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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目的] 本研究基于天涯社区用户，探究子女处于不同学段的父母在生活满意度及情感表达

上所存在的差异。[方法] 利用大连理工情感词典计算出子女处于学前、小学、初中教育学

段的父母在 21 类情感上的词频分布，并以此为特征对不同学段父母的生活满意度进行预测，

比较子女处于不同学段的父母在词频分布和生活满意度上的差异。 

[结果] 在生活满意度上，子女处于初中学段的父母的生活满意度显著的低于处于学前和小

学的父母的生活满意度。在快乐情感类上，学前父母的词频高于小学和初中父母；在安心

情感类和赞扬情感类上，初中父母的词频高于学前父母；在相信情感类上，初中父母的词

频高于学前和小学的父母；在喜爱情感类上，学前父母的词频要高于小学和初中的父母，

小学父母的词频高于初中父母；在思情感词上，初中父母的词频高于小学父母；在慌情感

类上，初中父母词频高于学前父母和小学父母。[局限] 本研究采用爬虫技术在天涯论坛中

收集到的样本量较为有限，部分主题贴中可能存在父母长期记录生活期间其子女的学段发

生跨越的情况，未来研究可从更多学段、父母角色、纵向视角着手进一步探索影响不同学

段父母生活满意度的可能因素。[结论] 在生活满意度上，相比于学前和小学阶段子女的父

母，子女处于初中阶段的父母其生活满意度最低；在情感表达上，在快乐、安心、赞扬、

相信、喜爱、思、慌这几类情感词中，子女处于不同学段的父母之间存在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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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his study is based on the Tianya community and explores the differences in parents' 

life satisfaction and emotional state when children at different educational stages. 

[Methods] The word frequency distribution of parents whose children are in preschool, primary 

school and junior middle school is calculated by using the Emotion Dictionary of Dalia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and the life satisfaction of the parents is predicted based on the word frequency. We 

then compare the differences in parents' life satisfaction and emotional state between groups. 

[Results] For life satisfaction, junior high school parents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preschool 

parents and primary school parents. The result indicated that in terms of happy emotional words, 

the word frequency of pre-school parents was higher than that of primary and junior middle school 

parents. While in terms of reassuring words and praising words, the word frequency of junior middle 

school parents was higher than that of pre-school parents. In the category of believing words, parents 

whose children are in junior high school had the highest word frequency. Pre-school parents had the 

highest word frequency, and primary school parents had the second higher word frequency in terms 

of affectionate words. With regard to the missing words and panic words, junior high school parents’ 

word frequency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primary school parents, with more panic words being 

expressed by junior high school parents than preschool parents as well.  

[Limitations] This study collected the data based on the Tianya community, in which this study 

might ignore the possibility that some parents may still record their lives in the same post while 

their children’s educational stages have changed. Future research can focus more on possible 

influencing factors (e.g., high school parents, different roles of parents, longitudinal study)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ldren’s educational stages and parents’ life satisfaction. 

[Conclusions] In terms of life satisfaction, junior high school parents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preschool and primary school parents. In terms of emotional expression, there are variations 

between parents whose children are at different educational stages on various emotional words, 

including happy, reassuring, praising, believing, affectionate, missing, panic words. 

Keywords: life satisfaction, sentiment analysis, educational stages, word frequency, par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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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家庭是儿童和青少年发展的最直接的影响因素，对儿童和青少年发展具有

