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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值得信赖、可以相互倾诉是四国高中生共同的择友标准  

处于青春期的高中生，人际关系和以往相比发生了明显变化，这不仅对他们的学习和思想产生重要

影响，同时也对他们的社会性发展有重要作用。亲子关系虽然仍是高中生人际关系的重要部分，同伴关

系也变得越来越重要。 

当被问到“对你来说，朋友是什么样的人（可选多项）”，在朋友就是“什么都能一起做的人”、

“想法一样的人”、“兴趣相同的人”、“性格类似的人”、“可尊敬的人”、“应该顺从的人”“什

么都可以诉的人”、“一起打打闹闹的人”、“对我体贴关照的人”、“总想打电话或发短信的人”、

“可依靠的人”、“表面上交往的人”、“有时视之为敌的人”、“礼节上交往的人”、“烦琐的

人”、“可怕的人”、“想反抗的人”、“不是什么都可以说的人”、“有时令人讨厌的人”、“自己

的意见可以直说的人”等多个选项中，中国高中生的前五位选择标准依次为“能直接表达自己意见”

（66.9%）、“兴趣相同”（65.0%）、“可以互相诉说”（62.6%）、“可以依靠”（61.4%）和“体贴

关照”（58.1%）；美国高中生的前五位选择标准分别是一起打闹（93.1%）、直接说意见（84.3%）、可

以依靠（82.1%）、体贴关照（68.1%）、想法相同（63.2%）；日本高中生的前五位选择标准是可以诉说

（69.8%）、一起打闹（60.6%）、直接说自己意见（57.2%）、可以依靠（56.1%）、可尊敬的

（32.8%）；韩国高中生选择朋友的前五位标准是 一起打闹（77.5%）、直接说意见（72.0%）、可以依

靠（70.1%）、想法相同（53.6%）、可以诉说（46.7%）。这说明总体看来四国高中生选择朋友的标准具

有一致性，都会选择值得信赖、可以相互倾诉的人作为自己的朋友。 

但是同时，数据也显示了中国高中生的朋友标准与其他三个国家存在差异。中国高中生在选择朋友

时，“能够和自己一起打闹”并不是重要的标准。但其他三国高中生却认为这个标准很重要。例如，美

国、韩国高中生把“一起打闹”作为选择朋友的首要标准，分别是93.1% 和 77.5%，日本高中生将“一

起打闹”的标准排在第二位（60.6%）。由此可以看出，在选择朋友方面，中国高中生更注重朋友之间精

神上的交流，而其他三国高中生虽然也重视这一点，但他们可能更喜欢与伙伴快乐玩耍。 

7．“学习”对亚洲高中生伙伴交往影响较大，中日韩三国学生更愿意和朋友在一起“学习”或者

“谈论学习、考试”  

调查表明：四国高中生“和好朋友一起做的事情”上有共同之处，和朋友在 “一起玩”、“做感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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趣的事”、“谈论人生、未来”、“朋友有难，一定帮助”、“诉说烦恼”和“看电视，听音乐 ”等方

