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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儿童外化行为主要包括攻击行为，网络成瘾行为，物质滥用行为等。本研究在以往文献的基础上，分析了父

母消极养育对儿童外化行为的影响机制。父母消极养育不仅会直接导致儿童产生外化行为，还会通过儿童情

绪失调和自我控制两种影响机制间接导致儿童的外化行为。关注父母的消极养育行为，并探讨其对儿童外化

问题的影响机制，有助于从父母养育行为的角度为儿童外化问题的早期干预及改善提供理论依据。

关键词｜父母消极养育；儿童；外化行为

Copyright © 2021 by author (s) and SciScan Publishing Limited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a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1  引言

儿童外化行为或外化问题（externalizing problem）是儿童外在的反社会性行为问题［1］。常见的外化

行为有攻击行为、网络成瘾行为、物质滥用行为等。攻击行为是指个体故意伤害他人的行为［2］，可能

会给他人和社会带来巨大的伤害。人们对陌生人甚至亲近的人都会表现出攻击行为。个体在愤怒的情绪

下容易产生攻击行为，甚至有时会攻击那些没有激怒他们的人。比如，在受到老板的侮辱性评价后，人

们更有可能把他们冲动性的攻击行为发泄到无辜的同事或家人身上［3］。自我控制失败是导致个体产生

攻击行为的一个常见原因，当人们的自我控制能力耗尽时，他们就无法压制住自己的攻击性冲动，从而

导致他们更容易攻击他人［4］。研究者认为，人们会通过直接或间接的经验来学习攻击行为。对儿童来说，

最常见的学习情境是家人或同龄人所营造的攻击性情境。父母频繁使用消极的攻击性养育策略，往往会

引起儿童类似的攻击行为［5］。此外，研究者认为网络成瘾是一种冲动性控制障碍，是个体缓解压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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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方式［6］。这种网络行为依赖（Internet behavior dependence）是个体认知反应失调的表现，个体可以

通过认知行为干预加以纠正［7］。Chang 和 Law（2008）提出，问题成瘾的特点是：（A）个体强迫性地

使用互联网；（B）在限制个体使用时会出现戒断症状（withdrawal symptoms）；（C）个体在网络活动

中寻求安慰或夸大快乐；（D）对个体的学业或社交活动产生负面影响［8］。基于以往研究，本研究探索

父母消极养育对儿童外化行为的影响机制。有助于更全面地理解父母消极养育对儿童外化问题的影响机

制，对改善亲子互动、促进儿童的健康发展具有深远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2  父母消极养育对儿童外化行为的直接影响

根据自我效能感理论和成就的期望价值理论，个体童年时期遭受的消极养育会导致随后的行为问

题［9］。父母的消极养育和孩子的问题行为之间存在一种不断升级的恶性循环［10］。当儿童表现出不当行

为时，父母很可能会采取消极的方式来回应，此时孩子的反应可能是改正或承诺改正不当行为，但也会

产生愤怒、怨恨的情绪或者故意表现出一个“坏孩子”的形象。这就在儿童心中种下反社会行为的种子，

很可能导致“二次越轨”行为［11］。此时，父母会加强对儿童的消极管教，从而进一步增加了儿童反社

会行为的风险。因此，父母长期使用消极的控制策略会导致儿童更多的外化问题。此外，负面消极养育

不仅削弱了儿童的整体价值感，还打击了他们在学业和行为方面自我概念的健康发展。受到打击的儿童

会产生学习能力或行为能力低下的感觉，会进一步刺激儿童按照这些消极的信念行事，从而助长了恶性

循环，导致儿童学业失败和更严重的外化问题。

宋明华等（2017）基于家庭生态系统理论探究了父母教养方式对初中生攻击行为的影响，他们以

631 名初中生为被试发现，消极父母教养方式对攻击行为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12］。根据社会认知理论，

