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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庭环境对大学生抑郁情绪的影响： 
宿舍人际关系和心理韧性的链式中介作用

李辰浩  王燕敏

华北理工大学，唐山

摘  要｜为探讨宿舍人际关系和心理韧性的链式中介在家庭环境对大学生抑郁情绪影响的作用。本研究以331本科大

学生为研究对象开展问卷调查，结果发现：家庭环境和宿舍人际关系、抑郁情绪呈显著负相关，和心理韧性

呈呈显著正相关；宿舍人际关系和心理韧性呈显著负相关，和抑郁情绪呈显著正相关。心理韧性和抑郁情绪

呈显著负相关。家庭环境能显著负向预测抑郁情绪。结论：宿舍人际关系和心理韧性在家庭环境对大学生抑

郁情绪的影响中起到了链式中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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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党的二十届中央财经委员会一次会议强调，要以人口高质量发展支持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提升人口

的科学文化素质、健康素质、思想道德素质［1］。心理健康已成为当中愈发重要的环节，作为新时代需

担大任，能担大任的大学生，其良好的心理健康水平不仅关乎个人的健康发展和成长成才，甚至会影响

到民族的发展、社会的稳定、国家的安全。

抑郁情绪是一种消极的情感状态，程度可以从不快乐、不满甚至到极度的悲伤、悲观和沮丧［2］，

在经历了较长时间不确定性社会生活及就业环境的大变化后，我国大学生的抑郁情绪检出率已高达 30%

以上［3］，且呈现出逐年攀升的不良态势［4］。抑郁是当今大学生群体最为常见的心理健康问题［5］，表现

为心境、躯体、睡眠等方面的不适和障碍［6］，甚至影响到个人的行为动机［7］、生理健康［8］。外部条件

是影响抑郁的显著因素［9］，学生作为抑郁的高发人群，更加容易受到家庭、学校、伙伴等多方面的影响［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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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抑郁的诸多因素当中，家庭环境的影响最深刻也最持久［11，12］。家庭是大学生在进入大学前所

处时间最长，自身成长跨度最大的环境，已有研究表明家庭结构［13］、父母教养方式［14］等能显著影响

到青少年身心健康发展。不同抑郁程度大学生当中，其家庭环境的差异最为明显［15］。家庭环境不仅能

够直接影响家庭成员的心理健康与个体因素产生相互影响的交互作用，进而影响其心理健康发展［16］。

宿舍是大学生学习生活、思想交流、情感传递、信息沟通的主要场所［17］，是大学生人际关系建构

的主要阵地，其课余时间大都身处宿舍环境中［18］。宿舍的随机分配既可能带来不确定的冲突，又可能

带来如学业成绩提高的积极影响［19］。当代大学生个性独立，但缺乏集体主义观念和良好的情绪调节［20］，

普遍存在宿舍人际困扰［21］，易走向人际冷漠、冲突［22］，进而产生抑郁情绪［23］。研究表明，宿舍人际

关系会受到家庭的影响［24］，不同的家庭环境、家庭矛盾处理方法、情绪挤压等受到家庭直接较多影响

的因素将会影响个体处理人际关系，进而影响大学生如何构建和发展宿舍人际关系。

心理韧性指个体从消极情境中恢复和灵活适应复杂多变环境的能力，是一种重要的心理资源［25］，

心理韧性动态模型［26］和“人—过程—环境”模型［27］均认为心理韧性的发展离不开外部环境及其相互

作用的影响，已有研究表明大学生的心理韧性既受到家庭的影响［28，29］，又受到宿舍人际关系的影响［30］，

良好的家庭环境和宿舍人际关系能为心理韧性的发展提供重要缓冲［31］，使大学生不断提高心理韧性、

减少抑郁情绪的体验。

因此，本研究提出四个假设进行研究论证：（1）家庭环境能显著预测抑郁；（2）宿舍人际关系

在家庭环境对抑郁的影响中具有中介作用；（3）心理韧性在家庭环境对抑郁的影响中具有中介作用； 

（4）宿舍人际关系和心理韧性在家庭环境对抑郁的影响中具有链式中介作用。假设模型如图 1 所示。

心理韧性 宿舍人际关系

家庭环境 抑郁情绪

图 1  假设模型图

Figure 1 Hypothetical model diagram

2  对象和方法

2.1  研究对象

研究对象选取某大学本科生 331 名，采取问卷星网络平台，电子问卷形式进行调查，共收集问卷

365 份，并剔除规律性作答和作答时间过短等无效问卷 34 份。最终获得有效问卷 331 份，问卷有效率

90.7%。其中男生 167 人，女生 164 人；大一 71 人，大二 58 人，大三 86 人，大四及以上 116 人；月生

活费 1000 元以下 21 人，1000 ～ 1999 元 205 人，2000 ～ 3000 元 76 人，3000 元以上 29 人。

本研究所有被试均已被告知并同意问卷数据仅为学术研究所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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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研究工具

