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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中 文 摘 要

亲社会行为指在生活中表现出助人、利他、合作和分享等行为，是小学生社会

化发展的重要标志。本研究基于依恋理论及认知资源的分配理论，采用亲子依恋问

卷、情绪调节策略问卷以及亲社会行为问卷，对太原两所小学 241 名三到六年级的

学生进行调查，对亲社会行为的内部机制进行探讨。

研究发现如下结果：

（1）亲子依恋总分、情绪调节策略、亲社会行为三个变量在年级上并没有发现

显著的差异；

（2）在亲子依恋与情绪表达策略两者的关系中发现，母亲亲子依恋与学生的表

达抑制策略呈显著正相关，并且母亲亲近维度与表达抑制策略呈显著正相关；在其

他维度上没有发现相关。

（3）亲子依恋与亲社会行为倾向的关系研究中发现，亲子依恋与亲社会行为倾

向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表现在母亲亲子依恋上，母亲亲子依恋与孩子在亲社会行为

的匿名性、情绪性、利他的多个维度上存在显著正相关，母亲亲近维度与利他性维

度上存在显著正相关；

（4）情绪表达策略与亲社会行为倾向的关系研究中发现，情绪调节策略与亲社

会行为倾向各维度之间均存在显著的正向相关关系；

（5）对亲子依恋、情绪表达策略以及亲社会行为倾向进行进一步的研究，发现

情绪表达策略的中介效应检验表明，表达抑制策略在母亲亲子依恋与亲社会行为的

关系中起中介作用；在母亲亲近与利他性的关系中，表达抑制策略也起中介作用。

结论：亲子依恋会直接影响小学生亲社会行为，良好的母亲亲子依恋促进亲社

会行为的发生，同时亲子依恋也可通过情绪表达策略影响小学生亲社会行为的发生。

关键词：小学中高年级学生；亲子依恋；情绪调节策略；表达抑制策略；亲社会行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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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rosocial behavior refers to the behavior of helping others, altruism, cooperation and

sharing in life, which is an important sign of the socialization development of primary

school students. Based on attachment theory and the allocation theory of cognitive

resources, this study adopted parent-child attachment questionnaire, emotion regulation

strategy questionnaire and prosocial behavior questionnaire to investigate 241 students

from grade 3 to grade 6 in two primary schools in taiyuan and discuss the internal

mechanism of prosocial behavior.

The findings are as follows:

(1) there were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the total score of parental attachment, emotion

regulation strategy and prosocial behavior in the grades;

(2)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arental attachment and emotional expression strategy, it

was found that maternal attachment was significantly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the

expression inhibition strategy of students, and the maternal closeness dimension was

significantly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the expression inhibition strategy. No correlation

was found on other dimensions.

(3) the parent-child attachment and pro-social behavior tendency to stud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between parent-child attachment and prosocial behavior significantly positively

related to performance on the mother's parent-child attachment, mother parent-child

attachment and child in the prosocial behavior of anonymity, emotionality, altruism on the

multiple dimensions of a significant positive correlation, mother close dimension and the

dimension of altruism in significant positive correlation;

(4) in the research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motional expression strategies and

prosocial behavioral tendencies, it is found that there i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emotion regulation strategies and the prosocial behavioral tendencies in each

dimension.

(5) further studies were conducted on parent-child attachment, emotional expression

strategies and prosocial behavioral tendencies, and it was found that the mediating effect

test of emotional expression strategies showed that expression inhibition strategies play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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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mediating role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aternal parental attachment and prosocial

behavior. Expression inhibition strategies also play a mediating role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aternal closeness and altruism.

Conclusion: parent-child attachment can directly affect the prosocial behavior of

primary school students. Good mother parent-child attachment promotes the occurrence of

pro-social behavior, and parent-child attachment can also influence the occurrence of

pro-social behavior of primary school students through emotional expression strategies.

Key words: Primary school middle and senior students; Parent-child attachment;
Emotional expression strategy; Expression inhibition strategy; Prosocial
behavi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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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亲社会行为是指人们在社交中表现出来的、有利于社会和他人的行为[1]。学龄期

儿童的社会性认知较幼儿期儿童得到更进一步的发展，主要表现为由关心自身的利

益和事件转到关心他人的利益和长远利益。在皮亚杰[2]的发生认识论中将儿童的认知

水平分为四个阶段，小学阶段的儿童处于具体运算阶段。这一时期由于社会化进程

的加快，逐渐摆脱了前两个阶段展现出的自我中心化的思维特点，儿童可以站在别

人的角度去思考问题。根据柯尔伯格的道德发展观点[3]，小学阶段儿童道德判断水平

较之前也有极大的提高。在低年级时，儿童更多处于前习俗水平，三年级（9岁左右）

是道德发展的重要转折期，小学高年级处于习俗水平的好孩子定向阶段，这一阶段

儿童注重他人的反应，关心他人对自己的评价，因此，儿童更可能因为重视他人的

表扬而做出更多的亲社会行为。在正常情况下，儿童会表现出符合社会化规律的亲

社会行为[4]；但有些儿童并没有按照相似的规律发展，表现出更多的攻击性行为，那

么造成发展不一致的原因有哪些呢？这值得作为教育工作者的我们去深入和细致的

探索研究[5]。

亲社会行为可以说是一种对社会关系的认识而产生的具体行为。在幼儿时期，

儿童的交往对象往往是父母[6]，这个时期的儿童与不同气质类型的父母会形成不一致

的依恋关系，这种依恋关系会影响儿童以后的社会关系，安全型的依恋关系在以后

会形成良好的社会关系，而回避型则不利于社会关系的建立[7][10]。积极的社会关系会

产生更多的亲社会行为，而消极的社会关系则会产生更多的攻击性行为[5]。亲子依恋

的程度对亲社会行为预测作用具体如何[8]，其内在机制需要进一步研究。

儿童的情绪调节策略受到了亲子依恋的影响，亲子依恋的类型不同，儿童使用

的主要的情绪调节策略不同[11]。安全型儿童更多的使用积极的情绪调节策略，而非

安全型儿童则更多使用消极的情绪调节策略[6]。根据 Gross的观点，情绪调节策略有

两种：认知重评和表达抑制[12]，两种不同的策略对亲社会行为的不同方面具有不同

的影响。认知重评与比较显性的行为有关（公开的等），而表达抑制多与比较隐性的

相关（匿名）[9]。根据小学生本身的特点来说，亲社会行为在一定程度上是寻求他人

的认同，在情绪调节的两个策略的使用上是否和其他年龄阶段存在不同有待探讨。

亲子依恋、情绪调节都可以影响亲社会行为，而亲子依恋又直接影响情绪调节，

那么三者之间的相互作用的关系如何呢？本文将会对三者的关系进行详细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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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文献综述

1.1 亲社会行为研究概述

1.1.1 亲社会行为的界定

亲社会行为的概念最早由心理学家Wisberg在 1972年提出，他认为亲社会行为

是与所有攻击性等不良行为相对的立行为，比如：助人、捐赠、合作等，目的是使

他人或集体获得利益的行为。我国学者朱智贤在其著作中提到亲社会行为是在人际

交往中表现出的帮助、合作、谦让和共享等行为[15]。

基于国内外亲社会行为研究的现实状况，本研究将从动机角度区分利他行为与

亲社会行为，以便更好地理解亲社会行为的具体内涵。利他行为最早由社会学家孔

德提出，1988年，Franke关于利他行为的定义得到了广泛的应用，他认为“利他行为

是一种提供时间、资源并以帮助他人为目的的行为”。利他行为的动机是帮助别人获

利，有的学者认为利他行为与助人行为在本质上是不存在差异的。然而国外学者

Krebs和 Heateren提出了不一样的观点，他们固定了利益的两端，一端是利己动机，

另一端是利他动机，根据动机将亲社会行为与利他行为进行更好的区别与联系。当

个体的动机完全指向他人时，这种亲社会行为便是利他行为，可以说利他行为是亲

社会行为的一个特例，利他行为是亲社会行为所能达到的最高境界，也是亲社会行

为的一个重要的分类。

本研究采用寇彧等人关于亲社会行为的概念，认为亲社会行为是在社会期望和

社会要求的允许下，个体资源有益于他人和社会的行为[16]。

1.1.2 影响亲社会行为的因素

关于亲社会行为的影响因素，研究者总结了环境因素和个人因素两个方面。环

境因素主要包括他人在场、物理环境以及时间的宽裕度三个方面。个人因素包括助

人者的性别、个性因素、发生亲社会行为时的心情、拒绝时所产生的内疚情绪。被

助者的特点也会影响亲社会行为的产生。一些研究中表明，被助者往往拥有与助人

者相类似的特征，相同的价值观等因素。

除了以上的两种类型的因素外，亲社会行为还受到亲子依恋、情绪状态以及情

境的紧急性的影响。

1.1.2.1 依恋关系

亲子依恋是影响亲社会行为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因素，亲子依恋会正向地预测亲

社会行为的发生。随着年龄的增长，同伴将会成为依恋的载体，Cauley & Tyler的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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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中发现，同伴之间良性的互动，将会促进更多亲社会行为的发生[20]。国内的研究

