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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关系对青少年心理健康的影响

———基于环境适应力中介效应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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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第二师范学院 教育科学学院，江苏 南京 ２１１２００）

摘　要：和谐的家庭关系对青少年的成长意义重大，探寻其作用路径十分必要。采用ＣＥＰＳ的基线数据，构建“家长
关系／亲子关系—环境适应力—心理健康”的分析框架，利用结构方程模型分析两类家庭关系与青少年心理健康状态之
间的关系及个体环境适应力在其中的中介效应。结果表明：（１）良好的家长关系和亲子关系均对青少年心理健康具有
显著正向影响，但家长关系的影响效应低于亲子关系；（２）无论是家长关系还是亲子关系，个体环境适应力在家庭关系
对青少年心理健康的影响中均成立中介效应；（３）家庭关系对青少年心理健康的影响存在基于个体性别、所在年级、户
籍类型的显著差异。研究发现有助于深化对不同类型家庭关系影响的认识，对家庭教育实践具有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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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问题提出
中学生正值青春期，生理机能快速发育但心

理发展尚未成熟，加之处于较高的升学压力之下，

心理健康状态不容乐观，据统计，全球 ２０％的青
少年正在遭受心理健康问题的困扰［１］。近十年

来，我国青少年心理健康水平亦呈恶化趋势，焦

虑、抑郁、自我伤害、自杀意念等心理健康问题检

出率分别为 ２７％、２４％、２２％、１７％［２］，如何科学、
有效应对这一挑战是需要深入探讨的议题。截至

２０１９年底，全国 ３１个省纷纷出台中小学心理健
康教育的专门政策，以课程建设为主渠道，辅以心

理主题班会、团队活动、专家讲座等多种形式，致

力于保障学生心理健康［３］。

家庭与学校同是生态微系统中的重要组成部

分，能够对个体产生最直接影响［４］，二者间的影

响方向一致时，能够为儿童的健康成长、学业成

就、持续性发展提供合力，反之则可能产生重度的

内耗［５］。家庭系统理论进一步指出，家庭作为一

个整体的动态系统，任何亚系统（例如父母亚系

统、亲子亚系统、兄妹亚系统等）受到破坏，都会

干扰其他系统的正常运行，影响家庭内青少年的

心理发展［６］，可见，建立和谐的家庭关系非常重

要。亲子关系是家庭关系的重要构成部分，同时

具备自然关系和社会关系的属性，其建立的过程

亦是父母与子女在血缘和共同生活基础之上的相

互影响［７］。通常，与父母关系融洽的青少年有着

更高的主观幸福感［８］、较低的行为偏差发生率，

比如吸烟、酗酒、手机成瘾等概率低［９］，而生活在

低质量家庭关系中的青少年易因感知到冷漠、拒

绝以及忽视而产生消极的心理暗示［１０］。那么，亲

子关系影响青少年心理健康的机制是什么呢？

环境适应力是一种重要的非认知能力，高适

应力的个体能更好地应对环境中的压力，维持较

为理想的心理健康水平。随着年龄的增长，个体

从家庭走向学校和社会，需要积极应对环境变化

给自身带来的挑战，拥有积极社会关系的个体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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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了必要的资源支持，如来自于家人、朋友、邻居、

