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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子依恋对大学生心理健康的性别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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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考察大学生的亲子依恋对身心健康的影响及其性别效应。方法 采用亲子依恋回溯 

报告、症状自评量表、感情与社会孤独量表对97名大学生进行调查。结果 ①父子依恋安全性[(11．84-1- 

4．17)分]显著低于父女依恋安全性[(13．90±3．32)分]；母子和母女的依恋安全性 [(13．60±3．52)分， 

(13．92±3．03)分]差异无显著性。②父子依恋回避性对抑郁(卢=0．665)、焦虑(卢=0．408)、感情(卢= 

0．668)和社会孤独(卢=0．659)有显著的预测作用，母子依恋安全性对人际敏感(卢：一0．482)和感情孤 

独(卢：一0．253)具有显著预测作用 ；父女依恋安全性对感情孤独(卢=一0．302)有显著预测作用，母女依 

恋安全性对社会孤独( =一0．295)有显著预测作用。结论 亲子依恋对大学生心理健康的影响具有显 

著的性别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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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nder effects of parent-child attachment on mental health of college students SHEN Lie—rong．12U Hua— 

shan，XU Yun．Institute ofPsychology，Chinese Academy ofSciences，Be ng 100101，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examine the gender effects on the influences of parent—child attachment on 

mental health of college students．Methods Retrospective Reports of Parental Behavior，Symptom Checklist 90， 

and Emotional and Social Loneliness Scale were used for examining 97 college students．Results ①rI'he security 

offather—son attachment(11．84±4．17)was significantlylowerthan thatoffather—daughter attachment(13．90± 

3．32)；significant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security of father—daughter and mother-daughter attachment(13．60± 

3．52；13．92±3．03)were not found．( Father-son avoidance was significant predictor of depression(口 = 

0．665)，anxiety(卢=0．408)，emotional(卢=0．668)and social loneliness(卢=0．659)；mother—son attach— 

ment security was significant predictor of interpersonal sensitivity(卢：一0．482)and emotional loneliness(卢= 
一 0．253)．Father—daughter attachment security was significant predictor of emotional loneliness( ：一0．302)； 

mother·daughter attachment Was significant predictor of social loneliness( =一0．295)．Conclusion There is 

important gender effects on the infl uences of parent—child attachment to mental health of college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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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子依恋是儿童与父母交往中形成的一种相对稳 

定的关系模式，对儿童成长过程中的社会交往和心理 

健康有着重要的影响 ’̈ 。以往的研究大多关注于亲 

子依恋对儿童或青少年心理健康的影响 ，在子女成 

年以后，亲子依恋对其心理健康的影响如何，特别是不 

同性别关系(父子、父女、母女、母子)的亲子依恋对成 

人心理健康的影响会表现出怎样的差异，虽然有研 

究 涉及这方面的问题，但目前尚缺乏有针对性的研 

究报告。在大学生心理健康问题 日益受到社会各界关 

注的背景下，本研究旨在通过考察大学生在其成长过 

程中的亲子依恋对心理健康的影响及其性别效应，从 

而为较深入地了解男女大学生心理健康问题产生的不 

同家庭根源，以及作为父母如何在日常生活中处理好 

与子女的关系，提供实证参考。 

对象与方法 

一

、对象 

2007年5月在武汉地区六所高校一、二年级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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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中采用随机取样的方法对 97名大学生进行调查，其 

中文科43名，理科 54名；一年级51人，二年级 46人； 

女生50人，男生47人；平均年龄 19．9岁。 

二、研究工具 

1．评定工具：参照 Dalton等 编制的《亲子依恋 

回溯报告》(Retrospective Reports of Parenting Behav— 

ior)，经作者翻译、修订为中文版。该问卷分为“我与 

父亲”和“我与母亲”两个部分。每个部分由三个分量 

表构成，分别针对依恋关系中的安全性、回避性、矛盾 

性三个维度进行考察。每个分量表由3个条 目构成， 

采用 6点记分，得分越高，表示相应的依恋关系越明 

显。经测试 ，中文版各分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依次 

为：“我与母亲”部分的安全性为0．88，回避性为0．86， 

矛盾性为 0．82；“我与父亲”的安全性为 0．91，回避性 

为0．84，矛盾性为 0．79；4周后各分量表的重测信度 

最低为0．69，最高为0．81；量表具有良好的信度。分 

别针对父亲和母亲的分量表之间相关系数在 0．23到 

0．34之间；采用《父母养育方式评价量表》 作为效 

标，发现“我与母亲”的依恋安全性同母亲因子 I(情 

感温暖、理解)和因子Ⅲ(拒绝、否认)的相关系数分别 

为0．52和 一0．37；“我与父亲”的依恋安全性同父亲 

因子 I(情感温暖、理解)和因子V(拒绝、否认)的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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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数分别为0．67和一0．34，量表具有较好的区分效 

