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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教养方式与自我接纳的相关关系实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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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了解初中生家庭教养方式和自我接纳的现状及二者之间的关系，本研究采用

《家庭教养方式问卷》与《自我接纳问卷》，研究对象是河南信阳一所中学的 480

名初中生。将所得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处理，最终得出以下结论：（1）在性别上差异

显著的包括母亲过分干涉和过分保护、拒绝否认以及惩罚严厉，父亲惩罚严厉、拒

绝否认、过分干涉和过度保护几个维度；父亲情感温暖与理解和母亲情感温暖与理

解在年级上的差异达到显著性水平。（2）男生的整体自我接纳水平显著高于女生；

非单亲、非留守家庭中的初中生整体自我接纳水平显著高于单亲、留守家庭。（3）

与整体自我接纳水平呈显著正相关的维度是家庭教养方式中的父情感温暖与理解、

母亲情感温暖与理解；父亲惩罚严厉、拒绝否认、过度保护以及母亲拒绝否认与其

呈显著的负相关。（4）父情感温暖和理解、母情感温暖和理解能正向预测初中生整

体自我接纳水平，父亲惩罚严厉、拒绝否认与过度保护以及母亲拒绝否认起负向预

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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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章 文献综述

1.1 问题提出

1.1.1 研究背景

初中生涯是青春期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作为个体的重要成长时期，不论是

生理还是心理，都在发生巨大改变。初中生的生理、心理逐渐走向成熟，但未完全

成熟，初中阶段是他们身心发展的一个过渡期，相较于生理发展，他们心理成熟的

更缓慢。身心发展的不平衡会演变成为内心的冲突，所以会出现心理方面的问题。

同时初中生在对自我、他人和外界的认知上会发生重大转变，自身和外部环境的矛

盾也会随之产生。作为自我意识形成的关键时期，初中生感知到得到来自于学习和

生活方面的压力越来越大，但他们的问题解决能力跟不上，所以就会产生心理落

差。初中生在面临各种冲突和心理落差的时候，就会陷入无法自我接纳的状态。有

研究指出，初中生的自我接纳与心理弹性、同伴关系、家庭教养方式的关系密切，

其中家庭教养方式对自我接纳有着重要影响。

有研究表明，一个自我接纳水平高的个体，心理更健康。有些父母在教养子女

的过程中，采用了许多不恰当的方式，从而导致他们内心产生消极情绪，以及自我

接纳水平偏低。选择一些不合理的教养方式，会在初中生自我接纳能力的发展过程

中产生负面影响。所以进一步探究哪种教养方式对培养初中生自我接纳水平起积极

作用很有必要。

因此本次研究从初中生家庭教养方式的角度，来探讨其与初中生自我接纳水平

的关系。作为个体行为和认知的重要组成部分，自我接纳与家庭教养方式联系紧

密。本论文旨在通过对初中生家庭教养方式状况和自我接纳水平的研究，探究两者

之间的相关关系，以及家庭教养方式对自我接纳的预测作用，进而寻求提高初中生

心理健康程度的对策，有效地帮助、指导他们做到接纳自我。

1.1.2 研究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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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理论上来说，解析初中生家庭教养方式和自我接纳水平的现状，知晓两者在

