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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自伤是一种复杂的行为，通常发生在青春期，在青少年当中具有高发性和危险性，自伤已成为当今社会关注

的一个重要公共卫生问题。家庭在个体成长的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家庭收入、父母受教育水平、家庭

结构、父母关系、亲子关系、父母的教育卷入等是青少年自伤行为的重要影响因素。提倡青少年自我关照、

加强父母养育指导、提升父母心理健康素养水平、重视家校联合、切实发挥家长课堂的作用、注重社区支持

和帮扶对预防和减少青少年自伤行为有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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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自伤（Self-injury）又称为非自杀性自伤（nonsuicidal self-injury，NSSI）［1］或“自我伤害（Self-harm），

是一种由不同因素引起的复杂且危险的不被社会认可的不良行为，表现为个体故意反复地以不同方式损

伤自己的身体组织，如咬伤、挠伤、用火烧伤，用刀、针或其他锋利物品刺伤，头部或身体其他部位撞

击墙面等，具体表现方式可能超过十多种［2］。近年来国内外关于自伤行为的研究发现，自伤最早发生

在青少年群体中，且有逐渐上升的趋势［3］。国外研究发现［4］，在普通人群当中有 1% ～ 4% 的人会出

现自伤行为，而在青少年群体中有为 14% ～ 40% 的青少年儿童会出现自伤行为。国内流行学调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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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中国普通青少年的自伤行为发生概率高达 36% ～ 57%，远高于西方国家［5］。青少年在面对压力时，

常常因为缺乏行之有效的应对和缓解措施，而采取极端行为进行逃避。自伤不仅会使青少年的身体受到

不同程度的伤害，而且会对青少年的心理发展产生不良影响，因此有必要关注青少年自伤问题。

家庭系统理论认为家庭是一个完整的系统，由具有血缘关系的成员组成，该系统中每一个成员不是

孤立存在的，而是相互影响的［6］。研究表明，良好的家庭环境、和谐的家庭氛围、完善的家庭功能，

以及有效的沟通方式均可以减少家庭矛盾和冲突，有助于青少年的健康成长，从而有助于减少自伤行为

的发生［7］。而家庭系统中成员间的无效沟通和压抑的家庭氛围、高水平的家庭冲突，以及父母不良的

教养方式均会增加青少年自伤行为的发生［8］。人际或系统模型［9］强调自伤是用于转移对家庭、环境或

社会功能障碍的注意，主要通过自伤行为使家庭免受其他消极事件的影响，且个体所处的环境也会以一

种微妙的方式支持或强化自伤行为。由此可见，家庭是青少年自伤行为的重要预测因素，探究家庭因素

对青少年自伤行为的影响及其干预措施对预防青少年自伤行为均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2  影响青少年自伤行为的家庭因素

影响青少年自伤行为的家庭因素可以分为两大类［10］：客观因素和心理因素。客观因素指家庭成员

出生、成长、发展所依赖的物质环境，包括家庭收入水平、父母的受教育程度、家庭结构等。心理因素

指在潜移默化中影响整个家庭的气氛或氛围，体现在每个家庭成员的情绪和情感中，影响着家庭成员中

每一个人以及相互间的关系。心理因素是家庭环境因素的核心部分，包括：父母关系、亲子关系、父母

教育卷入等。

2.1  客观因素

2.1.1  家庭收入水平

已有研究发现，家庭收入水平较低的家庭青少年更容易发生自伤等不良行为［11，12］。例如，一项对

初一到初三年龄阶段的学生调查发现，家庭收入水平较低的青少年儿童自伤发生率较高，家庭收入水平

是自伤的预测因素［11］。此外，一项对比有自伤行为青少年和正常健康的青少年的追踪研究发现，家庭

收入水平与青少年自伤行为呈显著负相关关系，家庭收入水平较低的青少年更容易发生自伤行为［13］。

2.1.2  父母受教育程度

一项采用山东省青少年行为和健康队列研究数据，以初一、初二和高一年龄阶段的学生为对象进行

前瞻性研究发现，父母受教育程度与青少年自伤呈负相关关系［14］。也有研究发现，当青少年遇到困难

和挫折时，受教育程度较低的父母无法提供良好的支持，如果此时没有其他社会支持来源，青少年更容

易做出自伤行为［15］。整体而言，受教育程度高的父母具有丰富的知识储备和良好的文化素养，能够在

子女的教育、学习、生活等方面给予更多的帮助和支持，有利于青少年心理健康发展。受教育程度低的

父母对子女会有更多的批评、拒绝或缺乏关注，子女更易产生抑郁、孤僻、自卑、自伤等心理问题。

2.1.3  家庭结构

家庭结构可分为单亲、双亲（生 / 继父母）和其他三种类型。研究发现，不良的家庭结构会增加个

体抑郁、焦虑和自伤的发生［16］。有研究表明，抑郁是青少年自伤行为发生的高危险因素［17］，单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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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异和寄养家庭的青少年抑郁、焦虑症状较多，心理健康状况各项指标也较差，其中单亲家庭青少年自

