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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1

从心理学角度看，建立亲密关系是人类社会中的一

种适应性行为。根据埃里克森人格发展阶段论，大学生

正处于第六阶段，也就是“亲密对孤独”的发展阶段。

王玲玉（2021）认为，良好亲密关系是大学生个体心理

健康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对于大学生来说，在

这一阶段获得归属与爱的需要，形成爱的品质是其心理

发展的主要任务之一。

什么是“亲密关系”? 在研究大学生亲密关系之前，

了解“亲密关系”的概念是非常关键的。一直以来，国

内外学者关于亲密关系有着多种不同的见解。对亲密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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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的看法取决于回答者本身，这是由于亲密关系是一种

有着多种成分的复杂概念（布雷姆，2005）。Aron 提出

亲密关系的本质是将他人融入自我的概念中（侯玉波，

2013）。整体而言，亲密关系的定义可以分为广义和狭义

两种：从广义看，亲密关系注重关系双方相互影响，相

互依赖和信任的程度。它不受双方具体身份的限制，具

体包括家人关系，朋友关系，恋人关系等。而狭义的亲

密关系主要用来指代伴侣关系，包括恋爱关系和婚姻关

系等。本研究主要关注广义层面，即分析大学生与父母

之间的亲密关系。

二、相关理论

（一）埃里克森人格发展理论

埃里克森将个体一生的发展划分为八个紧密关联的

阶段。他认为个体在不同的人格发展阶段会面临特定的

目标，冲突和任务。在八个阶段中，后一阶段的发展依

赖于前一阶段，危机或冲突的解除标志着向下一阶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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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化。根据这一理论，大学生正处于第六阶段——成年

