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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文 摘 要

高中阶段是人生中的关键时期，在这一阶段，高中生开始为步入社会、成为

社会人做初期准备。问题行为作为被他人较直观注意到的一种现象，受到学校、

家庭、社会广泛关注，其中对问题行为影响因素的研究取得了较大的进展，进一

步概括起来可以分为社会因素和个人因素。家庭是个体生存的社会微系统，父母

作为家庭的核心成员，高中生的重要他人，对他们具有广泛而深远的影响。自我

分化和安全感在个人因素中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自我分化是衡量个体发展的重

要指标，也是高中生成长中的一项关键任务；安全感是个体重要的内心体验，也

是衡量个体心理健康的基础指标。本研究在分析高中生父母冲突感知与问题行为

的关系上，深入探讨父母冲突感知对问题行为的作用机制，以及自我分化和安全

感在路径中的作用。旨在为高中生问题行为方面的研究提供更多的资料，一定程

度上丰富国内该领域的研究。

本研究采用问卷调查法，通过方便取样，在山西省长治市潞城区选取一所高

级中学，以班级为单位整群抽样。共发放问卷 513份，回收有效问卷数 494份，

回收率为 96.3%。得出结论：

（1）高中生问题行为总分在性别上不存在差异，但是在违纪和退缩的分维

度上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问题行为总分在居住地上不存在差异，其分维度违纪

在城镇和农村上存在显著的差异。

（2）高中生父母冲突感知对其问题行为具有直接的正向预测作用，即父母

冲突感知越强，问题行为越严重。父母冲突感知还通过自我分化和安全感间接影

响问题行为，其中包括三种影响路径：自我分化在父母冲突感知和问题行为之间

的单独中介效应，安全感在父母冲突感知和问题行为之间的单独中介效应，自我

分化和安全感在父母冲突感知和问题行为之间的链式中介效应。

因此，为了减少高中生问题行为，可以考虑从以下两方面入手：一方面注重

提升高中生重要他人，尤其是父母的责任意识，尽可能的帮助父母建立平和有效

的冲突解决模式；另一方面加强对高中生心理指导，提高自我分化能力和自我心

理调适能力。

关键词：问题行为；父母冲突感知；自我分化；安全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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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high school stage is the key period in life, in this stage, the high

school student begins to make the initial preparation for entering the

society and becoming the social person. Problem behavior, as a

phenomenon noticed by others more intuitively, is widely concerned by

school, family and society, among which the research on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problem behavior has achieved great results, which can be

further summarized into social factors and personal factors. The family is

the social microsystem of individual survival, and parents, as the core

members of the family, are also important others of high school students,

and have a wide and far-reaching impact on them.

In this study, a high school was selected in Lucheng District, Changzhi

City, Shanxi Province by means of questionnaire survey, and the class

was taken as the unit cluster sampling. A total of 513 questionnaires were

distributed, and the number of valid questionnaires recovered was 494,

and the recovery rate was 96.3%. The self-assessment scale of adolescent

behavior, parental conflict children's perception scale, safety sense scale

and self-differentiation scale were used as measuring tools. Conclusion:

(1) There is no gender difference in the overall problem behavior of

high school students, but there is a significant gender difference in the

sub-dimension of their violation of discipline and withdrawal; there is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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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fference in the whole problem behavior in the place of residence, and

there a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the urban and rural areas in the

sub-dimension violation of discipline.

(2) Parental conflict perception in high school students has a direct

positive predictive effect on their problem behavior, that is, the stronger

the parental conflict perception, the more serious the problem behavior.

parental conflict perception also indirectly affects problem behavior

through self-differentiation and security. these include three influence

pathways: the separate mediating effect of self-differentiation between

parental conflict perception and problem behavior, the separate mediating

effect of security between parental conflict perception and problem

behavior, and the chain mediating effect of self-differentiation and

security between parental conflict perception and problem behavior.

Therefore, in order to reduce the problem behavior of high school

students, we can consider the following two aspects: on the one hand, we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raising the sense of responsibility of important

others in high school students, especially parents, and help parents to

establish a peaceful and effective conflict resolution model as far as

possible; on the other hand, we should strengthen the psychological

guidance to high school students and improve the ability of

self-differentiation and self-psychological adjust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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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y words: problem behavior; parental conflict perception;

self-differentiation; secur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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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近年来高中生的问题行为受到社会各界人士的广泛关注。按照霍尔的观点，

个体步入青少年期，便进入了一个急风暴雨的时期，注定要经历动荡与冲突的过

程[1]，问题行为也较其他阶段而言更为突出。在高中阶段，人们开始从青春期向

成人初期过渡，高中生开始思考自己今后的职业方向，初步着手生涯规划，探索

并定位自己的社会角色，如果这些问题得不到及时的、妥善的处理，很可能导致

青少年问题行为的产生。这些事情都将围绕自我展开，因此自我的发展与其问题

行为有密切的关系，而自我分化是判断个体自我发展的标准之一。同时，高中阶

段，青少年产生了一定的成人感，自我评价能力的不断提高，预示着高中生对于

自己和自己与周围人、事物关系的认识也随之提高，自我意识开始向独立成熟的

方向发展，从初中时期的相对依赖开始向高中时期的相对独立过渡。他们不仅开

始思考自己的发展方向，同时也探索自己与重要他人，尤其是父母之间的关系，

他们渴望脱离父母的“掌控”成为独立的个体，同时又难免会“卷入”到父母之间的

冲突中，产生偏执型情绪和问题性行为。在这个过程中高中生的心理会变得更加

敏感，需要足够的安全感帮助自己顺利的度过这个特殊的阶段。

因此，研究高中生问题行为便不能忽视其对父母冲突的感知，如何在高中这

个关键期处理好自己与父母之间的关系，提高自身安全感和自我分化能力，把握

过度独立与过度卷入之间的分寸，以减少和避免高中生的问题性行为，是这个阶

段高中生与其父母面临的共同问题。

关于高中生问题行为的研究同样发现，高中生群体情绪具有不稳定性，容易

冲动，其饮酒、过度上网等问题行为屡见不鲜[2]，如果这些问题行为没有得到很

好的解决，将会严重阻碍个体将来身心方面的健康发展。研究表明，家庭氛围、

管教方式、家庭经济条件等因素都会对高中生的问题行为产生影响，早期父母冲

突的感知不仅影响高中生在同伴关系中的角色和定位，同时也影响高中生的内外

化问题行为[3]。在家庭系统中，除了以上客观的条件影响问题行为外，还应考虑

高中生的主观心理发展对问题行为的影响，自我分化是个体发展到一定阶段，用

来合理的区分自我与他人关系的标准，也可以说自我分化是判断个体心理成熟独

立的指标之一；安全感是个体的主观心理体验，作为马斯洛需要层次理论中仅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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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生理需求的第二层需求，可见其在个体发展，尤其是个体心理发展层面的重要

性。自我分化是高中生心理成熟的指标；安全感是高中生心理健康的基础，个体

具有一定程度的安全感才会进而追求更高层次的需求。而有研究表明父母冲突感

知相较于家庭教养方式来说，是影响高中生自我分化和安全感更有力的变量。

因此，作为渴望成人感的高中生来说，他们能否在父母冲突感知中适度的保

持自我？能否做到有效地提高心理安全感？父母冲突感知，自我分化，安全感与

高中生问题行为存在什么样的关系？这是本研究讨论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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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文献综述