社区成员等在情感、货币、时间等方面的支持，能

增强个体在环境变化中应对挑战的效能感和胜任

力，缓冲或改善不良事件对心理健康的消极影

响［１１］。个体与环境的互动多以不同类型的人际

关系互动为载体，非家庭关系如同伴关系、师生

关系、成年期的亲密关系等均在不同程度受到

早期家庭关系的影响［１２］。家庭是个体在发展初

期最重要的场所，其内部关系的建构策略如有

效地处理冲突、积极的情感交流等可能被直接

或改造用以建构个体的其他人际关系，亲子关

系和谐的青少年通常表现出更高的社交胜任

力，能将与父母形成的有效的关系处理模式延

展至同伴关系和师生关系。即便是亲子间的冲

突，也并非绝对的消极因素，适度的冲突不但能

增强个体应对事件的能力，提高社会适应性，还

有助于儿童在向成人转变过程中获得社会责任

感、积极探索自我［１３］。

相较于亲子关系，家长之间的关系及其对青

少年的影响受到的关注较少，但其也可能影响青

少年的心理健康。频繁、高强度的家长冲突有可

能破坏家庭稳定，导致置身其中的青少年缺乏安

全感，引发苦闷自卑、孤独无助等消极感受，不利

于身心健康发展［１４］。随着家长冲突的程度加剧，

与其生活在一起的子女容易被卷入家长的冲突之

中，诱发抑郁和焦虑等问题［１５］。除了在与父母构

建关系的过程中直接体验，儿童还能从对家长关

系的观察中进行学习，如父母对关系的维护、冲突

的处理等，生活在家长激烈冲突家庭的子女在面

对人际冲突时更可能采取消极策略［１６］，这将不利

于子女进一步开拓自己的社会关系并积极地寻

求、吸纳外部支持。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如下

假设（分析模型如图１所示）：
Ｈ１：家庭中的家长关系与青少年心理健康呈

显著正相关。

Ｈ２：家庭中的亲子关系与青少年心理健康呈
显著正相关。

Ｈ３：青少年的环境适应力与其心理健康呈显
著正相关。

Ｈ４：家庭中的家长关系与青少年的环境适应
力呈显著正相关。

Ｈ４－１：环境适应力在家长关系对青少年心理
健康的影响中起中介作用。

Ｈ５：家庭中的亲子关系与青少年的环境适应
力呈显著正相关。

Ｈ５－１：环境适应力在亲子关系对青少年心理
健康的影响中起中介作用。

图１　分析模型

２　研究设计
２．１　数据

本文使用了中国教育追踪调查（ＣｈｉｎａＥｄｕ
ｃａｔｉｏｎＰａｎｅｌＳｕｒｖｅｙ，简称 ＣＥＰＳ）２０１３—２０１４年数
据，是由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调查与数据中心设计

与实施的、具有全国代表性的大型追踪调查项目。

调查以２０１３—２０１４学年为基线，将七年级和九年
级两个同期群作为调查起点，以人口平均受教育

水平和流动人口比例为分层变量，从全国随机抽

取２８个县级单位（县、区、市）作为调查点，包括
１１２所学校、４３８个班级，约 ２万名学生。剔除在
本文关键变量中存在缺失的个案后，样本量为

１７６２２人，女生占比为４８．９％。
２．２　关键变量

学生的心理健康水平。ＣＥＰＳ采集了学生在
过去一周内对于沮丧、抑郁、不快乐、生活没有意

思、悲伤等５种消极情绪的感知频率，对其进行５
点计分（１＝从不；２＝很少；３＝有时；４＝经常；５＝
总是）。在对题项反向计分后，学生的得分越高

表示其心理健康的状态越差。

学生的环境适应力。借鉴邢敏慧和张航的做

法［１７］，通过以下 ５个问题测量学生的环境适应
力，分别为“班里大多数同学对我很友好”“我认

为自己很容易与人相处”“我所在的班级班风良

好”“我经常参加学校或班级组织的活动”“我对

这个学校的人感到亲近”。该组题项均采用４点
计分的方式（１＝完全不同意；２＝比较不同意；３＝
比较同意；４＝完全同意），学生得分越高表示其环
境适应力越强。

学生的家庭关系。同时关注了学生家庭的家

２５



第５期 阚斌斌：家庭关系对青少年心理健康的影响

长关系和亲子关系，其中，对家长关系的测量包含

２个题项，分别为“父母是否经常吵架”和“父母
是否关系很好”，学生需以“是”或者“否”的选项

来回答题项，分别记作２分和１分。通过对第一
个题项的反向计分使得两个题项的趋势一致，即

学生的得分越高表示其家长关系越好。ＣＥＰＳ也
包含了对亲子关系的询问：“你和妈妈的关系怎

么样”和“你和爸爸的关系怎么样”，学生需以“不

亲近”“一般”“很亲近”的选项进行作答，得分越

高表示其与父母的关系越好。本文涉及的分组变

量包括学生的性别（１＝女生；０＝男生）、所在年级
（０＝七年级；１＝九年级）和户口类型（０＝农业户
口；１＝非农户口）三项。
２．３　分析方法

结构方程模型在分析多变量之间的互动关系

中具有优势［１８］。模型形式如下：

η＝Ｂη＋Γξ＋ζ （１）
Ｘ＝Λｘξ＋δ （２）
Ｙ＝Λｙη＋ε （３）

其中，式（１）为结构方程，η是内生潜变量；ξ是外
生潜变量；Ｂ是反映内生潜变量之间相互影响的
路径系数；Γ是反映外生潜变量对内生潜变量影
响的路径系数；ζ是残差项。式（２）和式（３）分别
是外生潜变量和内生潜变量的测量模型，Ｘ和 Ｙ
为观察变量组成的向量，Λｘ和 Λｙ反映的是观察

