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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数字化时代的快速发展，手机等电子产品的使用不断增加，致使父母低头行为现象普遍存在，而父

母低头行为会破坏亲子间的沟通与交流，诱发亲子冲突，导致儿童外化攻击性行为与内化社会退缩行为

的出现。据此，研究通过量化分析的方式，探讨亲子冲突和攻击性行为在父母低头行为与儿童社会退缩行

为之间的中介作用。通过对339名儿童的父母进行问卷调查发现，父母低头行为能够正向预测儿童社会退

缩行为，而亲子冲突和攻击性行为均能在父母低头行为与儿童社会退缩行为中起链式中介的作用。因此得

出，降低父母低头行为有利于缓和亲子冲突并减少儿童攻击性行为，从而改善儿童社会退缩行为问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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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the digital age and the increasing use of cell phones and other electron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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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ducts have led to the prevalence of the phenomenon of parental head-down behavior. Parental 
head-down behavior disrupts parent-child communication and exchange and induces parent-child 
conflict, so it leads to the emergence of children’s externalized aggressive behavior and internalized 
social withdrawal behavior. Accordingly, the current study explored the mediating role of parent-
child conflict and aggressive behavior between parental head-down behavior and children’s social 
withdrawal behavior through quantitative analysis. A questionnaire survey of 339 children’s par-
ents revealed that parental head-down behavior positively predicted children’s social withdrawal 
behavior, whereas both parent-child conflict and aggressive behavior chain-mediated the relation-
ship between parental head-down behavior and children’s social withdrawal behavior. Therefore, 
it was concluded that reducing the phenomenon of parental head-down behavior would help to al-
leviate parent-child conflict and reduce the phenomenon of children’s aggressive behavior, thus im-
proving children’s socially withdrawn behavi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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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数字化时代的到来，科学技术的发展和手机的普遍使用，出现了“父母低头”的行为，对于父

母来说这一行为极其普遍，甚至是一种常态化现状，但父母低头行为却严重破坏了儿童与父母之间的关

系，出现家庭社会化以及亲子关系质量破裂等问题。我国近来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

提出：“构建文明、和睦的家庭关系，为未成年健康成长营造良好的家庭环境。”良好的家庭环境氛围需

要建立在健康积极的亲子关系基础上，而亲子冲突造成亲子关系恶化，不利于建立友好健康的家庭环境。

由于儿童之间个体的性格差异，性格内向且孤僻的孩子在接触过多陌生环境或者受到偏激心理影响时，

就会出现社会问题。在现有研究中更多考察的是父母使用的电子产品对孩子的危害，是父母低头行为对

问题行为、社会适应等单因素变量研究，而探讨父母低头这一行为本身对儿童问题因素之间交互作用的

影响较少。 

2. 文献综述及研究假设的提出 

父母低头行为(Phubbing Parents)是指父母在与儿童相处的过程中，父母常常出于工作需要或者生活

娱乐等原因，频繁地使用电子产品，而打断亲子互动或是忽视孩子的行为(Wang et al., 2022b)。儿童社会

退缩行为(Toddler Social Withdrawal Behavior)作为一种隔离过程，则是指儿童将自己从社会活动中隔离出

来，独自度过一段时光。在儿童的整个成长过程中，它会带来一系列可预见的适应问题(Rubin et al., 2009) 
(Zarra-Nezhad et al., 2014)。已有研究显示，亲子依恋与幼儿社会退缩行为相互影响，对父母依恋质量较

差的儿童较难获得适当的认知或者情感处理能力，社交自信心较低，自尊心较弱等表现(Ooi, Ang, Fung, 
Wong, & Cai, 2006)。当父母产生低头行为时，与幼儿相处的时间被电子产品所替代，阻隔亲子互动的机

会，降低亲子依恋的质量，就会加剧儿童社会退缩行为的程度(McDaniel & Radesky, 2018)。根据生态学

理论强调，家庭是儿童社会性发展的基础，儿童社会性发展的不适应行为来源于家庭的环境因素，而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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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的低头行为极大地阻绝了父母与儿童之间的情感联系，不利于其社会性的发展，从而产生了社会退缩

