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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采用成人依恋量表（AAS）、青少年冒险问卷—冒险行为量表（ARQ-RB）和威廉斯创造力倾向测量表中的

冒险性模块对547名大学生进行了研究，探讨了成人依恋类型与冒险行为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1）依恋

类型与冒险倾向之间存在相关，即安全型依恋的人会有更高的冒险倾向；（2）依恋类型和冒险倾向在性别

上没有显著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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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成人依恋是指成人与当前伴侣的亲密情感联结，一直以来是亲密关系领域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成

人依恋包含焦虑与回避两个维度，依恋回避反映的是一个人不信任伴侣的好意及防御性地保持行为和情

感独立的程度，高依恋回避个体倾向于用依恋系统“去激活”应对向外和向内的威胁（Bartholomew and 

Horowitz，1991）。为了避免表现出易受伤害性，也为了拒绝体验相关的痛苦感受，高依恋回避个体通

过下调依恋系统抑制情绪反应，包括恐惧，愤怒，悲伤等，因为这些情绪与威胁和脆弱感有关（Mikulincer 

and Shaver，2011）。实证研究同样支持这一观点，即高依恋回避个体具有非适应性的情绪调节过程，他

们容易忽视或否认情绪体验，压抑自身情绪（Brodie et al.，2018）。

依恋理论认为，随着年龄增长，早期亲子依恋作为一种内部工作模式会影响个体后期的成人依恋，

这种内部工作模式是指个体在与依恋对象的互动过程中形成了一套关于自我和他人的认知结构或心理表

征（Fraley R C，2019）。一方面依恋类型影响个体的身心健康，如依恋不安全是疾病和慢性疾病的危险

性因素（Dutton M A，2011），也是焦虑和抑郁症状发展的危险性因素（HazanC，2006）。另一方面，

依恋作为一种内在机制，贯穿于个体一生的发展之中，对个体的发展具有重要影响，包括社会功能、心

理应激（Emery L F，2016）、心理健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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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发展心理学中，冒险既包括了外显的冒险行为，也包括内在人格中的冒险性。其中冒险行为是指

“个体在不确定的情境中对不同的任务所做的选择，反映了个体对采取具有明显风险程度行为的意愿，

即当个体面临趋避冲突时，为了趋近有价值或更易于满足个人需要的结果而采取的带有危险性的行为”

（Butcher et al.，2015）。冒险行为的影响因素可分为主观因素和客观因素，主观因素主要为年龄、性别、

个性特征等，神经质及认知决策能力也是冒险行为的预测因素（Bandura，1977）。在外部客观因素中，

家庭环境以及同伴关系是冒险行为的良好预测变量。而人格中的冒险性，则代表了一个人是否追求或创

造激动人心的事件和刺激，追新逐异。这种冒险性倾向大多很少受到外界变化的影响，是一种稳定的心

理特征，并且与传统认知中多为消极意义的外显冒险行为不同，人格中的冒险性更多地包含了诸如敢于

探索，创新等的积极意味。

目前已知的研究中，已经发现冒险行为存在性别差异，即相比女性，男性报告了更高水平的冒险寻

求和去抑制。另外还有研究提出家庭环境会对冒险行为产生影响，动荡不安、贫困的家庭环境中成长的

孩子会具有更高的冒险倾向。而作为早期家庭亲子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早期的亲子依恋及受其影响而

后形成的成人依恋，是否同样会对个体的冒险行为产生影响，冒险性人格与冒险行为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冒险性人格与成人依恋之间是否存在联系。目前的研究并不能回答这些问题，所以为了解答上述问题，

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本研究假设：（1）成人依恋类型对冒险行为会产生影响，不安全型依恋的个体

