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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研究通过文献资料法分析了父母有条件关注对儿童内化问题的影响机制。父母有条件关注通过侵犯孩子的

隐私等三种机制直接对儿童的内化问题产生消极影响。同时，父母有条件关注也通过损害儿童的情绪调节能

力、提高其自尊权变性和完美主义倾向进而导致个体出现内化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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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年龄的增长，青少年面临的问题越来越多，而在此期间青少年更容易紧张，情绪更不稳定［1，2］，

大大增加了青少年出现内化问题的风险。以往研究发现，青少年的内化问题不仅会对其学业发展和人

际交往造成不可估量的负面影响［3］，还可能导致青少年出现药物滥用、问题行为和自杀倾向［4］。对

于孩子来说，家庭是影响其发展的最重要环境之一。父母养育行为在青少年内在问题的发展、持续和

减轻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多达 8% 儿童抑郁（当前和终生）直接由不良的父母养育行为导致［5］。

鉴于青少年内化问题的高发病率和对青少年产生的长期的负面影响，大量研究已经考察了父母养育因

素对儿童内化问题的影响，本研究拟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考察父母有条件关注对青少年内化行为的

影响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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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父母条件关注的概念

父母有条件关注（Parental Conditional regard）是指父母通过操纵孩子的自我意识情感（如内疚和羞

耻等）来诱导孩子按照自己的期望行事，是一种侵入性的人际风格［6］，通过将儿童对自身价值的感知

与父母的期望联系起来［9］，来实现控制孩子行为举止的目的。当孩子表现出特定的行为或特质时，父

母就会给予他们的孩子爱与关注；当孩子没有表现出相应行为和特质时，父母就会撤回他们的爱与关

注［8］。研究者将父母有条件关注分为：父母有条件的积极关注—当孩子符合父母的期望时给予更多的

关爱；和父母有条件的消极关注—当孩子不遵从父母的期望时，撤回关爱［14］。大量研究表明，父母有

条件的积极关注会让孩子产生内在强迫感，孩子取得成功后容易自我膨胀，失败后容易过分的自我贬低

并产生羞耻感；而父母有条件的负面关注会导致孩子对父母产生怨恨情绪，失败后容易自我贬低并产生

羞耻感，也会降低孩子的幸福感［8，13］。

研究者认为父母有条件关注之所以具有控制性，部分原因是由于父母有条件关注向儿童传递了一个

信息：父母之所以对孩子表达爱与关怀不是因为他们是谁的孩子，而是因为孩子的行为方式符合父母的

要求，因此为了被父母接受，孩子必须按照父母的命令行事［8］，被父母有条件关注的孩子更有可能做

出那些父母认为的对孩子自身有利的行为［10］。以往研究发现，父母撤回爱（即父母有条件关注的一种

表现形式）促进了儿童亲社会价值观的内化［7］。符号互动论提出，自我由个体与社会的互动过程构成的，

是个体与社会互动过程的反射，这意味着父母有条件的关注会导致孩子有条件的自我评价，并相应地根

据这些评价调整自己的行为［8，11］。值得注意的是，父母有条件的关注可能会让孩子认为父母的要求和

标准是最重要的，自己的想法无关紧要，将符合父母的标准视为自己能力和自我价值的最高水平［12］。

3  父母有条件关注对儿童内化问题的直接影响

随着年龄的增长，青少年会试图将自己和父母分离开来。很多时候青少年可能只是想在说出自己的

感受之前理清事情的思绪，或者有时他们可能被消极或负面情感淹没而无法谈论这些，有条件关注孩子

的父母可能会强迫孩子将自己隐藏的负面情绪表达出来［16］，但个体情绪的敏感性极强且高度私人化［15］，

被迫向他人分享可能会让孩子觉得自己的隐私受到侵犯［15］，进而提高其内化问题出现的风险。此外，

当个体将成功与他人的欣赏和判断联系在一起时，更容易产生消极情绪［20］。被父母有条件关注的孩子

知道自己并不是无条件的被父母爱着，在这种情况下，孩子可能会按照自己认为可以得到他人关爱的方

式行事［17］。在这种情况下，孩子可能会将这种行为规则内化，孩子积极的行为就是个体内摄调节的结果，

但这一过程不仅会伴随一种内在强迫感，也更容易产生消极情绪［8］。同时，这样的行为只能带来短暂

的满足，孩子永远无法通过这种方式获得他们渴望的无条件的爱［8］，孩子在经历失败或挫折后产生的

消极情绪水平更高，更容易出现焦虑、抑郁等内化问题。此外，儿童出现不当行为后父母撤回爱会导致

儿童产生焦虑情绪，这种焦虑情绪可以在父母不在时抑制或纠正孩子的不当行为［10］，但焦虑情绪的反

复出现可能会提高青少年出现内化问问题的风险。当青少年表达自身负面情绪时，这些家长（如，积极

有条件关注的家长）可能会通过反对和撤回爱来让青少年抑制自身负面情绪［18］，但这样的行为不仅会

降低青少年的社交能力，还可能会提高青少年出现心理问题的风险［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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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父母有条件关注对儿童内化问题的间接影响

