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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在关于父母冲突对青少年问题行为的影响研究中，研究者们一致认为父母冲突

水平越高，青少年的问题行为越严重。在其他研究者深入探究父母冲突与青少年问

题行为之间作用机制的基础上，我们关注到了家庭系统内部一个重要变量的作用，

即：祖孙关系在父母冲突与青少年问题行为之间的作用机制。本研究的目的主要是

考察父母冲突与青少年问题行为之间的关系，以及祖孙关系在父母冲突与青少年问

题行为之间的作用。此次研究中以山西河南两地 2719名青少年为研究对象，主要调

查了青少年感知的父母冲突、青少年的内化、外化问题行为以及青少年的祖孙关系

质量。主要探究了父母冲突对青少年问题行为的影响，以及祖孙关系在父母冲突与

问题行为之间的调节作用。本文采用父母冲突问卷、SDQ问卷以及自编祖孙关系问

卷。

使用 SPSS22.0以及 process插件等统计软件对数据进行处理分析。

研究结论为：

（1）在有祖辈参与家庭中，青少年内化、外化问题行为总体处于较低水平；青

少年感知的父母冲突总分处于较低水平；青少年的祖孙关系质量总体处于较高水平。

（2）青少年感知父母冲突不存在性别、独生与否的差异，但存在年级、地区的

差异。初中生感知的父母冲突显著高于小学生，初三年级学生感知的父母冲突得分

最高；农村和城镇地区青少年感知的父母冲突得分显著高于城市青少年。

（3）外化问题行为上存在性别、年级、独生与否、地区的差别，内化问题行为

上不存在性别差异，存在年级、独生与否、地区的差异。男生的外化问题行为显著

多于女生，初中生内化、外化问题行为显著多于小学生，初三年级学生得分最高，

独生子女的内化、外化问题行为显著低于非独生子女，农村地区青少年内化、外化

问题行为得分显著高于城镇、城市青少年得分。

（4）祖孙关系不存在性别差异，存在年级、独生与否、地区的差异。小学生祖

孙关系质量显著高于初中生，独生子女祖孙关系情感卷入显著高于非独生子女，城

市地区青少年祖孙关系质量要好于农村和城镇青少年。

（5）父母冲突可以显著预测青少年内化、外化问题行为，父母冲突水平越高，

青少年内化、外化问题行为越严重。

（6）祖孙关系在父母冲突与外化问题行为之间的调节作用显著但在父母冲突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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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化问题行为之间调节作用不显著。

关键词：青少年感知父母冲突；内化问题行为；外化问题行为；祖孙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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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study of the influence of parental conflict on adolescent problem
behavior, researchers agree that the higher the level of parental conflict, the
more serious the adolescent problem behavior. On the basis of other
researchers' in-depth study of the mechanism between parents' conflict and
adolescents' problem behaviors, we pay attention to the role of an important
variable within the family system, that is, the mechanism of
grandparents-grandchildren relationship between parents' conflict and
adolescents' problem behaviors.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investiga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arent conflict and adolescent problem behavior, and
the role of grandparent and grandchild relationship in parent conflict and
adolescent problem behavior.In this study, 2719 adolescents in Shanxi and
Henan were selected as the research objects, mainly investigating the
perceived parental conflict, the internalization and externalization problem
behaviors of adolescents, and the quality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grandparents and grandchildren of adolescents.This paper mainly explores
the influence of parental conflict on adolescents' problem behaviors, and the
regulatory role of grandparent and grandchild relationship between parental
conflict and problem behaviors. This paper mainly explores the influence of
parental conflict on adolescent problem behavior, and the moderating effect
of grandparent and grandchild relationship between parental conflict and
problem behavior. In this paper, parents conflict questionnaire, SDQ
questionnaire and self-made grandparent and grandchild relationship
questionnaire were used.

SPSS and process plug-in were used to analyze the data: descriptive
statistics, t-test, variance analysis, correlation analysis, regression analysis
and bootstrap regulatory analysis.

The conclusions are as follows:
（ 1 ） This survey found that in the families with grandpar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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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icipation, adolescents' internalized and externalized problem behaviors
are generally at a lower level; adolescents' perceived total score of parental
conflict is at a lower level; adolescents' grandparents' relationship is generally
at a higher level.

（2）There are no differences in gender, only one-child or not, but there
are differences in grades and regions.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perceived
parental conflict i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primary school students,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perceived parental conflict score is the highest; rural
and urban adolescents' perceived parental conflict score i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urban adolescents.

（ 3 ） There are differences in gender, grade, only one-child and
non-one-child, and region in externalized problem behaviors. There are no
gender differences in internalized problem behaviors. There are differences in
grade, only one-child and non-one-child, and region. Boys' behavior of
internalization and externalization is significantly more than girls' behavior,
junior middle school students' behavior of internalization and externalization
is significantly more than primary school students, junior middle school
students' score is the highest, the only one-child's behavior of internalization
and externalization i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non-one-child, the rural area
teenagers' score of internalization and externalization i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urban and urban teenagers' score.

（ 4 ） There is no gender difference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grandparents and grandchildren. There are differences in grade, only
one-child and non-one-child, and region. The quality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grandparents and grandchildren of primary school students i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the emotional
involvement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grandparents and grandchildren of
the only one-child i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non-one-child, and
the quality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grandparents and grandchildren of
adolescents in urban areas is better than that of adolescents in rural and urban
are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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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Parents' conflict can significantly predict adolescents' internalized
and externalized problem behaviors. The higher the level of parents' conflict,
the more serious the adolescents' internalized and externalized problem
behaviors are.

（6）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grandparents and grandchildren plays a
significant role in the moderation of parent conflict and externalized problem
behavior, but not in the moderation of parent conflict and internalized
problem behavior.

Key words: Adolescents' perception of parental conflict ；

Internalization；Externalization； Grandparents-grandchildren relationship



引言

1

引 言

问题行为（problem behaviors）是衡量青少年心理健康的一个重要指标[1]。青少

年时期是一个从幼稚走向成熟的过渡期，问题行为则是青少年成长和发展过程中的

产物，例如：常见的内化问题行为和外化问题行为，在很大程度上可以预测成年期

的心理和行为问题[2]，所以处于过渡期的青少年问题行为的发展过程是我们关注的焦

点。

在众多影响青少年问题行为的因素中，家庭环境因素是最为重要的，Grych 和

Fincham的研究中指出，父母冲突对子女造成的消极影响的风险程度几乎是离婚造成

风险程度的两倍[3]，虽然研究者们一致认为父母冲突对青少年问题行为具有重要影

响，但对于父母冲突与子女问题行为之间的保护作用的因素还有待进一步探讨。由

于“单因素视角”的存在，早期对问题行为和家庭因素之间的关系研究，较难发现

其内在的作用机制，学者们往往只探讨单一因素，亦或是只研究单一消极后果。在

近些年的研究中，学者们越来越发现，问题行为是极其复杂的，而其复杂性由多个

方面因素决定，如果我们只关注某一个单因素研究，制定的干预方案和措施很难达

到精准的干预目标。而现有研究中有学者指出，在青少年问题行为影响因素的研究

中，不能仅仅把关注点放在产生问题行为的消极性因素上，更应该将关注点聚焦于

如抚养环境等这样的保护性因素上[4]。

近些年来，随着家庭多样化、预期寿命的延长、双职工家庭数量的增加和家庭

破裂率的提高，祖辈在他们父辈及孙辈的生活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所以祖

辈参与对青少年问题行为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我们也在思考一个问题，即：祖辈

参与家庭中，祖辈在青少年问题行为与父辈的冲突之间充当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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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文献综述

1.1问题行为的概述

1.1.1问题行为的概念界定

问题行为（problem behavior）指适龄儿童青少年违反社会公认的正常儿童青少

年行为规范和道德标准，以及在情绪或社会适应方面不成熟的行为[5]。Goodman 把

儿童青少年问题行为划分为情绪症状、品行问题、多动注意不能和同伴交往问题，

在 2010 年 Goodman 的研究中，提出在低风险样本中可以考虑将问题行为划分为内

化问题行为和外化问题行为[6]。社会心理学家 Achenbach将儿童青少年问题行为分为

两大类，即：内隐问题行为与外隐问题行为，内隐问题行为指社交退缩、焦虑、抑

郁、孤僻等情绪性问题。外隐问题行为指多动、攻击反抗性、违纪等行为问题[7]。

1.1.2问题行为的测量工具

（1）长处与困难问卷 SDQ

长处与困难问卷（The Strengths and Difficulties Questionnaire，SDQ）[6]，长处和

困难问卷（SDQ）是一个简短的问题行为筛选问卷，共有 25个题项，这 25个项目

分为 5个维度，每个维度 5个项目，分别为行为问题、多动注意力不行、情绪症状、

同伴交往问题和亲社会行为；前四个维度相加产生困难分数，即：问题行为。同样

的问卷也可以由 4 ~ 16岁的家长或教师填写，还有一个平行的自我报告版本，供 11 ~

16岁的学生填写。本套量表在低风险群体中可以分为内化问题行为（情绪症状加同

伴交往问题）、外化问题行为（品行问题加多动注意不能）。此测量工具在全球应

用较为广泛，已被译成 60多种语言被使用。

（2）儿童行为清单 CBCL

儿童行为清单（Child Behavior Checklist，CBCL）[7]由 Achenbach于 1983编制，

主要用来测量儿童社交能力和行为问题，该量表分为家长、教师和儿童自评三个版

本，包含 113个题项，社交退缩，抑郁，强迫，焦虑，躯体化症状，交往不良，违

纪，多动，攻击性等 9个因子，由最亲密父母根据孩子最近半年的表现来填写。该

量表适用于 4 ~ 16岁儿童青少年。

（3）青少年自评量表 YSR

青少年自评量表（The Youth Self-Report，YSR）[8]，是由心理学家 Achenbach

编制用于测量青少年内化、外化问题行为的工具，中文版由国内学者王润程及同事

修订，该量表共包含 119个题项，分为焦虑/抑郁，退缩/抑郁，躯体不适，社交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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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维问题，注意问题，违纪行为，攻击行为 8个维度，其中，焦虑/抑郁，退缩/抑郁，

