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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环境对大学生心理健康的影响研究 ①

孟牒
（郑州轻工业学院 计算机与通信工程学院，河南 郑州４５０００２）

摘　要：随着现代社会物质生活水平逐渐提高，心理问题也日益增加。为深入把握大学生心理问题及其对在校生活
的影响，针对家庭环境对于大学生心理健康的影响展开调查研究，采用层次分析法探讨家庭环境对心理问题产生的影

响，利用《大学生心理健康量表》《家庭环境量表》采集相关数据，与中国常模的数据标准对比。结合《家庭环境量表》中

表现的家庭状况，对出现的心理健康状况比对，统计家庭环境对大学生心理健康造成的影响。结果表明，过于沉重的家

庭气氛与严格的家庭规则易导致心理问题的产生，父母过高的期望也会对子女日后的成长产生不利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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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１世纪是心理学蓬勃发展的一个时期，伴随
着心理学知识体系的不断完善，人们心理环境也

在发生着变化，越来越多被忽视的心理顽疾滋生

并行［１］，大学生作为一个相对特殊的群体，其心

理健康状况受到人们的广泛关注［２］。

大学生的心理问题绝大部分来自大学生活逐

渐展开的人际交往中，因为社交经验的匮乏和对

环境的适应能力不同，出现各种因学业及未来工

作等规划带来的生活压力问题［３］，大学生自身的

发展始终离不开家庭的支持和帮助。因此，家庭

环境对大学生心理健康具有深远的影响。针对家

庭环境对大学生心理健康造成的影响展开调查论

述，以心理学相关知识为调查基础，有力促进大学

生心理健康发展［４－５］。

家庭环境影响分为硬环境影响与软环境影响

两部分。家庭硬环境包括家庭的物质环境、社交

网络及资源分配等。家庭物质环境决定后代的学

习动机，家庭资源分配使子女处在良好的学习氛

围中形成主动学习的客观心理，了解学习的意义，

过差或过优的家庭环境则易产生适得其反的效

果。父母的职业状况与文化程度直接影响其对子

女的教育方式，这促使了家庭软环境的形成。

家庭软环境对大学生心理健康造成的影响较

为明显，好坏程度首先取决于父母的生活态度及

彼此关系的维系方式［６］。恶劣的家庭氛围使子

女处在争吵打骂的环境中，极其容易导致子女形

成消极的生活态度以及对人际交往的排斥，使其

生活在过大压力之下，易产生心理上的问题，导致

他们在人际交往过程中出现人格障碍［７］。其次

是父母对子女的教育方式，过分紧张的望子成龙

心态易使子女形成畏怯的心理，导致心理问题的

产生，过分松散则容易让他们沾染社会不良风气，

自暴自弃，偏离正确的人生方向，此种情况在离异

家庭中更易出现。

当代部分大学生长期处于心理不健康或是亚

健康状态，主要包括学习紧张、自我能力提升滞后

的压力、毕业后的就业问题、人际交往问题、感情难

以自制、面对新的交际网络社交经验不足等方面导

致大学生出现多元素的心理问题，症状主要集中表

现在神经衰弱、抑郁症、强迫症、精神焦虑等。

本文针对家庭环境对于大学生心理健康的影

响展开调查研究，系统论述家庭环境对心理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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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的影响，帮助心理不健康或亚健康的学生从

家庭角度分析原因，寻求解决方案，通过有效的手

段调节情绪，改善心态。

１　资料来源与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

本研究以郑州轻工业学院为例，基于所有年

级学生展开调查，调查对象包含大一学生３３４人、
大二学生 ４０１人、大三学生 ３９４人，共计 １１２９
人；共发出１１２９份调查表，收回调查表１１２６份，
有效调查表共１１１９份。
１．２　调查工具

