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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家庭心理学是指以系统观的视角为出发点，对个体、夫妻及家庭成员生活的广泛社会生态环境内的情感、思

想和行为进行研究的科学。本文在家庭心理学高速发展的大背景下，进行了系统地有关家庭教养方式的理论和实证研究，

力图分析其产生的应用价值意义和作用机制；并在充分讨论家庭心理学大背景下有关临床心理治疗议题的基础上，评价其

意义和贡献。本文期望对家庭心理学中有关临床心理学和教养方式的思想理论进行更进一步研究，以为家庭心理学的建设

有所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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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ypotheses for family clinical psychological assessment of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Research 
on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mental health level and parenting sty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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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amily psychology is a science that studies the emotions, thoughts and behaviors of individuals, couples and family 
members in a broad social ecological environment from a systematic perspective.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family psychology, this paper conducts a systematic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research on family parenting styles, and tries to 
analyze its application value and mechanism. And on the basis of fully discussing the issues related to clinical psychotherapy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family psychology, the significance and contribution of clinical psychotherapy are evaluated. This paper hopes to 
further study the thoughts and theories related to clinical psychology and parenting style in family psychology, so as to provide some 
inspiration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family psych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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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通过随机选取某地区医院8-12岁小学阶段学生，

采用《父母教养方式评价量表（EMBU）》、《父母访谈》、

《儿童访谈》进行分组施测，剔除无效问卷和访谈记录后

得到有效问卷 30 份。采用 spss21.0 对所得数据进行录入、

分析工作，得出以下结论：

根据家庭心理学中有关系统的三角关系概述和假设，

针对儿童家庭心理治疗做以下非线性关系的新假设。1. 教
养方式不一致的父母其内心具有希望一致的动力；2. 治疗

性的系统改变需要突破两次平衡性；3. 一次是从统一性的

负性教养方式到不统一性的教养方式。

11前言前言

1.1 家庭治疗

从国内检索的资料来看，于 90 年代，家庭心理学和临

床心理治疗领域的研究科研工作逐渐开始，内容大致如下

四个方面：一是引进、介绍性工作；二是初步研究部分；

三是家庭治疗在本土化临床工作进程中的初步应用；四是

关于家庭治疗在本土化过程中产生的问题和文化适应性上

的探讨。

1.2 三角关系

在有关的研究中，认为三角关系是家庭及社会组织系

统中三人以上的情绪形态，也是所有情绪系统中基本的组

成单位和最小稳定系统。根据有关学者的观点我们进一步

假设家庭三角关系的本质是一种渴望联结的力量，是一种

社会性的本能驱动的。

22 研究设计研究设计

2.1 研究目的

了解问题儿童的家庭结构、组分和生活情况及其特点；

比较不同教养方式下儿童和相关人口学和分离等议题的统

计学差异；分析家庭治疗中三角关系的动态变化干预模型

并通过实验研究验证；对临床心理治疗的人性观进行家庭

和系统角度的新假设提供新指导。

2.2 研究假设

父母教养方式在儿童青少年人口学资料以及家庭情况

上具有显著性差异；

儿童心理健康水平与父母教养方式的一致性具有显著

差异；

家庭心理学发展进程中，三角关系的概念在临床治疗

中具普遍适用价值。

2.3 研究对象

本研究随机选取了某地市精神卫生中心来访 50 名小学

阶段儿童。本次研究共计访谈和发放问卷 34 次，剔除未回

收和无效问卷及访谈，得到有效问卷及访谈共 30 份，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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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为 88.23%。

2.4 研究工具

父母教养方式评价量表（Inventory for Measure-ment of  
Parental Rearing Pattern）是瑞典学者帕瑞斯等 1980 年编制

