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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觉父母婚姻冲突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 
心理韧性的调节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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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本研究以家庭系统论为依据，探讨知觉父母婚姻冲突、心理韧性与主观幸福感之间的关系。方法：以

367名在校大学生为被试，采用 心理韧性量表（connor-davidson resilience scale，CD-RISC）、知觉父母

婚姻冲突量表（children’s perception of  interparental conflict scale，CPIC）和总体幸福感量表（general 

well-being schedule，GWBS）进行施测。结果：（1）知觉父母婚姻冲突与心理韧性、主观幸福感显著负

相关，心理韧性与主观幸福感显著正相关；（2）在知觉父母婚姻冲突对主观幸福感的预测中，心理韧性较

高的被试，其知觉父母婚姻冲突对主观幸福感具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而心理韧性较低的被试则此预测作

用不显著。结论：大学生心理韧性在知觉父母婚姻冲突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中具有一定的调节作用，在三者

关系当中它是调节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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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主观幸福感（subjective well-being，SWB）是个体根据自定的标准对其生活质量的整体性评估［1］。

对于主观幸福感的考察，主要从生活满意度、积极情感和消极情感三个方面进行。生活满意度主要是指

个体对生活总体质量的认知和评估；积极情感和消极情感主要是指个体对生活的情感体验［2］。研究发现，

主观幸福感与个体的健康人格以及心理素质密切相关［3，4］。因此，探讨影响大学生主观幸福感的因素及

其作用机制，对于提高大学生的心理健康水平，促进大学生健康人格的形成具有重要的实践探索意义。

影响个体主观幸福感的因素，归纳起来大致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人格因素，如自尊、乐观、心理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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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等［5，6］；另一类是个体环境因素，如社会支持、父母教养方式、人际信任等［7］，在众多影响个体主

观幸福感的因素中，家庭环境因素作为一个的非常重要的环境因素在其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在家庭环境中，父母间的婚姻关系是衡量整个家庭环境质量的核心指标。其中，父母间婚姻冲突

对家庭中的成员关系以及家庭环境有着重要的影响。父母婚姻冲突主要指夫妻之间由于意见不一致或其

他原因而产生的言语或身体的攻击与争执，根据冲突发生的频率、强度、内容、风格及冲突是否得到解

决等特来具体加以界定［8］。关于父母婚姻冲突对儿童青少年个体发展的影响，家庭系统论的溢出假说

（Spillover Hypothesis）认为，处于冲突婚姻关系中的父母，会把更多的精力集中在双方的冲突上，对子

女的需要关注较少，使得子女对父母产生疏离和不信任，引起亲子关系的紧张。同时，婚姻冲突引发的

消极情绪会“外溢”亲子子系统，导致父母减少对子女的温暖回应［9］。已有研究发现，家庭冲突与个

体主观幸福感显著负相关［10］。然而，目前关于父母婚姻冲突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儿童内外化问题行为［11］

以及大学生婚恋观等方面［12］，较少关注父母婚姻冲突对于大学生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因此，父母婚姻

冲突作为一个重要的家庭内部冲突对其子女的主观幸福感具体如何影响？值得去进一步进行探讨。

心理韧性是指个体在面对重大威胁或逆境时能够克服和战胜逆境并恢复常态的能力［13］，心理韧性

作为一种相对稳定的人格特质对个体的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关于心理韧性的研究表明家庭是促进个体