躯体不适三个维度构成内化问题行为，违纪行为和攻击行为构成外化问题行为。该

量表适用于 11 ~ 18岁青少年。

本研究中运用 Goodman 编制的 SDQ问卷来对青少年的内化和外化问题行为进

行测量，一方面，是因为 SDQ问卷中问题行为的四因子模型合并成二因子模型之后

在低风险人群中具有更好区分度[6]，另一方面，是因为 SDQ的简洁性及儿童家长的

可接受性，应答率不会受到太大影响[9]。

1.1.3青少年问题行为的影响因素

问题行为是青少年成长和发展过程中产物，其产生是一个错综复杂过程，在这

个过程中往往会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以往研究者们对青少年问题行为的影响因素

有不同的看法，我们通过对以往文献进行梳理发现，既包含内在因素，又囊括了外

在因素，这一发展其实是内在与外在交互作用的结果。

内在因素指个体的遗传机制或生理因素，也包括了人格特点、气质类型、性格、

情绪、个体适应性等因素。李艳兰等人指出人格特征与问题行为存在显著的关联性

[10]。外在因素更为复杂，其中包含了微系统、中系统、外系统、宏系统中的诸因素，

如家庭因素、学校因素、同伴因素、社会环境因素等，此外，随着信息社会的到来，

学者们也探究了网络环境对其问题行为的影响。家庭因素与青少年问题行为的产生

与发展存在着密切的联系，家庭氛围、结构、财务状况、人际关系，父母教养方式、

受教育程度、婚姻状况等，例如，在吕勤等人对父母教养方式的研究中指出，父母

消极的教养方式与儿童青少年问题行为有较高的相关，如果父母采用的教养方式是

强迫性的、拒绝的、排斥的，当然也包括具有攻击性质和暴力性质的语言，儿童青

少年会表现出强烈的攻击性和反社会倾向[2]。高雯等在父母冲突对青少年问题行为影

响机制的研究中指出，父母冲突显著正向预测青少年问题行为，即父母冲突越频繁

且被感知越严重，青少年暴露的问题行为越多[12]。近几年，在家庭系统研究中，学

者们关注到了中国特有文化背景下，“祖辈”这一角色同时参与“父辈”、“孙辈”

生活的现象，那么“祖辈”对青少年问题行为的影响是怎样的呢？关于这一问题的

研究有待进一步探讨。学校因素则有师生关系、同学关系、学校和班级环境氛围等

因素构成，在田微微等人的研究中指出从儿童到初中阶段，随着同伴交往的深入，

亲密的同伴关系会对其造成深远影响，友谊质量高的初中生会采取更为理性的行为

代替攻击、违纪等不良行为，这表明友谊质量作为同伴关系的积极方面，对青少年



父母冲突对青少年问题行为的影响：祖孙关系的作用

4

问题行为的发生起到一定的保护作用[58]。青少年作为发展中的群体，心理和身体等

方面尚未成熟，所以我们在研究影响因素对青少年问题行为会产生怎样影响的同时，

提出有效的解决方案，减少负面因素的消极影响，发挥积极因素的作用。

1.2父母冲突的概述

1.2.1父母冲突的概念界定

父母子系统是家庭系统中最基础、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对家庭内部各个子系统

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其好坏是维持家庭内部团结、稳定，提升家庭氛围、生活

质量的关键[11]。在现实生活中，父母之间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冲突，这种冲突不仅会

破坏夫妻子系统，也会对家庭系统的各部分造成不同程度的负面影响，其中，影响

最大的是青少年，有研究指出，父母冲突对子女造成的影响消极影响的风险程度几

乎是离婚造成风险程度的两倍[12]。有学者提出，在家庭中，由于子女和父母所处地

位、认知、经验等的差异，对于“冲突”的感知存在着较大差异，而只有孩子感知

到的父母冲突会对其个体的心理和行为产生真切的影响[13]。因此，在父母冲突对青

少年问题行为的影响研究中，从子女感知父母冲突的角度出发来考察父母冲突对青

少年的影响更为科学，也更为合理。

在此，参考以往文献对父母冲突的概念进行界定，父母冲突（Interparental Conflict

或 parental Conflict）是指家庭系统中父母在与夫妻生活有关的一系列问题上由于意

见不一致或其他原因而产生的公开或隐蔽的消极情绪的对立、言语或肢体上的一些

敌意行为[12]，往往通过冲突发生的频率和冲突的强度特点来界定[14]。

1.2.2父母冲突的测量工具

关于父母冲突的测量方法，一般采用问卷法、访谈法、观察法等，问卷法分为

儿童青少年报告法和父母报告法，由于访谈法和观察法缺乏一定的客观标准且带有

个人主观判断性，所以我们在研究中较多的使用问卷法来测量父母冲突[15]。

（1）儿童青少年报告角度

父母冲突儿童知觉量表（Children’s Perception of Interparental Conflict Scale，

CPIC）[16]，由 Grych 等人编制原始问卷，共 49 题。包括冲突频率、冲突内容、威

胁知觉、应对效能感、自责等 9个维度，该量表一般将前三个维度作为父母冲突特

征问卷，把威胁知觉和自责作为分量表来测量儿童对父母冲突的认知评估。国内学

者池丽萍和辛自强[17][将 Grych等人的问卷进行修订，形成了包含 40个题项，冲突频

率、冲突强度、冲突解决、威胁认知、应对效能和自我归因等六个维度的《儿童感



第一章 文献综述

5

知的父母冲突量表》，该量表在国内得到了广泛使用。

（2）父母报告角度

Olson的婚姻质量问卷[18]，该问卷包含婚姻满意度、夫妻交流、解决冲突的方式、

角色平等性等 12个维度，可以较为全面地反映夫妻婚姻质量的现状。O'Leary-Porter

问卷（OPS）[19]，主要是对父母在孩子面前冲突频率的感知进行测量。还有研究者

将 lock Wallace的婚姻质量问卷改编成父母冲突问卷来测量一年以来的冲突状况[20]。

Spanier 制定的夫妻适应问卷[21]（Dyadic Adjustment Scale，DAS）中夫妻冲突分量表

也可用于测量青少年父母之间的冲突水平，本量表在使用过程中，由夫妻双方单独

进行填写。

此次研究中使用的测量父母冲突的问卷是“中国儿童青少年心理发育特征”调

查项目中所形成的《父母冲突问卷》，该问卷采用儿童青少年报告法，来测量儿童

青少年父母冲突的特点，主要测量的是父母冲突的强度和频率。

1.2.3父母冲突的相关理论

（1）家庭系统理论

家庭系统理论关注的是家庭系统中的层级嵌套关系，家庭子系统之间既存在相

互影响，也存在相互独立属性[22]，该理论中的“外溢”假设指出：父辈之间冲突会

通过破坏家庭关系系统中的父母关系子系统和亲子关系子系统进一步导致整个家庭

系统的不平衡，最终致使儿童青少年的问题行为产生[23]；而“迂回假设”认为，不

融洽的夫妻关系使得夫妻双方集中注意力将目标转移到子女的问题上，从而使得父

母关系中的负面影响转变成对孩子过度的严格和过多的保护中去，所以那些较高水

平父母冲突的家庭中，父母的养育行为偏向于较多保护和溺爱，这也会导致儿童青

少年产生不良的行为问题[23]。

（2）社会学习理论

社会学习理论是早期用来解释父母冲突和儿童青少年问题行为关系的理论，班

杜拉指出，儿童青少年在成长发展过程中的学习主要是来源于对他人的观察，班杜

拉也曾经在他的实验中多次强调榜样的作用，父母作为儿童青少年重要的学习榜样，

对其行为有着重要的影响，尤其是父母之间的冲突，对儿童青少年的问题行为起着

至关重要的影响，有学者指出，孩子在亲眼目睹父母争吵过后，其对伙伴的身体攻

击和语言攻击行为增多[24]，也有研究指出，父母之间争吵的频率越高，青少年观察

学习的机会就会增多，从而导致问题行为发生的可能性增多[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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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认知情景理论

