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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国慈善公益自2016年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以来，日渐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公益事业蓬勃

发展。但同时普通大众对于公益存在认知偏见，青少年对公益认知缺失。培养青少年的公益心不仅可以

提高公民的整体素质，而且也是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必经之路。家庭、学校和社会是青少年公益心培养

的有效途径，其中父母会对子女产生最直接的影响。由此，本文将对初中生的家庭教养方式、公益心和

自尊三个因素展开讨论，并对初中生公益心的研究进行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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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ince the promulgation of the Charity Law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n 2016, China Phi-
lanthropy has attracted increasing attention from all walks of life, and public welfare undertak-
ings have flourished. However, at the same time, the general public has cognitive bias against pu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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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c welfare, and adolescents lack cognition of public welfare. Cultivating young people’s sense of 
public welfare can not only improve the overall quality of citizens, but also the only way to carry 
forward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Family, school and society are effective ways to cultivate 
young people’s public welfare, in which parents will have the most direct impact on their children. 
Therefore, this paper will discuss the three factors of parenting style, public welfare and self-esteem 
of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and look forward to the research of public welfare of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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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现代慈善理念倡导“人人可慈善”，慈善公益事业的发展需要每个公民的参与，青少年作为社会主

义公民，是当下公益发展的重要参与力量，也是未来慈善公益事业的推动力量。自 2008 年中国公益元年

以来，社会各处可见青少年志愿服务团体忙碌的身影。习近平总书记也曾肯定和赞扬青少年志愿者的公

益行为和志愿服务精神。2020 年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之后，世界各国及全球治理迎来了新的挑战，我国慈

善公益事业在此重大危机中也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在新时代的背景下，社会道德文明的发展对青少年

群体也将提出更高的要求。 
近年来，我国学者对青少年群体的亲社会行为、助人行为及利他行为一直处于较高的研究热潮中，

公益行为作为一种特殊的亲社会行为也引起越来越多的学者们的关注。青少年公益行为的诱发受多方面

的影响，如个体因素、社会环境因素等。在探讨青少年个体的行为表现时，常从行为倾向角度分析。胡

瑜教授及其团队在《青少年公益行为研究》一书中提到，当代青少年公益行为发生的心理机制需进一步

探究。青少年在慈善公益中所表现出来的公益心是一种稳定的人格特征，培养和发展青少年的公益心可

推动我国慈善事业快速转型。青少年群体是国家的希望和民族的未来，青少年的慈善公益心对我国未来

慈善公益事业的发展具有很强的推动作用。因此对青少年群体慈善公益心的培养显得尤为重要。 
“双减”政策颁布之后，国家强调学校要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人才，并将“立德树人”

放在首位。季羡林先生曾提出“慈善是道德的积累”[1]。习近平总书记也在《之江新语》中提到“在慈

善中积累道德”[2]。所以，慈善公益从本质上来说也属于道德的范畴。培养青少年的慈善公益心，是学

校德育的重要任务，其对青少年道德素养的提升和身心健康发展的促进也具有重要意义。 

2. 家庭教养方式 

2.1. 家庭教养方式的概念界定 

国外关于家庭教养方式的概念常用“Parenting Pattern”或“Parenting Style”表述。这一概念最早由

Baumrind 提出，其认为家庭教养方式是父母对子女的要求以及对子女行为的反馈[3]。Darling 等人在研

究中提到，家庭教养方式包含父母的教育态度、教育行为和教育表达[4]。在国内研究中，有学者提到家

庭教养方式即父母在对待青少年时具有的一种稳定的态度和行为[5]。荣越则认为在子女日常教育过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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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长的态度和行为的综合体即家庭教养方式[6]。瑞典学者 C. Perris 在编制父母教养方式问卷(EMBU)时，

认为家庭教养方式和父母教养方式同义，很多国内学者在进行研究时也将两者表述一致。综合国内外学

者研究，本研究认为家庭教养方式即父母在对待子女时所展现的态度、行为和教育理念的综合。 

2.2. 家庭教养方式的理论基础 

2.2.1. 社会生态系统理论 
社会生态系统理论最早由 Bronfenbrenner 提出，其认为发展中的个体嵌套于相互影响的多个生态子

系统中，个体与各个生态子系统的相互作用均会对其行为产生影响[7]。个体在发展的过程中会受到多个

生态因素的影响，而单一因素对青少年心理品质的形成已不足以解释，所以越来越多的研究者期望基于

生态学的微观、中观和宏观系统，从多重因素角度探索个体行为产生的机制。初中生正处于人格发展的

完善阶段，家庭作为一个中观子系统会对初中生的人格形成产生影响，父母对于子女的教养会让子女在

学校及社会上产生不同的行为表现。 

2.2.2. 社会学习理论 
班杜拉提出社会学习理论，其认为个体的行为是通过观察学习和经验学习形成的[8]。在家庭中，父

母的教养方式会对初中生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初中生通过观察模仿父母习得行为，也通过父母的教养