伤发生率明显高于非单亲家庭［18］。不良的家庭结构会使青少年个体安全感缺乏、自信水平下降和解决

问题的能力降低，进而产生更多的攻击、敌视和自我伤害等行为［19］。

2.2  心理因素

2.2.1  父母关系

家庭环境中父母关系是青少年成长环境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父母关系作为家庭关系的基础，决定着

家庭生活的氛围和生活质量［20］，同时也影响着青少年身心健康成长。研究显示，父母冲突和夫妻关系

疏远均是增加青少年自我伤害行为的高风险因子［21］，其中，父母冲突是影响儿童青少年心理问题的关

键因素［22］。有研究对 11 ～ 19 岁的青少年进行调查发现，父母冲突和青少年自伤行为显著相关，父母

冲突越多，青少年的自伤水平越高［3，23］。

2.2.2  亲子关系

已有研究表明，相比不健康、消极的亲子关系，有着温暖、积极的亲子关系的个体会表现出较高水

平的心理健康状态［24］，且亲子关系可以显著影响青少年抑郁、自伤和自杀意念的发生［25］。已有研究发现，

良好的亲子关系，如父母的关爱和支持、与父母关系亲密等均可以帮助个体获得更多的情感支持，从而

减少自伤行为的产生。亲子间关系质量较差，冲突较多，则会增加自伤行为的发生［26］。有关自伤的家

庭风险因素也表明，父母拒绝和批评［27］等不良的生活经历也会引发个体产生自伤行为。

2.2.3  父母教育卷入

父母教育卷入指在家庭和学校中，父母为了促使孩子能够学业成功、心理健康所做出的所有行动的

总和，包含着父母对孩子教育与发展的期望。有研究显示，父母教育卷入水平能显著影响青少年抑郁、

自伤的发生［28］，适当的教育卷入可以通过提高青少年心理健康水平从而减少心理问题的发生［29］，而

不适当的教育卷入以及低水平心理健康状态都与青少年自杀意念与行为密切相关［30］。

3  家庭影响青少年自伤行为的作用机制

家庭，作为影响青少年自伤行为的主要因素，研究者在大量实验分析与临床验证的基础上，从不同

的角度提出了家庭影响自伤行为的理论模型。

3.1  人际或系统模型

人际或系统模型［9］（The Interpersonal/Systemic Model）从家庭和环境的角度解释了自伤的产生和发展。

该模型认为，个体自伤行为的发生与家庭或环境功能失调有关。在这个模型中，个体经历强烈的愤怒和

不安，在感知到家庭或环境中的人际冲突时，自伤行为会成为一种暂时的解决方案。人际或系统模型强

调家庭对自伤的影响，个体为抑制或抵御家庭冲突和其他消极情感会采取自伤行为来使家庭成员的注意

力集中在自己身上，以保护家庭免受其他消极事件的影响。在家庭系统中，家庭结构、父母关系，亲子

关系在青少年心理与行为问题的形成中有着特殊的重要意义，如不健全的家庭结构、冷漠的夫妻关系、

强烈的父母冲突，以及亲子间的矛盾都是青少年自伤行为的高发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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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整合模型