1.1高中生问题行为

1.1.1问题行为的概念及分类

问题行为的概念：关于问题行为，国内外在文字表达上有所区别，国外普遍

使用“危险行为”（risk behavior）一词，来表示问题行为，主要是指不健康的、

非建设性的、甚至对生命构成威胁的行为[4]。而国内的研究中基本使用“问题行

为”一词，指青少年由于个人生理上或心理上的困扰，形成异于常态，甚至阻碍

个体生活和发展的行为，多表现为适应不良行为。

问题行为的分类：根据问题行为的指向性不同，精神分析流派的代表人物弗

洛伊德（Freud）提出了死本能的概念，他认为，每个人的身上都有趋向死亡或

是毁灭的驱力，当死本能指向外界时，表现出来的就是我们常见的破坏，毁灭等

行为，当它指向躯体内部时，则会出现逃避，自伤等行为。因此问题行为可划分

为外向性问题行为，如：争吵，攻击等；内向性问题行为，如退缩，自杀等。根

据问题行为的不同表现形式，将其分为了情绪情感性问题，如焦虑，冷漠，狂躁

等；社会行为性问题，如：攻击，毁坏等；习惯性问题，如不自觉的揪自己的头

发，不断眨眼睛等。根据不同时期的发展重点，分为学习性问题，如课堂纪律性

问题，学习时注意力难以集中等；发展性问题，如出现睡眠困难和生长发育不良

等。本研究以精神分析流派弗洛伊德关于本能的观点为参考，主要集中于研究外

向性和内向性的问题行为。

1.1.2问题行为的测量

《Achenbach儿童行为量表》（Child Behavior Checklist，简称 CBCL），该

量表由 Achenbach和 Edelbrock编制，适用于父母评价 4-16岁儿童和青少年的社

会能力、情绪和行为问题。量表包含能力和问题两个子量表，能力部分包含七个

题目，问题部分包含九个维度[5]，分别为：焦虑/抑郁、退缩、躯体主诉、社会化

问题、思想问题、注意力问题、违规行为、攻击行为以及其他问题[6]。该问卷采

用三级评分，要求父母主要依据子女近半年的情况完成问卷填写。

《青少年行为自评量表》（the Youth Self-report，简称 YSR），由 Achenbach

编制，11-18岁青少年均可使用该量表进行测验，由青少年本人进行填写。该量

表除表达方式上改用第一人称之外，内容和结构上与家长版的 CBCL基本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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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表内容包括功能和问题两部分[7]，其中问题部分共 112个题目，因 56题包括 8

个分问题，故问卷项目总数为 119，由青少年评定自己最近六个月的情况。青少

年自评量表的每个问题条目分三级评分，0表示无此现象；1表示某些时候有此

现象；2表示经常出现或比较明显。量表得分越高，表示青少年具有行为问题的

可能性就越大。

本研究选用《青少年行为自评量表》，因侧重点在于高中生内外化的问题行

为，故而只采用问题部分中涉及内外化行为问题的维度，共 64个题目，分为 5

个维度，其中攻击行为和违纪行为属于外向性问题行为；退缩行为、焦虑/抑郁

以及躯体主诉属于内向性问题行为。

1.1.3问题行为的相关研究

国内外众多学者从不同的角度研究了问题行为的影响因素：如性格，气质[8]，

父母婚姻关系，负性情绪，同伴关系[9]，教养方式[10]，社会经济地位，父母工作

经历，体验到的社会支持程度，学校环境，自我价值，家庭风格或结构，个性特

点，学业成绩，重要他人对自己的期望，身体疾病，经历挫折性事件[11]等。这些

因素可进一步归纳为社会性因素和个体自身因素。

社会性因素。社会环境既包括网络媒体等线上环境，也包括社区、家庭、学

校等直接生活环境。网络媒体的影响随着传播手段的多样变得越来越广泛，例如

随着信息社会的发展，媒体影响实现了由报纸杂志到网络、电视以及短视频等的

转化，对高中生问题行为影响也越来越强烈。班杜拉社会学习理论认为，人们可

以通过简单地观察并模仿其他人的行为来塑造自身的行为，并通过不断的强化，

甚至可以形成内化的行为模式。网络媒体中充斥着大量暴力事件，小视频炫富等

行为，这些事件作为不良的“行为示范”因各类噱头而被高中生错误的认为这是

“时代潮流”，进而成为其争相模仿的对象，导致高中生问题行为不断被强化。另

外，社区作为微型社会，邻里环境也成为影响问题行为的一个重要方面[12]，该环

境能够有效的正向预测青少年的问题行为，邻居之间关系越混乱，社区秩序性越

低，青少年的问题行为越严重[13]。根据生态学理论的观点，认为个体在生存和发

展的过程中并非受单一因素的影响，而是多重环境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14]。除社

区环境、邻里关系等影响外，家庭环境中父母教养方式与问题行为是较为密切的

一方面，它是指在家庭教育中根据父母对孩子所持有的教育理念和培养观念而产

生的一种针对孩子较为稳定的行为模式。有研究表明，经常使用惩罚措施的家长，

其孩子的外向性问题行为越严重[15]，并且在性别上有明显差异，惩罚对男生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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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明显高于对女生的影响[16]。父母在教育孩子时，采用的语言暴力和肢体攻击频

率越高，孩子的内外化问题行为越严重[17]。此外，有研究表明，父母双方的教养

方式在对孩子的影响过程中发挥不同的作用[18]，父亲采取的积极教养方式可以有

效改善母亲不良教养方式带给孩子的消极影响[19]。在学校环境中，同伴关系是不

可忽视的一种因素，并且在青少年社会化的过程中发挥的作用更突出[20]。有研究

表明，同伴团体中整体问题行为与青少年个体的问题行为存在显著正相关[21]，青

少年所处同伴团体表现出越多的问题行为，青少年表现出的问题行为越多[22]。青

少年为了在同伴中寻求认同感，会有意识的模仿同伴不良行为，导致个体问题行

为的加重[23]。

个体因素。人格特质理论将个体按照不同的气质类型或特质进行了分类。希

波克拉底的气质理论认为，个体的身体中存在四种基本的体液，分别为血液、黄

胆汁、粘液、黑胆汁，每种体液都与不同的气质类型有关系，气质是个体先天的，

不容易改变的，指个体较为稳定的情绪和行为模式。希波克拉底根据体液在人体

的主导性将人的气质类型分为了多血质、胆汁质、黏液质、抑郁质。多血质的个

体行为稳定性强，且灵活；胆汁质的个体行为灵活，但是不稳定；黏液质的个体

行为稳定但不灵活；抑郁质的个体情绪多敏感，易哀愁。艾森克在人格特质理论

中提出三因素模型，分别为内外倾，神经质，精神质，并将两者结合起来形成了

四象限模型，如图 1。特质理论认为个体的行为表现与自身的气质类型具有相关

性，例如胆汁质的个体更容易表现出冲动，攻击等行为。问题行为和人格的相关

研究中同样发现，两者有密切的关系。有研究表明，内外倾与内外化的问题行为

存在高相关，内倾性的人更容易出现内向性的问题行为，外倾性的人更容易产生

外向性的问题行为[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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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艾森克人格类型维度