早期（18-25 岁）的发展阶段。建立良好同一性的个体

在这一阶段才能与他人建立良好的亲密关系，从而获得

亲密感。反之，处于同一性混乱或没有形成同一性会使

个体陷入孤独，难以实现爱的需要。大学生正处于成年

早期，是良好亲密关系发展的关键时期。

（二）依恋理论

依恋是个体与重要他人，即父母，朋友，恋人，老

师等建立的持久，稳定，强烈的情感联系。“依恋是抚

养者与孩子之间一种特殊的情感联结。”心理学家 Bowlby

（1982）首次提出依恋理论，从婴儿等的行为出发探索关

系的亲密度。在此基础上，Ainsworth（1978）等人通过

实验将婴儿依恋划分为三种类型：安全型、回避型和焦

虑型。Hazan 和 Shaver（1987）发展了成人依恋理论，并

推广到成人亲密关系研究。他们通过研究法发现，安全

型个体比不安全型个体具有更高的关系满意度，更容易

建立和维持良好亲密关系。Bartholomew 等人在已有研究

基础上，对依恋类型进行了进一步的划分。

除上述两种主要的理论外，与亲密关系研究相关的

理论还有社会学习理论，动机理论，相互依赖理论和关

系取向理论等。

三、研究设计

（一）研究问题

研究问题主要有两个：当代大学生与父母亲密关系

现状如何？影响大学生与父母亲密关系的因素有哪些？

（二）研究现状和方式

通过梳理文献可以发现，现阶段国内外关于亲密关

系的研究多为狭义层面。学者主要集中于研究恋人，夫

妻之间的亲密关系，对父母，朋友等层面的研究较少。

同时，国内对亲密关系的研究处于刚起步阶段。亲密关

系的研究方法多采用问卷的形式，目前已有许多权威的

量表和问卷如《亲密关系体验量表》、《亲密关系满意度

问卷》等。与问卷的方式相比，访谈能获取更加真实的

信息，通过微表情，动作，语调等可以深入了解受访者

的内心世界。因此本研究采用个案访谈的方式对 5 位在

校大学生进行调查和分析。

（三）访谈对象

本研究通过随机选样的方式选取了 5 位在校大学生。

其中，男生 2 人，女生 3 人，年龄均处于 22-24 岁之间。

（四）研究程序

首先，确立访谈提纲。通过查找资料，访谈提纲共

设置 13 个大问题。提纲设置结合研究目的涉及亲情，友

情，爱情三个维度，本文主要聚焦于分析家庭维度。其

次，确定访谈时长和形式。访谈通过电话的线上形式进

行，每位受访者时长均在 30 分钟以上。最后，正式进行

访谈。访谈过程按照大纲灵活进行，尽可能深入的挖取

信息。访谈结束后将录音转成文本进行研究分析。

四、案例分析

（一）现状分析

受访者 1，女，24 岁，性格外向，活泼开朗。在她

看来，现阶段与父母关系很亲密，经常会主动交流和沟

通，很享受目前的状态；受访者 2，女，22 岁，性格较

内向。她认为目前与父母关系更加亲密，会更加主动和

父母交流（尤其倾向于和父亲交流）；受访者 3，男，性

格内向。他与父母现阶段关系更加亲密和亲近，但是不

太善于主动和父母交流；受访者 4，女，23 岁，性格外

向开朗。她会经常主动和父母双方交流，目前相处是亲

密中带有一定界限感；受访者 5，男，22 岁，性格较为

外向，易相处。他认为上大学以来与父母的关系很亲密，

自己会主动和他们交流（更多倾向于和父亲交流）。

可以看出，5 位受访者均在不同程度上与父母建立

了良好的亲密关系，获得了亲密感。其中，受访者 1 和 5

与父母很亲密；受访者 2 和 3 处于更加亲密的状态；受访

者 4 则与父母关系亲密。基于此现状，作者对影响他们

与父母之间良好亲密关系的因素进行了分析。

（二）影响因素

通过分析得出，这五位受访者与父母亲密关系主要

受家庭教育方式，相处模式，自我成长，性格和交流话

题等其他因素的影响。

1. 教育方式

父母的教育方式对子女的心理健康和人格发展有着

至关重要的作用。有研究表明，父母的教育方式在儿童

不同的发展阶段都有一定的作用，持续影响着青少年的

发展。对于大学生来说，父母正确的教育方式有助于其

在这一阶段亲密关系的发展，从而形成良好的人格。通

过分析得出，五位受访者均在这一时期受到良好的教育

方式。

受访者 1 提到，“虽然从小他们在学习上对我较为

严厉，但却给予我尊重，支持和更多的空间。父母教会

我一些做人的道理，也鼓励我学会去展现自己。目前他

们对我的这种态度更加明显，我有更多的决定权和自主

权。”

受访者 2 认为，“我妈妈在我上小学，甚至初高中是

更多对我是管控，喜欢替我做决定。那时候父母是以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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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很威严的身份教育我。但是上大学以来，他们把我当

做一个成人来看待。无论在生活还是其他方面，他们都

会更愿意听我的想法和意见。他们对我这种教育方式的

转变也是让我们现在关系更加亲密的一个重要原因。”受

访者 3 也有类似的经历和感受。

受访者 4 在采访中说道，“上初高中的时候父母对我

学习上管的会更多一点，有时候做决定不会考虑我的看

法。但是现在，他们给予我一些独立自主的权利和自由

的空间。例如，在做决定之前会和我商量，把我的看法

纳入他们的考虑范围内。”

受访者 5 也认为父母的教育方式是影响他们现阶段

关系的重要因素之一，“我的父亲从小就把我当作朋友来

看待，理解尊重我。我的母亲更多是对我生活和学习进

行管控，但是现在她也在慢慢转变她的教育方式，所以

我们现在的关系变得很亲密。”

由此看出，良好的教育方式是影响大学生与父母亲

密关系的重要因素之一。对于五位受访者来说，父母教

育方式的转变在不同程度上加深了他们之间的关系。

2. 相处模式

无论是与父母，朋友还是恋人等，相处模式是人与

人之间建立和维持良好关系的重要法宝。研究发现，五

位受访者与父母现阶段相处模式都呈现出正向的，积极

的一面。

在谈及与父母相处时，受访者 1 谈到，“目前我与

父母的相处保持一种和平，轻松的状态。当遇到问题或

者矛盾时，我们能和平地沟通和解决问题。”受访者 2 认

为，“现在我与父母之间能更加平等地相处，在交流过程

中他们会尊重和耐心倾听我的想法。”同样，受访者 3 和

4 也提到，“现阶段我与父母更像是以朋友的方式相处，

他们会尊重我的决定。同时，他们会从我的角度出发，

考虑我的感受。”受访者 5 解释到，“在大学阶段，我的

父亲更像是我的倾听者和支持者。他会以朋友方式和我

平等交流，所以我们之间更像是很好的朋友。我的母亲

在和我相处时还是占一定主导地位，但她也会给我尊重

和信任，所以我并不排斥这种相处模式。”

