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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中 文 摘 要 

 

近年来，伴随着社会经济与教育环境的发展，寄宿制学校应运而生，寄宿制中

学生的心理健康备受学者关注。寄宿制中学生是指中学学习期间寄宿于学校内，课

余由老师或专职人员管教的中学生，属于中学生这一群体中比较特殊的群体。对于

寄宿制中学生而言，由于远离了父母，在学校生活中既要独自面对学习上的困难又

要自己处理生活中的挫折，因此他们可能比一般的中学生体验到更多的消极情绪，

体验到较高孤独感的可能性更高。因此探究影响寄宿制中学生孤独感的因素更有利

于采取有效的、有针对性的干预措施来缓解寄宿制中学生的孤独感。 

已有研究表明，亲子依恋和心理韧性是影响青少年孤独感的重要因素，但目前

尚缺乏对中学生亲子依恋、心理韧性和孤独感三者关系的研究。本研究采用亲子依

恋量表、心理韧性量表以及孤独感量表对 205 名寄宿制中学生进行了调查，探究亲

子依恋和心理韧性对寄宿制中学生孤独感的影响作用。研究结果显示： 

（1）寄宿制中学生的亲子依恋水平较高，心理韧性水平较低，孤独感水平较高。 

（2）寄宿制中学生的亲子依恋在性别、是否独生子女、父母最高文化水平、寄

宿年限方面存在显著差异；心理韧性和孤独感仅在寄宿年限上存在显著差异。 

（3）亲子依恋和孤独感之间呈负相关；心理韧性与孤独感之间呈负相关；亲子

依恋和心理韧性之间呈正相关。 

（4）心理韧性在亲子依恋和孤独感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表明亲子依恋不仅可

以直接影响寄宿制中学生的孤独感，也可以通过心理韧性的中介作用影响孤独感。 

 

关键词：寄宿制中学生；亲子依恋；孤独感；心理韧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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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 economy and 

educational environment, boarding schools emerge as the times require. 

Boarding middle school students refer to the middle school students who are 

boarding in the middle school during their study and who are disciplined by 

teachers or full-time personnel after school. They belong to a special group of 

middle school students. As far as boarding students are concerned, because 

they are far from their parents, they may experience more negative emotions 

than ordinary middle school students because they have to face the 

difficulties in their study and deal with their own setbacks in school life. A 

higher sense of loneliness is more likely. So explore the impact. The factors 

of loneliness of boarding students are more favorable to take effective and 

targeted intervention measures to alleviate the loneliness of boarding 

students. 

Previous studies have shown that parent-child attachment and 

psychological resilience are important factors affecting adolescent loneliness, 

but there is still a lack of research on the relationship among parent-child 

attachment, psychological toughness and loneliness. In this study 205 

boarding middle school students were investigated with parent-child 

attachment scale psychological toughness scale and loneliness scale to 

explore the effect of parent-child attachment and psychological toughness on 

loneliness of boarding middle school students. The results show that:The 

main results are as follows:  

(1) the level of parent-child attachment, psychological toughness and 

loneliness of boarding middle school students are higher. 

(2) there we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parent-child attachment of 

boarding middle school students in sex, whether the only child was the only 

child, the highest educational level of parents, and the length of boarding 

period, and the difference in psychological toughness and loneliness was only 

significant in the length of boarding. 



III 

 

(3) there was a nega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parent-child attachment and 

loneliness, a nega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mental toughness and loneliness, 

and a posi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parent-child attachment and mental 

toughness. 

(4) Psychological toughness plays an intermediary role between 

parent-child attachment and loneliness, which indicates that parent-child 

attachment can not only directly affect the loneliness of boarding middle 

school students, but also affect loneliness through the intermediary effect of 

psychological toughness. 

 

Key words: Boarding System; Parent-Child Attachment; Loneliness; 

Psychological Resilience 
 

 





引言 

  1

引 言 

寄宿制中学生是中学生这一群体中比较特殊的群体，笔者从中国知网等文献检

索网站上以“寄宿制学生”为关键词检索到的文献数量较少，而仔细阅读后发现有关

寄宿制学生的定义并没有形成一致意见。依据韦晓天[1]关于寄宿制儿童的定义：学习

期间寄宿于学校内，课余由老师或专职人员管教的儿童，本研究将寄宿制中学生定

义为：中学学习期间寄宿于学校内，课余由老师或专职人员管教的中学生。以往有

关普通中学生孤独感的研究表明孤独感水平较高的中学生其问题行为更多、手机成

瘾或网络成瘾问题更为严重，心理健康水平更低[2,3]。而对于寄宿制中学生而言，寄

宿制中学生由于远离了父母，在学校生活中既要独自面对学习上的困难又要自己处

理生活中的挫折，因此他们可能比一般的中学生体验到更多的消极情绪，他们体验

到较高孤独感的可能性更高。因此探究影响寄宿制中学生孤独感的因素更有利于采

取有效的、有针对性的干预措施来缓解寄宿制中学生的独孤感。 

导致孤独感的因素错综复杂，其中基因与遗传[4,5]、自我同一性[6]、人格[7]、家庭

教养方式[8,9]等因素受到了研究者们的关注。近年来随着家庭系统功能理论的发展，

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开始关注家庭系统中不同系统之间交互作用对中学生孤独感的影

响[10]。根据依恋理论的观点，个体如果与重要他人之间能形成安全的依恋关系，则

会减少各种情绪问题和孤独感的体验[11,12]。也就是说亲子依恋是影响青少年孤独感

的重要因素。尽管有研究探究了亲子依恋对孤独感的影响，但至今尚未由研究揭示

亲子依恋和孤独感之间的中介或调节作用机制。本研究从理论论证和实证研究出发

提出心理韧性可能在亲子依恋和孤独感的关系中起中介作用。 

因此，本研究以寄宿制中学生为研究对象，采用问卷调查法考察寄宿制中学生

亲子依恋对孤独感的影响，并深入分析心理韧性在这一关系中的中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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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文献综述 

1.1 孤独感研究综述 

1.1.1 孤独感的概念 

关于“孤独”最早可追溯至美国学者 Weiss[39]的研究，他首先提出并将孤独定义

为人在社会活动中体验到被他人拒绝或被孤立而出现的情感饥渴和陷入苦闷的一种

心理状态。孤独感的研究引起学者们的关注，但各家看法不一。一些学者们从人们

沟通模式与亲密关系连接两方面来界定孤独感。例如，田录梅、张文新和陈光辉[40]

将孤独感定义为个体缺乏必要的亲密情感连接时的消极体验。 

另也有学者将“孤单（aloneness）”、“独处（solitude）”和“孤独感（loneliness）”

做了更细分和比较。将三者区别如下：第一，孤单指的是在精神层面上无人沟通，

而并非客观情况。第二，独处指的是人们自愿、主动的在心理层面和身体上都自发

性的达到独自状态。例如，个体禅修活动，就属于一个独处的活动。第三，孤独感

是指人们想要与外部周围建立连接，而因某种原因没能满足这一期望而产生的令人

痛苦的、不愉快的主观体验。这三者相比较，孤独的人无论旁边有没有人，都依然

存在不愉快的负向情感体验[41]。 

综上可见，孤独感是人们感知到内在需求、期望与外界相融水平之间的差异，

它是人们自身沟通模式不畅、社会性情感连接无法有效建立而体验到的一种内心的

负性情绪情感。 

1.1.2 孤独感的测量 

（1）UCLA 孤独量表及其修订 

原始的 UCLA（UCLA Loneliness Scal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Los Angels）

是由 Russell 等开发，测量人们渴望社会交往的程度与实际情况之间差异来界定孤独

感。该量表有 20 个项目，并只有一个维度。Russell 等修订了第二版。它是在原来

20 个项目中重新设定并筛选出 10 个正向计分与 10 个反向计分项目，但 UCLA 第二

版仅能较好的应用于大学生群体。因此在 1987 年，Russell 等[42]在第二版的基础上又

进行了修订，设计了一个能够适用于更大范围群体的孤独感量表，即第三版，这一

版共包含 20 个题目，单一维度。 

（2）状态与特质性孤独量表 

状态与特质性孤独量表（State versus Trait Loneliness Scales）是 Gerson 和 Perlman

为区分状态性孤独和特质性孤独而开发。Rubestein 和 Shaver 调查社会大众孤独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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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绪、情景和解决办法，研究结果得出四个主要维度：绝望、抑郁、烦躁不安、自