重大意义。一直以来，研究者强调了家庭结构、养育环境对儿童和青少年发展

的影响[1-2]。这使得大部分研究的着眼点聚焦在客观的家庭结构（如单亲或双亲

家庭）、家庭教养（教养方式）以及家庭成员关系（如亲子关系）上[1,3-5]，而只

有少部分研究探讨了父母自身的生活和情绪状态对儿童和青少年的发展的影响

[6-7]。考虑到为人父母者的生活和情绪不但影响他们自身的心理健康，更关乎整

个家庭的稳定和发展[8]，尤其是其子女在心智发展成熟之前，对子女的成长具

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我们有必要关注为人父母者在养育过程中的生活和

情绪状态。 

生活满意度指的是个体基于自身标准对生活质量的主观评价，是对个体生

活状态的反映，可以分为一般生活满意度和特殊生活满意度两类[9]。其中，一

般生活满意度指个体对其生活质量的总体评价；而特殊生活满意度则是指个体

对不同生活领域的具体评价，如家庭满意度。根据 Evans 的生物社会认知模型

(Biosocial-Cognitive Model)，环境是个体生活满意度的重要影响因素之一，会通

过各种直接或间接方式影响个体的生活满意度[10]。养育子女是为人父母者具体

的生活事件之一，因此也被认为是为人父母者的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因素[3]。 

徐华春等人[8]从比较理论、自我决定理论和收益代价三个角度分析了养育

孩子对父母生活满意度的影响，研究发现养育子女与为人父母者的生活满意度

和情绪状态存在紧密联系，且会因养育子女所带来的不同体验和经历而存在差

异。父母养育子女的自主需要的满足或丧失对个体的生活满意度和情绪状态的

影响尤为重要[11]。在与孩子积极地相处会带来愉悦感，而冲突则会降低父母的

生活满意度并带来压力和消极的情绪体验[12]。养育子女既可以增加父母的效能

感从而增加其生活满意度并有效减少父母的负性情绪[13]，但另一方面也可能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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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亲子冲突降低效能感而增加负性情绪。 

子女的发展阶段被认为是影响为人父母者生活和情绪状态的主要因素之一

[14]。已有研究发现，在母亲怀孕期间和婴儿出生时，个体的生活满意度会增加，

但当孩子达到 2 岁时，父母的生活满意度则开始下降到孩子生产前水平[15,16]，

这可能与父母的需求奖励随子女年龄变化而不同有关[17]。根据集合点或动态平

衡理论(the Set-Point or Dynamic Equilibrium Theory)，生活满意度会随着时间的

推移在个人基线或某一设定值附近保持稳定。人们对重大积极生活事件的反应

会暂时提高个体总体的生活满意度和积极情绪体验，但最终会回到其生活满意

度的基线水平。因此，随着子女年龄增长，父母的生活满意度也将趋于较为稳

定的基线水平[18,19]。 

随着子女年龄增长至青春期，其通常会面临一系列新的社会需求及社会冲

突，使其感到困扰和混乱[20]。一方面，青春期个体正处于初中或高中阶段，学

业则是其重要的社会需求之一。中国父母认为，良好的教育是让子女找到好工

作和高收入的关键[21]，且为了保持高录取率，初高中往往会选拔优秀学生进入

重点班，这进一步使得中国父母重视孩子的学业成绩，从而形成了中国“教育

热”现象[22]。因此，此阶段父母的生活满意度易受到孩子学业成绩的重要影响

[22]。另一方面，青少年正处于生命周期的关键阶段，此时初中阶段的青少年适

应不良行为会增加，且生活满意度往往会下降[23]，而这些不良行为除了受到家

庭等环境因素的影响外，又会反过来影响亲子关系[24]。自青春早期起，亲子冲

突开始上升，到青春期中期达到最高值，在青春期晚期或成年早期开始呈下降

趋势[25]，而这种不良亲子关系或亲子冲突会给父母带来无力感和疲劳感等消极

情绪体验[26]，且会降低子女和父母自身的生活满意度[27,28]。根据上述的实证研

究结果，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设： 

H1：为人父母者的生活满意度与子女的发展或学段有关。随着子女学业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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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的发展，为人父母者的生活满意度逐渐降低。 

此外，由于子女处于不同发展或学段，父母会面临各类养育问题。父母的

情绪体验与子女的发展或学龄阶段可能并非存在单一的线性关系。因此，本研

究提出以下假设： 

H2：为人父母者的情感体验在子女不同的发展或学龄阶段存在差异。 

随着互联网的不断发展和网民数量的激增，公众对心理需求的表达逐渐向

网络平台转移，但基于互联网平台进行有关为人父母者生活满意度和情绪表达

的研究甚少，且以往大部分研究多基于问卷调查的形式对个体的生活满意度和

情绪体验进行测评。互联网可以提供个体长期的语言表达记录，使得个体在过

去的语言表达也变得可回溯；同时，传统问卷只能获得个体近期的生活满意度

和当前的情绪状态，难以对个体在较长时间范围内的总体生活满意度和情绪表

达进行评估，进而使得在不同时间阶段上的评估结果存在差异因而缺乏可靠性。

本研究以天涯论坛为例，基于文本挖掘和机器学习对各学段子女的父母生活满

意度进行了预测，并采用大连理工情感词典对父母的文本数据进行了情感表达

分析。通过爬取互联网用户发表的文本信息，结合情感词典对用户的文本进行

特征分析[29]，进而实现对个体在较长时间范围内情绪表达的量化；再基于这些

特征，利用现有预测模型进行生活满意度预测，无侵入地获得用户在一个长期

时间范围内的总体生活满意度。 

 

