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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4要!为分析儿童期虐待经历与大学生抑郁的关系及自我接纳和自尊在两者之间的作用机制!采用儿童期创伤问

卷$流调用抑郁量表$自我接纳问卷和自尊量表对 ! %+# 名大学生进行问卷调查% 研究发现&儿童期虐待与抑郁呈显著

正相关!自我接纳$自尊与抑郁呈显著负相关'在控制性别$留守经历和年龄后!儿童期虐待能显著正向预测大学生抑郁'

在儿童期虐待与抑郁之间!自我接纳和自尊的单独中介作用和自我接纳,自尊的链式中介作用均显著% 这表明!儿童期

虐待不仅可以直接影响大学生的抑郁情绪!还可以通过自我接纳和自尊间接影响大学生的抑郁情绪% 研究结果对大学

生抑郁的-防.和-治.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关键词!儿童期虐待'自我接纳'自尊'抑郁

中图分类号!7"",444文献标志码!8444文章编号!!#2"

3

+,,""$%$$#%#

3

%%,,

3

%,

!4问题提出

抑郁是一种常见的负性情绪体验#主要表现

为显著而持久的心境低落+思维迟缓+精力下降

等( 大学生处于由青少年晚期向成人早期过渡的

阶段#面临着生理+心理+社会等方面的诸多变化#

有着更高的抑郁风险( 有研究对近十年文献进行

荟萃分析发现#我国大学生抑郁症状检出率为

$")2!5

)!*

#显著高于普通人群的检出率( 长期的

抑郁情绪不仅影响大学生的注意力+记忆力及其

学业表现#还是大学生自杀意念和行为的重要影

响因素之一( 为提升抑郁防治的工作成效#降低

学生抑郁的风险#国家各部委先后制定和颁布了

多项政策文件#以探索开展抑郁防治的方法和策

略#如!$%$%年 6月国家卫健委发布/探索抑郁症

防治特色服务工作方案0#提出要加大抑郁症防

治工作力度$$%$! 年 2 月/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加

强学生心理健康管理工作的通知0指出#要了解

学生是否存在早期心理创伤#提高心理危机事件

干预处置能力#大力构建家校协同干预机制( 因

此#当前继续深入探讨大学生抑郁的影响因素及

防治策略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童年期虐待是大学生抑郁的重要影响因子之

一( 童年期虐待包括照顾者对儿童身体的忽视和

虐待+情感的忽视和虐待以及其他不作为的行

为)$*

( 研究发现#几乎所有类型的虐待都与成年

期临床抑郁症状存在密切联系#有儿童期虐待经

历的个体患精神疾病的风险更大#尤其是抑郁

症)**

( 一项针对 !," 篇研究进行的荟萃分析发

现#经历过任何形式童年虐待的成年人患抑郁症

的几率是正常人的 $),! 倍)"*

( 因此#童年虐待经

历被普遍认为是大学生抑郁的重要风险因素( 此

外#国内外已有较多研究从认知和情绪视角探讨

了儿童期虐待作用于抑郁的具体机制( 一些研究

探讨了压力知觉+认知思维方式或重复性消极思

维等因素在儿童期虐待与抑郁之间的作用)+*

#另

有研究揭示了情绪调节+情绪接纳+羞耻感等因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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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少有研究聚焦于自我意识#通过实证研