者发现，在合作情境下，同伴关系越密切，合作倾向就会越强烈[21]。

1.1.2. 2 情绪状态

积极良好的情绪将会促进亲社会行为更多的发生[22]。吴玮在他的研究中采用三

种情绪刺激来探测情绪状态对亲社会行为的影响中发现，提升感作为一种积极情绪，

在提升感情绪组个体的亲社会行为发出的更多[23]。

消极情绪则会较少亲社会行为的发出。关于顾客行为的一项研究中顾客不良行

为对亲社会行为的负向作用，是通过消极情绪这一媒介实现的，证实了消极情绪直

接影响亲社会行为[24]。

1.1.2.3 事件发生的紧急性

亲社会行为发生与情况的紧急性有很大的关系，与非紧急情况相比，情况紧急

会发生更多的亲社会行为。Shortland等人研究发现，事情的紧急程度影响亲社会行

为，紧急程度越高，亲社会行为也就越多[25]。

1.2 亲子依恋与亲社会行为的相关概述

亲子依恋是影响亲社会行为的重要因素，那么它对亲社会行为的具体影响又是

如何，接下来将会作出具体的阐述。

1.2.1 亲子依恋的概念界定

亲子依恋最早在 1969年由 Bowlby提出，研究婴儿与父、母亲或其他主要抚养

者之间的情感的纽带，个体将依恋对象作为安全的港湾，当个体遭遇威胁时会寻求

依恋对象的温暖与帮助[26]]。林崇德认为依恋产生于良好的互动与接触的过程中，儿

童与抚养者之间概念的区别与他人的情感连结[27]。

综上所述，亲子依恋是儿童与主要抚养者之间的一种特殊亲密人际关系，当个

体面临危险时，个体寻求依恋对象的庇护[28]。

1.2.2 亲子依恋与亲社会行为之间的关系

针对亲子依恋与亲社会行为之间的关系，以往研究对象主要集中在婴儿、幼儿、

小学高年级学生、中学生。婴、幼儿期是儿童建立依恋的最重要时期，关于依恋的

研究多始于婴儿。亲子依恋对亲社会行为起到了预测作用，但这种作用适用于年龄

较大的儿童，在婴儿时期并不会表现出两者之间的相关。研究亲社会行为最早的年

龄在两岁左右，发现很小年龄婴儿的亲社会行为是一种对权威的顺从，而并不是自

发的亲社会行为[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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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儿童年龄的增长，亲社会行为表现出了更多的自发性，比如幼儿亲子依恋

与亲社会行为的相关研究中，亲子依恋的各维度与亲社会行为倾向的各维度之间明

显的正相关，前者能够很好的预测后者[36]。宗爱东在研究婴儿的亲社会基础上，对

幼儿亲社会行为中的合作与助人行为进行研究，发现在合作的情境下，这个阶段的

儿童追求与同伴之间公平的关系，而非合作；在助人情境下，儿童需要在成人的提

示下产生助人行为[37]。这与婴儿期的儿童相比亲社会行为程度更高，更加积极主动

[36][37]。

对小学高年级的研究多集中在五、六年级，研究发现亲社会行为在性别和年级

上存在显著的差异，不同程度上的依恋对亲社会行为的影响不同，依恋维度上的不

同，对亲社会行为的影响也不尽相同[38]39][40]。在冯春莹等人对亲子、同伴依恋与亲

社会行为的研究中发现，亲子依恋的各个维度与亲社会行为之间都存在正向相关，

亲社会行为的维度上，情绪性这一维度的相关性更高。并且进一步进行回归分析，

发现亲子依恋会对亲社会行为有其统计学意义上的预测作用[38]。俞汉华运用不同的

于海琴修订的亲子依恋量表以及长出和困难问卷，对亲子依恋与亲社会行为进行研

究发现了与冯春莹相同的结果，即父、母依恋对亲社会行为相关关系是显著的，在

相关基础上的回归作用也同样是显著的[39]。张姗姗等人将自尊作为中介作用对亲子

关系和亲社会行为进行研究，发现父亲依恋对亲社会行为的影响，是通过自尊的中

介作用实现的[40]。冯春莹和俞汉华等人的研究是亲子依恋与亲社会行为的直接研究

[38][39]；张姗姗等人将自尊作为中介作用探讨亲子依恋与亲社会行为之间的内部机制

[40]。

中学生亲子依恋对亲社会行为具有显著的预测作用。王艳辉等人将心理资本和

不良同伴交往引入亲子依恋与亲社会行为之间，发现心理资本的中介作用是显著的，

不良同伴交往则在亲子依恋与心理资本之间起到了统计学上显著的调节作用，研究

揭示了两者之间内在的作用机制[8]。

总体来说，亲子依恋与亲社会行为之间，不仅存在直接的相互作用，同时存在

间接的内部机制的联系，对于两者间存在的内部机制，需要更加较为详细的探讨。

1.3 情绪调节与亲子依恋、亲社会行为的相关概述

在已有的研究中发现，情绪状态会对亲社会行为产生影响，积极的情绪有利于

亲社会行为的发生，消极的情绪则减少亲社会行为的产生，因此，保持良好的情绪

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然而保持一定的情绪状态必然离不开情绪调节，那么情绪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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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会对亲社会行为产生怎样的影响呢?

1.3.1 情绪调节的相关概念

情绪是对客观事物态度的外部表现，具有适应环境功能、组织内在心理机能功

能、激发动机功能和信号输出功能。积极良好的情绪促进人们更好的适应生活[41]而

消极的情绪状态则会影响个体的成长[42]。

情绪调节概念界定主要有三种类型的界定方式：结构性，即情绪调节由那些成

分组成，Gardner[43]认为情绪调节类属于情绪智力，包括对情绪进行监测、评价、调

节三个成分；目的性，即使用情绪调节策略主要服务于何人，对谁有利，Masters[44]

认为，情绪调节是是一种利己行为，为了个体实现自己的目的，并更好的适应社会；

过程性，则是探讨情绪调节是如何发生的，Gross认为情绪调节是一个过程，在这一

过程中首先个体会接收到不同性质情绪的输入（正向、负向）、感知发生的时间，其

次体验情绪带来的主观感受，最后对情绪表达产生影响[45]。

综上所述，情绪调节是情绪智力的一个重要成分，目的是使个体更好的适应社

会生活。在实现这一目标过程中，个体对所接收到的情绪进行调节和控制。

1.3.2 Gross 情绪调节的具体策略

具体策略：a、认知重评和表达抑制。Gross[45][46]编制的青少年情绪调节问卷测

量认知重评和表达抑制策略的使用状况。Gross提出的情绪调节模型中包含有五个部

分，形成如下的简图，图 1。

情景选择简单来说选择引起自身良好体验的积极情绪或避开引起不良情绪的事

件；情景修正指的是当个体不能自主的选择环境时，要努力的改变不适的情景；注

意分配则是将注意力集中于良好事件，分配较少注意在不良事件上；认知改变则可

以从埃利斯的 ABC理论的角度来理解，事件本身并不会引起情绪的改变，只是不同

的认知观念引起不一样的情感体验，当个体产生不良情绪时，则可以从事件的其他

角度对事件进行解释，调整情绪；反应调整当个体已经产生了不良情绪时，需要意

志努力的控制冲动行为的产生而采取的策略。

情景选择 情景修正 注意分配

反应调整

认知改变

图 1 Gross情绪调节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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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 情绪调节与亲子依恋的相关研究