变量与潜变量的关系，δ和ε为残差项。

３　研究结果
３．１　关于青少年心理健康水平的描述性统计

从表１可知，青少年对消极情绪的感知频率
不是很高，均值集中分布在“很少”至“有时”的频

率之间，总是感知到消极情绪的学生占比均不足

５％，不同群体的青少年对消极情绪的感知频率存
在显著差异。基于性别的分群比较结果显示，初

中男生和女生的感知频率显著不同，但差异的方

向并不一致，其中，女生对沮丧、不快乐和悲伤三

种消极情绪的感知频率显著高于男生，而男生对

抑郁和生活没有意思的感知频率显著高于女生。

随着学生年级的提升，个体心理健康水平并未呈

现渐佳趋势，相反，无论是沮丧、抑郁、不快乐、生

活没有意思还是悲伤的感知频率，均是九年级学

生的频率显著更高，突显出加强个体心理保健意

识和外部干预措施的重要性。基于户籍类型的分

群比较在诸多关于学生发展的研究中均有涉及，

例如农村学生的视知觉———空间能力、推理能力

等相对较弱［１９］。在心理健康方面，农业户口的学

生感知到不快乐的频率显著高于非农户口的学

生，但与性别和年级的差异不同，不同户籍学生的

差异仅限于对不快乐的感知。

表１　不同性别、年级、户口类型的青少年消极情绪感知频率

总体 性别 均值 Ｐ 年级 均值 Ｐ 户籍 均值 Ｐ

沮丧 ２．２６
女生 ２．３４

男生 ２．１８
０．０００

九年级 ２．３６

七年级 ２．１７
０．０００

非农 ２．２６

农业 ２．２６
０．９３５

抑郁 ２．００
女生 １．９８

男生 ２．０２
０．０４１

九年级 ２．１１

七年级 １．９０
０．０００

非农 １．９９

农业 ２．０１
０．１７３

不快乐 ２．３２
女生 ２．３６

男生 ２．２８
０．０００

九年级 ２．４１

七年级 ２．２３
０．０００

非农 ２．２９

农业 ２．３４
０．００１

生活没有意思 １．７６
女生 １．７２

男生 １．８０
０．０００

九年级 １．８４

七年级 １．６９
０．０００

非农 １．７６

农业 １．７６
０．６８３

悲伤 ２．０６
女生 ２．１０

男生 ２．０２
０．０００

九年级 ２．１３

七年级 ２．００
０．０００

非农 ２．０５

农业 ２．０７
０．０７８

３．２　路径分析与直接作用检验
随后采用Ａｍｏｓ２４．０分析结构模型中各潜变量

之间的关系并对环境适应力中介效应是否存在进

行检验，首先基于路径分析检验变量间的直接作用

（见图２）。其中，观测变量与潜变量的因子负荷系

数均在１％显著性水平下通过检验。家长关系的２
个观测变量ＭＲ１和ＭＲ２的标准化因子负荷分别
为０．６３１、０．６９１；亲子关系的２个观测变量 ＰＣＲ１
和ＰＣＲ２的标准化因子负荷分别为０．６７１、０．７５０；
环境适应力的５个观测变量 ＥＡ１、ＥＡ２、ＥＡ３、ＥＡ４

３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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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ＥＡ５的标准化因子负荷分别为 ０．７６４、０．７６７、
０．６４８、０．５６６、０．６８２；心理健康的 ５个观测变量
ＭＨ１、ＭＨ２、ＭＨ３、ＭＨ４和 ＭＨ５的标准化因子负
荷分别为０．７６１、０．７７１、０．７７９、０．６５７、０．７４３。模型的
ＧＦＩ（０．９７２）、ＡＧＦＩ（０．９５９）、ＣＦＩ（０．９６１）等拟合优

度指数均大于标准值０．９０，表示整体模型拟合程
度的 ＲＭＳＥＡ为 ０．０５０，ＳＲＭＲ为０．０２８，均小于标
准值０．０８。综合来看，包含家长关系、亲子关系、
环境适应力、心理健康等变量的模型拟合良好，路

径系数、假设检验结果见表２。

图２　结构方程模型路径分析

　　由标准化路径系数估计值可知，家长关系、亲
子关系对心理健康影响的路径系数分别为０．１０８
和０．２２１，均在 １％的水平上显著，表明家庭关系
的确对青少年的心理健康存在显著影响，和谐、健

