护孩子免受种族歧视。埃丝特·里

克尔（Esther Leerkes）也指出如果儿童能够认识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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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面情绪表达所带来的消极社会互动后果，那他

们会将父母的非支持性回应视为一种爱与关心，

相反欧裔子女则会将其解读为父母对自己的不

理解或者不关心［36］。有关父母积极回应方面，虽

然当前一些零星的研究证实了两种文化中父母

积极的回应方式存在差异，但尚未有研究明确证

实文化与种族在其中的调节效应。其次，有关欧

裔与亚裔文化样本中，同样有少数研究证实了文

化与种族的调节效应。比如有研究发现欧裔父

母更鼓励孩子的情感表达，而亚裔父母更倾向于

压制孩子的情感表达，这导致亚裔子女表现出更

强烈的情绪困扰［38］。另一项研究证实印裔母亲

非支持性回应与儿童情绪发展不相关，而欧裔母

亲的非支持性回应与儿童问题行为相关［39］。这

些研究预示着亚裔儿童可能同非裔儿童一样，能

够对父母非支持性回应产生适当的情绪抑制，表

现出一定的适应性。总体看来，文化与种族的调

节效应仍然需要多样本进一步验证。另外当前

研究所选取的种族文化多局限于美国本土的种

族文化（欧裔、亚裔、非裔、西班牙裔），未来还需

要更典型、更本土的文化种族变量，如亚洲国家、

非洲国家等。

（二）性别

儿童很早便能区分并表现出不同的情绪表

达风格，比如女孩更容易表达伤心，而男孩则更

多表现愤怒［40］。这种性别差异是儿童情绪社会

化重要的内容。而父母在亲子情绪互动中无意

或有意、微妙或者明确的性别社会化意识对儿童

情绪发展中的性别差异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

因此，从理论上来说儿童性别对父母情绪回应与

儿童情绪发展的关系有着重要的影响作用。实

证研究方面，虽然已有研究证实了父母的情绪社

会化在回应的频次、策略以及对某种情绪的接受

度等方面的确表现出明显的性别差异，但目前仅

有零星的研究明确探讨这种差异对儿童情绪发

展的影响。比如有研究选取了典型的欧裔文化

样本，探寻学前儿童性别在父母情绪回应与儿童

情绪表达中的调节效应。研究结论显示父母更

关注女孩的顺从情绪（Submissive Emotions），对男

孩更多关注不和谐情绪（Disharmonious Emo-

tions），因此女孩表达更多的顺从情绪，而男孩表

现出更多的不和谐情绪［34］。其原因在于：在欧裔

文化中女性通常更多倾向于表达如悲伤、焦虑等

一些不破坏人际关系内隐的顺从情绪，而男性则

更多被赋予独立甚至具有侵略性，更倾向表达愤

怒等外显的不和谐情绪。父母观念中这种性别

情绪表达差异会潜移默化地传递给儿童，从而让

儿童的情绪表达表现出明显的性别角色差异。

另外，不同性别儿童对父母情绪回应的敏感度也

不同，从而导致父母的回应方式尤其是非支持回

应对儿童情绪发展有着不同的影响程度。有研

究发现父母非支持性回应能显著预测女孩而非

男孩负面情绪的表达［28，41］。当父母双方都出现最

小化、惩罚回应时，女孩比男孩更容易受到情感

伤害［37］。这些研究表明女孩似乎更容易受到父

母社会化的影响，其原因可能在于女孩对人际交

往更加敏感，其情绪的发展也更依赖亲子间的情

绪互动。

文化所赋予男女不同的性别角色分工使得

家庭中父母在亲子情绪互动中有着不同的定位

与角色分工，由此父母双方对儿童情绪发展的作

用也不尽相同。苏珊娜·丹汉姆（Susanne Den-

ham）提出母亲在家庭情绪养育中的角色是情绪

守门员，其情绪表达的频次、类型多于父亲，更能

准确地回应儿童情绪回应，以此加强家庭成员和

谐的关系，父亲则更多充当热情的玩伴并厉行纪

律的人。这样的角色定位使得家庭中母亲的情

绪回应更能预测儿童的情绪能力［41］。不过遗憾

的是早期多数实证研究仅包含母亲样本。随着

对父亲角色独特作用的认识，部分研究开始纳入

父亲样本，并且也证实了父母情绪回应的确存在

许多差别，其中较一致的区别在于：母亲更加支

持性回应子女的情绪，父亲非支持性的回应相对

多一些。然而关于这些差异对儿童情绪发展的

影响，目前尚未有相关研究明确系统地探讨父母

性别对两者关系的调节效应。随着对父母性别

作用力的深入了解，一些研究者开始质疑以往研

究的共性问题：仅仅孤立考察父亲或母亲对儿童

情绪发展的单独效应，或者将父母情绪回应赋值

简单叠加成一个总值。由此，研究者们从家庭系

统论（Family Systems Theorists）的视角出发，提出

应该将家庭视为一个层级组织系统，家庭中母

子、父子间的关系和互动模式会相互影响，父母

对儿童的影响并不是简单的叠加效应，可能蕴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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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更为复杂的模式。在此视角下，南希·克尔韦

