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寄宿背景下大学生亲子沟通与亲子依恋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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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亲子依恋对青少年发展具有重要影响，且与亲子沟通关系密切。本研究通过问卷调查，探索寄宿经历带来的

亲子分离是否会对青少年的亲子依恋和亲子沟通带来后续影响。结果表明，有寄宿经历的大学生的亲子依恋

和亲子沟通质量比普通大学生差，但高年级学生的亲子依恋和亲子沟通质量优于低年级学生；母子依恋质量

优于父子依恋，母子间的开放性沟通质量优于父子；亲子依恋和亲子沟通之间的相关显著。亲子沟通中的母

亲开放性沟通对母子依恋具有显著预测作用；父子沟通情况能正向预测父子依恋，母子沟通情况能负向预测

父子依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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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文献综述

1.1  亲子依恋对青少年心理发展的重要性

尽管在青少年时期，个体在各个方面均试图脱离自己最初的依恋对象（父母），但同时也仍与父母

保持着亲密关系，良好的亲子依恋关系在青少年时期仍然有着不可替代的持续性和重要性。

首先，亲子依恋能预测青少年不正确的社会行为，如青少年问题性网络使用（PIU）［1］、网络成 

瘾［2］、烟酒使用［3］、身体攻击和关系攻击［4］等；对青少年的攻击行为具有保护作用，既直接影响青少

年的攻击行为，同时又通过情绪智力对其产生间接影响［5］。

其次，亲子依恋与青少年的心理健康密切相关［6］，与抑郁症状［7］、孤独感［8］及焦虑症状［9］具有

相关性；对青少年的主观幸福感［10］，情绪稳定性［11］、情绪性问题［12］，孤独感［13］、抑郁［14］等有显

著预测作用。中学生亲子依恋不仅直接影响其主观幸福感，而且还通过其他相关因素对主观幸福感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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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接影响［15，16］。

最后，亲子依恋有助于青少年的心理发展和人格完善。良好的亲子依恋对初中生心理素质发展有积

极作用［17］，对大学生的社会适应［18］、初中生亲社会行为［19］、心理韧性［20］都具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

亲子依恋的信任和交流维度与人际自我效能感呈显著正相关，亲子依恋的疏离维度与人际自我效能感呈

显著负相关［21］。同时，良好的亲子依恋有利于大学生的自我同一性形成［22，23］，使大学生更可能处于

同一性获得状态，避免同一性扩散。

1.2  寄宿制下的亲子分离对青少年心理发展的影响

众所周知，依恋始于婴儿与母亲之间的情感联结，婴幼儿及童年时期是亲子依恋形成的关键时期，

父母亲或者主要照顾者对儿童的安全感和信任感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如果父母角色缺失，则会对儿童

的亲子依恋发生影响。如有研究发现，留守儿童亲子依恋得分显著低于非留守儿童［24-26］，提示父母不

在身边，缺乏亲子沟通和交流可能会影响亲子依恋。寄宿虽不同于留守，但是寄宿带来的亲子分离在实

质上和留守是相似的。已有研究发现，寄宿制学校中小学生总体心理问题显著高于非寄宿制学生，且各

种心理问题的检出率较高［27］，在孤独感和心理健康的各维度上寄宿生的得分都高于非寄宿生［28，29］，

心理健康水平普遍低于全国平均水平［29，30］。对留守儿童的研究也发现，寄宿生在学校适应的大多数方

面差于走读生［31］。寄宿制学校初中生叛逆心理检出率高，良好的亲子关系是叛逆心理的保护因素［32］。

1.3  亲子沟通对青少年亲子依恋的影响

多数研究显示，母亲的敏感性能有效预测幼儿的亲子依恋，但科恩和克恩（Koehn and Kerns，

2017）采用元分析考察了 5~18 岁儿童亲子依恋与亲子关系的多重因素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安全依

