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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心理控制对青少年抑郁情绪的影响： 
核心自我评价的中介作用

杨餍琳  杨一帆

西南民族大学教育学与心理学学院，成都

摘  要｜为了解父母心理控制对青少年抑郁情绪的影响及其机制，本研究采用父母心理控制问卷、核心自我评价问卷

和流调中心抑郁量表对803名青少年进行测量。结果表明：父母心理控制正向预测青少年抑郁情绪；核心自

我评价在父母心理控制与抑郁情绪之间起完全中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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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青春期是人对社会、情感和认知快速发展的关键时期，青少年自我意识、独立意识逐渐增强，但自

我能力发展不完善，日常生活、学习中可能出现心理问题。抑郁情绪则是较为常见的心理问题之一［1，2］。 

青少年对自身存在产生认识和概念，开始主动对生活和学习进行求知和探索，但由于生理和心理均在快

速成长中，难免会出现一些脆弱和冲突心理，导致抑郁、焦虑在青少年群体中多发，并引发许多不良

情绪和问题行为，例如抽烟酗酒、长时间的心情低落等［3］。相关资料显示，国内青少年抑郁发病率在

6.2％～ 64.8％［4］。青少年抑郁情绪不仅会给青少年带来一系列心理问题，如焦虑、人际交往退缩，甚

至自杀等，还会增加其成年期抑郁障碍的风险［5］。2023 年 4 月，教育部等 17 个部门印发《全面加强和

改进新时代学生心理健康工作专项行动计划（2023—2025 年）》，将加强学生心理健康工作上升到国家

战略高度。抑郁症已经成为中国青少年健康成长的巨大威胁，青少年抑郁症不仅是一个医学、心理问题，

同时也是一个不可回避的社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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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父母心理控制与抑郁情绪

父母心理控制（Parental Psychological Control）概念起源于贝克（Becker）对于父母管教方式的研究，

将父母的教育方式分成了爱与敌意和专制两个维度，但未将父母心理控制作为一个独立变量予以讨论。

研究者谢弗（Schaefer）最早正式提出了父母心理控制概念，将父母心理控制定义为父母通过言语引发孩

子愧疚等情绪感受，从而控制儿童，改变儿童认知的行为［6］。有研究者认为，父母心理控制是通过压

制子女、收回自己的爱并使子女内疚等方式，控制孩子的思维、情感和表现，扼杀孩子心理自主，逼迫

子女遵从自己的教养方式［7］。诸多著作的结论都表明父母心理控制会引发青少年抑郁［8］。父母心理控

制通常是通过中介变量导致青少年产生抑郁的，比如父母心理控制促使青少年形成了消极的应对方式，

日积月累引发了抑郁情绪［9］。父母心理控制也可能通过自尊、神经质水平、无法忍受不确定性、孤独

感等中介变量影响个体的抑郁水平［10］，有时父母心理控制也可能和父母的行为控制联合起来，共同对

孩子造成消极的影响，增强孩子的抑郁情绪，进而也引发一些外在的行为问题［11］。基于以上文献，提

出假设 1：父母心理控制正向预测青少年抑郁情绪。

1.2  核心自我评价的中介作用

研究表明，父母教养方式对核心自我评价具有显著的预测作用，在相处的过程中，父母给予子

女的温暖理解越多，子女的核心自我评价得分越高，反之，否认、过度保护、拒绝、惩罚等消极的

教养方式会影响子女人格各因素的发展，进而导致其核心自我评价水平较低。雷希等人认为核心自

我评价是影响个体抑郁的认知因素［12］。研究结果表明，低核心自我评价者容易出现抑郁，高核心

自我评价者因为情绪调控能力完备，较少体验到压力、害怕和紧张等负面情绪［13］。因此，核心自

我评价可能是父母心理控制影响抑郁产生与发展的关键易感因素。基于以上文献，提出假设 2：父

母心理控制通过核心自我评价影响青少年抑郁情绪，综上，构建了包含上述变量的中介效应模型，

如图 1 所示。

父母心理控制

核心自我评价

抑郁情绪

图 1  中介效应模型

Figure 1 Mediation effect model

2  研究方法

2.1  研究对象

本文选取四川、广东等地 3 所中学的青少年作为研究对象，采取随机抽样的方式，对初一至高二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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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0 名学生进行问卷调查。剔除漏答，按照固定规律作答的问卷后 107 份、有效问卷为 803 份，问卷回