贬。Shaver 等（1985）在上述二者的基础上继续编制了两个平行的量表，每个表包

含 11 个条目，有 8 条来自 UCLA 第二修订版， 3 条来自 NYU（孤独自我报告问卷）。

两个表的分值均可从 11 到 55 分，且与 UCLA 的一致性较好，Shaver 等人对其做了

四次测验，每次 Cronbach’s α都在 0.88 以上。 

（3） 情感与社会孤独感量表 

情感与社会孤独感量表（Emotional versus Social Loneliness Scales）是在 Weiss 的

理论指导下编制的。该量表区分了情感孤立和社会孤立之间的关系。Wittenbers 等也

设计了类似问卷，共 10 个项目。经检验该量表的信效度均较理想[43]。 

（4）大学生孤独感问卷 

该问卷由李艺敏[44]编制。问卷分为社会、人际、自我、发展四部分，共计 81 个

项目。其该量表的 Cronbach’s α系数为 0.912。 

1.1.3 孤独感的影响因素 

影响孤独感的因素错综复杂，既有从基因角度进行探究也有从社会或家庭环境

视角考察，更有研究者从个体特征入手研究。McGuier 和 Clifford[45]的追踪研究考察

了 22 对同卵双胞胎、40 对异卵双胞胎和 80 对同胞儿的基因与环境因素对孤独感的

影响，该研究表明，遗传和非共享环境都会影响孤独感体验。Boomsma 等[46]认为多

样的环境影响比基因更能影响成年早期人的孤独感水平，其中男性受到环境影响比

女性更大。Van Roekel 等[47]也进一步用纵向研究法探究了基因与环境对孤独感的关

系，并证实基因差异与不同的成长环境会导致人们产生不同的孤独感水平。蒙杰用

神经影像方法探讨了不同基因型下孤独感水平的差异，并证实孤独感是受神经遗传

因素的影响。 

有些研究者们针对人际交往模式与亲密关系程度方面做了进一步探究，如，

Perlman 等认为孤独感与孤独性焦虑、暂时孤独、亲密友伴的连接有关。Perlman 将

孤独性焦虑视为一种带着痛苦的能动性，在适宜的孤独性焦虑水平中，人们能发挥

出巨大的创造性。当人们进入到一个新团体中，有时也会出现一种短暂的不适应性，

这种由情绪不适而引发的情绪情感经历是孤独感的成因之一。更有研究表明，情绪

智力也是人们产生孤独感的重要因素之一[48]。也有研究证实，孤独感与人的自我同

一性和人格因素有关。人格特质的差异与孤独感水平的高低相关。另外一些学者们

认为孤独感与家庭养育方式有关，良好的教养和积极的互动往往导致较低的孤独感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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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亲子依恋 

1.2.1 依恋的概念 

依恋指的是抚养者与孩子之间的一种特殊的情感上的联结和关心[13]。Bowlby[13]

把依恋描述为一种在维持婴儿的安全和生存的方面具有直接意义地行为控制系统，

其重要性的程度不亚于控制饮食和繁殖地行为系统，其主要作用是为婴儿创造一个

安全舒适的环境。婴儿可以由此出发，自由向外探索世界，当他遇到危险的时候又

可以迅速返回这一“安全的港湾”。 

Ainsworth[14]通过“陌生情景法”实验发展了 Bowlby 的依恋理论，同时也有她自

己独立对依恋研究的贡献，她认为：在依恋关系中，个体依恋行为的差异与抚养人

的行为差异有关，主要体现在安全与不安全依恋类型上，关键是婴儿与母亲或是抚

养人之间的沟通模式。例如在儿童早期依恋关系中，婴幼儿与母亲或是抚养者没有

形成安全型依恋，当婴儿有需求时，母亲或是抚养者没能及时出现，没有让婴儿感

到满足，并在情感上没有更多关注婴儿，使婴儿感到有需要的时候抚养者不能及时

给予满足，在情感上也受到疏离，长期如此将会对婴儿长大成人后，难以与周围人

建立亲密关系，也有可能产生人际疏离。 

1.2.2 依恋的类型 

Ainsworth[14]将儿童对其主要养育着（可能是母亲或其他人）的依恋大致分为三

种类型。第一类为安全型，这一类儿童与母亲在一起的时候往往能比较安静的玩弄

玩具,。另一方面对陌生人的反应比较积极，而且并不总是很依在母亲的身边。但是

母亲离开时, 探索行为会受到比较明显的影响，儿童会表现出非常苦恼的情绪状态。

然而当母亲再次回来时，他们也会立即寻求与母亲的接触, 其后他么会比较快的平静

下来, 继续做游戏。第二类为回避型的依恋。这一类儿童对母亲的在场或不在场形响

不大。母亲离开的时候，这一类儿童不会特别紧张或优虑的表现。而当母亲回来了, 这

一类儿童也不予理会, 但有时也会欢迎母亲的到来, 表现为接近一下又走开了。这种

儿童比较容易接受陌生人的安慰。实际上来说这类耍儿并未形成对人的依恋, 以至于

有研究者把这类儿童成为无依恋的儿童。第三类为矛盾型的依恋，这一类儿童每当

母亲将要离开的时候就显得很警惕, 而当母亲离开时却又表砚得非常苦恼、极度反杭

的, 任何一次短哲的分离都不可避免会引起大喊大叫。然而当母亲回来时, 他对母亲

的态度却是矛盾的, 既寻求与母亲的亲密接触, 但同时又反抗与母亲的亲密接触, 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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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亲近他如想拥抱她时, 这一类儿童会生气地拒绝、推开。但是要他重新回去继续

玩游戏去似乎又不太可能，不时地朝母亲这里观望。所以，这种类型又常被称为“矛

盾性依恋”。 

1.2.3 依恋的影响因素 

以往研究表明影响依恋的因素可以分为两个方面：其一，儿童自身的影响。

Kagan[15]指出,  儿童对情境压力的耐受力一定程度上可以解释儿童在陌生情境中反

应的差异,  儿童这种与生俱来的对分离表现出来的焦虑倾向可以预测依恋类型。鉴于

此气质论者认为,  陌生情境中的依恋行为较少的由喂养相关经历决定,  更多的由婴

儿本身的气质特性决定了。除了气质类型意外，儿童的其他特征,  如体格状况等也会

对依恋产生影响。其二，父母的影响。著名心理学家 Ainsworth 通过对一定数量的

母亲在儿童出生后头 3  个月喂养方式的研究,  结果发现高敏感性的母亲可能使 1  岁

的婴儿形成安全型依恋,  反之,  低反应性低敏感性的母亲所教养出来的儿童大多形

成回避型或拒绝型依恋。Sroufe 等人[16]则在综合了当时的实验证据的基础上，总结

性地得出了一个结论即母亲的照料质量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依恋的类型,  而儿童本身

的气质则决定了不安全依恋的特殊表现形式。陈文凤等人[17]考察了依恋的神经生理

机制，结果发现不安全依恋所激活的心率和皮质醇水平要高于安全型依恋，不安全

依恋个体的左侧前额叶大脑皮层激活程度较低，这说明了个体依恋的形成尤其基础

的脑机制。丁艳华[18]则综合考察了影响依恋的各种因素，结果表明儿童的性别并不

能显著的影响其依恋风格，而幼儿的趋避性气质可以显著的预测其依恋风格，母亲

的人格特质（责任心、宜人性、外倾性和神经质）也可以显著的预测幼儿的依恋风

格，母亲的婚姻满意度越高则幼儿的依恋风格越积极，而父亲的参与程度越高则幼

儿的依恋风格越积极；父母的生育年龄、受教育水平、家庭月收入、母亲在职或在

家等因素却不能显著的影响幼儿的依恋风格。 

1.3 心理韧性研究综述 

1.3.1 心理韧性的概念 

在个体的一生中，人们或多或少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和挑战，小到日常生

活中的琐事大到重大的生活变故等等。事实上，Bonanno 等人[19]已经注意到绝大多

数人在其一生中都会经历至少一件潜在的创伤性事件。研究者使用了潜在的这一词

语非常重要，因为这一概念代表了不同个体在面对生活事件时不同的关注点和反应

倾向。有些人会被生活琐事打败，而有些人在面对重大创伤性生活事件时仍然保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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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的态度[20]。这种截然不同的反应背后实际上是个体心理韧性上的差异。 

某一概念的定义反应的是对某种现象本质、范围或意义的核心描述。而心理韧

性一词来源于古希腊语“resilire”意思是跳出来（Leap back）。在牛津词典中心理

韧性被定义为：迅速从困难处境中恢复过来。弹性一词原本用于自然科学和物理学

中，代表了物体的一种自然反弹属性[20]。而当适用于人类时，心理学家更加强调影

响心理韧性的历史和社会文化背景因素。总结不同研究者的定义，其中 Rutter（1987）
[21]认为心理韧性本质上是一种保护性因素，当个体面对某些环境中的困境时并且这