2.2.1  家庭环境量表简式中文版（family environment scale chinese version，

FES-CV）

量表初始版本由美国心理学家 MOSS 等［32］于 1981 年编制，包含三个家庭环境维度，即凝聚力、自

由表达度和成员公开矛盾。采用 2 级计分（1= 是，2= 否），得分范围为 27 ～ 54 分，得分越高表明家

庭环境越积极。家庭环境量表简式中文版信效度经薛亮［33］等人验证证明信度、效度良好。

2.2.2  大学生宿舍人际关系诊断量表

由杨荣［18］基于之前编制的大学生人际关系诊断量表改编而得出，共 28 个题目，分为四个维度，包

含内部个人特质和外部环境与人际支持内容，得分分为 0 分到 1 分的 5 个等级选项，计分标准为总分等

于各个题目得分之和，得分越高表明人际关系的困扰越大。总量表内部一致性信度为 0.919，量表具有

良好的信度和效度。

2.2.3  心理韧性量表（resilience scale for chinese adolescent，RSCA）

由胡月琴和甘怡群［34］于 2008 年共同编制，从五个维度对个体的心理韧性水平进行考察。采

用 1 ～ 5 级评分标准，一共包括 27 个挫折和负面情境描述，其中 12 个为反向计分题目，分数越

高，表明心理韧性越好，该问卷的 Cronbach’sα 系数为 0.85，各维度的 Cronbach’s a 系数也均在

0.677 ～ 0.789 之间。

2.2.4  流调用抑郁自评量表（center for epidemiological studies-depression，

CES-D）

该量表由拉德洛夫（Radloff）［35］于 1977 年编制，主要用于广泛性地筛选抑郁情绪个体和临床方面

的抑郁症确诊。量表共包含 20 个条目（包含 4 个反向计分条目），分为 4 个影响因子。量表采用 4 点

计分制，本研究中以 40 分作为判断是否具有抑郁情绪的标准，40 分及以下为无抑郁情绪，40 分以上为

有抑郁情绪，并以 50 分和 60 分划分轻度、中度和重度抑郁情绪。中文版本由章婕［36］等进行修订，在

大学生群体中具体良好的信效度。

2.3  统计方法

运用 SPSS26.0 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统计数据均符合正太分布，以平均数和标准差表示，采用独立

样本 t 检验和单因素 ANOVA 检验比较在人口学变量和在 4 个研究因素的得分的差异；采用积差相关分

析各个变量的相关性；采用偏差矫正的 Bootstrap 法对中介效应的显著性进行检验。

3  研究结果

3.1  人口学变量上的差异性比较

3.1.1  性别的差异性比较

由表 1 可知男女生在家庭环境、宿舍人际关系、心理韧性和抑郁情绪上均不存在显著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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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变量在性别上的差异性比较（x±s）

Table 1 Differences of variables in gender (x±s)

变量 男（n=167） 女（n=164） t
家庭环境 46.36±7.411 45.33±7.168 1.285

宿舍人际关系 58.98±23.764 60.22±22.402 -0.490
心理韧性 104.71±21.536 100.18±20.221 1.972
抑郁情绪 38.07±12.959 42.17±13.027 -2.870

3.1.2  年级的差异性比较

由表 2 可知，不同年级在家庭环境和心理韧性上具有显著差异。家庭环境上，大二和大三年级得分

显著高于大四及以上年级。在心理韧性上，大三年级得分显著高于大一和大四及以上年级。

表 2  变量在年级上的差异性比较（x±s）

Table 2 Differences of variables at grades (x±s)

                         变量
      年级

家庭环境 宿舍人际关系 心理韧性 抑郁情绪

1. 大一（n=71） 46.11±6.796 63.17±22.023 99.35±22.061 40.65±13.103
2. 大二（n=58） 47.03±6.396 54.76±19 104.02±20.744 40.64±13.68
3. 大三（n=86） 46.97±6.997 58.09±21.726 108.28±18.692 37.99±13.323
4. 大四及以上（N=116） 44.27±8.005 60.96±26.106 99.28±21.292 41.07±12.726