认知情境理论的观点是：儿童青少年是主动的认知主体和问题解决者，而儿童

青少年在感知冲突过程中的认知评价很重要，父母之间冲突对孩子自身的影响程度

取决于认知主体对父母之间冲突的认知评估（cognitive appraisal），例如：直面的冲

突带给自身的紧张、焦虑、自责等，以及不恰当归因方式和无效的应对挫折能力，

此过程受到父母冲突特点（频率、强度）以及情境因素（情绪氛围）的影响[27]。有

研究也指出父母冲突水平越高，青少年的认知评估越消极[26]，从而导致儿童青少年

的问题行为。国内[27]、国外[28]研究也一致指出：父母冲突对青少年内化问题产生较

多的的负面作用。

（4）情绪安全假设

情绪安全假设指出：父母之间的冲突会使儿童青少年察觉到的父母关系不稳定，

并且父母之间产生的冲突会威胁到其个体以及家庭成员的安定与幸福的想法，从而

加剧他们适应不良的风险。而且青少年对父母之间关系缺乏情绪安全感能够预测其

未来的心理健康问题[29]。

1.3祖孙关系的概述

1.3.1祖孙关系的概念界定

祖辈和孙辈之间的关系是指父系祖辈、母系祖辈与孙辈之间的关系，主要包括

祖辈与孙辈之间接触、互动频率（身体卷入）和亲密性（情感卷入）[32]。有研究者

指出，祖孙关系的矛盾更少，更趋向于没有矛盾和冲突，祖辈与孙辈之间的关系作

为一种重要的家庭人际关系，和其他关系一样（亲子关系），对家庭内部人员的影

响具有普遍性、持久性以及深远性[32]，但是，在孙辈生活中具有重要意义的祖辈很

可能被嵌入到紧密联系的家庭系统中，在几代人之间都有着密切而高质量的关系。

随着社会的变化与发展，祖辈越来越多地参与到了家庭生活中来，祖辈和孙辈

在彼此的生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在家庭系统中不仅对自身产生影响，而且对“祖

辈”、“父辈”、“孙辈”三代人以及代际的嵌套关系产生影响，我们在考虑到这

种关联时，希望我们能够在在一个家庭关系系统中考察祖父母、孙子孙女之间的关

系，而不是个体或者是简单的二元体。

1.3.2影响祖孙关系的因素

（1）孙辈的年龄

首先影响祖孙关系的因素是孙辈的年龄，有研究指出，随着孙辈年龄的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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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辈与祖辈之间的关系会变得疏远，处于青春期的孙辈与祖辈的关系较成年孙辈关

系较好[33]，研究表明年龄较小和拥有年龄较小孙子女（特别是在青春期之前）的祖

父母拥有最积极的祖孙关系[34]。但是在一项纵向研究中，Field和Minkler 发现即使

祖父母和孙子孙女之间的接触频率随着孙辈年龄的增长而减少，但是祖孙关系之间

的满意度也不会下降[35]。

（2）性别

其次是孙辈与祖辈性别，Euler 和Weitzel等人的研究指出，在四位祖辈中外祖

母对孙辈会给予最多的投资，而祖父最少，外祖父和祖母居中[36]。同样，Bishop等

人提出支持性观点：孩子的姥姥投资最多，而孩子的爷爷投资最少[37]。也有学者提

出，姥姥和奶奶对孙辈的投资要多于爷爷和姥爷[38]。另一个考虑孙辈性别的生物学

观点认为，由于他们染色体的相关性[39]，相比于外孙，外祖母更有可能投资于外孙

女。但也有不同的观点，一些结果报告祖辈和孙女之间的关系更密切，还有一些报

告指出相同性别的祖辈和孙辈之间关系更紧密，也有报告指出男性祖辈比女性祖辈

更有趣[40]。

（3）地理距离

在以往的代际关系研究中，地理距离被认为是影响祖辈和孙辈接触频率的最明

显因素，当祖辈住在孙辈附近时，定期的联系更有可能发生，这些因素促使他们之

间形成了牢固的关系[41]。有研究者指出，中国祖辈对孙辈照料的参与量取决他们居

住距离的远近[42]，与此同时祖辈距离孙辈居住地的远近还会影响母亲对孩子照料的

参与程度，地理接近和接触频率已成为代际关系质量的重要预测因素[43]。

（4）祖辈因素

在祖孙关系中，祖辈的一些因素也会影响到祖孙关系的质量，例如：祖辈受教

育程度、拥有孙子女的数量，晚年经济状况，祖辈健康状况等。Elder和 Conger 指

出，祖辈所拥有的孙辈总数可能会限制他们参与每个孙辈生活的程度[44]。有研究也

指出拥有较多孙辈的祖父母很难成为孙辈生活中的重要人物，而只有两三个孙辈的

祖辈有更多的机会成为孙辈生活中的重要存在者[45]。Tinsley和 Parke 认为，收入较

高、受教育程度较高的祖父母能更好地为孙辈提供帮助[46]，而青少年可能不太愿意

与非常贫穷的祖父母保持频繁的联系。受过高等教育的祖父母报告指出，他们与未

成年的孙辈一起参加更多的活动，更有可能发挥辅导作用，更有可能共同讨论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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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辈的问题和未来的计划，而受教育程度较低的祖父母与孙辈的接触过程中，更有

可能致扮演朋友的角色。

1.3.3祖孙关系的相关理论

（1）生命全程理论

生命全程理论认为，个体的生命是与他人互相有联系的，这种相互联系在生命

全程理论中被称为“生命链接（Linked lives）”[47]，即个体行为除了受到个体特定

发展阶段和个体定位的限制，还会受到家庭其他人员的限制[48]。该理论提出观点：

可用家庭系统中每个代际中成员之间的链环关系对祖辈的发展加以界定。祖辈与孙

子女的生活是彼此相通的，随着孙子女的成长与发展，他们之间沟通的形式也会发

生明显的改变，这种变化往往由孙辈的年龄决定[49]。对于即将面对青春期的孩子，

祖父母往往会给予儿童最基本的保护、养育或外出活动[50]；对于年龄较大的孙辈，

比如：成年期，祖父母往往会扮演好朋友的角色或提供财务上的支持[48]。

（2）进化心理学理论

进化心理学理论中“父性身份不确定性假设”认为，祖辈对孙辈的投资取决于

亲代身份不确定性，由于外祖母具有两代确定的亲缘身份，她能确定孩子的母亲是

自己亲生的，而孩子的母亲（即外祖母的女儿）也能确定孩子是自己亲生的。相比

之下，祖父的两代亲缘身份都是不确定的，他不能确定孩子的父亲是自己亲生的，

而孩子的父亲（即祖父的儿子）也不能确定孩子是自己亲生的。同理，爷爷和奶奶

各有一代确定的亲缘身份和一代不确定的亲缘身份，因此他们对于祖孙关系的确定

性介于外祖母与祖父两者之间[51]。除了父性身份不确定性假设，特定性别繁衍策略

假设也有助于我们理解祖辈与孙辈之间关系的发展过程，性别繁衍策略假设认为，

男性的生殖潜能高于女性，影响男性整体适应度的主要因素是配偶的数量，而影响

女性整体适应度的主要因素是配偶的质量，这也表明，女性相较于男性，会更多地

投资自己的后代，随着年龄的增长，女性会通过间接的方式（投资孙辈）来实现自

己的繁衍感，而男性则通过直接生育后代的方式来增加自己的整体适应度[51]。这一

假设也被运用到了祖辈一代，这一假设认为，外祖父的祖辈投资常常要多于祖母[52]。

（3）家庭系统理论

家庭系统理论指出：家庭人员彼此间的依赖[53]，为研究祖辈与孙辈之间的关系

提供了大概框架，目的是为了检测家庭系统中祖孙之间的关系和互动，当三方都建

立起良好的关系，使得系统达到平衡状态时，儿童青少年能从中获益[54]。Minuchin 强

调家庭系统的结构和组织，家庭中个体、两人或者更多人的组合构成家庭中的亚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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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这些亚系统相互联结构成整个家庭大系统，每个家庭人员处于不同系统和位置

中，人员彼此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依赖。根据家庭系统理论，祖孙关系子系统融入

了家庭关系系统中，并且应该经过完整亲属网络的检验[55]。Monserud 发现父辈和祖

辈的共存关系会影响祖孙关系和支持互换[56]。

1.4父母冲突与问题行为的关系研究

问题行为包括内化问题行为和外化问题行为，内化问题行为指社交退缩、焦虑、

抑郁、孤僻等情绪性问题；外化问题行为指多动、攻击反抗性、违纪等行为问题[7]。

国内外学者们指出，父母关系的好坏，和儿童青少年的反社会行为、不良行为、攻

击等外化问题行为以及焦虑、不安等内化问题行为之间存在联系[57]。在前者的研究

中指出，父母冲突会影响青少年的内化问题[29]，已有研究者指出，长期暴露于高强

度、高频率的父母冲突中，儿童青少年会突显出较多的外在问题行为，例如：攻击

行为和违纪行为[58]。早在 1984年 Emery和 O'Leary 的研究中就指出，经常发生在父

母之间暴露的冲突比隐蔽的冲突更能引起儿童青少年的心理健康问题（如攻击性行

为 、不服从行为、反社会倾向、抑郁情绪、退缩行为及自我概念发展障碍等）[59]。

同样，Hetherington的研究指出，在儿童青少年面前的公开的父母冲突与青少年问题

行为之间的关联性更大，而那些不易察觉的、青少年没有觉察到的父母冲突与青少

年问题行为的关系较弱[13]。在较早的研究中，学者们也指出，相较于在冷漠的不幸

福家庭中成长的儿童，那些来自充满争吵和敌对氛围的不幸福家庭的儿童，其问题

行为发生的更多，这也表明青少年觉察到的暴露在外的、亲眼目睹的父母冲突比不

易察觉的的冲突更可能使儿童青少年的问题行为增多[27]。

1.5祖孙关系与问题行为的关系研究

祖孙关系是现代家庭中重要的家庭人际关系[60]，已有研究指出，祖辈作为一种

重要的资源能够缓冲、防止儿童青少年适应不良的风险，特别是在家庭变化期间和

变化之后，如父母离婚和再婚[61]。越来越多的证据也表明，祖辈参与孙辈的生活，

对青少年孙辈发展会产生积极的结果。在一个穆斯林和印度家庭的样本中，有祖辈

参与孩子的照顾比没有祖辈参与其中的孩子能表现出更好的行为调适[62]。在美国和

英国进行的几项研究中发现，祖父母更多的参与与青少年孙辈的积极结果有关，如：

较少的内化问题行为[61]，较少的外化问题行为和攻击性行为[63]，更多的学校参与[64]，

以及更大的自我效能感和人际关系能力等[65]。在南非的一项调查中，结果表明，在

三代家庭中的青少年内化问题行为较少[66]。但也有证据表明了一些消极的后果，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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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研究中指出祖辈的经济支持与青少年更多的外部问题和更少的亲社会行为有关

