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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教养方式与大学生人际交往效能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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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

要!采用简式父母教养方式问卷中文版"

9?U]Z7?P

#和大学生人际交往效能感量表对
!@B

名大学生进行施测'用方差

分析%相关%回归等统计方法'研究大学生人际交往效能感现状'探讨父母教育方式对大学生人际交往效能感的影响)结果显

示'人际交往效能感总分在性别上不存在显著性差异'文科和理科的大学生人际交往效能感总分存在显著性差异'不同年级

的大学生人际交往效能感存在显著差异)人际交往效能感总体与母亲的拒绝呈显著负相关'与父亲和母亲的情感温暖呈显

著正相关)父亲和母亲的情感温暖尤其是父亲的情感温暖对大学生人际交往效能感具有直接作用'是最主要的解释变量'能

够在
%E=E[

的程度上解释大学生人际交往效能感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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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际交往活动是个体在成长发展过程中的一项

重要内容'根据亚伯拉罕1马斯洛提出的需要层次

理论'每个人都有社交的需要'都希望与他人建立情

感联系'归属于某个团体)人际交往能力更是大学

阶段的个体迫切希望能够提高完善的重要能力)大

学生的年龄处于埃里克森人格发展阶段论中的成年

早期'面对亲密感*孤独感的发展任务'主要的发展

目标就是建立友情和爱情'发展爱的能力'如果这一

阶段个体没有得到良好过渡'可能会与社会疏离'感

受到寂寞和孤独)个体执行人际交往活动是在对自

己人际的交往效能判断的前提下实现的'付梅的研

究显示(大学生一般自我效能感与人际交往能力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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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著正相关-

#

.

)谢晶这样定义人际交往效能感(个

体在与他人进行交往活动之前对自己能够在什么水

平上完成该交往活动的判断-

!

.

)个体如果有良好的

人际交往效能感才有可能在交往动机的促使下进行

有效的人际交往活动'研究个体人际交往效能感对

促进大学生心理健康发展有重大意义)

史慧静等人的研究显示(父母的教育方式对个

体心理健康水平的影响十分显著-

%

.

)日本心理学家

诧摩武俊的研究表明儿童表现的适应能力差%依赖

性强%情绪不稳和富有反抗性与母亲的拒绝%干涉%

溺爱%独裁的教育态度有很大关系)父母的教育理

念和对待子女的态度行为'具有跨情境的稳定性'会

对个体各方面的发展产生深刻影响)个体在原生家

庭中习得的性格和能力作用于学校和社会生活'产

生不同的输出结果'个体与父母在交互作用过程中

形成的对于他人和自己关系的理解影响着个体在人

际交往过程中采取的态度和方法'制约或是促进着

个体人际关系的发展)

一"对象与方法

#一$研究对象

采用简单随机抽样方法在河南大学抽取大一至

大四
%""

名学生为研究对象)共发放问卷
%""

份'

回收问卷
!G"

份'得到有效问卷
!@B

份'有效率
GB=

$[

)其中男生
#!!

人"

AE=A[

#'女生
#A$

人"

EA=

@[

#!文科
$@

人"

!G=%[

#'理科
#B%

人"

$#=$[

#!一

年级
$@

人"

!G=%[

#'二年级
@%

人"

!%=A[

#'三年级

E@

人"

!"=G[

#'四年级
$A

人"

!$=E[

#)

#二$研究工具

#=

简式父母教养方式问卷中文版"

9?U]Z7?

P

#(蒋奖%鲁峥嵘等人在
J))1*Q3,

等人修订的简式父

母教养方式问卷"

9?U]Z7

#的基础上'考察其在中

国人群中的使用情况'编制了简式父母教养方式问

卷中文版"

9?U]Z7?P

#'该量表含有父亲%母亲两

个分量表'各
!#

个项目'共
A!