F 3.085* 1.67 3.815* 1.025
LSD 2，3>4 — 3>1,4 —

注：*p<0.05 **p<0.01 ***p<0.001，下同。

3.1.3  月生活费上的差异性比较

由表 3 可知，在家庭环境上月生活费 3000 元以上的学生得分显著高于其他类型；在宿舍人际关系

方面，月生活费 1000 元以下和 3000 元以上的学生得分显著低于其他学生；在心理韧性方面，月生活费

3000 元以上的学生得分显著低于月生活费 1000 ～ 3000 元的学生；在抑郁情绪方面，生活费低于 1000

元的学生得分显著高于月生活费 1000 ～ 1999 元的学生，均具有统计学意义。

表 3  变量在月生活费上的差异性比较（x±s）

Table 3 Differences of variables at monthly living expenses (x±s)

                                        变量
月生活费（元）

家庭环境 宿舍人际关系 心理韧性 抑郁情绪

1. 1000 以下（N=21） 46.1±7.293 81.38±33.643 96.67±26.641 46.62±15.351
2.1000 ～ 1999（N=205） 46.74±6.179 55.46±18.661 105.36±18.249 38.77±12.436
3.2000 ～ 3000（N=76） 45.22±8.278 59.82±21.76 102.67±21.674 41.45±13.076

4.3000 以上（N=29） 41±9.838 72.45±31.745 85.66±24.9 41.31±15.124
F 5.718* 12.651** 8.590** 2.82*

LSD 4<1,2,3 1>2,3;4>2,3 4<2,3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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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和相关分析

对四个主要变量进行积差相关分析，结果如表 4 所示。家庭环境和宿舍人际关系抑郁情绪呈显著负

相关，和心理韧性呈显著正相关；宿舍人际关系和心理韧性呈显著负相关，和抑郁情绪呈显著正相关。

心理韧性和抑郁情绪呈显著负相关，均具有统计学意义。

表 4  变量的相关性

Table 4 Correlation between variables

x±s 家庭环境 宿舍人际关系 心理韧性
家庭环境 45.85±7.298 1

宿舍人际关系 59.59±23.073 -0.268** 1
心理韧性 102.46±20.986 0.310** -0.274** 1
抑郁情绪 40.1±13.134 -0.210** 0.229** -0.225**

3.3  宿舍人际关系和心理韧性的中介效应分析

使用 SPSS 中 PROCESS 的 Model6（链式中介模型）进行中介效应检验，设定重复抽样为 5000 次， 

95% 的置信区间。将家庭环境得分作为自变量，抑郁情绪得分作为因变量，宿舍人际关系和心理

韧性依次作为中介变量。由表 5 可知，家庭环境能负向预测宿舍人际关系和心理抑郁情绪，能正

向预测心理韧性；宿舍人际关系能负向预测心理韧性，正向预测抑郁情绪；心理韧性能负向预测

抑郁情绪。

表 5  回归效应分析

Table 5 Regression effect test

回归模型 整体拟合指数 回归系数显著性
结果变量 预测变量 R R2 F β t

宿舍人际关系 家庭环境 0.268 0.072 25.435*** -0.268 -5.043***

心理韧性
家庭环境

0.368 0.136 25.752*** 0.255 4.787***

宿舍人际关系 -0.206 -3.869***

抑郁情绪
家庭环境

0.307 0.094 11.304***

-0.124 -2.195*

宿舍人际关系 0.156 2.795**

心理韧性 -0.143 -2.530*

由表 6 可知，家庭环境对抑郁情绪的直接效应，宿舍人际关系和心理韧性在家庭环境和抑郁情绪的

中介作用，宿舍人际关系和心理韧性的链式中介作用均具有统计学意义。在总效应当中，直接效应占比

59%，宿舍人际关系的中介效应占比 20%，心理韧性的中介作用占比 17.3%，宿舍人际关系和心理韧性

的链式中介作用占比 3.7%，总间接效应占比 41%。综上所述，假设（1）、（2）、（3）、（4）均成立，

此模型为链式中介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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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中介效应分析

Table 6 Chain mediated effect test

路径 SE 效应量（%） 95% 的置信区间
家庭环境→宿舍人际关系→抑郁情绪 0.0374 20.0% -0.1564 ～ -0.0065

家庭环境→心理韧性→抑郁情绪 0.0361 17.3% -0.1465 ～ -0.0057
家庭环境→宿舍人际关系→心理韧性→抑郁情绪 0.0091 3.7% -0.0358 ～ -0.007