尽管目前已有不少学者关注高中生问题行为，但对本领域的研究更多的集中

在社会影响因素上，为了做到更全面的防范问题行为的发生以及有针对性的对已

存在问题行为进行控制，非常有必要对高中生问题行为的影响路径进行探讨。本

研究拟考察父母冲突感知对高中生问题行为的影响，并考察更为详细的路径影响

变量。

1.2高中生父母冲突感知

1.2.1父母冲突感知

父母冲突是指父母亲之间由于意见不统一或其他因素而表现出的言语或身

体的争执与攻击，具体可以通过冲突发生的频率、内容及冲突解决的方式等几个

方面来具体界定[25]。父母冲突作为一种特殊的人际关系冲突，仅存在于家庭关系

中，父亲与母亲之间。

父母冲突感知是指家庭关系中，子女对父母之间冲突关系的感知觉，主要包

括两方面，一方面是客观上存在的父母之间的冲突，包括冲突发生的频率，每次

冲突的强度和内容，以及父母为缓解和解决冲突所采取的方式方法等；另一方面

是主观上子女对父母之间冲突的体验，例如子女感觉到父母双方对彼此的抱怨，

长时间采用冷暴力处理问题，甚至出现的语言暴力等[26]。

1.2.2父母冲突感知的测量

父母冲突在每一个家庭关系中都是不可避免的，但并非所有真实发生的父母

冲突都会对子女造成不良影响。Hetherington等人发现只有暴露在子女面前的父

母冲突与子女的消极发展有关[27]；而一些客观存在的冲突，也会因为没有被子女

所感知到，从而减少了冲突对子女自身发展的负面影响[28]。父母冲突的评价主体

不同，对于冲突的评价标准也不一样的，往往导致不同的感知结果[29]。例如，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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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次父母冲突，父母感知，非重要他人的旁观者感知，及其子女感知到的结果

都不是完全一致的。

《父母问题量表》由 Dadds和 Powell于 1991年编制。该量表被测者为父母，

从父母角度报告彼此冲突的相关内容。主要从以下三个维度进行测量：对子女行

为矫正上的冲突，对子女的教养方式存在意见分歧，是否破坏对方与子女亲子关

系上的冲突为主。

《冲突与问题解决量表》于 1996年由 Kerig 编制，该量表所测被试同样是

父母，量表分为两个子问卷，分别为冲突特征和冲突应对，冲突特征测量冲突的

强度、频率、冲突解决、应对方式四个维度；冲突应对主要指攻击方式，如：言

语或肢体攻击，回避或退缩行为等[30]。

《父母冲突量表》改编自“中国儿童青少年心理发育特征”[31]，所测被试为父

母，该量表包含 5个题目，采用李克特式 5点评分，从“完全不符合”到“完全符

合”。量表需要父亲和母亲分别填写，量表总分由父母双方分数相加而成，得分

越高表示父母冲突越强烈[32] 。

《父母冲突儿童感知量表》由池丽萍和辛自强修订。该量表用于测量 8到

21岁的儿童和青少年群体对父母冲突的认知评价。量表共 38个项目，由 3个子

量表，6个维度组成，分别测量被试感知到的父母冲突的强度、频率、解决以及

其对父母冲突做出的自我归因、对冲突带来的威胁认知和对自己应对冲突的效能

感评价。冲突强度、频率和冲突解决属于冲突特征子量表；对威胁的认知和应对

效能感属于威胁认知子量表；自我归因子量表为单独的一个维度[33]。量表采用四

级评分，分别计 1、2、3、4分。其中 3，4，6，7，9，10，11，13，14，15，

17，18，20，21，22，24，26，29，30，31，32，33，34，35，37，38等项目

均为反向计分。量表得分越高表示被测者父母冲突感知越强，感知到的冲突频率

高、强度大、冲突解决差、被测者感知到的威胁多、作自我归因的倾向严重、应

对效能感低[34]。

因本研究以高中生这一特定群体为主体，研究父母冲突对问题行为的影响，

所以，以高中生作为评价父母冲突的主体，对后期的问题行为研究更合理，也更

准确。在此基础上，本研究决定采用由辛自强等修订的《父母冲突儿童感知量表》。

1.2.3父母冲突感知的相关研究

布朗芬布伦纳生态系统理论认为一个人的发展会受到生物特征和环境因素

的共同作用[35]，问题行为的产生与发展同样受多因素影响。家庭作为个体长期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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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和活动的直接环境（微系统），个体不仅受到单一家庭成员的影响，成员之间

的互动模式同样影响个体行为。有研究表明父母双方对青少年的监控越严格，越

少受到不良同伴交往的影响，问题行为越少[36]；父母冲突感知对青少年的攻击行

为有正向预测作用[37]，父母冲突感知的频率越高，强度越大，青少年的攻击行为

越明显，而攻击行为属于典型的问题行为之一。

家庭环境与青少年问题行为高度相关[38]，家庭环境中涉及到的父母受教育水

平、工作性质、经济条件、生活习惯、父母冲突等都与问题行为的发展有实质性

的联系[33]。我国学者王玉凤等在对北京城区 2423名少年的研究中发现，生活在

有明显冲突的家庭环境中的孩子，出现问题行为的概率比生活在和睦家庭的孩子

高，存在显著差异。

有研究发现，父母冲突与父母婚姻问题等相比能更有效的预测其问题行为[39]。

早期父母冲突不仅能很好地预测青少年在同伴交往过程中是否处于不平等地位

[40]，还对其心理健康和问题行为产生不可忽视的负面影响，包括社交问题，如退

缩、冷漠、被排斥等[41]；情绪问题，如青少年抑郁、焦虑等受到父母冲突的影响

也极大[42]。它作为个体成长过程中的压力事件，容易导致其出现攻击、违纪等外

化问题行为[43]，孤独、抑郁等内化问题行为[44]，而平等和睦的夫妻关系则能有

效的避免这些问题[45]。更早的一项研究[46]也发现具有问题行为的个体更多的来

自充满争吵和敌意的不幸福家庭中。Kinsfogel和 Grych发现，年龄越小，同时

接触和感知到的父母间冲突越多的孩子，在青春期恋爱关系中更容易采取攻击性

的行为处理问题，并将其行为合理化[47]。Neighbors等人还发现父母冲突能够预

见男孩当时的反社会行为，却不能很好地预测未来的行为。

现在，更多的研究者开始关注父母冲突感知对个体心理健康和问题行为在时

间维度上的影响，Forehand等人认为，它是导致家庭危机的关键因素之一，其不

仅在冲突爆发时会对孩子造成危害，还会在潜意识作用下持续的影响孩子将来的

诸多行为，比如家庭危机不仅影响孩子当下的问题行为，对孩子当时或以后的学

业成绩都有影响，但是并不是所有问题行为都会被父母冲突感知长期影响[42]。

1.3高中生自我分化

1.3.1自我分化的概念与测量

自我分化的概念：词语“分化”最早是用于生物学上的，用来形容细胞的分化，

指个体体内的细胞因为生存行为进行分工，分化形成特定的，在形态和功能上具

有差异性的细胞，进而完成不同的生物行为。后来 Bowen 首次运用“自我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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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说明精神分裂患者的家庭关系，并在其家庭系统理论之中将自我分化的概念扩