康的家长关系和亲子关系有助于提升青少年的心

理健康水平，假设 Ｈ１和 Ｈ２得到支持，青少年的
家长关系和亲子关系每提升１个标准差，其心理
健康水平分别提升０．１０８和０．２２１个标准差。环
境适应力对心理健康影响的路径系数为０．２１７，且
在１％的水平上显著，表明青少年的环境适应力
对其心理健康程度存在显著影响，优化青少年对

环境的适应能力有助于维持健康、积极的心理状

态，假设Ｈ３得到支持，青少年的环境适应力每提
升１个标准差，其心理健康水平提升 ０．２１７个标
准差。家长关系、亲子关系对青少年环境适应力

影响的路径系数分别为 ０．０８４和 ０．２８１，均在 １％
的水平上显著，表明家庭关系的确对青少年的环

境适应力存在显著影响，和谐、健康的家长关系和

亲子关系有助于提升青少年的环境适应力，假设

Ｈ４和Ｈ５得到支持，青少年的家长关系和亲子关
系每提升 １个标准差，其环境适应力分别提升
０．０８４和０．２８１个标准差。

表２　结构模型路径分析结果

路径关系 标准化路径系数 标准误 临界值 显著性 假设检验

家长关系ｔｏ心理健康 ０．１０８ ０．０５０ ８．８１  Ｈ１成立

亲子关系ｔｏ心理健康 ０．２２１ ０．０２８ １７．７９  Ｈ２成立

环境适应力ｔｏ心理健康 ０．２１７ ０．０１２ ２３．１４  Ｈ３成立

家长关系ｔｏ环境适应力 ０．０８４ ０．０４２ ６．５５  Ｈ４成立

亲子关系ｔｏ环境适应力 ０．２８１ ０．０２３ ２２．０４  Ｈ５成立

　　注：表示在１％的统计水平上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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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３　环境适应力的中介效应检验
进一步采用 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检验方法检验环境适

