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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中 文 摘 要

青春期是风险与机遇并存的时期,此时青少年对世界探索的需求日益增强，

但同时其风险评估能力较弱，因此他们的冒险行为不断增加并达到高峰。这些冒

险行为不仅会对他们自身造成身体机能和认知功能的伤害，还会给他们周围人和

社会带去消极影响甚至是安全问题。

环境对青少年的发展有重要意义，其中最微观、基础的是家庭环境。父母心

理控制作为家庭环境因素之一，对青少年发展具有一定消极影响。除此之外，个

体自身特征及同伴交往也会影响青少年行为发展。因此，本研究旨在从家庭、自

身、同伴三因素联合影响角度出发，探讨父母心理控制、感觉寻求、不良同伴交

往对高中生冒险行为的影响机制，从而为青少年冒险行为的预防与控制提供有效

建议。

本研究采用《青少年冒险行为问卷》、《父母心理控制问卷》、《中小学生

感觉寻求量表》以及《不良同伴交往问卷》对某自治区 560 名高中生进行了调查，

回收有效问卷 503 份，对有效数据分析后发现：

（1）男生的冒险行为、父母心理控制、感觉寻求各维度及总分、和不良同

伴交往得分均显著高与女生；高一与高二学生的感觉寻求与冒险行为差异显著，

父母心理控制与不良同伴交往无显著差异；在学业成绩变量上，差异表现在父母

心理控制、不良同伴交往及冒险行为方面，感觉寻求的去抑制显著差异，兴奋与

冒险寻求不显著；在学科类型变量上，感觉寻求去抑制维度及各维度总分、不良

同伴交往、冒险行为差异显著，兴奋与冒险寻求、父母心理控制无显著差异。

（2）所取被试父母心理控制、感觉寻求各维度及维度总分、不良同伴交往

和冒险行为整体情况低于变量理论中值；父母心理控制与各变量均呈显著正向关

联；感觉寻求与不良同伴交往、冒险行为存在中等程度正相关;不良同伴交往与

冒险行为正向中相关；不良同伴交往与冒险行为正向中等相关。

（3）除冒险行为外,父母心理控制能显著预测高中生感觉寻求、不良同伴交

往;感觉寻求正向预测不良同伴交往、冒险行为;冒险行为受到不良同伴交往的正

向预测。

（4）感觉寻求、不良同伴交往在父母心理控制与高中生冒险行为中均起完



II

全中介作用，且链式中介效应成立，即父母心理控制通过影响学生的感觉寻求特

质进而影响学生不良同伴交往最终对学生冒险行为产生影响。

关键词：父母心理控制；感觉寻求；不良同伴交往；冒险行为；高中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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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dolescence is a period of coexistence of risk and opportunity. At this
time, the demand for world exploration is increasing, but at the same time,
their risk assessment ability is weak, so their risk-taking behavior is
increasing and reaching a peak. These risk-taking behaviors will not only
damage their physical and cognitive functions, but also bring negative effects
and even safety problems to people and society around them.

Environmen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the development of teenagers,
among which the most microcosmic and basic is family environment. As one
of the family environment factors, parents' psychological control has a
negative impact on the development of teenagers. In addition, the individual's
own characteristics and peer interaction will also affect the behavior
development of adolescents. Therefore,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explore
the influence mechanism of parents' psychological control, sensation seeking
and deviant peer affiliation on high school students' risk-taking behavior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family, self and peer, so as to provide effective suggestions
for th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adolescents' risk-taking behavior.

In this study, 560 se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in an autonomous region
were investigated by using adolescent risk-taking behavior questionnaire,
parents' psychological control questionnaire, sensation seeking scale for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 students and deviant peer affiliation
questionnaire. 503 valid questionnaires were collected. After analyzing the
valid data, we found that:

(1) Boys' risk-taking behavior, parents' psychological control, sensation
seeking and their total scores, as well as the scores of deviant peer affiliation
a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girls; students in senior one and senior two hav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sensation seeking and risk-taking behavior, and
there i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parents' psychological control and
deviant peer affiliation; in academic performance variables, the differ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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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e shown in parents' psychological control, deviant peer affiliation and
risk-taking In terms of behavior, there was a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disinhibition of sensation seeking, but not between excitement and adventure
seeking; in terms of subject type variables, there was a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the dimensions of sensation seeking disinhibition and the total score of
each dimension, deviant peer affiliation and adventure behavior, but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excitement and adventure seeking, and parental
psychological control.

(2) The total scores of all dimensions and dimensions of parental
psychological control, sensory seeking, the overall situation of deviant peer
affiliation and risk-taking behavior were lower than the median of variable
theory; parental psychological control was significantly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all variables; sensory seeking was moderately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deviant peer affiliation and risk-taking behavior; There is a posi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deviant peer affiliation and risk-taking behavior, and a
posi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deviant peer affiliation and risk-taking behavior.

(3) In addition to risk-taking behavior, parental psychological control
can significantly predict high school students' sense seeking and deviant peer
affiliation; sense seeking positively predicts deviant peer affiliation and
risk-taking behavior; risk-taking behavior is positively predicted by deviant
peer affiliation.

(4) Sensation seeking and deviant peer affiliation play a completely
mediating role in parents' psychological control and se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risk-taking behavior, and the chain mediating effect is established,
that is, parents' psychological control affects students' sensation seeking
characteristics and then affects students' deviant peer affiliation and finally
affects students' risk-taking behavior.

Key words：Parents' psychological control; Sensation Seeking; Deviant peer affiliation;

Risk-taking behavior; Senior high school



引言

1

引言

儿童经过青春期过渡为成人，这个阶段的青少年由于生理身体姿态的巨变产生

了心理状态的转变，其自我意识开始逐渐觉醒。在此阶段，青少年表现出空前的自

我关注，他们不甘再做只听从他人意见、服从他人命令或是顺应环境、模仿他人的

人，而是力求成为一个可以用自己眼睛发现问题、通过自己探索找到问题解决方案、

根据自己意愿选择解决方式的独立行为人。青少年在满足自身不断增长的探索欲望

过程中，由于缺少风险评估的能力，不能正确评判事物的风险水平与自身的承压能

力，因此常常会做出一些冒险行为。探索带来机遇，冒险引来风险，因此，青春期

也被描述为风险和机遇并存的发展时期。

冒险行为指个体在面对对自己既有利又有弊的问题时，为满足自身需求，在已

知有潜在风险或不良结果的情形下仍然进行的行为[1]。这些冒险行为不仅会对他们自

身造成身体机能和认知功能的伤害，还会给他们周围人和社会带去消极影响甚至是

安全问题[2]。参与冒险行为的青少年倾向于关注短期回报，而不是行为所带来的长期

后果，其行为的特点是“叛逆”，如使用药物、饮酒等。为帮助青少年正面发展，

冒险行为应受到社会广泛、高度的重视，对其影响因素和发生机制展开深入调研[3]，

从而为青少年冒险行为的预防与控制提供有效建议。

根据问题行为理论，家庭、同伴都属于个体自身觉察、认识到的环境系统，而

这个环境系统会作用于个体的行为系统。根据生态系统理论，个体发展所依赖的各

个微系统是协同作用，共同影响个体的发展[4]。家庭、同伴和个体都是影响青少年成

长的重要微系统[5]。研究个体、家庭、同伴三者之间如何协作，进而对青少年冒险行

为产生影响具有重大价值。

家庭作为个体发展最微观和最基础的环境因素,父母控制对青少年的发展具有十

分重要的意义[6]。父母心理控制指父母侵扰子女内心世界、破坏孩子自主性发展的控

制,包括父母干涉、触发内疚情绪和爱的撤回等[7]，是消极控制。心理控制对西方和

我国青少年的诸多发展指标（包括冒险行为）有消极作用[6]。此外，群体社会化发展

理论[8]认为同伴对青少年的发展和社会化进程很重要，同伴对青少年影响巨大，不良

同伴交往是青少年参与冒险行为的原因之一[9]。不良同伴交往指与具有违法乱纪等过

错行为（如斗殴、偷盗、说谎等）的朋友的来往[10]。除去外界环境影响，个体自身

因素也是个体行为的重要形成原因。感觉寻求是个体对变化多端的，新奇怪异的，

繁复的，强烈的刺激体验的寻求，及采取多领域的冒险行为来满足这些感觉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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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是一种人格特质。以往研究发现，感觉寻求与冒险行为之间存在着重要联系[12]，

不管在横断面还是纵向追踪研究中，感觉寻求都能预测青少年的冒险行为。

总而观之，已有对于冒险行为的研究多是从家庭环境系统或者同伴系统,单系统

对青少年冒险行为的发生机制进行探索，暂时还没对冒险行为的青少年自身、家庭、

同伴三系统全面协同发生机制的研究，因此将高中生父母心理控制、感觉寻求、不

良同伴交往同时纳入对冒险行为影响机制研究，对预先防范和有效降低青少年冒险

行为具有重要作用，同时也可为青少年冒险行为的研究者和教育工作者提供新思路，

为学生家校共育提供可行的新建议。



第一章 文献综述

3

第一章 文献综述

1.1 冒险行为

1.1.1 冒险行为的概念界定

冒险行为(risk-taking behavior)是一种个体面对风险情境时的行为意愿的特殊类

型决策[13]，是个体为满足自身需求，在已知有潜在风险或不良结果的情形下仍然进

行的行为[1]。这些行为或许可以给个体带来有利的行为结果，使其从中获得收益，但

也存在带去不良结果的可能，使其遭受损失。换言之，如若这个行为与其他行为相

比，其结果变异性更大，而个体又采取了这种行为，那么便认为个体的行为是冒险

行为。预防领域中的“冒险”一词通常指青年人进行有极大概率对其将来发展造成

不良影响的消极行为，这些冒险一般触及违背社会规则的行为，如未成年饮酒、飙

车或性早熟。从年轻人的角度来看，这些行为中有许多是高频率的，通常是因为它

们提供了躯体上强烈的刺激，或者是因为它们是青年人认为成年人应该具有的行为。

按照不同的分类标准，冒险行为有不同表现分类。依据冒险立场划分，可以将

热爱冒险的倾向称之为风险寻求，反之，称为风险规避[14]。根据个人参与冒险行为

得分的高低，分为高冒险特质和低冒险特质，前者聚焦于风险带来的收益，后者关

注风险造成的损失，所以与后者相比，前者在困境中更乐于参与冒险行为。“根据

冒险行为内容可分为刺激寻求、叛逆、鲁莽和反社会[15]”。根据冒险行为出现的范

畴可以分为安全、娱乐、道德、社会、经济等五种。现行广泛使用的分类方式是按

照行为后果分类，分为积极冒险和消极冒险。前者是被社会普遍接纳和赞同的，经

过一定培训，有相关保护举措，并且能够增进身心健康发展的风险性行为，常指有

风险性的体育活动，如爬山、潜水或滑雪等；后者则是指那些带有违规违法性质或

不被社会所接纳和赞同的风险性行为[12]。学者们聚焦的消极冒险行为有：(1)违法冒

险，如盗窃，有意损坏艺术品的行为；(2)经济冒险，如赌博、风投；(3)健康冒险，

如无节制的抽烟、喝酒；(4)违规冒险，如酒驾、损害国家或集体共有物品；(5)性冒

险，如在发育未完全时期发生性行为、不避孕性行为。本研究选用积极和消极冒险

的划分方式，研究预防领域的冒险行为即消极冒险行为，下简称冒险行为。

1.1.2 冒险行为的测量

关于冒险行为的测量，学者们进行了很多研究，现行使用的主要有实验法和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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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测量法。