度和效标效度。 

2．大学生心理健康指标：抽取《症状 自评量表 

(SCL-90)》 中的3个分量表：人际关系敏感(包括 9 

个条目)、抑郁(包括 13个条目)和焦虑(包括 10个条 

目)；得分越高，表示相应的症状越明显；量表具有 良 

好的信度和效度。 

3．感情和社会孤独：采用《感情与社会孤独量 

表》 ，两个分量表分别对感情孤独和社会孤独进行 

测量，得分越高，表示相应的孤独感越强；量表具有较 

好的信度和效度。 

4．数据处理：根据研究分析目的，将采集到的样本 

数据通过 SPSS11．0统计软件进行方差分析、t检验、 

相关分析和回归分析。 

结 果 

一

、不同性别关系的亲子依恋得分比较 

方差分析显示，在亲子依恋得分上，未见不同专业 

和年级的显著差异。但在不同性别关系(父子、父女、母 

子、母女)的亲子依恋得分 匕存在显著差异。见表1。 

表 1 不同性别关系的亲子依恋得分情况(分， ±s) 

结果显示，父亲与子女的依恋模式存在显著的子 

代性别差异，父子依恋安全性显著低于父女依恋安全 

性，父子依恋回避性和矛盾性则显著高于父女依恋回 

避性和矛盾性；母亲与子女的依恋关系未见显著的子 

代性别差异。在亲代性别差异方面，男性与父母的依 

恋关系存在显著差异，主要表现在父子依恋安全性显 

著低于母子依恋安全性，依恋回避性则显著高于母子 

依恋回避性，依恋矛盾性未见显著差异。在女性与父 

母的依恋关系中，无论是依恋安全性、回避性还是矛盾 

性，均未见显著的亲代性别差异。 

二、亲子依恋与心理健康的相关分析 

父母同子女的依恋安全性均与心理健康各维度呈 

显著相关；但母亲同子女的依恋回避性和矛盾性与子 

女的感情孤独未见显著相关。见表 2。 

表 2 亲子依恋与心理健康的相关分析结果(r值) 

三、亲子依恋与心理健康关系的性别效应 

不同性别关系的亲子依恋对心理健康的回归分析 

结果，结果显示：(1)父子依恋对心理健康各维度均有 

显著的预测作用，母子依恋对人际敏感和情感孤独具 

有显著的预测作用；(2)父女依恋对人际敏感、抑郁、 

情感孤独有显著的预测作用，母女依恋对社会孤独有 

显著的预测作用；(3)父女依恋和母女依恋对焦虑均 

未见显著的预测作用。见表3。 

表3 亲子依恋对心理健康各维度的回归分析( 值) 

讨 论 

依恋理论认为，早期的亲子依恋为成年后的社会 

交往提供了一种稳定的关系模式 ，但它并非是单一 

的，在与不同类型的对象交往中，个体可能形成不同的 

关系模式 。本研究发现，在父子、父女、母子、母女 

四种性别关系的亲子依恋中，均表现出了显著的子代 

和亲代性别差异。首先，子女同父亲的依恋安全性存 

在显著的子代性别差异，子代女性比男性的依恋安全 

性更高。其次，男性同父母的依恋安全性存在显著的 

亲代性别差异，母子比父子的依恋安全性更高。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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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同时发现，母亲在处理同子女的关系时，并没有表现 

出明显的子代性别差异 ，而子代女性对父亲和母亲的 

依恋安全性也未见显著的亲代性别差异。造成这种差 

异的原因可能号I生别角色社会化 。。有关，母亲作为童 

年早期的主要依恋对象，由于子女的性别角色尚未分 

化，因而母亲对待子女的方式也无明显差异；随着个体 

的成长。在母亲的作用逐渐减弱，父亲的作用逐渐加强 

的同时。父母对待子女的方式也越来越多地受到性别 

角色期待的影响，父亲对女孩倾向于保护，而对男孩倾 

向于严厉。 

本研究还发现，不同性别关系的亲子依恋对大学 

生心理健康的影响具有显著的性别效应。总体而言， 

父亲比母亲对子女成年后心理健康的影响更大，这与 

Dalton等 的研究结果是一致的；同时，子代男性也比 

女性的心理健康更多受到亲子依恋的影响。具体表现 

为：就父子关系而言。特别是父子依恋回避性对男性大 

学生的抑郁、焦虑、以及社会和情感孤独存在重要的负 

面影响；而母亲对男性大学生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人际 

敏感和感情孤独两个方面。在女性大学生的社会和感 

情孤独方面，父母的影响也有着不同的表现：父女依恋 

影响到感情孤独，母女依恋影响到社会孤独；显示女性 

可能将父亲作为情感支持与寄托的对象，而将母亲作 

为社会认可和理解的对象。 

在传统的亲子依恋研究中，关注的焦点往往放在 

婴幼儿同母亲的依恋方面 ，而在近年的研究中，随 

着依恋研究从儿童向青少年及成人研究领域的扩展， 

父亲的作用受到了越来越多的重视  ̈。在本研究中， 

将不同的亲子性别关系(父子、父女、母子、母女)对心 

理健康的影响作为考察分析的重点，揭示了较为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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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性别效应，但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除了可能与父母 

对子女的角色期待有关以外，是否与子女自身的性别 

角色期待有关，或者还存在其他一些因素，比如子女对 

待亲子依恋以外的亲密关系(包括同伴关系和恋爱关 

系)的态度，是否在亲子依恋与心理健康的关系中起到中 

介作用，尚存在疑问，有待进一步的深入研究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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