目前各研究者调查量表种类较多，本文主要

采用《大学生心理健康量表》及《家庭环境量表》

作为调查指标。

２　研究结果
２．１　人际关系紧张与敏感

表１所示，１７％的调查对象人际关系敏感紧
张，与其对应的家庭环境量表显示：１）娱乐性与
组织性得分相对较低。学生的人际交往经验主要

来自家庭与学校两方面的积累，从小在家庭环境

中缺少与父母沟通、极少共同参与娱乐活动，导致

子女成长过程中对社交活动存在自卑等不良情

绪。２）部分人独立性与矛盾性得分较高。在成
长环境中，缺乏沟通等一系列问题所导致的不良

情绪产生后，调查对象大多羞于向外界展露自我

情感，与人交往时因陌生而不知如何定位自己，在

遇到问题时也不能很好解决。３）少部分人亲密
度与情感表达得分较低。

表１　人际关系紧张与敏感

娱乐性 组织性 独立性 矛盾性 亲密度 情感表达

中国常模［２］ ４．９±２．０ ６．７±１．８ ５．８±１．４ ２．２±１．９ ７．７±１．９ ５．８±１．７

实际得分 ４．３±１．７ ６．２±１．３ ６．２±１．４ ２．５±１．６ ７．２±１．４ ５．３±１．３

　　同时，在缺少与父母的感情沟通的家庭环境
中成长或家庭环境中充斥着争吵矛盾，易使子女

在成长过程中出现安全感缺失的现象，导致在人

际交往中出现多疑、敏感、紧张等人格障碍。

２．２　心理承受能力差、情绪失调、躯体化
表２所示，心理承受能力差在调查人数中所

占比例为２６％，情绪失调与躯体化所占比例分
别为１９％，７％。在所对应的家庭环境量表测试
中，表现为较高的成功性与独立性得分。

表２　心理承受能力差、情绪失调、躯体化

成功性 独立性 亲密度 情感表达

中国常模 ６．８±１．７ ５．８±１．４ ７．７±１．９ ５．８±１．７

实际得分 ７．２±１．５ ６．１±１．５ ７．２±１．３ ５．２±１．４

从小来自家庭的过高期盼，导致子女习惯性

自我要求过高，易形成与他人攀比的心态，始终处

于较高的压力无法接受失败，当遇到挫折容易妄

下定论，对自身心理打击很大，容易出现逃避、轻

生的念头，从而对自我成长造成伤害。部分人表

现出较低的亲密度与情感表达得分，在家庭环境

中无法畅通地表达自我情感，在日常生活中不愿

将自身想法与父母交流，脱离家庭环境后，消极情

感无法及时抒发，消极情绪积压易导致情绪失调，

同时渴望成功的性格使其逃避失败的结果，形成

躯体化的特征。

２．３　适应性差
调查结果见表３，适应性差所占比例为３１％。

所对应的家庭环境量表中，表现为：１）适应性差，
人群控制性得分较高。在家庭环境因素中，存在

家庭溺爱的情况，父母对子女过分的宠爱，子女

在家里不参与家庭劳务，脱离父母后在融入新

集体的时期不知所措，难以在新集体、新生活中

准确地进行自我定位。２）独立性得分相应偏
低，娱乐性与组织性得分相应也较低。由于较

差的自主适应能力，心理方向易出现偏差。在

大学生活中一旦出现被排挤、难相处的状况，对

象自身难以表现出自我调节等积极特征，更无

法通过与他人的交流或对社交活动的积极参与

来改善问题，结果为自身出现焦虑、暴躁等性格

问题。

表３　适应性差

控制性 独立性 娱乐性 组织性

中国常模 ３．６±１．８ ５．８±１．４ ４．９±２．０ ６．７±１．８

实际得分 ４．０±１．２ ５．４±１．２ ４．４±１．４ ６．３±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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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４　抑郁、躯体化
抑郁对应人数如表４所示，占比为３７％，此

