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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在儿童早期发展中的作用

	● 	父亲的重要影响：父亲参与对孕产妇和新生儿的照料及子女早期的发展会带来显著的
好处，可对子女的健康状况和发展产生深远影响。

	● 	父亲参与育儿面临的障碍：尽管新加坡的父亲们希望能在育儿过程中扮演更为积极的
角色，但他们在实际行动中却遭遇了多重障碍。研究指出，这些障碍主要包括较短的陪
产假、工作负担、传统文化对家庭性别角色的定义以及医疗系统对他们的忽视。

	● 	社会文化多元性：新加坡的文化、社会和族裔多样性会对父亲的信念和行为产生一定
影响，因此，需要制定针对性的干预计划和循证政策，以促进不同家庭环境下父亲的积
极参与。

父亲在儿童早期发展中的作用
关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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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无论在全球范围还是新加坡本土,父亲在子女
早期发展中的关键作用都仍有待更充分的认
识和运用。从历史角度看，对母亲角色的过度
强调往往不经意间掩盖了父亲在子女成长中
的独特贡献。然而，随着表观遗传学、发展心
理学等不同学科领域的突破，加之一些重要
的观察研究，包括GUSTO、S-PRESTO和SG-
LEADS等显著案例的推动，我们对父亲角色
的影响力和需求的理解正在快速加深。因此，
当前迫切需要更加深入地理解父亲在儿童发
展中扮演的角色，并率先在本土范围内采取
具有影响力的干预措施。

父亲对子女影响的实证研究
父亲参与育儿对子女健康、社会情感和认知
发展的重要性已经得到实证支持，但值得注
意的是，这一领域仍处于起步阶段，尤其是在
非西方文化背景下1。尽管新加坡最近已成为
这一领域研究的焦点，但若要评估父亲参与
育儿的具体影响，识别出新加坡独特社会文
化背景下父亲参与育儿的有利因素和障碍，
并提出有效的干预策略，仍需要开展更加全
面的研究。

孕前阶段：最新研究表明，父亲的孕前健康状
态（包括生理和心理健康以及生理年龄）在受
孕成功率、子女终身健康等多方面都起着至
关重要的作用2。尽管有人怀疑这种作用是通
过表观遗传机制产生的，但这一领域的研究
仍处于起步阶段，缺乏将这些影响与产后因

素和相关因素区分开来的确凿证据。迄今为
止，新加坡的GUSTO和S-PRESTO队列研究
更多地揭示了孕前母亲健康对子女的影响，
如产生肥胖风险等，而对孕前父亲健康对子
女影响的研究相对较少3,4，但研究焦点正在发
生转变。

产前和产后阶段：在全球范围内，有研究指出
父亲在孕期、分娩及产后早期阶段的参与对
母婴健康具有显著益处5。父亲可以通过参加
产前课程、医院预约、分娩支持、共同决策、产
后肌肤接触和婴儿日常护理等方式，从孕期
到产后一年内积极参与母婴的照顾。由此，子
女可直接获益于父亲的育儿行为，形成牢固
的父子（女）关系，或因母亲得以给予更多支
持而间接获益。例如，新加坡进行的一项纵向
研究发现，参与婴儿分娩的父亲在产后6个月
内会更积极地参与婴儿照顾，这突显了父亲
在早期的积极参与会延续到子女成长的后期
阶段6。此外，全球范围内的研究证据也指出了
父亲在预测或缓解孕产妇心理健康状况不佳
方面所起的关键作用7。孕产妇心理健康的改
善有利于其子女在认知、语言和社交方面得
到更好的发展，
因此，父亲的
积 极 参 与
在这一关
键 时 期
可能产
生多米
诺骨牌
效应8。