充到家庭关系之外，成为 Bowen 家庭系统理论的核心概念。自我分化用来描述

个体在家庭关系中情绪依恋与独立自主的程度，可以理解为个体在家庭情绪系统

中调节彼此距离以寻获亲密感与个体化之间平衡的发展过程[48]。

自我分化的测量：《自我分化量表》1998年由 Skowron和 Friedlander 编制

而成，共 43个项目，分为情绪化反应、卷入融合、采取我立场、情感断绝四个

维度。2003年，Skowron和 Schmitt对《自我分化量表》进行了修订，形成了《自

我分化量表修订版》[49]，量表项目增加至 46个，主要应用于成人，仍保持原问

卷的 4个维度。

《高中生自我分化量表》2014年由周津在《自我分化量表修订版》的基础

上重新修订而成。通过项目分析和探索性因素分析对原量表部分题目进行了修改

和删减，并对其修订后的量表进行验证性因素分析及信效度检验，发现该量表具

有良好的信效度，适用于测量我国高中生被试。《高中生自我分化量表》与原量

表在表意上无较大差异，共包含 30个项目，采用六级评分，分别从情绪化反应、

采取我立场、情感断绝、卷入融合四个方面测量高中生的自我分化程度。其中情

绪化反应维度（emotional reactivity）包含第 1，6，10，13，15，21，24，26，

28题，均为反向计分，表示在家庭关系中，或面对不良家庭矛盾等情况时，所

表现出的过度强烈或过度敏感的情绪状态；采取我立场维度（iposition）包含第

4，7，16，19，29题，均为正向计分，测量个体在面对来自外界，特别是家庭

成员的压力时，拥有清晰自我意识并能坚持自我观点的程度，体现了个体自我独

立性水平的高低；情感断绝维度（emotional cutoff）包含第 2，3，8，12，14，

17，22，27题，除第 17题为正向计分外，其余题目均为反向计分，指个体在亲

密关系中，表现出的不适，情感过度脆弱以及防御和逃避的程度；卷入融合维度

（fusion with others）包含第 5，9，11，18，20，23，25，30题，均为反向计分，

主要指个体在同重要他人，特别是同父母在交往过程中，情感上表现出过度卷入

或认同的程度。量表得分越高，表示个体自我分化程度越高，即情绪化反应较低，

在面对各类刺激时，能够较好的控制和调节自己的情绪；采取我立场能力越好，

在各种情景下能较好的坚持自己的观点和立场；卷入融合情形较少，在亲密关系

中能做到较好的区分个体与他人的情感；较少采用情感断绝模式。

由于本次研究对象以高中生为主，所以本研究选用的是经周津重新修订的

《高中生自我分化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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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自我分化的相关研究

在 Bowen的家庭系统理论中，自我分化占据核心地位，是指个体在理性和

感性中保持平衡，不将理性思维能力和情绪反应能力混为一谈，能加以区分对待，

包括个体内心方面的分化和人际方面的分化[49]。在内心层面上，它指个体是否能

将情绪情感与理智区分开的能力，例如在面对压力性事件时，个体是选择理性分

析客观因素做出判断，还是依据内心主观情感做出反应；在人际关系层面上，自

我分化代表个体与他人的人际关系是否良好，例如与他人过度依赖亲密或过度冷

漠疏离都是不良人际关系的表现。

自我分化是个体在原生家庭中开始形成并逐渐稳定的一种行为反应倾向，且

个体的自我分化水平能够反映其心理健康状况[50]。自我分化的核心是一个人与父

母的关系，是个体成熟的重要标志，有研究表明，高自我分化水平的个体，能够

将理智和情感做适当的区分，合理的调适不良情绪，在压力情境下保持冷静[49]。

而低自我分化水平的个体更容易在压力情景下失去理性，做出冲动性的行为或情

绪化的反应，并且在处理人际关系时更倾向于通过冷漠，疏离的方式来缓解人际

焦虑[51]。

国外也有研究显示自我分化水平程度高的个体能够在与人相处时保持灵活

的距离，有清晰的自我感，反映其较高的心理成熟度和心理幸福感；而自我分化

程度低的个体，在人际交往中易置于情感融合或黏附的状态，容易依赖他人，其

思想、情感都容易因受到他人的影响而缺乏理性的判断，更易受到压力带来的消

极影响。另外也有研究发现，自我分化发展较好的个体能够对自己的情绪做出适

当的感受、反应以及调节，妥善处理关系中的压力与冲突[52]。

国内自我分化渐成研究热点，实证研究表明个体自我分化的发展与自我和谐、

心理健康、人际关系及焦虑特质等显著相关[53]。自我分化能够显著的预测个体的

攻击性行为，个体的自我分化水平越高，攻击性行为越低；自我分化与人际交往

呈负相关，自我分化水平高的个体，较自我分化水平低的个体有更少的人际困扰

[54]；在社交行为表现上采取更少的冷漠和回避方式[55]，具有更高的社会适应性。

虽然没有明确的自我分化与问题行为的研究，但是攻击性行为，人际交往不适，

社交行为上的退缩等都与问题行为密切相关。

1.4高中生安全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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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安全感的概念和测量

安全感是对可能出现的不利于身体或心理发展的危险和风险的感知，以及个

体在应对处理时的有力或无力感，主要表现为确定感和可控制感[56]。

关于安全感的测量，根据研究视角的不同，各问卷之间也存在一定的差异。

安全感作为马斯洛提出的需要层次理论中的一个重要概念，马斯洛结合理论基础

和丰富的实践经验，编制了《安全感——不安全感问卷》。该问卷共涵盖 75个

项目，每个项目回答是，否或不清楚即可，部分题目为反向计分。问卷整体得分

越高，表示被测者安全感越低，得分保持在 0-24分为正常范围；25分以上说明

该被测者具有不安全感的倾向；31分以上，说明存在有不安全感；得分 39分以

上则说明个体具有严重的不安全感，或存在严重的心理障碍。

另外还有安莉娟、丛中编制的《安全感量表》[57]，该量表为自评量表，分为

人际安全感和确定控制感两个维度。量表共 16个项目，每个维度各 8个项目[58]。

计分方法分为五级评分：从 A到 E，分别记 1、2、3、4、5分。其中人际安全感

维度包括第 1、3、6、8、10、12、15、16题，主要反映个体在人际交往过程中

的安全体验；确定控制感维度包括第 2、4、5、7、9、11、13、14题，主要反映

个体对于生活中可能发生的各类事件的预测性和控制感。该问卷总分越高，表示

青少年的安全感越高。

本研究选用高中生问题行为作为主要研究内容，需考虑高中生群体安全感具

体来源，而马斯洛《安全感——不安全感问卷》以考察被测者整体安全感为主。

因此，选用安莉娟等编制的《安全感量表》作为本研究测量安全感的工具。

1.4.2安全感的相关研究

安全感作为心理学的一个重要概念，各大理论流派都有涉及到安全感，心理

的安全感指的是一种从恐惧和焦虑中脱离出来的信心、安全和自由的感觉。人本

主义马斯洛认为，安全感是决定心理健康的重要因素，缺乏安全感的人往往感到

被拒绝，受歧视，感到孤独和焦虑，基本上将他人视为是坏的，危险的；对他人

抱不信任和敌视的态度，表现出强迫性内省倾向，过分自责。具有安全感的人则

感到被人喜欢和被人接受；对他人持一种善良，友好的态度，表现出乐观性和满

足感，有良好积极的自我评估，能够关注问题，为问题的解决而争取必要的力量。

安全感是心理健康的基础，有了安全感才能有自信，有自尊，才能与他人建立信

任的人际关系，即基本人际信任，才能在更高层面上积极发掘自身的潜力，有人

性及价值的充分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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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感作为个体最基础也是最重要的情绪体验，个体的社会性发展过程中离