实验法主要采用的几种实验范式各具特点，衣阿华博弈任务(Iowa gambling

task)，能很好的测量动态化的情感决策，其认为冒险是基于已经获得的信息做出的

反应，使用个体在了解风险概率的情形下对风险选项的比率或数目的选择作为冒险

行为的指标；气球模拟风险任务(BART)，重点用于动态化的风险决策，认为冒险是

在自身切实感受基础上做出的风险反应；哥伦比亚纸牌任务(Columbia cardtask)，主

要观测理性认知和情绪冲动方面的决策；还有骰子抛掷游戏(game dicetask)等。

问卷测量法常用两种工具分别为：冒险行为领域特殊性量表和青少年冒险行为

问卷(ARQ)[16]。前者主要偏向经济、安全、道德、娱乐和社会等领域行为冒险性的测

量。后者则侧重衡量冒险的不同内容和性质。后者分为冒险行为量表(ARQ-RB )和风

险知觉量表( ARQ-RP)。ARQ-RB 用来估测冒险频率[15]，ARQ-RP则表现对行为风险

程度的感知情况。ARQ-RB和 ARQ-RP互不影响、单独成形，研究者可依据自己的

研究目标而自由选择单独使用其中任一量表或协同使用。由于行为受到个体特质、

社会环境等繁杂因素的影响，因此西方青少年的冒险行为问卷可能不适用于我国此

年龄阶段的个体。在此背景下，我国学者张晨等人采用中学生被试，对 ARQ-RB进

行了修改、订正，修正后的问卷多项测量学指标符合标准[15]，可用于我国青少年。

1.1.3 冒险行为的影响因素

冒险行为的产生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已有研究对其探讨集中于神经生理学、

风险情景与人格特质方面。

研究发现，个体的冒险行为与以下生理因素有关：（1）功能脑区[17, 18]，包括眶

额皮层、下前额皮层、脑岛以及前扣带回皮层等；（2）激素水平，比如睾丸酮[19]

等；（3）睡眠状况[20]，比如睡眠缺失会影响吸烟，酗酒[21]，药物滥用，危险驾驶和

暴力/违法行为等冒险行为的发生；（4）情绪状态，比如敬畏[22]、兴奋等情绪。

风险情景也会对个体的冒险行为产生影响。例如家庭[5]、学校、社会环境，同伴

[9]等，会不同程度影响冒险行为发生的有无、频率、恶劣程度[23]。

还有研究证明，人格特质不同，个体发生冒险行为的状况不同。这些人格特质

包括感觉寻求、认知控制等。比如，已有研究发现，具有内控特征、独立型、高自

尊的特质的青少年倾向于采取冒险行为[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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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父母心理控制

1.2.1 父母心理控制的概念及测量

父母心理控制（psychological control）是父母控制的一种，另一种是行为控制。

行为控制采取制定规范、准则，实施限制以及主动问询和观测等方式了解子女活动

的控制[7, 24]。而心理控制是指父母对子女情感状态的把控，首要展现在对子女的操控

和逼迫、入侵个体私人领域和轻视、怠慢[25]，具体表现为（a）引起愧疚情绪，通过

不正确的引导使得子女对自己产生愧疚情绪，进而使得孩子听从自己的安排，如父

母表示子女的某举动让自己觉得担心、难过，丢失尊严；或者父母罗列子女的某些

行为来引发孩子的怜悯。（b）爱的撤回，父母以子女的行为表现是否达到自己标准

为评判依据，决定对子女爱的情感深厚程度和爱的表达，如当子女的举动与父母的

期望不符时，父母会表现出不开心的神情，并且有意躲避子女，不再给予他们关心

与关怀，不与子女进行互动。（c）干涉表达，即父母不允许或干预子女言论，如直

接截断子女说话，岔开话题，引导会话，忽视孩子的问题、意见等，或背对子女来

表示对沟通的拒绝。（d）坚持自身权威，这表现了父母不认同子女的观点、感受。

具体体现在父母自以为是，认为自己了解子女所思所想，或表现为否定子女，包括

言语意见和情绪感受。(e)个人攻击，直接否定子女的价值，否定子女在家庭中地位，

如父母不断重复子女曾经出现的失误，并由此让子女接受自己没有家庭价值的定论；

或父母总是表现出高姿态，让子女觉得自己与父母的交流互动中处于被动接受地位，

没有选择权。心理控制是控制的消极方面[26]。

关于父母控制的测量，第一份问卷是 Schaefer在 1965年编撰的。问卷采用自陈

的方法，由子女进行填涂，即把子女对父母教养方式的直观感受作为父母控制的衡

量指标。Schaefer在问卷中把父母行为控制分成 3个部分：接受一拒绝、心理自主一

控制心理和严格一纵容。在此基础上，后来的学者把“心理自主一控制心理”从行

为控制中分离出来，专门用于衡量家长对孩子的心理控制。目前最常用的是 Barber

在 1996年提出并编撰[7]，Wang在此基础上 2007年进行修订的心理控制测量问卷[24]。

完善后的量表共计 18项，每项选用三级评分，问卷分为六因素（个人攻击、爱的撤

回、引起愧疚、情感介入、干涉表达、不稳定的情绪行为）。

1.2.2 父母心理控制的作用

现有研究表明，父母心理控制与子女的内外化问题行为有关。自我决定理论持

有如下观点：心理控制不只会给孩子带去外部压力，还会引发内在压力。外在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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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在父母强行让孩子遵从自己命令，完成自己意愿过程中产生的；而内在压力是源

于孩子为减少或防止受到父母批评，避免失去父母的关心和爱护而逼迫自己做让父

母满意的事情这一过程[26]。父母心理控制带来的感受不是孩子自主选择的、违背自

身需求，但孩子被逼无奈，只能将这些压力进行对内消化，由此产生不利于发展的

因素，易出现不良后果[27]。Hasebe等(2004)的跨文化研究表明，父母对青少年私人

领域的操控与子女的内化问题存在相关，如焦急与忧虑情绪、失落、对人际交往敏

感等，均是父母心理控制的所导致的后果[28]。对正处于青春期的焦虑和压力水平较

高的女孩和男孩来说，高水平的心理控制与多种类型的焦虑症状存在相关。抗拒理

论持有当子女认为自己所面临、受到的父母控制是对自己自由选择的一种胁迫时，

会通过言行表示自己的反抗[29]这一观点。心理控制不仅仅会侵犯、干扰青少年独立

成长的自主需求，还会切实对他们的认知、情绪和能力产生消极作用，从而使其基

本需要得不到满足[30]，自我效能感下降[31]，此时，青少年就会转而通过其他活动来

满足自己的需要，这些活动可能包含外化的问题行为[32]。受到文化背景因素的影响，

我国的家长较之西方家长一般表现为更高的心理控制水平[26]。总之，探讨我国家长

的心理控制十分有意义与价值。

1.3 感觉寻求

1.3.1 感觉寻求的概念界定

扎克曼在感觉剥夺实验的基础上，第一次提出了感觉寻求(Sensation Seeking , SS)

这一概念。其指人对变化多端的，新奇怪异的，繁复的，强烈的感觉和刺激寻求，

及采取多领域的冒险行为来得到这些感觉的满足[11]，是一种相对稳定的人格特质。

感觉寻求水平高的个体更喜欢追寻刺激强度大、能给其带去新奇、愉快体验感的活

动[33]。

1.3.2 感觉寻求的测量

感觉寻求水平的测量，国外主要有两种方式，一种是以扎克曼为代表的四因素

测量，这部分学者支持把感觉寻求划分为四维度：寻求体验、厌倦敏感性、兴奋与

冒险寻求(Thrill and Adventure Seeking, TAS)和去抑制(Disinhibition, Dis)，根据这一结

构划分，目前有 6版的量表(Sensation Seeking Scale , SSS)[26]。另一种是以阿内特为

代表的两分派，认为感觉寻求包涵两因素：新异寻求和强度寻求。以已有研究为基

底，其他学者对感觉寻求量表开展了大量的量表编纂、修改与订正与工作，我国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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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也曾两次根据我国国情特点对 SSS-Ⅴ进行了修订[34]。

感觉寻求量表虽然有多个版本，但大多还是在成年人基础上制作的，较少有专

为中小学生群体修订的问卷。在此背景下，陈丽娜编制了《中小学生感觉寻求量表》。

该量表分为两个维度：（1）兴奋与冒险寻求（Tas）[11]，主要测量被试对参加运动

和其他生理冒险活动的渴望程度。需要注意的是，这种运动限定为可以给被试主观

上带去挑战权威感或速度激情等特殊感觉的运动，像是滑冰、蹦极、浮潜等。Tas一

般都是被大众、现实社会所接受、推崇的，能够集中展现个体的亲社会积极冒险的

渴望。（2）去抑制（Dis），表现为个体喜欢新异的、令人兴奋的经验感受，哪怕

能够带来这种体验的活动是突破常规，甚至是违反道德、僭越法律红线的，比如通

过像聚集开派对(parties)、喝酒等方面的社会活动来寻求感官的满足感。去抑制可以

集中展示出个体反社会消极冒险的诉求[11]。

1.3.3 感觉寻求的相关研究

像是根据人的体液类型而划分人格类型一样，感觉寻求人格特质也与机体有联

系。最佳水平理论认为感觉寻求是个体在脑认知、生理器官运动和正面情绪所具有

的唯一的刺激 (OLS) 和唤醒(OLA)最优水平[7]，即人与人的感觉寻求水平不同源于

不同人对相同事物其脑内活动、肢体活动和情感活动的感觉阈限不一，刺激 (OLS)