方式不断强化、内化为自己的行为习惯，最终形成自己的人格特征。所以，家庭教养方式既给初中生提

供了行为模仿的对象，也对初中生行为习惯的塑造提供可能。 

2.3. 家庭教养方式的维度和类型 

美国心理学家 Symonds 最早从“接收–拒绝”、“支配–服从”两个维度对家庭教养方式展开研究[9]。
Schaefer 又提出了“接纳–拒绝”、“自主–控制”、“严厉–放纵”的三维度[10]。后来，美国加州大

学心理学教授 Baumrind 在此基础上，将家庭教养方式划分成了权威型、专制型和宽容型[11]。Maccoby
和 Martin 又从“满足需要”和“坚持要求”两维度上将家庭教养方式分为了权威型(Authoritative)、专制

型(Authoritarian)、放任型(Permissive)和忽视型(Neglecting) [12]。高度满足和高度要求的教养方式是权威

型；缺乏满足和高度要求的教养方式是专制型；高度满足和缺乏要求的教养方式是放任型；缺乏满足和

缺乏要求的教养方式是忽视型。 
在家庭教养方式的本土化研究中，关颖将家庭教养方式分为简单粗暴型、放任自流型、因材施教型、

启发引导型、娇纵溺爱型五种类型[13]。刘金花将家庭教养方式分为拒绝型、严厉型、溺爱型、期待型、

矛盾型、分歧型六种类型[14]。龚艺华又将其分成了五种类型，即忽视型、情感温暖型、溺爱型、信任鼓

励型和专制型[15]。蒋奖在修订 s-EMBU 时，是从父母亲的情感温暖、拒绝否认和过度保护三个维度各

自展开研究的[16]。 
综合国内外学者研究发现，不同时期对家庭教养方式的划分类型不同，可能与不同时期父母所表现

出不同的家庭教养方式有关。同时，可能也与学者们研究的角度不同有关。 

2.4. 家庭教养方式的测量 

国内外学者依据家庭教养方式不同的维度和类型，编制了相应的问卷。如国外学者 Schaefer 于 1965
年编制了《子女对父母行为的评价量表》(简称 CRPBI) [10]，Perris 于 1980 年编制了《家庭教养方式评

价量表》(简称 EMBU) [17]，Arrindell 于 1999 年编制的《简化版父母教养方式量表》(简称 s-EMBU) [18]。
国内学者岳冬梅等人修订了中文版《父母教养方式调查问卷》[19]，蒋奖等人修订了《简式父母教养方式

问卷中文版》[16]。此外，龚艺华选取我国中学生为样本，编制了《父母教养方式量表》，被国内很多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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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实证研究验证，其信效度较好，本土化程度更高。 

3. 公益心 

3.1. 公益的概念界定 

要探讨“公益心”的概念，首先要探讨“公益”的概念。国内外学者对于“公益”的内涵和外延界

定较为混杂。“公益”一词对应英文“community welfare”或“public welfare”。公益起源于西方基督教

中的“爱邻舍”，后来随着时代的发展，逐渐从“爱邻舍”演变为一种“博爱”精神。所以，“community”
和“public”代表不同时期，人们对于公益广度的理解。有学者考证，汉字中的“公益”由 19 世纪日本

人刚幸助始翻译“public welfare”一词得来[20]。 
《公益慈善事业管理(第 2 版)》中提到公益包括公领域公益和私领域公益。公领域的公益指所有涉

及“公共利益”的公益，即所有与社会公众有关的福祉和利益都是“公共利益”的范畴，它包括政府

与非政府、营利与非营利、强制与自愿；而私领域公益指日常生活中所提到的“慈善公益”，即非政

府组织、非营利、非强制、救助性和奉献性的一切民间活动，包括慈善捐赠、救助与志愿服务等[21]。
国内学者对于公益的研究大多基于私领域的“慈善公益”，所以，本研究采用私领域的“慈善公益”

概念来界定公益。 

3.2. 公益心的概念界定 

公益因其具有非强制性和奉献性，所以，公益事业的发展需要每个处于其中的社会公民具有一颗“公

益心”，公益心是践行和发展公益的前提，初中生的公益心也是初中生做出更多公益行为的前提。不同

领域学者对公益心定义方式不同。思政教育领域学者从抽象化角度将公益心概括为谋他人利益、公共利

益之心，表现为个体对待他人和公共利益的良心、善心、同情心、责任心、仁爱之心、奉献之心等[22]，
或者关怀自我、他人、社会和大自然的“关怀品质”[23]。心理学领域学者从人格角度将公益心定义为个