不开安全感，例如六个月大的儿童会因为陌生人的出现，产生“陌生人焦虑”，通

过大哭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恐惧。当个体体验到不安全感的时候，会通过各种方

式，采取各种行为，甚至不合理的方法来缓解自己的不安全感，在这个过程中很

容易产生问题行为。有研究表明，安全感与大学生攻击行为具有显著负相关，大

学生体验到的安全感越低，出现攻击行为的可能性越大[59]。不仅在大学生群体中

安全感与问题行为相关，在留守中学生群体中，安全感对其攻击行为同样具有显

著的负向预测作用[60]。关于安全感和父母冲突的研究，Harold等人做了深入的追

踪调查，发现父母冲突会使孩子在家庭成员关系上产生不安全感，一年后的追踪

结果更表明，这种不安全感影响了儿童的内隐和外显性行为[61]。也就是说，父母

冲突不仅影响青少年之后的问题行为，也会直接影响青少年的安全感。据此，根

据马斯洛的安全感理论，个体在产生问题行为之前首先是由于缺乏了安全感，对

事物抱有敌视的态度，才试图为自己的问题行为寻找合理的借口，因此，可以思

考一个问题：父母冲突感知是否也会像父母冲突一样，可以间接的通过安全感的

中介作用影响个体的问题行为。

1.5自我分化的中介效应

大量研究已经证实，父母冲突感知对个体的问题行为具有显著正向预测作用，

但是，问题行为的产生会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其中个体自身因素更能够准确直

接的预测问题行为，相对于父母冲突感知而言，自我发展水平对预测自身问题行

为十分关键，自我分化是自我发展的一个重要指标之一。有研究表明，个体的自

我分化水平一方面受家庭系统中父母冲突感知的影响，另一方面自我分化也能够

显著正向预测个体的攻击行为，社交退缩与回避等问题行为。因此有理由假设个

体的自我分化水平在父母冲突感知与问题行为的关系中起中介作用。

青少年阶段是个体身心发育的关键时期，自我分化一方面受到生长发育等生

物因素的影响，个体的自我分化水平会随年龄的增加不断地提高[62]；另一方面还

受到来自不同环境（如家庭环境，班级氛围等）和外部人群（如师生关系，偶像

等）的影响。家庭系统理论认为，青少年在家庭环境中不仅要建立与家庭成员的

积极关系，同时也会不断的寻求自我的心理独立[63]。有研究表明，父母冲突感知

能够显著负向预测个体的自我分化水平[64]，父母冲突感知会通过自我分化对个体

今后亲密关系中的冲突发生情况有所预测，感知到的父母冲突越多越严重，自我

分化水平越低，在亲密关系，如恋爱关系中发生冲突的频率则越高[65]。因此，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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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假设：自我分化在父母冲突感知和问题行为之间其中介作用。

1.6安全感的中介效应

有研究表明，安全感与自我分化能够显著负向预测问题行为，个体体验到的

安全感越高，问题行为的发生频率越低，情绪安全理论认为处于父母冲突中的孩

子最重要的目的就是保持安全感。目睹父母破坏性的冲突会通过降低他们在各种

家庭关系中保持情绪安全感的能力来增加孩子对心理问题的易感性。有研究者认

为与教养问题相比，父母冲突感知是影响儿童不安全感的更紧密的因素[38]。父母

关系紧张常会导致父母双方心情烦躁，发脾气，同时对家庭环境氛围造成消极影

响，生活在不良家庭氛围中使孩子在感知到由父母冲突带来的一系列消极情绪时，

自身情绪更容易紧张，从而形成不安全感，自卑、焦虑水平较高。而缺乏安全感

的孩子会更多的表现出不同层面的问题行为。因此，有理由假设，安全感在父母

冲突感知影响青少年的问题行为中具有一定的中介作用。

1.7自我分化和安全感的链式中介效应

家庭系统理论认为，家庭就像一个微观系统，生活在这个系统中的成员之间

会彼此影响，甚至塑造对方的行为，父亲、母亲、子女共同形成了类似于三角形

的情感结构。当子女察觉到父母之间存在剑拔弩张的冲突时，三角关系更容易形

成，子女陷入父母冲突之中，无论与哪一方交好都会影响其与另一方之间的关系，

内心纠结，甚至对冲突进行自我归因，产生自责情绪，因此父母冲突感知越强烈，

青少年子女情感越混乱，自我分化水平越低。这一关系在青少年群体中得到了证

实，有研究发现，父母冲突感知对青少年的自我分化水平有显著负向预测作用。

根据家庭系统理论的观点，Haber 又将自我分化从情感角度分为了成熟和独

立两个维度[66]。自我分化水平高的个体能够较好的区分理智和情感，在压力性事

件下，能更多的进行客观的事件分析，降低冲动性的情绪化反应；在遇到人际关

系问题时，较少的采用情感断绝和过度融合的方式，通过这种方式保证自己保持

一定的独立性，维持适度的人际关系，保持较高的安全感。有研究证实，个体的

自我分化水平对安全感具有显著正向预测作用[67]，自我分化水平越高，体验到的

安全感越高。安全感高的个体更容易保持积极乐观的心态，出现较少的问题行为。

自我分化作为判断个体自我发展的关键指标，安全感作为个体的一种积极的情绪

体验，两者均对个体产生极大的影响。因此，本研究进一步假设：自我分化和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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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感在父母冲突感知对问题行为的影响过程中具有链式中介效应。研究的假设模

型如图 2。

图 2 自我分化和安全感的链式中介效应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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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问题提出与研究设计

2.1以往研究不足与问题提出

在研究内容方面，首先，经过查阅和整理大量的文献发现，关于高中生问题

行为影响因素的研究，国内外多集中于考察外部因素，如环境因素、重要他人的

影响、家庭环境、班级氛围、亲子关系、同伴影响等方面。高中生作为一个有独

立思想的个体，正处于身体和心理快速发展的关键时期，心理层面发展的不平衡

性与思维层面的片面性和表面化等多种自身因素同样对自身的行为有很大的影

响，但是却较少有研究者将这些外部因素与个体自身因素结合起来进行深入的探

讨。因此本论文在研究问题行为时选用父母冲突感知、自我分化、安全感作为观

测变量，将外部因素和内部因素结合起来，或许可以填补有关方面研究的不足之

处。

另一方面，关于自我分化的研究目前多集中于国外，我国对于自我分化的研

究还相对较少，已有研究对象更多的集中在关注大学生群体，但是在青春期个体

自我分化已基本形成。高中生面临更多的来自学业和生活方面的压力，一方面父

母对其有不可忽视的影响；另一方面自我的发展也对自身有至关重要的影响，因

此，本研究选取高中生群体作为研究对象，亦可在一定程度上扩宽自我分化的研

究范围。

在研究视角方面，本研究主要关注高中生重要他人（父母）之间的关系感知

对高中生的影响，而非局限于单一重要他人与高中生两者之间的关系研究，这也

是本研究的创新之处。

2.2研究假设

假设一：父母冲突感知可以正向预测高中生的问题行为。

假设二：自我分化在父母冲突感知和问题行为之间起中介作用。

假设三：安全感在父母冲突感知和问题行为之间起中介作用。

假设四：自我分化和安全感在父母冲突感知和问题行为之间存在链式中介效

应。

2.3理论与实践意义

理论意义：已有关于高中生问题行为的研究多集中于影响因素和干预的研究，

影响因素的研究多包括学校、同伴、家庭等方面。家庭方面更多的注重研究父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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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孩子有直接联系的因素，而鲜有研究者关注父母之间的关系对孩子问题行为的