个项目'各题都是四

级计分'考察父亲和母亲的拒绝%情感温暖%过度保

护三个维度)该量表的
C)'*<+P/

,

9+

系数在
"=$A

!

"=GA

之间'重测信度在
"=$"

!

"=G#

之间'信度良

好)且具有良好的效标效度和结构效度-

A

.

)

!=

大学生人际交往效能感量表(谢晶等编制的

大学生人际交往效能感量表含
%@

个项目'采用六级

计分'考察亲和效能%自我印象效能%利他效能%沟通

效能%自我价值效能和情绪控制效能六个维度)

C)'*<+P/

,

9+

系数为
"=E@?"=$G

!将郑日昌等编制

的人际关系综合诊断量表作为校标检测'效度

良好-

!

.

)

#三$统计学处理

本研究采用
.K..!#="

软件进行数据的分析

和处理'采用
V

检验%方差分析%相关分析和回归分

析'以
K

#

"="E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二"结果

#一$人际交往效能感在人口学变量上的差异

比较

采用独立样本
V

检验对人际交往效能感总分

及各维度得分在性别和学科分类上的差异进行显著

性分析"见表
#?!

#)

表
#

!

人际交往效能感在性别上的差异检验#

]f.L

$

男"

*̀ #!!

# 女"

*̀ #A$

#

:

亲和效能
!#=EGAf@=##E !"=@A@f%=@$! #=AG@

自我印象效能
!A=%##f%="E !%=G$"f%=E"B #=#"!

利他效能
!!=$AEf!=%$@ !%=A"Gf!="@@ ?!=AAA

$

沟通效能
!A=EE$fE=A"# !A=!#"f%=A!" "=@#A

自我价值感效能
!E=AG%f%=!"A !A=G$f%=AA@ #=ABB

情绪控制效能
!#=B"#f!=E@@ !"=E%$f%=%GA %=$E@

$

人际交往效能感
#A"=EGAf#$=!$$#%$=EAAf#%=!AG #=@%!

!!

注(

$$在
"="#

水平"双侧#上显著相关)

$在
"="E

水平"双侧#上

显著相关)"下同#

表
!

!

人际交往效能感在学科上的差异检验#

]f.L

$

文科"

*̀ $@

# 理科"

*̀ #B%

#

:

亲和效能
#B=$EfE=#EB !#=EB!fA=$$!

?!=$G@

$

自我印象效能
!%=G!Gf%=$$A !A=#@Ef%=##A ?"=@B#

利他效能
!%=#B$f!=B#@ !%="$!f#=B"E "=%AE

沟通效能
!!=$@%fE=GGE !Ef%=E#$ ?%=#"!

$

自我价值感效能
!A=A"$f%=!E" !E=AAf%=%A$

?!=!B@

$

情绪控制效能
!"="%Bf%=!#G !#=EBEf!=B@# ?%=$GE

$

人际交往效能感
#%%=BG@f#$=!!B#A"=G@$f#%=B$G?%=%BE

$

人际交往效能感总分在性别上不存在显著性差

异'但利他效能和情绪控制效能这两个维度在性别

上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文科和理科的大学生人

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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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交往效能感总分存在显著性差异'突出表现在亲

和效能%沟通效能%自我价值感效能和情绪控制效能

这几个维度)利用单因素方差分析对各年级学生在

各维度上的得分进行统计分析'结果如表
%

'在年级

上人际交往效能感总体存在显著性差异'在亲和效

能%自我印象效能%利他效能%沟通效能%自我价值效

能和情绪控制效能六个维度都存在显著性差异)具

体通过事后比较法"

R.L

#发现'二%三%四年级学生

比一年级学生人际交往效能感显著优秀)二年级在

亲和效能%利他效能%沟通效能%自我价值效能四个

维度上都显著高于一年级'三年级和一年级在亲和

效能%自我印象效能%沟通效能和情绪控制效能上的

差异显著'二年级的亲和效能显著高于四年级'四年

级的利他效能相对于一年级学生要高很多)

表
%

!