和唤醒(OLA)最佳水平高，则其表现为高感觉寻求特质。以下 6个成分会在特定时间

段内影响个体的 OLS 和 OLA状态，即影响感觉寻求，包括（1）体质因素:多巴胺[35]、

单胺氧化酶[36]、性激素[37]、5-羟色胺[38]等，（2）年龄因素，（3）已经获得的经验，

（4）近期接收的刺激水平，（5）所面对的任务对个体的要求及（6）昼间唤醒周期

[12]。

除去对感觉寻求影响因素的研究，国内外对其作用也进行了探讨，主要集中在

其对积极冒险、消极冒险、其他日常生活事件及心理健康这 4个领域作用的研究。

Jack1998年的研究结果表明：喜欢进行高冒险性体育、娱乐活动(如滑雪)的个体，他

们的感觉寻求水平高于一般个体[39]；Kopstein研究发现：吸烟与不吸烟、喝酒与不

喝酒的人员之间的感觉寻求水平相去甚远[40]，迷恋赌博、物质滥用、网络成瘾的个

体其感觉寻求水平高于普通人[41]；Lourey等人认为感觉寻求对个体的幽默知觉、选

择出游地等都有影响[42]；研究者在观测了患有抑郁症或癫痫症个体在心理治疗前后

病状程度和感觉寻求水平的变化后，得出罹患以上精神障碍的个体一般对应的感觉

寻求水平较低的结论[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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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不良同伴交往

1.4.1 不良同伴交往的概念界定及测量

不良同伴交往是指与具有违法乱纪等过错行为（如斗殴、偷盗、说谎等）的朋

友的来往[10]。康树华提出，“不良同伴交往”就是青少年和不良朋友的交往这一情

况，也可以称之为“偏差同伴联系”[44]。

回顾已有的测量方法，大多使用的方法是青少年对自己情况的自我陈述和自我

评定。通过枚举一些社会不支持的行为，让青少年选择自己拥有的存在以上行为的

朋友人数，用青少年评定的人数来表征其不良同伴交往的现状。现有学者大多会使

用自编问卷，具有很大的变化性，并不唯一。例如王素华等人修订的问卷，列举一

些我国青少年可能出现的主要 15种违规行为：旷课、斗殴、偷盗及过早性行为等[45]。

1.4.2 不良同伴交往的影响因素

群体社会化发展理论指出，青少年在发展和社会化进程中，友伴很重要，会对

青少年产生巨大影响[46]。但并不是所有青少年都会选择与不良同伴进行交往，选择

与有不良行为的青少年交往其原因可能是：

(1)非不良同伴的拒绝和此阶段青少年所具有的社会疏离感。归属与爱的需求是

人的基本需要之一，好的同伴关系可以促成处于自我意识高涨、过度自信、以自我

为中心时期的青少年的归属感；同缺乏家长、教师支持，学业困难等失败经验带来

的挫折感一样，同伴对自己的拒绝，因此无法形成良好的同伴关系会让青少年感到

沮丧，产生自己与所处环境、与自己所珍视的人格格不入的疏远感，即社会疏离感。

为了摆脱这种与世隔绝的挫败感，找寻自己的归属，青少年会转而寻求与不良同伴

交往。有违法乱纪偏差行为的个体，在学业、家庭、学校往往得不到“爱”，因此

不会拒绝主动加入的有伴，这一群体之间会抱团取暖，在不良同伴群体中得到的归

属感和同伴给予的温暖会促进青少年选择与不良友伴交往，形成恶性循环。有学者

指出因为在校中受到来自同学、教师等人的轻视甚至是鄙夷以及不公正的对待，青

少年会表现出偏爱与不良同伴的交往的特点[47]。

(2)青少年对价值感和自尊的追求。前人探索中发现，青少年与不良同伴交往其

自尊水平有显著提升，与不良同伴在实施暴力行为成为犯罪团伙的过程中会感觉自

身价值得到实现的满足感[48]。除去与一般同伴群体共有的特征，不良同伴群体还有

其独有的结构特点。首先是群体的整体性，具体表现在群体内部有通过价值交流和

相互影响后达成一致的意识、情感和行为。屈智勇指出，喜欢低俗不入流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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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的乐趣观；把逞能当“霸主”，亡命天涯的人看作好汉、俊杰的英雄观；只看

重自己的得失的荣誉观；认为人生就应该沉浸在吃喝玩乐当中的享受观；不管不顾

规则、不考虑他人感受，做事只凭自己喜好的自由观[49]会对不良同伴群体值观构成

影响。在学业等方面无法取得成功的青少年，他们的价值观往往偏离社会认可的轨

道，与同样具有不正确价值观的不良群体交往会得到这些群体中同伴的认可，获得

自尊。其次，不良同伴群体的另一独特结构特点是独立性，即群体中的每个成员都

非常以自我为中心，会随自己心情做事，因此当群体外个体不按自己心意行事时，

会与之产生矛盾，主动发起争端。群体中任一成员在外有争端，整个群体会共同“对

外”，以此保护、提升群体的社会地位，并在群体具有社会地位这一现实中取得自

我价值得到实现的满足感。

关于不良同伴交往对青少年产生的影响，“差别交往理论认为与有违规违纪行

为的同伴来往的青少年会产生更多的偏差信念并增加参与冒险行为的概率”[5]。

首先，个体的规范信念、对世态度、价值观等在与不良同伴交往过程中会被重

塑和浸染[50]。具体而言，当青少年发现友伴存在考试舞弊、偷盗、非法侵占等行为

时，自身亲社会的价值观念会受到扰乱[10]。例如，若朋友支持吸毒这一冒险行为，

则青少年就偏向于认为吸毒不是不能被接纳的行为。其次，不良同伴交往增加青少

年的偏差行为。具象而谈，个体周遭围绕的不良同伴数目越大，个体参与犯罪[51]、

吸毒[52]等行为的概率就越高。最后，研究发现不良同伴交往与个体的内化问题关系

密切，交往的不良同伴越多、与之关系越密切，则自身的负面情绪，如抑郁会增加[53]。

1.5 父母心理控制、感觉寻求、不良同伴交往和冒险行为四者间的关系

1.5.1 父母心理控制与冒险行为的关系

前人通过调查探究发现，父母心理控制与青少年冒险行为存在相关，表现为前

者能够正向预测后者[54]。叶宝娟等人在 2012年对工读学校的初中生调查结果表明，

心理控制是这些学生选择吸毒的危险因素[26]。叶理丛、陈晓得出父母心理控制可以

正向预测个体的烟酒使用[55]、危险行为[56]的结论。自我决定理论( Self-determination

theory)认为这是由于父母的心理控制会给孩子带来内外两方面压力，阻止他们的基

本心理需要得到满足[57]，进而发生冒险行为[37]。抗拒理论( Reactance theory) 和自我

决定论观点如出一辙，赞成父母心理控制对冒险行为的影响。该理论认为，前者会

限制青少年自由，对青少年所需的自主性产生威胁，降低青少年的自我效能感，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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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发生问题行为[2]。“社会联结理论认为，好的父母控制是青少年重要的社会联结，

能有效防止青少年的问题行为”[26]。父母控制中，心理方面的措施是控制的负性一

面，具体而言，心理控制越高，社会联结越差，青少年的冒险行为便会失去约束。

以上三种理论学派观点都表现出对父母心理控制预测青少年冒险行为的赞同。

1.5.2 父母心理控制、感觉寻求与冒险行为的关系

总结前人研究，可以发现：父母心理控制、感觉寻求及冒险行为三者两两相关，

感觉寻求受到父母心理控制的影响，同时表现出对青少年冒险行为的预测。

首先，心理控制对感觉寻求有影响。根据生物敏感性( biological sensitivity to

context theory) 和差异化易感性理论( differential susceptibility theory)，父母教养行为

和其他环境因素对孩子发展的影响可能因孩子的特性不同而有所差异[58]。陈丽娜

(2006)研究得出如下结论：感觉寻求既会受到个体从双亲处继承的遗传物质的影响，

又会被个体所处的现实环境、拥有的成长资源所浸染，如果父母对个体采取的教养

方式差，与之对应，个体感觉寻求的去抑制水平就高[11]。陆锦怡（2015）在感觉寻

求与父亲教养方式问题探讨中对二者关系的相关分析发现，教养方式不一样，对感

觉寻求水平产生的作用不同，或可能是促使增加或可能是阻抑减少[40]。归纳以上信

息可得：作为教养方式的一种，父母心理控制能预测感觉寻求。

其次，感觉寻求与冒险行为之间也存有重要联结[43]。那些追寻变化多端的、新

奇怪异的、繁复的和强烈的感觉和体验的个体，可能会通过冒险行为来收获愉悦感，

得到对生活的满意感。这些冒险行为包括可以被社会认可接受的[59]，也包括不被社

会接纳的。现如今我国也正把二者的关系研究作为重点探讨的对象。在曾经进行 的

一项纵向追踪科研中，Crawford发现感觉寻求可以预测学生在初中阶段时烟酒使用

的基线和进入高中学习后他们上述行为的增长率[60]，具体而言，感觉寻求水平高的

个体较之低者，无论是集体活动、还是个体行为，都偏向于轻视甚至于忽视烟酒使

用等与身心健康有关的行为所带来的危险[61]。除了其与烟酒使用的良好关系外，研

究表明感觉寻求也会增加青少年的毒品使用[62]。横向研究中，感觉寻求与青少年的

各种其他危险行为有关[63]，比如高风险性行为（在性行为过程中不使用避孕套[64]、

与饮酒或是使用毒品后的个体发生性关系）、犯罪行为，危险驾驶等。不管在横断

面还是纵向追踪研究中，感觉寻求都能预测青少年的冒险行为。

由此可以推测，父母心理控制、感觉寻求与冒险行为可能存在简单中介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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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3 父母心理控制、不良同伴交往与冒险行为的关系

我国学者胡伟在相关研究中得出结论，心理控制能预测青少年与不良同伴交往

的状况[65]。对造成这一结果的原因进行探索，可能是心理控制中的引起愧疚和爱的

撤回会使青少年认为自己的父母不爱自己[66]，转而向其他人寻求归属与爱需求的满

足。作为青少年此时期最重要的社会关系，同伴自然成为其满足需求的首选。无独

有偶，Mann也持心理控制影响不良同伴交往的观点，他指出高心理控制不仅不能减

少青少年与不良同伴的交往，过多的约束反而会激发青少年的逆反心理，进而与不

良同伴交往的频度明显增加[67]。

已有研究者发现，与有违法乱纪等过错行为的友伴来往会增加青少年的冒险行

为。生态系统理论强调，自身特质和所处环境的协同作用会对个体的生理、心理、

社会发展造成影响。青少年的问题行为也是二者作为内部“推力”和外部“拉力”