影响。本论文选取父母冲突感知对问题行为的影响进行研究，一方面可以进一步

完善影响问题行为的家庭因素；另一方面可以进一步探讨父母冲突感知作用于问

题行为的内部机理。

实践意义：本选题从高中生感知到的父母冲突入手，一方面使人们对于影响

高中生问题行为的家庭因素有更深的了解；另一方面对于正确处理高中生问题行

为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2.4研究方法

2.4.1被试与方法

采用方便取样的方法，在山西省长治市潞城区选取一所高级中学，以班级为

单位整群抽样，共发放问卷 513份，回收有效问卷 494份，有效率为 96.3%，其

中男生 199人，女生 295人；高一年级 188人，高二年级 163人，高三年级 143

人；居住地在城镇的有 234 人，在农村的有 260 人；独生子女 122 人，非独生

372人。

2.4.2工具

采用纸质版问卷：《青少年行为自评量表》，内容包括功能和问题两部分[11]，

问题部分共 112个题目。本研究只采用问题部分中涉及内外化行为问题的维度，

共 64个题目，分为 5个维度，在本研究中 Cronbach’s α 系数为 0.839。

《高中生自我分化量表》在《自我分化量表修订版》量表基础上，经周津重

新修订的适用于高中生量表，共 30个项目，4个维度，在本研究中 Cronbach’s α

系数为 0.826。

由池丽萍和辛自强修订的《父母冲突儿童感知量表》，共 6个维度，在本研

究中 Cronbach’s α 系数为 0.858。

丛中等人编制的《安全感量表》，16个项目，2个维度，在本研究中 Cronbach’s

α 系数为 0.895。

2.4.3数据处理

采用 SPSS25.0 和最大似然法 ML 进行模型估计，使用偏差校正的百分位

bootstrap确定中介效应的显著性，bootstrap抽样值为 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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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结果与分析

3.1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采用 Harman单因素检验法进行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探索性因素分析结果表

明，共析出了 21个公因子，其中析出的第一个公因子变异为 33.12%，小于 40%，

因此，本研究不存在共同方法偏差。

3.2问题行为及各维度描述性分析

描述性分析结果如表 1。结果显示，高中生问题行为中得分最高的是攻击行

为，其次是焦虑/抑郁行为，体诉、违纪、退缩三种行为的得分依次降低。说明

攻击行为和焦虑/抑郁行为是高中生问题行为中表现最为明显的两种问题行为。

表 1问题行为和各维度的总体状况

项目 人数 最低分 最高分 平均数 标准差

体诉 494 0 19 0.61 4.73

攻击 494 0 24 0.71 6.05

违纪 494 0 11 0.43 2.56

退缩 494 0 6 0.36 1.69

焦虑\抑郁 494 0 25 0.67 5.85

问题行为总分 494 1 66 0.49 14.82

3.3问题行为在人口学变量上的差异分析

3.3.1高中生问题行为在性别因素上的差异分析

以高中生问题行为的各维度得分和量表的总分为因变量，以高中生性别为分

组变量，对被试在量表总分和各维度上的得分情况进行独立样本 T 检验，结果

如表 2。

由结果可知，高中生问题行为总分在性别上无显著差异。在违纪和退缩这两

个分维度上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男生违纪（5.17±3.13）大于女生违纪（4.40±2.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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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生退缩（2.78±2.02）大于女生退缩（2.34±1.94），说明高中生男生的违纪和退

缩行为均明显高于女生。

表 2 高中生问题行为在性别上的差异分析

男(n=199) 女(n=295) t 显著差异情形

问题行为总分 31.92±17.32 30.98±17.26 0.59

体诉 6.54±5.08 6.81±4.96 -0.59

攻击 13.38±7.22 12.38±7.25 1.51

违纪 5.17±3.13 4.40±2.90 2.82** 男生＞女生

退缩 2.78±2.02 2.34±1.94 2.48* 男生＞女生

焦虑/抑郁 11.12±6.96 11.47±6.78 -0.57

注：*表示 p<0.05 **表示 p<0.01 ***表示 p<0.001（下同）

3.3.2高中生问题行为在居住地因素上的差异分析

独立样本 T检验结果如表 3。由结果可知，高中生的问题行为在居住地上没

有显著差异，在分维度违纪上存在显著的居住地差异。居住地在农村的高中生违

纪行为（4.97±2.86）高于在城镇的高中生（4.42±3.16）。

表 3 问题行为在居住上的差异比较

项目 城镇(n=234) 农村(n=260) t 显著差异情形

问题行为总分 31.00±18.03 31.68±16.58 -0.437

体诉 6.77±5.10 6.63±4.93 0.308

攻击 12.70±7.63 12.87±6.90 -0.258

违纪 4.42±3.16 4.97±2.86 -2.003* 农村＞城镇

退缩 2.40±1.87 2.62±2.07 -1.266

焦虑/抑郁 11.21±7.10 11.43±6.63 -0.365

3.4各变量描述性统计及相关分析

采用 SPSS对本研究中的各变量间进行相关分析，结果如表 4。由结果可以

看出，高中生的问题行为，父母冲突感知，安全感以及自我分化之间均存在两两

相关，父母冲突感知与问题行为呈正相关，安全感和自我分化与问题行为以及父

母冲突感知均呈负相关，自我分化与安全感之间呈正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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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各变量描述性统计及相关分析

平均值 标准差 1 2 3 4

问题行为 31.39 17.29 1

父母冲突感知 80.49 17.78 .389** 1

安全感 51.82 11.51 -.605** -.438** 1

自我分化 116.72 17.051 -.604** -.488** 0.717** 1

3.5父母冲突感知与问题行为的关系：链式中介检验

参考张雷[38]等人的数据分析方法，采用最大似然法ML进行模型估计，对自

我分化和安全感在父母冲突感知对问题行为的影响中的作用进行分析，结果如表

5。

结果表明，父母冲突感知显著负向预测自我分化（β=-0.492，t=-12.52，

p<0.001）；当自我分化作为中介变量加入时，父母冲突感知和自我分化都对安

全感有显著预测作用，父母冲突感知显著负向预测安全感（β=-0.118，t=-3.31，

p<0.001），自我分化显著正向预测安全感（β=0.659，t=18.47，p<0.001）；当父

母冲突感知、自我分化、安全感共同预测问题行为时，预测作用均显著，父母冲

突感知显著正向预测问题行为（β=0.082，t=2.07，p<0.05），自我分化显著负向

预测问题行为（β=-0.319，t=-6.24，p<0.001），安全感显著负向预测问题行为

（β=-0.338，t=-6.82，p<0.001）。

表 5 链式中介模型分析

回归方程 （N=494） 整体拟合指数 回归系数显著性

结果变量 预测变量 R R2 F β t

自我分化 父母冲突感知 0.49 0.24 156.78*** -0.492 -12.52***

安全感 父母冲突感知 0.73 0.53 271.95*** -0.118 -3.31***

自我分化 0.659 18.47***

问题行为 父母冲突感知 0.65 0.43 122.19*** 0.082 2.07*

自我分化 -0.319 -6.24***

安全感 -0.338 -6.82***

注：表格内变量均为标准化后数据。

父母冲突感知对问题行为的总间接效应，以及分路径的间接效应结果如表 6。

首先，父母冲突感知对问题行为的总间接效应 Bootstrap95%置信区间的上、下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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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含零，表明总间接效应显著；间接效应 1表示“父母冲突感知—自我分化—问

