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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调查起因

几个月前，水木社区子女教育版曾就“家长该不该打孩子”产生

了一场大辩论，主要分为三派，一派认为绝对不能打，一派认为棍棒

底下出孝子，一派认为可以有条件地打。就笔者观察，似乎有过童年

被打经历的 ID，其发言倾向于极端化（前两个），发言中攻击性偏强，

而童年被打经历较少的人，倾向于第三派，发言相对温和。

在美国人的调查中，小时候受到过暴力虐待的孩子其成人后暴力

水平较高（《心理学与生活》），但对幼年遭受暴力的孩子成年后的行

为和自我感受的数据尚缺。

二、样本来源

时间关系，调研选取较为粗糙，选取水木社区（www.newsmth.net）

的子女教育版版面和微博上进行调研，共回收 38个样本。

三、数据分析及结论

经过简单分析，发现样本中：

 24名女性（63%），14名男性（37）；30岁（不含）以下 10个样

本（26%，其中仅 1名男性），30岁（含）以上 28个样本（74%)；

其中 20个样本有 4岁及以下的孩子(53%)；



 29%的家长认为无论任何情况都不可以打孩子，13%的家长认可

“棍棒底下出孝子”，其余 58%的家长基本认可“特殊情况下可以

打，但不是常态，一般会做好打后工作”；

 在对打孩子的态度和家长小时候的挨打经历的相关分析如下（均

为百分比，下同）：

没有或极少挨打 偶尔挨打 经常挨打

无论如何不打孩子 63 37 0
极少情况可以打，但一般做好工作 54 23 23

棍棒底下出孝子 40 20 40

这与美国人的统计数据定性看是一致的（但是因为样本太少，随

机误差偏高）；值得注意的是，小时候经常挨打的家长没有人认为无

论如何不可以打孩子，这从精神分析的角度看属于“向攻击者认同”，

从家庭系统的角度看，属于代际传承了同样的应对方式与创伤。

 在挨过打的家长中，关于自己被打时的想法和感受的统计结果如

下：

理智上很感谢他们，觉得他们做得对，情感上也觉得可以接受 16
理智上很感谢他们，觉得他们做得对，但情感上多少还是有怨恨或愤怒或悲哀 16

理智上认为他们这么做是错的，但是情感上觉得也还可以接受 39
理智上认为他们这么做是错的，情感上也对他们多少还是有怨恨或愤怒或悲哀 16

其它 13

这一结果可能需要进一步解读，有可能是被调查者大多数完成了

与父母的和解，但考虑到文化因素，也有可能是调查者压抑了对父母

的愤怒。

 100%的被调研者都认为自己的婚姻非常幸福或比较幸福（52%认

为非常幸福），这显然是不符合常识的，调研者认为，这个结果显

示，婚姻幸福的家庭的人会更关注类似这个调研的公益事业、会



更关注与子女成长有关的问题，而婚姻不幸的人更多需要处理婚

姻内部的问题，无暇顾及此类调研；

 小时候挨打和自我人际关系评价的相关分析如下：

没有或极少挨打 偶尔挨打 经常挨打

人际很不错 80 10 10
人际一般般 46 31 23
人际特别糟 0 50 50

这一结论可以近似解读为，成年后自我人际关系评价较好的人，

小时候挨打也较少；

 小时候挨打和亲密关系中的情绪控制能力的相关分析如下：

没有或极少挨打 偶尔挨打 经常挨打

比较温和，很少发火或发火也不大 64 18 18
基本不发火，但发火时较大 50 33 17

很难控制情绪，经常无名火上来后歇斯底里 0 75 25

这一结论可以近似解读为，成年后自我情绪控制较好的人，小时

候挨打也较少。

 以上所有分析无显著性别差异和年龄差异。

四、误差要素

样本空间太小且有偏为此调研引入了较大误差。有偏主要体现在：

1. 选取对象大多数文化水平较高；

2. 做问卷的人大多对孩子比较关注（会去子女教育版的人本身就

造成了偏差），导致所有做问卷的人都处于家庭幸福或比较幸福的状

态，缺乏对照组；

3. 为了采样方便快捷，问题被尽量压缩了，也没有讨论言语暴力、

冷暴力等的影响；



4. 由于不能假设其中的任何一个分布正态，因此未能做信效度检

验和分析。

由于时间和基础数据的缺乏，此次调查暂无计划修正这些误差，

但是即便在如此的误差下，数据依然已经具备统计学意义。

五、其它

非常遗憾的是，由于样本有偏，加上题目设计本身存在一定不合

理性，导致原问卷第五题成为废题，而这道题本来是设计用来和第 7

题联合推测家长共情能力的，之后再和第 8题做交叉分析看家长共情

能力是否和家庭幸福有关，这一目的没能达到，十分遗憾。

另外，如果能够引入更多“不幸的”样本，调研的现实意义会大

很多。

即便如此，本次调研仍然在有限的时间内得到了比较有意义的数

据，明确用数据证实了小时候挨打与长大人际、情绪以及教养方式的

相关。



附录：问卷

1.您的年龄：

2.您的性别：

3.您最大的孩子的年龄（如果没有孩子写-1）：

4.您对家长打孩子的态度是（）：

A.无论任何情况下，家长不能打孩子，使用暴力是家长的无能

B.孩子犯了错该打就要打，没挨过打的孩子才可能有问题，棍棒底下出孝子

C.在特殊情况下可以打，但不是常态，一般会做好打后工作

D.其它，请说明______

5.如果您有过打孩子的经历，您事后会去了解孩子被打的感受和想法吗？

A.会的，充分讨论才将打变为教育

B.偶尔，矫正孩子的错误行为才是根本

C.不会，孩子懂啥啊，小孩子的想法与感受并不重要

D.我没打过孩子也不准备打，这道题打酱油

E.其它，请说明______

6.您小时候挨过打吗？

A.没有

B.极少

C.有时

D.经常

7.如果您小时候挨过打，您对父母打你的态度是？

A.理智上很感谢他们，觉得他们做得对，情感上也觉得可以接受

B.理智上很感谢他们，觉得他们做得对，但情感上多少还是有怨恨或愤怒或悲哀

C.理智上认为他们这么做是错的，但是情感上觉得也还可以接受

D.理智上认为他们这么做是错的，情感上也对他们多少还是有怨恨或愤怒或悲哀

E.我没挨过打，这道题打酱油

F.其它，请说明___________

8.总体说，您觉得自己的婚姻幸福吗？

A.很幸福

B.比较幸福

C.比较不幸

D.很不幸

9.总体说，您觉得自己的人际关系如何？

A.很不错

B.一般般

C.一团糟



10.总体说，您认为自己在家庭中的情绪控制能力如何？

A.比较温和，很少发火或发火也不大

B.很难控制自己的情绪，经常无名火上来就歇斯底里

C.平时基本不爆发，但一爆发就非常剧烈

D.其它，请说明___________

感谢您的配合！！

*注:最初使用的问卷与这一版本选项略有差异，这一版本是调研完成后将一些样本中“其它，请说明”

的具体情况整合至对应的恰当的选项中的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