[67] ，这或许反映了祖辈倾向于援助正在经历困难的家庭[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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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问题提出与研究设计

2.1已有研究的不足

对以往文献的梳理的基础上发现，关于青少年问题行为的研究其结果较为丰富，

但还存在一些不足：

（1）虽然关于父母冲突对青少年问题行为的研究有很多，但是目前关于在祖辈

参与家庭中父辈冲突特点的研究较少，关于祖辈参与对父辈及祖辈发展的研究在国

内也较少的开展，由于诸多因素的变革（文化和社会因素），祖辈越来越多地参与

孙辈及父辈的生活且承担一定的责任，尤其是我国祖辈参与的现象较为普遍，但是

国内关于祖辈子系统在家庭系统中的研究并未引起重视。

（2）现有关于家庭系统的研究中较多地研究亲子关系、夫妻关系等对青少年问

题行为的影响，而忽视了祖孙关系对青少年问题行为的研究，国外对青少年祖孙关

系的研究较多，但还未形成统一定论，且东西方文化背景差异较大，在中国文化背

景下对祖孙关系的研究较少开展，所以本研究将在中国文化背景下深入探讨祖孙关

系对青少年问题行为的影响。

（3）基于家庭系统看祖孙关系在父母冲突与青少年问题行为关系之间的影响机

制，在以往关于家庭系统的研究中，研究较多是父母子系统、亲子子系统在青少年

问题行为之间的关系及作用机制，但是关于“祖辈”、“父辈”和“孙辈”子系统

之间关系研究少有涉及，所以本研究中将探讨家庭系统中三个子系统之间的关系。

2.2研究问题与假设

问题 1：青少年感知到的父母冲突与青少年内化、外化问题行为之间的关系是怎

样的？祖孙关系与青少年内化、外化问题行为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

假设 1：青少年感知到的父母冲突显著正向预测青少年内化、外化问题行为，即

感知到的父母冲突越多，青少年问题行为越严重；祖孙关系显著负向预测青少年内

化、外化问题行为，即祖孙关系质量越好，青少年问题行为减少。

问题 2：父母冲突、青少年内化、外化问题行为、祖孙关系三者之间之间是否存

在相互关系?

假设 2：父母冲突、青少年问题行为和祖孙关系之两两相关。

问题 3：祖孙关系对父母冲突和青少年内化、外化问题行为关系的影响是怎样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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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设 3：祖孙关系在青少年感知到的父母冲突与青少年内化、外化问题行为之间

起调节作用。

问题 4：青少年内化、外化问题行为有什么样的特点？

假设 4：青少年问题行为存在性别、年龄、地区、是否独生上的显著差异。

问题 5：青少年感知到的父母冲突存在什么样的特点？

假设 5：青少年感知到的父母冲突存在性别、年龄、地区、是否独生上的显著差

异。

问题 6：青少年祖孙关系表现出什么样的特点？

假设 6：青少年祖孙关系存在性别、年龄、地区、是否独生上的显著差异。

2.3研究意义

（1）理论意义：本研究旨在探讨祖辈参与家庭中，父辈婚姻冲突的特点、青少

年问题行为的特点、祖孙关系的特点以及三者之间的关系，以往对父母冲突的研究

大多局限于核心家庭，而本研究将研究对象转向了祖辈参与的家庭，同时将家庭关

系研究扩展到了祖孙关系，拓展丰富相关理论成果。

（2）现实意义：本研究重点探讨了祖辈参与家庭中父辈婚姻冲突、祖孙关系对

青少年发展的意义，目的在于研究祖辈在家庭系统中所起的作用，重视祖辈角色的

存在对父辈以及孙辈的影响，积极倡导祖辈、父辈和孙辈三代人积极营造良好的家

庭氛围，引导其孙辈朝向积极的方向发展。同时，本研究所得的研究结果，可以为

教育实践干预研究提供依据。

2.4研究对象

采取方便抽样的方法，选取山西河南两地普通中小学五到九年级学生为研究对

象，在征得学校老师同意后，由心理学专业硕士担任主试，在班级教室集体测试，

时间为 40分钟。测试前由主事宣读指导语，依次发放问卷，问卷填写完毕由主试统

一收回。对问卷进行筛选，剔除填写信息不完整、离异家庭、重组家庭、无祖辈参

与家庭的被试，筛选符合本研究适用的被试 2719个。被试年龄范围为 11 ~ 16 岁，

平均年龄为 13.43±1.46岁。被试基本信息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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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被试基本信息（n =2719）

人口学变量 类别 人数 占比（ %）

性别
男 1316 49.44

女 1346 50.56

年级

5 453 16.67

6 375 13.80

7 556 20.46

8 708 26.05

9 626 23.03

地区

城市 489 28.23

城镇 279 16.11

农村 964 55.66

是否独生
是 688 26.22

否 1936 73.78

2.5研究工具

2.5.1父母冲突问卷

选用“中国儿童青少年心理发育特征”调查项目的《父母冲突问卷》[69]对父母

冲突进行调查。量表共包括 10 个题目，采用 Likert 式 5 点计分（从“完全不符

合”到“完全符合”），由孩子填写，包括冲突频率和冲突强度两个维度，得分越

高表明父母冲突越高。在本研究中，Cronbach α 系数为 0.88。结构效度良好：χ2/df
= 6.74，GFI=0.99，CFI=0.99，NFI=0.99，RMSEA=0.05。

2.5.2问题行为问卷（SDQ）

选用由 Goodman编制长处和困难问卷（SDQ）[6]。包括情绪症状、品行问题、

多动注意不能、同伴交往问题及亲社会行为。SDQ量表每个条目选项按三级评分：

“不符合（0分），有点符合（1分），非常符合（2分）”。在此次研究中，我们

采用 Goodman 在 2010 年的对本套问卷重新抽取因子，并划分维度，其中内化问题

行为包括情绪症状加同伴交往问题两个维度，外化问题行为分为品行问题加多动注

意不能两个维度。对于内化问题行为和外化问题行为其得分越高，代表内化、外化

问题行为越多，在本研究中，Cronbach α 系数为 0.88。结构效度良好：χ2/df = 8.50，
GFI=0.93，CFI=0.83，NFI=0.81，RMSEA=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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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3祖孙关系问卷

采用自编祖辈与孙辈关系问卷，本套问卷参考 Elder的祖孙关系量表[70]，以及相

关文献[71]，形成祖孙关系量表。

本研究中“祖孙关系问卷”信效度良好（如表 2、3）。主要包含 11个题项，四

个分量表，分为身体卷入和情感卷入两个维度。

表 2 祖孙关系问卷的信度分析

情感卷入 身体卷入 总问卷

内部一致性系数 0.86/0.85 /0.84 /0.85 0.83/0.85 / 0.78/0.77 0.86/0.86/0.84/0.85

表 3 祖孙关系问卷的验证性因素分析拟合指数

2/df GFI TLI CFI IFI RMSEA

祖父 3.37 0.98 0.98 0.98 0.98 0.04

祖母 3.10 0.99 0.98 0.99 0.99 0.03

外祖母 3.20 0.99 0.98 0.98 0.98 0.03

外祖父 3.38 0.98 0.97 0.98 0.98 0.04

2.6研究程序

本研究中的数据采用“隔代教养”大项目的数据，我们按照一定的标准挑选被

试，标准如下：1.有祖辈参与的家庭 2.祖辈周一到周五或周末参与孙辈的照顾 3.四位

祖辈都曾经参与过孙辈的生活。共挑选 2719个被试。

2.7数据处理

本文使用 SPSS22.0和 process插件进行数据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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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结果与分析

3.1共同方法偏差

为了避免共同方法偏差，采用 Haman单因子检验法进行检验[72]，探索性因素分

析的结果发现，特征根大于 1 的因子共有 27 个，第一个因子对变异量的解释率为

17.19% ，低于 40% 的临界值，说明共同方法偏差不明显。因此，本研究没有进一

步采用统计方法对共同方法偏差效应进行控制。

3.2青少年内化、外化问题行为的描述性统计及差异分析

首先，为了解青少年内化、外化问题行为的总体情况，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

结果显示：本研究中青少年内化、外化问题行为总分的均值低于量表中间值，即：

本研究中被试群体的内化、外化问题行为得分总体偏低。

表 4青少年内化、外化问题行为的描述性统计（n=2719）

变量 平均值（M） 标准差（SD） 最小值（Min） 最大值（Max）

内化 6.00 3.18 0 18

外化 5.80 3.25 0 17

为了进一步了解青少年内化、外化问题行为在不同人口学变量（性别、年级、

独生与否、地区）上的差异，对内化、外化问题行为进行独立样本 t检验如下：

表 5 青少年内化、外化问题行为的性别差异（M±SD）

男 女 t

内化 5.97±3.11 6.04±3.23 -0.63

外化 5.99±3.27 5.61±3.23 2.96**

注：*表示 P < 0.05，**表示 P < 0.01，***表示 P < 0.001，下同。

不同性别青少年在外化问题行为上存在显著差异（t=2.96，p<0.05），即男生外

化问题行为显著高于女生外化问题行为；而在内化问题行为上不存在显著差异

（t=2.96，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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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青少年内化、外化问题行为的年级差异（M±SD）