恋的孩子的父母能较好地回应孩子的需求，更支持孩子的自主性，使用更多的行为控制策略，而较少使

用严厉的控制策略；回避型依恋的孩子的父母较少回应孩子的需求，较少使用行为控制策略；反抗型依

恋与父母的任何行为都没有显著的关系；而紊乱型依恋和养育之间的关系没有足够的研究来进行可靠的

检验。这说明亲子之间的互动对亲子依恋有一定的影响。父母和儿童的谈话会影响儿童和青少年时期的

依恋安全［33］，不同的亲子沟通方式与不同的依恋类型相关［34］。有人通过亲子互动训练对工读学校学

生的干预研究发现，亲子互动训练对亲子关系及亲子依恋都存在显著的影响作用，亲子沟通中言语沟通

因子、情绪表达因子、情感分享因子、积极倾听因子对亲子依恋的增强有着显著的影响［35］。

1.4  小结

综观已有文献，大多数研究考察亲子依恋的现状及其相关因素，而未将时间因素考虑进来，对亲子

依恋进行动态研究。比如寄宿经历的长短、寄宿起始年龄等不同的青少年亲子依恋有什么样的特点，以

及曾经的寄宿经历是否会对青少年产生后续影响等。寄宿制带来的亲子分离与其他因素交织在一起，对

青少年的心理成长发生着复杂的影响。随着社会发展，人们对教育方式的观念逐渐发生变化，寄宿制不

再拘囿于农村等偏远地区，在一些经济发达的城市，也有越来越多的家长将孩子送往寄宿学校，且寄宿

的年龄越来越小，甚至有将孩子在幼儿园小班时就送往学校寄宿。因此本研究拟探索具有寄宿经历的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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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亲子依恋的特点，亲子沟通与亲子依恋之间的关系，以期为青少年的心理教育提供参考资料，为家

庭教育提供指导建议。

2  方法

2.1  被试

主试在某高校的教学楼，利用课间通过访谈选择在上大学之前有过寄宿经历的大学生参与调查。符

合条件参与调查的被试人数为 215 人，其中男生 47 人，女生 168 人；大一 76 人，大二 29 人，大三 92 人，

大四 18 人；来自农村的 135 人，来自城市的 80 人；平均年龄 19.91 岁。

2.2  测量工具

亲子依恋问卷。采用安塞登和格林伯格（Annseden and Greenberg，1987）编制我国学者宋海荣［36］ 

（2004）翻译修订的依恋量表（IPPA）中的母亲量表和父亲量表。包括信任、沟通、疏远三个维度。信

任和沟通维度题项正向记分，疏远维度题项反向记分。总分越高，个体感到的父母依恋的安全性越高，

总分越低个体感到的父母依恋的安全性越低。本研究中，克隆巴赫 Alpha 系数：母亲分量表的信任维度

为 0.803，沟通维度为 0.748，疏远维度为 0.699；父亲量表的信任维度为 0.755，沟通维度为 0.728，疏

远维度为 0.703。问卷总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 0.846。

亲子沟通问卷。采用巴恩斯（Barnes）和奥尔森（Olson）编制的青少年亲子沟通量表（PACS）中文

修订版。该量表包括两个分量表：开放性沟通和存在问题的沟通。开放性沟通维度采用正向记分，存在

问题的沟通维度题项采用反向记分。总分为开放性沟通维度得分加反向计分后的存在问题沟通维度得分，

总分越高表明与父母沟通情况越好。本研究中，克隆巴赫 Alpha 系数：母亲分量表中的开放性沟通维度

为 0.917，存在问题的沟通维度为 0.787；父亲分量表总的开放性沟通维度为 0.912，存在问题的沟通维

度为 0.791。问卷总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 0.814。

3  结果

3.1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采用 Harman 单因子检验法考察本研究是否存在共同方法偏差。统计结果显示首因子方差解释率为