究探讨童年虐待对抑郁的影响机制( 自我意识在

童年期虐待与大学生抑郁之间发挥何种作用#则

是本文所关注的重点问题(

自我意识也可以称之为自我#是个体对自己

的心理+行为活动或能力等多方面的感受+态度和

评价( 根据贝克的理论#对自我的消极信念不仅

是抑郁的症状#而且在抑郁症病因中起着关键作

用( 贝克还指出#抑郁症患者有着特异性的消极

自我图式#这与他们在成长过程中的负性经历有

关#因为负性经历会导致个体形成自我否定的功

能失调性假设#并以负性自动想法的形式表现出

来),*

( 因此#本文以 ! %+# 名在校大学生为研究

对象#在探索儿童期虐待经历对抑郁的影响的基

础上#引入自我接纳和自尊两个变量揭示从童年

期虐待到抑郁的发生机制#尝试为防治大学生抑

郁提供更为精准的心理教育和干预方向(

$4研究综述

$)!4自我接纳及其在儿童期虐待与大学生抑郁

之间的中介作用

自我接纳是基于自我意识中的自我评价而形

成的态度#是个体对自我的形象+信仰+所处环境

等的接受与适应#是衡量心理健康的一个重要标

准)6*

( 受虐待儿童常常处于一种高危环境中#长

期被冷落+被忽视的经历容易使儿童形成较低的

自我评价与自我接纳( 有研究显示#早期受虐待

较多的女性更有可能将过错归因于自己#并因此

产生自责)!%*

( 那些童年期遭受心理虐待的个体#

常常会感知到更多来自父母的非正性反馈$而父

母的消极反馈与儿童的自我评价和自我接纳密切

相关#受虐儿童会倾向于将父母的消极反馈作为

自我感知标准的一部分#并导致其低自我评价和

自我接纳)!!*

( 与此同时#受虐待儿童不断累积的

消极反馈会内化形成消极的自我概念#影响其对

自身的态度以及心理和行为动向)!$*

( 此外#有研

究证实自我接纳是影响抑郁情绪的重要内部心理

因素#自我接纳水平高的个体较少体验到情绪困

扰)!**

( 在一项对创伤性截肢患者的调查研究中

发现#这些患者的自我接纳水平越高#其抑郁程度

就越低)!"*

( 因此#童年期有过虐待经历的大学

生#可能有更为负面的自我评价#对自我的接纳水

平也更低#从而更易产生抑郁等负性情绪(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提出研究假设I!!自我接