2 方法 

本研究利用天涯社区家有学童板块作为数据来源，筛选出 2021 年 11 月 4 日

之前在学前子版块、小学子版块、高中子版块发布的生活记录贴，爬取其中楼

主的原创内容作为本研究分析的样本。生活记录贴是指帖子名称中包含“记录”、

“随记”、“流水账”、“点滴”、“日记”、“日常”、“成长记”、“日志”的帖子，楼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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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原创内容则是指帖子当中楼主自主发布或者是回复他人的帖子，不包含其他

用户的评论。最终在学前子版块成功爬取 121 个楼主的主题帖，小学子版块成

功爬取 447 个楼主，初中子版块成功爬取 216 个楼主。 

本研究采用大连理工大学信息检索研究室开发的大连理工情感词典实现不

同情感类词频的计算，作为模型的输入特征。该情感词典包含乐、好、怒、哀、

惧、恶和惊 7 大类情感，下属包含 21 种不同的情感，如快乐、安心、尊敬，各

情感类别下包含对应的例词。在情感类词频的计算上，首先利用中文分词工具

将用户的帖子内容分割为独立的词语，去除掉其中无意义的停顿词，然后对照

例词计算出 21 类情感的词频。 

在提取内容特征后，我们利用前期训练得到的生活满意度预测模型对发布

这些主题帖的用户的生活满意度进行预测。本研究的生活满意度是基于 Pavot和

Diener[30]编制的生活满意度量表（Satisfaction with Life Scale）。 

 

3 结果 

3.1 生活满意度差异 

本研究利用大连理工情感词典计算出子女处于不同学段的父母在 21 类情感

上的词频作为模型的输入特征，得到子女处于不同学段下的父母生活满意度的

预测分数。由于各学段下父母生活满意度不符合正态分布，因此同样利用

Kruskal-Wallis 检验比较子女处于不同学段的父母在生活满意度上是否存在差异，

结果如表 1 所示。 

表 1 不同教育阶段生活满意度差异检验结果 

 学前 小学 初中 H 

生活满意度 0.6261±0.0674 0.6253±0.0607 0.6143±0.0621 6.47* 

注：*p < 0.05, **p < 0.01, 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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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女处于不同学段的父母在生活满意度上存在显著差异，且通过两两比较

发现，子女处于初中学段的父母的生活满意度显著的低于处于学前和小学的父

母的生活满意度(U(1,661) = 43351.5, p < 0.025; U(1,335) = 11182, p < 0.025)。 

3.2 词频分析 

依据子女处于不同学段的父母在 21 类情感上的词频比例，进一步比较不同

组别之间的分布差异。由于各组情感类词频的分布不服从正态分布，因此利用

Kruskal-Wallis 检验比较各组的词频分布差异，在其中 7 个情感类上存在词频分

布差异，具体结果如表 2 所示。 

表 2 子女处于不同学段的父母的情感词词频分布差异检验结果 

 学前 小学 初中 H 

快乐 0.1067±0.0081 0.0089±0.0075 0.0082±0.0071 10.91** 

安心 0.0018±0.0023 0.0023±0.0036 0.0025±0.0028 7.22* 

赞扬 0.0284±0.0170 0.0329±0.0169 0.0342±0.0183 8.88* 

相信 0.0019±0.0019 0.0024±0.0027 0.0029±0.0033 13.83** 

喜爱 0.0104±0.0067 0.0091±0.0077 0.0071±0.0069 33.08** 

思 0.0009±0.0023 0.0007±0.0014 0.0010±0.0024 7.02* 

慌 0.0010±0.0017 0.0015±0.0035 0.0018±0.0023 19.78** 

通过事后两两比较，在快乐情感类上，学前父母的词频显著的高于小学和

初中的父母(H(1,566) = 2.59, p < 0.05; H(1,335) = 3.28, p < 0.01)；在安心情感类和

赞扬情感类上，初中父母的词频显著高于学前父母(H(1,335) = -2.58, p < 0.05; 