人际交往效能感在年级上的差异检验#

]f.L

$

一年级"

*̀ $@

# 二年级"

*̀ @%

# 三年级"

*̀ E@

# 四年级"

*̀ $A

#

M R.L

亲和效能
#G=GE@fE=%@% !%=G%"f%=B!E !#=$E"fA=G$$ !"=AG@fA=#"! #A=#!A

$

"%#$%#"%%

自我印象效能
!%="B!f!=#AG !%=BE!f%=%E$ !E=%B!f%=$!E !A=#$Ef%=@!

E=E"@

$

$%#

利他效能
!!=!!%f!=A%@ !%=E$#f#=%$@ !%=#$Gf!=#AB !%=E@$f!=A!$

@=!BE

$

"%#%%#

沟通效能
!!=$GBfE=@!A !E=@"%f%=@$ !A=G!#f%=$G" !A=EBAf%=@#"

E=%$!

$

"%#$%#

自我价值感
!A="E!f!=G$" !@=#$Af%=E%E !E=A!Gf!=B@E !E=#GBf%=@%!

E="A%

$

"%#

情绪控制效能
!"=E""f!=%%E !#=@BGf%=E$! !!=""f!=%B@ !"=$!Bf%=@E"

%=$#!

$

$%#

人际交往效能感
#%#=E#Af#%=G%@ #AA=G%f#E="$" #A!=E$#f#A=%G# #%G=$A%f#A=E%G

##=%G#

$

"%#$%#%%#

!!

#二$父母教养方式各维度与人际交往效能感及

其各维度之间的相关分析

皮尔逊积差相关结果如表
A

'人际交往效能感

总体与母亲的拒绝维度呈显著负相关'与父亲和母

亲的情感温暖维度呈显著正相关)亲和效能与父亲

和母亲的情感温暖维度呈显著正相关)自我印象效

能与父亲的拒绝维度和母亲的拒绝维度呈显著负相

关'与父亲和母亲的情感温暖维度呈显著正相关)

利他效能与父亲和母亲的情感温暖维度呈显著正相

关)自我价值感效能与母亲的拒绝维度%父亲和母

亲的过度保护维度呈显著负相关'与父亲和母亲的

情感温暖维度呈显著正相关)情绪控制效能与母亲

的拒绝维度和过度保护维度呈显著负相关'与父亲

和母亲的情感温暖维度呈显著正相关)

表
A

!

父母教养方式与人际交往效能感的相关分析

维度

父亲的

拒绝

维度

母亲的

拒绝

维度

父亲的

情感温

暖维度

母亲的

情感温

暖维度

父亲的

过度保

护维度

母亲的

过度保

护维度

亲和

效能

自我印

象效能

利他

效能

沟通

效能

自我价

值感

情绪控

制效能

人际交

往效

能感

父亲的拒绝维度
#

母亲的拒绝维度
"=@$E

$$

#

父亲的情感温暖维度
?"=#$%

$$

?"=!$E

$$

#

母亲的情感温暖维度
?"=#@E

$$

?"=!@#

$$

"=G@E

$$

#

父亲的过度保护维度
"=#G#

$$

"=#!@

$

"=!%%

$$

"=#GE

$$

#

母亲的过度保护维度
"=%#%

$$

"=%@E

$$

"="A@ "=#"# "=@G%

$$

#

亲和效能
?"="$ ?"="$@ "=E!$

$$

"=E!B

$$

"="@@ "="# #

自我印象效能
?"=#E!

$

?"=#G$

$$

"=%$E

$$

"=%B@

$$

?"="GG ?"=#"@"=AA%

$$

#

利他效能
?"="E! "="%

"=%%B

$$

"=%G"

$$

"="$% "="A%

"=AGG

$$

"=%$%

$$

#

沟通效能
?"="!B ?"="G# "=EEE

$$

"=E%@

$$

"="$G "=""G "=$"$

$$

"=A@B

$$

"=E!"

$$

#

自我价值感
?"="$$?"=!$$

$$

"=%#B

$$

"=!E!

$$

?"=#$"

$$

?"=!"G

$$

"=#A!