纳在儿童期虐待与大学生抑郁之间起中介作用(

$)$4自尊及其在儿童期虐待与大学生抑郁之间

的中介作用

自尊是自我意识中自我体验的最主要方面#

是个体基于自我评价产生和形成的与自我价值感

相关的情感体验( 根据贝克的抑郁认知理论#个

体在早期成长经历中的负面经历不仅会导致个体

产生对世界的消极认知#还会使其产生对自我的

消极认知#从而削弱其自尊水平)!+*

( 根据抑郁的

易感性模型"OAC[MD0C>@?(D(OPJ'&CD'#低自尊会导

致抑郁#在该模型中低自尊被视为一种使人易于

抑郁的人格因素)!#*

( 已有研究证实#自尊在童年

期虐待和抑郁之间起着重要作用( 研究发现情感

虐待不仅直接影响初一学生的抑郁症状#还通过

自尊间接作用于抑郁)!2*

( 在以新兵为调查对象

的研究中#自尊在其虐待经历和抑郁情绪之间的

中介效应显著)!,*

( 在医学生群体中也得到了相

同的研究结论)!6*

( 因此#根据已有理论和研究结

果可知#童年期虐待同样会导致大学生在成长经

历中形成低自我价值感或自尊体验#并可能使其

发展成为抑郁的高风险人群(

根据上述分析#提出研究假设 I$!自尊在儿

童期虐待与大学生抑郁之间起中介作用(

$)*4自我接纳与自尊的链式中介作用

自我接纳和自尊在内涵上有些相似#而概念

的内核又有所不同( 自我意识包括自我认识+自

我体验和自我调节三个方面( 自我接纳与自我认

识中的自我评价相关#但自我接纳意味着在自我

评价之外无条件地接纳自己$自尊则是基于对自

身进行总体性评价后产生的自我价值感#是个体

的自我体验之一( 因此#在理论上自我接纳是达

到自尊的基础条件)$%*

( 有调查研究证实#大学生

的自我接纳和自尊水平呈显著正相关#自我接纳

是自尊的有效预测因素#自我接纳的程度越高#自

尊水平也会越高#反之亦然)$!*

( 在实验研究中也

发现了自我接纳对自尊的促进作用!启动无条件

的自我接纳将引起高水平的自尊体验$启动有条

件的自我接纳后#自尊水平显著降低)$$*

( 自我接

纳和自尊都被发现与多种心理健康因素有关#较

多研究将自我接纳和自尊均作为抑郁的前因变

量#区别在于自我接纳与总体的心理健康相关更

强#而自尊与特定心理健康的关联更强#如抑

郁)$**

( 因此#儿童期虐待可能通过影响大学生在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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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长过程中的自我接纳水平#继而影响其自尊体

验#最终对其抑郁情绪产生影响(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提出研究假设 I*!自我

接纳和自尊在儿童期虐待与大学生抑郁之间起链

式中介作用(

根据研究假设 I!+I$ 和 I*#构建总体假设

模型图"见图 !'( 根据假设模型#儿童期虐待不

仅对大学生抑郁有直接的影响"儿童期虐待
$

抑

郁'#还通过三条路径间接影响抑郁( 其一#被虐

待的儿童会感受到他人的拒绝和不接纳#并将这

种消极反馈作为自我认识的重要指标#从而产生

对自己的负面评价和不接纳#这可能引发未来的

抑郁情绪"儿童期虐待
$

自我接纳
$

抑郁'$其

二#儿童期虐待会导致个体产生%我不够好+我不

值得&的低自尊体验#这种低自尊体验是未来抑

郁的重要预测因素"儿童期虐待
$

自尊
$

抑郁'$

其三#如前所述#儿童期虐待是自我接纳和自尊的

前因变量#自我接纳和自尊均是抑郁的前因变量#

而自我接纳是自尊的重要预测因子#因此可以推

测#儿童期虐待促使儿童形成低自我评价和自我

接纳度#并因此削弱自尊水平#而低自尊对抑郁情

绪的影响会持续到成年期"儿童期虐待
$

自我接

纳
$

自尊
$

抑郁'(

图 !4儿童期虐待&自我接纳&自尊与抑郁关系的假设

模型

*4研究方法

*)!4研究对象

采用方便取样抽取湖南省本科院校在校大学

生共 ! !%%人#年级跨度从大一至大四#施测方式

为集体填写问卷#现场指导与回收( 回收问卷

! %,,份#剔除重要个人信息缺乏+条目回答有误

或未作答的问卷#得到有效问卷 ! %+# 份#有效回

收率为 6#)%%5( 其中#大一 **$ 人#大二 "%, 人#

大三 $** 人#大四 ,* 人$男生 "%6 人#女生 #"2

人$有留守经历 "*$ 人#无留守经历 #$" 人$年龄

区间 !#E$*岁#平均年龄 !6)#6h!)!$ 岁"!# 岁 !

人#!2 岁 $! 人#!, 岁 !!" 人#!6 岁 *$+ 人#$% 岁

*2%人#$!岁 !##人#$$岁 +$人#$*岁 2人'(

*)$4变量测量

研究的自变量为大学生儿童期虐待经历#因

变量为大学生的抑郁情绪#中介变量 ! 为自我接

纳#中介变量 $ 为自尊#控制变量为性别+留守经

历和年龄(

自变量采用儿童创伤问卷简化版"=A(D&A''&

T>@MJ@dMCBO('00@(>C:A'>O

3

c'>J# =Td

3

:c'进行测

量( 该量表由赵幸福等人翻译并修订)$"*

#为被试

自我报告其儿童期受虐经历的回顾性自评问卷(

共有 $,个条目#包括 $+个临床条目与 *个效度条

目#含五个维度!情感虐待+躯体虐待+性虐待+情感

忽视+躯体忽视( 每个条目采用 + 级评分#从%从

不&到%总是&分别计 !E+分#总分越高表示受虐待

程度越严重( 本研究中#躯体虐待分量表内部一致

性系数为 %)+6#其余 "个分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

在 %)2#E%),, 之间#总问卷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

%)2+(本研究采用问卷总分进行统计分析(

因变量采用流调用抑郁量表"=C0OC>]'>NL(F

&CJ('D'H(/:OM&(CB;CL>CBB('0# =N:

