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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每个家庭在养育孩子过程的不同方面,都存在着过度教养。孩子在面对教养方式的两个指标“回应”和“要求”中,必须承担父母的

担心、压力、焦虑与期望。当孩子在面对高压力时导致焦虑升高,使本应该成长为独立人格的孩子,在社会化过程中发展出不同的自我能效感。

过度教养源于父母成长环境的综合作用,其作用结果是导致自我能效感失衡的父母对孩子教养的强加与再现。本文以综述的形式,从个体特征在

认知发展论观点、社会学习论观点和生态学论中微小系统观点的角度,讨论个体形成不同的自我能效感关系；从国家统计局大数据中,就人口与

家庭、升学竞赛、数字化环境和自我能效感的形成方面,分析过度教养背后的原因。希望个体从体会“需要”与“被需要”和适当放低焦虑两

方面,识别有否被“过度教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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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成长的阶段中,您有这样的经历吗？讨厌风险,无论是在商店、户外,

还是上学、放学,都希望孩子随时处于你的视线范围之内,如果不能,则需

要一小时或固定时间中与他们通话,以确保安全；父母希望知道每天你都

在做什么；曾经你在玩什么、学什么、追求什么以及要达到什么标准,甚

至选择上什么大学、学习什么专业、未来从事什么职业,都是经过父母的

选择；生活中,你从父母身上感受到的情感温暖和理解很多还是比较少；

你长大后父母为之包办生活后勤,他们努力为你操刀他们还可以为之所做

的一切。你有过掌控孩子的生活或被自己的父母掌控的经历吗？ 

世界上最不需要岗前培训,也是永远不能辞职的工作就是“为人父

母”。每个“为人父母”的成长过程中,童年期以前的阶段基本上是由基因

决定的,在任何一个社会文化都差不多,但在不同生产力水平阶段的社会

成长背景下,每个“为人父母”对孩子的教养都有着不同目标和方式。是

什么推动着“为人父母”对孩子的教养方式？不同的教养方式后,他们将

形成怎样的行为特征？ 

1 个体特征的形成 

个体特征可表现于许多环境的、相对持久的、一致而稳定的思想、情

感和动作的特点,它表现一个人人格的特点的行为倾向——人格。个体稳

定的、区别于他人的心理品质,是构成个体思想、情感、行为的特有模式。 

人格特征的形成受个体的遗传与成长环境的影响,以及意识决定行为

还是无意识决定行为。人格特征的形成过程,主要是从它的发生、发展和

活动规律等方面来寻找切入点,在自然性、约束性及社会性等教养氛围和

成长环境的作用下,形成健康的人格,最终成为具有自我适应和他人可接

受的独特人格。各种人格特征有有利和不利于身心健康的一面,例如：孤

独、抑郁、情绪不稳定、易冲动等。良好的人格特征对一个人的能力发挥

或发展具有积极的导向作用,比如健康、成就、良好的人际关系等。通过

对同卵双生子的跟踪研究,同卵双生子被认为在遗传方面是相同的前提下,

把他们分开在不同环境中养育,敏感的环境因素使他们在智力和性格的发

展上有所不同。那么,环境在个体成长对其特征形成,在意识决定行为还是

无意识决定行为上起着重要作用。 

2 教养方式与个体特征关系 

父母作为儿童出生后第一任成长老师,也是长期陪伴的至亲兼朋友,

父母的教养方式在人格特征发展上起到决定性作用。在抚养和教育孩子的

过程中所表现出的相对稳定心理和特征,是父母的教养观念、教养行为及

其对儿童情感表现的一种组合方式。比如：父母教养比较民主,则孩子独

立、大胆、机灵、善于与别人交往协作,有分析思考能力；父母过于严厉,

经常打骂,孩子则顽固、冷酷无情、倔犟或缺乏自信心及自尊心；父母过

于溺爱,孩子就任性、缺乏独立性,情绪不稳定、骄傲；父母过于保护孩子,

则孩子被动、依赖、沉默、缺乏社交能力；父母教养意见有分歧,孩子就

警惕性高,两面讨好,易说谎,投机取巧；父母支配型教养孩子,孩子就顺

从、依赖、缺乏独立性。 

在儿童认知发展与父母教养方式的相关性研究中,通过对其父母进行

儿童行为问卷和父母教养方式问卷的调查,对结果进行综合分析发现：父

母的教养方式影响儿童的良心认知,父母的关心和控制能够正向影响儿童

情感,而惩罚和暴力因素则会负向影响儿童的情感认知。在父母教养方式

与青少年犯罪的研究中得知,家庭教养方式不当是与犯罪心理形成关系最

为密切的因素之一。研究者通过父母教养方式问卷EMBU对青少年犯人的父

母教养方式进行了研究。王国丽的研究表明：未成年犯与学校组学生的父

母教养方式在父母情感温情与理解因子上差异非常显著(P<0.01),在惩罚

严厉和拒绝否认两个因子上差异极为显著(P<0.001)。说明未成年犯父母

对孩子缺乏情感关爱,多采用惩罚、拒绝否认已经过分干涉与过度保护等

不良教养方式。 

 

(全国未成年犯罪人数与其教育程度的比) 

(2016年1月1日至2017年12月31日) 

随着社会的发展,我国未成年人权益司法保护的推广,一组关于未成

年人犯罪的数据给了我们真实数据信息。2016年1月1日至2017年12月31

日,全国法院新收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中,被告人以初中生为主,占比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