行为。 

亲子冲突(Parent-children Conflict)是由于父母与孩子的观念不同，从而产生父母与子女之间的言语、

情绪和行为上的矛盾。亲子冲突的诱发原因多数来源于父母的消极养育行为，并且消极养育行为下长大

的孩子倾向于表现出更多的社会退缩和攻击行为(Wang et al., 2022a)。根据取代假设理论(The Displacement 
Hypothesis)认为，父母花费在儿童身上的时间与精力被低头玩手机的时间取代，会降低父母与孩子之间

的亲子关系质量，增加亲子矛盾(Coyne et al., 2014)。父母玩手机可能导致减少或者取代陪伴子女的时间，

产生消极的教养方式，是减少对子女的互动与交流等负面养育行为的可能原因(McDaniel, 2019)。结合依

恋理论解释不安全的亲子依恋，不仅会对儿童的个体和建立后期的亲密关系情况产生阻隔，也可能会导

致儿童亲密关系回避行为(刘肖岑，耿淑靓，徐珂，黄翯青，2023)，产生与父母之间的情感间隙，从而诱

发父母之间的冲突。 
攻击性行为(Aggressive Behavior)是指个体在社会交往与适应的过程中产生有目的、有意识地伤害他

人生理与心理健康，破坏他人为目标的行为，这也是社会规范所不允许的，并且会对孩子的身心健康造

成负面影响，形成不良的人际关系，攻击性行为的产生会根据不同的社会背景以及生活经验等影响(Dodge 
& Coie, 1987)。根据班杜拉的社会学理论解释，儿童会模仿周围人的行为，因此在生活中会无意识地模仿

周围人的不正当手段，而对他人产生攻击性行为。例如：研究表明父母亲很容易因为儿童打断使用手机

而对其发火，而当儿童试图将父母亲的注意力从设备上转移到自身而获得关注时，父母有时会做出更严

厉的反应，长此以往，儿童可能会模仿父母的负面行为，从而不利于社交(Radesky, Kistin, Eisenberg, Gross, 
Block, Zuckerman, & Silverstein, 2016)。研究表明，爱玩手机的父母对孩子的关注较少，减少了父母对的

监督，这会导致孩子的负面行为(Hong, Liu, De, Ding, Oei, Zhen, & Jiang, 2019)，父母低头行为与父母温暖

感的降低有关，并与青少年的负面外化行为呈正相关一致(Stockdale, Coyne, & Padilla-Walker, 2018)。根

据父母接纳与拒绝理论解释，儿童需要父母的接纳(Rohner, Khaleque, & Cournoyer, 2005)。如果这种需求

得不到满足，儿童受到忽视，他们就更容易出现行为或心理健康问题(Pinquart, 2017)。 

根据内部工作模型理论解释，不安全依恋关系的个体会较难控制自身的情绪，从而产生多动、暴躁

以及攻击性行为等问题，这样会增加亲子冲突发生的频率(彭小燕，窦凯，梁钰炫，方浩帆，聂衍刚，2021)。
研究表明，高水平的亲子冲突会增加儿童的焦虑抑郁、多动分心、攻击性等问题，导致儿童社会适应困