3

;' 测量( 该

量表由S@&D']]编制#主要用于评定非抑郁症群体

的抑郁情绪以及过去一周的抑郁症状)$+*

( 共有

$%个条目#采用 " 级评分#从 % 分"很少或没有时

间'到 *分"大部分或全部时间'#评分越高表明

抑郁情绪越严重( 在本研究中该量表的内部一致

性系数为 %),"(

中介变量 !采用自我接纳问卷":CD]

3

8//CLOF

@0/CdMCBO('00@(>C# :8d'测评( 该问卷由国内学

者丛中和高文凤编制)$#*

#包括自我评价和自我接

纳两个维度#每个维度包含 , 个条目#共有 !# 个

条目( 得分越高#自我接纳水平越好( 本研究中#

总量表+自我接纳分量表和自我评价分量表的内

部一致性系数分别为 %),#+%)6"和 %)6!(

中介变量 $ 采用自尊量表 " :CD]

3

NBOCCJ

:/@DC#:N:'测量( 该量表由 S'BC0?C>H等人编

制)$2*

#共有 !%个条目#采用 "级评分#从 !分"非常

符合'到 "分"很不符合'#得分越高表示自尊水平越

高( 在本研究中#该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 %)22(

*)*4研究程序

根据知情同意和自愿原则#以班级为单位

采用纸笔方式在自习时间进行集体施测#填写

问卷时间为 !+ 分钟左右( 回收问卷后#采用

:U:: $%)% 录入有效问卷数据#进行描述性统计

分析和相关分析#采用 :U:: 宏程序 USW=N::

进行中介效应检验(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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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结果分析

")!4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采用 I@>J@0 单因素检验方法对收集数据

进行统计学上的共同方法偏差检验#结果显示

特征根大于 ! 的因子有 !# 个#第一个因子解释

的变异量为 !#)6"5#低于 U'&B@1']]等人提出的

"%5的判断标准#因此本研究受共同方法偏差影

响不大(

")$4描述统计及各变量之间的相关分析

控制性别+留守经历和年龄三个人口学变量#

对四个主要变量进行相关分析( 表 !列出了各变

量的平均数+标准差以及各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

相关分析结果显示#抑郁得分与儿童期虐待呈显

著正相关#与自我接纳自尊呈显著负相关( 儿童

期虐待与自我接纳和自尊显著负相关#自我接纳

与自尊显著正相关(

表 !4各变量的平均数'标准差和相关系数"'

<

! %+##

变量 Kh:; ! $ * "

! 儿童期虐待 "#)"#h!%)+* ,

$ 自我接纳 "%)%$h+)## 3

%)!2

!!!

,

* 自尊 $,)!,h")%! 3

%)$#

!!!

%)#*

!!!

,

" 抑郁 !+)%,h,)6#

%)"!

!!!

3

%)""

!!!

3

%)+$

!!!

,

44注!

!

!X%$%+#

!!

!X%$%!#

!!!

!X%$%%!#以下同(

")*4自我接纳和自尊在儿童期虐待和抑郁之间

的中介效应分析

采用I@PB开发的USW=N:: 程序的模型 # 来

检验自我接纳和自尊在儿童期虐待与抑郁间的中

介作用( 已有研究结果显示#性别+留守经历和年

龄可能是各变量的影响因子之一#因此在分析中将

它们作为控制变量#并将儿童期虐待+自我接纳+自

尊和抑郁四个变量的得分进行标准化处理( 检验

结果表明!儿童期虐待能够显著正向预测抑郁+显

著负向预测自我接纳和自尊( 当儿童期虐待+自我

接纳和自尊同时进入回归方程时#三者对于抑郁都

有显著的预测作用( 具体见表 $(

表 $4变量关系的回归分析"'

<

! %+##

回归方程

结果变量 预测变量

整体拟合指数

"

"

$

#

回归系数显著性

"

(

抑郁

儿童期虐待

性别

留守经历

年龄

%)"$ %)!2

+%)"%

!!!