些困境可能带来某种非适应性的结果时，这种保护性因素会起到保护或缓冲的作用。

Masten 等人[22]则认为心理韧性是个体在具有挑战性或威胁性的环境下仍能妥善处理

问题，有利掌控全局以及最终获得积极结果的一种心理能力。Luthar 等人[23]则认为

心理韧性是一种动态过程，是在具有明显差异性的环境中仍能做出积极反应的动态

过程。Bonanno（2004）[24]则对心理韧性的定义更为具体和形象，他认为心理韧性是

成人所具备的一种能力，当个体单独面对某种潜在的高威胁性生活事件比如亲属的

死亡、恐怖袭击等，个体仍能保持相对稳定和积极的心理和生理功能运转，并能做

出有效反应的能力。Agaibi 等人[25]则认为心理韧性就是一种很复杂的行为倾向的集

合。Lee 等人[26]的定义也强调心理韧性是个体成功处理挑战、威胁或风险的一种心理

能力。 

从以上关于心理韧性的各种定义中可以看出尽管不同研究者对心理韧性的定义

表述上略有不同，但也存在着共同之处。首先，研究者都强调心理韧性的积极功能，

即个体的心理韧性越高，则个体在面对和处理生活压力事件时的处理方式和最终结

果都较为积极；其次，心理韧性作为一种个体特质受到个人生活环境 

或生活经历的影响，因此不同的个体其心理韧性的高低有所不同。 

1.3.2 心理韧性的相关理论 

理论都是建立在对经验的总结上，但却高于简单的经验总结，而是用于解释和

预测不同概念之间复杂的因果关系。过去的30年间，很多研究者提出了心理韧性的

各种理论模型，见下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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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各种不同的心理韧性模型及其主要内容 

提出者 理论模型 主要内容 

Patterson（1988） 家庭调整和适应反映模

型（Family adjustment and 

adaptation response model） 

该模型认为心理韧性是

个体对家庭生活适应的结果，

强调家庭因素对个体心理韧

性的影响，强调家庭平衡需求

的过程对个体心理韧性的重

要作用。 

Richardson, Neiger, 

Jensen,and Kumpfer (1990); 

Richardson (2002) 

心理韧性模型（The 

resiliency model ） 

该模型认为心理韧性本

质上是个体内部的一种生物

心理平衡状态，这种平衡状态

受到多样性、生活事件以及保

护性因素的影响。而个体的平

衡状态可能导致四种结果：弹

性整合、弹性重组、丧失性重

构以及功能性整合。 

Polk (1997)  养育心理韧性模型

（Nursing model of 

resilience） 

该模型认为心理韧性是

四种不同类型关系的综合作

用结果，这四种类型关系分别

是：气质、关系、情境以及哲

学思考。 

Riolli and Savicki (2003)  信息系统领域的组织心

理韧性模型（Model of 

organizational resilience in the 

information systems field ） 

该模型首次将组织水平

和个人水平的反应整合起来。

个体的心理韧性对压力的保

护能力主要包括气质和技能

以及组织结构和组织过程。这

些过程所带来的结果包括心

理韧性、生产性行为以及任职

期限和工作倦怠。 

Haase (2004)  青少年心理韧性模型

（Adolescent resilience 

该模型认为青少年的心

理韧性高低既受到保护性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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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del ） 素的影响也受到风险性因素

的制约。其中保护性因素中该

模型强调家庭方面对青少年

心理韧性的保护作用，而风险

性因素中该模型则重视个体

特征对其心理韧性的影响。

Mancini and Bonanno 

(2009)  

心理韧性的假设模型

（Hypothesized model of 

resilience） 

该模型强调个体差异（人

格特质、先前的信念、认同的

复杂性、积极情绪以及从积极

记忆中体验到的安慰等）都会

对个体的心理韧性产生直接

或间接地影响。不仅如此，该

模型还特别重视社会认同过

程以及社会支持系统对个体

心理韧性的影响。而家庭支持

尤其是父母或其他重要他人

对个体的支持对个体的心理

韧性会产生重要影响。 

尽管不同理论模型关于心理韧性的解释及其与其他概念之间的关系表述不同，

但也存在一些相同之处。绝大多数理论都都抓住了心理韧性的一个本质特征就是心

理韧性是一个随时间而发生变化的动态过程。而且，很多研究者认识到，伴随着心

理韧性这一过程，个体是否表现出具有心理韧性受到各种复杂因素的交互作用影响。

然而，不同的理论观点关于那些具体的影响因素会影响个体心理韧性方面的认识是

不一样的。比如Mancini等人[27]的模型强调个人特质比如人格特质和气质因素对个体

心理韧性的影响，而Polk [28]的模型更加强调社会关系和社会情境对个体心理韧性的

影响。除此之外，绝大多数理论都把心理韧性作为最理想的结果之一，也有研究者

将其他的积极结果指标纳入进来，比如Agaibi等人的模型将合理的处理方式、工作满

意度以及生产行为等都纳入进来。 

综上所述，尽管解释心理韧性的相关理论比较多，但研究者在运用不同理论对

其研究结果进行解释和合理化时应同时考虑自我研究的目的、对象，以及每种理论

的主要假设和内容，有针对性的对研究结果进行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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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 心理韧性的相关研究 

Wemer 和 Smith[29]的研究发现，心理韧性能缓解生活事件对心理适应与行为调节

的消极影响，起到维护个体心理平衡的作用。Friborg 等人[30]的研究也表明了心理韧

性对问题行为具有调节效应。Bonanno[31]发现，面对同等伤害程度的应激性事件，高

弹性者比低弹性者体验到更少的消极情绪和更多的积极情绪。Pinquart[32]对上千名德

国青少年进行了纵向研究，结果发现心理韧性与适应状况密切相关，而且良好的心

理韧性能有效促进个体度过困境。Veselska 等人[33]探讨了青少年心理韧性与物质滥用

（如抽烟、吸食大麻）的关系，结果发现弹性水平与滥用发生率呈现显著负相关关

系，具体表现为与高心理韧性者相比，低心理韧性者更容易滥用药物。 

Rak[34]最先关注了心理韧性对个体对生活压力事件应对方式的影响。研究发现，

心理韧性水平高的个体处理生活压力事件的更积极主动。Rutter 强调有必要区分保

护性因素（比如智力或人格），这些因素都是个体与生俱来的。而保护性机制（比

如应对方式和归因方式）则是在心理特质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而保护性机制是通

过成功应对生活压力事件逐渐发展起来的，并且与个体生活中的关键事件密切相关，

这些关键事件可以将本身带危机性的事件转化为保护性事件，从而提高心理韧性。

Pellegrini[35]的研究发现如果个体对危机事件的应对方式合理则该事件会提高个体的

心理韧性。我国研究者席居哲等人[36]考察了不同心理韧性的高中生的情绪状态以及

情绪自我调节方式，结果表明，心理韧性水平越高则个体的积极情绪状态得分越高，

使用的情绪调节策略越积极，而心理韧性水平越低则个体的消极情绪体验越明显，

使用消极的情绪调节策略越多。赵燕等人[37]则流动儿童为研究对象，考虑流动儿童

的心理韧性与社会支持和抑郁、孤独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社会支持可以显著的

影响流动儿童的心理韧性水平，而心理韧性对社会支持和抑郁、孤独之间的关系起

中介作用。李海垒[38]则重点研究了受欺负儿童的心理韧性与抑郁、焦虑之间的关系，

结果发现了受欺负儿童的抑郁焦虑水平要显著高于一般儿童，但心理韧性可以有效

降低受欺负儿童的抑郁和焦虑水平，研究者还通过干预手段提高受欺负儿童的心理

韧性结果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受欺负儿童的抑郁和焦虑水平。这些研究说明了心理韧

性对促进儿童身心发展有着重要意义。 

1.4 亲子依恋、心理韧性与孤独感的关系 

1.4.1 亲子依恋与孤独感的关系 

良好的亲子依恋关系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少青少年的孤独感。亲子依恋对孤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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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的作用可能通过以下三条路径实现。第一，亲子系统和子女系统分别属于家庭系

统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亲子依恋的质量会影响子女的孤独感。家庭系统理论提

出，家庭系统是由众多子系统构成的，各子系统之间及内部会交叉影响[50]。据此可

知，原生家庭父母子系统会对其子女的子系统产生影响。以往研究结果也证实了这

一推论，发现父母的关系质量会影响青少年的情绪行为问题[51]。第二，亲子依恋可

以为青少年提供心理支持。Zimmermann，Lannegrand-Willems,，Safont-Mottay 和

Cannard[52]指出追求归属和爱的需要是个体发展过程中必须解决的重要发展问题之

一，这种归属和爱的满足为个体应对孤独感提供了必要的心理支持感。中学生这一

群体由于身心发展的特殊性，一方面他们既想要摆脱父母的束缚和管教，另一方面

又渴望获得父母的认可和支持。尤其对于寄宿于学校中的中学生来自父母这一重要

他人的支持对于其应对孤独感至关重要。第三，亲子依恋促进青少年的人际交往，

减少人际拒绝，从而降低孤独感。根据社会学习理论，个体从重要他人的行为中习

得处理人际问题的技巧，当亲子依恋质量较高时，中学生可以从父母哪里学到应对

人际问题的更多技能，从而提高其人际关系质量，降低孤独感。 

1.4.2 心理韧性与孤独感的关系 

心理韧性反映了个体面对困难和挫折时快速应对和恢复的能力。心理韧性反映

了个体对自我情绪的良好控制能力和面对挫折情景快速的恢复能力。罗小芳等人[53]