29.143％，小于 40% 的临界标准，说明本研究不存在共同方法偏差。

3.2  有寄宿经历大学生亲子依恋和亲子沟通的总体特点

有寄宿经历的大学生依恋的总分，男生为 165.085±23.968，女生为 163.036±22.283；显著低于

国内研究对大学生［37］（男生 187.74±24.903，t=-6.480，p<0.001；女生 193.13±24.757，t=-17.505，

p<0.001）的调查结果。在亲子沟通方面，开放性沟通的得分为 31.007±7.812，存在问题的沟通（得

分转换后）为 28.872±5.899，均显著低于国内采用相同量表对大学生［38］的研究结果（开放性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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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16±8.33，t=-7.795，p<0.001；问题性沟通 30.00±8.43，t=-2.803，p<0.01）。

各维度在父亲和母亲分量表上的得分情况如表 1 所示。进一步分析表明男生和女生之间，生源地为

城市和农村的大学生之间的得分均不存在统计学差异（p>0.05）。在年级方面，除了亲子依恋的母亲信

任维度（F=4.554，p<0.01），亲子沟通的母亲开放性沟通维度（F=2.695，p<0.05）存在统计学差异外，

其他维度均不存在年级差异。进一步多重比较发现，在母亲信任方面，整体表现为三、四年级得分高于

一、二年级，且三年级（3.671±0.506）与一年级（3.472±0.601，p<0.05）和二年级（3.241±0.769，

p<0.01）之间的差异达到显著水平。在母亲开放性沟通上，也表现出同样的趋势，三、四年级的情况好于一、

二年级，且三年级（3.405±0.854）与一年级（3.071±0.778，p<0.05）的差异达到显著性水平，与二年

级（3.055±0.950，p=0.05）的差异也处于临界水平。

表 1  有寄宿经历大学生亲子依恋和亲子沟通的各维度得分情况

Table 1 Scores of each dimension of parent-child attachment and parent-child communication among 

college students with boarding experience

维度 男生 女生
依恋—父亲信任 3.381±0.624 3.393±0.564
依恋—父亲沟通 3.123±0.715 3.027±0.583
依恋—父亲疏远 2.965±0.716 3.049±0.682
依恋—母亲信任 3.632±0.654 3.500±0.567
依恋—母亲沟通 3.286±0.687 3.184±0.615
依恋—母亲疏远 3.248±0.595 3.320±0.674
父亲开放性沟通 2.911±0.893 2.992±0.811
父亲问题性沟通 2.734±0.595 2.904±0.626
母亲开放性沟通 3.209±0.859 3.233±0.844
母亲问题性沟通 2.823±0.570 2.932±0.641

3.3  亲子沟通和亲子依恋得分在父母之间的差异分析

为了了解有寄宿经历的大学生在母子依恋与父子依恋；母子沟通与父子沟通之间是否存在差异，采

用配对样本 t 检验对差异进行分析，结果表明，父子沟通（2.920±0.621）和母子沟通（3.068±0.607）

之间存在显著差异（t=-5.321，p<0.001）；父子依恋（3.181±0.515）和母子依恋（3.359±0.495）之间

存在显著差异（t=-5.822，p<0.001）。各维度在父子和母子之间的差异如表 2 所示。

表 2  各维度在父子和母子之间的差异

Table 2 The differences in dimensions between father and mother

维度 父亲 母亲 t
依恋—信任 3.390±0.577 3.529±0.588 -3.703***

依恋—沟通 3.048±0.614 3.206±0.631 -4.190***

依恋—疏远 3.030±0.689 3.305±0.657 -6.198***

开放性沟通 2.974±0.828 3.227±0.846 -6.197***

问题性沟通 2.867±0.622 2.908±0.626 -1.4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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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 2 可知，在亲子依恋的各个维度及亲子沟通的开放性沟通维度，都表现为母亲得分显著高于父