难(Arbuckle, 2003)。亲子关系双向性模型揭示，亲子冲突是因父母与子女的双向影响而产生的。例如父

母在“低头”过程中对儿童行为与回应的忽视，让儿童产生消极的情绪；与此同时，孩子在发出需求信

号而长期接收不到回应信号的时候，也会将自己的消极情绪通过暴力行为反向给父母，从而反作用于亲

子关系，因此亲子冲突与攻击性行为有关。敌对、冷漠的亲子关系会导致儿童的反社会行为，而攻击性

行为是儿童在与父母冲突中“既受引起具有的社会意义的客体冲突的影响，又受其刺激特性客观的影响”。

认为攻击性行为会破坏儿童的社会交往能力，例如：儿童在同伴交往的接纳程度低，或者同伴接纳程度

不高也会影响儿童的社会退缩行为，从而导致攻击性行为间接影响儿童社会退缩行为(孙钰智，2020)。攻

击性行为与儿童的社会退缩行为是具有正向相关性，因此儿童攻击性行为会导致儿童社会退缩行为恶化

(Wang et al., 2022a)。 
根据以上研究结果，研究提出了以下假设： 
假设 1：父母低头行为会增加儿童的社会退缩行为； 
假设 2：亲子冲突可能在父母低头行为与儿童社会退缩行为中起到中介作用； 
假设 3：攻击性行为可能在父母低头行为与儿童社会退缩行为起到中介作用； 
假设 4：亲子冲突与攻击性行为对父母低头行为与儿童社会退缩行为起到链式中介作用，见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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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Relationship between parental head-down behavior and each variable 
图 1. 父母低头行为与各变量的关系 

3. 研究过程与方法 

3.1. 被试对象 

研究采用区域取样方法，主要选取广东省佛山市区的十余家私立幼儿园，以问卷星形式由幼儿园教

师发放给儿童父母填写，总计收回 339 份数据，删除无效问卷数据后，有效问卷总计 320 份，有效率占

94.39%。 

3.2. 研究工具 

1) 《父母低头行为量表》 
采用由丁倩、王兆琪等人修订，祖静等人的《父母低头行为量表》(祖静，杨文雅，周桐帆，滕婉琪，

但菲，2022)，包含 9 个题项，如“当我和孩子一起吃饭的时候，我会用手机”。该量表使用李克特 5 分

计法，父母的低头行为越严重，得分越高。其中父母低头行为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 0.79。 
2) 《儿童社会退缩行为量表》 
采用阿亨巴赫儿童行为量表(CBCL)，1991 年修订版(Achenbach, 1999)。使用了社交退缩分量表来考

察 3~6 岁儿童的社交退缩情况。社交退缩分量表共有 9 个问题，如“孩子不与其他儿童相处。”该量表

使用李克特 5 分计法，儿童社会退缩行为越具有严重性，得分越高。其中儿童社会退缩行为量表的内部

一致性系数为 0.85。 
3) 《亲子冲突量表》 
亲子关系量表(Child-Parent Relationship Scale)用 Pianta 编制，张晓等人修订的亲子关系量表(CPRS)中

的亲子冲突维度，考察父母与儿童之间的亲子冲突程度(张晓，陈会昌，张桂芳，周博芳，吴巍，2008)。
如“孩子很容易跟我生气。”该量表使用李克特 5 分计法，亲子冲突行为越严重，得分越高。其中亲子

冲突行为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 0.95。 
4) 《攻击性行为量表》 
采用 Achenbach CBCL 的攻击行为分量表来考察儿童的攻击行为(Achenbach, 1999)。攻击性行为量表

共有 21 个问题，如“孩子喜欢争论。”该量表使用李克特 5 点计分，攻击性行为越严重，得分越高。其

中儿童攻击性行为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 0.93。 

3.3. 数据分析 

研究使用 SPSS26.0 进行有效问卷数据的录入与统计分析，并采用 Hayes 开发的宏程序 PROCESS 的

典型模型 Model 6 进行链式中介效应的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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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研究结果呈现 

4.1.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采用 SPSS 单因素检验方法，对研究所有变量(共 60 个项目)借助探索因子分析进行检验表明，在未