的研究表明心理韧性是影响青少年孤独感体验的重要因素，其中情绪控制和人际协

助对孤独感的预测作用最为显著。刘爱书等[54]也得出基本一致的结论即心理韧性会

显著的负向预测孤独感，心理韧性水平越高则孤独感体验越低。心理韧性对孤独感

的减缓作用可以通过以下几个方面发挥出来：其一，心理韧性可以提高个体的积极

心理资本，从而降低孤独感。当面对挫折或困难时，心理韧性较高的个体所报告的

乐观、希望等积极心理资本水平更高，而这些心理资本有利于帮助个体降低孤独感

体验。其二，心理韧性会影响个体的应对方式，从而影响其孤独感。Malkoc 和 Yalcin[55]

在其研究中发现心理韧性水平越高则个体面对挫折时更倾向于选择以问题解决为核

心的应对方式。这一差异主要与心理韧性不同的个体其对挫折的知觉有所差异，心

理韧性水平较高的个体认为挫折是一种挑战因此更加关注挫折带来的积极影响，而

心理韧性水平较低的个体则认为挫折是一种威胁，因此采取的应对方式更消极。 

1.4.3 亲子依恋与心理韧性的关系 

根据依恋理论，若个体与重要他人之间能形成安全的依恋关系，则有助于提高

个体的心理韧性和心理资本，减少各种情绪问题和孤独感体验。父母是影响个体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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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发展的重要他人之一，父母给予的温暖和关爱是帮助个体建立心理安全感、归属

感，形成安全依恋的重要因素，而父母的拒绝和惩罚则可能会导致个体的归属感需

要无法得到满足，从而形成低质量的亲子依恋关系。 

心理韧性是个体在具有挑战性或威胁性的环境下仍能妥善处理问题，有利掌控

全局以及最终获得积极结果的一种心理能力[6]。已有研究表明，亲子依恋会影响个体

的心理韧性。赵永婧[7]等人考察了初中留守儿童的亲子依恋与心理韧性的关系，结果

表明，亲子依恋和心理韧性之间相关显著，而且母子依恋要比父子依恋更能显著的

预测初中生的心理韧性。这些研究说明了亲子依恋关系会影响青少年的心理韧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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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问题提出及研究设计 
2.1 以往研究的不足 

寄宿制中学生由于远离了父母，在学校生活中既要独自面对学习上的困难又要

自己处理生活中的挫折，因此他们可能比一般的中学生体验到更多的消极情绪，他

们体验到较高孤独感的可能性更高。因此探究影响寄宿制中学生孤独感的因素更有

利于采取有效的、有针对性的干预措施来缓解寄宿制中学生的独孤感。回顾已有文

献发现，目前尚少有研究系统地探讨寄宿制中学生亲子依恋、心理韧性与孤独感的

关系。已有的研究多停留在亲子依恋对孤独感的影响，或心理韧性对孤独感的影响，

或亲子依恋对心理韧性的的影响上，且多是以普通中学生、留守儿童、流动儿童为

研究对象，几乎没有以寄宿制中学生这一特殊群体作为研究对象探讨三变量关系的

研究。 

2.2研究目的 

基于此研究现状，并结合依恋理论和个体环境交互理论，本研究在以往研究的

基础上对寄宿制中学生亲子依恋、心理韧性与孤独感三者的关系进行探讨。且根据

已有文献可知，三个变量满足考察中介变量的条件。因此，本研究以寄宿制中学生

亲子依恋为自变量，孤独感为因变量，心理韧性为中介变量，探讨寄宿制中学生亲

子依恋对孤独感的作用机制。 

2.3 研究意义 

（1）理论意义： 本研究通过考察寄宿制初中生心理韧性与依恋对孤独感的影

响，有助于进一步加深了解孤独感影响因素的研究，从而为初中生的健康激发提供

新的理论依据。 

（2）现实意义：本研究通过考察寄宿制初中生心理韧性与依恋对孤独感的影响，，

可为激发初中生的健康开拓新的思路，促进初中生的心理健康成长。 

2.4 研究假设 

综上所述，我们提出假设一：亲子依恋可以负向预测中学生孤独感。 

假设二：心理韧性可以负向预测孤独感。 

假设三：心理韧性在亲子依恋和中学生孤独感之间起中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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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研究方法 

2.5.1 研究对象 

根据研究目的，从某市两所寄宿制初中学校里采用随机取样法共调查了 230 名

寄宿制初中生，共发放问卷 230 份，经整理剔除后得到有效问卷 205 份，有效率为

90%。所调查的初中生最小年龄 13 岁，最大年龄 17 岁，平均年龄 14.22 岁（SD=0.77）。

最短的寄宿年限为 1 年，最长的寄宿年限为 3 年，平均寄宿年限为 2.98（SD=0.22）。

样本构成情况详见人口学变量统计表（表 1）。 

 

表 2被试基本信息统计表 

人口统计学指标 N 百分比% 

年级 

初一 59 28.8% 

初二 89 43.4% 

初三 57 27.8% 

性别 
男 98 47.8% 

女 107 52.2% 

是否为独生子女 
是 69 33.7% 

否 136 66.3% 

父母最高文化水平 

初中及以下 74 36.1% 

高中及大专 96 46.8% 

本科及以上 35 17.1% 

 

亲子依恋  孤独感 

心理韧性 

图 1  研究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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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2 研究工具 

（1）亲子和同伴依恋简表(Inventory of Parent and Peer Attachment, IPPA ) 

采用 Raja 等人修订的 Armsden 等编制的父母和同伴依恋量表(Inventory of 

Parent and Peer Attachment, IPPA )中的亲子依恋分量表。亲子依恋分量表共包含 10 道

题目，比如父母接受我现在的样子。采用利克特五点计分，1 代表非常不符合我，5

代表非常符合我。其中第 1，5，7 道题目采用反向计分。得分越高表示亲子依恋水

平越高。王明忠等人的研究中该分量表的科隆巴赫 α系数为 0.82，信度较好。本研

究中，该问卷总的内部一致性信度系数为 0.78，父子依恋和母子依恋两个分量表的

内部一致性系数分别为：0.60，0.69。 

（2）孤独感量表  

  UCLA 孤独量表第三版（刘平，1999）。该量表是一维量表，由 Russell 编制，

共 20 题，为了减少回答的偏性，“孤独”一词未在任何条目中出现。第 1、5、6、9、

10、15、16、19、20 题应反序计分。将每个条目分值相加，高分表示孤独程度高。

本研究中，该问卷总的内部一致性信度系数为 0.73。 

（3）心理韧性问卷 

胡月琴和甘怡群[61]以心理韧性的过程模型为基础通过访谈法开发出适合我国

青少年群体的青少年心理韧性量表, 该量表在编制的过程中结合了中国文化的元素。

量表共有 27 个题目,包括目标专注、情绪控制、积极认知、家庭支持和人际协助 5

个因子。得分越高，则表示心理韧性水平越高。以往研究表明研究表明该量表的内

部一致性信度为 0.85 , 复测信度是 0.83 。本研究中，该问卷总的内部一致性信度系

数为 0.98。目标专注、情绪控制、积极认知、家庭支持和人际协助五个维度的内部

一致性信度系数为 0.92，0.93，0.89，0.93，0.91。 

2.5.3 研究程序 

本研究采用文献法、问卷调查法以及数据统计方法，对某市中学生进行随机抽

样调查，并根据数据结果进行分析讨论以检验本研究的假设。主要分为以下四个步

骤： 

第一，查阅国内外相关文献，确定研究对象、目的和测量工具，为本研究提供

理论基础。 

第二，组织初中学生分时段分地点现场施测，采用纸质版问卷，在学生活动课

堂上将问卷发放给学生。 

第三，数据统计和结果分析。认真筛查问卷，在筛查过程中，通过以下四种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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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对问卷进行有效性的甄别与剔除：一、填写不全的问卷剔除；二、在填写过程中

选项均填写一样的剔除。在剔除了无效问卷后，将数据导入分析软件 SPSS21.0中进

行数据的统计与分析，并验证中介效应。 

第四，根据数据的结果，结合初中生亲子依恋、心理韧性以及孤独感的现状，

提出降低寄宿制中学生孤独感，增强其心理健康水平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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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结果 

3.1 寄宿制中学生亲子依恋的描述统计和人口学变量差异分析 

表 3寄宿制中学生父母依恋的描述统计（n=205） 

 N M SD 

父母依恋 205 3.35 0.58 

母子依恋 205 3.41 0.67 

父子依恋 205 3.28 0.60 

从上表中可以看出，父母依恋总分的平均分是 3.35（SD=0.58），该值与量表中

点值 3 分（该量表 5 点计分）经过单样本 t 检验，结果表明（t=8.49，p<0.01）寄宿

制中学生的父母依恋水平显著高于量表的中点值，一定程度上说明寄宿制中学生的

父母依恋水平较高。母子依恋（M=3.41，SD=0.67）和父子依恋（M=3.28，SD=0.60）

的平均得分也都显著高于量表中点值（t 母子依恋=8.72，p<0.01；t 父子依恋=6.74，p<0.01），

而配对样本 t 检验结果表明母子依恋平均分显著高于父子依恋的平均分，这说明对于

寄宿制中学生来说母子依恋水平高于父子依恋水平。 

为了考察性别对寄宿制中学生父母依恋的影响，采用独立样本 t 检验的方法，结

果见下表 3。从下表中可以看出，中学生的性别对父母依恋总分没有显著影响，性别

对母子依恋维度也没有显著影响；中学生的性别对父子依恋维度产生显著影响，且

男生父子依恋水平显著低于女生。 

 