$

"=A!#

$$

"="GA "=%%@

$$

#

情绪控制效能
?"="$@?"=!$G

$$

"=!EB

$$

"=#B#

$$

?"="%# ?"=#%!

$

"=!B!

$$

"=A"$

$$

"=#@B

$$

"=%BE

$$

"=AB!

$$

#

人际交往效能感
?"=#"A

?"=!"!

$$

"=EG@

$$

"=E@%

$$

?"=""G ?"="GA

"=$GG

$$

"=$!$

$$

"=EGB

$$

"=GE#

$$

"=E@$

$$

"=@%A

$$

#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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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父母教养方式对人际交往效能感的回归

分析

为了进一步探究父母教养方式与人际交往效能

感之间的关系'在上述相关分析的基础上'以父亲和

母亲的情感温暖维度和母亲的拒绝维度为自变量'

以人际交往效能感为因变量进行逐步回归分析)结

果如表
E

'母亲的拒绝未能进入回归方程'父亲和母

亲的情感温暖尤其是父亲的情感温暖对大学生人际

交往效能感具有直接作用'是最主要的解释变量'能

够在
%E=E[

的程度上解释大学生人际交往效能感

的变化)

表
E

!

父母教养方式与人际交往效能感的回归分析

因变量 自变量
Z3:+

值
:

值
c!

值
M

值
K

值

人际交往

效能感

父亲的情感温暖维度
"=%B% A=""#

母亲的情感温暖维度
"=!!! !=!@!

"=%EE $%=!$B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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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讨论

#一$人际交往效能感在人口学变量上的差异

分析

结果显示大学生人际交往效能感在性别上的差

异不显著'但在利他效能和情绪控制效能上的差异

具有统计学意义'这与谢晶认为人际交往效能感在

性别上的差异显著-

!

.的研究结论不一致)这种结果

可能是因为男生和女生在应对人际交往活动中各有

各的优势)在利他效能上的差异与社会对男女的定

位不同有关'男性被认为是有力量%有能力%可依靠

的'而女性则是柔弱的%被保护的'这样的定位使男

女主动或是被动地对自己的利他效能的判断出现差

异)而女性天生的细腻和柔软让她们在面对情绪变

化时能够以合适的方法抒发和控制'男性则较为意

气和冲动'在应对情绪变化上需要更多的心理资源'

以至于在情绪控制效能上出现差异)

将学科分为文科和理科'数据分析显示文理科

同学在人际交往效能感上的差异显著'与田梅-

E

.的

研究结果相同)文科的学生在人际交往过程中自身

的人文修养十分有利于与他人的交流沟通'这样的

优势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交往过程中诸如冷场等尴

尬境况的发生'使得个体在自身交往需要的推动下

能够主动%积极地与他人交往)同时文科学生一般

较为感性'会在交往时表现出与理科学生显著不同

的思维方式和应对技巧)理科的学生思维深刻理

性'对自身的价值能够进行客观的评价%对自身的情

绪能够妥善处理'但不善于制造交际活动的乐趣'这

就造成了大学生在这些维度上出现差异)

人际交往效能感出现在不同年级学生中的差异

与韦耀阳-

@

.的研究结果一致'大学生脱胎于初高中

封闭的应试教育'交往经验和交往技巧鲜少'进入大

学后个人时间大大增加'在社团活动或其他社会交

往活动中慢慢积累'随着年级的增长对各种人情世

故也会有较多的了解和认同'不管是失败的经验还

是成功的经验都会使大学生受益匪浅'实际交往活

动的体验使得人际交往效能感越来越高)经过事后

比较"