总体看来，不同的亲子依恋类型与情绪调节的具体策略之间的相关呈现出维度

上的差异。安全型的依恋，通常会选择积极的和适应性的情绪调节，而非安全型的

依恋，则更多的选择消极的和非适应性的情绪调节。亲子依恋与情绪调节的相关研

究中发现：安全型的亲子依恋与情绪调节有显著的正相关，情绪调节能力的发展依

赖亲子依恋中的安全型[32]；Zimmermann等人得出依恋类型的安全性与情绪调节的适

应性存在显著性的积极预测作用，而回避和矛盾这两种不安全型的依恋与适应环境

的情绪调节起到了显著的负向作用[56] 。

目前关于亲子依恋与情绪调节的研究，大多集中在青少年时期（中学生，年龄

大约在 12-18岁）[57][58][59][60][61]。青少年时期的儿童生理变化对心理活动造成巨大的

冲击，生理上的成人感和心理上的幼稚感之间产生矛盾，这种矛盾将会使青少年产

生诸多的情绪问题，因此对于青少年的研究也成为心理学家争相研究的焦点。针对

青少年的同一性、攻击性行为、儿童友谊等等是亲子依恋与情绪调节的重要研究方

面，通常将亲子依恋作为自变量，而情绪调节则作为中介变量来进行研究。

埃里克森关于自我发展中提到青少年是一个人同一性形成的关键时期，且青少

年绝大多数都会经历同一性的冲突，因此同一性成为青少年研究的主要标志[57] 。同

一性的研究中发现，亲子依恋与情绪调节显著的相关，两者都会影响同一性，情绪

调节在三者之间的关系中起到了部分中介的作用[57]。生理与认知上的矛盾导致了攻

击性行为与自伤行为的增多，在黄靖婷关于攻击性行为的研究中，构建了情绪调节

作为中介作用的模型，并且实验结果证实了两种情绪调节的策略（认知重评和表达

抑制）起到了部分中介的作用[28]。攻击行为的诸多研究中，黄靖婷结果表明亲子依

恋与情绪调节对攻击行为具有显著的预测作用，情绪调节的具体策略在其中起到了

中介作用[28]；李霓霓等人研究中得出了不尽相同的结果[58]，一致点在于发现亲子依

恋与情绪调节策略显著的正相关，而不同点在于前者的研究中情绪调节起到中介作

用[28]，而后者发现情绪智力的调节作用[58]。儿童友谊的研究主要考察亲子依恋与情

绪调节的联合机制。亲子依恋与情绪调节对儿童友谊显著的相关关系，安全型依恋

和情绪调节中认知重评策略会促进儿童友谊的良好发展；针对城市中存在的两类儿

童即城市本地儿童和城市流动儿童，三者之间的关系是不同的，城市流动儿童的关

系模式是认知重评策略在安全型依恋与儿童友谊中起到一部分中介的作用；而本地

儿童，情绪调节策略的中介作用显著性检验时并没有明显的结果[59]。情绪调节中认

知重评策略促进儿童友谊的发展；同时，不安全的依恋类型和弱化积极情绪策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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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会加剧不良友谊的快速发展，情绪调节在亲子依恋与儿童友谊在不同维度上之

间起到了中介的作用[60]。

其他年龄阶段亲子依恋与情绪调节之间关系的研究较少，研究小学生的就更少，

在仅有的傅俏俏等人研究小学高年级儿童亲子依恋与儿童心理健康的文章中揭示了

亲子依恋对情绪症状的预测作用，没有提及亲子依恋与情绪调节之间存在的关系[62]。

综上所述，亲子依恋与情绪调节显著相关，情绪调节的作用经常是以中介作用

的形式展开的，对于小学生两者间的存在的关系并没有系统完整的研究。

1.3.4 情绪调节与亲社会行为的相关研究

情绪调节与亲社会行为的研究中研究对象主要集中于幼儿、小学低年级、高中

生、大学生。情绪调节从三个方面探讨——情绪调节能力、情绪调节策略、情绪调

节效能感。情绪调节能力[63][64]、情绪调节策略[65][66][67]以及情绪调节效能感[68]对亲社

会行为都有显著的预测作用。本研究主要关于情绪调节策略与亲社会行为之间的关

系进行论述。

情绪调节策略对亲社会行为产生积极的预测作用。幼儿倾向于掩饰自己不良情

绪的，将会表现出更多的亲社会行为[65]。高中生对情绪调节策略的使用情况表现在，

认知重评策略的情况较多，并且情绪调节的策略对亲社会行为有正向预测作用，认

知重评策略与亲社会行为倾向的多个维度呈现正相关，而表达抑制策略只与匿名性

这个维度呈现相关，情绪调节中的表达抑制策略和认知重评策略，可以直接对亲社

会行为产生影响，也可以通过其他条件对亲社会行为产生影响。这一结果得到了罗

燕研究的证实，研究发现亲社会行为的产生可以由情绪调节策略的适用情况得到预

测[66]。在亲社会行为下具体的助人行为的研究，发现不同的情绪调节策略对助人行

为的研究不同，认知重评策略会显著的正向预测助人行为，而表达抑制则对助人行

为不产生影响[67]。

亲社会行为是人类交往中维护良好关系的基础，小学阶段是亲社会行为发展的

重要时期，特别是三年级左右，因此研究小学生亲社会行为极其重要。亲子依恋作

为社会化人际关系的基础，对亲社会行为的形成有显著的预测作用。但对于小学阶

段儿童的亲子依恋与亲社会行为的研究大都集中在五、六年级，而三年级学生道德

发展进入新的阶段，是一个转折点，这一年级的学生与其他年级的亲社会行为是否

具有差异并没有得到实证的支持。在情绪调节策略与亲社会行为的相关研究中，对

于小学儿童的研究多集中在小学低年级，关于中高年级的研究相对较少。而中高年

级的小学生由于认知和控制能力的发展，情绪调节策略中无论是认知重评策略还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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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达抑制策略将会运用的更加娴熟，更有探讨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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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问题提出及研究设计

2.1 问题提出

在现有的研究中发现，亲子依恋、情绪调节策略以及亲社会行为的研究中，多

以两两之间的相关性探讨为主，亲子依恋、情绪调节都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亲社会

行为，同时亲子依恋也是影响情绪调节的重要因素。那么三者之间的关系怎样呢，

这值得研究者深入的探讨。

依恋理论的内部工作模式是指儿童与父母交往过程中产生对他人和自己的内部

表征。其特点是，依恋理论着眼于动机因素、行为表现、个体满意的情绪体验以及

内部成分相互联系[88]。研究者认为个体的内部工作模式是有层次、按等级、有组织

的进行，它往往是从最下面的层级开始运作。亲子依恋作为内部工作模式的最底层，

对人际关系具有预测作用。亲社会行为是良好人际人际关系的重要外在指标，依据

依恋理论的内部工作模式亲子依恋会显著的预测亲社会行为的发生。安全的亲子依

恋将产生较多的亲社会行为，而不良的人际关系将会负向预测亲社会行为。然亲子

依恋与亲社会行为之间的内部作用机制并没有确定的结论，亲子依恋如何影响亲社

会行为还有待探讨

认知资源理论认为，每个人的中枢神经的能量都是有限的，良好的其情绪状态

将会扩大中枢神经系统的容量。亲社会行为的发生，个体需要付出一定的能量，从

自身转移到他人（或能量剩余）。从这一角度来看个体所处的情绪状态将会影响亲社

会行为的发生。根据依恋理论内部工作模式在满足个体情绪的基础上，将延伸到个

体在其他不同情境下的情绪反应，并对个体情绪调节能力产生深远的影响。安全型

依恋的儿童有更好的情绪调节能力。较高的情绪调节能力将使的个体产生更多良好

情绪状态。因此作出假设亲子依恋通过情绪调节策略，进而影响亲社会行为的发生。

2.2 研究假设

H1：亲子依恋、情绪调节策略与亲社会行为存在显著的相关；

H2：亲子依恋对情绪调节策略、亲社会行为具有正向的预测作用；

情绪调节

亲子依恋 亲社会行为

图 2 情绪调节的中介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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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3：情绪调节策略在亲子依恋与亲社会行为之间起到中介的作用。