会有更多的冒险行为；（2）具有冒险性人格的个体会有更多的冒险行为；（3）冒险性人格和冒险行为

存在性别差异。

2  研究方法

2.1  研究对象及施测方法

选取 561 名大学生，女生 298 人（53.12%），男生 263 人（46.88%）；大一 112 人，大二 98 人，

大三 134 人，大四 56 人，研究生 295 人。采用微信小程序“问卷星”发放在线问卷并收集数据。

2.2  研究工具

2.2.1  成人依恋量表（AAS）

成人依恋量表（adult attachment scale，AAS）由柯林斯（Collins）和瑞德（Read）于 1990 年在哈赞

和谢弗（Hazan and Shaver，1987）以及莱维和戴维斯（Levy and Davis，1988）分类测量的基础上开发出来，

1996 年柯林斯对其加以修订。目前已成为重要的成人依恋的测量工具，特别是对成人亲密关系、伴侣关

系的评定。为了适应中国人的习惯以及使之本土化，在 2003 年又对其进行了修订。该量表分为三个维度，

即亲近、依赖和焦虑。亲近量表测量个体在与他人接近或亲密时感到的舒适程度；依赖量表测量个体在

需要帮助时能有效依赖他人的程度；焦虑分量表测量的是个体担心被抛弃或不被喜爱的程度（Collins，

1990）。因此，在分析中，将亲近依赖合并为安全型依恋，而焦虑型依恋则作为不安全型依恋模式。按

“完全不符合”=1、“有点符合”=2、“部分符合”=3、“基本符合”=4 和“完全符合”=5 进行计分。

量表中后六项为焦虑测量，将焦虑均分大于 3 的个体记为不安全型依恋个体。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α

为 0.8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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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青少年冒险行为问卷—冒险行为量表（ARQ-RB）

青少年冒险行为问卷（adolescent risk-taking questionnaire，ARQ）是格利翁（Gullone）等人于

2000 编制的标准化问卷，包括冒险行为量表（risk behavior scale，ARQ-RB）和风险知觉量表（risk 

perception scale，ARQ-RP）。国内已有研究者对 ARQ-RB 进行了修订，取样包含了大学生群体（张晨，

2011）。因此，本研究采用修订版的 ARQ-RB 进行施测。按“从不”=1、“几乎不”=2、“有时”=3、

“经常”=4 及“总是”=5 进行计分。因子得分越高，表明受试者参加冒险行为的频率越高。内部一

致性系数 α 为 0.757。

2.2.3  威廉斯创造力倾向测量表（WPMF）

威廉斯创造力倾向量表（williams prefer measurement forms，WPMF）通过测验个人的一些性格特点包括

冒险性、好奇性、想象力和挑战性，来测量个人的创造性倾向。该量表认为趋于冒险，好奇心强，想象力丰富，

勇于挑战未知的人就是创造性倾向强的人。另外创造性的个体也被认为具有以下认知和情感特质： 想象流

畅灵活，不循规蹈矩，有社会性敏感，较少有心理防御，愿意承认错误，与父母关系密切等。其中与父母

关系密切这一特质与安全型的亲子依恋有定义上的重合，因此，本文也选取了威廉斯创造力倾向测量表中

的冒险性模块进行施测。按“完全不符合”=1、“有点符合”=2、“部分符合”=3、“基本符合”=4 及“完

全符合”=5 进行计分。因子得分越高，表明受试者的冒险倾向越高。内部一致性系数α 为 0.685。

3  研究结果

3.1  一般资料比较

3.1.1  人口学特征统计

本次调查共回收 561 份问卷，其中有效问卷 547 份，有效率为 97.50%。女生和男生填报的年级无统

计学差异，如表 1 所示。

表 1  人口学特征比较

Table 1 Comparison of demographic characteristics

女 男 χ2 值 p 值
大一 58（10.3%） 54（9.6%）

0.33 0.955
大二 51（9.1%） 47（8.4%）
大三 77（13.7%） 57（10.1%）
大四 31（5.5%） 25（4.5%）

研究生 81（14.4%） 80（14.2）

3.1.2  成人依恋类型情况

本次调查中，男女成人依恋类型的分布情况为：女性安全型依恋为 47.9%，不安全型依恋为 6.6%；

男性安全型依恋为 41.7%，不安全型依恋为 3.8%。说明男生和女生的依恋类型没有统计学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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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成人依恋类型分布情况