内化 外化

五年级（n=453） 5.76±3.18 5.13±3.35

六年级（n=375） 5.57±3.07 4.90±3.04

七年级（n=556） 5.98±3.01 5.86±2.94

八年级（n=708） 6.07±3.17 6.01±3.36

九年级（n=626） 6.38±3.35 6.51±3.23

F 4.63** 20.92***

事后检验
九>七，六，五

八>六

九>八，七，六，五

七、八>五、六

方差分析结果表明：不同年级青少年的内化（F（4,2713）=4.63，p<0.05）、外

化问题行为（F（4,2713）=20.92，p<0.001）存在显著差异。事后检验结果显示：在

内化问题行为上，九年级学生显著高于其他年级学生，八年级学生显著高于六年级

学生；在外化问题行为上，九年级学生显著高于其他年级学生，七八年级学生显著

高于五六年级学生。即：初中学生内化、外化问题行为显著多于小学生。

表 7 是否为独生子女在青少年内化、外化问题行为上的差异（M±SD）

是（n=688） 否（n=1936） t

内化 5.73±3.23 6.05±3.13 -2.34*

外化 5.34±3.24 5.91±3.20 -3.97***

结果发现：是否为独生子女在内化（t=-2.34，p<0.05）外化（t=-3.97，p<0.001）

问题行为上存在显著差异。即：非独生子女在内化、外化问题行为上显著多于独生

子女。

表 8 不同地区青少年在内化、外化问题行为上的差异（M±SD）

内化 外化

城市（n=489） 5.56±3.28 5.04±3.24

城镇（n=297） 5.91±3.15 5.46±3.16

农村（n=964） 6.30±3.16 6.18±3.28

F 8.89*** 21.39***

事后检验 农村>城镇=城市 农村>城镇>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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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不同地区青少年在内化（F（2,1747）=8.89，p<0.001）外化（F（2,1747）=21.39，

p<0.001）问题行为上存在显著差异。具体表现为：在内化问题行为上，来自城市城

镇的被试无显著差异（p>0.05），农村地区青少年得分显著高于城市地区青少年

（p<0.05）。外化问题行为方面，农村地区青少年得分显著高于城镇青少年，城镇地

区青少年得分高于城市青少年（p<0.05）。

表 8 不同地区青少年在内化、外化问题行为上的差异（M±SD）

3.3 青少年感知父母冲突的描述性统计及差异分析

描述性统计结果表明，青少年感知父母冲突频率、冲突强度和冲突总分均值低

于量表中间值，即：本次研究中青少年感知的父母冲突水平处于相对较低水平。

表 9 青少年感知父母冲突的描述性分析（n=2719）

平均值（M） 标准差（SD） 最小值（Min） 最大值（Max）

冲突频率 1.95 0.87 1 5

冲突强度 1.76 0.90 1 5

冲突总分 1.86 0.82 1 5

为了进一步了解青少年感知父母冲突的状况，在不同人口学变量（性别、年级、

独生与否、地区）上的差异，对父母冲突总分、冲突频率、冲突强度进行独立样本 t

检验，如下。

表 10 青少年感知父母冲突的性别差异（M±SD）

男（n=1316） 女（n=1349） t

冲突频率 1.95±0.88 1.95±0.86 0.11

冲突强度 1.78±0.93 1.74±0.87 1.15

冲突总分 1.87±0.84 1.84±0.80 0.69

如表 10所示，不同性别在父母冲突频率（t=0.11，p>0.05）、冲突强度（t=1.15，

内化 外化

城市（n=489） 5.56±3.28 5.04±3.24

城镇（n=297） 5.91±3.15 5.46±3.16

农村（n=964） 6.30±3.16 6.18±3.28

F 8.89*** 21.39***

事后检验 农村>城镇=城市 农村>城镇>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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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05）和冲突总分（t=0.69，p>0.05）上均不存在显著差异。

表 11 青少年感知父母冲突的年级上的差异（M±SD）

冲突频率 冲突强度 冲突总分

五年级（n=453） 1.72±0.83 1.56±0.81 1.64±0.75

六年级（n=375） 1.66±0.76 1.49±0.77 1.57±0.69

七年级（n=556） 1.94±0.87 1.81±0.93 1.87±0.83

八年级（n=708） 2.05±0.86 1.85±0.94 1.95±0.84

九年级（n=626） 2.19±0.90 1.93±0.90 2.06±0.83

F 34.79*** 21.96*** 32.39***

事后检验 九>八>七>六=五
九>七，五，六

八，七>五，六
九>八>七>六=五

如 11所示，不同年级在父母冲突频率（F（4,2713）=34.79，p<0.001）、冲突

强度（F（4,2713）=21.96，p<0.001）和冲突总分（F（4,2713）=32.39，p<0.001）

上均存在显著差异，总体趋势来看，随着年级的上升，青少年感知的父母冲突频率、

强度和总分呈逐渐上升趋势。

表 12 是否为独生子女在父母冲突上的差异（M±SD）

是（n=688） 否（n=1936） t

冲突频率 1.91±0.91 1.94±0.84 -0.14

冲突强度 1.75±0.95 1.75±0.88 0.09

冲突总分 1.84±0.86 1.84±0.80 -0.03

如表 12所示，是否为独生子女在父母冲突频率（t=-0.14，p>0.05）、冲突强度

（t=0.09，p>0.05）和冲突总分（t=-0.03，p>0.05）均不存在显著差异。

表 13 不同地区在父母冲突上的差异（M±SD）

冲突频率 冲突强度 冲突总分

城市（n=489） 1.80±0.89 1.64±0.87 1.72±0.82

城镇（n=297） 1.97±0.89 1.76±0.89 1.87±0.83

农村（n=964） 2.01±0.84 1.82±0.90 1.92±0.81

F 9.84*** 6.30** 9.25***

事后检验 农村，城镇>城市 农村，城镇>城市 农村，城镇>城市

如表 13所示，不同地区父母冲突在冲突频率（F（2,1747）=9.84，p<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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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突强度（F（2,1747）=6.30，p<0.05）和冲突总分（F（2,1747）=9.25，p<0.001）

上均存在显著差异。具体表现在：农村和城镇地区青少年感知父母冲突得分显著高

于城市地区，而城镇和农村地区青少年得分无显著差异。

3.4祖孙关系的描述性统计及差异分析

通过描述性分析可知，总祖孙关系、祖孙关系身体卷入、祖孙关系情感卷入均

值均高于量表中间值，即：本次研究中祖孙关系质量水平处于相对较高水平。

表 14 青少年祖孙关系的描述性分析（n=2719）

平均值（M） 标准差（SD） 最小值（Min） 最大值（Max）

总祖孙关系 2.90 0.45 1 4

祖孙关系身体卷入 2.55 0.62 1 4

祖孙关系情感卷入 3.04 0.50 1 4

为了进一步了解青少年祖孙关系的在不同人口学变量上的差异（性别、年级、

独生与否、地区），对祖孙关系各维度做差异检验如下：

表 15不同性别祖孙关系的差异（M±SD）

男（n=1316） 女（n=1349） t

总祖孙关系 2.91±0.46 2.89±0.45 1.03

祖孙关系身体卷入 2.55±0.62 2.56±0.61 -0.23

祖孙关系情感卷入 3.05±0.51 3.02±0.48 1.40

如表 15所示，总祖孙关系（t=1.03，p>0.05）、祖孙关系身体卷入（t=-0.23，p>0.05）

和祖孙关系情感卷入（t=1.40，p>0.05）在性别上不存在显著差异。

表 16不同年级被试祖孙关系的差异（M±SD）

祖孙关系 祖孙关系身体卷入 祖孙关系情感卷入

五年级（n=453） 3.03±0.43 2.69±0.61 3.16±0.46

六年级（n=375） 3.05±0.43 2.75±0.58 3.17±0.48

七年级（n=556） 2.91±0.44 2.60±0.60 3.03±0.48

八年级（n=708） 2.85±0.43 2.45±0.60 2.99±0.49

九年级（n=626） 2.78±0.46 2.40±0.61 2.93±0.51

F 34.82*** 30.89*** 23.22***

事后检验 九<八<七<六=五 九=八>七>六=五 九=八>七>六=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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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表 16所示，总祖孙关系（F（4,2713）=34.82，p<0.001），祖孙关系身体卷

