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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探讨父母低头行为对幼儿问题行为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本研究采用父母低头行为问卷、亲子依恋问卷、正念教养

问卷以及儿童问题行为问卷对758名学前儿童的父母进行调查，结果发现：父母低头行为与幼儿问题行为呈显著正相关，

与亲子依恋、正念教养呈显著负相关；幼儿问题行为与亲子依恋、正念教养呈显著负相关；亲子依恋在父母低头行为与幼

儿问题行为之间起中介作用；正念教养在父母低头行为影响幼儿问题行为的过程中起调节作用，在正念教养水平较低的

情况下，父母低头行为对亲子依恋的负向影响增加，反之，父母低头行为对亲子依恋负向影响减少。本研究结果强调了父

母低头行为是幼儿问题行为产生的重要风险因素，启示父母要在亲子互动过程中减少手机使用，并注重正念教养对幼儿

身心健康发展的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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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ffect of Parental Phubbing on Preschooler’s Problem Behavior：The
Mediation of Parent-Child Attachment and Moderation of Mindful Parenting

XU Jin-jin1，2，SONG Kuai1，2

（1.School of Psychology，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Wuhan 430079，China;

2.School of Preschool Education，Hubei Preschool Teachers College，E zhou 436032, China）

Abstract：In order to explore the effect of parental phubbing on children’s problem behavior and its mechanism. In this study，758
parents of preschool children were investigated using the parent phubbing behavior scale，parent-child attachment scale，mindful par⁃
enting scale and child problem behavior scale. The results showed that：Parental phubbing behavior was significantly positively corre⁃
lated with children’s problem behavior，while it was significantly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parent-child attachment and mindful par⁃
enting; There was a significant nega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problem behavior and parent-child attachment and mindful parenting；Par⁃
ent-child attachment plays a mediating role between parents’phubbing behavior and children’s problem behavior；Mindful parenting
plays a moderating role in the process of parental phubbing behavior affecting children's problem behavior. When the level of mindful
parenting is low，the negative impact of parental phubbing behavior on parent-child attachment increases; conversely，the negative i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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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ct of parental phubbing behavior on parent-child attachment decreases. The results of this study emphasize that parental phubbing
behavior is an important risk factor for children’s problem behavior，and suggest that parents should reduce the use of mobile phones
during parent-child interaction and pay attention to the positive effects of mindful parenting on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children's
physical and mental health.
Key words：parental phubbing；parent-child attachment；mindful parenting；preschooler’s problem behavior