旋转情况下特征值大于 1 的因子有 9 个，而第一个因子解释了 34.56%变异量，低于临界值 40%，所以研

究不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 

4.2. 皮尔逊(Pearson)的相关分析 

Table 1. Correlation of dimensions 
表 1. 各维度相关性 

维度 父母低头行为 亲子冲突 儿童社会退缩行为 攻击性行为 

父母低头行为 1    

亲子冲突 0.56** 1   

儿童社会退缩行为 0.31** 0.61** 1  

攻击性行为 0.26** 0.24** 0.48** 1 

 
根据数据分析结果表明，父母低头行为与亲子冲突均呈正相关现象(p < 0.05)，而与儿童社会退缩行

为、攻击性行为具有相关性(p < 0.05)；亲子冲突与儿童社会退缩行为以及攻击性行为均呈正相关；儿童

社会退缩行为与攻击性行为呈正相关(见表 1)。 

4.3. 回归分析 

采用 PROCESS 进行分析，并对相应变量进行标准化处理，控制了儿童年龄、性别和家庭住址的情

况下检验亲子冲突与攻击性行为在父母低头行为对儿童社会性退缩行为当中的链式作用。 
 
Table 2. Regression analysis for each dimension 
表 2. 各维度的回归分析 

变量 
儿童社会退缩 亲子冲突 攻击性行为 儿童社会退缩行为 

β SE T β SE T β SE T β SE T 

年龄 −0.04 0.03 −0.67 −0.03 0.03 −0.67 −0.07 0.03 −1.37 0.01 0.03 0.27 

性别 −0.14 0.09 −2.58* −0.19 0.09 −4.20 0.17 0.08 3.05** −0.08 0.07 −1.88 

家庭住址 0.13 0.08 2.34* 0.01 0.08 0.08 0.10 0.07 1.94 0.08 0.07 2.06* 

父母低头行为 0.28 0.07 4.99*** 0.52 0.06 10.83*** 0.21 0.07 3.26** −0.13 0.06 −2.54* 

亲子冲突       0.18 0.05 2.69** 0.56 0.05 11.22*** 

攻击行为          0.37 0.05 8.77*** 

R 0.36 0.59 0.35 0.71 

R² 0.13 0.35 0.12 0.50 

F 11.62 43.45 8.72 53.14 

 
结果显示(见表 2、图 2)，父母低头行为对儿童社会退缩行为具有预测显著(β = 0.28, t = 4.99, p < 0.001)，

且放入中介变量(亲子冲突、攻击性行为)之后，直接预测作用依然显著(β = −0.13, t = −2.54, p < 0.05)。父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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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头行为正向预测亲子冲突(β = 0.52, t = 10.83, p < 0.001)和攻击性行为(β = 0.21, t = 3.26, p < 0.01)。亲子冲

突(β = 0.56, t = 11.22, p < 0.001)与攻击性行为(β = 0.37, t = 8.77, p < 0.001)均能正向预测儿童社会退缩行为。 
 

 
Figure 2. Regression coefficients for each dimension 
图 2. 各维度的回归系数 

 
Table 3. Mediating effects of parent-child conflict and aggressive behavior 
表 3. 亲子冲突与攻击性行为的中介效应 

 间接效应值 标准误 BootCI 下限 BootCI 上限 

总间接效应 0.40 0.04 0.33 0.49 

间接效应 1：父母低头行为→亲子冲突→
儿童社会退缩行为 0.29 0.03 0.23 0.35 

间接效应 2：父母低头行为→攻击性行为

→儿童社会退缩行为 0.08 0.03 0.03 0.14 

间接效应 3：父母低头行为→亲子冲突→
攻击性行为→儿童社会退缩行为 0.04 0.01 0.01 0.06 

C1 0.21 0.01 0.20 0.11 

C2 0.25 0.02 0.22 0.29 

C3 0.04 0.02 0.02 0.08 

注：C1 = 间接效应 1 − 间接效应 2；C2 = 间接效应 1 − 间接效应 3；C3 = 间接效应 2 − 间接效应 3。 
 
结果显示(见表 3)，父母低头行为与儿童社会退缩行为中，亲子冲突和攻击性行为均能单独产生中介

作用，例如：间接效应 1，父母低头行为→亲子冲突→儿童社会退缩行为，效应值为 0.29，置信区间为

[0.23, 0.35]，不包含 0；间接效应 2，父母低头行为→攻击性行为→儿童社会退缩行为，效应值为 0.08，
置信区间为[0.03, 0.14]，不包含 0；此外，亲子冲突能影响攻击性行为影响儿童社会退缩行为。例如：间

接效应 3，父母低头行为→亲子冲突→攻击性行为→儿童社会退缩行为，效应值为 0.04，置信区间为[0.01, 
0.06]，不包含 0，说明该条路径的间接效应显著，也就是亲子冲突、攻击性行为在父母低头行为和儿童社