题行为”这一路径，Bootstrap95%置信区间的上、下限，未含零，表明自我分化

的中介效应显著（0.1516）；间接效应 2表示“父母冲突感知—安全感—问题行

为”这一路径，Bootstrap95%置信区间的上、下限，未含零，表明安全感的中介

效应显著（0.0388）；间接效应 3表示“父母冲突感知—自我分化—安全感—问

题行为”这一路径，Bootstrap95%置信区间的上、下限，未含零，表明这一路径

中介效应显著（0.1062）。图 3为父母冲突感知对问题行为的影响路径图。

表 6 链式中介效应检验

效应值 标准误 BootCI下限 BootCI上限

总间接效应 .2966 .0351 .2277 .3685

间接效应 1 .1516 .0316 .0914 .2179

间接效应 2 .0388 .0143 .0138 .0694

间接效应 3 .1062 .0182 .0708 .1418

图 3 父母冲突感知对问题行为的影响路径



第四章 讨论

21

第四章 讨论

4.1高中生问题行为的基本特点

描述性结果发现，高中生问题行为中攻击行为（M=0.71）与其他各维度相

比得分较高。这可能是由于高中生处于青春期的高峰期，面对繁重的学习任务和

每天长时间的校园生活，这给他们带来了沉重的心理压力和身体负担。同时高中

生开始慢慢的接触并进入社会群体，更加容易受社会暴力事件，如视频媒体暴力

等各方面的影响，在叛逆与追求成人感的影响下，可能会采取较多的攻击行为作

为处理事情与发泄情绪的手段。所以，在高中生众多问题行为中攻击行为得分相

对较高，而表现形式与之相反的退缩行为则得分最低。

独立样本 t检验结果发现，高中生问题行为在违纪行为（t=2.842）和退缩行

为（t=2.545）两个维度上均存在性别差异，并且男高中生得分均高于女高中生，

说明在高中生群体中违纪行为和退缩行为更多的发生在男生身上。这可能和男女

双方情感表达上的不同有关系，在情感表达上，主要分为言语表达和非言语表达。

女孩与男孩相比更擅长言语表达；而男孩更多的是通过非言语形式表达，如通过

行为宣泄情感，外向性的男孩可能更多的采取外显性行为表达内心的情绪，如攻

击行为；而内向性的男孩可能更多的采取回避行为表达内心情感，如退缩行为。

独立样本 t检验结果发现高中生问题行为在居住地上没有显著差异。在分维

度违纪上有显著差异。居住地在农村的高中生违纪行为（4.97±2.86）高于在城镇

的高中生（4.42±3.16）。在农村父母受教育水平可能有限，因此对孩子的规范意

识培养不全面，不到位，导致农村的孩子在违纪行为上要显著高于城镇孩子。另

外也可能受周围环境影响，农村孩子的日常活动场所较为广泛，不仅只局限于楼

层和社区，因此更多的接触大自然，可能使其行为表现更随意，因此规则意识较

弱，规范行为较少，导致农村孩子比城镇孩子有更多的违纪行为。

4.2父母冲突感知和问题行为的链式中介效应分析

4.2.1父母冲突感知对问题行为的影响

父母冲突感知对问题行为具有显著正向预测作用，与以往研究结果一致。心

理学行为主义流派代表人物之一的班杜拉提出了社会学习理论，强调观察学习是

人类和动物的一种极其普遍的学习方法，人们会通过观察他人的言行，从而一定

程度上模仿或学习其处事的规范，影响学习者今后的言行等方面，其中榜样的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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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作用占据重要地位。在家庭系统中，父母作为家庭中的核心成员，即便是日常

的言行举止都会对孩子的成长起到的榜样示范的作用，同时对孩子产生直接和潜

移默化的影响。父母处理各类事件的方式方法和态度，在被孩子感知到后可能会

作为孩子今后遇到相同或相似事件时在第一时间所能想到的解决问题的重要参

照，形成消极的问题解决模式，频繁感知到父母冲突则会强化高中生这种消极模

式。父母冲突感知越高，高中生采取冲突形式解决问题的可能性越大，问题行为

越多，因此父母之间处理冲突和矛盾的方式，也可能影响子女今后的行为。父母

关系良好，或者在处理冲突中采取较为温和的方式，孩子感知到的更多的是一种

和平积极的家庭氛围，学到的更多的是理性处理问题的方法；如果父母关系不良

好，或者在处理冲突时常常采用过激，暴力或冷暴力的方式。高中生在这种矛盾

性大并且亲密性不足的家庭环境中成长，受父母行事的影响，更多的学到的是以

一种粗暴激进的方式解决问题，在与他人相处中更倾向于对他人进行敌意归因，

从而出现更多的问题行为。指向性向外，针对他人的，表现为外向化问题行为，

如攻击行为和违纪行为；指向性向内，针对自己的，表现为生理上的躯体主诉或

心理上的焦虑抑郁和退缩。

高中生具有一定的自我意识，并且在家庭与学校，学校与社会这个过渡期高

中生会变得更加敏感，因此处于父母冲突的特定环境中时，高中生更倾向于将冲

突的原因归结于自己身上，如果感知到的冲突频繁且强烈，会影响高中生形成稳

定的自我意识，进而造成更多的问题行为。由此也可以看出父母之间的冲突不仅

会影响夫妻双方的关系，同时对第三方的孩子也会造成很大的负面影响。

4.2.2自我分化的中介作用

自我分化在父母冲突感知对问题行为的影响中起中介作用，即父母冲突感知

越高，个体自我分化水平越低，问题行为越严重。

自我分化包含了两个方面，一方面指内心层面，个体在各类情景下，自动做

出情绪化反应的程度，以及情绪的调节能力，另一方面指人际交往层面，个体与

他人的人际距离把控程度。当个体感知到的父母冲突越多越强烈时，子女很容易

自己主动卷入或被父母被动卷入到冲突之中，处于冲突之中的个体无论在行为还

是情绪上都不可避免的会受到父母双方冲突的影响。内向的子女，更敏感，更容

易将感知到的父母冲突归于自己的原因，导致过度的卷入融合；外向的子女可能

通过情断断绝的方式避免感知到的父母冲突对自己的“波及”。长此以往，无论子

女的性格如何，都会受父母冲突感知到影响，在冲突中不断的卷入或不断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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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感断绝，导致个体的自我分化水平较低。高中生思维发展还存在一定程度的单

一和表面化，导致在遇到突发性的应激事件时，不能很好的分析和把握冲突的本

质，从而直接的产生更多的情绪化反应，作为对冲突的反馈。而自我分化程度低

的个体在这方面表现更明显，他们在处理各类事件时，更多的采用情绪化解决方

式，情绪化的结果会激发双方或多方的不适感，甚至加深事件本身的矛盾，而导

致更多的问题行为出现；另一方面，人们常说，女人是感性的，男人是理性的，

但在面对压力性事件或冲突事件时无论男女都会或多或少的表现出情感上的反

应。在人际交往层面，自我分化低的高中生不能适当的保持自己与他人的人际距

离，面对冲突事件带来的焦虑以及恐惧时，更倾向于通过回避与他人的亲密关系

的方式，来缓解内心的惶恐与不安，或者过度的参与到人际关系中，通过无条件

附和他人观点等行为试图寻找自我认同，摆脱焦虑。但是无论哪种方式都是不健

康的行为模式，导致问题行为的增加。

4.2.3安全感的中介作用

研究结果发现，不仅自我分化在父母冲突感知对问题行为的影响中起中介作

用，安全感在父母冲突感知对问题行为的影响中同样起中介作用，并且与父母冲

突感知和问题行为均呈负相关，说明父母冲突感知越高，个体体验到的安全感越

低，产生的问题行为越多。马斯洛需要层次理论中除了食物，空气和水这些人类

生存所必须的需求排在第一位的生理的需求外，第二层的需要即为安全的需求，

也说明了安全感对人的重要性，当人们的生理需求大部分得到满足时，人们会追

求下一层次的需要，即安全的需求，同样的道理，当人们的安全感需求得到大部

分的满足时，人们会更渴望追求第三层次，即爱与归属的追求。高中阶段，高中

生的安全感主要还是来源于重要他人，由于没有固定的自我收入，他们很大程度

上是依赖于家庭，依赖于父母的，因此其体验到的安全感很大程度上也是由父母

给予的。当高中生处于不和谐，不稳定的家庭中时，感知到的父母冲突越强烈，

越频繁，会使他们情绪紧张，内心忐忑，从而降低他们的安全感。当高中生的安

全感较低或得不到满足的时候，他们可能会体验到一种焦虑和无力的感觉，并试

图通过各种行为去逃避或者缓解这种不安全感，从而相应的出现更多的问题行为，

问题行为受到关注时随即又会感到焦虑，长此以往，并且得不到改善的话很可能

会形成恶性循环；而当高中生体验到了足够的安全感的时候，他们会“顺其自然”