表 4寄宿制中学生父母依恋在性别上的差异分析 

 性别 N M SD T 

父母依恋 
男 98 3.29 0.57 -1.23 

女 107 3.39 0.59  

母子依恋 
男 98 3.40 0.65 -0.30 

女 107 3.42 0.70  

父子依恋 
男 98 3.19 0.61 -2.08* 

女 107 3.36 0.58  

注：*代表 p<0.05，**代表 p<0.01，***代表 p＜0.001 下同 

为了考察年级对寄宿制中学生父母依恋的影响，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的方法，

结果见下表。从下表中可以看出，不同年级的寄宿制中学生其父母依恋、母子依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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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父子依恋维度均不存在显著影响。 

 

表 5寄宿制中学生父母依恋在年级上的差异分析 

因变量 年级 M SD F LSD 事后检

验 

父母依

恋 

初一 3.33 0.08 

0.02 

 

初二 3.36 0.06  

初三 3.34 0.08  

母子依

恋 

初一 3.41 0.09 

0.18 

 

初二 3.44 0.07  

初三 3.37 0.09  

父子依

恋 

初一 3.25 0.08 

0.18 

 

初二 3.27 0.06  

初三 3.32 0.08  

为了考察是否为独生子女对寄宿制中学生父母依恋的影响，采用独立样本 t 检验

的方法，结果见下表 5。从下表中可以看出，是否为独生子女对父母依恋总分有显著

影响，其中独生子女得分显著低于非独生子女；是否为独生子女在母子依恋上并不

存在显著差异；是否为独生子女在父子依恋上存在显著差异，独生子女得分显著低

于非独生子女。 

表 6寄宿制中学生父母依恋在是否为独生子女的差异分析 

 
是 否 为 独

生子女 

N M SD T 

父母依恋 
是 69 3.16 0.46 -3.34* 

否 136 3.44 0.61  

母子依恋 
是 69 3.33 0.62 -1.15 

否 136 3.45 0.70  

父子依恋 
是 69 2.98 0.47 -5.41** 

否 136 3.43 0.60  

为了考察父母最高文化水平对寄宿制中学生父母依恋的影响，采用单因素方差

分析的方法，结果见下表 6。从下表中可以看出，父母最高的文化水平只对父子依恋



寄宿制中学生亲子依恋对孤独感的影响：心理韧性的中介作用 

 18

维度有显著影响，事后多重比较结果显示初中及以下文化水平的父子依恋水平显著

低于本科及以上水平，其他维度间无显著差异。 

表 7寄宿制中学生父母依恋在父母最高文化水平上的差异分析 

因变量 父母最高文化水平 M SD F LSD 事后检验 

父母依

恋 

初中及以下 3.31 0.07 

0.96 

 

高中及大专 3.33 0.06  

本科及以上 3.47 0.10  

母子依

恋 

初中及以下 3.40 0.08 

0.22 

 

高中及大专 3.39 0.07  

本科及以上 3.48 0.11  

父子依

恋 

初中及以下 3.21 0.07 

1.99* A=B;A<B;B=C 高中及大专 3.27 0.06 

本科及以上 3.45 0.10 

A 代表初中及以下，B代表高中及大专，C代表本科及以上 

为考察寄宿年限对寄宿制中学生父母依恋的预测作用，采用一元线性回归的方

法，分别以父母依恋总分、母子依恋和父子依恋为因变量，以寄宿年限为自变量进

行回归分析，结果如下表 7。从表中可以看出，寄宿年限对父母依恋、父子依恋和母

子依恋的预测作用均达到非常显著水平，而且是负向预测，即寄宿年限越高则父母

依恋水平越低。 

 

表8中学生父母依恋在寄宿年限的回归分析 

因变量 自变量 
 

B 

 

T 
△R2 △F

父母依恋 寄宿年限 -0.31 -8.22** 0.24 67.61**

母子依恋 寄宿年限 -0.35 -7.95** 0.23 63.34**

父子依恋 寄宿年限 -0.27 -6.69** 0.17 44.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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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寄宿制中学生心理韧性的描述统计和人口学变量差异分析 

 

表 9寄宿制中学生心理韧性总分及各维度的描述统计（N=205） 

 N M SD 

心理韧性总分 205 2.77 1.17 

个人力 205 2.85 1.17 

支持力 205 2.66 1.19 

 

从上表中可以看出，心理韧性总分的平均分是 2.77（SD=1.17），该值与量表中

点值 3 分（该量表 5 点计分），经过单样本 t 检验，结果表明（t=-2.85，p<0.05）寄

宿制中学生的心理韧性水平显著低于于量表的中点值，一定程度上说明寄宿制中学

生的心理韧性水平较低。个人力（M=2.85，SD=1.17）与量表中点值之间无显著差异

（t 个人力=-1.79，p>0.05）；支持力（M=2.66，SD=1.19）的平均得分显著低于量表中

点值（t 支持力=4.08，p<0.01），而配对样本 t 检验结果（t=7.81，p<0.01）表明个人力

平均分显著高于支持力的平均分，这说明对于寄宿制中学生来说心理韧性水平总体

比较低，而且个人力水平更高。 

为了考察性别对寄宿制中学生心理韧性的影响，采用独立样本 t 检验的方法，结

果见下表 9。从下表中可以看出，中学生的性别对其心理韧性总分以及各维度得分均

没有显著影响。 

表 10 寄宿制中学生心理韧性在性别上的差异分析 

 性别 N M SD T 

心理韧性总分 
男 98 2.81 1.21 0.50 

女 107 2.73 1.14  

个人力 
男 98 2.91 1.21 0.61 

女 107 2.81 1.13  

支持力 
男 98 2.69 1.23 0.36 

女 107 2.63 1.17  

为了考察年级对寄宿制中学生心理韧性的影响，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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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见下表。从下表中可以看出，不同年级的寄宿制中学生其心理韧性总分、个人

力以及支持力维度均不存在显著影响。 

               表 11 寄宿制中学生心理韧性在年级上的差异分析 

因变量 年级 M SD F 

心理韧性 

总分 

初一 2.93 0.15 

2.22 初二 2.83 0.12 

初三 2.50 0.15 

个人力 

初一 3.03 0.15 

2.25 初二 2.91 0.12 

初三 2.59 0.15 

支持力 

初一 2.82 0.16 

2.08 初二 2.73 0.13 

初三 2.39 0.16 

 

为了考察是否为独生子女对寄宿制中学生心理韧性的影响，采用独立样本 t 检验

的方法，结果见下表。从下表中可以看出，是否为独生子女对中学生的心理韧性总

分和维度均不存在显著影响。 

 

表 12 寄宿制中学生父母依恋在是否为独生子女的差异分析 

 
是 否 为 独

生子女 

N M SD T 

心理韧性总分 
是 69 2.75 1.20 -0.17 

否 136 2.78 1.16  

个人力 
是 69 2.86 1.23 0.08 

否 136 2.85 1.14  

支持力 
是 69 2.60 1.21 -0.48 

否 136 2.69 1.19  

为了考察父母最高文化水平对寄宿制中学生心理韧性的影响，采用单因素方差

分析的方法，结果见下表。从下表中可以看出，父母最高的文化水平对心理韧性总

分和维度均不存在显著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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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3寄宿制中学生父母依恋在父母最高文化水平的差异分析 

因变量 父母最高文化水平 M SD F 

心理韧性

总分 

初中及以下 2.89 0.14 

0.70 高中及大专 2.72 0.12 

本科及以上 2.64 0.20 

个人力 

初中及以下 2.98 0.14 

0.71 高中及大专 2.81 0.12 

本科及以上 2.72 0.20 

支持力 

初中及以下 2.78 0.14 

0.65 高中及大专 2.61 0.12 

本科及以上 2.53 0.20 

 

为考察寄宿年限对寄宿制中学生心理韧性的预测作用，采用一元线性回归的方

法，分别以心理韧性总分、个人力和支持力为因变量，以寄宿年限为自变量进行回

归分析，结果如下表。从表中可以看出，寄宿年限对心理韧性总分、个人力和支持

力的预测作用均产生非常显著影响，而且是负向预测即寄宿年限越高则中学生的心

理韧性水平越低。 

 