会退缩行为之间的链式中介作用显著。其中，根据表格显示，攻击性行为的单独中介效应值(C2)为 0.25；
亲子冲突的单独中介效应值(C1)为 0.21；亲子冲突→攻击性行为行为的链式中介效应值(C3)为 0.04，说明

攻击性行为在影响父母低头行为与儿童社会退缩行为中的中介作用效果最显著。 

5. 讨论与分析 

5.1. 父母低头行为与儿童社会退缩行为的关系 

研究发现父母低头行为与儿童社会退缩行为的正向作用，是影响儿童社会性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

验证了假设 1。家庭是儿童在生命中的首要场域，父母扮演的是首任教师的身份，父母教养方式将直接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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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儿童当前乃至未来发展。在儿童成长过程中，如果父母教养模式是消极或不科学的，则会产生负面作

用。既不能解决儿童社会退缩行为，还会引发恶劣的社会退缩倾向性。在家庭环境中父母对儿童的亲子

互动被低头行为所代替，阻断了儿童与父母情感的交流，从而导致社会退缩行为增强并逃避社交活动。

因此，在家庭教育的过程中父母要注重对儿童日常行为的关注，减少自身受到外界事物干扰而取代与儿

童相处的时间，同时儿童的社会性交往活动也是身心健康发展的重点，为其提供与他人沟通与交流的机

会，给予充分的温暖与关怀。 

5.2. 亲子冲突在父母低头行为与儿童社会退缩行为的中介效应 

父母低头行为会通过亲子冲突间接影响儿童社会退缩行为，验证了假设 2。父母低头行为是不正当的

负面教养方式，会影响儿童的情绪情感的处理(Pozzi et al., 2020)，从而产生社交回避行为，主要也是因为

父母低头行为的负面影响，致使父母产生负面情绪，破坏亲子关系，引起儿童与父母之间情感与言语上

的冲突。期望违背理论认为，父母的低头行为会降低父母在子女之间的期待，当孩子对父母的回应“期

望”受到阻碍与断绝时，子女就会产生消极情绪，甚至丧失对父母的期待与信任，从而会诱发亲子冲突

的关系。因此，在家庭教育的过程中，父母应该恰当处理自身与儿童的关系，亲子关系的作用是相互影

响的，亲子冲突会造成双方情感的破裂与儿童外化行为的产生。 

5.3. 攻击性行为在父母低头行为与儿童社会退缩行为中介效应 

父母低头行为会通过攻击性行为间接影响儿童社会退缩行为，验证了假设 3。父母在处理电子产品

(例如手机等)受到压力时所产生的负面情绪，会导致父母产生消极的教养方式(Radesky, Kistin, Eisenberg, 
Gross, Block, Zuckerman, & Silverstein, 2016)。班杜拉的社会学理论解释，在父母低头行为的作用下，儿

