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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依恋问卷初步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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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 : 初步编制青少年依恋问卷并探讨其信效度。方法 : 参照成人依恋访谈提纲编制青少年

依恋模式访谈提纲 , 根据访谈结果编制依恋问卷 , 对初一到高三共 700 名学生施测。采用因素分析、信度分

析和效标效度等方法考察问卷的信效度。结果 : 青少年依恋的结构可由焦虑性和亲和性两个维度说明 (α系

数分别为 0169 和 0175) 。各个项目的因子负荷介于 0142～0174。结论 : 青少年依恋问卷具有较好的信度和结

构效度 , 可以用于我国中学生依恋关系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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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 To compile the Chinese Adolescent Attachment Inventory and explore its reliability and validi2
ty1Methods : Based on Main’s Adult Attachment Interview , to compile the Adolescent Attachment Inventory and make a

group interview1 Then compile the attachment inventory according to interview results1 700 middle school students were as2
sessed1 Exploratory Factor Analysis , reliability analysis and criteria validity were used to test the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1 Re2
sults : The construct of adolescent attachment can be explained by two dimensions : anxiety and proximity , andαfor them

were 0169 and 0175 respectively1 The loadings of the items were between 0142 and 01741 Conclusion : The Adolescent At2
tachment Inventory has good reliability and construct validity1 It can be used to study Chinese middle school students attach2
ment relationship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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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恋行为是个体在遇到应激情境时用于解决心

理、生理上压迫感的一种主体调动行为 , 具体表现为

个体寻求依恋对象的帮助与支持。依恋模式作为个体

在发展过程第一个被内化的认知工作模型 , 不仅贯穿

于个体毕生的发展历程 , 而且影响到生活的各个方

面。研究表明 , 非安全型依恋的人比较容易发生内部

心理问题和外部行为障碍 , 如抑郁、焦虑、攻击性行

为和物质依赖等[1 ,2 ] , 因此 , 依恋模式对个体的心理

健康起着重要的支持作用。

对依恋的研究始于 20 世纪 40 年代对孤儿院儿童

行为问题的研究 , 其中 , Bowlby 对母婴依恋机制的阐

述和 Ainsworth 发展的陌生人情境技术 , 在依恋的研

究中起到了里程碑式的作用。Bowlby 提出依恋有四个

决定性特征[3 ] : 趋近行为 ———个体寻求并试图保持与

依恋对象的接近 ; 分离痛苦 ———抗拒与依恋对象的分

离 , 分离时会感到痛苦 ; 避风港 ———把依恋对象作为

避风港 , 在遇到问题或威胁时 , 会转向依恋对象寻求

安慰和帮助 ; 安全基地 ———把依恋对象作为一个安全

基地 , 它的存在使个体探索性增强 , 并能提高个体的

社会能力。

从 80 年代中期开始 , 依恋研究的重点从儿童转

向青少年和成人 , 各种相关的测量工具也应运而生 ,

其中以成人依恋访谈 (AAI) 的使用最为广泛。AAI

采用请受访者讲述与父母关系的方式来获取资料 , 进

而评估其依恋模式。AAI可以较好地测量青少年和成

人依恋模式 , 有纵向研究表明 , AAI 对青少年依恋模

式的分类结果和其幼儿期陌生情境法测得的依恋模式

之间一致性达到 70 %～75 %。但访谈法操作和计分

都比较复杂 , 于是一些研究者又相继编制了其它的评

估工具 , 例如依恋历史问卷 (AHQ) 和父母与同伴依

恋问卷 ( IPPA) 等 , 但是由于信效度等方面的原因 ,

它们的使用都没有 AAI那样广泛[4 ] 。

已有的青少年依恋研究发现 , 不安全的依恋风格

对个体的恐惧与焦虑有显著的预测作用[5 ] 。同时 , 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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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依恋的个体相比 , 不安全的依恋个体通常表现出