人口学变量上的差异状况，并探究它们之间的相关关系，为以后的研究提供一定的

理论依据。

从实践意义上来说，在对初中生家庭教养方式和自我接纳水平特点及两者关系

调研的基础上，有利于提高初中生对自我的认识程度，同时加深对初中生心理状态

的把握。为家庭教育提供一些依据，力争于摸索到最有利于初中生身心健康发展的

举措。

1.2 家庭教养方式的研究综述

1.2.1 家庭教养方式的概念界定

作为一个教育学名词，历年来对家庭教养方式的研究有很多，不同的相关研究

人员对此持有不一的说法。仅仅在表达方面，存在“家庭教养方式”和“父母教养

方式”两种。叫法虽然有差别，但它们的含义是相同的。Daring 和 Steinberg 认为，

家庭教养方式具体表现为将父母对孩子的感情、持有的教育观点，和实际采用的方

法三者结合[1]。我国心理学家关颖曾提出，家庭教养方式是指在教育子女时，父母

自决选取的手段和要领[2]。也有学者将家庭教养方式定义为一种行为偏向，多在平

日家长对儿童进行教育时表现出来，曾琦认为它体现的是父母对教育方面的见解，

以及教育方法的展现[3]。张文新指出，当父母面对孩子的时候情境有差异，情感表

达与反映就会有分别，与之对应的就是会呈现不同的教养观点与行为，这些观点和

行为可以定义家庭教养方式[3]。岳冬梅在修订 EMBU 量表的时候提出，家庭教养方

式是父母教养子女时的行为体现，以及父母人格中隐藏的特质和他们对教养的态

度。本研究采用岳冬梅对家庭教养方式的概念界定。

1.2.2 家庭教养方式的维度界定

家庭教养方式里，针对维度的研究有很多。抚育儿童的两种形式，包括要求性

与反应性由心理学家鲍姆令德提出。前者具体表现是：父母在对孩子进行关心爱护

时，能做到充足，在满足孩子内心需要时，务必做到实时。而后者则指在量度、评

价孩子行为时，能有详尽规范的准绳[4]。以上文中的分类为基础，之后有学者提出

将忽略型、权威型、专制型和溺爱型，作为家庭教养方式的四种全新类别[5]。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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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教养方式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学者重点研究惩罚。惩罚被霍夫曼分为两方面:

强制和爱的收回。前者的具体行为是：当孩子犯错时，将接受来自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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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对其身体方面的责罚，或者限制他们的自由。后者可被称为冷暴力，即在

精神上对孩子实施伤害，不理睬以达到忽视和孤立的目的。父亲和母亲作为重要的

家庭成员，也是教养方式的决策者和执行者。由于性别差异，又因为传统的加持，

父亲是支撑整个家庭生计的存在，而母亲则负责调节、维持家庭内部的稳定。现代

社会，虽然不用再死死遵循传统。但不论改变与否，家庭中父母的分工仍旧不同

[6]。在西蒙兹的研究下，母亲教养方式被他分为四种类型:过分保护型、不关心型、

残酷型、放纵型。1990年左右，简单粗暴型、因材施教型、启发引导型、娇纵溺爱

型、放任自流型五种类型的家庭教养方式由关颖提出[2]。1993年，岳冬梅修订了

EMBU,修订之后的问卷更符合中国国情，包括情感温暖理解、惩罚严厉、拒绝否

认、过分干涉、过分保护及偏爱被试维度[7]。本次研究采用的岳冬梅修订的问卷。

1.2.3 家庭教养方式的研究现状

家庭教养方式对青少年的身心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有研究表明当青少年出现

内化问题时，父母正念养育能起到积极作用。具体表现为对抑郁有缓解作用，对自

尊水平有提升作用[8]。也有研究得出结论：在家庭环境中，子女作为初学者，当父

母倾向于使用某种方式处理事情时，子女会被潜移默化地影响，从而在日积月累中

习得此行为。一个充满暴力行为的家庭，时常对配偶和孩子或者他人实施武力的成

年人。孩子在这种环境中成长起来，势必不会成长为一个温和平静的人，难免存在

攻击行为[9]。亲子关系受家庭教养方式的影响。从而有研究提出，个体在使用网络

时的行为表现，受亲子关系的影响[10]。

目前已有的关于家庭教养方式的研究，主要探究其对个体心理健康、人格发展

的影响。积极的家庭教养方式能培养良好的心理品质与人格特征，消极的家庭教养

方式则会降低个体的心理健康水平。

1.3自我接纳的研究综述

1.3.1 自我接纳的概念界定

经过众多学者多年的钻探，发展至今，关于自我接纳的定义有很多种。奥尔波特

最先提出自我接纳的概念。他认为自我接纳是自我意识的一部分，其含义为：坚持自

己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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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不随着外界环境的改变轻易发生摇摆甚至崩塌。