面的比例都比较高。例如，在 “一起玩”上，韩国为95.5%，日本为87.9%，美国为85.2%，中国为

84.6%，比例都很高，均在80%以上；在“朋友有难，一定帮助”方面，比例也很高，韩国为93.4%、中国

为91.9%、日本为88.8%、美国为83.9%；在“谈论人生、未来”方面，韩国为81.9%、中国为75.3%、日本

为73.5%、美国为69.9%；在“诉说烦恼”方面，中日韩美高中生的选择分别为79.3%、74.4%、80.2%和

75.1%。另外，对“注意和朋友不要太近乎”这一选项，四国高中生的选择都比较低，其中中国为

35.5%、美国为26.9%、日本为26.1%、韩国为13.5%。可见，高中生们在同伴交往方面具有志趣相同、互

动性、社会支持、亲密的特点。 

同时，四国高中生在“与朋友一起做的事情”中也存在差别。第一，中国高中生和朋友在一起“学

习”的人数远高于其他各国，为73.4%，韩国高中生（58.9%）和日本高中生（47.9%）比美国（37.8%）

高中生的比例高些；和朋友一起“谈论学习、考试”的韩国高中生（76.2%）、中国高中生（75.9%）和

日本高中生（71.5%）也要远远高于美国（22.8%）高中生。这说明“学习”对于中国、日本和韩国同伴

交往的影响较大，其中，中国学生更重视学习。第二，和其他三国高中生相比，中国高中生更少与同龄

伙伴“谈论喜欢的异性朋友”，其中美国高中生最喜欢与伙伴谈论喜欢的异性朋友（81.6%），其次是韩

国（67.8%）和日本（65.1%）。仅有不足一半的中国高中生（45.9%）与朋友在一起谈论喜欢的异性朋

友。这可能与中国的教师、家长对高中生管理比较严格、高中生相对比较保守有关。第三，中国高中生

更少与朋友一起“谈论家庭的事情”。四国高中生选择此项的比例分别为美国68.7%、韩国55.9%、日本

53.5%、中国46.4%。这可能与美国高中生比较独立，能参与很多家庭事务有关。而中国父母为了减少高

中生的压力，较少告诉孩子家里的事情，因此高中生对家庭事务了解比较少。第四，中国高中生很少跟

朋友借钱。数据显示，韩国高中生跟朋友借钱最多（86.1%），其次是美国（73.2%）和日本（40.1%），

仅有30.8%的中国高中生跟朋友借钱。这可能是因为中国父母管教严格或者更多地满足了孩子的经济需

要。因此，中国高中生不用自己解决经济问题。第五，中国高中生“去朋友家过夜”的比例明显低于其

他国家高中生，为13.0%,美国、韩国、日本高中生在朋友家过夜的比例分别为69.6%、48.0%、39.3%。这

可能与父母管教严格有关。另外，中国家庭住房相对狭小，没有更多空间提供给孩子留宿同伴或许也是

其中原因之一。第六，韩国和中国高中生和朋友在一起时，会“尽量符合朋友的意见”。其中，韩国

91.5%，中国71.2%，美国55.4%，日本36.8%，这可能是因为韩国和中国高中生重视团体规范，团体压力

感较强，比较注意容纳朋友和尊重朋友的观点。另外，美国高中生与朋友一起旅游较多，为40.1%，其次

是韩国（37.8%）和日本（26.8%），而中国高中生较少和朋友一起去旅游，仅有18.7%的高中生和朋友一

起旅游过。高中生时间紧张、没有经济能力可能是其重要原因。 

8．四国高中生的父母对子女的期望均比较高，且母亲期望要明显高于父亲 

据四国高中生自我报告，父母对孩子的期望都较高，且母亲的期望都高于父亲。其中，中国高中生

父母的期望相对较低（父亲62.0%，母亲65.8%）。对比各国父母对孩子的期望，韩国父亲对子女的期望

最高，为76.7%；美国父亲排第二（69.2%），第三是中国父亲（62.0%），日本父亲对孩子的期望最低

（57.1%） 。同样，韩国母亲对高中生子女的期望也是四国中最高的（78.7%），其次是日本母亲

（73.7%），第三是美国母亲（73.1%），中国母亲的期望最低（65.8%）。从这一点上来看，韩国高中生

们感到父母对自己的期望最高，中国父母对孩子的期望并不算高，在四国的家长中分别排第三位和第四

位。 



在“对我的教育倾注了一切”这一陈述上，四个国家的父母得分都较高，这说明父母们对孩子教育

的投入都很多。比较而言，美国高中生的父亲们对孩子倾注的教育最多，居首位（61.4%）。日本父亲第

二（60.8%），韩国父亲第三（59.1%），中国父亲对子女投入的教育最少，居四国之末（55.8%）。母亲

对子女倾注的教育也很多，总体上比父亲们得分高，其中日本高中生的母亲对子女倾注的教育最多，为