收有效率为 88.24%，其中男生 357 人，女生 446 人。

2.2  研究工具

（1）父母心理控制量表

采用王（Wang，2007）修订的父母心理控制问卷，该量表共有 18 个题目，采用了 5 级计分，包含

三个维度，即引发子女内疚感、爱的撤回、权力和专断。总分越高说明孩子感受到的父母心理控制感越强。

本研究中，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均为 0.90。

（2）核心自我评价

采用杜建政、张翔等于 2012 年对其进行翻译编制的中文版，该量表一共 10 道题目，单一维度，共

5 级评分，以总分反映个体的自我评价水平，总分越高则核心自我评价水平越高。本研究中，量表的内

部一致性系数均为 0.82。

（3）流调中心抑郁量表

使用由我国学者陈祉妍等人（2009）修订的流调中心抑郁量表检测青少年的抑郁情况。该量表共有

20 题，每道题 4 点计分，共有四个维度，包括抑郁情绪、积极情绪、躯体症状与活动迟滞、人际。以

16 分作为是否存在抑郁的临界分数，所得总分越高说明抑郁水平越高。本研究中，量表内部一致性系数

均为 0.92。

2.3  数据收集与统计分析

采用 SPSS 25.0 进行共同方法偏差检验、描述性统计分析与相关分析，采用 PROCESS 宏程序进行中

介效应分析，采用 Bootstrap 法进行中介效应的显著性检验。

3  结果

3.1  共同方法偏差

由于本研究采用问卷调查的方式，所得数据可能存在共同方法偏差。因此采用 Harman 单因素因子

分析法来检验数据是否存在共同方法偏差。结果显示，特征根大于 1 的因子共 9 个，且第一个因子方差

解释率为 27.05%（小于 40%），故在本次研究中，数据不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

3.2  描述统计及相关关系

表 1 为各主要变量的平均数、标准差与相关系数。由表 1 可知，父母心理控制与抑郁情绪呈显著正

相关，与核心自我评价呈负相关；核心自我评价与抑郁情绪呈负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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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研究变量的描述统计与相关分析（n=803）

Table 1 Descriptive statistics and correlation analysis of study variables (n=803)

变量 x s 父母心理控制 核心自我评价 抑郁情绪
父母心理控制 48.01 14.23 1 　 　
核心自我评价 24.23 6.53 -0.43** 1

抑郁情绪 23.35 10.91 0.43** 0.69** 1

注：*p<0.05，**p<0.01。

表 2  核心自我评价在父母心理控制与抑郁情绪之间的中介效应（n=803）

Table 2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core self-evaluation on parental psychological control and depressive 

mood (n=803)

变量（n=803）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β t t β t
父母心理控制 0.328 13.39*** -0.197 -13.47*** 0.121 5.74***

核心自我评价 -1.05 -22.66***

R2 0.183 0.184 0.50
F 179.33*** 181.49*** 403.79***

注：*p<0.05，**p<0.01，***p<0.01。

为检验核心自我评价在父母心理控制与抑郁之间的关系，采用温忠麟等学者提出的研究方法，对三

者进行中介效应分析［14］。并且采用逐步层次回归的方法分析核心自我评价的中介效应，即分别将父母

心理控制、核心自我评价两个变量纳入方程之中。

通过表 2 的分析结果可以看出，父母心理控制对抑郁的回归方程显著（β =0.328，p<0.001），说明

父母心理控制对抑郁有着正向的预测作用；父母心理控制与抑郁（β =0.121，p<0.001）、核心自我评价

与抑郁（β =-1.05，p<0.001）之间的回归显著，说明三者之间存在中介效应。将核心自我评价变量纳入

方程后心理控制对抑郁的影响依然显著，说明青少年核心自我评价在父母心理控制与抑郁之间存在部分

中介的作用。

4  讨论

4.1  父母心理控制对青少年抑郁情绪的影响

研究证实，父母心理控制可以正向预测抑郁，即父母心理控制越高，抑郁越高，这与以往研究结果

一致［15］。父母通过使用引发负罪感、羞辱感和收回对孩子的爱等操控策略，激活了孩子体内的压力，

并影响了孩子的行为。孩子出于避免内疚感和羞辱感、守住父母对自己的爱的愿望，不得不遵从父母的

意愿行事。而父母的这些意愿与自己内心真正需求是相悖的，长此以往，孩子容易形成对父母的过度忠

诚和对自我需求的过度压抑。而这种长期的压抑或者内心冲突，阻碍了青少年建立安全、稳定、积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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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意识，影响了青少年的自主发展，从而使青少年面临抑郁的风险［16］。父母心理控制水平高的父母