的临床量表。后来，许多国家予以修订，进行了跨文化交流。

测量五个主因素：情感温暖、惩罚严厉、过分干涉、偏爱溺爱、

拒绝否认。

父母访谈，是一种常用的心理咨询工作形式，主要用

于未成年人咨询中和家庭父母的联合治疗关系建立。实际

上，过去以往的研究文献和临床经验告诉我们，父母的积

极支持和密切配合都是疗效产生的至关重要部分，从了解

家长立场、建立合作关系开始，慢慢设定目标，迈向切实

可行的改变。

2.5 研究方法

2.5.1 施测过程

本研究主试由精神卫生中心心理测量师进行担任，在

施测前对主试进行了严格的培训，在医院测量室内集体施

测。

施测时，首先，主试统一宣读指导语和保密原则，告

知受测人员回答没有好坏对错之分；其次，主试对受测人

员提出的问题进行解释，学生自主回答；最后，给每位学

生发放一份父母养育方式量表并当场收回，时间控制在 25
～ 35 分钟。施测完成后收集量表结果并休息。

在休息 10 分钟之后，进行父母访谈，采取前两个步骤：

1. 确定家长求助动机；2. 确定认知方式和角度。评分等级

如下：精神科确诊的重性精神障碍 --10 分；疑似精神病性

症状 --9 分；疑似歇斯底里 --8 分；疑似严重抑郁焦虑症状

--7 分；疑似神经症 6 分；疑似剧烈抑郁焦虑状态 --5 分；

疑似中度焦虑抑郁状态 --4 分；疑似轻微焦虑抑郁状态 --3
分；相对正常范畴的应激状态 --2 分；相对正常的适应性反

应 --1 分。

2.5.2 数据处理和分析

本研究在访谈和量表收集后首先剔除无效数据。然后

采用 SPSS21.0 录入数据，替补缺失值并进行共同方法偏差

检验、描述性分析、独立样本 t 检验以及单因素方差分析

等数据处理工作。

33 结果结果

3.1 家庭问题严重程度基本情况

表 1 家庭问题严重程度评估结果描述性统计

N 极大值 极小值 M SD

问题家庭 30 9.00 1.00 5.00 2.45

表 1 中，N 为有效数据的家庭总数，M 为所有有效数

据家庭的家庭问题严重程度的综合平均数，SD 为总体样本

的标准差。从上表可得信息，父母访谈后家庭问题严重程

度平均为疑似剧烈焦虑抑郁状态，最严重的家庭为疑似精

神病性症状程度，最轻的家庭为相对正常的适应性反应程

度。

3.2 问题家庭父母养育方式五因子基本情况

表 2 父母教养方式五因子水平下家庭问题严重程度描述性统计

均异常 一方异常 均正常

N 百分比 /% M N 百分比 /% M N 百分比 /% M

情感温暖 0 0.00 0 1 3.33 3 29 96.67 5.07

过分干涉 1 3.33 9 3 10.00 5 26 86.67 4.85

偏爱溺爱 3 10.00 7.67 1 3.33 8 26 86.67 4.58

惩罚严厉 8 26.67 7.25 14 46.66 4.43 8 26.67 3.75

拒绝否认 7 23.33 7.57 7 23.33 5.71 16 53.34 3.56

表 2 中，可以得知父母养育方式五因子中，情感温暖、

过分干涉和偏爱溺爱三维度的人数在不同养育方式统一性

下人数最多占比最大的为：均正常，且均占比超过 85%。

在惩罚严厉这一因子维度下，均异常和均正常人数和占比

相等，均为 8 和 26.67%。在拒绝否认这一因子维度下，一

方异常和均异常人数和占比相等，均为 7 和 23.33%。

3.3 父母惩罚严厉和拒绝否认的差异性检验

为了了解父母双方不同统一性的教养方式对家庭问题

严重程度的影响，本研究采用独立样本 t 检验和标准差计

算对家庭父母惩罚严厉和拒绝否认两因子的父母养育方式

统一性进行统计分析，结果如表 3 和表 4 所示。

表 3 家庭父母惩罚严厉和拒绝否认的标准差统计结果

均正常 SD 一方异常 SD 均异常 SD
惩罚严厉 2.60 2.14 1.16

拒绝否认 2.00 2.06 0.98

表 4 家庭问题严重程度在父母养育方式一致性上的差异

因子
惩罚严厉

均异常 * 均正常

拒绝否认

一方异常 * 均异常
t 1.89 1.83
P 0.006 0.030

由表 2.3 和表 2.4 可知，家庭父母养育方式的统

一性具有显著的家庭问题严重程度差异，在惩罚严厉

（t=1.89,p<0.05）和拒绝否认（t=1.83,p<0.05）上，均异常

的家庭问题严重得分分别显著高于均正常和一方异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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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讨论讨论

本研究发现，问题家庭的父母学历水平最多占比的为

大学程度，问题家庭的生育子女情况占比最多的为多生子

女家庭。且家庭系统理论中，三角关系中，两人关系中的

焦虑和压力过载，将引入第三人的存在来应对焦虑和压力，

而第三个人也成为了压力和焦虑的承载对象，因为父母双

方的养育方式均为负面消极的维度，将在这一维度上难以

处理相应的压力和应激事件，因此孩子作为替罪羔羊成为

家庭系统中的症状学个体。

55 结论结论

通过研究和数据分析我们得到父母养育方式在临床家

庭心理治疗中的启示如下：

1. 问题家庭在父母学历背景等人口学资料以及临床信

息水平上有明显占比差异。在年龄水平上无显著差异

2. 问题家庭中，父母教养方式的风格统一性在家庭问

题严重程度上有显著差异，儿童心理问题越严重的家庭其

父母教养方式在严厉惩罚和拒绝否认水平的一致性上越显

著。根据家庭心理学中有关系统的三角关系概述和假设，

针对儿童家庭心理治疗的干预方案，我们认为可以进行如

下的非线性关系的过程，即治疗性的系统改变需要突破两

次平衡性；（1）一次是从统一性的负性教养方式到不统一

性的教养方式；（2）一次是从不统一的教养方式到统一性

的正性教养方式；（3）最后需要在稳固的治疗态度氛围下

进行一定程度的针对索引病人依恋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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