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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用孩子的不足与别人家孩子的优点作比较这种现象在中国父母教养子女的过程中经常发生。父母对青少年进

行上行社会比较的目的是为了激励青少年向他人学习，但这种行为也可能使青少年陷入消极的心理状态，对

青少年心理健康造成损害。本研究通过回顾以往文献分析了父母上行社会比较对青少年心理健康的影响机制。

父母上行比较不仅能对青少年心理健康产生直接影响，还会通过降低青少年自尊、引发反刍思维或妒忌使青

少年产生心理健康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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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社会比较（Social Comparison）在人类社会中普遍存在，个体不仅会主动利用他人信息与自己的情况

比较，而且还会被动地被他人拿来作比较，其中比较常见的就是父母社会比较，也就是父母拿自己的孩

子与别人家的孩子进行比较。研究者将社会比较分为了上行社会比较（Upward Social Comparison）和下

行社会比较（Downward Social Comparison）［1］，上行社会比较是指个体与被认为具有积极特质的优越者

进行比较［2］，下行社会比较是指个体与被认为不如自己的劣势者进行比较［3］。中国父母很少将孩子的

长处与他人比较，而更愿意将孩子的不足之处与他人进行比较，即进行上行社会比较［4］。父母在对孩

子进行上行社会比较时，可能会出现两种比较方式：直接比较和间接比较。直接比较是父母将孩子的缺

点与他人优点进行直接对比，例如，用“你看别人家的某某比你听话多了”来表明他们的孩子不如别人。

间接比较是父母只提及他人优点，以暗示别人家孩子的优秀，如，以“别人家的某某考了班里第一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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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暗示自己的孩子不如别人［5］。

父母拿孩子进行上行比较的目的是为了激励孩子努力成为更优秀的人，但这种比较行为可能会对孩

子造成伤害。一般而言，上行社会比较通常会使个体认为他人比自己优秀，从而产生更多对自己的消极

看法［1］。研究者认为，社会比较会产生对比效应，比较的方向对个体的自我评价有一定的影响。对比

效应是指个体在获得社会比较信息后，对自我的评价背离比较目标。具体而言，获得上行社会比较信息

会使个体进行低自我评价，获得下行比较信息使个体自我评价水平提高［5，6］。当父母将孩子的不足与他

人长处比较时，青少年可能产生更多痛苦或挫折感，形成消极的自我评价，进而影响青少年的心理健康。

已有研究表明，父母上行比较的频率与青少年心理健康具有负向关联［4］，但少有研究关注二者之

间的作用机制。因此，本研究将从不同角度揭示父母上行比较影响青少年心理健康的内在机制，为后续

父母比较养育的相关研究提供理论支撑。

2  父母上行比较对青少年心理健康的直接影响

抑郁症的社会等级理论（Social Rank Theory）从进化的角度解释了社会等级与心理健康的关系。从

进化的角度看，抑郁症的症状具有一种适应性功能，源自于防御性关闭策略，而低落的情绪可能有助于

应对不利的情况［7，8］。适应性功能可能包括减少对无法实现的目标或失败活动的努力［9］。社会等级理

论认为，个体面对失利情境时会产生低落情绪和顺从行为，以此向处于上层地位的主导者发出信号，表

明其不再希望参与竞争［10］。因此，个体的社会地位或等级影响着个体的情绪。父母上行社会比较使青

少年意识到自己在社会比较中处于劣势地位，认为自己不如别人或低人一等，自己无法获得他人认可，

产生挫败感和受困感，进而增加抑郁的风险。

根据最初的习得性无助理论（The Learned Helplessness Theory）［11］，接连不断的挫折会导致个体出

现习得性无助，继而损害个体的心理健康。父母频繁告诉孩子不如他人，无论青少年如何努力，父母总

能找到更优秀的人来提醒他们仍然不够好，这将使青少年反复经历失败体验，产生不可控期望，认为无

论作何努力都无法控制环境中的事件，无法获得认可，并对其认知、情绪和动机造成损害。

3  父母上行比较对青少年心理健康的间接影响

3.1  自尊的中介作用

自尊是指个体对自己积极或消极的评价，也就是说，一个人认为自己有价值和有能力的程度［12］。

积极的自尊不仅是心理健康的基本特征，而且能在个体遭遇对负面事件时缓冲其影响，对个体具有保护

作用。相反，低自尊容易引发精神障碍，如抑郁、神经性厌食症、焦虑等［13］。

自尊是在社会接纳、社会关系和接收到的社会反馈的基础上形成的［14］，并受到社会支持或排斥的

影响。童年期是个体建立自尊的重要时期［15］，个体成长过程中成功或失败的经历、父母教养方式等因

素对自尊的形成具有重要作用。父母通过别人家孩子信息对孩子进行消极评价，可能使青少年难以感知

到社会支持，削弱其自尊水平。研究者发现，自尊是幸福感最主要和最有力的预测因素［16］，因此，被

父母频繁上行比较的孩子可能更缺少幸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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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 Cooley 的“镜像自我”概念，一个人以他人看待自己的方式来看待自己，他人对自己的看法影