心理韧性生成的功能实体、背景因素或风险机制［14］。儿童自身的消极经历，比如父母婚姻冲突，家庭

成员重疾等是儿童压力和逆境的重要来源［15］。已有研究发现，心理弹性在初中生情绪指向应对与心理

健康之间的关系重起调节作用［16］，生活事件对大学生主观幸福感有显著影响［17］，那么，父母婚姻冲

突作为重要的家庭生活事件对大学生的心理韧性有何影响，心理韧性作为个体的保护性因子在知觉父母

婚姻冲突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中是否起调节作用？目前的研究还未予以探讨。

另外，主观幸福感作为衡量个体心理韧性的一个重要指标。已有的大量研究发现，心理韧性与个体

的主观幸福感密切相关。研究结果表明，个体的心理韧性可以预测幸福感［18］，高心理韧性的个体在逆

境中能够战胜困难，保持积极乐观的心态，具有较高的幸福体验［19］。同时，国内研究发现，大学生的

心理韧性可以预测其主观幸福感［2］。但作为重要心理品质的心理韧性在知觉父母婚姻冲突对个体主观

幸福感的影响中发挥着怎样的作用？研究者们尚未进行深入的探讨。因此，本文从影响个体主观幸福感

的因素入手进一步探讨知觉父母婚姻冲突对大学生主观幸福感的影响以及心理韧性在其中的作用机制。

鉴于此，本研究以家庭系统论的溢出假说为理论依据，采用大学生群体为被试，探究知觉父母婚姻

冲突对大学生主观幸福感以及心理韧性在其知觉父母婚姻冲突与幸福感关系之间的作用机制。本研究假

设：（1）知觉父母婚姻冲突与个体主观幸福感显著负相关，与个体心理韧性显著负相关，主观幸福感

与心理韧性显著正相关；（2）知觉父母婚姻冲突可以预测个体主观幸福感；个体心理韧性在知觉父母

婚姻冲突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之间起调节作用。

2  对象与方法

2.1  对象及程序

采用随机整群抽样的方法，选取西安四所全日制高等院校，取得所在学校负责人及老师的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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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取测查学生。由心理学研究生担任主试，在被试所在学校的机房对测验学生分批进行团体施测，测

验采用网上填答问卷的方式，每次测试时间为 30 分钟。共有 367 名在校大学生参加本次测验，剔除

24 名无效数据，共收取有效数据 343 名，其中男生 135 人，占总人数的 39.4%，女生 208 人，占总人

数的 60.6%，被试平均年龄为 21.74 岁（SD=0.50）。为了避免由同一批被试同时测量三个量表而引起

的共同方法偏差效应，依据已有相关研究关于共同方法偏差效应的控制建议［20］，本研究在测验过程

中进行匿名施测，测试完成之后再进行编码统计；三个问卷均采用不同的计分方式；部分测试题目采

用反向计分。

2.2  研究工具

2.2.1  青少年心理韧性量表

采用胡月琴、甘怡群［21］编制的青少年心理韧性量表，该量表包括个人力和支持力两个因子，共 

27 个项目。个人力又包括目标专注、情绪控制和积极认知三个维度，支持力包括家庭支持和人际协助

两个维度，量表采用五点评分，总分越高说明心理韧性程度越高。本研究中该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

0.833。对该问卷进行验证性因素分析结果表明：χ2/df=1.650，RMSEA=0.044，GFI=0.998，CFI=0.997，

NFI=0.993，TLI=0.973，表明量表的结构效度良好。

2.2.2  知觉父母婚姻冲突量表

采 用 池 丽 萍 和 辛 自 强［5］ 修 订 的 儿 童 知 觉 父 母 冲 突 量 表（children’s perception of interparental 

conflict scale，CPIC）。该量表包括三个分量表，分别是父母冲突特征量表（该分量表包括三个子量表：

冲突频率、冲突强度和冲突解决）、威胁认知分量表（该分量表包括两个子量表：威胁和应对效能感）、

自我归因分量表，该量表共计 40 个项目，采用 4 点评分。研究表明该量表适用于大学生与青少年群体，

量表信效度良好［22］。在本研究中总量表的 Cronbach’s α 系数为 0.921，对该问卷进行验证性因素分

析本研究中，χ2/df=3.101，RMSEA=0.078，GFI=0.985，CFI=0.992，NFI =0.988，TLI=0.925，表明量

表的结构效度良好。 

2.2.3  总体幸福感量表

采 用 段 建 华（1996）［23］ 在 大 学 生 群 体 修 订 的 总 体 幸 感 量 表（general well-being schedule，

GWBS），该量表共 18 个项目，包括 6 个因子：对生活的满足和兴趣、对健康的担心、精力、忧郁或愉

快的心境、对情感和行为的控制、松弛和紧张。每个项目有 5~10 个选择不等，得分越高，幸福度越高，

研究发现该量表具有良好的信、效度［2］。本研究中该量表的 Cronbach’s α 系数为 0.719。对该问卷进行

验证性因素分析，χ2/df=2.208，RMSEA=0.059，GFI=0.987，CFI=0.984，NFI =0.971，TLI=0.959，表明

量表的结构效度良好。 

2.3  数据处理与分析

采用 SPSS 21.0 对数据进行了录入、整理和相关分析，使用 AMOS17.0 进行验证性因素分析和中介

模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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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研究结果

3.1  数据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考虑到本研究中的数据均来自大学生的自我报告，可能存在共同方法偏差（Common Method 

Variance）的问题。因此，在分析数据之前对数据进行了共同方法偏差检验。采用验证性因子分析（CFA）

对研究中的数据进行分析，确认研究中所涉及所有重要变量是否共同方法偏差的影响［24，25］。在本研究

中进行单因子模型（所有潜变量合为一个因子）、3 因子模型（知觉父母婚姻冲突、主观幸福感和心理韧性）

和 5 因子模型（知觉父母婚姻冲突的三个维度冲突频率、冲突强度和冲突特征各为一个因子，主观幸福

感和心理韧性）的比较。结果表明，单因子模型不能够很好地与数据拟合，如表 1 所示，说明共同方法

偏差对本研究数据结果的影响不显著。

表 1  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n=343）

Table 1 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 results (n=343)