应力的中介效应是否存在，通过偏差校正的非参

数百分位法（Ｂｉａｓｃｏｒｒｅｃｔｅｄｐｅｒｃｅｎｔｉｌｅｍｅｔｈｏｄ）和

非参数百分位法（Ｐｅｒｃｅｎｔｉｌｅｍｅｔｈｏｄ）估计在 ９５％
置信区间下的中介效应，若置信区间内未包含０，
则表示中介效应存在，检验结果可见表３。

表３　中介效应假设检验结果

点估计值 ＳＥ
Ｂｉａｓｃｏｒｒｅｃｔｅｄ９５％ＣＩ

Ｌｏｗｅｒ Ｕｐｐｅｒ

Ｐｅｒｃｅｎｔｉｌｅ９５％ＣＩ

Ｌｏｗｅｒ Ｕｐｐｅｒ
假设检验

总效应

家长关系ｔｏ心理健康 ０．１２６ ０．０１４ ０．０９９ ０．１５５ ０．０９８ ０．１５４

亲子关系ｔｏ心理健康 ０．２８２ ０．０１３ ０．２５７ ０．３０８ ０．２５８ ０．３０９

间接效应

家长关系ｔｏ心理健康 ０．０１８ ０．００３ ０．０１３ ０．０２４ ０．０１２ ０．０２４ Ｈ４－１成立

亲子关系ｔｏ心理健康 ０．０６１ ０．００４ ０．０５２ ０．０７０ ０．０５２ ０．０７０ Ｈ５－１成立

直接效应

家长关系ｔｏ心理健康 ０．１０８ ０．０１４ ０．０８０ ０．１３５ ０．０７９ ０．１３５

亲子关系ｔｏ心理健康 ０．２２１ ０．０１４ ０．１９４ ０．２４８ ０．１９５ ０．２４９

　　在以环境适应力为中介变量的家庭关系对青
少年心理健康的作用路径中，“家长关系—环境

适应力—心理健康”和“亲子关系—环境适应

力—心理健康”的中介效应均显著，效应量占比

分别为１４．２９％和２１．６３％，假设Ｈ４－１和Ｈ５－１得
到支持，表示家庭关系中含有的家长关系和亲子

关系不仅能直接影响青少年的心理健康，还能通

过影响青少年的环境适应力进而影响其心理状

态。从环境适应力在两类家庭关系对青少年心理

健康的影响中所占中介效应量的比例可知，子代

在获取互动、沟通、寻求有效支持等环境适应能力

时，可以通过观察和感受家长对成年人关系的处

理来进行学习，但更依赖于自己与家长的直接互

动与关系处理。

３．４　基于学生性别、年级、户口类型的多群组
分析

家庭关系对青少年心理健康的影响及其作用

机制还可能受到其他变量的影响，本文进一步通

过多群组分析来探究性别、年级、户口类型在模型

中的调节作用，分析结果可见表４，模型呈现出显
著的基于学生性别、年级和户口类型的差异。

表４　群组差异标准化路径分析

路径关系
性别

男生 女生

年级

九年级 七年级

户籍

农业 非农

家长关系ｔｏ心理健康 ０．１１１ ０．１１１ ０．１３８ ０．０８６ ０．１１３ ０．０９９

亲子关系ｔｏ心理健康 ０．２３０ ０．１９７ ０．１７４ ０．２４８ ０．２１５ ０．２３１

环境适应力ｔｏ心理健康 ０．１８３ ０．２７６ ０．２１７ ０．２２１ ０．２２２ ０．２１１

家长关系ｔｏ环境适应力 ０．１０５ ０．０４８ ０．０８６ ０．０８１ ０．０８９ ０．０８４

亲子关系ｔｏ环境适应力 ０．２３６ ０．３４４ ０．２７３ ０．２９０ ０．２６３ ０．３０２

Ｈ４－１检验 成立 成立 成立 成立 成立 成立

中介效应量 １４．６２％ １０．４０％ １２．１０％ ２５．９６％ １５．０４％ １５．３８％

Ｈ５－１检验 成立 成立 成立 成立 成立 成立

中介效应量 １５．７５％ ３２．５３％ ２５．３２％ ２４．３６％ ２１．２５％ ２１．６９％

　　其中，男女生之间的差异主要表现在“环境
适应力ｔｏ心理健康”“家长关系 ｔｏ环境适应力”
和“亲子关系ｔｏ环境适应力”，女生的心理健康受

环境适应力的影响更大，当个体的环境适应力提

升１个标准差，女生的心理健康水平提升 ０．２７６
个标准差，男生的心理健康水平提升 ０．１８３个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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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差。男女生的环境适应力受到家庭关系的显著

影响，但在作用程度上存在差异，女生与家长之间

的亲子关系对其自身的环境适应力影响更大，而

男生的环境适应力受家长关系的影响更大。不同

年级学生之间的差异主要表现在“家长关系 ｔｏ心
理健康”和“亲子关系 ｔｏ心理健康”，九年级学生
心理状态受家长关系的影响更大，当个体的家长

关系质量提升１个标准差，九年级学生的心理健
康水平提升０．１３８个标准差，七年级学生的心理
健康水平提升 ０．０８６个标准差，七年级学生心理
状态受亲子关系的影响更大。不同户籍类型学生