恩（Nancy McElwain）提出三种具体作用模式：一

是相加模式（An Additive Model），即父母双方相同

的反应方式对儿童的情绪发展是累加效应；二是

缓冲模式（A Buffering Model），表现为父母其中一

方低支持的回应能被另一方高支持的回应缓冲，

儿童的情绪发展高于双方高支持回应的儿童；三

是分歧模式（A Divergence Model），即儿童受益于

父母不同的回应类型。其实证研究采用以变量

为中心的分析方法分析了父母情绪回应与4～5

岁儿童情绪理解能力的关系，研究结论部分支持

了分歧模式［42］。由于以变量为中心的分析法无

法深入描述家庭系统论下各个变量之间复杂的

内在联系与作用机理，瑞秋·米勒-斯拉夫（Ra-

chel Miller-Slough）采用以个体为中心的分析法，

利用K均值聚类分析法提炼出三种作用模式：一

是支持模式（Supportive），表现为母亲的高水平支

持与低水平的非支持，父亲则是中等水平的支持

与低水平的非支持；二是非支持模式（Not Sup-

portive），即母亲略高于平均水平的非支持和低水

平的支持，父亲的支持与非支持均为低水平；三

是父亲主导模式（Father Dominant），表现为母亲

的支持与非支持均为中等水平，而父亲的支持与

非支持均为高水平［43］。与南希·克尔韦恩（Nancy

McElwain）的实证结果不同，后者的实证研究结果

显示比起分歧模式，父母双方高支持回应下8～

12岁儿童社会能力更好。研究结果不一致的原

因可能在于后者样本年龄更大，同时分析方法有

所不同且探讨是儿童不同方面的发展。

亲子双方作为情绪社会化的互动主体，父母

性别与儿童性别均会对两者的关系产生影响。

目前有部分研究证实双方性别对父母情绪回应

的交互影响，比如有研究发现在欧裔、非裔文化

中，父亲更容易负面回应女孩的情绪，而母亲更

支持性回应女孩的情绪。而父母对男孩的情绪

回应有着文化的差异：在欧裔男孩中，母亲比父

亲更支持性回应，而在非裔男孩中父亲的支持性

回应更多［44］。不过另一些研究却未发现性别的

交叉影响［41，45］。研究结论的不一致表明性别的交

叉效应还需进一步验证，另外其交叉效应可能受

其它因素如种族文化等的影响。

总体说来，性别与父母情绪回应、儿童情绪

发展三者的关系仍然存在许多悬而未决的问题：

父母情绪回应对于儿童情绪能力的影响力是否

均等亦或哪方更突出一些？父母双方作用的模

式是什么？父母的性别差异作用于儿童全部的

情绪能力或者某些方面的能力？双方性别是否

存在交叉效应？如果存在，交叉效应所导致的儿

童情绪发展有何不同？另外目前几乎所有相关

研究集中于3～6岁样本，对于青少年，双方性别

又是如何影响两者关系？未来还需大量的研究

不断验证上述系列问题。

（三）儿童年龄

随着儿童年龄增加，其情绪表达和调节的策

略等各项情绪能力都会呈现新的变化。如果父

母能感知到这些变化并据此使用匹配的回应策

略，那么儿童就能获得更好的情绪发展，反之亦

然。因此，儿童年龄是影响父母回应与儿童情绪

发展的重要调节变量。目前实证研究大多集中

于3～6岁儿童样本，这一阶段的儿童经历了从简

单情绪到混合情绪的表达与理解，其情绪调节的

自主与可控性也获得飞速的发展。这意味着父

母的情绪回应必须随着儿童的变化加以灵活调

整，以便更好地支持其情绪社会能力的发展。不

过，目前仅有一项研究详细探讨了上述理论猜

想。该研究发现对3～4岁幼儿来说，父母支持性

的回应预测其更好的情绪调节能力以及较少的

情绪问题，而对5～6岁儿童，父母支持性回应反

而无法促成其情绪社会能力的发展［46］。另外，有

研究选取了5～7岁儿童探讨其父母情绪回应与

儿童的外显行为问题的相关［47］。研究结果表明

母亲非支持性情绪回应能够正向预测5岁儿童的

外显行为问题，然而对7岁儿童来说，研究结论恰

恰相反。这意味着父母不同类型的情绪回应可

能以7岁儿童为分水岭对儿童的情绪发展有着相

反的效果。对于童年中期和青少年时期的儿童，

已有研究表明父母情绪回应不同类型对这一阶

段儿童有着相反的效果。比如两项针对童年中

期儿童的研究表明父母越支持性回应儿童，其子

女越无法独立处理情绪，从而表现出贫乏的情绪

识别能力［48，49］。另一项针对小学三年级的儿童研

究同样发现父母支持性回应预示着儿童更低水

平的情绪社会技巧与更多的问题行为［50］。不过

遗憾的是，目前尚未有研究选择从学前期跨至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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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青少年时期儿童样本，以此探讨年龄的调节效

