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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基于家庭系统理论，本研究采用问卷法对99个祖辈-父辈共同养育家庭进行追踪研究，探
究祖辈-父辈共同养育关系和祖辈教养行为间的交又滞后关系，以及二者与幼儿社会能力的关联。结果

显示，祖辈-父辈共同养育关系与祖辈教养行为能够相互预测，二者与幼儿社会能力存在直接或间接的

关联。本研究为促进祖辈一父辈共同养育家庭提升教养效能和改善共育关系提出相应教育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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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一项大型调查结果显示，超七成家庭在

孩子升人小学之前采取祖辈-父辈共同养育的抚

育模式。1)目前已有研究者利用交叉滞后模型揭
示父母共同养育与父母教养行为之间的双向作

用。2-4)那么，这种交叉滞后效应在祖辈-父辈共同
养育关系和祖辈教养行为之间是否也成立呢?社

会能力是指幼儿在人际交往中获得成功的能力，
包括主动发起社交活动及在社交情境中表现出适

当行为。5)当祖辈更多采用积极养育行为，即祖辈
对幼儿的温暖、关心越多时，幼儿的内外化问题

行为越少，社会交往能力越强。6)祖辈-父辈支持
性共同养育关系有利于幼儿社会能力的发展，而

破坏性共同养育关系对幼儿发展不利。7】如果祖
辈-父辈共同养育关系和祖辈教养行为之间可能

存在双向预测关系，而两者又均可预测幼儿的社

会能力，那么祖辈-父辈共同养育关系和祖辈教
养行为还可能通过另一变量间接预测幼儿的社

会能力，但这一关系尚未得到验证。

鉴于此，本研究聚焦两个研究问题：（1)祖
辈-父辈共同养育关系和祖辈教养行为之间的交

叉滞后关系；（2）祖辈-父辈共同养育关系和祖辈

教养行为与幼儿社会能力间的关系。本研究提出

以下研究假设：（1)祖辈-父辈共同养育关系和祖

辈教养行为能够相互预测；（2)祖辈-父辈共同养

育关系和祖辈教养行为均可直接预测幼儿的社会
能力；（3)祖辈-父辈共同养育关系和祖辈教养行

为能通过彼此而间接预测幼儿的社会能力。
一、研究方法

(一）研究对象

本研究在山东省3所幼儿园中招募99个祖

辈-父辈共同养育幼儿的家庭（男童家庭50个，
女童家庭49个），间隔6个月开展了两轮数据收
集(T1,T2)。第一轮数据收集(T1)时幼儿平均年

龄为3.95岁（SD=0.55），幼儿父辈主要教养人的
平均年龄为34.95岁（SD=4.38），幼儿祖辈主要教
养人的平均年龄为61.89岁（SD=5.41）。

*本文为2020年度应用实验心理北京市重点实验室开放课题“祖辈育儿参与类型及其与幼儿社会性情绪发展：一项
追踪研究”的研究成果之一，课题编号：20BSH037。

*通信作者：任丽欣，西交利物浦大学副教授，Lixin.Renxitl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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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工具

1.祖辈-父辈共同养育关系量表

本研究采用李晓巍等人改编的祖辈-父辈共
同养育关系量表进行测查。8)两轮数据收集过程

中，主要父辈教养人汇报其和主要祖辈教养人在

共育中的关系情况。原量表共38道题，包含养育
一致性、养育亲密度、矛盾暴露、养育支持、养育认
可、养育破坏和劳动分工7个维度。采用7点评
分，从1一7分别表示从“完全不符合”到“非常符
合”。为简化模型，采用探索性因子分析对原量表
降维。由于本研究是大型追踪项目的一部分,故采

用第一轮数据收集的425个有效数据进行分析。
最终，提取出3个因子，分别命名为“支持性共同
养育”“不和谐共同养育”和“矛盾暴露”,分别考察
祖辈和父辈在共育中的相互支持与合作、破坏行为
和育儿观念不一致，以及共育矛盾被直接暴露在
幼儿面前的情况。在本研究样本(N=99)中，三个
因子的克龙巴赫α系数在第一轮数据收集时分