MODEL χ2 df χ2/df RMSEA GFI TLI CFI
单因子模型 6853.770 1952 3.511 0.086 0.487 0.350 0.370
5 因子模型 5186.715 1942 2.671 0.070 0.625 0.567 0.583
3 因子模型 3075.926 1805 1.704 0.045 0.937 0.911 0.916

3.2  知觉父母婚姻冲突、心理韧性与主观幸福感的描述统计和相关分析

知觉父母婚姻冲突、心理韧性和主观幸福感及其各维度的平均值和标准差，及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如表

2 所示。心理韧性总分及其各维度及主观幸福感总分显著正相关（p<0.05），心理韧性的目标专注、情绪控制、

积极认知、家庭支持、人际协助维度与主观幸福感显著正相关（p<0.05），心理韧性总分及其各维度与知觉

父母婚姻冲突显著负相关（p<0.05），知觉父母婚姻冲突总分与主观幸福感总分显著负相关（p<0.01）。

表2  大学生知觉父母婚姻冲突、心理韧性与主观幸福感各因子的相关、平均数（M）和标准差（SD）（n=343）

Table 2 Correlation, mean (M) and standard deviation (SD) of perceived Inter-parental Conflict, 

Resilience subjective well-being of college students (n=343)

1 2 3 4 5 6 7 8
1. 目标专注 -
2. 情绪控制 0.22** -
3. 积极认知 0.56** 0.08 -
4. 家庭支持 0.33** 0.24** 0.33** -
5. 人际协助 0.24** 0.19** 0.18** 0.26** -
6. 心理韧性总分 0.68** 0.58** 0.57** 0.69** 0.65** -
7. 主观幸福感总分 0.33** 0.45** 0.30** 0.28** 0.21** 0.49** -
8. 知觉婚姻冲突总分 -0.23** -0.34** -0.16** -0.46** -0.21** -0.45** -0.33** -

M 17.74 19.07 15.86 22.36 19.73 94.76 76.11 89.57
SD 3.43 4.28 2.60 4.32 4.85 12.44 11.83 16.88

注：*p<0.05，**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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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心理韧性的调节作用分析

根据 Baron 和 Kenny（1986）调节效应检验的程序，采用层次回归分析法对大学生心理韧性在知

觉父母婚姻冲突与主观幸福感中的调节作用进行分析。在进行回归分析之前，对所有变量的得分进

行了标准化处理。先将被试的年级和性别作为控制变量，进行了虚拟变量的转化。在 SPSS 中进行三

个步骤操作，将各变量依次纳入回归方程中：第一，先将自变量知觉父母婚姻冲突纳入方程，对因

变量主观幸福感进行回归，这一步考察的是两者之间的主效应；第二，再将调节变量心理韧性纳入

回归方程，考察调节变量对因变量的主效应；第三，将自变量 × 调节变量，即知觉父母婚姻冲突 × 

心理韧性，纳入回归方程中，考察两者的交互作用，如果该效应显著则表明调节效应显著。分析结

果如表 3 所示。 

表 3  大学生知觉父母婚姻冲突对主观幸福感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n=343）

Table 3 The moderating effect of perceived inter-parental conflict on subjective well-being of college 

students (n=343)

Model 增加的变量 第一步 第二步 第三步 第四步
1 性别 -0.883 -0.869 -0.531 -0.754

年级 0.268 -0.255 -0.644 -0.751
2 知觉父母婚姻冲突 -0.234*** -0.099*** -0.150***

3 心理韧性 0.418*** 0.429***

4 知觉父母婚姻冲突 × 心理韧性 -0.007***

R2 0.002 0.111 0.262 0.279
ΔR2 0.002 0.109 0.151 0.017
F 值 0.405 14.135*** 30.038*** 26.130***