体在公益行为中所具有的比较稳定的人格特征，是人们自愿为他人、公众谋利益的心理行为倾向[24]。研

究采用心理学人格特征角度的定义，便于初中生公益心的测量。所以本研究中所谈到的初中生公益心即

初中生在慈善公益活动中所具有的非营利性、非强制性、救助性和奉献性的稳定人格特征。 

3.3. 公益心与亲社会人格、利他人格 

在公益行为的研究中，有两个与公益心相近的人格特质——利他和亲社会。利他是指考虑他人福祉、

关心他人、在行动上处处为他人着想的持久倾向[25]，也是慷慨、助人、仁慈等人格特质的组合[26]。利

他可以解释现实生活中那些需要付出代价的助人行为上所存在的个体差异[27]。亲社会可以用来解释表现

出亲社会行为的个体所具有的内在特征及其差异，而公益心可以解释个体在公益行为中所表现出的人格

差异[28]。有研究表明，亲社会的人格结构包括利他[29]。公益心与亲社会、利他都可以解释个体在不同

时间与情境下所做出的有益于他人行为的倾向。 

3.4. 公益心的理论基础 

3.4.1. 社会交换理论 
社会交换理论最早由霍曼斯提出，其认为人类全部社会行为都是基于自我评估后所做出的社会决策

[30]。个体会先评估某一行为带来的收益与损失，若收益大于损失，则个体会做出这一行为。当做出公益

行为时，个体虽损失了时间、金钱，但可能会获得赞赏、自我实现等精神收益，且这种收益带来的满足

感会大于时间和金钱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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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2. 互惠利他理论 
Trivers 在 1971 年提出互惠利他理论，其认为个体在帮助他人的同时也是在帮助自己[31]。这种利益

反馈可能是即时获得的，也可能是延迟获得的。学生在参加学校组织的街道打扫及白色垃圾清理公益活

动时，在看着垃圾的减少和街道的整洁会产生一种自豪感，以及在今后走在街上会回想起曾经参与的公

益活动。这种自我满足感即公益活动给个体带来的利益，并会促使个体在今后愈发热情的参与到公益活

动之中。 

3.4.3. 陶行知生活教育理论 
陶行知的生活教育理论[32]提出三点：第一，生活即教育。想要学生接受什么样的教育，就要让学生

体验什么样的生活。要培养初中生的公益心，就要在生活中让初中生体验到公益的重要性。第二，社会

即学校。初中生在社会中接受到的教育会影响学生在学校中的教育，社会力量会帮助初中生公益心的塑

造，学校力量也会促进社会的进步。第三，教学做合一。如何做便要如何学、如何教，社会要求学生更

加积极热情地参与公益活动，就要学生具备更强的公益心，教育者就要在生活中寻找到初中生公益心培

养和提升的途径。教育者要为学和做而教，反对注入式教育[33]。 

3.5. 自尊 

3.5.1. 自尊的概念界定 
自尊(Self-Respect, Self-Esteem)最早由美国机能主义学者 James 提出，其认为个体的自尊水平等于“个

体实际取得的成功”与“成功对于个体意义”的比值，即“自尊 = 成功/抱负”[34]。不同角度对自尊的

概念界定主要归纳为三类：情感取向学者强调自尊是个体的自我感受，是个体对自己的认识和评价所产

生的情感体验[35]；认知取向学者强调自尊是个体的一种自我评价，是个体对自己是否有能力和胜任力的

评价[36]；胜任取向学者强调自尊是个体的价值和能力在多大程度上能受到他人和社会认可的情感体验，

是个体通过感受他人眼中的自我所产生对自己的态度和评价，它反映的是个体真实我与理想我之间的差

距[37]。本研究从认知取向将初中生的自尊定义为初中生对自己能力的评价及喜爱程度。 

3.5.2. 自尊的理论基础 
布鲁默在 1969 年提出符号互动论，其认为社会生活中存在的各种用语隐藏着社会符号，这些符号引

导着人们的行为[38]。米德认为个体的自尊水平取决于他人的评价[39]。库利又提出“镜中我”概念，其

认为个体对自己的认识依赖于社会他人，受他人态度及行为的影响[40]。 

3.5.3. 初中生自尊水平的影响因素 
查尔斯·扎斯特罗(Charles Zastrow)提出社会生态系统理论将人的社会生态系统分为微观系统、中观

系统和宏观系统。微观系统主要指个体因素；中观系统主要包括家庭、学校、伙伴等社会群体因素；宏

观系统是较大的社会系统，主要指文化、制度、政府等影响因素。国内外关于自尊影响因素的研究起步

较早，研究范围较广，可基于社会生态系统理论对初中生自尊水平的影响因素进行概括归纳。 
1) 影响自尊的微观系统因素 
初中是青少年生理和心理转变的关键时期，自我知觉、他人评价、自我期待、价值观等人格因素会