入（F（4,2713）=30.89，p<0.001）和祖孙关系情感卷入（F（4,2713）=23.22，p<0.001）

在年级上差异显著。进一步事后检验发现：在祖孙关系维度上，五六年级被试祖孙

关系得分不存在显著差异，但是显著高于七、八、九年级得分，在初中阶段，七年

级得分最高，而九年级得分最低，八年级学生的得分居于中间水平；在身体卷入维

度上，五六年级不存在显著差异，但是显著高于七、八、九年级得分，而八年级与

九年级被试得分不存在显著差异；在情感卷入维度上，五年级与六年级被试得分不

存在显著差异，七年级与八年级被试得分不存在显著差异，九年级得分最低。

总体趋势上来看，随着年级的升高祖孙关系、身体卷入、情感卷入得分逐渐呈

下降趋势。

表 17是否为独生子女在祖孙关系上的差异（M±SD）

是 否 t

祖孙关系 2.96±0.45 2.89±0.48 3.66***

祖孙关系身体卷入 2.58±0.63 2.54±0.62 1.51

祖孙关系情感卷入 3.10±0.48 3.02±0.49 3.89***

如表 17所示，是否为独生子女在总祖孙关系（t=3.66，p<0.001）、祖孙关系情

感卷入（t=3.89，p<0.001）上存在显著差异，但是在身体卷入（t=3.66，p>0.05）维

度上不存在显著差异。

表 18 不同地区青少年祖孙关系的差异（M±SD）

祖孙关系 身体卷入 情感卷入

城市（n=489） 2.99±0.46 2.59±0.63 3.14±0.49

城镇（n=297） 2.90±0.46 2.45±0.69 3.07±0.48

农村（n=964） 2.88±0.45 2.55±0.61 3.00±0.50

F 10.06 *** 4.14 ** 13.61 ***

事后检验 城市>农村，城镇 城市，农村>城镇 城市>城镇>农村

根据表 18所示，不同地区青少年祖孙关系（F（2,1747）=10.06，p<0.001）、

身体卷入（F（2,1747）=4.14，p<0.001）、情感卷入（F（2,1747）=13.61，p<0.001）

均存在显著性差异。事后检验发现：城市青少年的祖孙关系显著高于农村和城镇，

农村与城镇之间无显著差异；城市和农村青少年的身体卷入得分显著高于城镇地区，

但两者之间不存在显著差异；在情感卷入上，城市青少年得分显著高于城镇和农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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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城镇地区青少年得分显著高于农村地区。

3.5父母冲突、祖孙关系与青少年内外、外化问题行为之间的关系

3.5.1 父母冲突、祖孙关系与青少年内化、外化问题行为的相关分析

表 19 父母冲突、内外化问题行为与祖孙关系的相关分析（n=2731）

相关分析发现，各变量之间均存在显著相关。父母冲突总分及每个维度与内化、

外化问题行为之间均呈显著正相关，祖孙关系、祖孙关系身体卷入、祖孙关系情感

卷入与内化、外化问题行为之间呈显著负相关。

3.5.2 父母冲突对青少年内外、外化问题行为的回归分析

表 20 青少年感知父母冲突对内化、外化问题行为的回归分析

自变量 因变量 Beta ΔR T

冲突总分 内化 0.27 0.073 14.65***

外化 0.33 0.109 18.31***

冲突频率 内化 0.28 0.078 15.24***

外化 0.33 0.109 18.27***

冲突强度 内化 0.22 0.049 11.85***

外化 0.28 0.080 15.43***

通过对表 20的分析可得，冲突总分对内化问题行为的预测程度达到显著水平（F

（1，2729）=214.70，p<0.001），冲突总分对内化问题行为的解释率为 7.3%；冲突

总分对外化问题行为的预测程度达到显著水平（F（1，2729）=335.09，p<0.001），

冲突总分对外化问题行为的解释率为 10.9%。

1 2 3 4 5 6 7

1内化 1

2外化 0.48*** 1

3冲突频率 0.28*** 0.33*** 1

4冲突强度 0.22*** 0.28*** 0.72*** 1

5冲突总分 0.27*** 0.33*** 0.92*** 0.93*** 1

6祖孙关系 -0.17*** -0.26*** -0.28*** -0.25*** -0.29*** 1

7身体卷入 -0.04* -0.06** -0.15*** -0.12*** -0.15*** 0.68*** 1

8情感卷入 -0.20*** -0.29*** -0.28*** -0.26*** -0.29*** 0.94*** 0.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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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突频率对内化问题行为的预测程度达到显著水平（F（1，2729）=232.22，

p<0.001），冲突频率解释内化问题行为 7.8%的变异量；冲突频率对外化问题行为的

预测程度达到显著水平（F（1，2729）=333.69，p<0.001），冲突频率对外化问题行

为的解释率为 10.9%。

冲突强度对内化问题行为的预测程度达到显著水平（F（1，2729）=140.32，

p<0.001），冲突强度对内化问题行为的解释率为 4.9%；冲突强度对外化问题行为的

预测程度达到及其显著水平（F（1，2729）=237.97，p<0.001），冲突强度对外化问

题行为的解释率为 8%。

3.5.3 祖孙关系对青少年内外、外化问题行为的回归分析

通过对表 21的分析可得，总祖孙关系对内化问题行为的预测程度达到显著水平

（F（1，2729）=85.62，p<0.001），总祖孙关系解释内化问题行为 3%的变异量；总

祖孙关系对外化问题行为的预测程度达到显著水平（F（1，2729）=190.67，p<0.001），

总祖孙关系解释外化问题行为 10.9%的变异量。

身体卷入对内化问题行为的预测程度达到显著水平（F（1，2729）=4.20，p<0.05），

身体卷入解释内化问题行为 0.2%的变异量；身体卷入对外化问题行为的预测程度达

到显著水平（F（1，2729）=9.12，p<0.05），身体卷入解释外化问题行为 0.3%的变

异量。

表 21 祖孙关系对内化、外化问题行为的回归分析

自变量 因变量 Beta ΔR T

总祖孙关系 内化 -0.17 0.030 -9.25***

外化 -0.26 0.065 -13.81***

身体卷入 内化 -0.04 0.002 -2.05***

外化 -0.06 0.003 -3.02***

情感卷入 内化 -0.20 0.040 -10.70***

外化 -0.29 0.086 -16.05***

情感卷入对内化问题行为的预测程度达到显著水平（F（1，2729）=114.38，p<0.001），

情感卷入解释内化问题行为 4%的变异量；情感卷入对外化问题行为的预测程度达到

显著水平（F（1，2729）=257.73，p<0.001），情感卷入解释外化问题行为 8.6%的

变异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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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4 父母冲突、祖孙关系对青少年内化、外化问题行为的作用模型

表 22 祖孙关系对内化、外化问题行为的调节作用分析

预测变量
内化

β SE 95%CI R2 F

父母冲突 0.093 0.008 [0.078，0.108]

祖孙关系 -0.017 0.003 [-0.023，-0.011]

交互项 0.00 0.0003 [-0.001，0.001] 0.001 0.001

Constant 6.01 0.06 [5.89，6.12] 0.10 82.47***

预测变量
外化

β SE 95%CI R2 F

父母冲突 0.113 0.007 [0.099，0.128]

祖孙关系 -0.029 0.003 [-0.035，-0.023]

交互项 0.001 0.0003 [0.0002，0.0014] 0.002 6.00*

Constant 5.83 0.060 [5.72，5.95] 0.14 147.23***

本论文中的调节模型将采用 SPSS22.0中的 process插件 model 1进行检验，该模

型以回归分析为基础，依次对自变量（父母冲突）、调节变量（祖孙关系）以及交

互项（父母冲突×祖孙关系）的主效应进行检测。运用 BC－Bootstrap 的 95%区间

估计进行计算，重复抽样 5000次，置信区间不包含零，则表明效应显著。

如表 22结果显示: 冲突总分对内化问题行为的预测作用显著（p＜0.001） ，祖

孙关系对内化问题行为的预测作用显著（p＜0.001），交互项对内化问题行为的预测

作用不显著（p>0.05），即祖孙关系在父母冲突与内化问题行为之间不起调节作用。

父母冲突对外化问题行为的预测作用显著（p＜0.001），祖孙关系对外化问题行为的

预测作用显著（p＜0.001），交互项对外化问题行为预测作用显著（p＜0.001）即祖

孙关系对父母冲突与外化问题行为之间的调节作用显著。

表 23祖孙关系对外化问题调节作用效应量

祖孙关系W Effect SE t 95%CI

W-1SD（-19.91） 0.10 0.01 10.81*** [0.08，0.12]

W（0.00） 0.11 0.01 15.31*** [0.09，0.13]

W+1SD（19.91） 0.13 0.01 12.57*** [0.11，0.15]

为了进一步研究各变量在调节作用下的变化趋势，进行了简单斜率检验。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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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 不论祖孙关系质量高低的情况下，父母冲突均能显著地正向预测外化问题行

为，但相对而言，高质量祖孙关系这种预测作用的效应量更高（0.13＞0.11＞0.10），

外化问题行为随祖孙关系质量的提升其下降的速度更快。斜率图与效应量变化表如

下（表 23，图 1）。

图 1祖孙关系对父母冲突和外化问题关系的调节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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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讨论