别为0.95、0.87、0.75，第二轮数据收集时分别为
0.94、0.91、0.83。

2.祖父母教养行为问卷

幼儿的主要祖辈教养人在两轮数据收集时均
填写了祖父母教养行为问卷。9)该问卷共26道题，

包含积极养育和心理控制两个子维度，采用5点
计分。积极养育维度得分越高，说明祖辈对幼儿的
关爱和爱护越多；心理控制维度得分越高，表明祖

表1
M士SD

1.T1支持性共
5.22±1.00

同养育
2.T1不和谐共

3.29±0.96
同养育
3.T1矛盾暴露 1.71±0.67

4.T1积极养育 4.30±0.44
5.T1心理控制 1.84±0.56

6.T2支持性共
5.30±0.95

同养育
7.T2不和谐共

3.25±1.10
同养育
8.T2矛盾暴露 1.71±0.71

9.T2积极养育 4.24±0.58
10.T2心理控制 1.75±0.70
11.T2社会技能 2.06±0.42

12.T2问题行为 0.63±0.41

注：*p<0.05,**p<0.01,***p<0.001,下同。

辈在教养过程中对幼儿使用心理压力进行的要求
和管束越多。在本研究中，积极养育和心理控制的
克龙巴赫α系数在第一轮数据收集时依次为

0.74、0.84,第二轮数据收集时依次为0.86、0.91。
3.儿童社会性情绪发展量表

在第二轮数据收集时，父辈主要教养人填写
了格雷沙姆等人编制的儿童社会性情绪发展量
表。10)该量表共79道题，其中，46道题评估幼儿
的社会技能，包含沟通、合作、口头主张、责任、共
情、参与和自控7个方面；33道题评估幼儿的问题
行为，包括外化问题行为、欺凌、多动、内化问题行

为和自闭。采用4点计分，0=“从未出现”,3=“几
乎总是出现”。在本研究中，社会技能和问题行为
的克龙巴赫α系数分别为0.97和0.95。

(三)数据处理
本研究采用统计软件(SPSS23.0)对数据进行

描述统计和相关分析，采用统计软件（Mplus8.3)
对数据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交叉滞后分析和结
构方程模型分析。

二、研究结果

（一)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及相关分析

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及相关系数见表1。由
表1可知，祖辈-父辈共同养育关系与祖辈教养

行为各维度间大多存在同时性和继时性相关，部

分维度与幼儿社会能力的两个维度间存在显著
相关。

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和相关系数(N=99)

1 2

-0.37***

-0.35*** 0.44***

0.48*** -0.27** -0.13

-0.17 0.38*** 0.34*** -0.14

0.62*** -0.48*** 0.30**0.34***-0.28**

-0.29** 0.53*** 0.33*** -0.24*

-0.22* 0.40*** 0.45*** 0.16 0.35***-0.29**00.42***

0.35*** -0.35*** -0.17 0.53*** -0.17 0.28** -0.25* -0.19
-0.15 0.31** 0.26** -0.14 0.56***-0.30** 0.25* 0.40*** -0.32**

0.08 -0.13
-0.11 0.25*

3

-0.14
0.27** -0.05 0.24*

4

0.08

5

0.15 -0.27**

-0.20 0.13
-0.13 0.29** 0.35*** -0.13

6 7

-0.25* -0.11

8 9

0.24* -0.33***

0.15 -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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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祖辈教养行为与祖辈一父辈共同养育关系

的交叉滞后模型检验

将祖辈教养行为各维度(积极养育、心理控制)
和祖辈-父辈共同养育关系各维度（支持性共同
养育、不和谐共同养育、矛盾暴露)依次组合，建立
6组交叉滞后模型(模型1.1一1.6)。由于本研究中

未发现幼儿社会能力在其年龄、性别、家庭子女数

量、社会经济地位等人口统计学变量上有差异，因

此模型未纳人控制变量。以上模型均为饱和模型。

结果如图1所示。第一轮数据收集中的祖辈心理

控制能够显著负向预测第二轮数据收集中的祖辈
和父辈间的支持性共同养育，显著正向预测矛盾暴
露。第一轮数据收集中的不和谐共同养育关系能
够显著负向预测第二轮数据收集中的祖辈的积极