85.9%。第二位是美国母亲和韩国母亲（均为83.9%），第三位是中国母亲（67.4%）。和另外三个国家的

父母比较，中国父母对教育的投入相对较低，均排在最后。 

父母对孩子的高期望也给高中生们带来了压力，在报告“他/她的期望是我的压力”这一感受时，父

亲和母亲的比例都较高。其中，韩国父亲给孩子的压力最大（70.3%）。其次为美国父亲（66.8%）、日

本父亲（51.7%）、中国父亲（50.7%）。亚洲三国母亲们给孩子的压力均都高于父亲，其中日本母亲给

孩子的压力最大（75.6%），其次为韩国母亲（71.4%）、中国母亲（65.0%）、美国母亲（60.5%）。但

比较而言，中国的父母给孩子的压力还是比较小的，分别排在第三位和第四位。 

此外，父母们给孩子的压力还来自于总是爱将自己的孩子和别人的孩子比较。在这方面，母亲们给

孩子的压力较大。据中学生们自我报告，日本母亲最爱拿自己的孩子和别人比（81.9%），其次是韩国

（79.8%）、中国（74.2%）、美国（68.7%）。比较而言，父亲们在这方面给孩子的压力较小，美国、韩

国、日本、中国的父亲将自己的孩子与别人比较的比例分别为 49.5%、40.2%、39.3%、39.0%。 

调查还发现，四个国家高中生对家庭生活都比较满意，其中中国高中生对家庭满意的最多

（87.3%），其次为美国（83.1%）、韩国（82.2%）、日本（79.4%）。这说明，父母给孩子的压力越

低，孩子们对家庭的满意度越高。日本、韩国的父母对孩子的期望较高，给孩子的压力较大，喜欢将自

己的孩子与别人比较，对孩子倾注过多的教育，这些使得孩子们对家庭满意度不够高。而中国父母给孩

子的压力较小，因此高中生们对自己的家庭比较满意。可见，家庭在高中生们的心目中占据重要位置，

和谐温馨的家庭是个体人生最密切、持久的人际关系。 

9．中国父母很少表扬孩子，孩子和父母在一起感到很快乐的比例也最低 

考察四个国家高中生父母与子女的亲子关系发现，望子成龙是绝大多数做父母的共同心愿，数据显

示：当孩子有了好成绩时，四个国家的父母都特别高兴，其中母亲比父亲更高兴。当孩子有了好成绩

时，韩国的父亲们是最高兴的，有75.4%的韩国父亲为孩子的好成绩感到高兴，其次是美国父亲

（67.7%）、日本父亲（63.1%）、最后是中国父亲（57.6%）。91.9%的日本母亲当孩子有了好成绩时特

别高兴，，其次是美国母亲（91.1%）、韩国母亲（89.4%），中国母亲居最后一位（76.4%）。由此可

见，当孩子有了好成绩时，中国父母很少喜形于色，而韩国的父亲们、日本的母亲们则会为孩子的好成

绩感到快乐。如果将父亲和母亲进行比较也会发现，母亲们比父亲更经常地为孩子感到骄傲。 

此外，调查还发现，韩国的父亲们、美国的母亲们经常表扬他们的孩子。据高中生们自我报告，有

53.7%的韩国父亲们经常表扬自己的孩子，其次是日本父亲（48.7%）、美国父亲（47.4%），中国父亲居

最后（47.4%）。比较四国母亲们的行为发现，美国母亲最愿意表扬自己的孩子（80.4%），其次是韩国

母亲（80.1%）、日本母亲（77.8%），中国母亲居末位（65.5%）。从这一组数据中也可以看出，中国高

中生的父母们很少表扬孩子。同样，父亲、母亲对比发现，母亲们经常表扬孩子的比例要比父亲们高得

多，而父亲们更多时候以威严为主，很少表扬孩子。 

虽然母亲比父亲更愿意表扬孩子，可是另一方面，母亲们经常训斥孩子的比例也比父亲们高得多。

数据显示，美国父亲经常训斥孩子（54.2%），其次是韩国父亲（49.8%）、日本父亲（43.6%），中国父

亲训斥孩子较少（42.0%），居四国中的末位。日本母亲更经常地训斥孩子（80.1%），其次是韩国母亲



（68.4%）、美国母亲（62.6%），中国母亲训斥孩子较少（61.7%）。对比发现，中国父母训斥孩子较

少，均居四国末位。 

从以上三组数据可以看出，中国父母们对孩子的态度比较中庸，既不经常表扬孩子，也不经常训斥

孩子，当孩子有了好成绩时，也不特别为孩子感到高兴。那么，中国的高中生们对父母的态度如何呢？

他们和父母在一起是否快乐呢？本次研究对这方面也进行了调查。结果发现，中国高中生们和父母在一

起很快乐的比例最低。数据显示，多数四国高中生都认为和父母在一起比较快乐，但和母亲在一起更快

乐。其中，美国高中生认为和父亲在一起很快乐的比例是68.1%，其次是韩国（65.4%）、日本

（64.3%）、中国（59.3%）。韩国高中生认为和母亲在一起很快乐的比例最高，是91.9%，其次是日本