论据剖析 EI007 /
2024年4月

整个幼儿期：在子女早期发展的不同阶段，通
过与子女的互动，父亲在促进子女的社会情
感和认知发展以及身体健康方面发挥着关键
且无可替代的作用。

	● 社会情感发展：近期一项研究综述发
现，父亲在子女情绪调节的发展中起着关
键作用。父亲通过示范良好的情绪调节能
力、采用情绪支持性情育儿方式、营造积极
的亲子情感氛围等方式，在子女的婴儿期
和学步期发挥着尤为突出的作用9。综述还
指出，父亲参与亲子肢体性游戏对子女的
情绪调节能力有着无可替代的促进作用，
这与学龄前儿童（尤其是男孩）外部行为减
少存在相关性。同样值得注意的是，反之亦
然：父亲的精神病理状况同样和子女较差
的情绪调节能力显著相关9。尽管在这一领
域中，父亲独立于母亲的独特作用有待探
讨，但研究人员推测，这可能与父亲在鼓励
子女冒险和自主解决问题上的特殊贡献有
关。相比之下，当子女面临困境时，母亲通
常会为其提供情感上的安慰和支持10。

	● 认知发展：许多综述聚焦于父亲的参与
对子女学业成绩的影响，发现父亲通过使
用复杂语言、参与目标导向活动（如阅读和
写作）及亲子互动，对子女的读写和语言能
力提升起到无可替代的作用11。尽管母亲
参与的平均水平普遍较高，但众多研究发

现，父亲的参与与子女学业成绩之间的相
关性相较于母亲更为显著12。值得一提的
是，这种关联在不同的种族和社会经济背
景中展现出一致性。即便以上观点已然存
在，但对于这一趋势背后具体原因的研究
仍存在一定空白。

	● 生理健康：一项综合性元分析指出，父
亲与儿子的肢体活动水平之间存在独特关
联，而母子间的肢体活动水平则没有类似
的关联，无论是与其儿子还是女儿12。但还
需进行更深入的研究才能了解驱动这一独
特父亲影响的潜在机制，并探索其对不同
性别儿童长期健康的影响13。

在新加坡，SG-LEADS队列研究详细划分了父
亲与学龄前子女之间的六种主要互动类型：
照料、游戏和陪伴活动、社交活动、成就导向
型活动、旅行以及以上活动的综合14	 。这一研
究发现，父亲与子女相处的时间因人口结构
而异。具体而言，教育水平较低、社会经济地
位较低或家中育儿帮手较多的父亲与子女相
处的时间相对较少。鉴于父亲与子女共处时
间与子女的社会情感和认知能力发展显著相
关，需要针对新加坡国内情况，进一步深入研
究人口结构差异对这种关系的影响。

新加坡父亲参与育儿的促进因素和阻碍
与全球各地的很多父亲一样，新加坡的父亲
们也表达了积极参与子女生活的意愿15。然
而，父亲们积极参与的原因可能会因为生活
阶段的不同而出现显著差异，在新加坡进行
的一组采访结果证明了这个观点：在孕妇产
后出院时和产后6个月时，同一组父亲接受采
访时，表达出的观点并不相同16,17。多项研究指
出，人们认为新加坡的父亲们在育儿活动中
的参与程度低于母亲们，而这些父亲们自己
也是这样认为的17-19。研究指出造成这种差距
的几个主要原因：一方面是重返工作岗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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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新加坡的父亲们，数字化的参与方式格外具有吸引力，因为他们认为面对面
的参与方式（如产前课程）会与自身繁忙的工作安排造成冲突15。

紧迫需求；另一方面是传统文化中家庭内部
基于性别的劳动分工带来的预期15,	19。

新加坡的父亲们认为，陪产假期不足和工
作压力是阻碍他们参与育儿的最核心因
素。2017年，带薪陪产假年延长至两周，随后
在2024年1月又进一步延长至四周，如此一来
在配偶的16周带薪产假期间，父亲最多可以
陪伴其四周20	 。然而，实际数据显示，仅有55%
符合条件的父亲使用了两周的陪产假，其中
涉及的原因包括工作文化中隐含的不鼓励休
假、对政策缺乏了解以及传统性别角色观念21。
新加坡的父亲们并非面临这种困境的唯一群
体——整个亚洲地区的陪产假使用率普遍较
低，其背后原因亦相似：即工作至上的文化和
传统性别角色观念22。

