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dvances in Psychology 心理学进展, 2024, 14(5), 327-335 
Published Online May 2024 in Hans.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ap 
https://doi.org/10.12677/ap.2024.145319     

文章引用: 钱丹, 米思莹, 施萌, 夏艺玮, 谢婷雨, 谢颖, 董云英(2024). 父亲参与儿童教养研究综述. 心理学进展, 
14(5), 327-335. DOI: 10.12677/ap.2024.145319 

 
 

父亲参与儿童教养研究综述 
——基于CiteSpace的可视化分析 

钱  丹，米思莹，施  萌，夏艺玮，谢婷雨，谢  颖，董云英* 

江苏理工学院教育学院，江苏 常州 
 
收稿日期：2024年4月3日；录用日期：2024年5月14日；发布日期：2024年5月27日   

 
 

 
摘  要 

近年来，父亲参与儿童教养问题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大量研究表明，父亲参与教养有利于儿童的发展。

本文基于CNKI数据库，搜索了2005~2024年间发表的132篇父亲参与儿童教养中文文献，运用CiteSpace
软件对该领域文献的发文量、作者、机构、研究热点指标进行知识图谱绘制，并对其进行可视化分析。

结果发现，总发文量较少，年发文量总体呈上升趋势。主要发文机构是河北师范大学和山东师范大学，

机构之间缺乏合作。核心作者6名，整体发文量较少，尚未形成较为坚实、具有规模的核心研究群。儿

童、父亲参与、情绪问题、学前儿童、父子依恋、教育方式是研究热点，然而，我国在针对父亲如何有

效参与儿童教养的对策研究上，深度挖掘尚显不足。未来应从多视角切入，加大父亲参与教养的研究力

度，为实践探索提供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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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the issue of fathers’ involvement in children-parenting has received atten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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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various sectors of society, and a large number of studies have shown that fathers’ involve-
ment in children-parenting is beneficial to children’s development. Based on the data of China Na-
tional Knowledge Infrastructure (CNKI), 132 Chinese literature articles on fathers’ involvement in 
children-parenting published from 2005 to 2024 were analyzed by using the CiteSpace, so as to 
draw a knowledge map and conduct a visual analysis of the number of articles, authors, institu-
tions, and research hotspots in this field. The results revealed a relatively low overall publication 
volume with a general increasing trend in annual publications. The main publishing institutions 
were Hebei Normal University and Shandong Normal University with limited collaboration be-
tween them. There were six core authors with a relatively low overall publication volume, yet a 
solid and sizable core research group has not yet been formed. Research hotspots included 
children, father involvement, emotional issues, preschool children, father-child attachment, and 
educational styles. However, there is still insufficient in-depth exploration in China on effective 
strategies for fathers to participate in child rearing. In the future, it is recommended to approach 
the research from multiple perspectives, intensify the study on fathers’ involvement in children- 
parenting, and provide theoretical basis for practical explo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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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的《关于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全面提高义务教育质量的意见》(2019)对加强家庭

教育提出建议，强调家长要切实履行家庭教育职责，加强与孩子沟通交流，理性帮助孩子确定成长目标。

家庭教育是终身教育的奠基阶段，其教育质量的好坏影响人的一生。 
随着社会经济发展，“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思想逐渐消失，女性社会地位不断提高，社会转型

进而影响了家庭教育模式的改变，这就需要重新定位父亲在家庭中的角色，要求父亲参与到子女的教养

中，以维持家庭的平衡。过去人们更多地关注母亲在家庭教育中发挥的作用，对于父亲的重视程度远远

不够，但实际上父亲对孩子的智力(王娟，夏婧，2014)、情绪(张春晓，2015)、性格(孔露，蒲红霞，2015)、
社会性(李晓巍，魏晓宇，2017)等方面都有着独特而重要的影响，是孩子健康成长所不能缺失的。 