ΔF 0.405 41.498*** 69.215*** 8.009***

注：*p<0.05，**p<0.01，***p<0.001。

由表 3 可知，在控制了性别和年级的影响作用之后，知觉父母婚姻冲突与心理韧性之间的交互作用

显著，即心理韧性调节效应显著（F=26.130，p<0.001）。为了进一步深入分析调节变量的具体作用，我

们平均数加减一个标准差的方法将被试按照调节变量进行分组［26］，平均数加一个标准差为高心理韧性，

平均数减一个标准差为低心理韧性组，分别进行简单斜率检验［27］，简单斜率检验结果显示：在知觉父

母婚姻冲突对主观幸福感的预测中，心理韧性较高的被试，其知觉父母婚姻冲突对主观幸福感具有显著

的正向预测作用（t（341）=2.830，p=0.005）；而在心理韧性较低的被试组，其知觉父母婚姻冲突对主

观幸福感则不具有显著的预测作用（t（341）=-0.644，p=0.507），可见心理韧性对知觉父母婚姻冲突和

主观幸福感的关系具有调节作用。层次回归分析的结果以及简单斜率检验结果可以得出，大学生心理韧

性在其知觉父母婚姻冲突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中是调节变量，对两者关系起调节作用。具体来说，当个

体心理韧性水平较高时，个体知觉父母婚姻冲突对个体主观幸福感水平的影响力会增加，反之则影响作

用减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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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讨论

4.1  知觉父母婚姻冲突、主观幸福感、心理韧性三者间的关系

本研究结果显示大学生知觉父母婚姻冲突总分与主观幸福感各维度及总分显著负相关，频繁和高强

度的父母婚姻冲突预示着更低的幸福感体验这与以往研究发现相一致，个体的主观幸福感与家庭满意感

相关显著［28］。父母婚姻冲突作为影响个体的重要生活事件，对个体的主观幸福感具有重要的影响作用。

知觉到的父母婚姻冲突对个体的情绪控制、积极认知等均产生消极的影响。依据情绪安全假设理论，父

母婚姻冲突可能会导致子女出现情绪不安全感，这种情绪不安全感会进一步影响子女的情绪和认知［29］

而情绪和认知作为心理韧性重要的内部弹性因子对个体的心理韧性起着重要的作用［30］。本研究也发现

大学生知觉父母婚姻冲突与心理韧性总分及目标专注、情绪控制、积极认知、家庭支持、人际协助等维

度显著负相关。同时，这也符合家庭系统论中溢出假设的观点，家庭系统中子女的情绪和行为会受到夫

妻系统中情绪和行为的影响［31］。本研究发现，大学生心理韧性与主观幸福感之间显著正相关，个体的

心理韧性水平与个体体验到的主观幸福感密切相关，个体的心理韧性水平可以预测主观幸福感，这与之

前的研究结果是相一致的［2］。

4.2  心理韧性在知觉父母婚姻冲突与主观幸福感两者关系间的调节作用

本研究发现，知觉父母婚姻冲突对个体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受到心理韧性的调节。这一研究结果符合

心理韧性的保护模型理论。保护模型理论认为［32］，保护性因素影响危险性因素（父母婚姻冲突）对个

体发展结果产生的影响，个体内在的保护性因素相当于调节器，它和危险性因素（父母婚姻冲突）的交

互作用减少了消极后果发生的可能性。也就是说，个体知觉到的父母婚姻冲突对个体主观幸福感的影响

由于受到心理韧性的调节而使个体因父母婚姻冲突而体验到的痛苦减轻，有利于个体体验到幸福。一项

关于离异家庭中长大的青年如何看待父母离异的研究也发现，高心理韧性者将父母离异看作是一种有意

义的能力增强过程［33］。

4.3  研究不足以及未来展望

同时，本研究也存在诸多不足。本研究采用横断研究，虽然探讨了心理韧性在知觉父与主观幸福感

之间的调节作用，但个体心理韧性并不是一成不变的［34］，这就需要在今后的研究中采取横纵研究相结

合的方法进行进一步深入的研究。在知觉父母婚姻冲突与主观幸福感之间的影响机制不止心理韧性，还

有亲子依恋、亲子关系、父母情绪表达等［35］，这些变量之间可能还存在着相互作用、相互影响，这些

都有待于将来进一步的研究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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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lation between Perception of Inter-parental Conflict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Moderation of Resilience

Ma Meifei Guo Cuicui Nui Bailing Mao Rui Chen Yawen Zhou Liang

Lanzhou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Lanzhou

Abstract: Objective: Based on the ecological family theory, the present study investigated the relationships 
among perception of parents’ marital conflict, resilience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Methods: The Connor-
Davidson Resilience Scale, children’s perception of inter-parental conflict scale and General Well-Being 
Schedule were administered to 343 college students. Results: (1) perception of parents’ marital conflict 
were negatively associated with resilience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resilience were positively associated 
with subjective well-being. (2) perception of parents’ marital conflict could significantly predict subjective 
well-being in participants who had a high resilience level，but this prediction could not be found in 
participants had a low level of resilience. Conclusion: The influence of perception of parents’ marital 
conflict on subjective well-being was regulated by resilience．

Key words: College students; Resilience; Subjective well-being; Perception of parents’ marital conflic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