这些阻碍的核心是社会期望和社会系统都将
女性视为默认的育儿者，而这种传统观念已
经根深蒂固。即便是在本土进行的针对双职
工家庭的研究中，人们也发现母亲会投入更
多的时间来主导对子女的教育指导，并对子
女进行更多的管教14,	18,	23,	24。此外，一项本土媒
体研究发现，在新加坡围绕父亲角色的网络
讨论中，父亲并未被视为新加坡家庭单元的
核心成员25。

此外，与世界上许多国际大都市的情况不同，
新加坡家庭除了孩子的父母之外，通常还有
多位可以开展育儿工作的角色，包括祖父母、
外籍家政工人和月嫂。“祖父母看护者减免”
（Grandparent	 Caregiver	 Relief）政策的出
现26以及三分之一的0-6岁儿童家庭拥有外籍
家政工人的实际情况，凸显出这些替代性育
儿选项的支持效果和潜在普及性27。然而，这
些额外育儿成员的存在与父亲陪伴学龄前子

女的时间减少有关14。想要理解这种复杂的育
儿环境如何在新加坡独特的社会文化背景下
影响家庭内部关系、亲子依恋以及子女的整
体发展，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

新加坡针对父亲育儿的干预措施 
鉴于父亲积极参与育儿的意愿与其当前面临
的障碍之间的矛盾，本节将深入探讨为促进
父亲参与育儿新加坡已经采取或建议采取的
各类干预性措施。其中一种方法是在新加坡
开展基于数字应用程序的围产期项目，这些
项目在提升父母自我效能等方面已取得了显
著成效28,29。数字化的参与育儿方式对新加坡
父亲具有独特吸引力，他们普遍认为面对面的
育儿方式（如产前课程）会与繁忙的工作安排产
生冲突15。这一点在一项针对新加坡初为人父
者的研究中得到了印证，该研究发现，16位父
亲中只有3位参加了产前课程，这凸显了传统
支持性计划对于这一群体的局限性。由于担
心给电话那头的专家带来不便，新手父亲们
在使用现有的24小时帮助热线时常常表现出
犹豫和迟疑17。为了更加有效地满足新手父亲
的需求并解决其顾虑，未来的育儿干预措施
应当积极利用数字化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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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的一项研究显示，至少两周的陪产假具有积极影响，更长的陪产假有利于
强化家庭纽带、减轻育儿压力、提升子女社会情感福祉19。

家访计划在促进儿童早期发展中同样展现了
显著潜力，尤其是在低收入家庭中。在全球范
围内，类似的家访计划已被证实可以有效地
吸引父亲参加，提升父亲的育儿参与度，强
化婚姻关系，并帮助父亲与新生儿建立深厚
的情感纽带30。本土的研究也证实了产后阶
段的父亲会更加需要同伴支持和家访15。目
前，KidSTART计划为低收入家庭提供家访服
务，但关于其在吸引父亲参与方面的具体效
果以及将服务扩展至更广泛群体的潜力，有
待进一步研究评估。

尽管针对“仅限父亲”（dads	only）团体干预措施
的研究显示，这些措施在促进父亲参与育儿
的效果方面参差不齐，但需要额外社会支持
的父亲们却受益良多31。一项本土研究显示，
伴侣患有围生期抑郁症的父亲们急需支持性

集体环境，来缓解因心理健康问题污名化带
来的孤立感32。在新加坡，“一世为父”（DADs	
For	Life）计划通过组织活动和研讨会，为父亲
们提供了解决此类问题的范例。这个平台促
进了有关父亲心理健康问题的探讨33。综上所
述，评估现有干预措施在提高父亲与子女互
动的质量及数量方面是否有效，仍需进一步
的证据。

对政策与实践的启示
在新加坡，对父亲角色及其相关支持性干预
措施的研究亟待深化。目前的队列研究主要
聚焦于母亲，只有一小部分父亲参与3。此外，
新加坡具有独特的人口构成，在种族、宗教和
社会经济等方面都存在显著差异，这需要得
到更加密切的关注。一项研究探讨了不同亚
裔群体对父亲角色的认知差异，结果显示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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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针对有意成为父亲的男性群体，基层医疗服务提供者应为其提供关于孕前保健及相关
参与的切实有效的支持和指导，重点关注体重管理、戒烟和心理健康等方面，以确保其
子女拥有最优的人生起点。