虽然绝大多数父亲已经意识到教育孩子是父母共同的责任，并且自己需要担起在家庭教养中的重要

作用，但是由于缺乏科学的理论指导，父亲参与教养的效能较低，教养策略也存在问题，部分父亲也由

于工作原因，没有充足的时间参与到家庭教育中。过往研究有提到父亲参与教养存在的一些问题，包括

教育观念陈旧、教养方式有失偏颇、对自身定位认识不够全面等(周玲，2006；范静平，2013)。许多学者

呼吁父亲应多关注家庭，加大对子女教养的投入程度，以减轻母亲的压力，维持家庭的平衡，因此，父

亲对儿童教养重要性以及父亲参与儿童教养实施路径的研究刻不容缓。 
在此背景下，父亲参与儿童教养逐渐成为社会和学界关注的热点议题，国内外学者对父亲参与儿童

教养方式和程度展开了多角度研究。Lamb (1986)最先提出三因素模型，明确阐述了父亲参与教养的概念。

三因素模型包括投入、接近和责任三个层面，其中，投入指父亲身体力行地融入到孩子的生活中，包括

照顾孩子的起居、陪孩子游戏等；接近指父亲由于某种原因不能全身心地陪伴孩子，但是处于儿童可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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触到的空间范围内，只有当儿童需要时，父亲才立刻出现，即父亲与孩子之间只是具备潜在的互动可能

性；责任指父亲为孩子的幸福负责，并提供相应的经济支持，能够察觉到孩子在身体、社会互动、情绪

认知等方面的需求，并有意识地逐步满足。此后，研究者们相继提出了四维度模型、七种工作模型等(王
桂芬，2018)。四维度模型描述了父亲参与的四种基本成分，分别为执行功能(如决策制定、制定规矩、监

督和指导、安排家务、制定活动计划)、社会/情感功能(如直接的社会互动、娱乐活动、交流思想观点、

身体上的情感表达、安慰、表扬鼓励)、日常照看功能(如监督和协助、洗澡穿衣喂饭、为孩子睡觉收拾床，

或为孩子上学做准备、照看生病的孩子、送孩子)、教育功能(如监督和帮助完成功课、给孩子读书听、教

给基本的社会技能、纪律限制、做孩子的咨询顾问、提供智力和文化的刺激、宗教或道德训练)。七种工

作模型从七种父亲职责来定义父亲参与情况，即情感、伦理道德、精神、发展性、娱乐、指导性以及服

务性职责。 
三因素模型为父亲与孩子之间的情感纽带以及父亲行为对孩子影响的探究提供了基础。四维度模型

则进一步扩展了视角，强调了父亲在儿童生活中的多元角色，展示父亲在家庭中的全方位参与。七种工

作模型则通过详尽的分类，全面揭示了父亲在儿童成长过程中扮演的多元角色和作用。这些理论框架有

利于理解父亲在儿童教养中不可或缺的角色和影响，它们从不同维度揭示了父亲在儿童教育中的深度和

广度，强化了父亲在家庭结构和社会角色中的核心地位，并为促进父亲积极、全面地参与儿童教养提供

了策略指导。然而，尽管这些模型具有价值，但也具有一定的局限性，无法涵盖父亲参与儿童教养的所

有方面，也无法适应所有文化和社会背景的差异。因此，在实际应用这些理论时应当灵活地考虑具体情

境，认识到它们的局限性，并持续推动理论的深化和发展，以适应社会需求的不断变化，更好地支持父

亲在儿童教育中的角色转变和实践。 
我国对于父亲参与教养方面的研究起步较晚，其中伍新春等人(2014)对 Lamb 的三因素模型进行本土

化重构，更符合我国国情，成为目前运用最广泛的模型，包括互动性、可及性、责任性。互动性指的是

父亲对孩子的直接照顾与教育，包括生活照顾、学业支持、情感交流、规则教导和休闲活动；可及性是

指父子之间没有直接的互动，但在孩子需要时能够及时关注和回应，包括空间和心理上的可及；责任性

指的是父亲为孩子的发展所做的准备、积累、规划和支持等活动，包括榜样示范、信息获得、父职成长、

教养支持和发展规划。近年来，我国对于父亲参与儿童教养的研究逐渐丰富，现有研究多集中于调查父

亲参与儿童教养的现状、影响因素以及对儿童发展的影响，研究形式主要以描述性研究、实验研究和个

案研究为主(刘如意，2022)，并且我国学者针对国内父亲参与儿童教养的情况，基于西方学者所编制的相

关问卷，编制出了符合我国国情的调查问卷。尽管针对父亲参与儿童教养的关注度不断提升，研究也逐

年丰富，但家庭教育中依然存在不同程度的“父亲缺位”现象。此外，国内父亲参与儿童教养的研究在

研究广度与深度上需要进一步完善。 
因此，本文以 CNKI 数据库中关于父亲参与儿童教养研究方面的 132 篇文献为研究对象，运用

CiteSpace 软件对其进行信息可视化分析，分析现有研究的进展与不足，以期为我国父亲参与儿童教养领

域的理论研究与发展提供参考。 

2. 研究方法 

2.1. 研究工具 

陈超美博士开发的 CiteSpace 软件系统是一款功能强大的信息可视化软件，主要用于计量和分析科学

文献数据。本文借助 CiteSpace 的强大功能绘制父亲参与儿童教养的合作网络图谱，将作者、相关机构的

合作关系、研究贡献及研究热点清晰地呈现出来。通过深入解析生成的知识图谱，得以理解当前研究的

现状及动态趋势，实现对未来研究前沿的预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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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数据来源 

