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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心理卫生 ·

父母冲突对儿童发展影响的研究概况 (综述 )

邓世英①　赵梅②　郑日昌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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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 : B84411　文献标识码 : A　文章编号 : 1000 - 6729 (2006) 09 - 0575 - 04

　　冲突是指两人或多人之间的不一

致 [ 1 ]。在一个家庭中 , 夫妻之间产生冲

突以后 , 如果双方对冲突采取不恰当的

表达方式或处理方式可以导致对对方的

敌意、攻击。父母之间的冲突对于儿童

的适应会产生非常不良的影响。西方学

者对此进行了大量的研究 , 证实了高水

平的父母冲突直接或者间接地影响到了

儿童的身心健康 [ 2 ]。八十年代的大部分

西方研究虽然有很多重要的发现 , 但只

有极少数研究者对父母冲突与儿童适应

发展之间的联系及其具体作用机制进行

了探讨 , 相关理论的研讨在九十年代才

被提上日程。本文对九十年代以来西方

学术界对于父母冲突对儿童发展影响的

的理论模型、测量工具、主要研究发现

和应用成果进行了回顾和介绍。

1理论模型

一是 Grych和 Fincham 1990年提出

的认知情景模型 [ 3 ] , 二是 Davies 和

Cumm ings 1994 年提出的情绪安全假

说 [ 4 ]。这两种理论假设被广泛地运用于

确定研究方向和选取研究方法上 , 并得

到大量研究结果的支持 [ 5 - 7 ]。

111认知情景模型

在大量文献研究的基础上 , Grych

和 Fincham提出了父母冲突与儿童适应

性发展之间的认知情景模型 (图 1)。

该理论认为这个应对过程主要有两

个按照信息处理的优先顺序决定的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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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 : 初级加工阶段和二级加工阶段。初

级加工阶段是儿童对信息进行粗略加工

的阶段。在这个阶段 , 儿童需要判断所

发生事件的性质 (好 /坏 )、是否对自身

构成威胁 , 以及判断她 / 他本人是否与

该冲突事件有关。在二级加工阶段 , 儿

童则对整个事件的前因后果进行深入的

分析并形成具体的应对措施。该模型强

图 1　儿童对婚姻冲突反应

的认知情景框架 [ 3 ]

调 , 儿童对冲突的感知和评价影响着冲

突给他 /她带来的影响。儿童对冲突的

认知加工和应对行为是由冲突的特点和

情境因素共同作用的 , 包括儿童过去的

相关经验、自身特定的气质类型、当时

的情景氛围、儿童性别、期望以及当时

的情绪状态等。这些因素对初级加工阶

段和二级加工阶段都会产生影响。在认

知加工的基础上 , 儿童会产生一定的情

绪反应 , 情绪和认知加工决定了儿童的

应对行为。而很多情况下 , 儿童对父母

间发生冲突时的特定反应又转而影响到

父母间的冲突。

112情绪安全假说

鉴于儿童往往对父母冲突首先产生

的强烈情绪反应 , Davies and Cumm ings

认为 , 儿童在父母冲突下的调整过程

中 , 情绪是一个重要的变量 , 因此情绪

安全假说着重考察了在冲突关系中儿童

对自己情绪变化的控制。

情绪安全假说是建立在 认知情景

模型和 Bowlby的依恋理论基础之上的 ,

Davies和 Cumm ings更强调儿童对冲突

做出反应时情绪上产生的安全感 ( Emo2
tional security) , 情绪安全感来自于儿童

对父母冲突产生的过往经验 , 它决定了

儿童对当前发生的父母冲突会做何种反

应 , 这些反应模式会逐渐内化 , 成为父

母关系在儿童心目中的表征 , 进而影响

到儿童长远的身心健康发展。情绪安全

假设更强调儿童情绪反应的强度 , 儿童

对于自身情绪反应的管理 , 以及家庭中

存在的其它情感联系 (比如亲子关系 )

的影响。根据 Davies和 Cumm ings的情

绪安全假说 , 父母双方或一方如果与儿

童亲子关系不良 , 会更加恶化父母冲突

对儿童发展的影响。反之 , 良好的亲子

关系可以化解由于父母的矛盾冲突给儿

童带来的不安全感 , 从而保护儿童在冲

突的家庭环境中正常生活。亲子关系在

儿童应对父母冲突的情景中起到了至关

重要的调节作用。

2父母冲突水平的主要测量工具

该领域使用的各种调查量表与问卷

中 , 儿童报告是收集父母冲突数据的一

个重要途径。双亲冲突儿童知觉量表

(Children’s Percep tion of Interparental Con2
flict Scale , CP IC) [ 8 ]是最常用的工具之

一。父母亲的自我报告偶尔也被采用 ,

但应用不是很广泛。 Kitzmann 等人发

现 , 与父母报告相比 , 儿童报告的父母

冲突更有效地考察儿童的身心健康发展

情况 , 说明研究父母冲突对儿童的影响

时 , 最好用儿童报告 [ 9 ]。

观察法是收集双亲冲突数据的另一

种方法 , 但由于观察法的操作不易、费

用较高 , 应用也非常有限。在这里我们

主要介绍两种 : 父母冲突儿童知觉量表

和父母亲问题列表。

211 父 母 冲 突 儿 童 知 觉 量 表

(CP IC)