2.3 研究意义

2.3.1 理论意义

首先，对于亲子依恋与亲社会行为的研究很多，但大多集中在中学生阶段，小

学儿童的研究相对薄弱。本研究集中在小学中高段儿童将对儿童理论构建有积极作

用。

其次，从道德发展的角度来看，9岁是道德发展的正式开始阶段，亲社会行为可

以作为道德发展程度的指标，对小学生道德发展理论提供实证支持。

再次，亲子依恋与亲社会行为之间的作用机制还尚未有确切的定论。本研究将

从影响因素的角度去分析其发挥作用的原理。

2.3.2 现实意义

亲社会行为是一种具有积极意义的社会行为，比如志愿者，慈善行为。亲社会

行为对人类发展和进步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对亲社会影响因素和作用机制的研究

将会促进人类社会更好的发展。

首先，对小学生亲社会行为的影响因素进行研究，可以使儿童更好实现社会化，

促进道德的发展。对亲子关系的研究可以测出儿童与父母的关系，并且对不良依恋

的亲子进行指导。情绪调节能力的测查则会看到小学儿童主要的情绪调节策略，适

时的进行调节策略的指导。

其次，对三者关系进行研究，可以从一个因素预测结果，也可以从结果去分析

产生结果的源头。

最后，将学校和家庭进行结合，可以更好的促进学生更好的发展。

2.4 研究方法

2.4.1 研究对象

本研究采用方便取样的方法，选取太原某两所小学，对三到六年级 269名学生

进行问卷调查，分别取得三到六年级 28、67、74、72份问卷，剔除无效数据 28份，

得到 241份有效问卷，问卷有效率为 89.6%。

2.4.2 研究工具

2.4.2.1 亲子依恋量表

依恋关系测量采用的问卷是于海琴在 2000年修订的亲子依恋问卷，共有 15个

项目,得分越高，代表亲子依恋的程度越高。该问卷有两个维度：依恋维度和信任维



第二章 问题提出及研究设计

11

度，其中依恋维度有 7个项目、信任维度有 8个项目。父、母问卷各自独立，内容

基本一致。用父、母亲子依恋问卷分别测量依恋的安全程度。父亲依恋的内部一致

性信度α系数为 0.84，母亲依恋的内部一致性信度α系数为 0.84。

2.4.2.2 情绪调节策略量表

关于情绪调节策略的测量采用的是由 Gross编制、王丽修订的中文版。该量表由

10个项目组成，分为认知重评和表达抑制两个维度，其中认知重评有 6个项目，α

系数为 0.81，表达抑制有 4个项目，α系数为 0.79。该量表适应人群为青少年。姜媛

对中小学生的情绪调节策略进行探讨时，除了中学生，还选取了部分小学生。该量

表在两个维度上的得分进行分别计算，哪种策略的得分越高，说明儿童越经常使用

那种类型的情绪调节策略。

2.4.2.3 亲社会行为倾向量表

本研究关于小学中、高年级亲社会行为的测量，采用的是 2004年寇彧、马艳和

谭晨修订的《亲社会倾向量表》，该量表包括 26个项目, 6个维度，分别是公开的、

匿名的、情绪性的、利他的、依从的、紧急的。公开的和利他的这两个维度上有 4

个项目；匿名的、情绪性的和依从的这三个维度有 5个项目；紧急的这个维度项目

有 3个项目。该量表采用李克特的 5点计分法，得分越高，代表亲社会倾向越高。

六个分量表的内部一致性信度分别是：0.708、0.778、0.755、0.738、0.76、0.561。

2.4.3 数据处理

专业人员以班级为单位进行施测，当场收回问卷。数据处理主要采用 SPSS22.0

和 PROCESS插件。

实验数据以平均数的 3个标准差为界限，删除了 11份数据，最终对 241数据进

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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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结果

3.1 小学中、高年级亲子依恋的现状分析

由表 1可知，对小学各年级母亲依恋和父亲依恋的得分进行配对样本 T检验，

二者之间并不存在显著差异。
表 1 小学中、高年级父、母亲亲子依恋现状分析

年级 N 母依恋总分M（SD） 父依恋总分M（SD） t

3 28 36.64（4.63） 37.25（4.09） -.87

4 67 36.54（4.89） 36.13（6.48） .50

5 74 37.84（4.73） 37.95（5.29） -1.60

6 72 36.99（5.14） 37.88（5.92） -1.35

总平均数 241 37.08（4.89） 37.34（5.73） -.69

对父、母亲亲子依恋的两个维度上的得分进行配对样本 T检验，发现在亲近维

度上，两者并没有显著性差异，见表 2。而信任维度上，四年级学生在母亲信任得

表 2 小学中、高年级亲子依恋亲近维度的比较分析

年级 N 母亲近M（SD） 父亲近M（SD） t

3 28 21.54（2.74） 21.64（2.74） -.27

4 67 21.52（3.38） 21.72（4.34） .50

5 74 22.15（3.01） 21.54（3.65） 1.42

6 72 21.54（3.51） 21.88（3.67） -.84

总平均数 241 21.72（3.24） 21.58（3.71） .63

表 3 小学中、高年级亲子依恋信任维度的比较分析

年级 N 母信任M（SD） 父信任M（SD） t

3 28 16.00（2.74） 15.61（2.74） .71

4 67 15.96（2.68） 14.87（3.37） 2.12*

5 74 16.66（2.84） 16.41（3.38） .55

6 72 16.57（2.61） 16.00（3.49） 1.46

总平均数 241 16.38（2.71） 15.56（3.46） 2.43*

分与父亲信任得分相比，t=2.12，95%的置信区间上存在着显著的差异；不考虑年级

因素的情况下，父亲信任维度与母亲信任维度得分的差异也不显著，见表 3。

*表示 p<0.05；**表示 p<0.01 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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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小学中、高年级情绪调节策略结果分析

由表 4、表 5可知，情绪调节策略的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显示，认知重评策略和

表达抑制策略的得分在年级上并不存在显著差异。

表 4 小学各年级认知重评能力的单因素方差分析

年级 认知重评M（SD） F

3 29.57（7.01） 1.14

4 29.48（5.95）

5 27.88（5.53）

6 28.81（4.93）

总平均数 28.80（5.69）

表 5 小学各年级表达抑制能力的单因素方差分析

年级 表达抑制M（SD） F

3 19.50（5.01） .47

4 19.99（3.96）

5 19.03（4.07）

6 20.00（4.31）

总平均数 19.64（4.24）

3.3 小学中、高年级亲社会行为结果分析

对小学中、高年级亲社会行为进行方差分析，结果显示，亲社会行为在年级上

没有显著差异。见表 6。

表 6 小学各年级亲社会行为方差分析

年级 亲社会行为M（SD） F

3 99.39（15.75） .54

4 98.99（16.72）

5 96.38（16.49）

6 100.10（14.87）

总平均数 98.56（15.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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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小学中、高年级亲子依恋、情绪调节能力与亲社会行为的相关分析

表 7 中可以看出，亲子依恋与情绪调节之间的相关关系，主要体现在母亲亲子

依恋的总分、母亲亲子依恋的亲近维度上，母亲依恋总分、母亲亲近维度得分与表

达抑制策略之间存在着显著正相关，意味着母亲亲子依恋总分或母亲亲近维度得分

越高，表达抑制策略使用就会越多；情绪调节策略与亲社会行为存在显著的正相关，

说明情绪调节策略使用的越多，儿童产生的亲社会行为就会越多。

表 7 亲子依恋、情绪调节策略与亲社会行为的相关矩阵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母亲依恋 1