应。

四、研究展望

（一）从脑科学视角深入揭示父母情绪回应

对儿童情绪发展的作用机制

虽然近二十年越来越多的实证研究证实了

父母情绪回应与儿童情绪发展的介质即儿童的

情绪唤醒状态，不过情绪唤醒状态是如何发生发

展？这一问题仍然较为模糊。最近帕特里夏·谭

（Patricia Tan）通过人类情绪调节的神经活动过程

解释了艾森伯格理论模型中情绪唤醒状态的发

生过程［51］。他认为情绪调节的神经基础在于二

个部分：一是处理情绪中最突出信息的神经网络

（Emotionally Salient Information）；二是一些子过程

（Subprocesses of Emotional），其中包含自动和隐

性情绪调节神经网络（The Voluntary and Implicit

Emotion Regulation Networks）。这两个神经网络

分别对应着大脑中相应的区域，而突出信息检测

对应的大脑区域大部分与之相重叠，这表明这一

神经网络是一个整合的区域。该研究者回顾了

众多有关父母风格、父母情绪社会化与儿童神经

活动的实证研究，其结果证实了父母的情绪社会

化引起了上述三个情绪调节过程相关的大脑神

经网络区域结构与功能的变化，从而控制着儿童

的情绪唤醒，最终实现了儿童情绪调节能力的变

化。由此可见，从儿童情绪调节的神经网络基础

角度追踪父母情绪回应于儿童情绪发展的作用

机制不失为一个有效且颇具前景的途径。今后

可借助于日益成熟的脑科学研究技术，加强相关

的实证研究与理论分析，以此更加清晰地验证两

者关系的内在机理。

（二）从家庭系统论的视角进一步验证父母

情绪回应对儿童情绪发展的多种影响路径

关于父母情绪回应与儿童情绪发展的关系

中，文化、性别、年龄是目前研究者较为关注的调

节因素。但目前绝大多数研究仅仅孤立考察某

一个或者两个影响因素对两者关系的单独效

应。事实上，家庭作为一个有组织的生态集合

体，包含着许多子集合体，比如父母婚姻关系、亲

子关系、兄弟姊妹关系、物质环境等。对儿童来

说，家庭中每个子系统均相互作用共同影响着其

情绪发展。因此，未来非常有必要在家庭系统论

（Family Systems Theorists）的视角下，进一步验证

家庭中多个因素对两者关系的单独效应与交叉

效应，以此扩展两者关系的多种路径，具体如父

母婚姻质量、父母教养方式、父母不同的情绪社

会化途径、亲子依恋、家庭成员关系、兄弟姐妹的

关系质量、物质环境等。实际上，目前已有零星

的研究尝试着探寻更多的父母情绪回应对儿童

情绪发展的作用路径。比如有研究证实了兄弟

姐妹关系对两者关系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效

应［52，53］。另一项针对6～9岁儿童的纵向研究探

讨家庭环境的混乱程度对两者关系的影响，结果

表明家庭环境的混乱程度是父母非支持性回应

与6岁儿童情绪调节能力的缓冲器，而对于9岁

儿童来说，在高混乱状态的家庭环境中，父母的

情绪回应与儿童情绪调节能力的发展似乎相关

性并不强［54］。

（三）关注父母情绪回应与儿童情绪发展的

双向互动过程

毫无疑问，父母情绪回应与儿童情绪发展是

一个相互影响的过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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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南希·艾森伯格（Nancy Eisenberg）最早注

意到了亲子情绪互动时儿童的情绪反馈会影响

到父母的情绪回应。但遗憾的是过去几乎所有

的研究只探寻父母情绪回应对儿童情绪发展的

单方向作用，忽略了两者的相互影响。最近有研

究者选取了3-5岁儿童的样本详细探讨了亲子间

积极情绪的动态同步互动对父母情绪回应与儿

童情绪两者关系的影响。结果表明亲子间积极

情绪的动态同步互动虽不具有中介效应，但却发

挥间接作用，亲子间积极情绪同步互动的程度可

能是父母情绪社会化能否对儿童情绪发展产生

效应的作用点［56］。由此看来，亲子间动态情绪互

动的重要性可能远超于研究者的设想，今后可加

大对这一问题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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