榜样的力量很重要，因为树立榜样是“传递价值观、态度、思想和行为模式最有力的手段之一”［13］。

儿童可能会通过观察来学习父母的暴力行为，认为自己也可以对其他家庭成员施加攻击行为。父母对孩

子使用的攻击行为越多，孩子对他人进行攻击行为等反社会行为的可能性就越大［14］。因此，使用攻击

行为的父母迟早会成为攻击行为的受害者。此外，根据父母接纳 - 拒绝理论，父母的温暖通过积极的养

育行为表现出来，比如亲吻、拥抱、赞扬和赞美；而消极养育中的父母拒绝一方面表现为敌意和攻击性，

另一方面表现为父母的冷漠和忽视。该理论认为，孩子感知到的父母拒绝通常对其心理发展功能产生消

极的影响。被父母拒绝的孩子往往更具有敌意和攻击性［15］。此外，父母消极养育与儿童的网络成瘾行

为有关。Hsieh 等（2016）对网络成瘾的研究表明，父母消极养育是网络成瘾等行为问题的重要预测因

素之一［16］。父母的消极养育导致儿童无法从父母身上得到支持，而互联网可以满足儿童对社会认同、

社会支持以及归属感的需求。因此，儿童就会从虚拟世界里的互动经历中寻求社会支持［17］，长此以往

就会导致儿童的网络成瘾行为。

3  父母消极养育对儿童外化行为的间接影响

3.1  情绪失调的中介作用

情绪调节（emotion regulation）是指儿童管理自身产生情绪、调整强度和进行表达的过程［18］。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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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调的儿童会表现出与目标或情境要求不一致的情绪反应［19］。消极的父母行为可能是儿童情绪失调和