4.1  情绪调节的中介作用

家庭风险模型认为（Risky Families Model），危险的家庭养育环境会影响青少年情绪调节能力的发展，

在面对压力环境时青少年更容易选择逃避或抑制型应对策略，进而提高其出现内化问题的风险［21］。情绪

调节是指个体为了适应环境要求对情绪的强度、出现的时间进行有意识或无意识地调节的过程［22，23］。以

往研究发现，父母养育行为对儿童情绪调节能力的发展起着重要作用［24］。部分家长认为个体应当避免

对外界表达出自己的负面情绪［25］，但父母对儿童情绪的拒绝和不接受会阻碍儿童情绪能力的发展［26］。

此外，负面或粗暴的父母养育行为会导致青少年出现高强度的情绪唤起并抑制其表达负面情绪的倾向［27］，

不利于儿童情绪调节能力的发展。同时，青春期的到来标志着青少年面临的压力越来越多，对外界环境

的敏感性大大提高，青少年在此期间出现情绪反应增加是个体成长中正常的一部分，但其出现情绪失调

的概率也大大提高［28］。Gottman 等人（1996）所定义的情绪摒除式的养育方式是一种会对孩子情绪能力

发展起负面影响的父母养育行为，而该养育行为与父母有条件关注的养育类似。［29］。当父母通过有条

件关注来抑制孩子表达负面情绪时，可能会导致孩子至少三种特定情绪技能的发展受损：（1）识别他

人负面情绪的能力，（2）识别自身负面情绪的能力，（3）对他人负面情绪经历共情（同情）的能力［29］。

而个体能有效察觉自己的情绪反应和功能的能力被称为情绪意识（emotion awareness），是有效情绪调节

的先决条件［30］。换句话说，父母有条件关注可能对青少年情绪调节能力造成消极影响，导致青少年在

面对困难或压力环境时更容易选择逃避或抑制型应对策略，无法有效调节自身负面情绪，更容易出现内

化问题［21］。

4.2  青少年自尊权变性的中介作用

自尊权变性（Self-esteem contingency）是指个体的自我价值感依赖于外部或内部标准是否得到满足［31］，

即个体自尊随着外界事件的成败或是否满足自身标准而变化［32］，与父母有条件关注（是否得到父母的

爱取决于是否满足父母的要求）的环境类似，孩子知道自己只有满足某些条件时才有价值（得到关爱）［33］，

导致其自尊权变性提高。自尊权变性高的个体主动性更高，也更渴望实现目标［34］，但高自尊权变性个

体认同自身价值需要满足某些特定标准［35］。成功可能会提高自尊权变性个体的自尊，但失败时自尊下

降的水平更高。没有人可以一直成功，当个体自身标准得不到满足时，其自我价值就得不到实现［36］，

提高其出现焦虑、抑郁等内化问题的风险。

4.3  青少年完美主义

完美主义是一种人格特质，它影响个体如何设定和实现目标，并影响个体的人生观［37，38］。完美主义

主要源于个体对被爱、被接受和被认可的渴望，以及对被他人拒绝的恐惧［39］。无论是哪种完美主义者都

会为自己设定过高的标准，适应性完美主义者倾向于认识到自己的局限性，并找到合适的应对方法［40］，

而非适应性完美主义者对失败和让别人失望非常恐惧，更有可能以极端的方式思考［41］。同时，非适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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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完美主义者更有可能对他们的失败进行内部归因，并将其过度泛化到他们生活的其他方面［43］。以往

研究发现，非适应性完美主义通常出现在爱和欣赏是有条件的家庭环境中［43］。

由于接受、认可、支持和归属感在人际关系中占据的重要位置［39］，当父母只在孩子表现出某种行

为时才表现出喜爱和欣赏的倾向时，孩子更需要父母的接受，也更重视父母的期望，因此他们更容易成

为完美主义者［39，44］。完美主义的孩子更希望得到父母的接受和认可，他们高度批判自己的言行，随时

承受着自己可能会失败的恐惧，对父母也更容易产生怨恨情绪［45］。非适应性完美主义者并不缺少动力，

但不切实际的目标让他们无法实现他人的期望［46］。在这种情况下，非适应性完美主义青少年可能会出

现更高水平的抑郁、焦虑和自杀倾向［47］。

5  研究展望

本研究回顾了以往关于父母有条件关注和儿童内化问题的相关研究，分析了父母有条件关注对儿童

内化问题的影响机制。总的来说，遭受父母有条件关注的孩子更有可能产生怨恨、焦虑等消极情绪。值

得注意的是，父母的有条件关注无法真正满足孩子的需求，经历同等水平的失败或挫折后有可能产生更

多的消极情绪，进而导致焦虑、抑郁等内化问题。此外，儿童的情绪调节能力、自尊权变性和完美主义

也在父母有条件关注与儿童内化问题之间起中介作用。因此为了制定有效的干预措施，对父母有条件关

注和青少年内化问题的内在机制进行探索是非常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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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analyzed the influence mechanism of parental conditional regard on adolescents’ 
internalizing problem via literature review. Parental Conditional Regard has a direct positive effect on 
adolescents’ internalizing problem by invading adolescents’ privacy. Moreover, emotional regulation, 
contingencies of self-esteem and perfectionism could mediate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parental 
conditional regard and adolescents’ internalizing problem.
Key words: Parental conditional regard; Emotional regulation; Contingencies of self-esteem; 
perfectionism; Adolescents’ internalizing proble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