一、问题提出

问题行为是指儿童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适应

异常的行为，包括内化问题和外化问题。内化问

题是发生在个体内部的问题，如焦虑、抑郁等。

外化问题具有外部表现，如攻击、多动、社交退缩

等问题行为［1］。研究表明儿童早期的问题行为表

现出较大的延续性，可以预测青春期乃至成年期

的社会适应问题［2］。因此，研究者从不同视角对

学龄前儿童问题行为的产生及发展的机制进行

了探讨。研究发现儿童问题行为受多方面因素

的影响，包括家庭因素［3-5］（父母教养方式、家庭关

系、家庭经济地位）以及学校因素（同伴关系）的

影响［6］，同时也会受到儿童个性特征［1］，如气质、

情绪的影响。幼儿问题行为的影响机制已成为

研究者关注的焦点。

伴随技术和网络进步，智能手机的普及度显

著提升。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发

布的第 52 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

告》［7］，2023年6月份，我国网民数量已达到10.79

亿人，互联网覆盖率达76.4%。智能手机的便捷

性使人经常“机不离手”，移动互联网提供的持续

连接增加了人们即时查看、回复的冲动［8］。这种

经常低头玩手机的现象在家庭的日常生活中也

非常普遍［9-10］。父母与孩子沟通交流的过程中使

用手机的现象被称为“phubbing”，即父母低头行

为，指父母在与孩子互动过程中使用手机而无暇

顾及孩子的行为［11］。生态科技微系统理论指出

电子媒体与儿童自身发展存在交互作用。在家

庭微系统中，父母在教养过程中电子产品的使用

是影响儿童社会能力发展和未来适应的重要因

素［12］。根据多任务操作理论，人的注意力资源是

有限的［13］，手机剥夺了儿童父母大部分注意力资

源，导致父母难以关注和即时回应孩子的需求，

会让孩子感到被忽视和冷落，从而出现一些问题

行为以此来争夺父母的注意力［14］。有实证研究

发现母亲在育儿中的手机使用正向预测儿童的

内外化问题［15］。此外，Sundqvist等学者的研究结

果也表明经历父母低头行为的孩子有更多的愤

怒和冲动等外化行为问题以及在社交情境中的

不安全感和困难等内化问题行为［16］。国内学者

的研究也发现父母低头行为与幼儿问题行为有

显著的正相关关系［17］。根据以往研究结果可知，

父母低头行为在幼儿问题行为形成过程中扮演

着重要角色。本研究提出假设1：父母低头行为

正向预测幼儿问题行为。

亲子依恋是婴幼儿在出生后与其主要照顾

者在反复互动中逐渐建立的情感联结［18-19］。亲

子依恋主要受到家庭因素的影响，如父母教养

方式［20］、家庭环境［21］、家庭功能［22］。其中，亲子

互动模式是依恋形成的重要影响因素［23］。根据

依恋理论［18］，当父母在孩子需要的时候即时响

应，那么孩子就有可能会建立安全的依恋关系，

然而，当父母对孩子的需求不敏感时，孩子形成

不安全依恋模式的可能性更大。“机不离身”的

手机使用习惯给父母在亲子互动过程中带来了

分心的风险［24-25］。研究表明父母低头行为会对

儿童发展以及亲子关系造成许多不良后果，例

如父母在照顾孩子的过程中使用手机减少了对

孩子的关注、反应和温暖，忽视孩子的情感和安

全需求，降低亲子互动质量［26-27］。基于父母低头

行为的研究认为经常经历父母低头的青少年感

受到被忽视的程度较高［28］。另外，一项研究发

现，中国母亲手机成瘾与学龄前儿童感受到的

忽视呈正相关［29］。而忽视和冷落不利于安全型

依恋风格的建立，在生命早期发生的忽视会对

儿童随后的发展有害，被忽视的儿童更易出现

较严重的内化和外化问题［30］。黄彦等人的研究

也发现不安全亲子依恋与儿童问题行为有

关［31］。因此，父母低头行为可能通过影响亲子

依恋来影响幼儿的问题行为。本研究提出假设

2：亲子依恋可能会中介父母低头行为与幼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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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行为之间的关系。