常以严厉的态度或命令的方式去要求孩子，希望孩子遵从自己的要求。青少年为了避免被父母指责，失

去父母的关爱，不得不遵守父母的要求，但这些与青少年的自主发展的需求相矛盾。父母的心理控制导

致青少年无法实现自己的需要和愿望，最终导致抑郁情绪的发生［17］。

4.2  核心自我评价的中介效应分析

父母心理控制负向预测核心自我评价，这与以往研究一致［18］。研究表明，父母心理控制作为消极

的教养方式，通过对子女日积月累的影响，使其逐渐内化成一个相对稳定、消极的自我概念［19］。父母

心理控制导致子女基本心理需求受阻［20］，自我价值感受抑，会降低子女的核心自我评价。心理控制型

的父母通常对子女的能力持否定的信念，个体难以拥有较高的自我效能感和控制点，不相信自己能够顺

利完成各项任务且掌控自己的人生，通常表现出更多的不安全感、消极认知，相应的核心自我评价偏低。

消极的自我评价可能会通过降低一个人处理抑郁抑制性线索的能力来提升抑郁的易感性，如对他人关心

的怀疑，对社会支持性感知的降低。研究发现那些具有高核心自我评价的人表现出高接近气质和低回避

气质。这表明具有高核心自我评价（即对其自我价值的积极看法，高水平的自我效能感）的个体可能对

积极刺激敏感，并对消极刺激有弹性。这些结果推断出个体的核心自我评价决定了他们如何评估和解释

刺激，这可能反过来影响他们的认知、行为和情绪［21］。

4.3  对青少年抑郁情绪的干预

家庭不仅是学生最初接触的场所，也是他们生活中最关键的部分，父母对孩子的性格塑造和情感波

动有着深远的影响。因此，在家庭教育中应该重视对儿童进行良好教养的教育。对于孩子的成长，最有

益的教育方法应该是理智和民主的，父母应该理解、尊重并关心孩子。当父母与孩子进行沟通时，要尽

量采用平等、信任和鼓励的态度。在这样的教育方法中，孩子们展现出了更强的爱心、自信和责任感。

家长有责任引导孩子去探索学习各种知识，并通过培养良好的学习习惯来增加他们在学习过程中的自我

效能感，从而逐步培养孩子的自信和对未来的期望。家长应该更加肯定孩子所取得的成就，并通过合适

的奖励制度来培养孩子的适应能力。鼓励孩子树立正确的目标，使孩子能够有一个明确的方向。还应该

教导孩子们如何去了解和评估自己，特别是如何评价自己的能力和价值观。要让孩子学会正确评价自身，

了解自身存在哪些优势与不足。教导他们识别自身的长处和短处，并认识到不能简单地肯定或否定自己

的长处和短处。再次，还要学会在日常生活中进行自我教育与反思，从而提高自身的综合素质。在了解

自己的旅程中，辩证地吸收和接受他人的评价，确保我们既能深入了解他人，同时也能不断地加深对自

己的了解。

5  结论

（１）父母心理控制正向预测青少年抑郁情绪。

（２）核心自我评价在父母心理控制对青少年抑郁情绪的影响中起完全中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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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fluence of Parental Psychological Control on Depressive 
Mood in Adolescents: The Mediating Role of Core Self-

evaluation

Yang Yanlin Yang Yifan

School of Education and Psychology, Southwest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 Chengdu

Abstract: In order to understand the influence of parental psychological control on adolescent depression 
and its mechanism, 803 adolescents were measured by parental psychological control questionnaire, 
core self-assessment questionnaire and drift center depression scale.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parental 
psychological control positively predicted adolescent depression; Core self-evaluation plays a complete 
mediating role between parental psychological control and depressive mood.
Key words: Parental psychological control; Core self-assessment; Depressive mood; Teenage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