Table 2 Distribution of adult attachment types

女 男 χ2 值 p 值
安全型依恋 262（47.9%） 228（41.7%）

0.33 0.955
不安全型依恋 36（6.6%） 21（3.8%）

3.2  相关分析

3.2.1  成人依恋与冒险行为及冒险倾向

成人依恋类型和冒险行为均分存在很高的负相关关系（rs=-0.723，p<0.05）。成人依恋类型和冒险

倾向均分存在正相关关系（rs=0.684，p<0.05），如表 3 所示。

表 3  依恋类型与冒险行为，冒险倾向均分相关表

Table 3 Attachment type is correlated with risk-taking behavior and risk-taking tendency

安全型依恋 不安全型依恋 rs p 值
冒险行为均分 27.4 38.6 -0.723 0.027
冒险倾向均分 31.8 24.3 0.684 0.031

3.2.2  冒险行为与冒险倾向

另外对冒险行为均分和冒险倾向均分进行相关分析发现，两者不存在相关关系（rs=0.254，

p=0.085）。

3.3  独立样本 T 检验

为了比较不同性别在三个维度，即成人依恋类型、冒险行为均分和冒险倾向均分上是否存在差异，

分别进行了三次独立样本 T 检验。结果显示在成人依恋类型，女性和男性之间不存在显著差异（T=26.62，

p=0.571）；在冒险行为均分上，女性（M=30.56）和男性（M=32.88）之间不存在显著差异（T=1.837，

p=0.168）；在冒险倾向均分上，女性（M=24.14）和男性（M=23.62）之间不存在显著差异（T=3.497，

p=0.271）。

表 4  性别与依恋类型，冒险行为及冒险倾向的独立样本 T检验结果

Table 4 Results of an independent sample T-test of gender and attachment type, risk-taking behavior 

and risk-taking tendency

女 男 T 值 p 值
安全型依恋（人数） 262 228

26.62 0.571
不安全型依恋人数） 36 21

冒险行为均分 30.56 32.88 1.839 0.168
冒险倾向均分 24.14 23.62 3.497 0.2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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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采用 Harman 单因子检验法进行共同方法偏差检验，结果发现，47 个条目中，共有 6 个特征根大于

1 的因子，且第一个因子解释的变异量为 26.70%，低于 40% 的临界值，表明数据不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