表14中学生父母依恋在寄宿年限的回归分析 

因变量 自变量 B T △R2 △F 

心理韧性

总分 
寄宿年限 -0.79 -11.35** 0.38 128.98**

个人力 寄宿年限 -0.79 -11.31** 0.38 127.87**

支持力 寄宿年限 -0.79 -10.95** 0.37 1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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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寄宿制中学生孤独感的描述统计和人口学变量差异分析 

 

表15寄宿制中学生孤独感的描述统计（N=205） 

 N M SD 

孤独感 205 2.71 0.50 

 

从上表中可以看出，孤独感总分的平均分是 2.71（SD=0.50），该值与量表中点

值（2.5）经过单样本 t 检验，结果表明（t=3.78，p<0.01）寄宿制中学生的孤独感水

平显著高于中点值，一定程度上说明寄宿制中学生的孤独感水平较高。 

为了考察性别对寄宿制中学生心理韧性的影响，采用独立样本 t 检验的方法，结

果见下表。从下表中可以看出，中学生的性别对孤独感得分均没有显著影响。 

 

表 16 寄宿制中学生孤独感在性别方面的差异分析 

 性别 N M SD T 

孤独感 
男 98 2.69 0.52 -0.38 

女 107 2.72 0.48  

 

为了考察年级对寄宿制中学生孤独感的影响，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的方法，结

果见下表。从下表中可以看出，不同年级的寄宿制中学生其心理韧性总分、个人力

以及支持力维度均不存在显著影响。 

表 17 寄宿制中学生孤独感在年级方面的差异分析 

因变量 年级 M SD  F 

孤独感 

初一 2.65 0.07 

0.82 初二 2.70 0.05 

初三 2.77 0.07 

为了考察是否为独生子女对寄宿制中学生孤独感的影响，采用独立样本 t 检验的

方法，结果见下表。从下表中可以看出，是否为独生子女对中学生的孤独感不存在

显著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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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8 寄宿制中学生父母依恋的在是否为独生子女上的差异分析 

 
是 否 为 独

生子女 

N M SD T 

孤独感 
是 69 2.70 0.47 -0.21 

否 136 2.71 0.52  

 

为了考察父母最高文化水平对寄宿制中学生孤独感的影响，采用单因素方差分

析的方法，结果见下表 18。从下表中可以看出，父母最高的文化水平对孤独感不存

在显著影响。 

 

表 19 寄宿制中学生孤独感在父母最高文化水平的差异分析 

因变量 父母最高文化水平 M SD F 

 

孤独感 

初中及以下 2.70 0.06 

0.65 高中及大专 2.71 0.05 

本科及以上 2.72 0.09 

 

为考察寄宿年限对寄宿制中学生孤独感的预测作用，采用一元线性回归的方法，

分别以孤独感为因变量，以寄宿年限为自变量进行回归分析，结果如下表。从表中

可以看出，寄宿年限对孤独感的预测作用非常显著。 

 

表20 中学生父母依恋在寄宿年限的回归分析 

因变量 自变量 B T △R2 △F 

孤独感 寄宿年限 0.41 16.87** 0.58 284.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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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寄宿制中学生亲子依恋、心理韧性以及孤独感的中介效应分析 

 

表 21 亲子依恋、心理韧性以及孤独感之间的相关分析 

 1 2 3 4 5 6 

1.父母依恋 1      

2.母子依恋 .927** 1     

3.父子依恋 .906** .681** 1    

4.心理韧性总分 .553** .553** .454** 1   

5.个人力 .550** .557** .445** .991** 1  

6.支持力 .542** .534** .455** .986** .955** 1 

7.孤独感 -.613**

-.597

** 

-.522

** 
-.636** -.651** 

-.601

**
 

 

从表 4.20 中可以看出，父母依恋总分以及两个维度均与孤独感呈显著的负相关；

而心理韧性总分和两个维度也与孤独感呈显著的负相关；父母依恋与心理韧性各维

度均呈显著的正相关。 

综上所述，相关模式支持进行中介效应分析。 

从下表中可以看出，在控制了性别、年级、年龄等人口学变量后，母子依恋、

父子依恋对孤独感的预测作用仍然显著，并且这种预测作用是负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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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 亲子依恋对孤独感的回归分析结果表 

 Β SE T Sig.  

1 

(常量) 0.86 0.43 2.00 0.05 

R2=0。16 F=69.40** 

年龄 0.05 0.03 1.69 0.09 

性别 0.05 0.05 1.14 0.26 

年级 -0.02 0.03 -0.57 0.57 

是否为独生

子女 0.03 0.06 0.54 0.59 

父母最高文

化水平 -0.07 0.04 -1.81 0.07 

寄宿年限 0.41 0.03 16.36 0.00 

2 

(常量) 2.25 0.45 5.01 0.00 

R2=0.33 F=143.48**

年龄 0.03 0.03 0.88 0.38 

性别 0.05 0.04 1.17 0.24 

年级 -0.01 0.03 -0.19 0.85 

是否为独生

子女 0.10 0.06 1.78 0.08 

父母最高文

化水平 -0.06 0.03 -1.72 0.09 

寄宿年限 0.33 0.03 12.30 0.00 

 母子依恋 -0.15 0.05 -3.29 0.00   

 父子依恋 -0.13 0.05 -2.42 0.02   

 

从表中可以看出，在控制了性别、年级、年龄等人口学变量后，个人力、支持

力对孤独感的预测作用仍然显著，并且这种预测作用是负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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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23 心理韧性对孤独感的回归分析结果表 

 Β SE T Sig.  

1 

(常量) 0.86 0.43 2.00 0.05 

R2=0.16 F=69.40** 

年龄 0.05 0.03 1.69 0.09 

性别 0.05 0.05 1.14 0.26 

年级 -0.02 0.03 -0.57 0.57 

是否为独生

子女 0.03 0.06 0.54 0.59 

父母最高文

化水平 -0.07 0.04 -1.81 0.07 

寄宿年限 0.41 0.03 16.36 0.00 

2 

(常量) 1.82 0.45 4.10 0.00 

R2=0.33 F=143.48**

年龄 0.03 0.03 0.97 0.33 

性别 0.03 0.05 0.74 0.46 

年级 -0.02 0.03 -0.77 0.44 

是否为独生

子女 0.03 0.05 0.47 0.64 

父母最高文

化水平 -0.06 0.04 -1.82 0.07 

寄宿年限 0.33 0.03 11.14 0.00 

 个人力 -0.25 0.06 -4.03 0.00   

 支持力 -0.14 0.06 2.27 0.02   

 

采用结构方程模型进行中介效应检验，其中亲子依恋为潜变量包括父子依恋和

母子依恋两个观测变量，同时在结构方程模型中亲子依恋为自变量。心理韧性为中

介变量，也为内生潜变量，包括目标专注、情绪控制、积极认知、家庭支持和人际

协助五个观察变量。孤独感为因变量同时也为显变量。采用 amos21.0 进行潜变量建

模，在考察中介效应是采用 bootstrap 法进行估计，重复抽样 5000 次以提高估计准确

性。模型拟合结果如下：X2/df =2.06，GFI=0.96，CFI=0.99，RMESA =0.07，模型拟

合较好. 从检验结果中可知，亲子依恋对孤独感的预测作用显著（B=-0.36，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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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子依恋对心理韧性的预测作用显著（B=0.58，P<0.01），心理韧性对孤独感的预测

作用显著（B=-0.40，P<0.01）。亲子依恋到孤独感的间接效应为-0.23，95%置信区

间为[-0.31，-0.15]，这说明心理韧性的中介效应显著，且为部分中介效应中介效应，

占总效应的比例为-0.23/-0.38=0.6052，即占总效应的 60.52%。 

 

 

 

 

 

 

 

 

 

 

 

                   图 2 心理韧性在亲子依恋和孤独感之间的中介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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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讨论 