养育。模型中其他交叉滞后效应均不显著。
（三）祖辈教养行为与祖辈-父辈共同养育关系

对幼儿社会能力的预测作用

在6组交叉滞后模型的基础上，增加第二轮
数据收集中的幼儿社会技能和问题行为维度的分

数作为结果变量，构建6组新模型（模型2.1一2.6）。

新模型不仅能够检验两轮数据收集中的祖辈-父
辈共同养育关系与祖辈教养行为各维度对第二轮

数据收集中的幼儿社会技能和问题行为的直接效

应，而且能够检验第一轮数据收集中的祖辈教养

0.47***
T1祖辈积极养育

0.13
0.48***

0.06

T1支持性共同养育 T2支持性共同养育0.59***
模型1.1

0.47***
T1祖辈积极养育

-0.22**

-0.27**
0.11

T1不和谐共同养育 T2不和谐共同养育
0.50***
模型1.2

0.52***
T1祖辈积极养育

-0.13

T1矛盾暴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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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能否通过第二轮数据收集中的共同养育关系
预测幼儿社会能力，以及第一轮数据收集中的共
同养育关系能否通过第二轮数据收集中的祖辈教

养行为预测幼儿社会能力。本研究使用自举方法
抽样1000次对以上间接路径进行检验。考虑到
2.4一2.6初始模型拟合不理想，因此在这3组模

型中去除了第一轮数据收集中的祖辈-父辈共同
养育关系各维度与祖辈心理控制对幼儿社会技能
和问题行为的效应检验，以改善模型拟合。以上6

组模型的最终拟合指数良好，详见表2。
有关祖辈教养行为对幼儿社会能力直接预测

作用的检验结果表明（见图2），在模型2.1一2.3
中,祖辈积极养育对第二轮数据收集中的幼儿社会
技能的直接效应均不显著,第二轮数据收集中的

祖辈积极养育均与幼儿社会技能显著正向关联

(β2.1=0.27,β2.2=0.25,β2.3=0.26,ps<0.05);但两轮数
据收集中的祖辈积极养育与第二轮数据收集中的
幼儿问题行为均无显著关联。在模型2.4一2.6中，
第二轮数据收集中的祖辈心理控制均与幼儿社会
技能显著负向关联(β2.4=0.33,β2.5=0.29,β2.6=0.35，
ps<0.001),但与幼儿问题行为无显著关联。

有关祖辈-父辈共同养育关系对幼儿社会能
力直接预测作用的检验结果表明，第一轮数据收
集中的祖辈-父辈支持性共同养育、不和谐共同

0.55***
T2祖辈积极养育 T1祖辈心理控制

0.07 -0.17!

T2祖辈积极养育

10.04 0.38***

T2祖辈积极养育

-0.11

0.12

T2矛盾暴露
0.43***

模型1.3

图1祖辈－父辈共同养育关系与祖辈教养行为的交叉滞后模型

第11期

T2祖辈心理控制

-0.06

-0.18*

T1支持性共同养育 T2支持性共同养育0.59*
模型1.4

0.51***
T1祖辈心理控制

0.11

-0.05

T1不和谐共同养育 T2不和谐共同养育0.55***
模型1.5

0.53***
T1祖辈心理控制

0.08
-0.07 0.34***

-0.18

T2祖辈心理控制

0.16

T2祖辈心理控制

0.25*
0.23*

T1矛盾暴露
0.37***

模型1.6

T2矛盾暴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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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祖辈教养行为、祖辈-父辈共同养育关系与幼儿社会能力模型的拟合指标

模型 X/d(p)
2.1祖辈积极养育，支持性共同养育 0.460(0.548)
2.2祖辈积极养育，不和谐共同养育 0.116(0.763 )
2.3祖辈积极养育，矛盾暴露 0.478(0.490)
2.4祖辈心理控制，支持性共同养育 1.300(0.261)
2.5祖辈心理控制，不和谐共同养育 1.409(0.218)
2.6祖辈心理控制，矛盾暴露 1.742(0.121)

T2祖辈积极养育

0.47*
/0.13

T1祖辈积极养育

0.48***

T1支持性共同养育

0.59**

0.47

T1祖辈积极养育

-0.27**

T1不和谐共同养育

0.50**

0.52**
1-0.11

T1祖辈积极养育
0.07

-0.13

0.14
T1矛盾暴露

-0.12
0.44***

T2矛盾暴露

模型2.3

图2祖辈-父辈共同养育关系、祖辈教养行为与幼儿社会能力的关系模型

注：加粗路径表示间接路径显著。

养育和矛盾暴露对第二轮数据收集中的幼儿社会
技能和问题行为的直接预测作用均不显著。然而，
第二轮数据收集中的祖辈-父辈共同养育关系的
不同维度对幼儿社会能力有不同的预测作用。在