父母冲突儿童知觉量表在该研究领

域内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它是由 Grych

等在认知情境模型的理论基础之上发展

起来的。该量表共有 48个陈述性的描

述 , 在施测时要求儿童表明自己对每个

陈述的赞同程度 (赞同 ; 部分赞同 ; 不

赞同 )。因素分析显示该量表包含三个

分量表 : 分量表一测量那种高频率的、

伴随敌意和攻击行为的以及没有被良好

解决的冲突 ; 分量表二测量当父母冲突

发生时 , 儿童感知到的受威胁的程度以

及儿童觉得自己能够应付的程度 ; 分量

表三测量与儿童有关的冲突发生的频次

及儿童因此自责的水平。

212父母问题列表 ( PPC)

父母问题列表是父母自我报告夫妻

冲突的量表 , 由昆士兰大学的 Dadds及

其同事编制而成 [ 10 ]。PPC有 16个条目 ,

主要用于测量父母亲在抚养子女方面的

沟通和协作上存在的问题以及问题的严

重程度。父母亲被要求在 16个条目上

回答 “是 ”或者 “否 ”。其中有 6个条

目是关于父母亲在训练儿童行为方面是

否存在分歧 , 6个是关于在抚养儿童过

程中是否存在明显的冲突 , 还有 4个条

目涉及到父母是否刻意去破坏对方和儿

童的关系。尽管有以上这样三个纬度的

划分 , 但是大量对该量表因子分析的结

果表明这 16个条目都只共同地反应了

一个纬度。因此在实际研究中 , 这个量

表只使用一个 16个条目共同的总分 ,

而并没有按照各个分量表分开使用。

3九十年代主要研究结论与趋势

自九十年代以来 , 研究者们开始区

分父母冲突对儿童身心健康发展所造成

的不同影响。例如 , 父母冲突可以很好

地预测到攻击行为、与不良青少年的交

往 , 以及吸毒行为 [ 11 ]。此外儿童的内

在问题行为如抑郁、焦虑、退行和低自

尊皆受到父母冲突的极大影响。另外 ,

早期父母冲突还可以很好地预测儿童在

同伴交往过程中是否处于被欺负和调侃

的角色中 [ 12 ]。

第二个研究新趋势是关于父母冲突

对儿童的身心健康发展所产生的即时和

长期两种影响 , Forehand等人认为 , 作

为家庭危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 父母

冲突对儿童身心健康发展造成的即时或

长期的影响 , 主要取决于具体研究的行

为类型。比如家庭危机与当时的问题行

为的关系并不大 ; 但家庭危机对儿童当

时或以后的学业成绩都会有影响。Har2
old等人的研究表明父母冲突使得儿童

对父母关系和亲子关系感到不安全 , 1

年以后的追踪表明 , 这两种不安全感影

响了儿童的内隐和外显型行为 [ 13 ]。

Kinsfogel和 Grych发现 , 从小目睹的父

母间冲突越多 , 青春期越容易在恋爱关

系中表现出攻击性行为 , 并认为这种行

为是正常的 [ 1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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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ighbors等人发现父母冲突能够预