本文以 CNKI 数据库收录的学术论文为数据来源，使用 CNKI 数据库的“高级检索”功能，限定检

索条件为：主题包含“父亲参与教养”与“儿童”，检索方式为“精确”，时间为“不限–2024 年”(检
索时间：2024 年 3 月 12 日)，期刊来源类别选择“学术期刊”和“学位论文”，共检索到 136 条记录。

为了提高数据的相关性和准确性，对数据进行筛查，剔除了与“父亲参与儿童教养”主题无关且不符合

研究目的的文献，最终获得有效文献 132 篇。 

2.3. 数据处理 

从 CNKI 数据库中获取检索文献的 RefWorks 格式题录文件，导出 132 篇父亲参与儿童教养研究的有

效文献信息，利用 Excel 2019 和 CiteSpace6.3.R1 软件对导出的文献数据进行统计和可视化分析。建立“父

亲参与儿童教养”主题数据处理项目，分别从发文数量、发文时间、发文作者、发文机构、关键词等信

息进行计量学分析。 

3. 研究结果 

3.1. 父亲参与儿童教养研究的发文数量和发文时间分布分析 

基于 CNKI 数据库检索的数据进行计量可视化分析，得到了父亲参与儿童教养研究文献发文趋势图，

如图 1 所示，父亲参与儿童教养研究呈现波动上升的趋势。从发展趋势来看，2005~2024 年父亲参与儿

童教养研究可分为两个阶段。 
 

 
Figure 1. Trend in annual publications on fathers’ involvement in children-parenting research 
图 1. 父亲参与儿童教养研究文献发文年度趋势 

 
第一个阶段为 2005~2017 年，该阶段发文量较少，年均发文量不足 4 篇，说明 2005~2017 年父亲参

与儿童教养的研究仍处于起步阶段。2013~2014 期间，《人民日报》刊登了《父亲在儿童成长中有多重

要？》一文，引发社会各界对“父亲参与幼儿教养”“父亲参与幼儿教养的方式”“父亲与幼儿之间的

亲子互动”等问题的持续关注，重新审视新时代背景下的父性教育(李佳璇，2018)。这些讨论推动了教育

政策和实践的调整，强调了父亲角色在早期儿童教育中的不可或缺性，以及鼓励父亲们通过各种形式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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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教养，从而促进儿童的全面发展和亲子关系的深化。 
第二个阶段为 2018~2024 年，发文量有所提高，且整体呈波动上升趋势，2020 年达到最大峰值，年

发文量为 14 篇。2021 年 10 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

对家庭教育有了更为明确的要求，落实了父母等监护人的育人“主体责任”，也提高了人们对父亲参与

儿童教养的重视。 

3.2. 父亲参与儿童教养研究的发文作者分析 

发文作者是学科领域研究的主导力量，推动学科研究的发展与创新。通过对父亲参与儿童教养研究

的作者及其合作网络图谱分析，可以更直观地了解到父亲参与儿童教养相关研究的核心作者群及合作情

况。在作者合作网络图谱中，圆点，即网络节点，其大小对应该作者的发文量多少，节点间连线则表示

两个作者存在合作。由 CiteSpace 生成的图谱显示，详见图 2，N = 100，表示共有 100 个节点，E = 108，
表示节点间连线为 108，Density = 0.0218，则表示网络密度为 0.0218，连线数大于节点数，说明各作者间

有着密切的合作。通过图 2 可以看出尹晓辉、王洋、王葳、张姣姣、许亚红等对父亲参与儿童教养研究

合作比较紧密。 
 

 
Figure 2. Mapping of author cooperation networks on fathers’ involvement in children-parenting research 
图 2. 父亲参与儿童教养研究的作者合作网络图谱 

 
研究领域中，核心作者的认证常使用洛特卡–普赖斯定律，可以对在该研究领域发文量较多的作者

进行统计分析。这些作者在该领域的研究中具有重要地位，其研究成果和观点可以代表该领域的主流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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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因此，深入了解这些作者的研究方向、合作关系以及研究成果对该领域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具体