H(1,335) = -2.97, p < 0.01)；在相信情感类上，初中父母的词频显著高于学前和

小学的父母(H(1,335) = -3.53, p < 0.01; H(1,661) = -2.76, p < 0.05)；在喜爱情感类

上，学前父母的词频要显著高于小学和初中的父母(H(1,335) = 5.46, p <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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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1,566) = 2.60, p < 0.05)，而小学父母的词频显著高于初中父母(H(1,661) = 4.26, 

p < 0.01)；在思这一类情感词上，初中父母的词频高于小学父母(H(1,661) = -2.64, 

p < 0.05)；在慌这一类情感词上，初中父母的词频最高，显著高于学前父母和小

学父母(H(1,335) = -4.23, p < 0.01; H(1,661) = -3.28, p < 0.01) 

 

4 讨论 

已有研究指出，为人父母被认为是个体的人生意义及目标的重要来源之一，

尽管许多研究探讨了为人父母这一状态（即身份或事件）与生活满意度之间的

关联，但鲜有研究关注于为人父母行为（即育儿时间等）与生活满意度之间是

否存在关联[17,31-33]。本研究基于“天涯社区”中的“家有学童”板块，通过对

相关主题贴内容的爬取并对此进行分析，考察不同学段子女其父母生活满意度

之间的差异，结果发现，相比于子女处于初中教育阶段的父母而言，子女处于

学前或小学教育阶段的父母其生活满意度显著更高，这可能与不同学段儿童及

青少年的身心发育特点及该学段所面临的问题有关。 

一方面，就父母本身而言，研究表明，当父母进行交互式的育儿活动时，

其总体的生活满意度及主观幸福感会显著高于其他不与其子女一同进行活动的

父母，如洗衣服等[31,33,34]。相比于初中学段子女，父母对学前学段及小学学段

儿童的投入与付出更多，共同进行的活动也更多，这在一定程度上积极地影响

了父母与其子女之间的交互时间与亲子关系，由此进一步提升了学前学段与小

学学段子女其父母的生活满意度水平。另一方面，从子女的心理发育特点来看，

进入初中的子女正经历由儿童转变为青春期的过程，是该学段子女生理和心理

发展的关键时期[35]，同时 Bronfenbrenner[36]提出的生态系统理论认为，个体处

于一系列相嵌套且交互影响的系统环境结构中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个体发展，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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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作为重要的微系统之一，与儿童发展之间有着重要关联[37,38]。其中，良好的

亲子关系不仅有利于子女的适应功能，同时还有利于父母的幸福感之间存在一

定关联，研究发现，亲子冲突作为儿童进入青春期后家庭亲子关系变化的主要

现象，亲子冲突与父母总体上的幸福感呈负相关，即亲子冲突越多时父母的幸

福感越低[39]。因此，随着子女的年龄增长，其心理特点的变化将通过负面影响

亲子之间的关系来进一步与父母生活满意度之间建立联系，由此可能可以在一

定程度上解释初中学段子女其父母生活满意度显著低于学前及初中学段的原因。

此外，从初中学段所面临的核心问题出发，初中阶段的青少年面临中考、升学、

择校等一系列学业压力及任务，且学业压力已成为青少年发展过程中的最主要

压力源[40,41]，这也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父母的生活满意度。已有研究发现，

学生的学习兴趣、主观幸福感及学业成绩对其父母的教育满意度具有正向预测

作用[42]，因此教育满意度也可能作为父母生活满意度中的一部分，进一步影响

其生活满意度，并与学前及小学学段子女其父母生活满意度之间存在显著差异。 

除了从父母整体生活满意度的角度出发探讨其在不同学段组别中是否存在

差异外，本研究采用更具体的视角，利用大连理工情感词典进一步考察了不同

学段子女其父母所记录的文本在 21 类情感的词频比例上是否存在显著差异。结

果发现，在“快乐”情感词中，学前学段父母的表达显著高于小学和初中学段

的父母，这一结果符合调定点理论[43]，即个体的幸福水平可能在经历了初为人

父母者这一生活事件后恢复到从前的基线水平；同时，学前儿童更能满足父母

的心理需要，父母在与其互动的过程中更易感受到诸如欢快、逗趣、兴奋等直

接的积极心理体验[10]，因而表现出更多的“快乐”词表达。类似的结果同样显

示学前学段父母在“喜爱”这一情感词上的表达显著高于小学及初中学段父母

的表达。 

与此同时，为人父母者总是对自己孩子的安全和健康问题过度担心，从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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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易感受到害怕、不安和担忧等负面情绪[10]。相对于小学及初中学段而言，学