交互作用产生合力后形成的后果[68]。不良同伴对青少年冒险行为的影响可以通过两

种途径：一种是社会化过程，青少年在与这些同伴进行社交的过程中，受他们的干

扰，模仿、学习产生了冒险行为[69]。比如，青少年看到周围同伴吸毒，会模仿他们

开始使用毒品[70]，因此不良同伴交往可以预测工读生的吸毒行为[26]。另一种是选择

过程，即青少年在交往过程中会选择那些与自己一样有问题行为的同伴[71]，而这些

同伴的作用下，青少年的问题行为会受到进一步强化。比如青少年开始饮酒后，会

主动找寻有这一行为甚至是爱好的伙伴，继而在与这些伙伴的交往中饮酒行为得到

保持甚至是增加，行为与同伴相互作用产生滚雪球的效果[72]。社会学习理论也指出

友伴是青少年的模范，其行为会引起青少年的模仿，甚至会对青少年的行为起到增

强的作用。研究发现不良同伴交往是青少年早期饮酒的一个良好预测指标，也是预

测其后期不断饮酒甚至是对酒精产生依赖的一个的危险因子[23]，同时不良同伴多的

个体更有可能做出反社会的行为。近期的一些追踪研究还发现，除去烟酒使用，不

良同伴交往可以正向预测青少年随后几年的犯罪行为[73]、烟酒使用及危险性行为[74]、

攻击行为等。由此可知，青少年与存在不良行为的同伴往来是他们进行冒险行为的

一个重要预测因素[9]。

综上，心理控制能预测不良同伴交往情况，也能预测青少年冒险行为，同时与

有违规违纪行为存在的个体交往情况一定程度上可以窥知青少年参加有风险性活动

的行为状况。叶宝娟在此基础上，具体研究了三者间的作用机制，发现在工读生其

父母心理控制与自身毒品使用中，不良同伴交往充当了他们的桥梁，即前者完全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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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不良同伴交往这一路径对后者造成间接影响[35]。由此可以推测，父母心理控制、

不良同伴交往与冒险行为可能构成简单中介模型。

1.5.4 感觉寻求与不良同伴交往的关系

整理文献发现，感觉寻求与不良同伴交往存在相互影响。同伴选择理论认为，

感觉寻求水平高的个体，乐于找寻变化多端，新奇怪异，繁复，能带来强烈感受和

体悟的外在环境，而与不良同伴交往是高感觉寻求者找到符合其性格特性环境的一

种方法，因此感觉寻求水平较高的更容易被不良同伴吸引[51]。

我国学者在针对工读生群体的研究中发现，如果工读生生活在高压情景下，个

体为满足自己对感觉刺激的寻求，会更多选择与有不良行为的同伴交往，学习同伴

行为而产生毒品、烟酒使用行为[75]。即：在工读生群体中，感觉寻求、不良同伴交

往与冒险行为（包括毒品使用[75]、烟酒使用[68]）存在简单中介效应。

综上所述感觉寻求与不良同伴交往紧密相关，感觉寻求可以预测不良同伴交往，

两者可能皆是父母心理控制影响高中生冒险行为的潜在中介变量。感觉寻求和不良

同伴交往两变量可能在高中生受到的父母心理控制与表现的冒险行为间起链式中介

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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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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纵观已有关于青少年冒险行为的研究，主要呈现出以下几方面特点。首先，已

有研究多是从家庭环境系统或者同伴系统，单系统对青少年冒险行为的发生机制进

行探索，暂时还没对冒险行为的青少年自身、家庭、同伴三系统全面协同发生机制

的研究；其次，国内关于青少年冒险行为的研究也多选择已经为冒险行为付出“代

价”的工读生和未成年犯作为调查对象，冒险行为具体选择为吸烟、酗酒、溺水等

特定领域，其研究结论不能很好推广至青少年，与此相应的教育对策具有很大的局

限性；最后，现有研究使用的工具更多是针对的是成年人或国外青少年设计的，不

能很好表现出我国青少年的状态。

为弥补现有研究的不足，本研究对工具进行了筛选，被试选取普通高中生，具

体探讨了青少年自身、家庭、同伴三系统是如何作用的，进而对青少年冒险行为产

生影响。以父母心理控制为因，冒险行为为果，进一步探讨感觉寻求和不良同伴交

往在父母心理控制影响冒险行为过程中的具体作用机制。

2.2 研究意义

青少年的发展是国家未来发展的中坚力量，冒险行为是青少年在学生时期主要

面临的风险之一，其对青少年自身、周围人及社会都有一定程度消极的影响，阻碍

青少年的健康、茁壮成长，构成社会不安定因素之一。

2.2.1 理论意义

本研究在问题行为理论、生态系统理论和社会学习理论的基础上，充分考虑家

庭环境和个体特质对个体行为结果的共同作用，结合前人研究结果，探讨感觉寻求、

不良同伴交往在父母心理控制与高中生冒险行为间的作用，完善并丰富父母心理控

制对青少年冒险行为的作用机制，建立一个新模型，为青少年冒险行为的研究者提

供新角度新思路，推动后续相关研究。

2.2.2 实践意义

本研究将以研究结果为依据，在我国现今提出的家校共育理念下，为学生的家

长、学校提供降低学生冒险行为的有针对性和有效性的建议，进而提高学生家长、

教师、学校的教育效率与效果。通过家校联动，建构一个利于学生学习和发展的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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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环境，保护学生自身及周围人的生命安全,提升学生的心理健康水平，维护社会安

定。

2.3 研究对象

本研究对某自治区某几所高中的学生进行施测，一共下发问卷 560 份，收回 547

份，有效问卷共 503份，有效率 91.0%。被试分布情况如下。

表 1 被试样本分布情况（n=503人）

属性 分类 人数（人） 比例（%）

性别
男 217 43.1

女 286 56.9

年级
高一 172 34.2

高二 331 65.8

学业成绩
重点班 195 38.8

非重点 308 61.2

学科类型

文科 116 23.1

理科 96 19.1

特长 119 23.7

全科（高一） 172 34.2

2.4 研究工具

本研究采用Wang等人 2007年编制的《父母心理控制问卷》，共 18题，采用 5

点计分，从“非常不同意”到“非常同意”，取平均分作为学生父母心理控制指标，

分数越高该生的父母心理控制水平越高。由于父母对学生产生的影响直接由学生感

知到的父母的行为引起，且有些学生由其祖父母或外祖父母直接抚养，因此本研究

测查内容学生感知到的直接抚养人心理控制与自主支持。该问卷信效度良好，本研

究中其信度α系数为 0.832。

采用我国学者陈丽娜等修订的《中小学生感觉寻求量表》。此问卷共 30个题项，

3点计分，“不想做”记 1分，“想做但不一定去做”记 2分，“想做，有机会一定

去做”记 3分[33]，取平均分作为学生感觉寻求特质指标。问卷包括两个维度，分别

为 Dis15题和 Tas15题，平均得分越高，学生的 SS水平越高。该问卷信效度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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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研究中此问卷信度α系数是 0.887。

采用 Li编制，宋静静修订的《越轨同伴交往问卷》，主要表征中小学生所交往

伙伴的社会偏差行为情况。比如抽烟、喝酒、作弊、偷窃、网瘾、逃学或旷课、受

学校处分、在言语或肢体上欺负他人，共 8题。5点计分，从“没有”计 1分到“6

个或以上”计 5分，调查青少年交往的同伴中表现出各种问题行为的数目。最后用

所有项目的均分当作结交不良同伴的表征。问卷均分越高，表明其不良同伴越多。

该问卷信效度达标，在本研究中信度α系数是 0.820。

采用 Gulloneengr编制，由张晨等人修正的青少年冒险行为问卷[76]，该量表共 17

个题项，四个维度：鲁莽、叛逆、反社会、刺激寻求，采用 5点评分(5表示“总是”，

1表示“从不”)。根据前人研究，将刺激寻求的均分作为积极冒险行为指标，选取

除刺激寻求的剩余三个维度共计 12个题目均分作为消极冒险行为的评判指标的方

法，本研究主要测查消极冒险指标，均分越高表示冒险行为程度越深。本研究中冒

险行为的信度α系数是 0.816，消极冒险行为（以下称为冒险行为）的信度α系数是

0.850。

2.5 研究假设

假设 1：父母心理控制可以正向预测高中生感觉寻求、不良同伴交往和冒险行为；

假设 2：感觉寻求能对不良同伴交往和高中生的冒险行为进行正向预测；

假设 3：高中生的不良同伴交往情况可以对他们的冒险行为进行正向预测；

假设 4：父母心理控制可直接影响学生冒险行为，也可通过感觉寻求和不良同伴

交往间接影响学业成绩，感觉寻求和不良同伴交往在父母心理控制和高中生冒险行

为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

假设 5：感觉寻求、不良同伴交往在高中生父母心理控制与冒险行为之间起链式

中介作用。

图 1 假设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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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数据处理方法

本研究请经过培训的班主任作主试，按班级进行集体测试并当场回收问卷，要

求学生照实、用心回答问卷题项。本研究使用 SPSS 22.0，插件 PROCESSv3.0 对所收

问卷的数据展开分析与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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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结果

3.1 共同方法偏差的控制和检验

本研究仅采用自陈报告法收集数据, 因此可能存在 CMV, 依据周浩和龙立荣

的观点，本研究在实施测量的过程中已经采取了一定的手段, 如问卷使用编码而非

实名制，问卷发放前向被试保证回收的数据只用于科研。但为继续提升研究的严谨

性, 在数据分析前选取 Harman 单因素检验进行控制。结果如下：首个因子解释的

变异量小于 40%的临界值，为 16.32%，特征值大于 1的因子 15 个，共解释 59.88%

的方差变异。故本研究不存在严重的同源偏差。

3.2 父母心理控制、感觉寻求、不良同伴交往和冒险行为的特点

为了解本次调查中的中学生被试在父母心理控制、感觉寻求、不良同伴交往和

冒险行为的特点，对性别、年级、学业成绩层级、学生学科类型等变量进行了差异

分析。

由表 2可知，女生感知到的父母心理控制，自身的感觉寻求，不良同伴交往，

冒险得分均显著低于男生（t(1,501)=3.57, p<0.001；t(1,501)=4.93, p<0.001；t(1,501)=7.98,

p<0.001；t(1,501)=6.07, p<0.001），其中感觉寻求的 Dis 维度和 Tas 维度男生在统计学

水平上均高于女生(t(1,501)=2.57, p<0.01；t(1,501)=4.91, p<0.001)。

表 2 各变量的性别差异检验（M±SD）

男生(N=217) 女生(N=286) t

父母心理控制 2.79±0.62 2.59±0.63 3.57***

感觉寻求（SS） 1.75±0.36 1.60±0.36 4.93***

去抑制（Dis） 1.37±0.33 1.30±0.32 2.57**

兴奋与冒险寻求(Tas) 2.12±0.54 1.90±0.48 4.91***

不良同伴交往 2.89±1.17 2.11±0.98 7.98***

冒险行为 1.84±0.66 1.53±0.41 6.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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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年级的差异检验结果显示，高二学生的 SS显著高于高一的（t(1,501)=-2.14,

p<0.05 )，其中 Dis 维度的年级差异达到统计学显著（t(1,501)=-2.68, p<0.01 )，高二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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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高于高一，Tas 维度则未呈现显著差异。在冒险行为上，高一学生冒险行为显著低