正念教养（mindful parenting）是指将正念融

入对孩子的教养行为当中，是对当下自己和子

女的内在状态以及亲子互动过程有意识地、不

带任何评判的注意和觉察［32］，是其他因素影响

个体心理行为适应的重要调节变量［33］。Duncan

认为正念教养包括以下五个方面：专注倾听、无

评判地接纳自己与孩子、觉察情绪、亲子关系中

的自我调节、慈悲对待自己与孩子［34］。首先，从

专注倾听和亲子关系中的自我调节维度来看，

面对无关刺激对亲子互动的干扰，高正念教养

水平的父母能够更专注于与孩子的互动过程，

控制破坏教养过程的自动反应，及时调整自己

的行为，而低正念教养水平的父母容易受到无

关刺激对亲子互动的干扰，这会在一定程度上

放大无关刺激对亲子互动质量的消极影响［35］。

其次，Duncan提出的正念教养模型也指出父母

正念教养对儿童安全依恋的形成有着积极的影

响［34］。研究还发现正念教养可以调节其他风险

因素（如低社会经济地位）对幼儿发展的作

用［36］。因此，本研究提出假设3：正念教养可能

会在父母低头行为与亲子依恋的关系中起调节

作用，即父母低头行为对亲子依恋的中介效应

会受到正念教养的调节。

综上，在生态科技微系统理论视角下，整合

依恋理论和正念教养模型的基础上，本研究构建

了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图1），同时考察父母

低头行为、亲子依恋及正念教养与幼儿问题行为

的关系。具体来说，本研究拟考察父母低头行为

预测幼儿问题行为的中介（亲子依恋）和调节（正

念教养）机制，以期为明晰父母低头行为导致幼

儿问题行为的机制及个体差异，更加具有针对性

的指导父母正确育儿，减少父母手机使用对幼儿

的消极影响提供实证支持和理论指导。

亲子依恋

正念教养

父母低头行为 幼儿问题行为

图1亲子依恋的中介作用及正念教养

的调节作用假设模型

二、研究设计

（一）研究对象

采用方便取样法，选取武汉市3所幼儿园3~6

岁幼儿作为研究对象（问卷由其父母填写），共发

放问卷789份，回收有效问卷758份，有效回收率

96.07%。其中男孩380名，女孩378名，幼儿平均

年龄为4.57±1.16岁。参与研究的幼儿父母中父

亲150名，母亲608名，幼儿父母的平均年龄为

34.77±4.68岁。

（二）研究工具

1.父母低头行为量表（Phubbing Scale）

采用祖静等人［17］改编的伴侣低头量表［37］对

父母低头行为进行测量。该量表是单维度，共9

个项目。采用Likert-5计分，从“从不这样”到“一

直这样”，总分越高表明父母低头现象越严重。

此量表在本研究中的Cronbach’α系数为0.75。

2. 亲子依恋问卷（Waters attachment Q-sort

items）

采用Waters编制，吴放、邹泓［38］翻译和修订

的中文版儿童依恋行为分类卡片问卷来测量亲

子依恋质量，在学龄前儿童中具有良好的信效

度［39］。该问卷单维度，共18 题项。采用Likert-5

计分，从“完全不符合”到“完全符合”。所有题项

加总分，分数越高，表明学龄前儿童的安全依恋

水平越高。本研究中该问卷的Cronbach’α系数

为0.76。

3. 正 念 教 养 问 卷（Interpersonal Mindfulness

Parenting Scale，IM-P）

采用彭仙桃等人［40］修订的中文版正念教养

问卷对幼儿父母的正念教养水平进行测量，该问

卷共三个维度，共9个题项，分别是以此刻为中心

的意识和关注、非判断性接受和非反应性3个正

念教养维度。采用 Likert-5计分，从“从不这样”

到“一直这样”，三个维度的得分相加求平均，总

均分越高，表明父母的正念教养水平越高。此问

卷在本研究中的Cronbach’α系数为0.75。

4.幼儿困难与长处问卷（Strengths and Diffi-

culties Questionnaire，SDQ）

采用杜亚松等人［41］修订的幼儿困难与长处

问卷中的困难问卷来测量幼儿的问题行为。该

问卷共包括四个分问卷：多动、情绪问题、同伴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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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和品行问题问卷。问卷采用Likert-3计分，从

