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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独症儿童父母养育焦虑问卷的初始编制

林小芳1　张 璟2　张　玉1

1.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中国·浙江　绍兴　312000

2.江西师范大学，中国·江西　南昌　330022

【摘　要】首先结合文献检索与访谈，建立初始条目库，然后选取江西省某特教机构的208名孤独症儿童父母进行施

测。结果显示，孤独症儿童父母养育焦虑问卷共包含6个题项，分为2个维度(对孩子未来状况的焦虑、对孩子目前状况的

焦虑)，该自编问卷可为临床工作者评估家长心理状态、制定家庭支持方案提供量化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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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神经发育多样性研究显示，孤独症谱系障碍（Autism 

Spectrum Disorders, ASD）的核心临床表现包含社交互动

功能受损、兴趣领域局限性及固着化行为反应模式。相较

于普通儿童及其他发展性障碍儿童父母群体，ASD儿童父母

在教养过程中承受着显著增大的养育压力指数，其焦虑水

平呈现特征性升高趋势(Zhang et al.,2023)。

长时间处于高度焦虑状态不仅会对父母自身健康带来严

重负面影响，还可能引发家庭功能失调，进而对孩子的康

复进程和健康成长造成危害（林小芳,刘圣洁,张璟，2022

）。然而，现有研究大多聚焦于孤独症儿童父母的一般性

焦虑，对养育焦虑的深层次探讨不足，且缺乏有效的评估

工具。基于以往研究，本研究推测，孤独症儿童父母的养

育焦虑在内涵维度上可能与普通发育儿童的父母具有相似

性，即都表现为对子女成长各方面的担忧和不安（桑标, 

1998）。但在具体的焦虑内容上，鉴于孤独症儿童的特殊

性，其父母可能展现出与病症相关的独特养育焦虑。

1　研究方法

1.1初测量表的编制

首先，采用方便取样，对5名孤独症儿童父母进行半结

构式访谈，旨在生成孤独症儿童父母养育焦虑问卷的初始

项目。其中父亲1人，母亲4人（M
年龄

=41.20，SD
年龄

=6.50)。

访谈主要想了解父母们在养育孩子不同阶段的焦虑情况(孙

怡青 等，2020)。

由2名心理学研究生对访谈结果进行整理和归类：首先

对录音文件进行转码处理并删除一些无关内容，其次采用

Nvivo12.0软件对转录文件进行编码。如表1-1所示，采用

类属分析和情境分析方法对数据进行编码(彭鹏 等, 2023)

，最终形成10道初始题项。然后，由2名心理学专家对初始

条目进行独立评审，最终形成包含6个条目的精简版量表。

要求受试者根据条目描述准确评估自身情况，采用Likert

六点计分法进行打分（1分代表"完全不符合"，6分代表"完

全符合"）。个体在该量表的得分越高，表明其体验到的养

育焦虑情绪越高。

表1-1  访谈结果三级编码

类属 范畴 原始语句

对孩子未
来状况的
焦虑

未来独立
生存

“总在想孩子长大后能不能照顾好自
己，这让我特别揪心”

未来能否适
应社会

“等我们年纪大了，最怕他跟不上社会
节奏，自己活不下去”

可能受到他
人欺负

“想到他上学可能会被同学排挤欺负，
心里就揪得慌”

对孩子目
前状况的
焦虑

目前独立
能力

“现在最发愁的就是孩子做什么都离不
开大人帮忙”

目前问题
行为

“孩子总重复做同一件事，这个情况实
在让人放不下心”

目前人际
互动

“他从来不会主动找小伙伴玩，总是一
个人待着，真让人发愁”

1.2被试选取

采用方便取样，选取南昌市2家孤独症培训机构，以问



127

Educational Teaching,教育教学,(6)2024,17
ISSN:2705-0912(Print);2705-0866(Online)