90.7%，第三位是美国76.7%，第四位是中国（68.7%）。由此可见，中国的高中生们并不觉得和父母在一

起很快乐，虽然和其他国家相比，父母们给孩子的压力并不是很大，但由于中国父母较少为孩子感到骄

傲和快乐，较少表扬孩子，孩子们和父母在一起的时候也难以感到由衷的快乐。 

10．中国父母与孩子沟通欠佳，较少承认孩子的独立性 

与父母沟通是青春期少年生活的重要内容，也是他们成长的重要途径。调查表明,四个国家中，日本

父母最愿意和孩子交流。据高中生们自我报告，有53.8%的日本父亲经常与孩子聊天。其次是中国父亲

（44.8%）、美国父亲（44.6%）、韩国父亲（41.7%）。有93.4%的日本母亲经常与孩子聊天，其次是韩

国母亲（92.4%）、美国母亲（83.7%）、中国母亲（74.2%）。从这些数据中可以看出，日本的父母经常

和孩子聊天，韩国高中生们的父亲和中国高中生们的母亲和孩子聊天较少。父母对比发现，母亲与孩子

聊天比例明显高于父亲，这说明母亲与子女的交流普遍多余父亲。当高中生们有了烦恼时，大多更愿意

找母亲倾诉。其中，美国高中生更愿意找父亲倾诉（41.7%），中国父亲（39.7%）和韩国父亲（33.0%）

也是孩子倾诉的对象，而日本高中生较少对父亲倾诉烦恼（32.7%）。同时，日本高中生最愿意向母亲倾

诉（91.2%），韩国母亲（88.9%）和美国母亲（84.2%）也是孩子们的倾诉对象，中国高中生较少对母亲

倾诉烦恼（72.6%）。将父亲和母亲比较会发现，孩子们有了烦恼时更愿意对母亲倾诉。上述两组调查数

据显示，孩子与母亲的交流和沟通要显著多于父亲。而中国孩子与父母的沟通、交流要少于其他国家的

高中生。 

当被问到父母是否理解自己时，高中生们普遍认为父亲“不太理解我”。其中，父亲们获得的比例

排序分别为日本最高（80.8%）、其次是美国（78.2%）、韩国（71.9%）、中国（55.7%），母亲们获得

的比例分别为韩国第一（89.4%）、中国第二（54.6%）、日本第三（49.4%）、美国第四（41.5%）。比

较发现，日本高中生们认为父亲不理解自己比例最高，韩国高中生认为母亲不理解自己比例最高。将父

亲与母亲的比例进行比较会发现，除韩国之外，其他三国的父亲获得较高比例，这说明高中生们认为母

亲更理解自己，而父亲往往不太理解自己。父母对孩子的不理解，还表现在“反对孩子做喜欢的事情”

上。据高中生们的自我报告，父亲们“反对孩子做喜欢的事”比例分别为韩国75.4%、日本63.1%、美国

59.9%、中国51.6%， 母亲“反对孩子做喜欢的事”比例分别为日本68.6%、韩国61.6%、美国56.9%、中

国56.0%。 

值得关注的是，在对孩子独立性的认可程度上也出现了明显差异。据高中生们报告，日本父母“把

我当大人看”的比例最高（父亲72.5%，母亲69.4%），中国父母把孩子当大人看的比例最低（父亲

64.7%，母亲50.7%）。总体来看，母亲比父亲管孩子更多一些，除韩国外，其他三国的父亲管孩子均较

少，“不太管孩子”的父亲最多比母亲多30%,最少也多出近16个百分点。可见，在家庭教育中，母亲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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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担当着重要角色。这可能是因为与母亲相比，父亲更希望自己的孩子比较独立。同时，因为大多数父

亲的工作时间比母亲长，因此对孩子的管理时间比较少。 

总结四个国家的亲子关系会发现，虽然四国具有不同的文化背景，但亲子关系却表现出相同的趋

势，即母亲与孩子的关系明显好于父亲与孩子的关系。父母之间的差异可能是因为母亲和孩子的接触比

父亲多，因而和孩子的感情更深厚，但摩擦冲突也较多。另外，中国的亲子关系和其他三国的亲子关系

也存在差异，主要表现为：第一，中国父母比较传统含蓄，感情相对内敛，因此无论是高兴与否，都不

会表露得非常明显；第二，中国父母多数是双职工，因此和孩子交流的时间相对较少，孩子也不能深刻

理解父母。第三，中国父母和孩子的沟通相对比较少，或者沟通方式存在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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