较高的抑郁水平[6 ] 。在人际关系方面也是如此 , 不安

全的依恋个体不能恰到好处地自我调整 , 对他人存在

消极期望 , 通常在人际沟通上比较困难[7 ] 。所以 , 对

青少年依恋模式进行评估可以使我们获知个体依恋模

式发展状况 , 加深对依恋动态发展过程的理解 , 使心

理干预工作更加有的放矢。但文献检索结果表明 , 我

国目前尚没有成熟的青少年依恋问卷。本研究试图编

制一个适合我国青少年现状的依恋问卷 , 以利于对我

国青少年心理健康状况进行更深入的研究。

对象和方法

对象 　山东某市七所中学的初一到高三学生 , 其

中包含城市中学和农村中学 , 重点中学和非重点中

学 , 公立中学和私立中学。每所学校随机抽取男、女

生各 50 名。共发放问卷 700 份 , 回收问卷 700 份 ,

回收率 100 % ; 其中有效问卷 647 份 , 有效率 9214 %。

被试的年龄分布为 13～20 岁 , 平均年龄 16 ±2 岁。

其中 , 男生 320 名 , 占被试总数的 4915 % , 女生 327

名 , 占被试总数的 5015 %。

方法 　参照 Main 等人[8 ] 的成人依恋访谈提纲 ,

编制出青少年依恋模式访谈提纲。分别在北京和山东

各找 20 名中学生 , 进行小组访谈。访谈内容包括 :

受访者怎样看待自己与父母的关系 ; 在生病、与父母

分离、受到伤害、感到伤心等事件发生时 (此时受访

者的依恋系统处于激活状态) , 受访者产生的与父母

有关的情感体验 ; 受访者是否有丧失亲人的经历等。

由三名熟悉依恋理论的研究生 , 根据依恋的四个决定

性特征 , 对中学生的访谈结果进行整理 , 选择出 18

个项目 , 编制了青少年依恋问卷试验版。问题回答采

用 4 级计分 , 1～4 分别表示“很不符合”、“较不符

合”、“比较符合”、“很符合”。

用症状自评量表 SCL - 90
[9 ] 中的抑郁 (Depres2

sion) 、焦虑 (Anxiety) 和人际敏感度 ( Interpersonal

Sensitivity) 分量表 , 考察被试答卷前最近两周内的情

绪和人际关系状况 , 并以此作为效标 , 考察问卷的效

度。

结 果

11 依恋问卷的因素结构

使用最大似然法和斜交旋转法对 18 个项目进行

因素分析 , 选取特征值大于 1 的因素并结合碎石图 ,

决定抽取两个因素。删除 6 个项目后 , 其余 12 个项

目分别落在两个因素上 , 方差总解释率为 4311 %。

每一项目的载荷度都在 0140 以上。根据组成因素的

项目内容 , 可将两个因素分别命名为 : 焦虑性 (5 个

项目载荷度 0148～0174) , 该因素可解释总方差变异

的 2319 %。焦虑性高得分与情感、行为、认知 ———

尤其是情感上的不稳定状态有关 , 主要与个体不被家

人认同而感到挫伤和焦虑体验相关。亲和性 (7 个项

目载荷度 0142～0168) , 该因素可解释方差总变异的

1912 %。亲和性上的高得分表示个体有较多的亲和需

求 , 对他人的评价也比较高 , 对他人反应比较敏感 ,

与个体和家人间的亲密关系、个体对家人的信任有

关。被试在这两个分量表上的得分情况见表 1。

表 1 　不同性别被试在依恋各分量表上的平均数与标准差

分量表 性别 平均数 标准差

焦虑性
男 50167 9167

女 49133 10129

亲和性
男 49179 9166

女 50120 10133

21 信度及项目分析

焦虑性量表的α信度系数为 0175 , 亲和性量表的

α信度系数为 0169。两个分量表得分的相关系数为 -

01096。在每个量表上 , 题总相关介于 0134 到 0171 之

间 , 各题目两两相关介于 0120 到 0156 之间 , 说明测

验及其项目具有很好的心理测量学特性。

31 依恋风格

根据被试在焦虑性和亲和性两个因素上的得分 ,

将被试的依恋风格作聚类分析。首先作层次聚类 , 以

确定最合适的类别数。分析得到的树状图和聚类进度

表发现 , 中学生依恋风格聚为四类比较合理 , 在此基

础上 , 运用快速聚类将被试的依恋风格聚为四组 , 如

下图所示 , 其人数分布见表 2。

图 1 　四类依恋风格在焦虑性和亲和性上的得分分布

具有安全型依恋风格的个体有适当的亲和性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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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 , 比较独立 ; 情绪比较稳定 , 不过分关注他人 , 不