父亲依恋 .42* 1

母亲信任 .82** .43* 1

母亲亲近 .81** .25** .42** 1

父亲信任 .34** .82** .48** .15* 1

父亲亲近 .33** .79** .20** .26** .28 1

认知重评 .04 -.10 .06 .04 .06 .10 1

表达抑制 .15* -.05 .12 .16** -.02 .06 .68** 1

亲社会总分 .16** .04 .18** .10 .07 .01 .51** .47** 1

公开的 .06 -.08 .12 -.02 -.05 -.09 .40** .37** .76** 1

匿名的 .14* .05 .13* .10 .06 .01 .43** .37** .83** .55** 1

情绪性的 .17** .02 .19** .11 .02 .01 .49** .43** .85** .53** .63** 1

利他的 .18** .07 .18** .14* .13* -.03 .38** .42** .86** .53** .66** .70** 1

依从的 .12 .09 .15* .05 .11 .03 .38** .39** .88** .55** .59** .66** .70** 1

紧急的 .12 .05 .10 .07 .07 .07 .38** .33** .75** .58** .56** .59** .56** .58** 1

(1=母亲依恋，2=父亲依恋，3=母亲信任，4=母亲亲近，5=父亲信任，6=父亲亲近，7=认知重评，8=表达抑制，

9=亲社会总分，10=公开的，11=匿名的，12=情绪性的，13=利他的，14=依从的，15=紧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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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情绪调节策略在亲自依恋与亲社会行为之间的中介模型检验

根据三个变量各维度相关矩阵的分析，发现母亲亲子依恋和母亲亲近都和

表达抑制策略有显著正相关；亲子依恋与亲社会行为的部分维度上存在相关关

系。情绪调节策略在亲子依恋与亲社会行为的关系中是否起到如假设中所说的

中介作用，在接下来的分析中我们将对表达抑制策略中介作用进行检验。结果

见表 8。

表 8 表达抑制策略的中介模型检验

注：自变量为母亲亲子依恋总分，中介变量为表达抑制策略

（1）母亲亲子依恋总分与亲社会行为总分之间关系的研究中发现，直接效应

p=.09>0.05，直接效应不显著，间接效应 p=.01<0.05，间接效应的作用显著，表达

抑制策略在其中是完全中介的作用，表明亲子依恋不会对亲社会行为产生直接的影

响，在母亲亲子依恋总分与亲社会行为的关系中，表达抑制策略起到中介的作

用。

因变量

效应检验

亲社会行为 匿名性 情绪性 利他性

总效应

效应值 .53 .11 .11 .13

SE .21 .05 .04 .05

p .01 .03 .03 .01

95%置信

区间

上限 .12 .01 .02 .03

下限 .94 .21 .20 .21

直接效应

效应值 .31 .07 .07 .09

SE .19 .05 .04 .04

p .09 .14 .08 .04

95%置信

区间

上限 -.06 -.02 -.01 .00

下限 .68 .16 .15 .17

间接效应

效应值 .22 .04 .04 .04

SE .10 . 02 . 01 . 01

p .01 .03 .01 .00

95%置信

区间

上限 .02 .01 .00 .00

下限 .42 .02 .08 .08

Kappap

平方检验

效应值 .07 .05 .03 .06

SE .03 .03 .02 .03

p

95%置信

区间

上限 .01 .01 .01 .01

下限 .13 .11 .11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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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以匿名性为因变量，中介变量依然为表达抑制策略，自变量为母亲亲子依恋总

分，得到了同样的完全中介的模型。直接效应 p=.14>0.05,在 95%的置信区间内， 直

接效应不显著，而间接效应 p=.03<0.05，间接效应显著。说明了表达抑制策略在母

亲亲子依恋与匿名性的亲社会行为之间的中介作用成立。

（3）以情绪性为因变量，自变量和中介变量与之前相同。中介模型检验的结果显示，

直接效应 p=.08>0.05,在 95%的置信区间内，直接效应不显著，而间接效应

p=.01<=0.01，间接效应显著。证实了亲子依恋与情绪性的亲社会行为之间的作用主

要是通过表达抑制策略来实现的。

（4）对第四个因变量利他性进行分析，直接效应 p=.04<.05,在 95%的置信区间内，

直接效应显著，间接效应 p=.00<0.001，间接效应在 95%的置信区间内显著。

（5）以母亲亲近维度为自变量，利他性的亲社会行为为因变量，表达抑制策略为中

介变量，进行中介模型的检验，发现直接效应 p=.22>0.05,直接效应不显著，而间接

效应 p=.03<0.05，间接效应显著，表明母亲亲近对利他性亲社会行为的影响是通过

表达抑制策略实现的，在此关系中表达抑制策略起到完全中介作用。具体结果见表 9。

表 9 表达抑制的中介效应检验结果

效应值 SE p
95 % 置信区间

上限 下限

总效应 .17 .08 .01 .02 .33

直接效应 .09 .08 .22 -.06 .24

间接效应 .08 . 03 .03 .02 .15

Kappap 平方检验 .07 .03 .02 .12

Sobel Z 值 .08 .04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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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讨论

本文通过对小学中、高年级的亲子依恋、情绪调节策略亲社会行为测量与探索，

发现这三个变量在年级上的差异是不显著的，然而对这三个变量的各个维度的相关

性进行相关矩阵分析，可得出母亲依恋与父亲依恋存在正相关关系；认知重评策略

与表达抑制策略也呈现出正向的相关；亲社会行为的各个维度之间同样呈现出正向

的相关关系。情绪调节策略（认知重评策略与表达抑制策略）两个维度与亲社会行

为每个维度都存在正向相关关系。

母亲亲子依恋总分与表达抑制策略、亲社会行为总分、匿名的亲社会行为、情

绪性的亲社会行为和利他亲社会行为存在显著相关；母亲信任维度与亲社会行为总

分、匿名的亲社会行为、情绪性的亲社会行为、利他亲社会行为和依从亲社会行为

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母亲亲近维度与表达抑制策略、利他性的亲社会行为存在正

相关；父亲只有亲近维度与利他的亲社会行为存在正相关；通过中介模型的检验发

现，表达抑制策略在母亲亲子依恋与亲社会行为之间起到中介的作用，详细的中介

模型见数据分析。

4.1 亲子依恋与情绪调节策略

本研究发现亲子依恋与情绪调节能力的关系是：母亲亲子依恋总分与表达抑制

策略有显著正相关；母亲亲近与表达抑制策略显著正相关；母亲信任与情绪表达抑

制无关；相对应关于父亲亲子依恋总分及父亲信任、父亲亲近都与情绪调节策略无

关。

亲子依恋与情绪调节策略之间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6][8][10]，与前人的研究得到了

相一致的结果。但本研究发现个体在使用具体策略时亲子依恋显著的正向预测亲社

会行为，而并非其他研究中发现的亲子依恋正向预测认知重评而负向预测表达一致

策略。在黄靖婷关于初中生攻击性行为的相关研究中发现[28]，父、母亲的亲子依恋

与情绪的认知重评策略呈现显著的正相关，而与表达抑制策略呈现显著的负相关。

与该项研究得到不一致的结果主要考虑到被试群体的选择，本研究选取的被试是小

学生，该年龄阶段的学生情绪问题呈现倒 U型曲线，小学高年级学生的自我意识得

到了明显的发展，对自己的心理问题有了更一步的认识，情绪问题将进一步增加[70]。

根据桑标等人关于情绪调节策略的选择上看到，低情绪刺激的情况下，个体选择认

知重评策略（重新理解），而在高情绪的刺激下，个体选择消极注意转移策略[55]。高

年级小学生的面临诸多的情绪问题，虽然认知能力得到进一步的提高，但这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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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他们来说还是属于较高的情绪刺激，因此他们将会进一步选择消极的情绪策略，