PIU 的风险因素。在父母支持较少的家庭环境中长大的儿童往往报告更高的情绪失调［20］。父母的消极

养育不能提供一个充满温暖和支持的家庭环境，无法在孩子需要的时候提供足够的照顾，长此以往，导

致儿童难以调节自己的情绪、无法专注于任务和从事目标导向的行为［21］。此外，父母通过消极养育表

现出的敌意可能会引起儿童情感上的过度唤醒，进一步削弱他们的调节能力［22］。父母消极的养育行为

会使孩子认为父母不爱自己，导致孩子形成不安全的亲子依恋，不利于培养孩子的情绪调节能力。根据

一般犯罪理论，缺乏自我调节能力可以预测个体的成瘾行为［23］。研究发现，儿童的情绪调节困难会导

致儿童网络成瘾［24］。情绪失调的个体过度依赖单一的技巧，无法选择与特定环境相一致的情绪反应策

略［25］，而儿童通过沉溺于各种网络活动可以寻求安慰或快乐［8］，他们有可能通过实施成瘾行为来减少

负面情绪［26］。所以情绪失调的儿童很有可能出现成瘾行为等外化问题。

3.2  自我控制的中介作用

自我控制（self-control）涉及到个体如何抑制主导反应、激活从属反应、制定计划和检测错误的能力，

以及个体的情绪调节、思想抑制和行为控制等多种不同反应，是个体调节能力的一个指标［27］，与各种

积极的结果有关［28］。自我控制对个体的发展过程起到重要作用，自我控制能力强的个体能根据需要自

发地控制他们的注意力和行为，具体表现为：（A）调节消极的思想和情绪，（B）应对压力大的情境，（C）

集中和保持注意力，（D）完成具有挑战性的任务，（E）将他们的注意力从痛苦的目标转移到更积极的

目标［29］。而缺乏自我控制的个体更容易产生攻击行为，甚至暴力行为等多种外化问题［30］。母亲敏感、

温暖的养育行为会通过儿童自我控制的中介作用对其发展结果产生积极影响［31］，而母亲的拒绝行为会

导致儿童缺乏自我控制能力，进而导致儿童的“问题行为”［32］。

研究表明，许多问题行为可归因于个体缺乏自我控制能力［33］。父母的消极养育行为，可能损害儿

童的自我控制能力。Floros 和 Siomos（2013）发现，理想的父母教养方式，即父母在照顾和保护子女的

同时也尊重子女的自主性，与子女的网络成瘾行为呈负相关。而消极的父母养育会使儿童的自我控制水

平下降，间接导致儿童沉迷网络［34］。父母的养育行为对个体的自我控制有很强的影响［35］。根据生态

系统理论（Bio-ecological System Theory），个体的适应能力在很大程度上受周围环境的影响［36］。家庭

是个体能够接触到的最早和最接近的环境。采取积极养育的父母为孩子提供情感支持，教导他们遵守规

则，以促进他们自主能力的健康发展，增强他们适应性的自我控制能力；而采取消极养育行为的父母只

对儿童的行为施加了外部约束，忽视了儿童的内在需要，这会阻碍他们自主性的健康发展，导致儿童缺

乏自我调节能力。

当个体想要进行冲动性攻击时，自我控制可以帮助其克服攻击的欲望，按照个人或社会的标准做

出反应。因此，加强自我控制会减少个体的攻击性；相反，破坏自我控制会增加其攻击性。DeWall，

Finkel 和 Denson（2011）提出了一种强调自我调节过程的攻击元理论——I3 理论。I3 理论包括三个过程：

煽动（Instigation）、推动（Instigation）和抑制（Inhibition）。研究者认为，个体想要进行攻击的冲动强

度是由煽动和推动过程所决定的，而抑制过程则决定了攻击冲动最后是否会导致个体的攻击行为［3］。

Anderson 和 Bushman（2002）提出的一般攻击模型（General Aggression Model）将特定领域的攻击理论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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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到了一个简洁、统一的框架中，该理论框架能够解释自我控制能力对攻击行为的影响［37］。一般攻击

模型认为，在社会互动情境中，攻击行为的发展包括三个阶段：（1）个体与情境的输入阶段，（2）内

部状态（情感和认知唤醒）阶段，（3）评估结果阶段。个体的输入是指使个体具有攻击性的持久特征，

价值观，动机和信念。比如，特质性愤怒、神经质和关于攻击的规范性信念都与更多的攻击行为有关［38］，

而高度的执行控制则是阻止个体进行攻击的保护性因素［39］。一般攻击模型的最终阶段是评估结果阶段，

分为评估过程和决策过程。个体对外部环境进行即时评估后，会经历一个受控制的过程，这被称为“重

新评估”。经历重新评估过程后的个体会表现出冲动行为（即表现出攻击）或受控制行为（即不表现出

攻击）［40］。一般攻击模型所提供的框架，有助于理解自我控制过程在帮助个体克服攻击性冲动时所起

到的作用。具体来说，个体在自我输入和情境因素上的差异削弱或增强了自我控制的程度，产生了一种

情感和认知唤醒的内部状态，最后经过评估决定是否表现出攻击行为。

自我控制，即个体控制或调节情绪、认知和行为的能力，是各种能力的核心［41］。缺乏自我控制能

力的个体具有冲动、爱冒险、目光短浅、反应迟钝和沉默寡言等特点［42］。自我控制能力低的儿童追求

即时满足，更容易迷恋短期的利益，更喜欢走捷径，喜欢冒险。这样的儿童可能无法抵挡互联网的诱惑，

进而过度使用互联网资源，也无法预防网络成瘾，从而在网络上花费太多时间，最后沉迷于网络［43］。

4  研究展望

近年来，研究者对儿童外化行为的研究主要聚焦于同伴因素对儿童外化行为的影响，对父母养育行

为影响儿童外化行为的考察关注较少。本研究通过梳理以往文献，回顾了父母消极养育行为和儿童外化

行为（主要是攻击行为和网络成瘾行为）的研究，分析了父母消极养育对儿童外化行为的影响机制。未

来研究可以从父母行为的不同角度对儿童外化行为的影响机制进行考察。此外，父母消极养育行为对儿

童内化问题的影响机制也值得关注。未来研究者可以从专业的角度澄清父母养育行为对儿童内外化问题

的影响机制，促进儿童身心健康发展，为广大家长提供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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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hildren’s externalizing behaviors mainly include aggression, Internet addiction, substance 
abuse and so on. On the basis of previous literature, this study analyzed the mechanism of negative 
parenting on children’s externalization behavior. Negative parenting not only leads to children’s 
externalization behaviors directly, but also leads to children’s externalization behaviors indirectly through 
children’s emotional disorders and self-control. Focusing on parents’ negative parenting behavior and 
probing into its mechanism on children’s externalization problems are helpful to provide theoretical basis 
for early intervention and improvement of children’s externalization problem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arents’ parenting behavi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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