模型2.1、2.4中，第二轮数据收集中的支持性共同
养育与幼儿社会技能和问题行为均无显著关联。
在模型2.2、2.5中，第二轮数据收集中的不和谐共
同养育与幼儿社会技能在p=0.05水平上有显著

CFI
1.000
1.000
1.000
0.985
0.977
0.958

Q.27*
-0.12V

T2幼儿社会技能
-0.08

=0.04
0.07

-0.04

10.06 0.10/
-0.10

T2支持性共同养育

模型2.1

T2祖辈积极养育

0.22** -0.061

0.10

0.06
0.07

0.13

-0.11 -0.23
0.23*

T2不和谐共同养育

模型2.2

T2祖辈积极养育

-0.081

-0.10
0.06

-0.02
0.28*

TLI
1.091
1.149
1.105
0.958
0.936
0.882

T2祖辈心理控制

0.55**
-0.06

T1祖辈心理控制

j0.200.17/

T2幼儿问题行为

0.25*

T2幼儿社会技能

10.17
0.38***

T2幼儿问题行为

0.26*

T2幼儿社会技能

1-0.19
-0.171

T2幼儿问题行为

的或趋于显著的负向关联(β2.2=0.23,p<0.05;β25
=0.17,p=0.07),与幼儿问题行为有显著的正向关
联(β.2=0.23,β2.5=0.27,ps<0.05)。在模型2.3、2.6
中，第二轮数据收集中的矛盾暴露与幼儿问题行
为也有显著正向关联（β2.3=0.28,β2.5=0.34,ps<
0.05），但与幼儿社会技能无显著关联。

在模型2.1一2.6检验的24组间接效应中，有
2组间接路径显著，详见图2中加粗的路径。在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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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MSEA

0.000
0.000
0.000
0.055
0.064
0.087

-0.33***
0.13

T2幼儿社会技能

T1支持性共同养育 T2幼儿问题行为

-0.18 0.02/
0.59 /-0.10

T2支持性共同养育

模型2.4

T2祖辈心理控制

0.51***
/0.11

T1祖辈心理控制

T1不和谐共同养育

0.55***

0.53**
/0.08

T1祖辈心理控制

T1矛盾暴露

0.37*

SRMR
0.009
0.005
0.011
0.037
0.042
0.050

1-0.19

-0.29***
0.091

T2幼儿社会技能

1-0.16

T2幼儿问题行为

1-0.05 0.17
/0.27**

T2不和谐共同养育

模型2.5

T2祖辈心理控制

0.02)

0.22* 0.03/
0.34***

T2矛盾暴露

模型2.6

-0.35***

T2幼儿社会技能

1-0.19

T2幼儿问题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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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中，第一轮数据收集中的不和谐共同养育越多，

第二轮数据收集中的祖辈积极养育越少，幼儿社会
技能越低。在模型2.6中,第一轮数据收集中的祖
辈心理控制越多,第二轮数据收集中的矛盾暴露
越多，幼儿问题行为也越多。

三、讨论
（一）祖辈-父辈共同养育关系与祖辈教养行

为的关系
本研究将共同养育关系与养育行为之间的交

叉滞后作用研究由父母共同养育拓展到了祖辈一

父辈共同养育，发现祖辈的心理控制教养行为可
以显著预测半年后祖辈和父辈之间的支持性共

同养育和矛盾暴露情况，而祖辈和父辈之间的不

和谐共同养育可以显著负向预测半年后祖辈的
积极养育情况。这验证了溢出假设，即个人在家庭

某一子系统内经历的情绪、产生的行为可以溢出
到另一子系统中,并对另一子系统中的情绪和行
为产生影响。11)

在本研究中，不和谐的共同养育关系和祖辈
低质量养育行为对后期另一子系统中变量的预测
作用较为普遍，而支持性共同养育和祖辈积极养

育均无法预测后期另一子系统内变量的水平。这
与前人的部分研究结果一致。12)负面养育行为和
养育关系更容易对家庭内部其他子系统产生影

响。这可能是因为其会破坏原有的子系统之间的
平衡,致使祖辈和父辈做出相应的调整。

由于过去几十年来我国现代化进程迅速，父

辈和祖辈在育儿观念和方式上存在一定的差异。
比如，母亲的积极养育水平低于祖辈，而心理控制
水平高于祖辈。13)但许多核心家庭在育儿方面对
祖辈的依赖性导致祖辈不得不持续参与，进而使
得双方在育儿观念和行为中的矛盾转化为不和谐