“不符合”到“符合”，将四个分问卷得分相加，得

分越高表明幼儿的问题行为程度越高。此问卷

在本研究中的Cronbach’α系数为0.76。

（三）数据采集与处理

本研究所用数据均通过网络问卷链接发送

给幼儿父母进行收集，研究前已征得幼儿园相

关负责人同意。后续数据处理采用SPSS 23.0对

研究数据进行描述性统计和相关分析。用

PROCESS 4.2宏程序进行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检

验。

三、研究结果与分析

（一）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研究中采用Harman 单因素检验检测共同方

法偏差，共得到13个特征根大于1的未旋转公因

子，最大因子的方差解释率为18.16%，低于40%

的临界标准。因此本研究不存在严重的共同方

法偏差。

（二）描述性统计与相关分析

各变量的平均数、标准差和相关系数见表

1。研究结果发现，父母低头行为与亲子依恋、正

念教养呈显著负相关，与幼儿问题行为呈显著正

相关。另外，正念教养与亲子依恋呈显著正相

关，与幼儿问题行为呈显著负相关，说明父母正

念教养水平越高，幼儿依恋安全性水平越高，幼

儿问题行为程度越低。

表1 变量的描述统计与相关分析

1.父母
低头

2.亲子
依恋

3.正念
教养

4.幼儿问
题行为

M±SD

2.533±0.584

3.792±0.5

3.558±0.56

2.845±1.355

1

—

-0.198***

-0.233***

0.3***

2

—

0.512***

-0.517***

3

—

-0.364***

注：*p<0.05，**p<0.01，***p<0.001，下同

（三）有调节的中介模型检验

首先，采用SPSS宏程序（PROCESS is written

by Andrew F. Hayes，http://www. afhayes.com）中的

Model 7（Model 7假设中介模型的前半段受到调

节）进行简单中介模型检验，将性别、年龄作为控

制变量，检验亲子依恋在父母低头行为与幼儿问

题行为关系中的中介效应。结果（表2）表明，父

母低头行为对亲子依恋有显著的负向预测作用

（β = -0.08，t = -2.53，p<0.05），亲子依恋与幼儿问

题行为之间也存在显著的负向预测关系（β = -

0.47，t = -15.4，p<0.001）。此外，父母低头行为对

幼儿问题行为影响的直接效应的bootstrap 95%

置信区间的上下限不包含0，表明，父母低头行为

可以通过亲子依恋的中介作用预测幼儿问题行

为，亲子依恋在其中起部分中介作用。
表2 正念教养调节作用的回归分析

回归方程

结果变量

幼儿问题行为

亲子依恋

幼儿问题行为

预测变量

性别

年龄

父母低头行为

性别

年龄

父母低头行为

正念教养×父母低头行为

性别

年龄

正念教养

亲子依恋

整体拟合指数

R

.33

.53

.57

R2

.11

.28

.33

F

32.31***

58.87***

91.18***

回归系数显著性

β
-.38

-.04

.30

.22

.02

-.08

.07

-.28

-.02

-.20

-.47

Bootstrap下限

-.55

-.10

.23

.07

-.03

-.14

.01

-.42

-.07

-.33

-.53

Bootstrap上限

-.21

.02

.36

.37

.08

-.02

.13

-.13

.30

-.07

-.41

t

-4.44***

-1.26

8.64***

2.83**

.87

-2.53*

2.39*

-3.65***

-0.74

-3.1**

-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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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介效应的分析结果表明（见表3）：亲子依