于高二学生（t(1,501)=-2.01, p<0.05 )（结果见表 3）。

表 3 各变量的年级差异检验（M±SD）

高一(N=172) 高二(N=331) t

父母心理控制 2.66±0.62 2.69±0.64 -0.61

感觉寻求（SS） 1.62±0.34 1.69±0.35 -2.14*

去抑制（Dis） 1.28±0.31 1.36±0.33 -2.68**

兴奋与冒险寻求(Tas) 1.96±0.50 2.01±0.52 -1.19

不良同伴交往 2.47±1.19 2.44±1.11 -0.25

冒险行为 1.60±0.52 1.70±0.57 -2.01*

根据表 4可知，在学生学业成绩上（学校实行按成绩分班，将“尖刀班”学生

作为学业成绩优秀的学生，非“尖刀班”的学生作为学业成绩一般的学生，这些非

“尖刀班”包括普通班、特长班），学业成绩优秀的学生其父母心理控制、感觉寻

求的 Dis维度、不良同伴交往、冒险行为得分均显著低于成绩一般的学生(t(1,501)=-3.94,

p<0.001；t(1,501)=-2.06, p<0.05；t(1,501)=-3.36, p<0.001；t(1,501)=-4.80, p<0.001 )。

表 4 各变量的学业成绩层级差异检验（M±SD）

优秀(N=195) 一般(N=308) t

父母心理控制 2.54±0.64 2.77±0.62 -3.94***

感觉寻求（SS） 1.64±0.33 1.68±0.36 -1.12

去抑制（Dis） 1.29±0.31 1.35±0.33 -2.06*

兴奋与冒险寻求(Tas) 1.99±0.48 2.00±0.54 -0.22

不良同伴交往 2.24±1.05 2.58±1.16 -3.36***

冒险行为 1.52±0.39 1.76±0.62 -4.80***

将高二学生学习内容分为文科、理科、特长三种类型，然后进行方差分析（结

果见 5）。学生的感觉寻求，不良同伴交往，冒险行为均有显著差异(F(2,328)=4.27,

p<0.01；F(2,328)=12.85, p<0.001；F(2,328)=11.32, p<0.001 )，不同学科类型的学生在感

知到的父母心理控制上差异未达到统计学显著水平。感觉寻求中的 Dis 维度、在学

科类型上的差异均达到显著水平(F(2,328)=4.91, p<0.01），不同学科类型学生的 Tas 则

不显著。再经 LSD 发现，特长生（包括美术、音乐、舞蹈、体育等），其感觉寻求，

感觉寻求的 Dis 维度，不良同伴交往，冒险行为均显著高于学习文化课的文、理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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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值得注意的是文科生的冒险行为得分显著低于理科生。

表 5 各变量的在学科类型上的差异检验（M±SD）

n=331

3.3 父母心理控制、感觉寻求、不良同伴交往与冒险行为的相关关系

为了解父母心理控制、感觉寻求、不良同伴交往及冒险行为间的情况和关系，

进行了相关分析，结果见表 6。

由表可知：被试的父母心理控制，感觉寻求，感觉寻求的 Dis 维度、Tas 维度,

不良同伴交往、冒险行为得分低于理论中值 3，2，2，2，3，3。父母心理控制与感

觉寻求的 Dis、Tas 维度及总分，不良同伴交往，冒险行为均呈显著正相关（r=0.13，

p<0.001；r=0.13，p<0.001；r=0.16，p<0.001；r=0.15，p<0.001；r=0.15，p<0.001)；

SS与不良同伴交往、冒险行为呈正相关（r=0.39，p<0.001；r=0.53，p<0.001)，其

中感觉寻求的 Dis 维度与不良同伴交往、冒险行为呈正相关（r=0.44，p<0.001；r=0.65，

p<0.001；r=0.25，p<0.001)，Tas 维度与不良同伴交往、冒险行为间的相关也达到统

计学显著水平(r=0.30，p<0.001；r=0.15，p<0.001)。变量间的相关关系支持后续假

设的检验。

文科(N=116) 理科(N=96) 特长(N=119) F 多重比较

父母心理控制 2.63±0.65 2.65±0.68 2.79±0.60 2.22 —

感觉寻求（SS） 1.63±0.36 1.66±0.31 1.76±0.37 4.27* 文科<特长**，理科<特长*

去抑制（Dis） 1.32±0.31 1.33±0.33 1.42±0.34 3.59* 文科<特长*，理科<特长*

兴奋与冒险寻求(Tas) 1.95±0.53 2.00±0.46 2.10±0.56 2.50 —

不良同伴交往 2.11±1.00 2.37±1.12 2.81±1.09 12.85*** 文科<特长***，理科<特长**

冒险行为 1.53±0.40 1.71±0.67 1.87±0.58 11.32***
文科<理科*，文科<特长***，

理科<特长**



父母心理控制对高中生冒险行为的影响:一个链式中介模型

20

表 6 各研究变量的平均数、标准差及变量间的皮尔逊相关系数（N=503）

变量（得分范围） M SD 1 2 3 4 5 6

1父母心理控制（1-5） 2.68 0.63 1

2感觉寻求（1-3） 1.66 0.35 0.16*** 1

3去抑制（Dis） 1.33 0.33 0.13*** 0.71*** 1

4兴奋与冒险寻求(Tas) 1.99 0.52 0.13*** 0.90*** 0.33*** 1

5不良同伴交往（1-5） 2.45 1.13 0.15*** 0.39*** 0.44*** 0.25*** 1

6冒险行为（1-5） 1.67 0.55 0.15*** 0.53*** 0.65*** 0.30*** 0.53*** 1

注: 样本容量 N = 503; ＊＊＊p ＜ 0. 001．

3.4 感觉寻求和不良同伴交往在父母心理控制与冒险行为间的中介作用

为更全面了解冒险行为、父母心理控制、感觉寻求及不良同伴交往之间的关系，

探索父母控制对冒险行为的具体作用机制，以父母心理控制为自变量，冒险行为为

因变量，感觉寻求、不良同伴交往为中介变量，本研究构建了一个多重中介模型。

采用SPSS 20.0，PROCESS插件的模型6进行多元回归分析，分析结果表明（见

表7）：父母心理控制能正向预测感觉寻求、不良同伴交往（β=0.09，t=0.02 ，p<0.001；

β=0.17，t=0.07 ，p<0.05），但不能预测冒险行为（p=0.35）。感觉寻求正向预测冒

险行为（β=0.59，t=0.06 ，p<0.001）和不良同伴交往（β=1.21，t=0.14 ，p<0.001），

同时不良同伴交往对冒险行为的预测达到统计学显著水平（β=0.19，t=0.02，p<0.001）。

表7 父母心理控制、感觉寻求、不良同伴和冒险行为的回归分析（N=503）

变量
感觉寻求 不良同伴交往 冒险

β SE t β SE t β SE t

父母心理控制 0.16 0.04 3.65*** 0.09 0.04 2.26* 0.03 0.04 0.93

感觉寻求 0.37 0.04 8.98*** 0.37 0.04 9.83***

不良同伴交往 0.38 0.4 10.20***

R2 0.03 0.16 0.40

F 13.36*** 47.36*** 113.09

因链式中介涉及多步中介，现有研究表明，Bootstrap方法分析结果更可靠，故

依据 Zhao等人（2010）提出的中介效应检验程序，采用 Hayes( 2013)提供 Bootstrap

中介效应检验法。设置重复抽样 5000次，计算 95%的置信区间，若置信区间不含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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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则表示有统计显著性。中介效应检验的结果显示（如表 8）：感觉寻求与不良同伴

交往的总间接效应为 0.104，占总效应的 78.40%，其 Bootstrap95%置信区间[0.056 ,

0.157]不包含 0值，表明感觉寻求与不良同伴交往在父母心理控制与冒险行为间中介

效应是显著的。其由三条路径构成：（1）父母心理控制-感觉寻求-冒险行为(0.052)；

（2）父母心理控制-不良同伴交往-冒险行为（0.031）；（3）感觉寻求-不良同伴交

往-冒险行为（0.020）。这三条路径 95%的置信区间（[0.023 , 0.086]，[0.002 , 0.063]，

[0.009 , 0.035]）均不包含 0，即感觉寻求、不良同伴交往在父母心理控制与冒险行为

间的中介效应分别显著，且感觉寻求、不良同伴交往在父母心理控制与冒险行为间

链式中介成立。

表 8 感觉寻求、不良同伴在父母心理控制与冒险行为间的中介作用（N=503）

间接效应值 Boot标准误 Boot CI下限 Boot CI上限
相对中介

效应值

总间接效应 0.104 0.030 0.063 0.180 78.40%

间接效应 1 0.060 0.019 0.026 0.098 39.56%

间接效应 2 0.036 0.018 0.004 0.072 23.73%

间接效应 3 0.023 0.008 0.010 0.040 15.16%

注:各预测变量的 95%置信区间采用 Bootstrap方法得到。 间接效应 1为父母心理控制-感觉寻求-冒险行为，

间接效应 2为父母心理控制-不良同伴交往-冒险行为，间接效应 3为感觉寻求-不良同伴交往-冒险行为。

根据分析可得链式中介模型（如图 2）

图 2 父母心理控制对冒险行为影响的路径

0.09*

0.03

0.37***

0.37***

0.16***

父母心理控制

感觉寻求 不良同伴

冒险行为

0.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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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讨论