这里即表达抑制策略。关于亲子依恋与心理资本之间的关系中研究发现[8]，良好的亲

子依恋的个体通常拥有更加有效的情绪管理，面对失去时的感受性较低，在一般情

绪状态下，将会比非安全性的亲子依恋个体会感受较低的情绪刺激，这是否说明安

全型的亲子依恋个体将会采用认知重评，答案是否定的，亲子依恋较好的儿童比亲

子依恋不良儿童的感受性相对较低，但对于他们本人来说，还是属于高刺激性的情

绪体验。

在父、母亲的维度上，母亲亲子依恋与表达抑制存在相关，而父亲亲子依恋与

表达抑制无关。留守儿童的相关研究中发现，农村留守儿童亲子依恋与表达抑制不

存在相关，而认知重评与亲子依恋存在相关。城市儿童亲子依恋一些维度与认知重

评、表达抑制存在相关。并且发现安全型依恋维度与表达抑制负相关，不安全型依

恋表现为正相关[71]。另外父亲依恋特征中的疏离和信任以及母亲依恋中的信任可以

预测视障青少年的先行情绪调节策略（认知重评）,父亲依恋特征中的疏离和信任以

及母亲依恋中的疏离可以预测视障青少年的后行情绪调节策略（表达抑制）[72]，该

研究的结果与本研究的结果不一致，本研究的被试是小学生，而发现认知重评与亲

子依恋的主要采用中学生作为被试，其次依恋问卷选择时的维度也不同，本研究的

维度都是安全型的维度而其他则有非安全型的维度；最后被试的主体特征不同，本

研究采用的并不全是留守儿童，而在留守儿童研究中则将留守儿童与非留守儿童分

开来讨论。

4.2 情绪调节策略与亲社会行为

本研究的结果显示情绪调节策略与亲社会行为之间各维度之间存在显著的正向

相关。在关于小学低年级的亲社会行为研究中发现[64]，情绪调节策略的使用可以很

好的预测情绪行为。本研究得到了一定程度上的实证支持。另外在高中生关于亲社

会行为的研究中也得到了类似的结果，情绪调节策略对亲社会行为之间存在相关的

关系，不一致性在于高中生的认知重评策略与匿名的、利他的、依从的、情绪性的、

紧急的这五个因子相关，而与公开性无关；而表达抑制策略则仅与匿名的亲社会行

为有关[9]。关于产生不一致的原因，需要考虑小学生自身社会化的特点，小学中、高

年级，大部分儿童处于“好孩子”的道德定向阶段[3]，这一阶段的特征是孩子们急需的

向他人展示自己，因此这时候的公开性、依从性的特点就显现出来了，因此该阶段

的小学生无论运用何种情绪调节策略，都必然会导致公开性和依从性的亲社会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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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发现认知重评策略和表达抑制策略并没有发现统计学上的差异，说明认知重

评与表达抑制策略皆为小学生常用的情绪调节方法，情绪性的和紧急的亲社会行为

与表达抑制产生相关，由于小学生可以认识别人的情绪和抑制自己情绪的表达，使

得这两种亲社会行为顺利发生。

4.3 亲子依恋与亲社会行为

根据依恋理论，Nickerson & Nagle认为儿童心理健康的关键是与父母形成良好的

依恋关系，对人际关系有显著的影响。根据马斯洛和米特尔制定的个体心理健康十

条标准，心理健康的人需要保持良好的人际关系，而亲社会行为是良好人际关系中

产生一种适应社会规范的结果。因此，亲子依恋将会预测亲社会行为。在本研究的

实验结果中，母亲亲子依恋与亲社会行为有极其显著的相关，母亲亲子依恋在匿名

的、情绪性的、利他的亲社会行为之间存在显著的线性关系，而在公开的、依从的、

紧急性的亲社会行为不存在显著的线性相关，母亲信任在匿名的、情绪性的、依从

的以及利他的亲社会行为不存在显著性的差异，母亲亲近只与利他的亲社会行为存

在相关；父亲信任与利他性的亲社会行为相关，总的来说，亲子依恋将会预测亲社

会行为，并且得到了理论的支持。

本研究中对亲社会行为的研究结果发现，母亲依恋比父亲依恋对亲社会行为影响

更大。在关于小学生亲子依恋与心理健康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62]，对于利他行为的

预测作用，母亲亲子依恋的作用大于父亲亲子依恋，这一研究结论在本实验结果中

得到了证实，母亲的亲子依恋程度相较与父亲亲子依恋来说对亲社会行为有更好的

预测作用。

然而 2014年的一篇关于留守儿童的研究中发现，父母与儿童之间的依恋关系对

亲社会行为产生一定的影响，但是就影响程度来说，父亲依恋产生对亲社会行为的

影响大于母亲[10]，与本研究产生了不一致的结果。可能的原因有：

被试的选择上，本研究选取的是全体儿童，包括留守与非留守，父亲或母亲处于

缺位与不缺位的都存在，而先前的研究主要是选取的留守儿童，父亲或母亲或双方

处于缺位状态。父母的缺位对儿童的心理有很重要的影响，将会表现出与正常儿童

不一样的特点。

被试的年龄段，小学中、高年级，根据埃里克森的理论，学生的主要任务是获得

勤奋感和避免自卑感，通过学校的学习实现这一目标，与父、母亲之间的关系由于

学校生活而有下降的趋势，然很多家庭中关于学生作业的辅导主要来源于母亲，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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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年级的小学生和初中生，小学生与中学生的主要任务发生了区别，中学生主要任

务是获得自我的同一性，熟悉自身，获得忠诚的品质，这是一场关于自己内在自信

的意识，一些关于自我同一性与亲子依恋的研究中发现，父亲的信任对同一性的意

识投入和意识探索有极其显著的作用，母亲信任可以预测自我同一性的人际投入，

父亲代表着忠诚的品质，为了实现同一性的问题，获得忠诚，父亲依恋的重要性将

显得十分重要[73]。因此，在该研究中父亲亲子依恋发挥的作用要高于母亲；

测验工具上，本研究采用的测量工具的两个维度分别是：亲近和信任，并没有测不

安全的类型，而留守儿童的测量集中于亲子依恋三个维度进行。关于亲子依恋的维

度与亲社会行为的各维度之间的相关性的差异，与冯春莹等人的研究有一定的差异。

在亲子依恋总分上与亲社会行为上存在相关，与冯春莹等人的研究相同[38]；而在各

维度上，冯春莹等人的研究中发现母亲依恋、父亲依恋与亲社会行为的各维度之间

存在相关，而本研究则不同本研究发现亲子依恋不会影响公开的、依从的以及紧急

性的亲社会行为。这两个研究存在的差异亲子依恋测量的维度不同，本研究并没有

测量亲子依恋不良的维度，用量表的得分高低来代表依恋关系的亲密程度，而冯春

莹等人则将安全与非安全的维度都进行测量[33]。小学中、高年级，儿童处于“好孩子”

的道德定向阶段，公开的和依从的亲社会行为是该阶段儿童主要的特点[3]。依据影响

亲社会行为的因素，情况的紧急性是影响亲社会行为的重要因素[74]，因此亲子依恋

对紧急性的亲社会行为不存在相关也是可以解释的。

综上可知，亲子依恋对亲社会行为之间的关系时，要考虑到儿童的年龄阶段的影

响。

4.4 中介模型的检验分析

本研究发现，亲子依恋与亲社会行为之间，情绪调节策略存在或完全或部分中

介作用，证实了研究的猜想。情绪调节的表达抑制策略在母亲依恋与亲社会行为分

起完全中介的作用。在具体维度上，表达抑制策略在母亲亲子依恋与匿名性、情绪

性的亲社会行为之间起到完全中介的作用，而在母亲亲子依恋与利他性的亲社会行

为起部分中介的作用。表达抑制策略在母亲亲近与利他性的亲社会行为起到完全中

介的作用。

正如 2004年 Nickerson & Nagle在研究中所提到的一样，亲子依恋的安全和温暖

至关重要，父母的良好关系将有助于个体身心健康。前面的分析中提到关于亲子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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恋与亲社会行为之间存在积极的预测关系[6][8][10][28]，良好的亲子关系将会促进情绪调