4.1 寄宿制中学生亲子依恋的现状和人口学变量差异分析 

根据本研究结果寄宿制中学生的亲子依恋水平总体较高，而且与母亲的依恋水

平要高于和父亲的依恋水平。性别会显著影响父子依恋维度，男生得分低于女生；

年级对亲子依恋没有显著影响；独生子女会显著的影响亲子依恋总分以及父子依恋

维度得分，非独生子女的得分更高；父母最高文化水平会显著影响父子依恋维度得

分，初中及以下文化水平的父子依恋水平显著低于本科及以上水平；寄宿年限对父

母依恋、父子依恋和母子依恋的预测作用均达到非常显著水平，而且是负向预测，

即寄宿年限越高则父母依恋水平越低。 

首先，黄龙卫[62]调查了 838名寄宿制和非寄宿制中学生，结果表明寄宿制中学

生的亲子依恋与非寄宿制中学生水平无显著差异且都高于平均水平，而且母子依恋

水平高于父子依恋水平。与本研究结果一致。不仅如此，于阳[63]针对 425名中学生

的调查中发现中学生的自我同一性水平较高，这很大一部分得益于与父母之间良好

的亲子依恋。而金灿灿等[64]针对 2630名中学生的调查结果也表明中学生的亲子依恋

平均水平较高。本研究结果与以上研究结果相一致。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寄宿制

中学生和普通中学生的亲子依恋水平没有显著差异。 

其次，性别对父子依恋的影响达到显著水平，男生得分显著低于女生。这可能

与父母对不同性别的儿童其教养方式不同有关，Ruhl，Dolan和 Buhrmester[65]在其研

究中指出父亲对异性子女的关注要高于同性子女，因此会影响与子女所形成的亲子

依恋有所不同。父子依恋在独生子女上也存在显著差异，独生子女显著低于非独生

子女。独生子女是我国在特殊国情下实施的一项计划生育政策所产生的结果[66]。有

研究指出这一部分独生子女家庭往往家庭条件较好，父母的文化水平也较高。但这

种差异是否会影响其亲子依恋仍存在争议。未来研究可以进一步探究。本研究结果

还表明父母的文化水平也会影响父子依恋，父母的文化水平越高则父子依恋水平越

高。以往研究表明父母的文化水平能显著预测其在养育下一代中所采用的教养方式，

学历越高的父母采用的教育方式越公平，他们尊重孩子人格上的独立性，当遇到问

题或困难时他们倾向于通过积极的沟通交流与孩子一起交流解决问题。这种温暖保

护性的教养方式有助于增强青少年与总是处于“高冷地位”的父亲之间的情感链接，

从而形成更积极的亲子依恋。寄宿年限会负向影响亲子依恋是因为寄宿时间越长则

会减少亲子相处时间，从而减少互动机会，降低亲子依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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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寄宿制中学生心理韧性的现状和人口学变量差异分析 

根据本研究结果寄宿制中学生的心理韧性水平较低，个人力水平高于支持力水

平。性别、年级、是否为独生子女、父母最高文化水平都不会影响寄宿制中学生的

心理韧性。寄宿年限对心理韧性总分、个人力和支持力的预测作用均产生非常显著

影响，而且是负向预测即寄宿年限越高则中学生的心理韧性水平越低。 

首先，刘庆等人[67]调查了 335名 12‐17岁的青少年，结果表明青少年的心理韧

性水平高于平均值，与本研究结果不一致。顾颜等人[68]对 825名留守青少年进行了

心理韧性的问卷调查，结果表明总体而言，留守青少年的心理韧性水平较低，与本

研究结果相一致。从中可以看出，寄宿制中学生和留守青少年的心理韧性有可能低

于普通青少年，但这一点仍需要未来研究进一步探查。另外根据本研究结果寄宿制

中学生心理韧性的个人力得分显著高于支持力，这说明来自青少年自身以外的各种

支持较少，不利于帮助寄宿制中学生发展出更高水平的心理韧性。 

其次，在人口学变量对心理韧性的检验中可以发现只有寄宿年限会负向且显著

的影响寄宿制中学生的心理韧性水平。韦晓天采用自编的寄宿儿童心理韧性量表调

查了 450名寄宿制小学生结果表明寄宿制小学生的心理韧性水平较高，这与本研究

结果不一致。有两方面原因：其一韦晓天调查对象为小学生而本研究为中学生；其

二，两个研究中所使用的测量工具不同。因此，未来研究应进一步考察这一差异。 

4.3 寄宿制中学生孤独感的现状和人口学变量差异分析 

根据本研究结果，寄宿制中学生的孤独感水平要显著高于普通中学生。性别、

年级、是否为独生子女、父母最高文化水平都没有显著影响寄宿制中学生的孤独感

水平。但是寄宿年限却显著的正向预测寄宿制中学生的孤独感。 

处于中学时期的青少年，心理发展处于 Erikson 人格发展阶段中的“自我同一性

和角色混乱”的冲突阶段。一方面随着自我意识的发展成熟，这一时期的中学生开始

渴望独立和自我决策，但另一方面却又伴随着经验少、不成熟等矛盾，因此各种矛

盾的交融中，中学生更容易体验到孤独、抑郁等消极情绪。尤其是对于寄宿的中学

生而言，寄宿减少了中学生与父母的相处机会，一定程度上也减少了获得来自父母

的支持的机会，同时寄宿虽然增加了与同伴群体的相处机会，但由于应对方式不成

熟，中学生往往不能正确处理与同伴群体的各种矛盾[69]。因此，当寄宿制中学生面

临同伴欺凌或缺少高质量的友谊关系时，同时又不能及时得到来自父母的心理支持

和思想疏导，这种情况会加剧寄宿制中学是体验到的孤独感体验，也会提高中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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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其他非适应性行为的概率[70]。 

4.4 心理韧性在亲子依恋和孤独感关系的中介效应分析 

根据本研究结果父母依恋总分以及两个维度均与孤独感呈显著的负相关；而心

理韧性总分和两个维度也与孤独感呈显著的负相关；父母依恋与心理韧性各维度均

呈显著的正相关。 

首先，亲子依恋与孤独感之间呈负相关且可以显著的负向预测孤独感。Bowlby

指出儿童青少年与父母之间的依恋关系将会对其自身体验到的各种快乐或悲伤的情

绪产生重要影响。与父母的亲子依恋质量会对儿童青少年未来的身体健康、情绪、

行为、认知以及社会发展都产生重要影响。Yildiz[71]调查了 218名中学生，结果也表

明中学生的亲子依恋与其自我报告的孤独感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 

其次，心理韧性与孤独感之间负相关且心理韧性的两个维度均可以显著预测孤

独感。从心理韧性的定义看，心理韧性是个体面对消极生活事件时，迅速从消极情

绪体验中恢复平稳心境的能力。而孤独感的产生往往与消极生活事件关系密切，尤

其是对于处于自我同一性和角色混乱阶段的中学生而言。因此，当个体的心理韧性

水平较高时，面对消极生活事件，中学生能更快的调整心态，避免长期受到消极情

绪的影响，从而降低孤独感水平。 

最后，亲子依恋与心理韧性呈显著正相关且亲子依恋可以正向预测青少年的心

理韧性。根据 Hetherington等人的理论，父母对孩子身心发展的作用不容忽视，一

方面父母是孩子控制自我情绪的榜样，另一方面也帮助孩子学会合理的处理各种生

活事件。久而久之在面对消极事件或挫折时，良好的亲子依恋可以帮助孩子提升应

对能力，从而发展出更高水平的心理韧性。又根据Wallerstein的理论，子女随着年

龄的增加对父母的需要也增加，所以如果父母不能在孩子成长中给予足够的情感温

暖和关注，那么孩子就会缺少来自父母的温暖从而造成心理发展的缺陷。延迟满足

实验也进一步表明，子女情绪调控能力的高低主要是受亲子依恋的影响，情绪调控

能力强的孩子长大以后出现人格障碍及情绪问题的概率更低。反之，情绪调控能力

弱的孩子长大以后出现情绪问题的概率更高。而情绪调控能力是心理韧性的核心成

分之一。因此，与父母建立亲密的关系是发展出高水平心理韧性的关键。 

根据本研究结果，亲子依恋不仅可以直接影响寄宿制中学生的孤独感，而且还

可以通过心理韧性的中介作用影响孤独感，且这种中介为部分中介作用。首先，亲

子依恋对心理韧性的影响可能有以下两条路径。其一，根据 Bandura的社会学习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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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个体往往从重要他人哪里学习应对生活的各种技能和方法，父母是儿童青少年

重要的学习榜样和行为参照。对于初中生而言，尽管不像小学生对父母的需要那么

紧密，但父母仍是其学习的主要榜样之一。因此，在面对挫折和困难时，初中生会

模仿父母的应对行为。良好的亲子依恋则会促进中学生逐渐形成高水平的心理韧性。

其二，家庭是寄宿制中学生获得社会支持的重要来源。心理弹性是个体重要的一种

特质，指遭受逆境或压力下的个体如何在高危环境中迅速恢复，免除心理障碍的危

机，继而良好适应，获取发展的动力[72]。心理韧性的发展离不开个体所具有的心理

支持。而父母是寄宿制中学生获得社会支持的重要来源，与父母的依恋质量会影响

这寄宿制中学生的心理韧性水平，依恋水平越高则心理韧性水平越高。 

而儿童期的依恋风格一旦形成会很难改变，并且影响儿童未来的身心发展，尤

其体现在自我控制能力上。心理韧性是个体面对生活困境时的适应能力，本质上也

是一种自我控制能力。毛向军等人采用青少年依恋量表和心理韧性量表调查了 425

名流动儿童，考察流动儿童的心理韧性与依恋风格的关系，结果表明儿童的心理韧

性与依恋风格之间存在相关关系，具体来讲，安全型依恋的儿童其心理韧性各维度

得分最高。而高水平的心理韧性帮助寄宿制中学生正确处理生活中的压力事件，消

除不良情绪的影响，降低寄宿制中学生的独孤感。 

另外，本研究发现心理韧性的中介作用为部分中介，这一结果提示了可能存在

其他的中介变量，这一点也需要未来研究深入考察。

 

 

 
 

 

 

 

 

 