%)"$

%)%#

%)%$

3

%)%+

3

!")$$

!!!

%)2$

%)*,

3

!),%

自我接纳
儿童期虐待

性别

留守经历

年龄

%)$! %)%"

!+)+2

!!!

3

%)!2

3

%)$"

%)!$

%)%+

3

+)*+

!!!

3

*)##

!!!

!)6*

!),$

自尊 儿童期虐待

自我接纳

性别

留守经历

年龄

%)## %)"*

!6$)$#

!!!

3

%)!#

%)#!

3

%)%"

3

%)%!

%)%*

3

#)2!

!!!

$+)!"

!!!

3

%),"

3

%)$#

!)+!

抑郁

儿童期虐待

自我接纳

自尊

性别

留守经历

年龄

%)#! %)*,

!%$)"*

!!!

%)*%

3

%)!6

3

%)*$

3

%)%#

%)%#

3

%)%!

!!)"2

!!!

3

+)6*

!!!

3

6),$

!!!

3

!)!,

!)$2

3

%)2*

44注!"!'性别!男<

!#女<

$$留守经历!是<

!#否<

$(

"$'未标准化回归系数"9'及其标准误":N'采用9''OBO>@L方法得到(

!6



当代教育理论与实践 $%$$年第 !"卷

44采用 9''OBO>@L进行中介检验#结果表明!儿

童期虐待对抑郁的总效应为 %)"!,$儿童期虐待

会通过自我接纳和自尊对抑郁产生影响#总的

中介效应为 %)!!,#占儿童期虐待对抑郁总效应

的$,)$*5(具体而言#中介效应可以分为!通过

儿童期虐待
$

自我接纳
$

抑郁路径产生的间接

效应"%)%**'+通过儿童期虐待
$

自尊
$

抑郁路

径产生的间接效应"%)%+$'以及通过儿童期虐

待
$

自我接纳
$

自尊
$

抑郁路径产生的间接效

应"%)%**'(如表 * 所示#总的间接效应和三个

分间接效应置信区间均不包含 % 值#三个中介

效应都显著(

表 *4中介效应分析"'