亲得分（p<0.001）。而在亲子沟通的问题性沟通维度上，父亲和母亲的得分差异不显著。

3.4  有寄宿经历大学生的亲子沟通与亲子依恋的相关分析

相关分析表明，亲子依恋和亲子沟通之间的相关系数为 0.821（p<0.001）。进一步分别考察父母亲

子关系和亲子沟通之间的相关性，具体情况如表 3 所示。可见，不管是对于父母还是母亲，亲子依恋都

和与之相应的父（或母）亲的开放性沟通的相关性更紧密。

表 3  有寄宿经历的大学生亲子依恋和亲子沟通之间的关系

Table 3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arent-child attachment and parent-child communication in college 

students with boarding experience

维度
亲子沟通—父亲开放

性沟通
亲子沟通—父亲问题

性沟通
亲子沟通—母亲开放

性沟通
亲子沟通—母亲问题

性沟通
亲子依恋—母亲 0.632*** 0.394*** 0.827*** 0.360***

亲子依恋—父亲 0.845*** 0.536*** 0.573*** 0.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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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  有寄宿经历大学生的亲子沟通和亲子依恋的回归分析

为了了解亲子沟通的不同维度对亲子依恋的预测力，分别以亲子依恋—母亲分量表的得分和亲子依

恋—父亲分量表的得分为因变量，亲子沟通—父亲问题性沟通、亲子沟通—父亲开放性沟通，亲子沟通—

母亲问题性沟通、亲子沟通—母亲开放性沟通为自变量，进行回归分析，结果如表 4、表 5 所示。

可见，亲子沟通中的母亲开放性沟通对母子依恋具有显著预测作用，能解释 68.7% 的变异；亲子沟通中的

父子沟通情况能正向预测父子依恋，母子沟通情况能负向预测父子依恋，自变量可以解释因变量 75.9% 的变异。

表 4  亲子沟通各维度对亲子依恋—父亲的回归分析

Table 4 A regression analysis of father-child attachment in each dimension of parent-child communication

因变量 自变量 Beta t 调整后 R2 F

亲子依恋—父亲

亲子沟通—父亲开放性沟通 0.824 15.123***

0.759 165.018***亲子沟通—父亲问题性沟通 0.312 5.239***

亲子沟通—母亲开放性沟通 -0.103 -1.980*

亲子沟通—母亲问题性沟通 -0.143 -2.521*

表 5  亲子沟通各维度对亲子依恋—母亲的回归分析

Table 5 A regression analysis of mother-child attachment in each dimension of parent-child communication

因变量 自变量 Beta t 调整后 R2 F
亲子依恋—母亲 亲子沟通—母亲开放性沟通 0.790 13.431*** 0.687 118.6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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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讨论

4.1  有寄宿经历大学生在亲子依恋和亲子沟通上的特点

调查表明，有寄宿经历的大学生亲子依恋和亲子沟通情况都比普通大学生群体差，反映了寄宿经历

对大学生产生了较为深远的影响。在调查中，94% 的学生在高中有住校经历，59% 的学生在初中有住校

经历，小学有住校经历的占 14%；幼儿园有住校经历的占 1.4%。可见，大学生的寄宿经历多集中在中学

阶段，中学阶段由于寄宿导致的亲子分离到了大学阶段还会对亲子沟通和亲子依恋产生较大影响，且在

不同性别和不同生源地之间没有显著差异。但对不同年级的大学生而言，亲子依恋和亲子沟通得分均表

现为随着年级逐年升高，并在大三和大一、大二之间表现出显著差异。究其原因，可能是由于大学阶段

是个体同一性逐步发展成熟的重要时期，大三、大四的学生心身逐步成熟，使其能恰当处理亲子关系，

能够主动与父母沟通并能正确看待与父母的关系。同时，对大学环境的适应和大学同学的熟悉可能会在

一定程度上导致同伴依恋的积极发展。有研究发现，青少年的亲子依恋与同伴依恋呈显著相关［39，40］，

同伴依恋的发展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亲子依恋和沟通。所以大三、大四的学生在亲子依恋和亲子沟