4.1青少年问题行为、父母冲突、祖孙关系的特征

4.1.1青少年问题行为特征

从描述性统计结果来看，本研究中青少年内化、外化问题行为总体处于较低水

平。

在性别差异方面，本研究中青少年在外化问题行为上存在性别差异，即：男孩

儿的外化问题行为显著多于女生，这与以往的研究一致[1]，在青春期的男生较女生表

现出更多的诸如多动、品行问题等外化问题行为，在崔丽霞等人的研究也指出，在

学校适应不良、攻击行为、违纪性活动和问题行为上男孩儿显著高于女孩儿[73]。这

可能是由于青春期的孩子性别角色认同的发展，男性角色的好胜、勇敢、独立、果

断，女性角色的温婉、贤淑、细腻等特征可能会使青春期男孩儿的外化问题行为显

著高于女孩儿。而在内化问题行为上不存在性别差异，这与以往研究不一致，崔丽

霞等人研究结果指出在考试焦虑等内化问题行为上女孩儿显著高于男孩儿[73]，在青

春期女孩儿可能面临的困惑较多，内化问题行为逐渐突显，但是本研究中在内化问

题行为上不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在池丽萍与辛自强的研究中结果表明，在内化问

题行为上不存在显著得性别差异[17]，可能是因为处于青春期的女生在内化问题上更

容易出现两面性、复杂性、隐秘性等特点。

在年级差异方面，不同年级青少年在内化、外化问题行为上存在显著差异，具

体来说，初中生内化、外化问题行为显著多于小学生，五六年级学生内化、外化问

题行为不存在显著差异，七八九年级学生的内化、外化问题行为存在显著差异，且

在初中阶段，青少年的内化、外化问题行为随着年级的增高呈逐渐上升的趋势，其

中初三年级的得分最高。在以往的研究中曾经指出，儿童青少年问题行为会随年龄

上升而减少[74]，但是本次研究结果发现，随着年级的上升，青少年内化、外化问题

行为呈上升趋势，在王成全等人的研究中也发现青少年问题行为呈现此特点[75]。初

中生，尤其是七八年级的学生，马上要迎接中考，家长和老师对学业上更加关注，

要求也变得更高了，学业和周围环境的各种压力，可能是造成儿童青少年内化、外

化问题行为增多的原因。

在是否独生方面，本研究结果发现是否为独生子女在内化、外化问题行为上均

存在显著差异，具体表现为，独生子女的内化、外化问题行为显著低于非独生子女，

这表明，独生子女心理健康优于非独生子女，这与以往的研究结果一致[76]。一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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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是独生子女在其成长过程中，往往会独自面对一些问题，无法得到来自兄弟姐

妹的情感支持和经验参考，他们会较早的学会独立解决问题，并学会以较为合适的

的解释方法去应对问题，而非独生子女则往往采取逃避否认方式来应对问题[76]，另

一方面原因是独生子女家庭条件更为优越，父母在面对家里唯一的孩子的时候，父

母自身各个方面的压力较少，能够有较大的自信心来好好培养孩子，同时也会有更

多时间去关注孩子是否存在品行、情绪等不良问题并给予纠正。

在地区差异方面，结果表明，不同地区青少年在内化、外化问题行为上均存在

显著性差异，具体表现为农村地区青少年内化、外化问题行为得分显著多于城镇、

城市地区青少年得分，这与以往的研究较为一致[77]。这说明农村地区青少年更容易

出现内化、外化等问题，一方面的原因是农村地区教育条件等各方面的匮乏，容易

忽视青少年的心理健康。另一方面，农村地区父母受教育程度较低等因素也会影响

对孩子的教育以及缺乏对问题行为的关注[77]。

4.1.2青少年感知父母冲突的特征

描述性统计结果显示，本次样本中的父母冲突强度、冲突频率平均分低于中值，

这也表明，样本中青少年觉察到的父母冲突强度、冲突频率和总分处于较低水平。

方差分析结果表明：在性别差异方面，青少年觉察到的父母冲突频率、冲突强

度和总分上不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这与以往研究结果不一致[78]，在曹雨菲等人的

研究中表明儿童感知到的婚姻冲突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且男孩儿感知到的婚姻冲

突显著高于女孩儿[79]，因为男孩儿往往比较叛逆、自我、追求独立，而女孩儿则往

往表现出顺从和乖巧的特点，因此父母在男孩儿的学习和行为上就要更加关注，花

更多的心思，也更容易在男孩子的教育问题上分歧而出现冲突[80]。而在本研究中青

少年觉察到的父母冲突不存在显著差异，这可能是因为现代社会中，父母对男孩女

孩给予同样的期望与要求，不再像以往一样，父母对男孩要求更多，更容易使青春

期男孩的父母之间产生冲突，所以对于男孩女孩来说，感知到的父母冲突并无差异。

在年级差异方面，青少年感知到的父母冲突频率、冲突强度和总分上均存在显

著的年级差异。具体表现为：初中生感知到的父母冲突水平高于小学生，五六年级

学生感知的父母冲突不存在显著差异，七八九年级存在显著差异，且随着年级的上

升，父母冲突水平呈上升趋势，九年级感知的父母冲突水平最高，这与以往的研究

结果一致[80]。一方面，初中生处于心理断乳的关键期，行为上更多的表现出独立、

自主的想法，但心理上并未真正成熟。另一方面，此时父母对于孩子学业担忧，心

理上的压力父母在情绪上比青少年更焦虑、紧张，有可能因孩子的教育问题挑起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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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从而使父母之间的不愉快增多，致使较多冲突的出现。

在是否为独生子女方面上，青少年感知到的父母冲突频率、冲突强度和总分上

均不存在显著差异。这与以往的研究一致，在肖雪和刘丽莎等人的研究中表明在独

生与非独生子女家庭中青少年感知的父母冲突没有显著差异，他们认为这是由于中

国夫妻双方婚姻目的的改变造成的，从传统的传宗接代为目的的婚姻关系转变为以

夫妻共同活动为目的的婚姻关系，所以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决定了父母之间的关系冲

突并不会受到孩子独生与否状况的影响[81]。

在地区方面，青少年感知到的父母冲突频率、冲突强度和总分上均存在显著差

异。整体上来说，来自农村和城镇地区的青少年感知到的父母冲突较多，而城市地

区青少年感知到的父母冲突则较少。这与以往的结果较为一致[82]，一方面由于城市

地区，父母受教育程度较高，在夫妻之间出现矛盾和冲突时，会有意识地避开孩子，

或者让冲突得到很好的解决，而农村地区父母可能根本不会意识到夫妻之间的冲突

会对孩子造成一定的影响。另一方面，在农村地区欠发达，夫妻之间的冲突也可能

是由经济压力、工作压力等因素造成的。

4.1.3青少年祖孙关系的特征

描述性统计结果分析表明，本次样本中祖孙关系、身体卷入、情感卷入的均值

均高于量表的中间值，分数越高代表祖孙关系质量越好，所以本研究中青少年的祖

孙关系质量总体处于较高水平。

方差分析结果表明：性别差异方面，总祖孙关系、身体卷入、情感卷入维度均

不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根据亲属选择理论，女性孙辈较男性孙辈与祖母关系更为

紧密，而男性孙辈较女性孙辈与祖父关系更为紧密[83]，但目前的研究未能支持这一

假设，有的研究结果表明，祖辈和孙辈在相同性别和跨性别关系之间的差异很小。

而还有研究表明母系或父系祖辈的存在并不能说明哪些性别组合的祖孙关系最亲

密，相反，两者都是可能的。艾森伯格（1988年）报告说，男性和女性孙辈通常平

等地与祖父母一起参加活动，孙女与祖母的关系并不比孙子亲密[84]。本研究中祖孙

关系与孙辈性别无显著差异，表明随着人们思想观念的改变，传统的重男轻女思想

已经被逐渐淡化。

在年级差异方面，祖孙关系、情感卷入、身体卷入总体趋势随年级的上升而逐

渐下降。这表明，随着孙辈年龄的增长，祖孙关系质量会逐渐有所下降，这可能是

由于随着年龄的增长，孙辈可能待在祖辈身边的时间变少，孙辈与祖辈之间的联系



父母冲突对青少年问题行为的影响：祖孙关系的作用

28

也更少了。一些研究表明，儿童与祖父母的联系往往会从童年到青春期乃至以后的

过渡期减少。有人认为，青少年时期的许多经历，包括参与到新的关系中，特别是

与同龄人的关系，以及在需要更多时间和精力的情况下的经历，都可能造成与祖父

母关系的疏离[85]。

在独生与否方面，祖孙关系情感卷入上存在显著差异，但是在身体卷入维度上

不存在显著差异。可见，家庭孙辈的数量会影响祖辈对孙辈的情感卷入，但不会影

响祖辈对孙辈身体卷入的程度，如果家中孙辈是独生子女，祖辈不会分心，情感投

入会集中在独生子女孙辈身上，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一方面，祖辈对孙辈的照顾、

照料等都被看成是一种责任与义务，另一方面年迈的祖辈在拥有较多孙辈的同时老

年期繁衍感得到了很好的满足，所以会身体力行地投入到孙辈的日常照顾中去。

在地区差异方面，青少年总祖孙关系、身体卷入、情感卷入均存在显著性差异。

总体趋势来看，城市地区青少年祖孙关系质量要好于农村和城镇地区。一方面由于

城市地区祖辈受教育程度水平比农村地区祖辈受教育水平高，更可能有意识地培养

质量较高的祖孙关系；另一方面，城市地区家庭中，父母大多数是工薪阶级，孙辈

的日常起居、上下学的接送等工作大多数由祖辈负责，更有助于亲密祖孙关系的形

成。

4.2青少年问题行为、父母冲突、祖孙关系之间的关系

4.2.1父母冲突与青少年问题行为的关系

相关分析结果显示，冲突总分、冲突频率、冲突强度与内化、外化问题行为之

间均呈显著正相关，即：父母冲突水平越高，青少年内化、外化问题行为越严重，

本研究结果与研究假设一致。

家庭作为青少年成长和发展的重要场所，家庭环境氛围，成员之间的和谐程度

会直接影响青少年内化、外化问题行为，良好和谐的父母关系，融洽的家庭氛围才

能促进青少年心理健康的发展。本研究中父母冲突对青少年问题行为的回归结果显

示，父母冲突可以显著正向预测青少年问题行为，这与国内外研究结果较为一致。

这表明父母冲突能够直接导致青少年问题行为的形成。根据社会学习理论，个体成

长过程中最关键、最重要的影响因素是家庭环境背景，在家庭环境中父母是儿童青

少年最直接接触到的模仿对象，同时也是与儿童青少年的接触时间最多、联系最紧

密的长辈，而父母之间的冲突会为孩子树立一个负面的学习榜样，使孩子习得许多

不良的人际交往方式，如攻击、违纪等外化问题行为。在一项纵向研究中发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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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青少年成长过程中，父母之间的冲突越频繁，儿童青少年表现的攻击性也会越