计算式为 M ≈ 0.749 × (Nmax)1/2，其中 M 表示核心作者的最低文献数，Nmax 表示发表最多文献作者的发

文量。该计算式可以帮助研究者更好地了解该领域的发展趋势和相关研究人员的合作情况。检索可知，

父亲参与儿童教养研究发表最多文献的作者是许岩，共发文 8 篇。经计算，M ≈ 2.118，因此确定该领域

的核心作者需要发表不少于 3 篇文献。核心作者共有六位，其发文量共为 24 篇，约占总发文量的 19%。

其余发文作者发文量为均为 1 至 2 篇，共 108 篇，约占总发文量的 81%。 

3.3. 父亲参与儿童教养研究的发文机构分析 

利用 CiteSpace 软件生成父亲参与儿童教养研究机构合作网络图谱，反映了该领域的机构发文量、影

响力及其合作强度，如图 3 所示。从研究机构来看，父亲参与儿童教养领域发文量较高的机构主要以高

校为主。发文量最多的机构为河北师范大学(10 篇)，其次为山东师范大学(8 篇)。各地区的发文机构之间

也有合作，如：河北师范大学、西北师范大学以及上海师范大学之间有着紧密合作等。综合来看，虽然

存在跨区域不同机构以及同一区域不同机构间的合作，但整体数量不多。因此，加强跨区域、跨机构间

合作可以使父亲参与儿童教养研究更加深刻也更为全面。 
 

 
Figure 3. Mapping of institution cooperation networks on fathers’ involvement in children-parenting research 
图 3. 父亲参与儿童教养研究的机构网络合作图谱 

3.4. 父亲参与儿童教养研究的关键词聚类分析 

关键词是对文章内容的高度概括，高频关键词可用来捕捉研究领域的热点问题。选择关键词

(Keyword)为网络节点运行 CiteSpace 软件，得到关键词共现聚类图谱，如图 4 所示。其形成的聚类标签

按序号顺序分别为“儿童”“父亲参与”“情绪问题”“学前儿童”“父子依恋”和“教养方式”。每

个聚类下包含着许多联系密切的关键词，聚类标签数字越小，其包含的关键词数越多。CiteSpace 依据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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络结构和聚类的清晰度，提供了模块值(Q 值)和平均轮廓值(S 值)两个指标，可以作为评判图谱绘制效果

的一个依据(陈悦，陈超美，刘则渊等，2015)。本文聚类所呈现的 Q 值 = 0.5309 > 0.3，S 值 = 0.8378 > 0.7，
说明图谱聚类结构显著，聚类结果令人信服。 

结合关键词共现聚类图谱(图 4)，总体上可以将这 6 个聚类标签归纳总结为四大类：第一，聚类标签

#0 儿童、#3 学前儿童，体现了学者的主要研究对象。近年来关于父亲与儿童的相关研究逐渐增多，国内

研究者大都从父亲和孩子的角度切入，将研究对象集中于幼儿至小学生，研究领域主要集中在教育学、

心理学、社会学等，其他领域涉及较少，但国外的学科涉及范围更广。第二，聚类标签#1 父亲参与、#4
父子依恋，表明了父亲参与儿童教养的研究方向、研究的主要目标、主要问题以及主要对策都集中在父

亲的参与、父子的依恋关系上。第三，聚类标签#2 情绪问题，主要体现了学者在父亲参与儿童教养的问

题上，主要研究父亲参与教养将会对儿童情绪问题产生怎样的影响。第四，聚类标签#5 教养方式，体现

了学者加强对父亲参与儿童教养的教养方式的研究，探讨父亲教养方式将会更有利于提出父亲参与儿童

教养的实施路径。 
 

 
Figure 4. Co-occurrence clustering of keywords on fathers’ involvement in children-parenting research 
图 4. 父亲参与儿童教养研究的关键词共现聚类情况 

4. 结论 

通过对 2005~2024 年间我国父亲参与儿童教养研究进行的可视化分析，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我国父亲参与儿童教养研究于 2005 年逐步开始，发文数量呈波动上升趋势，总体进程较慢，

研究程度有待加强。相关研究热点的演进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 2005~2017 年，该阶段发文量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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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均发文量不足 4 篇；第二阶段为 2018~2024 年，发文量整体呈波动上升趋势。 
第二，父亲参与儿童教养研究的核心发文机构主要由高校组成，其中河北师范大学和山东师范大学