响着自我评价［17］。父母上行社会比较往往表达出对自家孩子的消极看法，在父母长期消极评价的影响下，

青少年逐渐接受了父母观点，认为自己无能、没有价值，而这种对自我扭曲的看法损害着个体的心理健康。

大量研究表明，抑郁症患者通常会贬低自己，并对自己有一系列消极看法［18，19］。他们高度批判自己的能力，

即使在面对成功的经历时，也会感到自己缺少价值或表现不佳。

3.2  反刍的中介作用

适应不良的情绪调节策略，如反刍，可能是个体心理健康的风险因素。反刍是指反复关注痛苦经历，

包括其潜在的原因和后果，而不积极应对或解决问题来缓解焦虑情绪［20］。反刍的大部分内容反映了对

重要情况是否可控的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使个体以反刍的方式分析所发生的事情或别人所说的话

（如，“如果我不能振作起来该怎么办？”或“别人的这句话是什么意思？”）［21，22］，与非反刍者相比，

反刍者对他们的复杂问题解决方案更没有把握［23］。一些研究者认为，一个人是否能够控制环境的不确

定性是引发焦虑的关键因素［24，25］，也就是说，反刍增加了个体焦虑的风险。此外，反刍也可能会促使

个体对未来产生绝望和消极评价自我，更易产生抑郁。

父母上行比较可能通过青少年的反刍思维对青少年心理健康造成不利影响。父母的上行社会比较为反刍

思维的形成提供了充足条件，因为消极社会比较会引起个体的自卑感和不安全感，从而引起反刍［26，27］，使

青少年被动和重复关注消极事件，并使其反复思考自卑感的原因及后果。父母在比较中偏袒别人家孩子，

可能使青少年感到不公正，而感知到的对自我的不公正是驱动反刍思维的因素之一［28］。因此，父母上

行比较可能使青少年更容易进行反刍，而反刍又增加了青少年产生焦虑、抑郁等心理健康问题的可能性。

3.3  妒忌的中介作用

不利的社会比较往往引发强烈的情感反应，例如妒忌［29］。对大多数人来说，看到别人似乎比自己

过得好是令人厌恶的［30］。当别人过得更好时，个体就产生想要获得他人拥有的东西的想法，或者希望

他人失去优势［31］。如果个体只关注他人良好的成就（而不与自己不佳境遇作对比），那么就有可能产

生钦佩，而当个体和相对优秀的人作比较时，就会因为自己不如另一个人而受到伤害，此时可能会产生

妒忌［32，33］。父母上行比较使青少年意识到自己与他人的差距，但这也容易引起消极的心理状态，陷入

沮丧，认为自己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对他人产生敌意或怨恨。父母在青少年面前表达出对别人家孩子

的赞许，青少年可能认为自己的相对低位受到了威胁，进而诱发妒忌［34］。妒忌可能使青少年自我扭曲，

增加其对优秀者的恶意，希望对方会失败。此外，妒忌还与焦虑和抑郁等更严重的适应不良有关［35］。

4  研究展望

本研究通过回顾以往关于社会比较与心理健康的相关研究，分析了父母上行社会比较对青少年心理

健康的影响机制。首先，父母上行社会比较能引发青少年的低落情绪和无助感，直接影响其心理健康。

其次，青少年的自尊、反刍、妒忌在父母上行比较与青少年心理健康之间起中介作用。近年来，研究者

已经发现父母上行比较对青少年心理健康具有消极影响，但缺少对其作用机制的探究。因此，未来的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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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应从不同方面多角度探究父母上行社会比较影响心理健康的作用机制。此外，父母上行比较与青少年

心理健康之间的关系可能受到一些调节因素的影响，比如人格特征。高特质自尊的个体在父母上行比较

后可能对其消极影响更有抵抗力，而低特质自尊的个体可能会受到更严重的消极影响。因此，未来研究

可以关注这一过程的调节因素。总而言之，父母上行比较是中国家庭中普遍存在的现象，对其影响机制

进行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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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s of Parental Upward Social Comparison on Adolescents’ 
Mental Health

Li Wenting1 Zhu Peipei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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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R.Y.B. Kindergarten in Rencheng District of Jining, Jining

Abstract: In the process of raising children, Chinese parents often use the shortcomings of their children 
to compare with the advantages of others’ children. The purpose of parental upward social comparison 
is to encourage adolescents to learn from others, but this kind of behavior may also make adolescents 
fall into a negative psychological state and damage their mental health. This study analyzed the influence 
mechanism of parental upward social comparison on adolescents’ mental health by reviewing the previous 
literature. Parental upward comparison can not only have a direct impact on adolescents’ mental health, 
self-esteem, rumination and envy could mediate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parental upward comparison 
and adolescents’ mental health.
Key words: Upward social comparison; Self-esteem; Rumination; Envy; Mental health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