直接效应 0.1017 59.0% -0.4233 ～ -0.1564
总效应 0.097 100.0% -0.5693 ～ -0.1877

注：间接效应中的 SE 为 Boost SE。

4  讨论

4.1  各变量在人口学上的差异讨论

整体来看，当代大学生家庭环境普遍良好，宿舍人际关系的困扰较少，心理韧性良好，但抑郁情况

不容乐观，本研究中抑郁情绪检出率为 47.1%（n=156），其中中度和重度抑郁情绪又占 40%（n=63）。

同时宿舍人际关系的得分差异明显（按照标准分数极差为 4.49），这与前人研究相近［37］，表面大部分

宿舍的人际关系比较良好，但宿舍人际问题一旦发生，往往难以解决持续恶化。

本研究发现，家庭环境、宿舍人际关系、心理韧性和抑郁情绪在性别上并不显著差异，这和姚本先［38］、

王雷霞［39］、谢颖［40］、黄保红［41］等人的研究一致。从年级上看，大四年级及以上学生的家庭环境和心

理韧性得分均最低，大四及以上年级学生多为毕业年级，不仅自身面临压力大，情绪容波动，同时来自

家庭家长的压力也会随着增加。

从月生活费上看，月生活费 3000 元以上的学生，在家庭环境、宿舍人际关系和心理韧性上都显著

差于大部分学生，这与曾庆萌［48］的研究相一致，这一结果是受到了个体家庭生活方式、情感表达、认

知行为习惯等原因的影响，另一方面也与样本量较少有关，同时，以往研究表明父母陪伴的缺失会显著

负向预测心理韧性［42］，这可能在一定程度上解释月生活费 3000 元以上的学生是因为缺少了父母的陪伴

而导致的心理韧性较差。同时月生活费 1000 元以下的学生宿舍人际关系最差和抑郁情绪程度最高，这

与前人［43］研究一致，家庭贫困将直接影响到大学生的心理健康。

4.2  中介作用的讨论

本研究中，宿舍人际关系和心理韧性均能在家庭环境影响抑郁情绪中起到部分中介作用，且二者共

同起到链式中介效应，其中宿舍人际关系的中介作用效应量更高。

本研究验证了宿舍人际关系的部分中介作用，以往研究［44］表明家庭环境对青少年人际交往会产生

认知行为上的代际传递，在家庭环境欠佳的家庭成长的大学生，更容易出现人际冲突。但在建立宿舍人

际关系之前，由于亲子关系的特殊性和家庭的庇护，个体难以意识到自己的问题，不懂得如何处理人际

冲突，进而不良的人际冲突会加剧抑郁［45］。

同时，本研究还验证了心理韧性的部分中介作用，以往研究表明，父母冲突、［41］父母教养方式［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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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显著预测心理韧性，根据心理韧性的形成理论，良好的家庭环境作为保护性因素一方面能促进个人心

理健康的发展，另一方面能够提高家庭和良好人际关系的支持，使得大学生更好地适应学习生活中的新

变化，减少抑郁情绪程度。

本研究还验证了宿舍人际关系和心理韧性在家庭环境对抑郁情绪影响当中的链式中介作用。说明建

立良好的宿舍人际关系能促进大学生更好地适应学校学习和生活，这与前人［46］研究一致。家庭环境给

大学生个体带来的影响能够进一步影响到大学生的宿舍人际关系，而良好的宿舍环境和人际关系能显著

促进心理韧性的发展，进而形成健康心理的良性循环，使得大学生能够更加积极地面对求学历程中的挑

战和挫折，降低大学生的抑郁情绪。

5  结论

本研究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通过问卷调查法进一步明确了四者之间的相互关系和作用路径：宿舍

人际关系和心理韧性能够在家庭环境对抑郁情绪的影响中产生链式中介作用。更好的家庭（成长）环境

能够帮助大学生更好地适应高校生活，拥有更为良好的心理健康水平，同时也启示高校的学生工作，要

将家庭、学校、宿舍更好地结合起来，为学生的成长成才提供多方面的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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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mpact of Family Environment on Depression among 
College Students: The Chain Mediating Effect of the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 of Dormitory and Psychological 
Resilience

Li Chenhao Wang Yanmin

North China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angshan

Abstract: To investigate the role of the chain mediation of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s and psychological 
resilience in dormitories in the influence of family environment on depression among college students. 
This study conducted a questionnaire survey on 331 undergraduate students and found that there 
was a significant nega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family environment and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s in 
dormitories, as well as depression, and a significant positive correlation with psychological resilience; 
There is a significant nega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s and psychological resilience 
in dormitories, and a significant positive correlation with depression. There is a significant nega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psychological resilience and depression. Family environment can significantly 
negatively predict depression. Conclusion: Dormitory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s and psychological 
resilience play a chain mediating role in the impact of family environment on depression among college 
students.
Key words: Family environment;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 of dormitory; Psychological resilience; 
Depress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