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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本研究探讨了父亲教养方式与农民工随迁子女心理健康的关系，选取杭州市某小学4-6年级学生为样本。结果表明，

父亲的情感温暖与理解有助于儿童情绪调节，但影响较为间接；负面教养方式如惩罚、严厉、过度干涉等显著加剧儿

童焦虑、孤独和敏感等心理问题。性别、学习成绩和家庭收入等因素显著影响父亲的教养方式，男孩、独生子女和成

绩较好的孩子通常获得更多情感支持。心理健康较差的学生面临过度控制与缺乏情感支持，心理健康较好的学生则受

益于父亲的情感支持。研究为家庭教育和心理干预提供了理论依据，建议调整父亲教养方式以促进农民工随迁子女的

心理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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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This study explor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athers 'parenting style and the mental health of migrant 

workers' children, taking grade 4-6 students from a primary school in Hangzhou as a sample.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emotional warmth and understanding contribute to children's emotional 

regulation, but the influence is indirect; negative parenting methods such as punishment, severity and 

excessive interference significantly aggravate children's anxiety, loneliness and sensitivity. Factors 

such as gender, academic performance and family income significantly influence fathers' parenting 

style, with boys, only children and better achieving children generally receiving more emotional support. 

Students with poor mental health face excessive control and lack of emotional support, while those 

with better mental health benefit from their fathers' emotional support. The study provides a theoretical 

basis for family education and psychological intervention, and suggested to promote the mental health 

of children of migrant work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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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随着城镇化进程加快，农民工随迁子女逐年增加。据《中国农村教育发展报告（2020-2022）》显示，2022年义务教育阶段农民工

随迁子女达到1199.20万人，比2005年增长30.83%[1]，其中小学生为777.93万人。大规模农村劳动力迁移导致家庭结构变化，许多孩子

随父母进入城市，面临情感、学业和人际关系等方面的心理挑战 [2]。研究表明，尽管孩子与父母同住，因父母工作繁忙、经济压力大、

教育方式不当及缺乏关注，孩子的心理健康仍存在风险。由于语言和文化差异，他们常难以适应新环境，产生自卑、排斥等情绪，影响

心理健康和学业成绩 [3][4][5]，并因文化背景差异在课外活动中遭遇排斥，社交困难显著 [6]。

父母的教养方式对儿童心理健康至关重要 [7]。研究表明，温暖支持性的教养有助于儿童自尊心、情感调节和社会适应能力 [8]，而专

制、纵容等方式则可能引发行为问题 [9]，过度干涉和惩罚性教养与心理问题密切相关 [10]。由于农民工父母长期劳累，常忽视孩子的情感

需求，导致情绪调节、学业表现和人际交往困难。因此，研究父母教养方式与农民工随迁子女心理健康的关系，对于改善这一群体的心

理健康具有重要意义，为教育政策和心理干预提供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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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方法

