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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国的家庭教育从自然状态走向自觉意识,从

私人领域过渡到公共领域,愈益受到个体、社会、国家的重视。本文追溯了改革开放以来家庭教养方式

历史变迁的相关研究,从父母角色演变、亲子关系、隔代教养、阶层等角度探究了中国家庭教养方式的

变化,对改革开放后中国家庭教养方式进行总体的把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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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开始以

经济建设作为中心,逐步建立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体制。随着经济的发展、教育

的普及、技术的迅猛发展与交通运输网

络的日趋发达,中国社会进入快速变迁

与流动时代。与此同时,我国的家庭生活

方式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国自古以

来就崇尚四世同堂的大家庭结构,在亲

子关系上讲究父权,但随着封建制度的

瓦解,新的社会主义国家建立,尤其是

在改革开放后,我国的政治、经济、文

化的发展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家庭教

养方式也在悄然改变。表现为大家庭逐

渐裂变为几个小家庭,亲子关系也逐渐

向民主平等发展,父母角色逐渐转变,

隔代教养方式也逐渐成为大众所反思

的话题,这其中必然有本国社会各方面

因素的影响。 

1 关于青少年家庭教育概念和

研究角度的研究 

国外,“家庭教养方式”与“父母教

养方式”等同,多被翻译为＂parenting 

style＂、＂parenting＂等,教养方式通

常发生在父母和子女之间,由信念、目

标、风格和实践所定义。国内学者认为,

教养方式是指父母在抚养、教育儿童的

活动中通常使用的方法和形式,是父母

各种教养行为的特征概括,是一种具有

相对稳定的行为风格。[1] 

我国许多学者从改革开放以来,将

发展心理学领域的一些新流派、新理论

运用到家庭教养方式的研究中,从不同

的角度、不同的层次,采取各种方法对家

庭教养方式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呈

现出不少新的特点,其中心理学研究成

果较为突出。大多分析的角度比较单一,

缺乏全局性的研究,尤其在家庭教养方

式的历史变迁方面的研究屈指可数,实

际上,搞清楚家庭教养方式的变迁是我

们研究家庭教养方式的基础,可以为我

们今后的研究奠定基石。 

2 亲子关系变化的历史发展

研究 

亲子关系是家庭教育的桥梁,也是

家庭教育研究的逻辑起点。中国自古以

来受到儒家传统文化的影响,父权拥有

绝对的权威,而子女则处于从属地位。

“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观念至今在一

定程度上对中国家庭仍有巨大的影响。

在这种文化下,父母更注重对子女的管

教控制,基本将子女看做自己的私有物

品。亲子关系就更加趋于专制型。 

但在改革开放后,西方的教育观念

传入我国,通过大众媒体等方式影响着

国人的教育观念,尤其是中上层的育儿

观念,他们通过报纸、电视、网络等方式

获取新的教育观念,反思传统的亲子关

系。“以儿童为中心”的教育理念也得到

广泛认同,早期教育逐渐进入大众视野,

注重孩子的兴趣发展也成为许多家庭的

关注点。在亲子沟通时,“讲道理”的方

式开始被父母接受。 

同时,计划生育政策正式实施,少生

优育给人们带来的 大益处在于,人们

对子女的重心由注重经济价值转移成注

重精神价值。随着生活的富裕和子女数

量的减少,父母更加注重对于孩子的健

康成长以及智力、教育的投资、心灵的

关注和沟通等等。 

3 父母角色变迁研究 

“男主外、女主内”的性别分工模

式以及对女性养育功能的强调一直是中

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之一。纵观历史

上关于父亲和母亲的文学作品,后者的

数量也远远多于前者,父亲的角色在家

庭中仿佛是一个边缘人。在父权社会,

父亲作为一家之主,代表着整个家庭的

权威,在整个家庭结构中处于 上层,他

们制定家规,并监督家庭成员遵守家规,

掌握着家庭的生杀大权,因此传统父亲

多半表现出威严甚至是冷漠的形象,致

使孩子对父亲往往敬而远之。但随着改

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大

量的女性进入职场,全职母亲的比例大

幅下降,在解放赋予妇女社会职责的同

时并没有真正消解妇女的家庭职责,女

性的“双重负担”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3.1父职的演变 

我国传统社会中,父亲并未被赋予

参与照顾子女日常生活的责任。传统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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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的建构主要建立在儒家三纲五常的传