本研究尝试探讨高中生的冒险行为与父母心理控制、感觉寻求、不良同伴交往

的现状，以及四者的关系，探寻父母心理控制对高中生冒险行为的具体作用机制，

结果表明：高中生群体中，学生感知到的父母心理控制、其自身感觉寻求、Dis与

Tas，不良同伴交往及冒险行为性别上差异显著，均表现为男生高[44]；冒险行为、感

觉寻求特质得分在年级上存在显著差异，高二学生的得分比才从初中进入高中的高

一学生高，具体分析而言，高二学生感觉寻求特质的 Dis显著高于高一学生；在学

生学业成绩方面，成绩优秀的学生，其父母对其的心理控制、不良同伴交往、冒险

行为得分显著低于成绩一般的学生，成绩优秀的学生感觉寻求特质得分与一般学生

未达到统计学显著水平，二者的 Tas得分无显著差异，但 Dis维度得分成绩优秀学生

显著低；将高二被试按学科类型不同，分为文科、理科与特长生后进行分析，学生

的感觉寻求、感觉寻求 Dis维度、不良同伴交往、冒险行为在学科类型上有差异，

特长生的各项指标显著高于文化课学生，理科生冒险行为的得分高于文科生。

数据显示：父母心理控制与感觉寻求各维度及总分、不良同伴交往、冒险行为

显著正相关；感觉寻求各维度及总分与不良同伴交往、冒险行为正相关显著；不良

同伴交往与冒险行为中相关[77]。结果支持研究设想，高中生的冒险行为、父母心理

控制、感觉寻求、不良同伴交往四者之间两两相关。

研究结果表明，冒险行为受到感觉寻求与不良同伴交往的预测；不良同伴交往

受到父母心理控制、感觉寻求的预测；父母心理控制正向预测感觉寻求。感觉寻求、

不良同伴交往分别在父母心理控制、冒险行为中起到完全中介作用以及协同充当链

式中介，验证了研究假设。

4.1 父母心理控制、感觉寻求、不良同伴交往与冒险行为的总体特点

4.1.1 冒险行为的特点

高中生的冒险行为在性别上有显著差异[15]，男生出现冒险行为的现象普遍多于

女生[44]。从发展角度讲，相较于男生，女生的心理发展速度快、成熟时间早，高中

阶段的女生能很大程度上明辨对错同时在相同的风险情景下，比男生有更高的风险

感知敏感性，易在行为上听从父母，遵守规则，而男生心理发展相对缓慢，在高中

处于分离-一体化阶段时，更多表现出想要脱离父母、教师的管控，探寻独立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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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表现为男生会通过更多的冒险行为，感受与权威对抗的感觉。男性与女性在同

伴群体之中往往存在不同的互动模式，男性比女性有更高的倾向去顺应同伴群体的

规范，其同伴抵抗能力比女生更弱，故男生交往不良同伴更易受其影响而产生更多

的不良行为[32]。中国传统社会发展至今，产生了无数的集体潜意识，男女社会价值

的感知存在差异，比如男生应该更不羁更胆大，同时社会对男性的冒险行为舆论抨

击远远小于对女性的，男生冒险行为所产生的成本较之女生小，成本低。女生面对

冒险情景，会表现的更为谨慎，认为自己在此情景下受伤的概率更大，进而比男生

更多的选择回避行为，男生则表现为乐观与激进，所以女生总体的冒险行为少于男

性。

关于年级差异，同张晨的结果一致[15]，高二学生的冒险行为高于高一学生。学

者认为青春期多种冒险行为的数目达到顶峰，也就是说，冒险行为数量随年龄增长。

在分离-一体化阶段，年龄增长的同时，与父母分离的意愿越强烈，独立性意愿不断

增强，更希望有独立行事的能力，因此更可能出现冒险。结合中国特有国情，高一

学生刚从初中升学，教育模式偏向于“妈妈式”管理，教师为了对学生有全面的了

解，帮助学生适应新的高中生活对学生行为的管理更全面、严格。进入高二，学生

已经渐渐习惯了高中生活、学习等方方面面的变化，班主任对学生的管理从行为规

范更多转移至学业成绩的提升，行为控制的减少也会导致冒险行为的攀升。

从学业成绩和学科类型角度分析，学业成绩优秀的学生与一般学生出现的冒险

行为有显著差异，学科类型不同的学生也在冒险上差异显著。成绩优秀的学生一般

拥有较高的成就动机，会将精力放置在学业进步上，有较少的时间与精力进行冒险

行为。特长类的学生比单纯学习文化课的学生冒险行为多，理科生比文科生冒险得

分高[78]。首先课业安排上，文科的安排是最紧密的，文科的学习更多注重的是积累，

需要大量的阅读、识记、背诵；理科生的学习很多需要的是举一反三，触类旁通，

难度大但不只是消耗时间就能换取好成绩；特长生的学习更多是专业课的练习，与

文化课学校的联结相对不紧密,长时间在专业辅导班学习，辅导班对学生的管理不全

面，致使特长生比整日在校学习文化课的学生有更多的时间与自由，而理科生的自

有时间又比文科生多。自由支配时间较多，高中生则更多会寻求刺激，冒险行为的

频率、种类大大增加。

4.1.2 父母心理控制的特点

父母心理控制在学生性别上差异显著，男生感知到的心理控制高于女生。其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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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可能有二：一是父母根据自身的生活经历与社会对性别的定义，认为男生相较于

女生出现问题行为的概率更大，有更大的可能做出冒险而损害自己利益的行为，这

种利益包括但不限于自身身体健康、他人健康，因此平日对男生的管控会更加严格，

包括行为和心理上严格的管控。其二，男性与女性的生理差异致使女生情感更细腻，

有大量研究表明女生罹患抑郁症的风险与现实比例显著高于男性[28]，因此，即使同

样犯错，女生可以及时感知到父母的情绪状况，父母往往担心的是女儿过度自责做

出更多损害自己的事情，在处理女儿问题上会更加小心翼翼、不露声色，比起主动

展示权威、表现出因为这件错事而不再爱女儿以及为了让女儿不再出现这样的问题，

诱导孩子内疚的行为，父母更多会做出的是安慰以及制定规则，从行为上对女儿加

强管理；男生则不同，男生犯错之后，较少能感受到父母的情绪，父母需要主动表

示，且增加儿子再次犯错的成本，由此可能通过自身权威强行控制、用对儿子的爱

进行威胁，以及让儿子为伤害了父母的感情、金钱等产生愧疚感，操纵儿子的心理

感受和情感体验。

从年级与学科类型角度分析，高二与高一学生，学习文科、理科和特长的学生，

分别没有显著差异。人的行为模式到达一定年龄会稳定下来，学生在高一与高二，

学习文科、理科还是特长对家长来说没有质的区别，家长会将孩子的管理很大程度

放到学校，交给教师，认为学校会承担起教育孩子的责任，同时，升入高中，学生

在自身发展中的作用也逐步增强，因此不同年级、不同学科类型的学生在感知父母

对自身管教上不会有显著差异。

在学业成绩差异上，学生感知的父母心理控制存在显著差异，学业成绩优秀学

生感知到的显著低于一般学生。这其间可能存在交互效应，首先大量研究表明：父

母对孩子的心理控制是控制的消极方面[25]，会增加学生的问题行为，问题行为增多

意味着学生的正性行为减少，学生将精力放在冒险行为上，在学业上的探索时间就

相应减少，不利于学业成绩的提升，即心理控制水平高的父母，其孩子的学业成绩

差；反之，满足了父母的期待的学业成绩优秀的学生，父母对其的管控相对较少，

情感控制低，即学业成绩优秀的学生其父母心理控制水平低。因此父母心理控制在

学业成绩方面存在显著差异。

4.1.3 感觉寻求的特点

与张丽娜研究结果一致，男生的感觉寻求显著高于女生[11]，具体而言，男性的

Tas与 Dis均高于女性[79]，表明了跨文化研究的一致性。进化心理学下，男性一直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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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的是捕猎活动，而女性则进行的是采摘项目，相较于采摘，捕猎需要更快的速度，

过程更加惊险，长此积累，男性的感觉寻求特质普遍高于女性。

在年级差异上，高二学生的 Dis得分高，Tas则没有无显著差异。Dis与 Tas的

差别在于找寻刺激的途径，Tas更多表现的是个体独自可以进行的刺激性活动，比如

滑雪、潜水等，Dis则更多体现为群体刺激的寻求，比如集会、饮酒、性等。Dis存

在显著差异，这可能是由于，学生从初三刚升入高一的学生，其学校的人际变化是

他们巨大的考验，同时也是强大的新异刺激，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其追求强烈感觉的