通质量均有较大提高。

4.2  有寄宿经历大学生的亲子沟通与亲子依恋在父母之间的差异

从表 2 可见，在亲子依恋的三个维度和亲子沟通的开放性沟通维度上，均表现为母子情况优于父子

情况。这可能是由于在当代家庭关系中，母亲在养育孩子方面，投入的时间精力更多，在早期儿童发展

中，跟儿童建立了较为紧密的关系，即使在中学阶段寄宿后，母子依恋和沟通的情况也较好。而亲子沟

通中的问题性沟通，指的是亲子沟通存在一定的障碍，会避免谈论某些话题等，例如“我不可能告诉父

母我对某些事情的真实感受”。这个维度上父子和母子之间差异不显著，且得分都显著低于开放性沟通

（t=4.133，p<0.001），提示在青春期，一方面孩子的身心成熟使得他们开始独立思考一些问题，不再像

儿童时期那样畅所欲言；另一方面，父母的某些固有观念及父母未能及时调整与青春期孩子的对话方式，

可能也导致了青春期的孩子在与父母交流时倾向于避免谈某些话题及自己的真实感受。

4.3  有寄宿经历大学生亲子依恋与亲子沟通的关系

总的看来，父子依恋和母子依恋分别与亲子沟通的各个维度相关显著。回归分析表明，亲子沟通中

仅有母亲开放性沟通对母子依恋有预测作用；而亲子沟通中的各个维度都对父子依恋有显著预测作用，

其中，父子沟通具有正向预测力，母子沟通则对父子依恋具有负向预测力。这一结果说明了沟通的不同

方面在亲子依恋中扮演不同的角色。开放性沟通是指亲子之间能够自在地交流信息，表达情感，例如“我

觉得与父母一起讨论问题很容易”。母子之间的这种沟通方式能显著预测母子依恋，能解释 68.7% 的变

异，这说明了母子依恋更多依赖于母子间开放性的交流方式，而不论父子沟通情况如何，以及母子之间

是否存在问题性沟通。而父子依恋则不仅与父子的开放性沟通有关，也受到父子间问题性沟通的影响，

且与母子沟通情况也存在一定的关系。这可能是由于在孩子早期成长过程中，父亲的陪伴时间相对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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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的早期亲密关系较不紧密，因而到了青春期后，父子依恋更依赖于其与孩子的沟通质量。而母子沟

通质量对父子依恋起到负性的预测作用，可能是由于早期母子亲密关系的建立，孩子与母亲的沟通更为

轻松，而与父亲的沟通可能需要付出更多的能量。因此在与母亲沟通很好的情况下，孩子可能更多选择

与母亲沟通而回避与父亲沟通，从而表现为母子沟通质量负向影响父子沟通质量，这提示我们早期父子

关系建立的重要性。

5  结论

（1）有寄宿经历的大学生的亲子依恋和亲子沟通质量较差；高年级学生的亲子依恋和亲子沟通质

量优于低年级学生。

（2）有寄宿经历的大学生母子依恋质量优于父子依恋；母子间的开放性沟通优于父子间的开放性

沟通。

（3）有寄宿经历的大学生的亲子依恋和亲子沟通之间的相关显著；亲子沟通中的母亲开放性沟通

对母子依恋具有显著预测作用；亲子沟通中的父子沟通情况能正向预测父子依恋，母子沟通情况能负向

预测父子依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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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haracteristics of Parent-child Communication and Parent-
child Attachment of College Student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Boarding System

Chen Youping Zhao Chunli Zheng Siyu

Law School, Southwest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Mianyang

Abstract: Parent-child attachment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adolescent development and is closely 
related to parent-child communication. Through a questionnaire survey, this study explores whether 
the parent-child separation caused by boarding experience will have a subsequent impact on adolescent 
parent-child attachment and parent-child communication.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quality of parent-
child attachment and parent-child communication of college students with boarding experience is 
worse than that of ordinary college students, but the quality of parent-child attachment and parent-
child communication of senior students is better than that of junior students. The quality of mother-
child attachment is better than that of father-child attachment, and the quality of open communication 
between mother and child is better than that between father and child. There is a significant correlation 
between parent-child attachment and parent-child communication. Maternal open communication has 
a significant predictive effect on mother-child attachment. Father-child communication can positively 
predict father-child attachment, and Mother-child communication can negatively predict father-child 
attachment.
Key words: Boarding; College students; Parent-child communication; Parent-child attachmen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