偏差。

4  讨论

4.1  成人依恋和冒险行为

本研究结果表明，成人依恋量表（AAS）的得分与冒险行为（ARQ-RB）的得分呈显著负相关。根

据本文中的相关定义，可以得出结论，即安全型依恋的个体会有更少的冒险行为。从社会支持的角度来

看，大量研究表明，社会支持对人的心理健康具有积极的作用（Hefner，2009）。而 ARQ-RB 所定义的

冒险行为是指在一定程度上通过感知的积极结果来平衡的包含某种潜在消极结果的行为（Moore S et al.，

1996），即冒险行为是那些可能产生消极后果的概率高于积极后果的行为。安全型依恋的个体由于具有

良好的社会支持结构，且自身也具有很高的安全感，所以很少存在需要从冒险行为中寻求刺激或是以此

来吸引他人注意的想法，相应地，冒险行为就少。另外不安全依恋的个体由于面对他人的靠近和情感依

赖时，常常处于焦虑状态，也即不能很好地和他人建立情感联结，并从这种情感联结中满足他们的愉悦

情感需求。在这种情况下，一旦他们在这种冒险行为中体验到了高强度的兴奋情绪并且在过后没有为此

付出代价，他们就更可能继续这种冒险行为。还有一种可能是，此类冒险行为会招来家长的重视，那么

对那些缺乏家长关注的不安全型依恋者来说，冒险行为是他们吸引注意，获得重视的有效手段，所以会

经常性地被运用。

4.2  成人依恋和冒险倾向

在威廉斯创造力倾向测量表（WPMF）中冒险倾向的定义则是指敢于接受批评与失败，不畏惧挑战，

不随波逐流，有勇气提出自己的不同见解并为之坚守，更多指一种人格特质。安全型依恋的个体由于良

好的社会支持，尤其是与家人朋友及伴侣的良好沟通和关系，在面临失败或者挑战时，会有更加积极的

心态和选择，久而久之这种积极的创新选择和心态就塑造了他们的冒险倾向。这和本研究的结果相同，

即安全型依恋的个体有更高的冒险倾向。

4.3  冒险行为和冒险倾向

冒险行为和冒险倾向两个词似乎看起来具有很高的相关性。然而在本研究中，这两个维度并不具有

相关性。这一点从前面的讨论中可以得到解释。首先，本研究中对冒险行为和冒险倾向做了明确的划分，

两者所指代的含义倾向不尽相同，故所使用的两个量表测量出的结果自然不具有正相关性。其次，本研

究中，冒险行为所带来的结果是消极的，进行冒险行为的人有些是为了满足自身的情感需要，有些则是

为了引起他人，尤其是父母的重视。但人格中具有冒险倾向的人，如前文所言，本身并不缺乏他人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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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感需要也能够通过正常的途径得到满足。但在本研究中两者也不具有负相关性，可能是由于冒险性作

为一种相对稳定的人格特质，即使会被周围的环境所影响，但更多是由基因所决定的，后天的影响有限。

所以会存在既有积极的冒险倾向人格，但也常常进行消极的冒险行为的情况。还有一种可能性是本研究

中采用的量表所测量的范围不够大，所以出现两者不存在相关性是可以预见的。

4.4  性别差异

与传统认知的结果不同，在依恋类型、冒险行为得分和冒险倾向得分中都不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

这表明性别并不对个体与其的社会支持结构产生影响，即男性并不比女性更加注重亲子关系和同伴关系。

个体在寻求刺激与面对挑战和失败时，并不会因为其性别而有不同的选择。另外由于实际限制，本研究

中的被试均来自苏州大学，作为知名学府的学生，男生和女生在面对消极的冒险行为，尤其在冒险行为

很可能导致他们失去当前学府光环时，其选择是趋同的。

4.5  意义与展望

本研究的结果证明，具有良好的社会支持结构对个体的身心健康具有重要的意义。发展出安全的成

人依恋，对个体的发展具有积极的作用。高校也需要研究如何建设在校大学生的健康心理，使在校大学

生感受到社会支持的力量。并且成人依恋是指成人对其童年早期依恋经验的回忆和再现，以及当前对童

年依恋经验的评价，同时它将直接影响到个体与目前同伴的持续和长久的情感联系。成人人际关系发展

完善与否和早期依恋经验息息相关，童年的依恋经验会在成长的过程中形成个体内部独有的心理工作模

式或心理表征，如果在成长过程中亲子互动关系没有改变，它将直接影响到成年后亲密关系的建立、人

际社会功能的表达、人格功能，以及人格特质的形成。所以父母在教养子女时也要注意子女的情绪和需

求变化，加强亲子联结，发展良好的亲子关系。另外研究中关于冒险行为的性别差异与前人研究并不相同，

后续应该选取不同等级学校的学生进行施测检验结果。

5  结论

（1）安全型依恋的人会有更高的冒险倾向；

（2）安全型依恋的人会有更少的冒险行为，尤其是会导致消极结果的冒险行为；

（3）依恋类型、冒险行为和冒险倾向在性别上没有显著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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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dult Attachment Types and 
Adventure

Liu Lizi

Department of Psychology, School of Education, Soochow University, Suzhou

Abstract: Using the Adult Attachment Scale (AAS), Adolescent Adventure Questionnaire-Adventure 
Behavior Scale (ARQ-RB) and the adventure module of Williams Creativity Tendency Scale, 547 college 
students were studied,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dult attachment types and adventure behaviors was 
discussed.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1) there is a correlation between attachment types and adventure 
tendencies, that is, people with safe attachment have higher risk tendencies; (2) There is no significant 
gender difference in attachment types and risk-taking tendencies.
Key words: Adult attachment; Adventure behavior; Gender differenc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