之间的差异主要表现在“亲子关系 ｔｏ心理健康”
和“亲子关系ｔｏ环境适应力”，非农业户口的初中
生，其与家长之间的亲子关系对其环境适应力、心

理状态的影响均更大，当其亲子关系质量提升 １
个标准差，学生的环境适应力、心理健康水平分别

提升０．３０２和０．２３１个标准差。就环境适应力在
家庭关系和青少年心理健康二者间的中介作用而

言，不同群组均支持了“家庭关系—环境适应

力—心理健康”的作用路径。

４　结论与启示
本文以青少年的心理健康水平为结果变量，

构建了家庭关系对青少年心理健康影响的理论模

型，采用ＣＥＰＳ数据库，以结构方程模型实证检验
家长关系、亲子关系对青少年心理健康的影响及

影响路径。主要结论包括：（１）家庭关系中的亲
子关系和家长关系均能显著影响青少年的心理健

康状态；（２）家长关系通过青少年的环境适应力
对其心理健康状态产生影响，属于部分中介效应；

（３）亲子关系通过青少年的环境适应力对其心理
健康状态产生影响，也属于部分中介效应；（４）家
庭关系对青少年心理健康的影响存在基于个体性

别、所在年级、户籍类型的显著差异，但“家庭关

系—环境适应力—心理健康”的作用路径在不同

群组均得到支持。

上述研究发现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增进各界

认识和理解家庭关系和子代心理健康二者间的联

系及影响发生的路径，从更加全面和系统的角度

考察家庭内部关系及个体在关系中所施加、所受

到的影响。亲子关系曾被作为衡量家庭关系质量

的关键指标［２０］，部分家长有意识地关注了与子代

的沟通、互动及相互信任，努力建设和谐的亲子关

系。但家庭内部关系并非亲子关系这一种，由于

缺乏对不同个体人际关系及其影响的充分认识，

一定程度上使得家庭中的个体在处理多重冲突时

陷入矛盾之中，比如在不同人际关系中的注意力

资源分配不均衡、在不同冲突中采用的应对态度

和行为间存在不一致等，既不利于自己的心理健

康发展，亦不利于营造家庭的和谐氛围。生活在

此氛围中的未成年人可能通过观察学习的方式，

以家长对关系的处理、应对方式来形成自己对于

外部环境的适应策略，矛盾中的家长可能进一步

增加子代对外部环境的适应问题。家庭是影响个

体成长的重要环境，在家长关系之外，主要由祖辈

照顾的儿童还与抚养人之间存在隔代照料的关

系，多代共同居住的家庭中，还存在家长与祖辈之

间的关系、家长与同辈之间的关系等，诸多个体以

不同的方式参与着未成年人的成长，如何深入了

解这些人际关系对于未成年人的影响应当成为未

来研究的方向之一，以更好地发挥家庭对于子代

发展的支撑作用。

本文的研究发现同样对家庭教育实践具有一

定的指导意义，危险的家庭关系通常具有冲突、敌

对特征，而且多表现为冷漠、不支持以及忽视等，

导致家庭成员互动不足，负面影响子代的心理发

展［２１］。第一，家庭成员应致力于建设和谐的家庭

氛围，形成积极、健康的亲子关系，降低孩子的心

理压力。父母与子女之间亲密的情感联结，既可

以表现在积极的互动行为之中，也可以表现为养

育者与儿童心理上对彼此的亲密感受，能为未成

年人的发展起到稳定的保护作用，减少社会负性

环境对儿童的消极影响，显著降低儿童的外化问

题和内化问题［２２－２３］。在高质量的亲子关系中，子

代能较好地感受到父母对自己的爱、支持与关注，

但这不意味着高质量的亲子关系等于不存在任何

的亲子冲突。相较于一味地妥协、溺爱、过度保

护，适度的冲突能增强青少年对事件的应对能力，

加之正确的引导能形成主动和积极的应对方式，

提高对外部环境的适应性。家长需要通过自学或

在家长学校的帮助下，了解应对亲子冲突的策略

和科学的教养方式，提升对子女的教养效能感，更

好地胜任家长角色。

第二，家庭成员应以积极的应对态度，争取以

合理、有效的处理方式降低不同类型内部关系冲

突对子代发展的消极作用，为成长中的青少年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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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起身边榜样，提升子代的环境适应力，保持良好

的心理状态。一方面，与父母关系较为亲密的青

少年会倾向于效仿父母，以类似的行为模式和处

事方法来适应外部环境及其变化［２４］，家庭成员对

冲突的消极应对不利于青少年的成长。在部分家

庭中，家长有积极建设亲子关系的意识和行为，但

并未能完全意识到自身在其他人际关系中的态度

和行为同样对孩子具有影响，可能在应对不同类

型冲突时言行不一致，比如强调孩子在亲子关系

中的主动和信任，而自己对孩子刻意隐瞒家长冲

突或因隔代抚养而产生的冲突，这不仅不利于冲

突的有效处理，也容易导致孩子在选择应对方式

时陷入矛盾，无法清晰地辨识模仿对象，对于幼年

期儿童的社会性发展尤其不利。另一方面，子女

与父母在情感上的亲密性、时间和空间上的接触

性使其自身易被卷入家长冲突，既不利于家长冲

突的理性处理，亦不利于子女与冲突中的家长建

立起亲密的亲子关系。家长需要认识到其介入子

女的成长与发展并不一定都是具有计划性和目的

性，比如家庭内的学业指导，自身的持续性成长也

很重要，高质量的情感陪伴和支持是营造和谐家

庭氛围的重要基础。此外，研究证实了提升环境

适应力对于优化初中生心理健康状态具有重要作

用这一假设，学校可以依托心理健康中心的专业

师资开展具有针对性的训练和课内外活动，对有

特殊帮助需要的家庭及时介入干预，为青少年成

长提供重要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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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２０１４．

［１６］高苗．大学生亲子三角关系、冲突因应策略与亲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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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Ｊ］．心理科学，２０１２（５）：１１１９－１１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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