是主要发文机构，但机构间合作较少。国内父亲参与儿童教养的主要研究者是许岩、张文新、陈玉兰等，

但整体发文量较少，各作者间合作较为紧密，但跨区域、跨机构间的合作与交流还是不够多，尚未形成

较为坚实、具有规模的核心研究群。 
第三，根据对关键词的聚类分析可知，2005~2024 年间父亲参与儿童教养研究的热点是“儿童”“父

亲参与”“情绪问题”“学前儿童”“父子依恋”和“教养方式”。这些聚类揭示了这一领域的研究对

象、研究热点及研究内容，包括父亲参与对儿童情绪问题的影响、父亲教养方式等。通过关键词聚类分

析，可以发现我国对父亲参与教养的研究对象主要集中在小学或者中学阶段，对幼儿尤其是 0~3 岁的幼

儿关注较少。从研究热点和内容看，我国父亲参与教养主要集中于父亲参与教养的内涵、影响因素、影

响等，关于父亲参与教养提升对策的相关研究较少，挖掘不够深入，未来需要更多研究探究父亲参与儿

童教养的实施路径。 
可见，进一步探索父亲参与对儿童发展的具体影响途径和过程以及影响因素，将会更好地理解其中

的作用机制。未来的研究应从不同的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着手，深层次挖掘父亲参与教养缺失背后的原

因，为父亲参与儿童教养提供理论上的支撑。同时，发出声音以引起社会各界对父亲参与儿童教养的重

要性的关注，引起更多研究者的学术视角关注，引起父亲对自身角色赋予价值的关注与思考。未来的研

究应为父亲参与教养提供更多的实施路径，切实提高父亲参与儿童教养的水平，以促进儿童健康成长(刘
琴，卢清，2022)。 

5. 建议 

5.1. 加强父亲参与儿童教养政策方针引领作用 

我国父亲参与儿童教养研究整体上还存在重视度不够、研究水平较低、区域差异大等问题。为改变

这一状况，首先，国家应增加这方面的研究支持，如设立专项基金激励研究，并规划监督基金使用。其

次，各地区政府应鼓励本区域的研究机构和高校加强这一领域的研究(李佳璇，2018)。政府推动政策和实

践，使父亲参与儿童教养贴合政策的引导方向，推动父亲参与儿童教养研究和实施的完善与发展，促进

相关研究更加扎实、广泛深入。再次，父亲参与儿童教养作为实施家庭教育的重要一环，必须要有相关

政策的支持。政府可制定家庭教育法或父亲责任法，明确父亲育儿义务，要求父亲提高育儿素养，并承

担相关法律责任，还可规定父亲专有假期。此外，社会应尊重父亲参与，并从法规、环境等方面给予支

持，推动父亲责任承担和积极参与(孙彦，2011)。 

5.2. 加强父亲参与儿童教养研究团队建设 

结合由 CiteSpace 分析得到的机构和作者合作网络图谱可以看出，各机构、作者之间的合作并不密切，

核心作者间也少有联系，且核心作者相对较少，尚未形成较为坚实、具有规模的核心研究群；研究机构

主要为高校，倾向于单独发文，机构合作较少，并不利于父亲参与儿童教养现有资源的整合和可持续发

展，因此，加强父亲参与儿童教养研究团队建设，加强研究机构间的合作是取得突破性成果的必要条件。

通过加强该领域研究团队的建设，可以有效提升研究的数量和质量，核心力量专业知识和经验的结合可

以有效拓展研究的深度和广度，推动父亲参与儿童教养研究的进展，使其更加广泛和深入。 

5.3. 重视父亲参与儿童教养的实证研究 

目前我国父亲参与儿童教养的研究成果多为基于国外研究基础上进行的验证和总结，缺少实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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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研究对象不够全面，对于学前儿童的研究相对较少。新时代父亲参与儿童教养的研究需要在定量研究

的基础上进行定性研究，从而得出有效可靠的结论，找到父亲参与儿童教养的实施路径。因此，国内的

相关研究应更加重视实证研究，建立实证体系，运用问卷法、访谈法等为父亲参与儿童教养提供有效可

靠的数据，为父亲参与儿童教养的推进提供更加丰富的理论与实证依据。 
总之，父亲参与儿童教养的研究对儿童的成长、家庭的建设、社会经济发展等都具有重要意义。我

们应从多视角切入，加大研究力度，为深入研究、实践探索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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