见男孩当时的反社会行为 , 却不能很好

地预测未来的行为 [ 15 ]。对此类研究尚

无明晰的结论 , 需要更多的研究来解决

这些问题。

第三个主要趋势是性别差异。Da2
vies和 L indsay认为 , 在父母冲突与内隐

型问题行为的关系问题上 , 女孩比男孩

更容易受到父母冲突的影响 [ 16 ]。Vande2
water和 Lansford也证实 , 父母所给予的

温暖在家庭冲突和女儿的心理健康之间

充当了一个中介的作用 , 但是同样的模

式在男孩身上却得不到证实 [ 17 ]。O s2
borne和 Fincham 研究发现 , 母子关系

比父子关系更容易受到儿子对父母冲突

知觉情况的影响 , 但对女儿来说 , 母女

关系和父女关系 , 受这种知觉的影响都

不大 [ 18 ]。

九十年代的第四个新趋势是致力于

保护性因素的研究。Fincham 和 O sborne

认为 , 实际上真正由家庭冲突导致的儿

童问题行为只占 10%的比例。由于一些

保护性因素的存在 , 即使是生活在高冲

突家庭中的儿童 , 也不一定就会产生更

多的身心发展问题 [ 19 ]。如前所述 , Da2
vies和 Cumm ings的情绪安全假说强调

了亲子关系的保护性作用。Grych等人

的实证研究也证明了这一关系。儿童和

父亲的良好关系是一个重要的保护性因

素 , 儿童如果和父母关系良好 , 则不容

易受到父母冲突带来的负面影响 [ 20 ]。

其次 , 父母对儿童的监管是另一个

重要的保护性因素。当父母之间冲突激

烈的时候 , 不良的家庭环境可能将儿童

推向家庭外的社会交往 , 从而增加了儿

童跟不良青少年交往的机率 , 而父母对

儿童的密切监管则可以减少这些不良行

为的发生。Davies等人根据父母之间的

婚姻状况、父母双方协同教管儿童的状

况和亲子交互的好坏将家庭分作凝聚

型、疏散型、瓦解型和充足型 , 横向的

数据分析和 1年的追踪都表明 , 来自瓦

解和疏散家庭的儿童比凝聚型家庭的儿

童报告了更多的不安全感 , 以及更多的

内隐和外显型问题行为 [ 21 ]。

除此之外 , 良好的同伴关系也可能

是一个重要的保护性因素。研究证明 ,

良好的同伴关系往往伴随着低水平的问

题行为和更好的心理健康状况。然而 ,

也有研究者发现 , 在双亲冲突和儿童问

题行为的关系中 , 同伴关系起不到改善

的作用。W asserstein等人的研究结果则

显示 , 来自于密友的支持能够缓解父母

冲突对儿童的不良影响 , 而一般性交往

则没有这种作用 [ 22 ]。

4应用成果

鉴别出保护性因素能帮助干预人员

制定有效的方案 , 以帮助儿童免受父母

冲突导致的负面影响。在这方面的应用

方案可以通过家长、儿童或家庭整体来

进行。西方文献在这个领域里的应用方

面积累了大量的成果和经验 , 在这里我

们只简要地介绍两个比较成功的实例 :

离异分居家庭儿童方案和巩固家庭计

划。

411离异分居家庭儿童方案 ( kids

in divorce and separation Program, KIDS)

离异分居家庭儿童方案并不直接针

对儿童 , 而是针对那些因夫妻冲突而分

居或者已经离婚的父母 [ 23 ]。它是面向

父母的 4小时心理教育方案 , 实际上遵

循了传统的心理治疗的模式。这种方法

旨在教育父母更多地了解冲突、离异对

儿童成长的不利影响 , 教给父母们一些

关于父母冲突与儿童适应性发展关系的

科普知识 , 提供解决冲突的积极有效的

方式。结果表明 , 参与者参加该方案以

后有积极的转变。

412巩固家庭计划 ( The Strengthe2
ning Fam ilies Program s, SFP )

许多研究者极力主张把家庭作为一

个整体来进行干预 , 而不是单对儿童或

家长。巩固家庭计划旨在减少家庭中对

儿童成长不利的危险性因素 , 强调教会

父母用适当的奖励来强化儿童的良好发

展 , 同时也要求儿童要学习新的行

为 [ 24 ]。1999年 , Boyle和 Farley用 SFP

(专为 6 - 12岁儿童设计的 ) 对问题儿

童进行了为期十二周的干预方案 , 调查

表明 , 不论是父母之间的冲突 , 还是儿

童自身的问题行为都有显著性减少。

5小结

从该领域的大量研究可以看到 , 父

母冲突对儿童适应问题产生了重要的影

响。但是现有的研究中仍然存在一些模

糊和需要进一步研究探讨的地方。

第一 , 大部分研究集中在父母冲突

的全部过程 , 只有少数关注冲突应对的

特定阶段。比如 , 婚姻冲突的不同表现

形式、对于婚姻和家庭的意义以及此类

冲突的后果都大不相同。一些夫妻虽然

经常争执 , 但他们喜欢这种开诚布公 ,

争执的结果可能是正向、积极的。通过

对冲突表现形式和处理方式的准确具体

的描述 , 可以更好地理解父母冲突与儿

童发展结果之间的关系。

其次 , 已有的研究结果显示父母冲

突对儿童发展结果的长期和短期影响不

太一致 1因此需要考虑这种不一致的原

因。儿童 (或父母 ) 的性格 , 气质类型

也许是产生差异的可能因素。此外 , 亲

子关系在儿童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在东西

方的研究文献中都被大量认可 ; 亲子关

系是否也对这种长期或者短期影响起到

了作用 ? 例如 , 一个可能的假设是 : 良

好的亲子关系也许导致了父母冲突对儿

童发展的影响非常短暂 , 儿童可以由于

良好亲子关系的补偿作用而很快恢复到

正常的发展上来 ; 或者 , 不良的亲子关

系会加剧父母冲突带来的恶果 , 而导致

这种不良后果长时间持续 ? 这些都是探

索潜在保护性因素的一个重要研究方

向。

最后 , 现有的文献缺乏跨文化的比

较研究。家庭对个体的影响力随社会文

化的不同而不同 , 某个特定种族的文化

特征或者信仰也许可以帮助儿童抵制不

良的影响。跨文化研究可以帮助我们更

好地理解父母冲突对不同种族群体的不

同影响 , 并有助于在预防和干预中根据

文化背景采用更为有效的策略。尤其对

于中国学者 , 研究传统和现代中国文化

中的特定背景在儿童发展中的作用 , 了

解其中可能带来的特殊的保护性因素 ,

对于我们更进一步了解父母冲突对儿童

发展的影响并做出适当的干预有着极为

丰富的学术和社会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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