寄宿制中学生亲子依恋对孤独感的影响：心理韧性的中介作用 

 32

 

第五章 结论与建议 

5.1 结论 

本研究采用信效度良好的亲子依恋量表、心理韧性量表以及孤独感量表，共调

查了 205名寄宿制中学生，主要得到以下研究结果： 

（1）寄宿制中学生的亲子依恋水平较高，心理韧性水平较低，孤独感水平较高。 

（2）寄宿制中学生的亲子依恋在性别、是否独生子女、父母最高文化水平、寄

宿年限方面存在显著差异；心理韧性和孤独感仅在寄宿年限上存在显著差异。 

（3）亲子依恋和孤独感之间呈负相关；心理韧性与孤独感之间呈负相关；亲子

依恋和心理韧性之间呈正相关。 

（4）心理韧性在亲子依恋和孤独感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表明亲子依恋不仅可

以直接影响寄宿制中学生的孤独感，也可以通过心理韧性的中介作用影响孤独感。 

5.2 建议 

本研究通过问卷调查对影响寄宿制中学生孤独感的因素进行了探究，发现了一

些有意义的结果，从本研究结果出发对教育实践活动提出如下建议和对策： 

5.2.1 寄宿学校应该重视寄宿制中学生的情绪问题 

寄宿制中学生需要在学习和生活上变得更加独立，学习或生活上的困难容易带

来各种消极的情绪体验，从而使中学生更容易产生孤独感。过分孤独不仅会影响中

学生的学业更会影响中学生的心理健康，因此学校教育者包括寄宿制中学生的任课

教师应更加关注寄宿制中学生的情绪变化，通过科学的心理疏导等方式帮助寄宿制

中学生更好的适应学校生活。 

5.2.2 父母应促进积极的亲子依恋以帮助寄宿制中学生降低孤独感 

尽管寄宿制中学生远离了父母，但父母仍然可以通过各种方式向寄宿制中学生

表达关心和关怀。父母应主动的与寄宿制中学生沟通交流，了解其在学习或生活上

的情况，并通过敞开心扉让子女体会到父母的用心，从而建立起积极的亲子依恋，

为寄宿制中学生提供重要的心理支持。 

5.2.3 提高自身心理韧性，降低孤独感 

无论是学校的帮助还是父母的关怀，都只能从外围帮助寄宿制中学生。而提高

其自身的心理韧性，增强抗压能力，保持积极乐观的人生态度，学会排解苦闷的必

要方法，才是寄宿制中学生保持健康心理的最佳之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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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研究不足与展望 

5.3.1 研究不足 

本研究由于时间、精力有限，只选取了某一地区的初中生，未来研究可以扩大

取样范围。另外未选取非寄宿制中学生作为对照，对比考察寄宿制中学生和非寄宿

制中学生心理特点上的差异。 

5.3.2 研究展望 

未来的研究可以延长研究时间，扩大研究范围，提高研究数据样本的代表性，

在与非寄宿制中学生比较研究的基础上，揭示寄宿制中学生亲子依恋、心理韧性与

孤独感的特点，以求能切实地为寄宿制中学生的心理健康发展提供实际的建议和帮

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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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青少年心理韧性量表之调查问卷 

I： 

指导语： 

很多青少年在成长中都会遇到一些挫折和不顺利, 下面的 27 个句子描述了与此

相关的一些情况, 请你根据自己在面临这些挫折和逆境时的实际情况和这些句子的

符合程度, 在相应的数字上画圈。你的答案没有对错之分, 请根据实际情况填答。 

项目 

完全

不符

合 

比较

不符

合 

说不

清 

比较

符合 

完全

符合 

1.失败总是让我感到气馁 1 2 3 4 5

2.我很难控制自己的不愉快情绪。 1 2 3 4 5

3.我的生活有明确的目标。 1 2 3 4 5

4.经历挫折后我一般会更加成熟有经验。 1 2 3 4 5

5.失败和挫折会让我怀疑自己的能力。 1 2 3 4 5

6.当我遇到不愉快的事情时, 总找不到合

适的倾诉对象。 
1 2 3 4 5

7.我有一个同龄朋友, 可以把我的困难将

给他/她听。 
1 2 3 4 5

8.父母很尊重我的意见。 1 2 3 4 5

9.当我遇到困难需要帮助时, 我不知道该

去找谁。 
1 2 3 4 5

10.我觉得与结果相比, 事情的过程更能够

帮助人成长。 
1 2 3 4 5

11.面临困难, 我一般会定一个计划和解决

方案。 
1 2 3 4 5

12.我习惯把事情憋在心里而不是向人倾

诉。 
1 2 3 4 5

13.我认为逆境对人有激励作用。 1 2 3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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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逆境有时候是对成长的一种帮助。 1 2 3 4 5

15.父母总是喜欢干涉我的想法。 1 2 3 4 5

16.在家里, 我说什么总是没人听。 1 2 3 4 5

17.父母对我缺乏信心和精神上的支持。 1 2 3 4 5

18.我有困难的时候会主动找别人倾诉。 1 2 3 4 5

19.父母从来不苛责我。 1 2 3 4 5

20.面对困难时, 我会集中自己的全部精

力。 
1 2 3 4 5

21.我一般要过很久才能忘记不愉快的事

情。 
1 2 3 4 5

22.父母总是鼓励我全力以赴 1 2 3 4 5

23.我能够很好的在短时间内调整情绪。 1 2 3 4 5

24.我会为自己设定目标, 以推动自己前

进。 
1 2 3 4 5

25.我觉得任何事情都有其积极的一面。 1 2 3 4 5

26.心情不好也不愿意跟别人说。 1 2 3 4 5

27.我情绪波动很大, 容易大起大落。 1 2 3 4 5

II: 

下列是人们有时出现的一些感受。请在你觉得最符合自己感受的选项上打“√”。 

 从不 很少 有时 一直 

1.你常感到与周围人的关系和谐吗？ 1 2 3 4

2.你常感到缺少伙伴吗？ 1 2 3 4

3.你常感到没有人可以信赖吗？ 1 2 3 4

4.你常感到寂寞吗? 1 2 3 4

5.你常感到属于朋友们中的一员吗？ 1 2 3 4

6.你常感到与周围的人有共同点吗? 1 2 3 4

7.你常感到与任何人都不亲密了吗? 1 2 3 4

8.你常感到你的兴趣与想法与周围的人不一样

吗？ 
1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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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你常感到想要与人来往、结交朋友吗？ 1 2 3 4

10.你常感到与人亲近吗？ 1 2 3 4

11.你常感到被人冷落吗？ 1 2 3 4

12.你常感到你常感到与别人来往毫无意义

吗？ 
1 2 3 4

13.你常感到没有人很了解你吗？ 1 2 3 4

14.你常感到与别人隔开了吗？ 1 2 3 4

15.你常感到当你原意时就能找到伙伴吗？ 1 2 3 4

16.你常感到有人真正了解你吗？ 1 2 3 4

17.你常感到羞怯吗？ 1 2 3 4

18.你常感到人们围着你转但并不关心你吗？ 1 2 3 4

19.你常感到有人愿意与你交谈吗？ 1 2 3 4

20.你常感到有人值得你信赖吗？ 1 2 3 4

III: 

指导语： 

请思考在日常生活中，每句话在多大程度上符合你与父母之间关系，在题后选择

与自己情况相符合的数字。 

 

项目 

完全

不符

合 

比较

不符

合 

说不

清 

比较

符合 

完全

符合 

1.我会把自己遇到的问题和困难告诉妈妈。 1 2 3 4 5

2.如果妈妈知道我遇到了困难，她会关心

我。 
1 2 3 4 5

3.我没有从妈妈那里得到关心和注意。 1 2 3 4 5

4.妈妈接受我现在的样子。 1 2 3 4 5

5.我对妈妈感到生气。 1 2 3 4 5

6.当我为某事生气时，妈妈能理解我。 1 2 3 4 5

7.与妈妈讨论我的问题让我感到羞愧或自

己很笨。 
1 2 3 4 5



附录 

  43

8.我很容易因为妈妈感到心烦。 1 2 3 4 5

9.妈妈帮助我更好的了解我自己。 1 2 3 4 5

10.妈妈尊重我的感受。 1 2 3 4 5

11.我会把自己遇到的问题和困难告诉爸

爸。 
1 2 3 4 5

12.如果爸爸知道我遇到了困难，他会关心

我。 
1 2 3 4 5

13.我从没有从爸爸哪里得到什么关心和注

意。 
1 2 3 4 5

14.爸爸接受我现在的样子。 1 2 3 4 5

15.我对爸爸感到生气。 1 2 3 4 5

16.当我为某事生气时，爸爸能理解我。 1 2 3 4 5

17.与爸爸讨论我的问题让我感到羞愧或自

己很笨。 
1 2 3 4 5

18.我很容易因为爸爸感到心烦。 1 2 3 4 5

19.爸爸帮助我更好的了解我自己。 1 2 3 4 5

20.爸爸尊重我的感受。 1 2 3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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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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