整合模型（Integrated Theoretical Model）［31］从功能、风险因子和特定诱发因子这三个角度解释了自

伤行为的发生机制。该模型提出，家庭中的虐待、家庭敌意和批评等远端风险因素可导致个体情感调节

和人际沟通障碍，进而使个体采取自伤行为。此外，该模型中的社会学习假说也表明，自伤的产生受到

他人行为的影响，大多数自伤者首先是通过家人、朋友那里学习了自伤行为。因此，家庭中的虐待、家

庭敌意和批评，以及家庭成员的行为都会影响个体自伤行为的发生。

3.3  自伤家庭痛苦级联模型

自伤家庭痛苦级联模型［32］（The NSSI Family Distress Cascade Theory）认为处于青春期的青少年

情绪和激素发生了很大变化，他们迫切地想从青春期的不安全感、自我怀疑和苦恼中获得解脱，于是

就会采取自伤的方式，且会把自伤行为作为自主性的象征，并对父母隐瞒自己的自伤行为。父母对青

少年的情绪和社会性发展缺乏了解，但又会觉察到青少年隐秘的自伤行为。当父母发现孩子有自伤行

为时，他们往往会感到不知所措，会产生一些负性情绪，如愤怒、恐惧、内疚、困惑等。他们可能会

开始问问题，想要了解问题发生的根源，虽然通常是出于好意，但是对青少年来说，这种行为会威胁

到他们的自主性，进而会增加其自伤行为。这个循环一旦开始，就会重复地运行下去。此外，处于家

庭生命周期的痛苦时期，青少年身心变化的压力、负性情绪和内疚感会增加，由此产生的级联会进一

步影响自伤行为的发生。

人际或系统模型、整合模型和自伤家庭痛苦级联模型分别从不同角度解释了家庭影响自伤行为的发

生机制，通过对以上理论模型的总结和分析可以发现，家庭之所以会影响青少年自伤行为，其原因在于：

第一，自伤可以作为解决家庭或环境功能障碍的一种行为，以维持家庭平衡；第二，自伤作为一种应对

机制，可以缓解家庭带来的负性情绪；第三，自伤在青少年处于青春期时常作为青少年自主性的象征，

来摆脱各种苦恼。

4  干预对策

自伤在中国青少年群体中有 36% ～ 57% 的高发生率［10］，并且在极端情况下会导致自杀。已有研

究证实，家庭是影响青少年自伤的重要预测因素，因此，可以从提倡青少年自我关照、加强父母养育指导、

提升父母心理健康素养水平、重视家校联合，切实发挥家长课堂的作用、注重社区支持和帮扶等方面开

展相关工作，降低青少年自伤发生率，维护青少年心理健康，促进其全面发展。

4.1  提倡青少年自我关照

自我关照是关注自己的想法、情绪、感受等，对自己有关注、有期待。自我关照提倡积极主动的自

我关照，而不是消极的、被动的。自我关照对青少年心理健康有着积极作用，在家庭中，父母可以帮助

青少年做好科学合理的自我防护，每天保证充足的营养、睡眠与休息，合理安排生活与学习，建立良好

的人际关系，使他们对自己充满信心等，进而提高他们的自我关照意识与水平［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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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加强父母养育指导

研究显示，父母对孩子的教养观念、态度和策略等会影响青少年自伤［34］。父母主动学习一些教育学、

心理学相关知识，掌握科学的教育方法，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提高其养育效果。随着信息多元化的发展，

父母可以通过多种途径了解家庭养育的相关知识，例如家长经验交流会、阅读书籍等，均可以帮助家长

及时了解教育动态，更新教育观念，进一步提高养育指导水平。

4.3  提升父母心理健康素养水平

心理健康素养是指帮助自己或他人认识、处理和预防心理疾病的知识和信念［35］。根据家庭系统理论，

家庭成员之间是相互影响的，青少年的心理健康水平与父母的心理健康水平有直接关系。家长需正确认

识自己、接纳自己，主动学习心理健康知识，努力提高自身心理健康素养。首先，家长要学会控制自己

的情绪，情绪控制水平的高低不仅会影响家长本人的心理健康也会影响家长养育的态度和方式，进一步

影响青少年的自伤行为。故家长保持良好的情绪水平和乐观的心态对青少年的心理健康发展会有很大的

帮助。其次，家长需要面对各种压力，来自生活的压力、工作的压力和教养子女的压力，这些压力可能

通过潜移默化的方式影响青少年的自伤。总之，父母掌握一些释放和缓解压力的方式方法，如呐喊、运动、

培养兴趣等均有助于提高自身的以及青少年的心理健康素养水平，使得他们更少的采取自伤行为。

4.4  重视家校联合，切实发挥家长课堂的作用

学生的心理健康需要家校共同维护，面对学生，学校应定期对全体学生进行心理普查，对筛查出有

自伤行为的个体及时进行建档和危机干预。还可以对有自伤行为的群体进行有针对性的团体辅导，增强

其情绪调节能力，降低自伤的发生率。面对家长，学校可以通过家长课堂、家长学校、家委会、学校公

众号等途径使家长全面、深刻地了解学生的心理发展状况，对于有自伤行为的青少年，学校需及时和家

长沟通，使家长准确了解学生的在校情况，也让学校能及时掌握有自伤行为的学生在家庭中的表现以及

家庭教育状况，由学校和家长共同制定应对措施并实施。

4.5  注重社区支持和帮扶

除了学校和家庭，社区也是实施青少年心理健康教育的重要场所，社区在学生的成长过程中起着不

可替代的作用。社区可以建立三级预防理念，一是面向全体学生及家长普及和宣传以自伤为主题的心理

健康教育活动；二是面向有自伤行为的学生，开展心理健康测评服务、设置心理咨询热线，以及心理辅

导和家长培训；三是面向有严重自伤和精神障碍的学生，需联合精神卫生中心等开展医教结合项目，为

高危学生就医提供绿色通道，为从医院转介回学校的学生提供支持性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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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y Family Hurts? Motivation of Family Affecting 
Adolescents’Self-injury Behavior and Intervention Strateg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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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School of Education and Psychological Science, Hefei Normal University, Hefei;
2.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Suzhou Vocational and Technical College, Suzh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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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elf-injury is a complex behavior that usually occurs during adolescence, and is highly 
prevalent and dangerous among adolescents. Self-injury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public health issue 
in today, s society. Family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process of individual growth. Family income, 
parental education level, family structure, parental relationship, parent-child relationship, and parental 
involvement in education are important influencing factors for adolescent selfinjury behavior. Advocating 
adolescent selfcare, strengthening parenting guidance, improving parents’ mental health literacy, 
emphasizing homeschool cooperation, giving full play to the role of parent classrooms, and focusing on 
community support and assistance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preventing and reducing adolescent self-
injury behavior.
Key words: Family; Self-injury; Adolescent; Influence mechanism; Coping measure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