<

! %+##

效应值 9''O:N 9''O+,下限 9''O+,上限 相对中介效应

总效应 %)"!, %)%$6 %)*#% %)"2# ,

直接效应 %)*%% %)%$# %)$"6 %)*+$ 2!)225

总间接效应 %)!!, %)%!# %)%,, %)!+% $,)$*5

儿童期虐待
$

自我接纳
$

抑郁 %)%** %)%%, %)%!6 %)%+% 2),65

儿童期虐待
$

自尊
$

抑郁 %)%+$ %)%!% %)%** %)%2* !$)""5

儿童期虐待
$

自我接纳
$

自尊
$

抑郁 %)%** %)%%, %)%$% %)%"6 2),65

44注!9''O-.+9''O+,下限和9''O+,上限分别指通过偏差矫正的百分位9''OBO>@L法估计的间接效应的标准误差+6+5置信区

间的下限和上限#所有数值通过四舍五入保留三位小数(

+4讨论和启示

+)!4结果讨论

研究发现!童年期虐待总分与抑郁总分呈显

著正相关#即大学生在童年期受虐待程度越深#其

抑郁的可能性越大$儿童期虐待经历对大学生的

抑郁情绪有正向预测作用#这与以往的研究结果

一致)$,*

#再次支持了有受虐经历的童年可能会增

加成年期抑郁风险的观点( 早期受虐待个体在成

年以后对于压力所带来的不良影响敏感性更强#

其适应性+自信水平和自我效能感都较低( 在身

心发展的关键阶段#儿童不管遭受的是情感上的

虐待和忽视#还是躯体上的虐待和忽视#这些不良

经历都可能会损害其认知+情感和行为发展#并致

使其成为抑郁的高风险群体)$6*

(

研究还从自我意识视角进一步揭示了儿童期

虐待影响大学生抑郁的内在机制#具体存在以下

路径#即自我接纳和自尊的独立中介路径#以及自

我接纳,自尊的链式中介路径(

首先#研究发现了自我接纳在儿童期虐待和

大学生抑郁之间存在中介作用#验证了假设 !(

根据贝克有关抑郁的认知模型#人们从童年时代

开始就会根据生活经验构建自己对自我和世界的

假设#早期的负性经历会导致个体形成对自我否

定的核心信念#并在认知+情感+动机和行为方面

表现出抑郁倾向或症状),*

( 长期暴露于被虐待

与忽视的成长环境#会影响儿童身心正常发展#破

坏其建立自我感知能力)*%*

#这不仅使受虐个体形

成消极的自我评价以及较低的自我接纳水平#还

易于引发其自责+内疚+胆怯+憎恨等负性情绪#久

而久之导致受虐者产生抑郁情绪或使抑郁情绪更

加严重(

其次#假设 $也得到验证#即自尊在儿童期虐

待和大学生抑郁之间起中介作用#这与以往类似

研究的结果具有一致性( 已有横向研究发现#自

尊在童年期情感虐待和成年后的精神症状之间存

在中介效应#童年期的情感虐待+抚养者苛责控制

的教养方式和低质量的亲子关系会损害个体的自

尊#从而导致成年后的各种精神症状#如人际敏感

和负性情绪等)*!*

( 低自尊可能是虐待后遗症之

一#是各种内化心理障碍潜在的心理敏感性因

素)*$*

( 在低自尊状态下#虐待会对内化心理障碍

的发展产生影响#部分原因是低自尊与消极的自

我表现和认知方式有关#而这种消极的认知方式

会对个体解释应激生活事件产生负面影响)***

#它

容易在应激性生活事件的作用下引发个体抑郁#

因此低自尊是抑郁的重要易感因素之一#此结果

支持了抑郁的易感性模型)!,*

(

最后#研究还发现在儿童期虐待经历和抑郁

之间#存在着自我接纳和自尊的链式中介作用#验

证了假设 *( 儿童期虐待会影响受虐者对自我的

接纳程度#进而对其自尊产生消极效应#最终影响

其抑郁情绪( 无条件自我接纳能够消除自我贬

低( 自我贬低包含了一种个体不能全面评估自我

价值的习惯性功能失调)*"*

#它与抑郁症状紧密相

$6



第 #期 张珊明#等!儿童期虐待与大学生抑郁的关系!自我接纳和自尊的中介作用

关#而自我贬低通常表现为低自尊)*+*

( 根据库珀

史密斯的观点#个体对自我的认识和评价决定了

个体的自尊感受#自尊是在自我认识和评价的基

础上形成的)*#*

( 并且#自我接纳对自尊有显著的

正向预测作用#基于自我评价但又摒弃自我评价

无条件接纳自我#其本质是对自我价值感的认同#

是高自尊的体验( 而个体在遭受虐待以后#认知

归因偏差让其产生自我否定+自罪自责和自我拒