前幼儿在自理能力方面以及身体机能发展方面均易引起父母更多的关注和担忧；

同时，相较于学前幼儿和小学学段儿童而言，青少年时期个体的各项认知能力

快速增长，整体信息处理能力和学习能力均快速提高[44]，且随着额叶、顶叶和

颞叶发生相应的发育变化[45]，其学习所需的策略加工、注意能力得以提升。因

此，父母对初中学段子女在安全、健康、学习等方面的担忧相对减少，因此表

现出在“安心”“赞扬”这类情感词上，初中学段父母的表达高于学前学段父母，

且在“相信”这一情感词上的表达显著高于学前及小学学段。 

此外，作为人生的第二个关键发展期[38]，青少年具有独特的心理特点，随

着个体年龄的增加，青少年对父母权威的感知及受影响程度下降，而在同伴影

响和自主决定方面则更为增强[46-48]，这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对亲子关系产生消

极影响。同时，在初中阶段，我国青少年会面临一系列如升学、择校等问题，

有研究表明，初中学段父母对学校教育的满意程度与其子女的学习生活质量之

间呈正相关[42]。基于此，初中学段父母通常不仅需面临由子女青春期时的身心

变化而带来的亲子冲突等问题，还需关注子女的升学问题，因此相较于学前及

小学前端，初中学段父母更多地表达“慌”这一情感词。此外，由于个体进入

青少年后由自我意识的增强而导致其与父母的关系更为分离，且部分青少年可

能会在初中阶段开始其离家住校生活，这可能在一定程度上让其父母相应地产

生了适应不良的情绪体验，由此表达出更多与“思”相关的情感词。  

本研究从父母生活满意度的视角切入，拓展了已有研究领域的局限，一方

面过去大量研究均关注于父母的心理特质或教养方式等如何影响其子女的生活

满意度[49,50]，同时亦有大量研究考察了为人父母这一状态与其生活满意度之间

的关系[51,52]，而本研究即旨在从为人父母这一行为出发，基于子女的年龄发展，

以不同学段作为年龄划分的标准，考察不同学段子女其父母的生活满意度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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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存在差异。此外，未来社区与机构可以为不同学段子女的父母提供一定干预

手段，有效预防初中学段子女其父母因生活满意度下降而引发一系列的内化问

题，如焦虑、抑郁等；未来学校应在关心学生心理健康的同时，积极给相关年

级学生的父母提供一定指导建议，以此来协同父母促进学生的身心发展，避免

由父母生活满意度的下降影响到其与子女的关系，从而影响学生的学业成绩及

适应功能。 

当然，本研究也存在一定不足，主要包括如下几点：首先，本研究采用的

数据较为有限，需要进一步扩充样本量以拓展研究对象的范围; 其次，已有研究

表明，不同学段子女其父母生活满意度可能会被父母亲的角色影响[53]，本研究

并未考察性别或父母角色对研究结果的影响，未来研究可通过确认用户的基本

信息考察人口学变量对不同学段与父母生活满意度间关联的影响; 第三， 目前

本研究所收集的数据材料忽略了部分主题贴中可能存在父母长期记录生活而导

致其子女的学段发生跨越（如学前到小学），未来研究可通过对比同一批用户随

着其子女的年龄增长以及学段变化而记录的文本，进一步从纵向的视角考察子

女不同学段与父母生活满意度之间的关联。 

 

5 结论 

本研究以文本挖掘和机器学习的视角出发，基于天涯社区用户的发帖文本，

探究子女处于不同学段的父母在生活满意度及情感表达上所存在的差异。研究

通过计算文本中的情感词词频，以此为特征对不同学段父母的生活满意度进行

预测，结果发现在生活满意度上，相比于学前与小学学段子女的父母，子女处

于初中阶段的父母其生活满意度最低。进一步对情感词词频进行分析，发现在

情感表达上，子女处于不同学段的父母之间存在差异，具体表现在快乐、安心、

赞扬、相信、喜爱、思、慌这几类情感词中。该研究结果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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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前、小学与初中学段子女其父母生活满意度之间的差异，补充了父母生活满

意度这一研究领域的空白，同时也给学校等社会机构为促进学生的健康心理发

展而对其父母生活满意度进行干预的过程提供一定理论指导，由此实现对父母

生活满意度及子女适应功能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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