童模仿父母的消极行为或消极教养方式，一方面丧失对同伴的社会交往行为，另一方面在错误的教养下，

产生的攻击性倾向会增加同伴的交往回避行为，从而提升了儿童的交往挫败感，形成社交闭环状态。攻

击性行为也是儿童保护自我的一种表现，在儿童产生社会退缩行为时，不愿意接触外界事物，会对他人

产生敌意，从而发生攻击性行为。当儿童对同伴产生敌意时，会受到同伴的排斥与挤兑，间接影响社会

交往，加重儿童社会退缩行为。因此，在面对儿童恶劣的攻击性行为时，应该考虑家庭教育的影响因素，

让儿童在家庭中感受温暖，正确交往与依恋，满足儿童的温暖需求。 

5.4. 亲子冲突与攻击性行为在父母低头行为与儿童社会退缩行为的链式中介效应 

父母低头行为可能在亲子冲突和攻击性行为的作用下加剧对儿童社会退缩行为的影响，并且亲子冲

突与攻击性行为具有联系，验证了假设 4。根据依恋理论解释，早期儿童的亲子依恋会影响儿童未来的情

绪、认知以及行为等方面(Bowlby, 2008)。拥有安全依恋的儿童对外界事物是积极向往的状态，并愿意且

相信他人；而不安全依恋的儿童会建立内心自我防御，对外界其他关系都不信任，在长期处于不安全状

态就会产生自我防御，从而对外界事物产生消极状态、情感障碍、社会退缩、攻击行为以及药物滥用等

(Ooi, Ang, Fung, Wong, & Cai, 2006)。因为亲子冲突会导致儿童模仿父母的暴力行为，从而对他人产生攻

击性行为，具有攻击性行为的儿童在同伴交往的过程中同伴接纳程度不高，加剧儿童社会退缩行为。因

此，在处理儿童社会退缩行为方面，我们可以关注儿童家庭的亲子关系，并且在儿童表现恶劣攻击性行

为时，留意儿童是否存在社会退缩行为，影响儿童的心理健康问题。 

6. 结论与建议 

6.1. 结论 

1) 父母低头行为对儿童的社会退缩行为产生负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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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父母低头行为造成亲子冲突间接影响儿童社会退缩行为。 
3) 父母低头行为会产生儿童攻击性行为，间接影响儿童社会退缩行为。 
4) 父母低头行为会产生亲子冲突，使儿童产生攻击性行为，进而形成社会退缩行为。 

6.2. 建议 

1) 家长应积极纠正认知层面错误，营造良好的家庭环境 
家长要自觉意识到低头行为会导致儿童的内化问题(消极情绪、焦虑、抑郁等)与外化问题(攻击性行

为、社会退缩等)。家长沉迷于手机的使用而替代了与儿童的亲子互动时间，导致与孩子的沟通减少，这

不仅不利于亲子关系的维护，还可能会影响儿童日后的语言发展(周机利，黄海，陈银杏，胡梦岩，周春

燕，2020)，对日后的社会交往产生恐惧与回避。因此家长应该积极主动学习科学育儿的知识，积极参与

对子女的教育工作中，养成积极的教养方式；此外还需要认识低头玩手机的危害对自身及儿童的危害，

合理分配使用电子产品的时间与方式，制作使用计划表等，增加亲子互动的时间，避免无效陪伴，保持

良好的夫妻关系，营造良好的家庭环境。 
2) 幼儿园与社区应积极科普低头行为危害，定期开展心理健康活动 
社区与幼儿园在家庭教育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作为社区工作者，应该积极走访各个家庭，了解家

庭的生活和教育情况，向家长科普科学育儿的知识，提高对家庭主妇的保护，缓和父母家庭矛盾，降低

父母冲突现象，缓解父母育儿压力，积极开展社区亲子活动，增强父母与子女之间的亲密度。在幼儿园

层面，首先，教师应该告知父母低头行为对自身与儿童手机成瘾的危害，并提出有效的改进措施与建议

等，例如：增加亲子活动的机会与创新亲子活动的方式，让亲子娱乐活动代替低头行为；请亲子互动质

量较高或者家庭教养氛围较好的家长入园进行育儿经验分享等。其次，教师要引导儿童与家长互相监

督，采取正确的手机使用方法等。最后，教师需要担负起对儿童心理健康教育的职责，定期检查儿童的

心理健康状况，开展积极的心理活动，为儿童提供社会交往的技能与技巧，促进儿童与同伴之间的沟

通与交流。 
3) 政府应增加家庭教育的推广与宣传 
政府可以采用多元化的宣传模式，运用现代媒体教育技术进行家庭教育推广，例如：在抖音、快手

等短视频传播媒介中加入家庭育儿知识的推广，审核各类媒介舆论的正确性与合法性等，防止家长沉迷

于娱乐视频而消磨时间等，加强家庭教育法律的普及等。 
本次研究主要关注的是亲子关系与儿童外化攻击性行为在父母低头行为对儿童社会退缩行为的作用，

得知亲子冲突与攻击性行为会加剧父母低头行为对儿童社会退缩行为的影响。此外，在研究过程中不能

确切地排除其他因素也会影响测量的结果，例如父母教养方式、父母的性别以及同伴接纳等；并且问卷

数据主要由父母填写回收，未能客观地了解儿童的具体想法，希望在后续的研究中应该结合儿童视角，

更加客观地反映研究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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