（一）调查对象

选取杭州市某所随迁子女小学的4-6年级学生，在获得学

校、家长和学生同意后，课堂统一发放问卷，学生自行填写并当

场回收。发放503份问卷，回收有效问卷483份（96.02%），平

均年龄10.82岁（标准差 =0.92）。

（二）研究工具

（1）基本情况：学生性别、年龄、年级、独生子女情况、成

绩排名和收入水平等。

（2） 儿童心理健康状况：采用中小学生心理健康量表

（MHT）[11]，该量表广泛应用于评估学生的心理健康，包括100

条目，回答“是”得1分，“否”得0分。包括学习焦虑、躯体焦

虑、人际交往焦虑、孤独感、恐惧焦虑、敏感性倾向、自责倾向

和冲动倾向分量表。分量表超过8分可能存在心理问题。

（3）教养方式：采用儿童父母教养方式问卷中文版（Egna 

Minnen Av Bardndosnauppforstran for Children, EMBU-C）评

估。该问卷是由岳东梅等人于1993年修订 [12]。该问卷通过两种

版本评估父亲和母亲。父亲包括58个条目，六个因子：情感温暖

与理解、惩罚与严厉、过度干涉 、过度保护、拒绝与否认和偏爱

被试。母亲包含57个条目，五个因子：情感温暖与理解 、惩罚与

严厉、拒绝与否认、过度干涉与过度保护和偏爱被试，采用四点

Likert 评分（1= 从不，4= 总是）。

（三）数据分析

采用双人录入法在 SPSS22.0上对数据进行整理分析。采用 t

检验和多样本均数比较和相关性检验。

二、研究结果

（一）不同人口学特征的农民工随迁子女心理健康状况比较

女生的 MHT 得分高于男生（t=12.459，P ＜0.001）。独生

子女和非独生子女在 MHT 得分上差异没有统计学意义。学习成

绩较好的学生心理健康状况较好（F=13.57，P ＜0.001）。5年级

和6年级学生的 MHT 得分低于4年级（F=5.26，P ＜0.01）。家

庭收入较高者心理健康得分较低（F=3.76，P ＜0.05）。

（二）不同人口学特征的农民工随迁子女父亲教养方式比较

男生在情感温暖、惩罚与严厉等方面得分高于女生（t=-

1.86，P ＞0.05）， 其他因子两者差异没有统计学意义；独生

子女在偏爱和过度保护因子上得分高于非独生子女（t=2.23，

P ＜0.05），其他因子两者差异没有统计学意义；成绩较好的学

生在情感温暖因子上得分较高（F=31.50，P ＜0.001），其他

因子两者差异没有统计学意义；家庭收入较高的学生得分较高

（F=5.63，P ＜0.01），其他因子两者差异没有统计学意义。

（三）不同心理健康状况的随迁子女父亲教养方式比较

心理健康接近正常的学生情感温暖因子得分较高（F=7.05，P

＜0.01），而心理健康较差的学生在惩罚与严厉、过度干涉等因

子上得分较高（F=11.62，P ＜0.001），其他因子两者差异没有

统计学意义。

（四）父亲教养方式和学生心理健康相关性

父亲的情感温暖与理解与学生心理健康呈负相关，其他教养

方式（如惩罚与严厉）与各心理健康因子显著相关。见表1。

表1  父亲教养方式和学生心理健康的相关性

因子 学习焦虑 对人焦虑 孤独倾向 自责倾向 过敏倾向 身体症状 恐怖倾向 冲动倾向

情感温暖

与理解
-0.15** -0.180*** -0.261*** -0.28 -0.118** -0.205*** -0.140** -0.298***

惩罚与

严厉
0.20*** 0.202*** 0.205*** 0.167*** 0.140** 0.226*** 0.183*** 0.220***

过度干涉 0.165*** 0.137** 0.121** 0.177*** 0.100** 0.143** 0.144** 0.090*

偏爱被试 0.045 0.21 -0.001 0.079 -0.009 0.078 0.052 -0.024

拒绝与

否认
0.178*** 0.199*** 0.237*** 0.193*** 0.099* 0.197*** 0.172*** 0.190***

过度保护 0.159*** 0.146** 0.112* 0.214*** 0.114* 0.135*** 0.168*** 0.072

*P ＜0.05，**P ＜0.01，***P ＜0.001

三、讨论

（一）不同人口学的农民工随迁子女心理健康状况 

研究表明，女生的心理健康状况较差，可能与她们更为敏

感、对外界环境的体验更为深刻有关 [13]。男生则由于在家庭中

承担“家庭支柱”的责任，可能表现出更强的情感适应能力。然

而，男孩的情感压抑仍可能成为心理健康问题的潜在风险因素。

学习成绩较差的学生易面临学业压力、师生关系紧张等问

题，进而产生焦虑、抑郁等负面情绪。成绩较差的学生往往感到

自我价值被低估，影响心理健康。高年级学生心理健康状况较

好，这可能与其自我管理能力和情绪调节能力的提升有关，但高

年级学生仍面临学业和升学压力。家庭收入较高的学生心理健康

状况较好，高收入家庭为孩子提供更多教育资源，但过高的期望

可能给孩子带来压力，影响情绪稳定性。

（二）农民工随迁子女父亲教养方式的差异

研究发现，男生在父亲教养方式的情感温暖与理解外，其他

因子得分普遍高于女生，可能与传统的性别角色期望有关。独生

子女由于缺乏兄弟姐妹的竞争，父亲可能给予更多关注，但这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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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限制孩子的独立性。成绩较好的学生感受到更多父亲的情感

支持，可能对学业成绩产生积极影响。

五年级学生在父亲的情感温暖与理解方面得分较高，这可能

与年级差异和学生情感需求的变化有关。家庭收入较高的学生获

得更多情感支持，且较少承受惩罚和严厉管教，高收入家庭往往

能为孩子提供更宽松、支持的教育环境。

（三）不同心理健康状况学生的父亲教养方式比较

心理健康较好的学生感受到更多来自父亲的情感温暖与理

解，这有助于提供情感安全感并帮助应对学业和社交挑战。相比

之下，心理健康较差的学生可能缺乏这种情感支持，容易产生情

绪问题。心理健康较差的学生在父亲的惩罚与严厉、过度干涉等

因子上得分较高，过度控制和负面教养方式可能导致孩子的自我

效能感下降，进而影响其心理健康。

（四）父亲教养方式与学生心理健康相关性

父亲教养方式中的情感温暖与理解对儿童情感安全感和情绪

调节有积极作用，但在面对复杂的心理健康问题时，其效应较为

间接。相比之下，过度干涉、过度保护等负面教养方式会对儿童

心理健康产生显著影响。过度保护可能限制儿童的社交发展，导

致他们在人际交往中感到孤独和不安。父亲的偏爱未表现出与心

理健康因子之间的相关性，这可能表明其对心理健康的影响较为

复杂。

四、结论

农民工随迁子女的心理健康状况受多种因素影响，父亲的情

感温暖与理解对儿童心理健康有积极作用，而惩罚与严厉、过度

干涉等教养方式则可能加剧心理问题。家庭和学校应提供更多心

理支持，帮助儿童应对成长过程中的压力和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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