R.L

#还发现二年级学生的亲和效能显著高于

四年级学生'二年级学生在经过一年级各种社团活

动和丰富多彩的大学生活的洗礼'与很多志趣相投

的朋友结交'对于自我加入一个团体的效能感极高)

而四年级在学校与社会的过渡期'实习找工作等新

鲜经验可能使得个体受挫'导致亲和效能不高)但

在利他效能上'四年级学生掌握更多的专业技能和

实用知识'更有信心和能力帮助到他人)

#二$父母教养方式与人际交往效能感的相关

分析

人际交往效能感与父母教养方式关系密切)有

研究表明'生活在没有冲突的家庭环境中'得到父母

情感温暖与理解的儿童会表现出更多的助人行为和

利他倾向)个体通过父母对待自己的方式推断他人

对自己的态度倾向'据此应对外部的世界'王虹等人

的研究表明父母亲的拒绝和母亲的情感温暖显著影

响个体的负面评价恐惧-

$

.

)父母的拒绝使个体的效

能感泛化'怀疑自己在他人心中的形象'裹足于与他

人的交往)对自己自我印象管理的不可控影响个体

的人际交往活动质量)同时父母的过度保护会限制

个体能力和价值的展现'也错失了锻炼自我的机会'

导致自我价值效能感偏低)精神病学家
Z=5=

米谢

夫等人认为(父母的严厉和管束往往导致孩子神经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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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能症%歇斯底里和心理抑郁症)孩子性格上歇斯

底里特征可以追溯到父母对孩子过分溺爱'这种性

格特征还伴以易动感情'缺乏自我控制和自私自利

等表现-

G

.

)施杰等人的研究表明(不合理的教养方

式会影响青少年人格发展'不良的情绪表达等与其

抑郁情绪的出现显著相关-

B

.

)尤其母亲是个体自小

表达情感%分享兴奋或悲伤时的第一选择'也是个体

学习的榜样'当母亲的教养方式是拒绝时'个体便很

难学会合理调节情绪'影响个体的情绪控制效能感)

父母教养方式从不同的角度会对个体的人际交往效

能感产生影响)

在回归分析的结果中显示'父亲母亲的情感温

暖维度对个体的人际交往效能感有很高的预测水

平)父母的情感温暖指父母对子女反应敏感%反馈

一致且及时%对子女的行为倾向于积极看待并表示

赞同和支持-

#"

.

)父母的赞赏和鼓励促使个体趋向

于自我接纳%自我肯定'从小拥有较高的自信水平'

能够积极的面对自我交往的需求'对自己能够进行

有效的人际交往充满信心)有研究表明(被父母接

受的个体倾向于表现出亲社会的行为'如情绪稳定%

乐于助人%乐观向上等)个体表现出这些亲社会行

为后得到的反馈也会作为正强化刺激提高个体的人

际交往效能感)

研究结果中显示父亲的情感温暖对个体的影响

更为深远)这与传统我们所认为的父母亲对个体心

理品质的影响占比有很大不同)这可能是由于大众

心目中母亲的情感更为外显'而父亲则较为内敛'当

父亲表现出一定的支持和信任时对个体的触动更为

深刻'而与父亲的交往经验则极大的影响着个体的

人际交往效能感)许多研究发现个体希望能够有更

多的时间与父亲相处'父子的互动深深影响着个体

的社会适应性)

L',,+/1:3

和
L+81QC

认为父亲对孩

子的影响主要是在精神方面'父亲应当在教养孩子

时注重精神上的交流和情感上的亲密-

##

.

)这提醒

我们'父亲在个体成长中的位置不容缺失且十分关

键'作为父亲要对抚养孩子付出心力'斟酌仔细'正

确适度地与孩子进行交流%表达爱护关心是必需的)

父母应该经常与孩子进行交流'对孩子宽容理解'对

其成长问题耐心沟通处理'护航个体的心理健康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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