影响个体的自尊水平。研究表明，初中生的自尊水平在年龄[41]和性别[42]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但是不

同年龄、年级和性别存在的自尊差异研究结果不一致，可能与不同时期、不同群体和测量自尊选择的不

同量表有关。 
2) 影响自尊的中观系统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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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学生直接接触较多的群体主要有家庭、学校等。青少年的自尊水平在家庭教养方式的不同维度

上存在显著差异，国内外学者具有研究一致性[43] [44]。除了父母教养方式，还有家庭结构、家庭的经济

地位、父母文化程度等都会影响自尊的发展[45]。在学校群体中，学校教育、师生关系和同伴关系是影响

初中生自尊水平的主要因素，良好的师生关系[46]和同伴关系[47]有助于初中生自尊水平的提高。 
3) 影响自尊的宏观系统因素 
随着网络时代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初中生使用网络平台，如微信、QQ、抖音来分享自己的生活状态，

基于大社会群体，以获得别人(可能包括陌生人)的评价。有学者将其概括为手机自拍效用，并通过实证研

究证明手机自拍效用显著影响青少年的自尊水平[48]。 

4. 初中生家庭教养方式、公益心与自尊的关系 

家庭教养方式显著影响初中生的公益心。其中，父亲和母亲的拒绝否认与初中生的环境意识有着显

著的负相关，母亲的过分干涉、过度保护对初中生的集体意识有负向预测作用[49]。在家庭中，父亲和母

亲对于青少年的否认和拒绝，不利于青少年环境意识的建立，让青少年在公益中表现出更低的公益行为

倾向；另外，母亲的过度保护让青少年对母亲有更强的依赖性，不利于其集体意识的建立，在公益中也

会表现出更低的公益行为倾向。所以，父亲和母亲在家庭中对于初中生不同的教养方式，让初中生在公

益心各维度上表现不同，也让其在不同情境中所表现出的公益行为倾向不同。 
家庭教养方式显著影响初中生的自尊。Milevsky 于 2017 年在研究中证实积极的教养方式可以促进子

女的自尊心的形成。国内学者荣月也提出父母消极的教养方式会阻碍子女自尊心的发展，尤其是父母对

子女的过度排斥。当父母对子女采用较积极的教养方式时，会帮助子女更全面发展自我，从而使子女树

立起较强的自尊心。 
初中生的自尊与公益行为存在正相关[49]。当个体自尊心较强时会在公益中表现出更多的公益行为。

根据马斯洛需要层次理论，当个体自尊心更强时会追求更高层次的需要，在公益活动中会有更多有益于

他人的倾向，具有较高的公益心。 
家庭教养方式会影响初中生的自尊，进而影响初中生的亲社会行为[50]。刘振霞也发现自尊在初中生

家庭教养方式和利他行为中起中介作用[51]。根据社会学习理论，当父母给予子女足够的温暖和信任支持，

会帮助子女树立较强自尊的同时，也会让子女学会模仿父母的行为方式，与他人交往中会给予对方足够

的温暖和支持。虽没有实证研究证实家庭教养方式会通过影响初中生的自尊进而影响初中生的公益心，

但现有研究证实了家庭教养方式会影响初中生的自尊，让初中生表现出不同的有益于他人的倾向。当父

母采用较为积极的教养方式时，初中生会具有较高的自尊心，也有更强的帮助他人的倾向。 

5. 研究小结与展望 

综合以往研究发现：家庭教养方式与初中生自尊存在显著相关，家庭教养方式与初中生公益心存在

显著相关，且初中生自尊可以显著正向预测公益心。由于历史原因，我国慈善公益事业发展较为滞后，

慈善公益领域相关研究较国外不足。慈善公益领域的本土化研究也大多基于政治学、社会学、文化学和

伦理学开展，从心理学角度探究公益的实证研究较少。我国目前慈善领域存在的青少年慈善公益养成体

系不健全、对富人和明星慈善的过分渲染以及慈善组织内部的慈善负面事件等问题，造成目前我国青少

年慈善公益意识整体落后于经济发展要求，离慈善公益的现代转型还有很大的距离，青少年公益心的培

育面临着诸多的问题和困境。所以，探索提升青少年的公益心迫在眉睫。现有研究探讨了家庭教养方式

对青少年亲社会和利他的影响机制，但是暂未有研究探讨家庭教养方式对于初中生公益心的作用机制，

这也是未来的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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