同时认可自己存活于世的价值，不过分夸大以至于自满，也切忌自轻自贱[11]。朱建军

指出意象可成为形容自我接纳的工具，即当事物承载着相应含义出现时，个体能够察

觉到并接受它。即使是负面的，也要以一个积极的心态去面对并接受事件后续的结果。

他同时认为负面情绪的产生，需要的是一个释放的出口，刻意压制反而会适得其反。

所以选择合适的方式释放消极情绪，有助于个体自我接纳[12]。王光辉认为人无法做到

滴水不漏，绝大一部分普通人都是集优缺点于一身。因此要对此有恰当的认识，从心

出发做到自我接纳[13]。丛飞、高文风的观点是个体无论做何种抉择，无非是从自己的

切身利益和情感需求出发。自我接纳也不例外，其最终目的就是达到悦纳自我的境界

[14]。本次研究采用丛飞、高文风对自我接纳的定义。

1.3.2 自我接纳的研究现状

众多学者对自我接纳相关研究的脚步一直在前进。总的来说，倾向于自我接纳与

心理健康的关系研究，心理健康大致包含幸福感、心理障碍和完美主义。心理健康的

关键在于能否做到自我接纳。自我接纳水平低的个体容易出现心理障碍，幸福感也更

低，并伴有完美主义的人格倾向。除此之外，自我接纳与自尊、认知以及人际关系的

研究，也一直在发展。对于自我接纳的跨文化研究和干预研究，虽然存在，但比较少。

1.4 家庭教养方式与自我接纳关系的现状

王子豪、吴真、李洁在探究高职生与自我接纳关系的研究中发现倘若父母过多

地对孩子实行惩罚严厉、拒绝否认、过度保护、过分干涉等教养方式，孩子将长时

间处于一个弥漫着消极情绪的状态里。家庭对他们来说，将不再有归属感，相反是

充满危机的存在。随之而来的就是敏感多疑、悲观厌世，至此悦纳自我遥不可及

[15]。王涛的研究选取的被试是大学生，在贫困大学生自我效能感和自我接纳与家庭

教养方式的关系研究中，他得出结论，与子女的自我接纳是呈正相关的是父母情感

温和与理解。这表明对贫困大学生来说，在家庭中当父母对其倾注更多的精力，并

注重他们之间的情感交流时，子女将更容易做到自我接纳[16]。总之，良好的家庭教

养方式有利于个体自我接纳能力的提高。查阅文献，我发现针对家庭教养方式和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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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接纳的研究中，研究对象多为高中生和大学生，但关于初中生家庭教养方式与自

我接纳关系的研究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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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章 研究设计

2.1 研究假设

本研究提出假设如下：

（1）在是否单亲、年级、性别及是否留守人口学变量上，初中生家庭教养方式

存在差异。

（2）初中生自我接纳水平性别、是否留守、是否单亲及年级人口学变量上存在

差异。

（3）初中生家庭教养方式各维度与自我接纳水平存在显著相关。

（4）初中生家庭教养方式各维度自我接纳水平存有预测作用。

2.2 研究对象

本次研究以河南信阳一所中学的 450名学生为研究对象，采用《家庭教养方式

问卷》(EMBU)和《自我接纳问卷》（SAQ）进行问卷调查。经过仔细筛选，剔除

有问题的部分，最终得到问卷 433份，有效问卷率为 96.22%。详情见表 1：

表 1初中生人口学分布(N=433)

变量 类别 频数 百分比（%）

男 252 58.20
性别

女 181 41.80

初一 152 35.10

初二 150 34.60年级

初三 131 30.30

是 37 8.50
是否单亲

否 396 91.50

是 142 32.80
是否留守

否 291 67.20

2.3 研究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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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1 家庭教养方式问卷

以上内容仅为本文档的试下载部分，为可阅读页数的一半内容。如

要下载或阅读全文，请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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