希望，但是升入高二，人际稳定，他们没有足够的新刺激来源，所以他们开始寻求

新的强烈的感觉，表现为集会、饮酒等，因此高二学生的 Dis得分显著高。对学生

个体而言的 Tas，高一与高二的课业一直可以满足其通过个体得到刺激的需求，因此

在高二不会有与高一有显著差异的 Tas。

在学业成绩方面，优秀的学生相较于一般学生，其感觉寻求的 Dis得分显著低。

学者们探究发现，感觉寻求高的个体若学业成绩高，则其个体的问题行为显著低，

即部分学生对新奇刺激的寻求转向冒险行为，部分学生把感觉寻求升华为对成就的

追求。学业成绩优秀的学生，其个体的刺激寻求很大程度得到满足，不再会更多追

寻群体刺激，而成绩一般的学生，把对刺激的寻求更多置于外，寻求集体新异刺激，

故学业成绩一般的学生其 Dis得分显著高。

同理，特长生的感觉寻求得分显著单纯学习文化课的学生，学习特长的学生一

般对其文化课成绩重视程度低，但其专业课成绩无法进行及时测试，往往是通过教

师、同学的夸赞来表示学习程度，学生感受到的挑战性没有只学文化课的学生大。

学习文化课的学生，在每次考试成绩公布后可以对自己有一定的评价，接收新刺激，

探索一道题目满足其刺激需求，因此其对刺激的寻求较少倾注于 Dis，反观特长生对

刺激的寻求在自身很难满足，会转而寻求群体的 Dis刺激。

4.1.4 不良同伴交往的特点

高中生的不良同伴交往情况，男生显著更糟糕[80]。有此现象可能存在三个原因：

首先，男女个性发展的快慢不同，女生相较于男生，心理发展到成熟的时间节点要

更靠前，因此比男生的自主性强，对自己个管束能力也更好，能更好的明辨是非，

控制自己交往的对象与同伴一起时的行为，即女生与同伴共处时，更能分辨行为的

对错，一起拒绝不良行为；其次，男女的生理结构不同，女性的情感更细腻，人际

关系相较于男性更复杂，处理关系的手段更灵活。男生的人际关系可能存在的情况



父母心理控制对高中生冒险行为的影响:一个链式中介模型

26

是陌生人与好友二分，女生人际关系可能存在闺蜜、朋友、同学等多种形态，因此

若存在不良同伴，对男生的影响更大，女生所交往的不良同伴，女生可以很大程度

上隔绝其对自己的影响；最后，社会对两性个体所赋予的期待不同，一样的错误行

为，比如逃课、考试作弊等，女性的成本更高，社会更倾向于猛烈的谴责、抨击女

性，因此即使女生想要交往不良同伴，也会受到更大的心理压力进而选择放弃与不

良同伴的交往。

在学业成绩差异上，本研究结果表明：学业成绩优秀的学生不良同伴交往的情

况显著低于成绩一般的学生。究其原因，可能是因为成绩优异的学生，时间精力都

用在提高学业成绩上，对自我的概念更积极，自身出现逃学、作弊等与提高学业成

绩背道而驰的情况较少，加之成绩优异的学生所在班级同学也均是努力学习的学生，

班风严谨，周围有不良行为的同伴相对较少，因此不良同伴少于成绩一般的学生。

同时，高中学生同伴关系的建立大多以兴趣爱好相合为前提，有问题行为的学生与

努力学习的学生在志趣上就不尽相同，因此成为同伴的概率较小，也致使成绩优秀

的学生不良同伴交往显著低于成绩一般的学生。

在学科类型分类上，特长生的不良同伴交往情况显著高于其他类型的学生。首

先，特长生大比例是学业成绩落后，家长为孩子可以上大学而选择的路，同时，提

升特长专业的技能需要投入大量的时间精力，所以一定情况下，特长生的学业成绩

相较于文科、理科生差，不良同伴交往情况更重；其次，特长生多要在学校外继续

求学，所接触的人员广泛，高中生又未完全具有判别是非的能力，因此更易受到蛊

惑，交往不良同伴，同时与之一起发出问题行为，受到的不良同伴影响面广、影响

程度深。

4.2 父母心理控制、感觉寻求、不良同伴交往与冒险行为的关系

4.2.1 父母心理控制与冒险行为的关系

父母心理控制与青少年的冒险行为存在显著相关，但前者不能直接预测后者，

这与以往的研究存在差异[26]，这可能与被试选择为高中生有关。中国国情下，高中

生在青少年群体中与家长的交流接触频率相对较低，首先学生从早到晚都在学校度

过，与父母的交流时间短；其次，课业压力、同伴竞争压力使得学生无暇顾及父母

的控制；最后，即使学生因为父母的心理控制想通过冒险行为做出反抗，但学校的

管控很大程度上减少了冒险行为出现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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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 父母心理控制与感觉寻求的关系

研究结果显示父母心理控制与感觉寻求存在相关，且父母心理控制能显著预测

感觉寻求得分。父母心理控制为孩子带去很强的压迫感，孩子感觉失去自由。根据

抗拒理论，当孩子感到过分的控制，会选择反叛，孩子会通过提升对刺激的寻求而

对家长表示抗议。这就可以解释缘何很多青少年的恋爱问题，其实双方未必是因为

喜欢，而只是因为父母不让“早恋”，孩子会通过“早恋”来反抗父母，找寻“高

压”下的“出气口”。但父母心理控制与感觉寻求是低相关，这也不难理解。因为

感觉寻求归根结底是一种人格特质，相对稳定，更多受到先天遗传和身体生长状况

的影响，小部分受到环境的影响，虽然家庭环境是孩子成长最微观基础的条件，但

其作用有限。

4.2.3 父母心理控制与不良同伴交往的关系

本研究验证，父母心理控制与不良同伴交往存在显著正相关，前者正向预测后

者[40]。家庭环境对个体的友伴交往存在重要影响，心理控制中的引起愧疚和爱的撤

回会使青少年认为自己的父母不爱自己[62]，根据需求层次理论，归属与爱是人的需

要，因此青少年无法从亲子关系中获得基本的心理需要，就更可能会受到不良同伴

的诱惑，从不良同伴那里寻求亲密、安全和支持[3]，满足自身的归属感。心理控制高

的家长，会向孩子传达：你如果不按我说的做，我就不爱你了；你这样做，辜负了

我等，孩子在这样的家庭氛围中，长时间处在焦急、忧虑的状态，缺失安全感，自

我评价低，而不良同伴群体的群体规则多是“荣辱与共”，使得孩子找到归属感，

且不良同伴群体会通过和群体外的个体产生“摩擦”获得成就感提升孩子的自我效

感，因此孩子会增加与心理控制高的父母的疏离，能更愿意与不良同伴交往。

4.2.4 感觉寻求与冒险行为的关系

与前人的研究结果一致，本研究发现感觉寻求与冒险行为相关显著[15]，那些寻

求多变、新奇特异感觉和经历的青少年，可能会通过冒险行为满足对新奇特异感觉

和经历的需求，冒险行为受感觉寻求的正向预测[62]。感觉寻求得分高的个体相较于

其他人，感觉阈限高，普通的刺激难以达到其需求水平，而冒险行为往往是不被社

会认可的，是不平常的，刺激水平高，可以满足其需求，使其获得愉悦感，因此个

体选择更多的冒险行为。

4.2.5 不良同伴交往与冒险行为的关系

研究发现，不良同伴交往与冒险行为显著相关[9][73-74][77]。这主要是由于相比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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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龄段，青少年更加依赖同伴，更加需要同伴支持,也更容易受到同伴影响[5]。社会

学习理论也指出友伴是青少年的模范，其行为会引起青少年的模仿，甚至会对青少

年 的行为起到增强的作用[81]，因此与朋友交往过程个体会表现为为了依照所在团

体的规则，在面对群体成员给予的压力时通常选择抛弃本身的意愿、认同伙伴的举

动。即：为得到同伴的支持，加紧与同伴的联系，选择遵守同伴群体规则，若同伴

为不良同伴，则选择同意同伴的行为，本来未出现冒险行为，因为学习同伴的行为

而产生，本来具有的冒险行为也在不良同伴的影响下加剧，冒险行为的频率增加、

被社会允许的程度降低。

4.2.6 感觉寻求与不良同伴交往的关系

本研究结果显示：高中生的感觉寻求与不良同伴交往存在中等程度的正相关，

且前者可以有效预测后者的发生，这与以往研究结果一致[82]。分析其原因，笔者认

为存在两个。其一，结交不良同伴是个体通过替代性强化满足自身新异刺激需求的

方式。高中这个特定的群体，时间精力有限,这决定了未必所有高感觉寻求个体都可

以通过自身行为满足自己“猎奇”的需求，因此会找寻替代品——通过结交不良同

伴，通过同伴对非正常刺激的寻求兼容自己的感觉寻求特性。其二，寻求归属感。

同伴选择理论认为，不良同伴是高感觉寻求个体的选择，即“物以类聚，人以群分”，

感觉寻求高的个体寻求被认可、接纳的感觉，会选择和自己一样的人相处，而感觉

寻求是一种内隐特质无法直接观测，个体只能通过外在行为对同伴的感觉寻求进行

评估。像学业成绩高的个体往往具有高感觉寻求一样，发生冒险行为多的个体其感

觉寻求通常也是相对较高的，感觉寻求高的个体以此来判断同伴的特质水平。故感

觉寻求高的个体会主动选择不良同伴交往满足自身归属感需求。

4.2.7 父母心理控制对冒险行为的影响——感觉寻求与不良同伴交往的中介作用

本研究结果表明，感觉寻求和不良同伴交往分别在父母心理控制与冒险行为中

起完全中介作用，进一步分析发现，父母心理控制是通过感觉寻求与不良同伴交往

的链式中介对冒险行为的间接作用产生影响，不存在直接作用，与前人的研究部分

一致，感觉寻求会通过不良同伴交往的影响进而对青少年的吸烟与饮酒行为产生预

测[68]；胡伟等发现青少年父母因素能完全通过同伴因素而对毒品使用产生影响[65]，

叶宝娟等又提出同伴层面的因素对毒品使用的预测能力远远地高于父母层面的[41]。

综合分析此研究结果，不难解释其中的缘由。父母心理控制对青少年冒险行为

的预测作用没有达到统计学显著水平，因为高中生冒险行为不只是受家庭作用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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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还受个体差异，尤其是同伴的作用，若个体对冒险刺激的寻求不高、同伴的支持

保护作用良好，学校的监管严格，青少年会较少受到父母心理控制的影响做出冒险

行为。

但是父母控制会影响孩子的感觉寻求特质和不良同伴交往情况进而影响孩子的

冒险行为。一方面控制水平高的父母会带给孩子更多的压力，增加了孩子的焦虑水

平，个体会通过寻求刺激而释放压力，感觉寻求虽是相对稳定的人格特质，但具有

相对可塑性，父母过高的心理控制会增加孩子感觉寻求水平，为满足自己对新异刺

激高水平的需求，做出冒险行为获得愉悦感。另一方面控制水平高的父母表现为让

孩子产生内疚感，孩子长期担心是否会受到父母的喜爱，他们在家庭中缺少支持，

并把父母“不爱”自己理解为自己不值得被爱，自我评价降低。这些青少年长期处

于归属与爱需求得不到满足、低自我效能的状况，因此更多找寻同伴寻求满足与自

信。其中，相较于一般同伴，不良同伴群体紧密的团体规则会使得青少年感到更强

的归属感，而且不良同伴群体经常通过与群体外个体产生摩擦获得“成就感”，提

高个体的自我效能，加剧青少年对这些同伴的喜爱程度。社会学习理论指出，青少

年对友伴的依恋程度高，而且同伴会起到榜样示范作用，长期与不良同伴交往会认

同群体行为，对社会不许可、不提倡的行为会渐渐感到可接受，做出冒险行为，带

来消极后果。

进一步研究发现，父母心理控制还会通过感觉寻求与不良同伴交往这一链式中

介进而作用于青少年的冒险行为[76]。心理控制水平高的父母直接提高学生对外找寻

高刺激的需求，同伴选择理论指出处于青春期的少年会主动靠近与自己相似的个体，

高感觉寻求的青少年会倾向于选择同样具有高刺激感觉阈限的个体，这些青少年聚

集在一起，对社会规则意识越来越差，对危险的感知能力越来越差，对刺激的绝对

阈限越来越高，进而做出的冒险行为的强度与频率越来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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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结论与建议