节策略的发生[6][8][10]，这里主要是表达抑制策略（认知重评策略运用的较少），表达

抑制策略的使用将产生更多的亲社会行为。良好的亲子依恋可以提高儿童的心理资

本，根据 Kahnemen中枢理论的观点，认知资源的容量是有限的，提高心理资本，相

应的也提高儿童的认知容量，儿童将可以把更多的资源分配在自己所需要的地方。

情绪的唤醒程度将影响资源的分配，同时亲子依恋是影响情绪调节的重要因素，

因此当儿童将情绪调节在最好状态时，面对需要产生亲社会行为的情境时，儿童将

会有更多的能力和资源去产生相对应的行为。这样一个能量分配的关系将更好的解

释三者的内在关系，关于亲社会行为与亲子依恋之间受否存在直接的联系，王艳辉

等人发现两者之间存在有调节的中介模型，心理资本的完全中介作用[8]，为本研究发

现母亲亲子依恋与亲社会行为之间的关系提供了佐证。

母亲亲子依恋与利他性亲社会行为的关系，表达抑制的起部分中介作用。利他

顾名思义就是帮助别人不求回报的行为，相比于其他的亲社会行为是一种最无私的

状态。利他性则需要更多的资源产生这一行为，显然情绪调节的表达抑制能力不足

以实现这种结果，这就需要良好的亲子依恋提供能量的支持，两者共同发挥作用，

使得利他行为顺利完成。利他偏好的研究中发现情感特征在母亲情感温暖与利他性

的亲社会行为之间起到了部分中介的作用，得到与本研究相类似的实验结果[75]。

总的来说，亲子依恋、情绪调节策略对亲社会行为产生积极的预测作用，且情

绪调节策略起中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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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研究结论及建议

5.1研究结论

（1）亲子依恋总分、情绪调节策略、亲社会行为在年级上并没有显著差异；

（2）母亲亲子依恋与学生的表达抑制策略呈显著正相关，并且母亲亲近维度

与表达抑制策略呈显著正相关；

（3）亲子依恋与亲社会行为倾向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母亲亲子依恋与孩子

在亲社会行为的匿名性、情绪性、利他的多个维度上存在显著正相关，母亲亲近与

利他性存在显著正相关；

（4）情绪调节策略与亲社会行为倾向各维度之间均存在显著的正向相关关

系；

（5）中介效应检验表明，表达抑制策略在母亲亲子依恋与亲社会行为的关系

中起中介作用；在母亲亲近与利他性的关系中，表达抑制策略也起中介作用。

5.2 对策与建议

（1）父母与儿童建立需良好的依恋关系。良好的依恋有助于儿童情绪调节策略的使

用以及亲社会行为的产生。在建立依恋是特别要建立与儿童之间的信任感，这样对

儿童其他能力发展有更加积极的作用。

（2）情绪调节策略与亲社会行为之间存在各维度的正向相关，因此在儿童的教育过

程中要注重对情绪调节策略的培养，这样会促进亲社会行为的快速发展。

（3）儿童表达抑制能力的发展依赖与母亲的依恋有显著的关系，因此在生活中良好

依恋关系的母亲，要加强对小学儿童情绪表达抑制能力的培养和训练；但关于认知

重评策略的培养也许并小学儿童重点学习的情绪调节策略。

（4）在亲社会行为的培养中，不仅要加强儿童与父母关系的建立，也要注重儿童自

身的发展。注重家庭与个体产生的联动机制。

（5）加强父亲在亲子关系中的重要性。亲子依恋的相关数据中，发现父亲的作用显

著的小于母亲产生的作用，造成这一原因的可能是父亲功能的缺失，因此，在儿童

今后的教育中要加强父亲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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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亲社会行为倾向测量量表

亲爱的同学：你好!欢迎参加山西大学教科院的调查研究。本次调查仅为研究用，

不会提供给任何一个老师和家长，也不会让其他人看到，我们将替你严格保密，此

外。它可以帮助你加深对自己的了解。你所选的答案没有对错之分，请根据自己的

情况真实地回答下列问题，你真实的回答对我们的科学研究非常重要。谢谢你的合

作!

你的出生日期： 你的年级：

非 常

不 像

我

有 点

不 像

我

不

清

楚

有

点

像

我

非

常

像

我

1.有人在场时，我会竭尽全力帮助别人 1 2 3 4 5

2.当我能帮助一个情绪不好的人时，我感觉非常的

好

3.当被人请我帮忙时，我很少拒绝

4.有人围观的情况下，我更愿意帮助别人

5.我喜欢帮助那些真正遇到麻烦或急需帮助的人

6.在很多公共场合我更愿意帮助别人

7.当别人请我帮忙时，我会毫不犹豫的帮助他们

8，我更愿意在匿名的情况下捐款

9.我倾向于帮助那些严重受伤或患病的人

10.我捐钱捐物不是为了从中有所收获

11.别人求我帮助他们时，我会很快放下手头的事

去帮助他

12. 我倾向于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而不留名

13. 我倾向于帮助别人，尤其是当对方情绪波动的

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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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当有人看着的情况下我会竭尽所能帮助他人

15.当别人处境困难时，我会很自然的为他们提供

帮助

16.在大多数情况下，我帮助他人不留名

17.我帮助别人，付出时间和精力，不是为了获得

更多的回报

18.我在他人激动的情况下更有可能尽力帮助他们

19.当别人要求我帮助他们时，我从不拖延

20.我认为在当事人不知道的情况下给予帮助是最

好的

21在我的情绪受到触动时，我更想去帮助需要帮

助的人

22.我经常在别人不知道的情况下捐助，这样让我

感觉很好

23.我帮助别人不是为了将来他们对我有相应的回

报

24.当别人提出要我帮忙时，我会尽我所能的帮助

他们

25.我经常帮助别人，即使从中得不到任何好处

26.当别人心情不好时，我常常帮助他们

情绪调节量表

亲爱的同学：你好!欢迎参加山西大学教科院的调查研究。本次调查仅为研究用，

不会提供给任何一个老师和家长，也不会让其他人看到，我们将替你严格保密，此

外。它可以帮助你加深对自己的了解。你所选的答案没有对错之分，请根据自己的

情况真实地回答下列问题，你真实的回答对我们的科学研究非常重要。谢谢你的合

作!请在符合你的真实情况框中打“√”，答案没有对错。

极

不

很

不

较

不

中

间

较符

合

很符

合

极符

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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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

合

符

合

符

合

状

态

1.当我想让自己感受到更多积极情绪时

(比如高兴或愉快),我改变我的想法

1 2 3 4 5 6 7

2.我会控制自己的情绪

3.当我想让自己感受到更少消极情绪时

(如悲伤或愤怒),我改变我的想法

4.当我正处于积极的情绪时,我很小心的

不让情绪表露出来

5.当我面对压力情景时,我使用有助于保

持平静的方式来思考问题

6.我控制自己的情绪的方式是不表达出

7.当我想让自己感受到更多积极情绪时,

我改变自己对处境的考虑方式

8.我通过改变自己对处境的考虑方式来

控制我的情绪

9.当我正感受到消极情绪的时候,我确保

不表露它们

10.当我想减少消极的情绪体验的时候,.