统中,父亲在家庭中的地位与帝王对等,

是家庭的统治者。在大众的认知中,父亲

的角色往往是严父,除教导孩子外,不宜

与孩子过分亲近,这也带有明显的长幼

尊卑之意。换句话说,父亲只要承担养家

的责任即可,孩子的抚养是其他家庭成

员的责任。一方面,改革开放后社会迅速

发展,女性获得了更多的工作机会,社会

也需要更多的女性投入工作,当妻子与

丈夫一起承担家庭经济压力时,丈夫自

然应当回归家庭,这就使得父亲需要参

与到家庭教育中,弥补过去母亲对孩子

的陪伴。简而言之,女性走出家庭,就是

男性被要求回家的开始。 

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来,父亲在家

庭教育中的角色越来越重要,随着年青

一代父母学历的提高,他们也越来越意

识到父亲在儿童成长的作用,所以年轻

的父亲会更加主动的投入育儿当中,虽

然如此,在大部分家庭中母亲在教养子

女方面的付出依旧大于父亲,虽然也出

现了全职爸爸的新型角色,但就事实层

面讲,中国的父亲参与教育程度远远低

于西方国家,这也是常常被中国妈妈们

所诟病的“丧偶式育儿”。 

3.2母职的演变 

新中国成立后不久,国家就提出了

“妇女能顶半边天”的口号,这为中国的

妇女解放运动扛起了一面大旗。随着女

性走入社会工作岗位,传统对于女性“相

夫教子”的要求也在逐渐改变,但是女性

主要养育子女的观点依旧是大众普遍认

同的。杨菊华提出,事实上,进入职场的

女性往往难以如同旧社会的女性一样,

一心投入到家庭中,她们难以兼顾家庭

与工作,在社会上常常面临着“性别与母

职的双重惩罚”。[2] 

改革开放后,中国教育几经改革,市

场化改革下集体经济的瓦解导致公共育

儿资源的紧缺,同时随着经济的发展,商

业资本进入教育市场,教育资本化也越

发严重。这无疑不给家庭育儿带来巨大

压力,精细育儿逐渐占据主流的育儿方

式,随着儿童价值的变迁,孩子基本上成

为了每个家庭至高无上的珍宝,育儿工

作以 小的时间单位被规划着,不仅如

此,育儿方式的专业性也要求每一位母

亲要耗费大量的精力研究如何科学育儿,

不仅要满足孩子的物质方面要求,还要

注重心理发展。在精细化育儿的严苛要

求下,母亲不仅要面临职场与家庭的双

重压力、还要应对现代社会中消费主义

与市场经济对母职的商品化塑造,例如

杨可在《母职的经纪人化——教育市场

化背景下的母职变迁》中提出的“母职

经纪人”角色的出现,[3]这些无一不体现

着新时代下对于母亲角色的高要求。 

4 隔代教养的历史变迁研究 

在中国,祖父母参与孙子女的教养

自古有之。古时大家庭的祖母对于教养

孙辈有着较高的话语权,历史学家熊秉

真指出,在传统社会,由于孩子出生时很

多年轻夫妇尚未自立门户祖父母和其他

女性亲属参与一部分照料抚养幼儿的工

作。改革开放后,市场需要大量劳动力填

充,随着双职工家庭的出现,年轻人难以

支撑抚养孩子的责任,越来越多的老人

参与孙子女的养育。此外,城镇化进程的

加快一方面使得一些农村的年轻人在城

市定居,结婚生子后,他们有一部分会将

农村的父母接到城市来辅助育儿,另一

方面,那些无法在城市立足的年轻人会

将他们的孩子送回农村,由父母代为抚

养,只有逢年过节才有可能回家看看,这

就产生了大量的农村留守儿童。在城市

祖父母也依旧十分忙碌,而他们的父母

即孩子的祖父母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都

会帮助他们抚养孩子。 

在教养方式上,祖辈和父辈的方式

往往不完全相同,在这时就会产生一些

不利于家庭和谐的摩擦,围绕育儿的代

际矛盾和冲突时有发生,还有研究指出

在代际合作育儿中甚至出现了老人“保

姆化”的倾向——老人承担大多数家务

而放弃大部分的决策权。李炎的研究发

现,隔代教育下的孩子,其行为控制力,

卫生习惯等普遍较差；缺少关 ,集体观

念淡漠；缺乏正确的学习目的。[4]种种

研究都表明隔代抚养会对儿童心理产生

不利的影响,但这一现象仍在继续扩大,

甚至有愈演愈烈之势。 

5 总结与讨论 

距离改革开放已经过去了四十多

年,在这四十多年间,国人的生活发生

了巨大的变化,家庭教养方式也在发生

巨大的变化,尤其是步入21世纪以来,

在网络信息技术笼罩下成长的一代不

得不说与过去的几代人有着巨大的差

别,10年后,20后出生,这十年间教育的

变化可谓巨大,“母职经纪人”的出现

就很好的论证了时代的飞速发展,在这

十年间,80后父母占据了社会主流声

音,90后父母陆续出现,社会在以我们

无法想象的方式飞速发展着。在这种情

况下,继续套用之前的研究结论是否已

不合时宜。中国家庭教养方式的历史研

究仍旧十分匮乏,希望有学者能够总览

中国家庭教养方式近几十年间的发展,

这需要巨大的时间和精力,但只有详细

的了解过去的经验,才能够对当下的研

究有着更好的把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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