恋在父母低头行为和幼儿问题行为之间起部分

中介作用，中介效应值为0.093，占总效应（0.296）

的31.42%。
表3 总效应、直接效应及中介效应分解表

总效应

直接效应

中介效应

效应值

0.296

0.203

0.093

Boot标准误

0.034

0.031

0.019

Boot CI下限

0.229

0.144

0.058

Boot CI上限

0.364

0.264

0.132

相对效应值（%）

68.58

31.42

将正念教养放入模型后，结果（见表2）表明，

父母低头行为与正念教养的乘积项对亲子依恋

的正向预测作用显著（β= 0.07，t= 2.39，p<0.05）。

进一步简单斜率分析表明（见图2），父母的正念

教养水平较低时（M - 1SD），父母低头行为对亲

子依恋具有显著的负向预测作用，β = -0.154，

t = -3.535，p< 0.001；而父母的正念教养水平较

高时（M +1SD），父母低头行为对亲子依恋的预

测作用不显著，β = -0.008，t = -0.174，p >0.05，表

明随着父母正念教养水平的提高，父母低头行为

对亲子依恋的负向预测作用呈下降趋势，并且由

显著逐渐转变为不显著。此外，在正念教养的三

个水平上，亲子依恋在父母低头行为与幼儿问题

行为的中介效应也呈降低趋势（见表4），即随着

父母正念教养水平的提升，父母低头行为更不容

易通过降低亲子依恋水平进而诱发幼儿问题行

为。

0.650
0.550
0.450
0.350
0.250
0.150
0.050

-0.050
-0.150
-0.250
-0.350
-0.450
-0.550
-0.650

亲
子

依
恋

低（M-1SD） 高（M+1SD）

父母低头行为

低正念教养（M-1SD）

高正念教养（M+1SD）

图2 正念教养调节作用的简单斜率图

表4 在正念教养不同水平上的直接效应及中介效应

直接作用

亲子依恋的中介

作用

正念教养

M - 1SD

M

M +1SD

M - 1SD

M

M + 1SD

间接效应值

-0.154

-0.081

-0.008

0.072

0.038

0.003

Boot标准误

0.044

0.032

0.045

0.024

0.016

0.02

Boot CI下限

-0.239

-0.143

-0.096

0.027

0.008

-0.036

Boot CI上限

-0.068

-0.018

0.08

0.121

0.07

0.044

四、讨论

本研究基于家庭科技微系统理论以及依恋

理论，探讨了父母低头行为与幼儿问题行为的关

系及其内在机制，发现父母低头行为与幼儿问题

行为呈显著正相关，亲子依恋在父母低头行为与

幼儿问题行为之间起中介作用，正念教养在父母

低头行为与幼儿问题行为间发挥调节作用。

（一）父母低头行为与幼儿问题行为的关系

本研究发现，父母低头行为与幼儿问题行

为呈显著正相关，即父母低头行为发生次数越

多，幼儿问题行为越严重，这一研究结果与以往

相关研究结果一致［17，32］。父母在日常养育过程

中频繁使用电子媒体，缺乏面对面的交流和情

感联系，会让幼儿感受到被忽视和冷落，自身的

需求得不到积极、及时的关注与回应。为了重

新获得父母的关注与回应，幼儿可能会表现出

一些问题行为来吸引父母的注意力［14］，从而大

大增加了幼儿焦虑、挑战性行为或退缩等问题

行为发生的可能性。此外，幼儿时期是模仿学

习的重要时期，幼儿可能会模仿父母低头使用

手机的行为，并反映在自己的行为模式中，在未

来发展过程中表现出注意力无法集中或手机成

瘾等问题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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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亲子依恋在父母低头行为与幼儿问题