5.1 研究结论

本研究探讨了父母心理控制对高中生冒险行为的具体作用机制，检验了感觉寻

求与不良同伴交往在二者之间的链式中介作用。研究得到如下结论：

（1）男生的冒险行为、父母心理控制、感觉寻求各维度及总分、和不良同伴交

往得分均显著高；高一与高二学生的感觉寻求与冒险行为差异显著，父母心理控制

与不良同伴交往无显著差异；在学业成绩变量上，差异表现在父母心理控制、不良

同伴交往及冒险行为方面，感觉寻求的去抑制显著差异，兴奋与冒险寻求不显著；

在学科类型变量上，感觉寻求去抑制维度及各维度总分、不良同伴交往、冒险行为

差异显著，兴奋与冒险寻求、父母心理控制无显著差异。

（2）所取被试父母心理控制、感觉寻求各维度及维度总分、不良同伴交往和冒

险行为整体情况低于变量理论中值；父母心理控制与各变量均呈显著正向关联；感

觉寻求与不良同伴交往、冒险行为存在中等程度正相关;不良同伴交往与冒险行为正

向中相关；不良同伴交往与冒险行为正向中等相关。

（3）除冒险行为外,父母心理控制能显著预测高中生感觉寻求、不良同伴交往;

感觉寻求正向预测不良同伴交往、冒险行为;冒险行为受到不良同伴交往的正向预测。

（4）感觉寻求、不良同伴交往在父母心理控制与高中生冒险行为中均起完全中

介作用，且链式中介效应成立，即父母心理控制通过影响学生的感觉寻求特质进而

影响学生不良同伴交往最终对学生冒险行为产生影响。

5.2 教育对策与建议

根据本研究的结果，为了更好地促进青少年的健康发展，本研究尝试为青少年

的教育提供以下对策，以从冒险行为发生的各个环节减少青少年冒险行为的发生。

(1)引导家长降低对青少年的心理控制

作为父母，降低自身对孩子的心理控制是十分必要的，尤其是在青少年早期。

已有研究表明，父母心理控制不利于青少年发展。向孩子表达不按自己心愿行事，

自己就不爱孩子，将孩子物化，孩子感觉不到爱，没有与家庭建立很好的联结会对

父母产生淡漠，更不愿意服从父母的管教。如果家长总是通过自己的付出使得孩子

产生内疚感，则很可能出现所谓触底反弹，内疚积累到一定程度，孩子会产生破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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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摔的想法，自己怎么做都对不起父母，父母都会不开心，不如不受拘束，至少满

足自己愉快。作为学校，可以测查学生对父母心理控制感知的水平，有针对性的与

父母沟通，多为学生家长开办讲座，帮助学生家长了解学生情况，向家长传授正确

的教育理念。

(2)甄别高感觉寻求青少年，对其进行正向引导

感觉寻求相对稳定，但并非一成不变，且高感觉寻求带来的结果一方面是加剧

青少年的冒险行为，另一方面是增加学生对积极事件的兴趣。已有研究表明，滑雪

等高风险但有利于健康的运动个体其感觉寻求得分相对较高，学业成绩较好的学生

其感觉寻求得分也高于成绩一般的学生[34]。因此不管是学校还是家庭都应该更多为

青少年提供更多积极冒险的机会，在积极冒险得到感觉寻求的满足自然会变相减少

参与消极冒险。比如，家庭可以在节假日带孩子爬山、滑雪，找寻、培养孩子的兴

趣爱好，不论是画画、搏击还是写作，在爱好方面取得成就可以满足孩子的感觉寻

求。学校可以组织活动、建立社团，若学生的感觉寻求可以通过多渠道得到满足，

就可以防止他们通过烟酒使用、物质滥用、飙车、危险性行为等活动获得愉悦感。

在识别出高感觉寻求个体后，家校应该进行联动，学校和家长沟通学生的个人情况，

为家长提供教育建议。

(3)监控并干预青少年不良同伴交往

同伴的榜样作用是不可忽视的，青少年对不良同伴行为的模仿会放大消极冒险

行为。在教育过程中，学校和家长对未出现不良同伴交往的青少年要提前进行教育

引导，防止其结交这类朋友。对已经出现不良同伴交往的青少年，家长要加强对其

行为的管控，比如规定门禁、限制零花钱；学校层面，尽量将不良青少年隔离开来，

减少不良青少年聚集。

在家庭教育中，家长要经常教孩子辨别什么是正确的行为，什么是良好的朋友；

学校教育可以为学生举办主题班会、讲座，宣传识别诱惑、杜绝诱惑的知识，传授

人际交往技巧，让学生学会拒绝不良同伴的邀请，学会和普通同学交流、成为朋友。

(4)增强青少年规则与危险意识，学会评估行为后果

个体的三观在青春期还未完全形成，因此经常难以判断自己行为的会带来什么

样的结果，不会评估行为所带来的风险，家长和学校应该注意惩罚机制的制定，可

以组织青少年学习未成年人犯罪法，观看相关案例视频，对自己的行为“有概念”、

不冲动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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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会影响社会未来发展，对其进行正确的教育，促进其良好发展对个体、

家庭、社会都有举足轻重的作用。这需要青少年对自己负责，家庭为自己的孩子负

责、学校为自己的学生负责，社会为自己的未来负责，全社会要培养学生正确的三

观，传授学生良好的社交技能，尤其是拒绝诱惑的能力，同时致力于建立学生的心

理健康筛查系统，不止关注学生的学业，还要为他们身心的健康，社会的安定保驾

护航。

5.3 本研究的不足与展望

首先冒险行为不同于问题行为，侧重于学生对行为风险的采择，本研究所使用

的问卷调查法不能全面展现其风险性，且自陈量表存在社会称许效应，比如，冒险

行为问卷中提到吸毒这种违法行为，青少年可能会为了表现出符合社会期望或避免

受到处罚，从而在作答时数据作假。今后的研究中也可以尝试采用实验法测查学生

冒险行为，比如“气球实验”等。

其次在本研究中对学生父母心理控制的测量未分离父亲和母亲，而将多个抚养

人合为一体。虽中国国情下大多家庭以母亲抚养为主，但并不能排除参与子女教育

少的父亲其心理控制对学生的影响力大于母亲，因此未来的研究可将父母心理控制

同父母教养方式一般，分为父亲心理控制与母亲心理控制，更细致地探讨父母心理

控制对子女的影响。

再次，本研究选择的被试来自某一自治区几所高中，研究结果具有局限性，不

能直接用于其他地区和其他年龄段，为了提高研究的普适性有必要扩大被试采择的

区域与年龄段，尤其应该关注高三学生的情况，为学生人生关键大考“高考”提供

有效建议，帮助学校和家长更好地调整教育、教养方式。

最后，本研究是横断层面研究，虽有理论支撑，提供了变量间的预测信息，但

横断研究不能确立父母心理控制、感觉寻求、不良同伴交往间的因果关系，今后可

采用追踪研究进一步检验本研究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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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 谢

不知不觉中，我两年的研究生生活即将到达终点，马上就要向生活了六年的

母校挥手告别。学校见证了我从一个懵懂无知的“科研小白”，到能够在导师协

助下，从论文选题、设计、实施及最终撰写，完成硕士阶段毕业论文设计工作的

“学者”；从事事要寻求父母老师的帮助到如今可以帮助父母分忧,协助老师工

作，独当一面的大人，两年时光，转瞬即逝，难以忘怀这段时间里的那些人，那

些事。

首先要感谢的当然是我研究生期间的导师，刘丽红副教授。她不止是我的研

究生导师，也是我本科毕业论文指导教师，还是我本科科研训练项目小组的指导

教师，她对我的影响可以说是贯穿成人至今的始终。对她的初印象在大一的普通

心理学课堂上，普心是心理学学生的必修课，基础课，在课上我第一次感受到学

者的风范。我导师不仅学识渊博，而且平易近人，枯燥的普心在她的讲授下，也

变得温柔可人起来。还记得导师课堂举例“世界需要一杯热咖啡”，让我对心理

学的有了更广阔的理解。后来与刘老师的接触，就是在本科生科研训练过程中。

通过大二科研训练的近距离接触，我深刻感受到了她的认真与负责，科研训练时

间紧，有时突发的问题容不得拖延，因此我们科研训练小组经常和她讨论、报备

科研进程，而她也总会不厌其烦的解释、处理。由此，在硕士研究生导师选择时，

我毫不犹豫地选择刘丽红老师作为我的研究生导师。研究生不同于本科生，科研

要求更高，同时还会面临实习、工作的问题，其间，刘老师不仅回答我学术上的

问题，还会对我的生活提出建议，让我感觉刘老师不仅是老师也是我的“妈妈”，

解答困惑、解决问题，安抚我的情绪。在她身上，我不仅获得了学术知识，还学

会了许多为人处世的方法。与此同时，我还想提及我们研究生接触最多的科任教

师，卢富荣老师。她虽然不是我的导师，但担任了我研究生期间近四分之一课程

的讲授，教会了我们许多方法与知识，给了我们许多专业工具，她风趣幽默的个

人风格也感染了我，影响着我做一个更加乐观向上的人。

其次要感谢我的同学，没有他们的鼓励与帮助我研究生生活可能不会这么愉

快。我本科同时是我研究生同门师姐，像是我的指路明灯，提前把她的研究生生

活经验总结传授给我，好的学习方法、研究生期间需要取得的资格证书、需要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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炼的能力，事无巨细，包括会给我学习资料，对我有了极大的帮助。我的同学，

在期末考试、开题、实习这些关键节点，大家统一战线相互扶持，共同探索正确

的道路，让我感觉不再孤单。同宿舍舍友，在疲乏的学习生活中，相互打气支持，

使单调的学术生活变得绚烂多姿。

最后，我还要感谢我的家人，是他们为我提供了良好的学习环境，使我可以

专心学习，没有他们的支持，我可能不能如此平稳的度过我的研究生生活，没有

他们的情感鼓励，我可能很容易被学业困难所打倒，他们是我坚持学术道路有力

的后盾与推动力。

研究生生涯有限，学海无涯。感恩母校的栽培，感谢老师们的培育，我的学

习道路不会就此停下，希望今后的我可以继续学术研究，为母校、为导师增光添

彩，成为父母的骄傲，充实自己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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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个人简况：

姓名 王佳

性别 女

籍贯 山西文水

个人简历

2013.9-2017.7 山西大学教育科学学院 应用心理学专业学习

2017.8-2018.7 广西百色西林县民族高中 心理教师

2018.9 至今 山西大学教育科学学院 心理健康教育方向学习

学习或工作去向：

电子信箱：57252878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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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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