	● 	产前课程应该包括为父亲们量身定制的内容，以帮助他们做好准备迎接产后挑战，包括
他们如何配合给婴儿喂食、护理并支持他们的伴侣。家访计划可以鼓励和刺激父亲们积
极参与育儿。可以通过数字化平台为父亲们提供支持，这些平台可以根据父亲们的信
息、情感和支持需求进行定制，为他们提供从怀孕、分娩到育儿等不同阶段的便捷、可靠
的信息。

	● 	考虑到父亲们在实现积极育儿目标过程中面临的重重阻碍，当前关于新加坡父亲心理
健康的研究文献存在明显空白。研究发现，父亲心理健康状况不佳会导致儿童行为和情
绪相关问题，也会对夫妻关系产生负面影响36。关于新加坡父亲们心理健康状况不佳的
普遍程度（有国外研究表明这一比例高达13%），以及社会期望与父亲们的个人诉求之
间的相互作用机制，有待深入研究。本研究有助于我们创建有针对性的资源，这些资源
对于填补针对父亲的服务支持领域的空白至关重要。

建议：

同的族裔和宗教背景下，对父亲角色及其责
任的理解存在显著差异21。此外，为全面理解
新加坡家庭的需求，研究还必须涵盖不同的
家庭结构，包括单亲家庭、离异家庭。

新加坡的父亲们经常感到在育儿知识和相关
指引方面存在不足15。参加过产前课程的父亲
们指出，课程内容主要聚焦于母亲的任务，如
母乳喂养和身体的变化16。而父亲们更期望
获得的信息，如婴儿行为、喂养技巧及如何在
分娩时和产后陪护妻子等，往往遭到忽视。数
字化的健康干预措施似乎是这些父亲们的首
选，这些措施为他们提供了便捷灵活的产后
护理参与方式，也满足了他们对可靠的在线
资源的需求15,17。需要强调的是，作为以家庭为
中心的围生保健模式的一部分，旨在增加父
亲参与度的干预措施最好在孕前阶段便开始
实施。

从更广泛的角度来看，新加坡陪产假政策的
作用值得进一步探讨。2013年5月新加坡首
次实施陪产假制度，符合条件的父亲除了可
以从母亲16周的产假中共享一周的共同育
儿假，还被额外授予一周的带薪陪产假34。自
2024年1月1日起，符合条件的父亲可以享受
两周由政府支付的强制性带薪陪产假，并可
自愿选择再延长两周20,35。新加坡的一项研究
表明，至少两周的陪产假具有积极影响，更长
的陪产假有利于强化家庭纽带、减轻育儿压
力、提升子女社会情感福祉19。这些发现凸显
了陪产假本身以及建立一种全社会范围内鼓
励父亲休陪产假的文化氛围的重要性。随着
这一政策变革的推广，仍需持续开展相关研
究以识别有哪些潜在挑战、障碍及支持性措
施可以影响父亲们对于是否休四周陪产假的
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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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尽管国内外已有部分关于父亲及其在子女早期发展中作用的研究，但针对影响父亲态
度和行为的社会、文化和族裔因素间复杂交互作用的研究尚需深化，这在新加坡多元文
化背景下尤其关键。这一理解对于设计有效的干预计划和制定数据驱动型社会政策至
关重要，这些计划和政策可以鼓励不同人口群体中的父亲积极参与育儿。

	● 	政策制定应采纳以家庭为核心的围生保健模式，摒弃传统性别偏见型育儿文化。公共卫
生和教育活动可借助这一转型，突显父亲在子女发展中的核心角色，并强调为人父母是
一个共同的过渡阶段，需要双方共同承担责任。

	● 	虽然从2024年开始，新加坡的父亲有资格享有共计四周的育儿假，但育儿假的使用并
不普及。这种现象可能是组织、经济和文化等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因此，有必要进
一步研究阻止父亲选择休完全部假期的障碍。政策制定者应与雇主以及新任及潜在父
亲们紧密合作，采取措施以消除这些障碍，并鼓励所有父亲充分利用其应享的陪产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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