斥#进而产生低自我价值和低自尊体验#成为抑郁

的高风险人群(

+)$4实践启示

研究结果对抑郁的%防&和%治&有重要的实

践意义( 在%防&方面#可以围绕矫正早期不良教

育中的虐待+促进儿童自我接纳+培养儿童自尊展

开$在%治&方面#则可以聚焦提升抑郁大学生的

自我接纳和自尊水平(

第一#以实施早期预防作为基础性策略( 童

年虐待经历能够预测大学生的抑郁情绪#故可以

通过提升早期教育质量#减少儿童虐待事件的发

生#以降低儿童+青少年当前及其成年之后患抑郁

症的概率( 基础性策略的核心任务在于培养儿童

形成健康的自我意识#包括促使儿童在认识自我

时积极接纳自我并获得自尊体验( 具体可以从家

庭+学校及政府和社区三方着手( 在家庭方面#家

长需要主动开展家庭教育反思#优化教育模式#为

孩子营造温馨的早期发展环境#做孩子稳定的支

持性客体#构建健康亲密的亲子关系( 孩子对自

我和对世界的感知最早来源于对父母的感知#

当父母的态度温暖+接纳和抱持时#孩子会形成

对自我的积极认识+评价和体验#并以积极的方

式与自我和他人相处$而当父母的态度是冷漠+

拒绝且忽视时#孩子会形成消极的自我认识+评

价和体验#不被他人接纳的同时也不接纳自己#

被他人拒绝时否定自己的价值( 因此#促进早

期教养质量+减少儿童虐待对儿童的自我接纳

和自尊发展极为重要( 在学校方面#托幼+中小

学可以尝试为父母提供早期家庭教育的相关课

程#如开展 %和孩子一起认识自我& %做温暖的

父母&%培养孩子的自信&等主题讲座#以提升家

长的素养和养育技能( 此外#各级政府及社区

采取有效的措施#完善相关的监管机制+干预机

制和保护机制#发动灵活的宣传机制#并督促家

长对早期教养的重视和对教养方式的反思#以

减少对儿童的虐待(

第二#以实施心理干预作为补偿性策略( 童

年虐待经历通过削弱自我接纳和自尊影响个体的

抑郁情绪#据此可以通过自我心理干预和学校心

理干预两种途径提高有童年虐待经历大学生的自

我接纳程度和自尊水平#以弥补早期教育缺陷#达

到缓解其抑郁情绪的目的( 在自我心理干预方

面#虐待经历会让个体的大脑产生自我负性偏见#

并时刻自动进行%表现不好+做得不够+做得不

对&等自我评判和自我贬低#这种根深蒂固的思

维模式是抑郁+焦虑和压力感的根源#而通过科学

的正念练习可以让他们产生对自我的慈悲和关

怀#去掉自我厌恶的眼镜#接纳自我#认可自己的

价值#最终从消极的自我评判中解脱出来#并缓解

或消除由自我贬低带来的沮丧+压力和抑郁( 在

学校心理干预方面#一方面可以通过开展提升自

我意识的相关课程#引导大学生重视自我意识的

作用#全面深入认识自我接纳+自尊及其与抑郁的

关系#尝试处理儿童期虐待经历对自己的负面影

响#关注自我的资源和力量#提升自我接纳度和自

尊感( 另一方面学校可以提供专业的个体或团体

心理辅导#帮助有虐待经历和抑郁情绪的大学生

处理与虐待经历相关的羞耻+内疚和自责情绪#并

对创伤经历造成的负性认知进行合理再归因#促

进自我悦纳和自尊体验( 此外#还可以借助家校

合力提高心理干预的实效性( 如学校面向家庭开

展家庭心理辅导#改善家庭沟通模式和家庭动力#

引导家长改变漠视或控制入侵的教养方式#提升

自我觉察和共情能力#修复复合型创伤给孩子带

来的自我贬低和伤害(

+)*4研究不足与未来展望

研究的主要局限在于采用横向设计对大学生

群体进行调查#而非对儿童期创伤+自我接纳+自

尊和抑郁进行纵向追踪#因而只能从统计分析层

面对变量间的因果关系进行推论( 因此未来可以

采用纵向研究的范式#从动态视角深入探讨儿童

期创伤对抑郁的影响及其相关机制( 第二个局限

在于本研究采用的儿童创伤问卷简化版是通过让

参与者回忆儿童时期的情况来填写的#虽然该问

卷在国内外各研究中被广泛采用#具有较高的信

度和效度#但参与者填写的内容很容易受到记忆

的影响#可能夸大或者弱化所经历的各类创伤的

严重程度#故未来研究或许可以结合访谈家长等

多维评定工具以更准确地了解个体儿童期情感虐

待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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