综上，五位受访者在与父母相处时都呈现出共同的

特点：他们之间的相处模式是正向的，积极的。从案例

中可以看出，他们都认为与父母更多是以朋友的方式和

平，平等地相处。大学生刚经历青春期，他们建立起来

的同一性在成年早期需要进一步稳固。父母良好的相处

模式能在不同程度上帮他们树立自信，有助于其人格健

康发展。建立在彼此尊重理解基础上，以朋友的方式相

处可以拉近父母和子女之间的距离，从而获得亲密感。

3. 自我成长

除教育方式和相处模式外，自我成长也是影响大学

生与父母亲密关系的关键因素。对于处在成年早期的大

学生来说，他们在思想和行动上更加成熟和独立。自我

的进一步成长能帮助他们理解和体贴父母，达到情感上

的共鸣。

在采访中，受访者 1 表示，“现在我更能理解父母的

一些做法，深刻地感受到来自他们的关心和爱。作为成

年人，我希望能通过自己的能力去回报父母。例如在节

日或者纪念日的时候，我会通过送小礼物的方式表达我

的爱意。在遇到冲突时，我也能站在他们的立场替他们

考虑。”

受访者 2 也提到自我成长的重要性，“以前我和父母

遇到冲突时，我只会觉得他们不理解我。但是现在完全

不同，我能主动地去思考发生矛盾的原因和解决办法。

例如，有时候发生冲突是因为时代观念不同，所以对问

题看法截然相反。因此，我会更加理解他们，不会要求

他们必须和我想法一致。”

受访者 3 认为，“在大学阶段我更加体贴和理解父

母，这也是我们之间更加亲近的主要原因之一。”

“上大学以来，我自身也有了一定的成长。在一些事

情上我能独立地思考，有自己的想法和判断力。在父母

遇到困难时，我的想法有时也能帮到他们。这样在遇到

其他问题时，他们会主动寻求我的帮助。我认为这也是

我们现在关系亲密的原因之一。”受访者 4 解释道。

受访者 5 在采访中提到，“以前母亲在对我学习和生

活有过多干涉时，我会觉得她不尊重我。现在作为一个

成年人，我能理解她的做法出发点是好的。”

除上述三种因素外，性格和交流话题等其他因素也

影响受访者和父母亲密关系。例如，受访者 1 和 4 提到了

父母和自身性格的影响；受访者 2 和 5 认为和父母有共同

交流话题也是拉近彼此亲密感的因素之一。

五、结论

本研究通过个案访谈的方式对五位受访者与父母的

亲密关系进行了调查和分析。研究主要有两大发现：一

方面，作者发现五位受访者均在一定程度上与父母建立

了良好亲密关系，获得了亲密感。其中，受访者 1 和 5 与

父母很亲密；受访者 2 和 3 处于更加亲密的状态；受访者

4 则与父母关系亲密。另一方面，作者发现父母教育方

式，相处模式和个体自我成长是影响大学生与父母亲密

关系的重要因素。此外，性格，交流话题等因素也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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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影响。

六、启示

在实验结论的基础上，作者对大学生如何与父母建

立和维持良好亲密关系提出以下两点看法。首先，良好

的相处方式是促进彼此关系亲密的关键法宝。对大学生

来说，在与父母相处过程中要注意自己的态度和行为。

在理解和尊重父母的前提下，我们可以提出自己的想法

和感受。其次，共同话题会使关系双方更加亲密。例如，

可以分享自己的兴趣爱好，帮助父母了解更多当代年轻

人的交流话题。同时，换位思考和父母一起做他们喜爱

的事情也是至关重要的。

总之，成年早期是亲密关系形成和发展的关键时期。

良好亲密关系有助于大学生未来人格和心理健康发展，

形成爱的品质。与父母之间保持良好的亲密关系对大学

生与朋友，恋人等他人相处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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