易受他人影响。冷漠型个体在人际交往中对他人防备

性较高 , 即便对家人和朋友其亲和性也很低 , 对他人

不太关注。迷恋型个体亲和性需求比较高 , 特别是对

家人和朋友 ; 并且因为亲和性需求没有得到预期的满

足或与主体认知不一而容易感到挫折 , 从而陷入焦虑

不安的情绪状态。而恐惧型个体在人际交往中防备性

较高 , 在有限的交往中也很容易感到挫折和焦虑。

表 2 　四类依恋风格的人数分布

性别
恐惧型 迷恋型 安全型 冷漠型 总计

人数 % 人数 % 人数 % 人数 % %

男 47 1511 58 1816 169 5413 37 1119 5011

女 34 1110 51 1615 177 5711 48 1515 4919

总计 81 1310 109 1716 346 5517 85 1317 10010

41 效标效度

以 SCL - 90 的抑郁、焦虑和人际关系敏感度指标

作为效标 , 考察问卷的效标效度。方差分析 (见表

3) 表明四种依恋风格的个体在这三个效标上均差异

显著 ( P < 01001) , 三个效标上 , 安全型个体的得分

均显著低于不安全型 (恐惧型、冷漠型和迷恋型) ,

表明该问卷有较高的效标效度。

表 3 　依恋风格在抑郁、焦虑、人际关系敏感度的方差分析表

依恋风格 抑郁 焦虑 人际关系敏锐度

安全型 47174 ±7150 47194 ±8108 47183 ±8102

冷漠型 50141 ±11175 51103 ±13105 50143 ±11160

迷恋型 52146 ±10167 52102 ±10174 51196 ±11132

恐惧型 54191 ±12149 54125 ±11143 53137 ±10182

F 151684 3 3 121024 3 3 111349 3 3

3 3 P < 0101

讨 论

在编制的问卷中 , 青少年依恋结构通过焦虑性和

亲和性两个维度来说明 , 与亲和性有关的项目从积极

的方面体现了依恋的四个特征 , 比如“喜欢和家人关

系密切 (趋近行为)”、“与家人离别感到伤心 (分离

痛苦)”、“实在没法处理的事 , 还是找家人 (避风

港)”、“能确定家人对自己的爱 (安全基地)”。与焦

虑性有关的项目则集中于个体对依恋关系的消极体

验。与西方学者 Barthlomew 的分类结果比较[10 ]
, 我国

中学生安全型和迷恋型的比例都不同程度地高出

(5517 %相较于 47 % , 1716 %相较于 14 %) , 安全型和

迷恋型共同的特点是亲和性上得分较高 , 这说明 , 与

西方人群相比 , 亲和性对我国青少年的依恋状况可能

起着更重要的作用。

对中学生依恋风格的分类结果表明 , 使用本问卷

可以有效地区分安全型依恋和不安全型依恋这两类个

体。安全型依恋风格的个体和不安全依恋风格的个体

在 SCL - 90 的三个指标上均存在显著差异 , 这为本问

卷提供了一定的外部效度支持。当然 , 仅用这三个指

标做效标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 在以后的修订中可以考

虑借助其它效标来进一步检验和提高问卷的效度。由

于被试取样来自同一个市 , 尚未建立常模 , 因此结论

的推广也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 , 在后续研究中将考虑

扩大取样范围 , 建立我国的中学生常模 , 使心理卫生

工作者和研究者可以更好地对青少年依恋状况进行评

价 , 促进青少年心理健康的干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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