行为间的中介作用

亲子依恋对儿童心理发展有着不可忽视的

重要影响［42］。本研究发现，父母低头行为能够通

过亲子依恋的中介作用预测幼儿的问题行为。

该结果支持了以往研究的观点，即亲子关系质量

降低会导致幼儿问题行为增多［17］。父母低头行

为所引起的分心会让幼儿感受到冷落和忽视，影

响安全依恋的建立，会进一步提高幼儿问题行为

产生的可能性。

父母低头行为对亲子依恋的消极影响可以

从以下方面来解释。首先，父母在亲子互动的过

程中使用手机可以看作是一种多任务处理行为，

根据多任务操作理论的观点，父母分心与手机和

孩子中间，会降低对孩子心理和行为的敏感性。

有研究表明相比于面对面的社交互动，使用手机

会占用更多的注意力资源，使得父母无法及时响

应孩子的需要［43］。其次，替代假说［44］认为父母使

用手机的时间会替代与孩子有效互动的时间，而

有意义的亲子互动是安全依恋建立的基础。以

往研究表明，亲子依恋对幼儿问题行为的负向预

测作用也得到了以往研究的支持。有实证研究

发现亲子依恋是青少年问题行为的重要预测变

量［20］；黄彦等人研究也表明安全依恋会降低儿童

问题行为发生的可能性［31］。依恋理论也指出依

恋对儿童的未来发展非常重要，儿童早期的不安

全依恋是问题行为产生的重要风险因素［18］。因

此父母低头行为会通过降低亲子依恋水平，进而

导致幼儿问题行为。

（三）正念教养在父母低头行为与幼儿问题

行为间的调节作用

本研究发现正念教养对父母低头行为与幼

儿问题行为之间的间接作用存在调节效应，即父

母的正念教养水平越低，父母低头行为对亲子依

恋的负向预测作用越强，反之，当父母的正念教

养水平较高时，父母低头行为不再能预测亲子依

恋，因此通过这一中介路径对幼儿问题行为的预

测作用也不再显著。该结果说明了正念教养是

其他家庭因素导致个体产生社会适应不良的保

护因素，这与以往研究结果一致［33，35］。首先，正念

教养水平较高的父母具有更高全神贯注倾听能

力和亲子关系调节能力。手机引发的分心是亲

子互动的干扰因素。高正念教养父母可以在孩

子和分心刺激之间有意识地选择与孩子沟通交

流，对建立幼儿安全依恋，减少问题行为的产生

具有积极意义。其次，高正念教养父母具有更高

的情绪觉察和慈悲能力。父母低头行为会使孩

子产生消极情绪，更容易产生问题行为来吸引父

母的注意力。即使与孩子的互动受到了无关因

素的干扰，高正念教养的父母也能够及时觉察孩

子的消极情绪，给予孩子安抚，从而减少亲子互

动中断对孩子的消极影响。因此正念教养可以

缓解父母低头行为所带来的消极影响。

五、研究结论与建议

（一）研究结论

父母低头行为越严重，幼儿问题行为越多。

亲子依恋在父母低头行为与幼儿问题行为之间

起中介作用。正念教养调节父母低头行为对幼

儿问题行为的中介路径的前半段，即在正念教养

水平较低时，父母低头行为对亲子依恋的负向预

测作用更强。

（二）教育建议

1. 减少低头行为，实现有效高质量陪伴

父母应加强对低头行为的认识，意识到低头

行为对幼儿认知、情感以及社会技能方面产生的

有害影响。一方面，家长在育儿过程中要尽力避

免在幼儿面前出现低头行为，可以在家庭中共同

商讨家庭电子媒体使用规范，明确规定何时何地

可以使用电子设备，何时需要与家人进行互动和

交流，例如，父母可以将使用手机的时间集中安

排在幼儿睡眠期间。另一方面，父母可以多与幼

儿进行面对面的互动以替代使用电子媒体行为，

例如与幼儿一起阅读故事、共同做手工、在户外

玩耍游戏等活动。在减少父母低头行为的同时，

实现有效高质量的陪伴。

2.注重情感沟通和理解，建立积极的亲子关系

亲子依恋是父母低头行为影响幼儿问题行

为的重要媒介，良好的亲子依恋关系有助于减少

幼儿问题行为的发生，推动幼儿身心健康发展。

一方面，增加与幼儿的情感沟通，提高亲子之间

的亲密度。父母可以多多参与幼儿日常的游戏

活动，主动询问幼儿的感受和需求，关注幼儿的

情绪变化，给予及时的关心和支持。另一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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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可以鼓励幼儿主动表达自己的积极情绪和

消极情绪。父母可以通过书籍阅读、故事分享、

玩具等媒介推动幼儿言语能力发展，以便更准确

的识别和理解幼儿的情感需求。

3.关注当下，提高正念教养水平

正念教养是指将正念融入对孩子的教养行

为当中，是对当下自己和子女的内在状态以及亲

子互动过程有意识地、不带任何评判的注意和觉

察，是降低父母低头行为对幼儿问题行为影响的

重要缓冲因素。父母与幼儿互动过程中使用电

子媒体是出于自动、自我关注或享乐动机的行

为，会导致亲子关系的质量低于最佳水平。因

此，提高幼儿父母的正念教养水平对于建立良好

亲子依恋关系，从而减少幼儿问题行为发生的可

能性是至关重要的。一方面，父母在陪伴幼儿

时，应将注意力全部集中在孩子身上，向孩子传

达认真倾听的态度，准确感知幼儿的想法和需

求，这反过来可以减少亲子冲突。另一方面，父

母可以通过正念练习保持意识的专注和觉察当

下的能力，仔细考虑孩子的需要和感受，使教养

行为以亲子关系为导向，促进亲子之间温暖和信

任关系的建立。

本研究存在一些不足，需要在未来的研究中

加以完善。第一，本研究采用的是横断研究设

计，不能对研究结果进行因果推论，未来研究应

该采用实验研究或纵向研究操纵自变量和因变

量探讨因果关系；第二，正念教养分为以此刻为

中心的意识和关注、非判断性接受和非反应性3

个维度，而本研究将其整合起来进行了探讨，未

来研究可以对每一维度的影响进行有针对性的

分析；第三，本研究采用家长评价的方式测量幼

儿的问题行为，未来可采用教师评定等多方评价

的手段从而获得更加客观、准确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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