强[58]。由此可见，父母冲突会影响青少年后续的外显问题行为，这与以往的研究结

果一致，即父母冲突会导致后期个体发展阶段的不良行为等适应问题，如：成年期

的暴力行为。对于内化问题行为，大量研究表明，父母婚姻冲突作为儿童青少年成

长过程中的压力事件，容易导致儿童青少年出现抑郁等内化问题行为[81]。根据情绪

安全感理论，儿童青少年感知到的父母冲突的危险性较强时，其消极情绪的就会被

唤醒，很容易产生悲伤、恐惧、焦虑和痛苦等消极情绪，而且他们对未来父母关系

状况的期望或表征会变得消极，最终影响青少年的内化问题行为[29]。

4.2.2祖孙关系与青少年问题行为的关系

本研究结果与研究假设一致，相关分析结果显示，祖孙关系、祖孙关系身体卷

入、祖孙关系情感卷入与内化、外化问题行为之间呈显著负相关。这表明祖孙关系

质量越高，青少年内化、外化问题行为水平会降低。祖辈与孙辈之间的关系质量与

好，越有利于减少青少年内化、外化问题行为的风险性。

本研究中祖孙关系对青少年问题行为的回归结果显示，祖孙关系可以显著负向

预测青少年问题行为，这与以往研究结果较为一致。以往研究表明，祖父母作为一

种重要的资源和缓冲来防止儿童适应不良的风险，与同龄人相比，有着高度参与和

情感亲密的祖母的青少年表现出较少的抑郁症状和行为障碍，表现出更多的亲社会

行为和更好的学业成绩[61]。Attar-Schwartz 等人(2009)发现，祖父母的参与可以缓和

单亲、父母离异和再婚带来的潜在负面影响[61]。因此，在儿童青少年心理社会发展

的过程中，祖辈与孙辈之间的情感联结与亲密度可以预防家庭对儿童青少年带来的

负面影响。

4.2.3祖孙关系对父母冲突与青少年问题行为影响的调节作用分析

本研究在父母冲突与青少年内化问题行为之间加入了新变量祖孙关系后发现，

父母冲突能够显著预测青少年内化问题行为，祖孙关系对青少年内化问题行为预测

作用显著，但是父母冲突与祖孙关系的乘积并不能够显著预测青少年内化问题行为，

这表明祖孙关系在父母冲突与青少年内化问题行为之间并不能起到显著的调节作

用，与研究假设不一致；而在父母冲突与青少年外化问题之间加入了新变量祖孙关

系后发现，父母冲突能够显著预测青少年外化问题行为，祖孙关系对青少年外化问

题行为预测作用显著，父母冲突与祖孙关系的乘积能够显著预测青少年外化问题行

为，这表明祖孙关系在父母冲突与青少年外化问题行为之间起到显著的调节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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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结果与研究假设一致。

简单效应检验结果表明，不论祖孙关系质量高低的情况下，父母冲突均能显著地

正向预测外化问题行为，也就是说，高水平的祖孙关系与低水平的祖孙关系均能够

在父母冲突对青少年外化问题行为影响过程中起到调节作用，而且外化问题行为随

祖孙关系质量的的提升其下降的速度更快。有趣的是我们还发现，在低水平父母冲

突的情况下，祖孙关系这种调节作用的效应量值更大，在高水平父母冲突的情况下，

这种调节作用稍弱，这说明祖孙关系质量在低风险家庭与高风险家庭中都很重要，

同样也表明良好且和谐的家庭人际关系对培养与提升祖孙关系质量起到举足轻重的

作用，而高质量的祖孙关系也可以在父母冲突与青少年外化问题行为之间起到缓冲

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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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结论与展望

5.1研究结论

（1）本次调查发现，在有祖辈参与的家庭中，青少年内化、外化问题行为总体

处于较低水平；青少年感知的父母冲突总分处于较低水平；青少年的祖孙关系总体

处于较高水平。

（2）青少年感知父母冲突不存在性别、独生与否的差异，但存在年级、地区的

差异。初中生感知的父母冲突显著高于小学生，初三年级学生感知的父母冲突得分

最高；农村和城镇地区青少年感知的父母冲突得分显著高于城市青少年。

（3）外化问题行为上存在性别、年级、独生与否、地区的差别，内化问题行为

上不存在性别差异，存在年级、独生与否、地区的差异。男孩的外化问题行为显著

多于女孩，初中生内化、外化问题行为显著多于小学生，初三年级学生得分最高，

独生子女的内化、外化问题行为显著低于非独生子女，农村地区青少年内化、外化

问题行为得分显著高于城镇、城市青少年得分。

（4）祖孙关系不存在性别差异，存在年级、独生与否、地区的差异。小学生祖

孙关系质量显著高于初中生，独生子女祖孙关系情感卷入显著高于非独生子女，城

市地区青少年祖孙关系质量要好于农村和城镇青少年。

（5）父母冲突可以显著预测青少年内化、外化问题行为，父母冲突水平越高，

青少年内化、外化问题行为越严重。

（6）祖孙关系在父母冲突与外化问题行为之间的调节作用显著但在父母冲突与

内化问题行为之间调节作用不显著。

5.2研究不足与展望

5.2.1研究不足

（1）在研究方法上，我们使用了横断面研究，缺乏纵向研究的数据，在研究工

具上，我们使用了单一的问卷调查法，问卷调查法会受到被试主观因素以及社会称

许效应的影响，结果可能会受到误差的影响，研究结果的精确度有待提高。

（2）在研究中，祖孙关系方面，我们未能考虑到祖辈家长的年龄、健康状况、

经济状况等多种因素因素对祖孙关系的影响，对于父辈而言，未能考虑到受教育程

度和家庭经济收入对夫妻冲突的影响。

5.2.2研究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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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未来可以考虑收集纵向研究的数据结果，尝试探讨父母冲突对青少年内化、

外化问题延时性与即时性的影响状况。

（2）在祖辈子系统中，未来研究可以更加深入地探讨祖辈子系统在家庭中的价

值。

（3）在家庭系统研究中，未来可以考虑将同胞关系子系统也纳入家庭系统研究

范围，为家庭系统理论的成熟添砖加瓦。

5.3教育建议与对策

在当代社会中，祖辈参与孙辈生活现象越来越普遍，尤其在中国文化背景中，

祖辈承担一定的家庭责任与义务，似乎已经理所应当，为了使祖辈参与家庭中祖辈、

父辈、孙辈三代之间的营造的家庭氛围对青少年的发展所发挥的作用是积极的，我

们将根据本次的研究结果，针对家庭社会工作提出一些具体的建议：

（1）每位家庭成员的对策：首先，父母应对由于父母冲突造成青少年问题行为

的对策：对于父母而言，虽然夫妻之间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但是父母之间发生冲

突时，尽量不要把孩子卷入冲突中，如果没有处理好各自的情绪，在孩子面前发生

了冲突，就一定要想办法在孩子面前将冲突事件较好的解决，让孩子感觉到遇到冲

突不是不能解决的，而是可能得到妥善解决，家庭关系依旧是和谐温馨的，父母依

旧是相爱的，此外，父母在家庭教育方面应该注重提升孩子的抗打击能力、应对能

力、以及关注其乐观积极的心态。其次，祖辈提升祖孙关系质量的建议：本研究中

发现，祖孙关系质量越好，青少年内化、外化问题会越少，这说明祖辈与孙辈之间

的和谐度会影响到青少年的问题行为。作为祖辈应该主动培养与孙辈的感情，以及

参与孙辈的日常照料，与孙辈进行有效互动与沟通，提升祖孙关系的质量，前提是

不影响和不干涉父母与孩子的关系，要把握好度，也不能过分参与。最后，孙辈应

对父母冲突的方法：在本次研究中发现七到九年级是父母发生冲突的高峰期，而且

外化问题行为的发生在男孩群体中更为突出，处于此阶段青少年要提高自己应对父

母冲突的方法和技能，来调适之间的情绪与行为，尤其关注男孩的应对技能和情绪

处理方式。青少年在在父母发生冲突时，要学会主动与父母沟通，不要把问题都隐

藏起来。

（2）学校应对青少年心理健康问题的对策：学校应该完善、健全青少年心理健

康问题的预防与干预机制。密切关注学生的心理健康发展状况，定期排查出现心理

问题的学生，并制定方案进行干预治疗，同时也应该定期开展心理健康讲座或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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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健康的普及知识，让学生们对心理健康重视起来，在觉察到之间出现心理方面问

题时，能够及时与学校的心理健康老师沟通，老师也应该及时跟进学生的心理状况。

（3）社区促进和谐家庭关系的建议：首先，社区的社会工作者应该注意老年人

的心理与身体健康问题，可以专门进行一些老年人的专项活动，提升老年人的主观

幸福感和生活满意度。其次，针对有祖辈参与的家庭定期开展一些讲座，提升祖辈

现代化社会的育儿观念，以及与孩子互动沟通的技能，缓解因年龄和代际差距带来

的代沟问题。最后，可以设计一些能够让祖辈、父辈、孙辈共同参加的活动，提升

家庭凝聚力，让他们理解到营造和谐融洽的家庭氛围是家庭成员共同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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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父母冲突调查量表（部分）

（3）问题行为调查问卷（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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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9-2018.6：河南科技学院——汉语言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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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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 6 月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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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 6 月 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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