的共同养育、矛盾暴露，共同养育关系的恶化又会
反过来降低祖辈育儿的质量，造成子系统之间的
恶性循环。

（二)祖辈-父辈共同养育关系、祖辈教养行为
与幼儿社会能力的关系

本研究中，祖辈积极养育和心理控制均能显
著预测幼儿的社会能力，说明与幼儿共同生活的
祖辈在幼儿社会化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在祖
辈为幼儿提供情感上的支持和保护、向幼儿表达
爱和鼓励的过程中，幼儿有丰富的机会观察学习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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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交往的技能,并将所学迁移到日常生活情境中。

而当祖辈对幼儿施加心理控制时，幼儿也可能会
习得祖辈严格管束的行为方式并运用到社会交往
中，表现出更低的社会技能水平。此外，祖辈在关

爱和照料幼儿过程中与幼儿形成的依恋关系也有
利于幼儿的社会能力发展。14)本研究还发现，祖
辈积极养育和心理控制均无法预测幼儿的问题
行为，可能是因为本研究中幼儿的问题行为水平普
遍偏低。以上结果表明，不能完全否定祖辈参与教
养对幼儿社会能力发展的价值。当下，祖辈育儿正

面临一定程度的污名化,许多研究认为祖辈带养幼

儿不利于幼儿发展，[15)有些父辈认为祖辈带养方式
落后、不科学,因此排斥祖辈在育儿中的参与和决

策，只允许祖辈从事育儿中的辅助角色和边缘任
务，忽略了祖辈在幼儿社会化过程中的独特价值。

不和谐共同养育和矛盾暴露对幼儿社会能力
的预测作用同样值得注意。当幼儿暴露在祖辈和

父辈的冲突中时,祖辈和父辈间的紧张关系和直
接对立会破坏家庭氛围，处理共育关系的不当方
式也可能为幼儿提供不良示范，使其通过观察习

得问题行为。在矛盾暴露激烈的家庭中，祖辈和父

辈还可能将幼儿直接卷人冲突，如在幼儿面前指
责彼此，偷偷带幼儿做另一方不允许的事情，或者
拉拢幼儿选择已方的立场。幼儿作为“夹在祖辈和
父辈中间的人”,面临“忠诚矛盾”的两难境地，进
而可能出现内化问题行为、情绪安全感降低等问

题。16)祖辈和父辈在育儿中采取不同的标准,或者
在幼儿面前表现对另一方的不满，也容易使幼儿

感受到行为准则的混乱，因此幼儿在祖辈或父辈
面前会表现出不同的举止。

本研究还发现，不和谐共同养育可以通过祖
辈积极养育负向预测幼儿社会技能，祖辈心理控
制能够通过矛盾暴露正向预测幼儿问题行为，体
现了家庭子系统对幼儿发展产生影响的复杂机
制。这说明，家庭各子系统是在互动中不断变化的，

各子系统的特征及互动对儿童发展具有长远的影

响。因此，应该以家庭系统的视角看待家庭与幼儿
发展的关系，将祖辈教养行为和祖辈-父辈共同

养育关系视为动态的家庭特征，而非单纯的影响

者或被影响者。

四、教育建议

家庭是一个有组织的整体，各子系统之间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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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影响。幼儿园和学校可以考虑以家庭为单位组
织相应的工作坊，通过家庭成员之间的协作来改
善共同养育关系，提升育儿行为质量，从而促进儿
童发展。此外，祖辈家长应主动提升教养行为质
量。祖辈和父辈家长之间应积极沟通，就育儿分工
和育儿方式达成共识，使幼儿在与不同养育主体
相处时有一致的行为准则。双方还应在育儿中互
相支持和帮助,维护和谐的共同养育关系，避免将
幼儿暴露在双方的冲突中。总之，应保持家庭系统
的良性运转，为幼儿发展创设良好的家庭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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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Based on the family systems theory, this study used questionnaires to conduct a longitudinal study of 99 grandparent-
parent co-parenting families. The study explored the cross-lagged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grandparent-parent co-parenting
relationship and grandparental behaviors, as well as their associations with children's social competence.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grandparent-parent co-parenting relationship and grandparental behavior can predict each other, and they were directly or
indirectly associated with children's social competence. This study provides educational recommendations to promote the
efectiveness of parenting and improve the co-parenting relationship in grandparent-parent co-parenting families.
[Keywords ]co-parenting; grandparental parenting; social competence; preschool childr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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