我改变自己对处境的考虑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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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子依恋问卷

请认真阅读下面的句子，看看在每道题的两句话中，哪一句最符台你的情况，

要么是第一句，要么是第二句，然后对这句话是“完全符合”你的情况，还是“有点儿

符合”你的情况，做出选择，在相应的数字上打“√”，答案没有对错。为了保证科学

研究的准确性，请如实填写。凭着第一感觉做就可以，不需要思考。

1、我伤心的时候去找妈妈

（1）完全符合

（2）有点符合

或

者

我伤心的时候不去找妈妈

（3）完全符合

（4）有点符合

2、我认为妈妈没有认真听我讲话

（1）完全符合

（2）有点符合

或

者

我认为妈妈总是认真听我讲话

（3）完全符合

（4）有点符合

3、我担心妈妈不是真的爱我

（1）完全符合

（2）有点符合

或

者

我相信妈妈是真的爱我

（3）完全符合

（4）有点符合

4、我不想把真实的想法告诉妈妈

（1）完全符合

（2）有点符合

或

者

我想把真实的想法告诉妈妈

（3）完全符合

（4）有点符合

5、我发现需要帮助时，很难指望妈妈

（1）完全符合

（2）有点符合

或

者

我发现需要帮助时，可以找妈妈帮忙

（3）完全符合

（4）有点符合

6、我觉得妈妈真正了解我

（1）完全符合

（2）有点符合

或

者

我觉得妈妈并不真正了解我

（3）完全符合

（4）有点符合

7、我不太信任妈妈

（1）完全符合

（2）有点符合

或

者

我信任妈妈

（3）完全符合

（4）有点符合

8、高兴的事情向妈妈说不说都一样

（1）完全符合

（2）有点符合

或

者

高兴的事情告诉妈妈是很重要的

（3）完全符合

（4）有点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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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当妈妈在身边时，我感觉很好

（1）完全符合

（2）有点符合

或

者

当妈妈在身边时，我感觉不自在

（3）完全符合

（4）有点符合

10、我担心当我需要妈妈时，妈妈不

在

（1）完全符合

（2）有点符合

或

者

我确信当我需要妈妈时，妈妈就会在场

（1）完全符合

（2）有点符合

11、我希望和妈妈更亲密一些

（1）完全符合

（2）有点符合

或

者

我对日前和妈妈的关系状况感到满意

（3）完全符合

（4）有点符合

12、我在做事情时希望有妈妈帮忙

（1）完全符合

（2）有点符合

或

者

我在做事情时，希望妈妈让我独立做

（3）完全符合

（4）有点符合

13、我担心妈妈有一天会丢下我不管

（1）完全符合

（2）有点符合

或

者

我确信妈妈不会丢下我不管

（3）完全符合

（4）有点符合

14、我认为妈妈花了足够的时间跟我

在一起

（1）完全符合

（2）有点符合

或

者

我认为妈妈没有花足够的时间跟我在

一起

（3）完全符合

（4）有点符合

15、我希望妈妈再多给我一些帮助

（1）完全符合

（2）有点符合

或

者

我认为妈妈的帮助已经足够了

（3）完全符合

（4）有点符合

1、我伤心的时候去找爸爸

（1）完全符合

（2）有点符合

或

者

我伤心的时候不去找爸爸

（3）完全符合

（4）有点符合

2、我认为爸爸没有认真听我讲话

（1）完全符合

（2）有点符合

或

者

我认为爸爸总是认真听我讲话

（3）完全符合

（4）有点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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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我担心爸爸不是真的爱我

（1）完全符合

（2）有点符合

或

者

我相信爸爸是真的爱我

（3）完全符合

（4）有点符合

4、我不想把真实的想法告诉爸爸

（1）完全符合

（2）有点符合

或

者

我想把真实的想法告诉爸爸

（3）完全符合

（4）有点符合

5、我发现需要帮助时，很难指望爸爸

（1）完全符合

（2）有点符合

或

者

我发现需要帮助时，可以找爸爸帮忙

（3）完全符合

（4）有点符合

6、我觉得爸爸真正了解我

（1）完全符合

（2）有点符合

或

者

我觉得爸爸并不真正了解我

（3）完全符合

（4）有点符合

7、我不太信任爸爸

（1）完全符合

（2）有点符合

或

者

我信任爸爸

（3）完全符合

（4）有点符合

8、高兴的事情向爸爸说不说都一样

（1）完全符合

（2）有点符合

或

者

高兴的事情告诉爸爸是很重要的

（3）完全符合

（4）有点符合

9、当爸爸在身边时，我感觉很好

（1）完全符合

（2）有点符合

或

者

当爸爸在身边时，我感觉不自在

（3）完全符合

（4）有点符合

10、我担心当我需要爸爸时，爸爸不

在

（1）完全符合

（2）有点符合

或

者

我确信当我需要爸爸时，爸爸就会在场

（1）完全符合

（2）有点符合

11、我希望和爸爸更亲密一些

（1）完全符合

（2）有点符合

或

者

我对日前和爸爸的关系状况感到满意

（3）完全符合

（4）有点符合

12、我在做事情时希望有爸爸帮忙

（1）完全符合

或

者

我在做事情时，希望爸爸让我独立做

（3）完全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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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有点符合 （4）有点符合

13、我担心爸爸有一天会丢下我不管

（1）完全符合

（2）有点符合

或

者

我确信爸爸不会丢下我不管

（3）完全符合

（4）有点符合

14、我认为爸爸花了足够的时间跟我

在一起

（1）完全符合

（2）有点符合

或

者

我认为爸爸没有花足够的时间跟我在

一起

（3）完全符合

（4）有点符合

15、我希望爸爸再多给我一些帮助

（1）完全符合

（2）有点符合

或

者

我认为爸爸的帮助已经足够了

（3）完全符合

（4）有点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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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谢

研究生的生活即将结束，对于一个跨专业的学生来说，我学习到了相对专业的

心理学知识；对于一名小学老师来说，我通过心理学的知识更好的了解自己的学生

和辅导学生，心理学的学习让我受益匪浅。

由于我所读的是心理健康教育的非全日制研究生，我们开课经常在寒暑假。即

使在假期老师们仍然以他们最饱满的热情去给我们上课，我了解到了心理学的主流

思想，主要的理论派别，比如精神分析、认知心理学、人本主义等等，在这里我看

到了心理学对个体各阶段的发展理论的研究，更揭开了心理咨询神秘的面纱，不断

的促使我更加幸福的生活，因此，在这里我要感谢我的每一位老师。其次，我要感

谢我的同学，他们在知识和生活方面都给予了我最大的鼓励和支持。最后，我要感

谢心理健康教育这个专业，将心理健康与教育结合起来，不仅有助于自己的心理健

康的调整，也让我学会了更好地去帮助别人。

我最感谢的老师是我的指导老师孙雅峰老师，在我的论文撰写中给予我细心的

指导和鼓励，她以自己严肃的科学态度，严谨的治学精神，开放的教育思维，深深

地感染着我，激励着我像她一样做一名合格的人民教师。

同时，在论文写作过程我要感谢所引用参考文献的各位学者们，如果没有你们

的研究成果，我也不会找到自己感兴趣的问题，也不能圆满的完成这篇文章的撰写。

文章的最后，我想要对我的老师和同学们说一句，愿大家以后生活美满、工作顺利、

前程似锦。也祝愿我们的学校人才辈出，桃李满天下。

王艳平

2018.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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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①个人简况：姓 名：王艳平 性 别：女

籍 贯：山西太原娄烦 出生日期：1985年 5月

简 历：

2010年 9月— 2014年 7月 就职于山西省太原市迎泽区王家峰小学 教师

2014年 9月— 2017年 7月 就读于山西大学教育科学学院 心理健康教育 硕士

②联系方式：E-mail: 1458005356@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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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 诺 书

本人郑重声明：所呈交的学位论文，是在导师指导下独立完成的，

学位论文的知识产权属于山西大学。如果今后以其他单位名义发表与在

读期间学位论文相关的内容，将承担法律责任。除文中已经注明引用的

文献资料外，本学位论文不包括任何其他个人或集体已经发表或撰写过

的成果。

作者签名：

20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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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位论文使用授权声明

本人完全了解山西大学有关保留、使用学位论文的规定，即：学校

有权保留并向国家有关机关或机构送交论文的复印件和电子文档，允许

论文被查阅和借阅，可以采用影印、缩印或扫描等手段保存、汇编学位

论文。同意山西大学可以用不同方式在不同媒体上发表、传播论文的全

部或部分内容。

保密的学位论文在解密后遵守此协议。

作者签名：

导师签名：

2018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