处将躯体化一并列入讨论抑郁症症状。调查对象

对应的家庭环境量表表现为：１）家庭亲密度、情
感表达往往得分偏低。家庭情感交流缺失是来自

家庭病症的主要来源，独立性过高容易使子女偏

离对家庭的依赖性，从而导致与家庭交流缺失，形

成恶性循环。２）独立性得分偏高，控制性得分较
高。较低的娱乐性与偏高的成功性，导致子女在

家庭生活中不能正常释放自己成长中所面临的压

力，来自家庭方面的安全感缺乏，同时因该年龄段

对外界因素的敏感性，极易产生消极心理，因悲伤

情绪的积压致病。其中，本次调查未排除抑郁症

来自遗传的可能性。

表４　抑郁、躯体化

亲密度 情感表达 独立性 控制性 娱乐性 成功性

中国常模 ７．７±１．９ ５．８±１．７ ５．８±１．４ ３．６±１．８ ４．９±２．０ ６．８±１．７

实际得分 ７．４±１．５ ５．５±１．３ ６．２±１．４ ３．９±１．７ ４．４±１．８ ７．０±１．８

２．５　焦虑
部分大学生在大学阶段逐渐展现出焦虑的特

征，起因多种，学业就业与情感的压力为多数。表

５所示，焦虑所占人数比例为４７％。家庭环境量
表测试中，展现为较高的控制性与成功性。

从过分舒适的家庭环境中衍生对生存规则的

恐惧，加上自我实力薄弱不足，长时间的自卑感衍

生出焦虑的症状。据量表，此部分人群的亲密度、

情感表达、独立性、组织性与娱乐性得分相对存在

差异。

表５　焦虑

控制性 成功性

中国常模 ３．６±１．８ ６．８±１．７

实际得分 ３．９±１．７ ７．１±１．８

２．６　敌对、偏执
表６所示，敌对所占人数比例为１１％、偏执

所占人数为４３％。此部分调查对象所对应的家
庭环境量表情况为：１）亲密度、情感表达存在差
异，矛盾性得分相对较高。２）部分人控制性与成
功性较高。

表６　敌对、偏执

亲密度 情感表达 矛盾性 控制性 成功性

中国常模 ７．７±１．９ ５．８±１．７ ２．２±１．９ ３．６±１．８ ６．８±１．７

实际得分 ７．４±２．０ ５．６±１．９ ２．４±１．７ ３．８±１．２ ７．１±１．２

　　偏执来自于后天的环境影响，为人处事上过分
注重自我肯定，往往以自我为中心，不顾他人看法

而出现偏执，严重者甚至出现抵触情绪，攻击与自

我意见有分歧的人。具有偏低亲密度的人群中，由

于自幼家庭环境安全感缺失，导致对他人的防备心

理过重。较高成功性则源自家庭内部出现的过分

竞争现象，长此以往衍生出嫉妒心理，因为心理不

平衡等因素易对相比自己优秀的人产生敌对情绪。

３　分析与讨论
不同家庭环境导致不同的性格，甚至严重影

响日后人生观、价值观的形成。调查数据分析，过

低的亲密度得分与情感表达得分导致消极心理的

形成，控制自身情感因素的释放也有利于消减对

生活压力的恐惧。因此，大学生处理家庭关系时，

应尝试学着与父母沟通，改善家庭环境，不仅是对

家庭的责任，也是对自我情感的完善，有助于自身

健康心理的形成。

知识性与组织性能抑制消极心理的产生，从

小生活在和谐健康的家庭环境中，家庭成员间的

彼此依靠与团结有助于培养自身纪律性和乐观性

格。适度的学习氛围，有利于培养子女日后正确

的学习观念与生活态度。父母拥有绝对的主导

权，家庭环境的形成也决定了子女的性格秉性，影

响着日后子女的发展与健康。有效地改善家庭环

境是一项艰巨而不可或缺的任务，改善家庭环境

的过程中，大学生不仅能改善与父母的关系，也能

培养自身人际交往能力，完善自身心理健康。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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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相对的，过高的控制性与成功性得分促进了心

理问题的出现。家庭中过分的控制以及为人父母

在教育子女时所表现出的急功近利，对子女日后

的健康发展都有不良的影响。大学生对待此问

题，更应从自我出发，根据自身性格特点正确认识

形势，合理定位自我，规划美好人生目标。

４　结语
家庭环境对大学生心理的影响极大，良好的

家庭环境是培育国家栋梁之才的基础，完善家庭

环境也是大学生接受素质教育与进一步自我发展

的基石。确保自身心理健康，锻炼自我人际交往

能力，有效避免出现消极生活情绪，提高健康指

标。心理问题日渐成疾的今天，大学生更应从自

我防范做起，注意自己生理与心理的共同健康，在

社会与家庭的全面帮助下，完善自我心理，快乐

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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