卷星的方式向在该机构训练的孤独症儿童的父母施测。共

发放问卷220份，根据测谎题的回答删除无效问卷12份，

回收有效问卷208份，回收有效率为94.54%。入组的被试

至少养育1名符合诊断标准的孤独症儿童(美国精神医学

学会,2014)。其中男性32人，女性176人；年龄26～55岁     

(M
年龄

=38.1岁，SD
年龄

=2.2岁)。

1.3研究工具

孤独症儿童父母养育焦虑初测问卷

采用自编的孤独症儿童父母养育焦虑问卷，共6个测量

条目，均采用正向计分方式。要求受试者根据条目描述准

确评估自身情况，采用Likert六点计分法进行打分（1分代

表"完全不符合"，6分代表"完全符合"）。个体在该量表的

得分越高，表明其体验到的养育焦虑情绪越高。

1.4研究流程

通过问卷星进行线上测试，所有条目均设置为强制作答

模式，故全程无数据缺失现象。

1.5数据处理及统计分析

应用SPSS 26.0软件完成数据分析，包括描述性统计、

项目分析、探索性因子分析及信度评估。采用Amos 28.0进

行验证性因子分析。

2　分析结果

2.1项目分析

用独立样本t检验对高低分组的条目差异性进行检验。

检验结果表明，所有测量条目在两组间均呈现极显著统计

学差异（p<0.001）。进一步的项目分析显示，各条目的区

分度指标均达到显著性标准，其鉴别力指数均通过统计学

显著性检验。Pearson相关分析证实，条目与总分的相关系

数均超过0.30的推荐标准（p<0.001），显示良好的项目一

致性。

2.2因素结构

首先进行数据适切性评估，样本充分性指标KMO值为

0.767，Bartlett球形检验（χ²=49.532, p<0.001）显示数

据具有显著相关性，满足因子分析前提条件。初步分析提

取出两个特征根大于1的公因子，结合碎石曲线拐点特征及

条目语义分析，最终确定双因子模型。完整保留全部6个测

量条目，无低负载和多重负载条目需剔除，累积解释方差

贡献率达到74.085%。其中：因子1（3条目）聚焦于子女未

来发展的核心领域（生存技能、社会融合及社交能力等）

，命名为”对孩子未来状况的焦虑”；因子2（3条目）集

中反映子女当前现实需求（生活自理、行为管理及日常社

交等），命名为”对孩子目前状况的焦虑”（见表2-1）。

表2-1  孤独症儿童父母养育焦虑问卷的因子载荷(n=208)

题目

维度

对孩子未来
状况的焦虑

对孩子目前状
况的焦虑

日常照料中，子女成年后能否掌握
基本生活技能常使我感到忧虑

0.881

抚育过程中，孩子社会适应能力的
发展前景始终牵动着我的心绪

0.866

面对孩子成长过程中可能面临的同
伴欺凌风险，我时常产生不安

0.831

观察到子女在穿衣、进食等日常自
理任务中需要持续辅助，难免引发

我的紧张情绪
0.875

孩子出现情绪失控或冲动行为等
非适应性表现时，会显著增加我的

心理压力
0.808

目睹子女在社交场合难以进行恰当
的互动交流，常使我产生深切担忧

0.410 0.690

特征值 3.265 1.180

方差贡献率/％ 40.434 33.651

累计方差贡献率/％ 40.434 74.085

注：未显示小于 0.30 的因子负荷。

2.3验证性因子分析

结果显示，孤独症儿童父母养育焦虑双维度理论架构

具有良好适配性，模型结构稳定且符合心理测量学标准。   

（具体指标见表2-2，标准化因子载荷路径图见图2-1）。

图2-1  标准化因子载荷路径图

注：F1，对孩子未来状况的焦虑；F2，对孩子目前状

况的焦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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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2  验证性因素分析各项指标(n=208)

模型 X2/df RMSEA NFI RFI IFI TLI CFI

两因素 2.330 0.080 0.971 0.937 0.983 0.963 0.983

2.4信度分析

本自编问卷的总体α系数为0.814，分量表（对孩子未

来状况的焦虑的α系数为0.859，对孩子目前状况的焦虑的

α系数为0.754）。即本问卷的总体及分维度的内部一致性

信度均较为理想。

3　讨论

本研究通过深度访谈结合量表编制的科学程序，研制

了适用于评估孤独症谱系障碍儿童父母养育焦虑的专用问

卷，包含对孩子未来状况及目前状况的焦虑2个维度。

在对孩子未来状况焦虑维度，照料者的焦虑主要集

中于子女的社会性生存能力发展。根据DSM-5诊断标准

（APA,2013），重度孤独症患者普遍存在功能性交流障碍

和日常生活技能缺陷，这使得主要照料者对子女成年后的

独立生活能力产生持续性担忧。纵向研究数据显示，孤独

症青少年遭遇校园欺凌的比例显著高于智力障碍群体，且

其受害持续时间呈现随年龄增长而延长的特征（Tipton-

Fisler et al., 2018）。这种现状加剧了家长对子女未来

融入社会的焦虑，特别是在融合教育推进背景下，当子女

逐步脱离家庭保护进入普通教育环境时，其异质性行为特

征可能引发同伴排斥（Black et al., 2019），这种预期性

焦虑在学龄期儿童家长中尤为显著。

在对孩子目前状况焦虑维度，家长的即时压力源于子女

当前的核心症状表现。与其它神经发育障碍相比，孤独症儿

童在社交互动、行为模式等方面表现出更显著的临床特征：

包括社交反应缺失、仪式化行为、自我刺激动作等（梅越

等，2023）。这些症状不仅影响儿童当下的学习进程，更可

能形成发展轨迹中的累积性障碍。照料者需要持续应对子女

在情绪调节、问题行为干预等方面的现实挑战，这种长期应

激状态容易引发对子女发展潜能的悲观预期。

4　结论

研究结果表明，本问卷具有可靠的心理测量学指标，其

双因子结构有效反映了特殊需要儿童家庭养育焦虑的核心

维度，可为临床工作者评估家长心理状态、制定家庭支持

方案提供量化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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