的开始进入第三层次—爱与归属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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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4自我分化和安全感的链式中介作用

有研究表明，自我分化会通过影响人际安全感间接的影响社会回避及苦恼[62]，

这与本研究的结果具有一致性。本研究发现，自我分化与安全感的关系密切，二

者共同构成了父母冲突感知—自我分化—安全感—问题行为这一路径的中介环

节，在高中生父母冲突感知和问题行为之间具有链式中介的效应。这说明自我分

化和安全感除了独自在父母冲突感知和问题行为之间起中介作用外，自我分化还

可以通过影响安全感间接的影响高中生的问题行为。与日常平和相处模式相比，

当高中生感知到父母冲突时，个体更容易卷入到父母冲突中，与父母产生情感上

的交叉，所谓“剪不断，理还乱”。当个体频繁的感知到父母冲突时，会出现情绪

混乱，每次对父母冲突的感知都是对这种混乱感的强化，导致个体不能适当的区

分理智和情绪，限制个体的自我分化，因此个体父母冲突感知越多，自我分化程

度越低。低自我分化水平的高中生，遇事情绪化反应较高，在大脑进行客观分析

之前，个体已经先一步做出了冲动的，情绪化的行为；卷入融合程度较高，很容

易被他人的情绪反应等影响到自身的体验，不能很好地采取我立场，通常别人说

什么都较少进行自我思考，而认为他人观点是正确的。自我分化水平高的个体能

够保持较明确的自我立场，在人际交往中较少的采取情感断绝的方式，通过与他

人保持距离缓解焦虑，也较少的采取与他人融合的方式来缓解紧张。自我分化水

平高的个体对自身的认同感更多的来自自己对自身的评价，而非他人给予，在压

力性或冲突事件中能够较少的受他人情绪和行为的影响，从而维持较高的安全感，

因此个体自我分化水平越高，安全感体验越强。安全感高的个体，常常会感受到

自己是受人接纳的，因此在为人处事上也更加温和友好，问题行为较少；安全感

体验较低的个体，对周围的人事物更加敏感，任何负性事件都可能导致其产生逃

避退缩等行为，或导致个体通过更外显的行为方式来掩饰自身的敏感和自卑，以

此来维持自身的安全感，因而安全感越低，个体的问题行为越高。

自我分化和安全感的链式中介效应研究是对自我分化和安全感研究以及安

全感和问题行为研究的整合与扩展，将自我分化和安全感与父母冲突感知联系起

来，更深入地探讨影响高中生问题行为的内部作用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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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结论与建议

5.1结论

（1）高中生问题行为总分在性别上不存在差异，但是在违纪和退缩的分维

度上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问题行为总分在居住地上不存在差异，其分维度违纪

在城镇和农村上存在显著的差异。

（2）高中生父母冲突感知对其问题行为具有直接的正向预测作用，即父母

冲突感知越强，问题行为越严重。父母冲突感知还通过自我分化和安全感间接影

响问题行为，其中包括三种影响路径：自我分化在父母冲突感知和问题行为之间

的单独中介效应，安全感在父母冲突感知和问题行为之间的单独中介效应，自我

分化和安全感在父母冲突感知和问题行为之间的链式中介效应。

5.2建议

结合本研究结果，将从以下几方面针对减少高中生的问题行为给出相关建议。

(1)针对与青少年有关的重要他人，这里主要指高中生父母亲，可以开设相

关主题的专家讲座或家长会。一方面从思想上，加强父亲和母亲对于高中生问题

行为更深层次的认识。使父母对造成高中生问题行为的因素不光只停留在孩子本

身、学校教育与监督、不良同伴关系或者父亲/母亲个人的教养方式和负性行为

的坏榜样等这些较为单一的影响因素上。应该让父母意识到看似只存在于彼此之

间的冲突关系也会直接或间接的对孩子的问题行为造成重要的影响，使父母避免

存在这种“这是我们两个人之间的事情（冲突），又没有责怪孩子，怎么会影响

他（她）”的错误认知。使父母认识到理智的冲突解决方式对孩子的重要意义。

父母之间的冲突解决方式是孩子最直观，也是孩子眼中解决问题的最初模板，会

影响孩子在以后的学习和生活中解决问题的方式。

另一方面从行为上，帮助父母建立平和理智的冲突解决模式。例如，可以教

会父母使用简单的 ABC合理情绪处理法。其一，能够从根源上减少父母冲突的

频率，其二，使父母双方在矛盾出现最初时能够调节自己的情绪，避免双方因情

绪过激而加深冲突的强度。也可以向父母传递有关建议性争吵的思想。

(2)针对高中生本身，可以考虑利用团体辅导，专题课程或者个体辅导等形

式，有意识，有目的的引导，教育和提升高中生的自我分化水平，从而提高高中

生自身的调节能力，不仅可以帮助青少年应对家庭系统中的各种矛盾，还能够帮

助其调节学校以及今后社会上可能面临的一系列压力性事件，提升自身心理调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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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降低问题行为的频率。例如，学校开设心理健康课程可以按照模块进行，

如本学期进行高中生“自我”模块的讲解，可以将自我分设成多了小的板块，如

个体的气质特征，自我标签，自我评价等方面进行多角度的分析，让高中生全方

位的了解自我，提高自我分化能力，避免过度卷入到父母冲突或他人关系中。

(3)建立积极的父母关系和亲子关系。在父母双方认知都有所提升，并且已

经建立了良好的冲突解决模式的前提下，良好的父母关系和亲子关系是维持并提

高个体自我分化水平和安全感的重要方面，从而避免高中生问题行为的产生。在

家庭中，可以多组织一些面谈或者室外活动，逐渐形成常规性家庭活动。例如，

每周星期六晚上可以利用 45分钟到 1个小时的时间组织一次“家庭周例会”，内

容可以围绕本周有分歧的一件家庭事件，或家庭成员都比较满意的事件等，发表

自己的意见。一方面，可以提升高中生的思维能力，以及口语表达能力；另一方

面，也在一定程度上创造了父母与孩子双方沟通的机会，增进对彼此的理解。还

可以每周或每两周组织一次家庭户外活动，例如，娱乐性的可以去游乐场，溜冰

场等；文化性的可以选择参观科技展，博物馆等，可以提高高中生的人际交往能

力，拓宽高中生眼界，促进改善亲子关系，形成良好的人际交往模式，从而降低

高中生问题行为的出现。

5.3研究不足与展望

南北方在气候，地域，文化，居民性格等方面有较大的差异，而本研究采用

抽样调查的方式，主要以我国北方高中生被试群体为主，被试群体受限，导致结

果的应用范围受限。之后可以考虑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对问题行为进行比较研究，

有利于在大文化背景下有的放矢的采取措施减少整体社会人群的问题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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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一：《青少年行为自评量表》（YS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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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二：《父母冲突儿童感知量表》（CP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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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三：《高中生自我分化量表》修订版



附录

36

附录四：《安全感量表》（S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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