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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基于“中国教育追踪调查”(CEPS) 2014年七、九年级两个同期群为调查样本，旨在探讨在中学阶

段，家庭亲子关系与社会支持对中学生心理健康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亲子关系和社会支持均能显著

影响中学生的心理健康，亲子关系和社会支持均能正向预测中学生的心理健康；其中，父子关系对青少

年心理健康的影响大于母子关系的影响，并且来自家庭外部的支持如朋辈支持与家庭内部给予中学生的

支持在亲子关系与其心理健康之间的逻辑作用并不一致，出现了显著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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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is based on the China Education Panel Survey (CEPS) 2014 survey sample of two co-
horts of seventh and ninth graders, and aims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amily p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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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t-child relationship and social support on the mental health of secondary school students. The 
study found that both parent-child relationship and social support can significantly affect the 
mental health of secondary school students, and both parent-child relationship and social support 
can positively predict the mental health of secondary school students; among them, the father- 
child relationship has a greater impact on the mental health of adolescents than the mother-child 
relationship, and the support from outside the family, such as peer support, and the support given 
to secondary school students from within the family do not have the same logistic role in the rela-
tionship between parent-child relationship and their mental health, which is consistent and sig-
nificant differences emerg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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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生态系统理论认为个体毕生发展都处于一系列相互嵌套、交互影响的环境系统[1]。该理论十分强调

影响个体的一系列环境系统的近端过程，着眼于个体与其所处近端环境之间的循环相互作用，例如亲子

关系、亲子互动和社会支持等。其中，亲子关系作为家庭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颇受关注，目前已

经广泛应用于青少年、中学生、大学生等心理健康问题的研究，也衍生了不少研究从家庭和学校来论证

亲子关系和社会支持对中学生心理健康的影响，也有不少探讨社会支持的结构成分研究以试图了解社会

支持对个体的身心健康的作用路径。但尽管如此，亲子关系作为中学生最基本的保护系统如何通过影响

家庭内外所获得的支持来保护青少年的心理健康尚未明确，因此，本研究拟考察亲子关系与不同类型社

会支持在心理健康之间的影响路径。 

2. 文献综述与研究假设 

(一) 亲子关系与中学生心理健康 
以个体为圆心扩散开来的诸多环境系中良好的亲子关系与个体的情感功能和适应能力均存在密切联

系[2]。亲子关系是由家庭成员中的父母和子女的互动所建立的定义已然就决定了它是个体最早接触的社

会关系[3]，无论是个体的人格发展，还是社会认知、心理健康等都会受其影响[4]；良好的家庭关系是孩

子健康发展的必要保障，生活在高质量亲子关系的家庭中的孩子心理健康问题会显著低于生活在低质量

亲子关系的家庭中的孩子，而诸如亲子冲突等消极的亲子关系往往会导致孩子高水平的焦虑、抑郁等心

理健康问题[5]。生活中亲子关系质量不好的家庭中的孩子往往很容易出现校园欺凌、网络成瘾、冒险行

为、逆反心理与行为适应等多种问题[6]。冲突型亲子关系家庭中孩子的网络成瘾显著高于依恋型青少年

的网络成瘾倾向；针对罪犯犯罪的研究认为罪犯幼年时期往往都与父母存在着不愉快亲子关系；[7]这些

研究几乎都论证了不良的亲子关系是导致青少年品行障碍、精神错乱、自杀及犯罪倾向等心理健康或心

理问题的重要来源[8]。另外，不良亲子关系还是孩子冒险行为的重要预测因素，改善亲子关系自然也就

能够预防和干预孩子在生活与社会中存在的冒险行为[9]。可见，在生态系统理论中，亲子关系作为孩子

发展的重要外部资源对其心理健康具有重要影响。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良好家庭关系有利于促进青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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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健康[4]；但值得注意的是，亲子关系作为外在环境因素，是如何通过影响内在心理因素来保护青少

年的心理健康，目前探讨较少。因此本文除了探讨亲子关系对中学生心理健康的影响之外，还将探讨亲

子关系是如何发挥外部环境的作用来影响中学生的心理健康。 
(二) 社会支持与中学生心理健康 
社会支持是个体从其所拥有的社会关系中获得的精神上和物质上的支持，良好的社会支持有助于个

体身心健康的发展，反之则会损害个体的身心健康[10]。理论上关于社会支持主要有主效应模型和缓冲器

模型；其中，主效应模型一致认为社会支持具有普遍的增益作用，即社会支持给个体的生活提供了可预

测性和稳定性以及自我价值的确定性[11]。参与社会网络可能会直接产生积极的心理状态，如归属感、安

全感等，很多传统意义上定义的生活事件实际上是社会关系的断裂，如离婚、丧失亲人等，这一假设在

社会孤独者与高社会支持者身上都得到了证实；例如孩子从父母、老师和同辈群体处获得的社会支持越

多，出现心理健康问题的可能性就越低。缓冲器模型理论则认为社会支持往往以间接方式调节个体的身

心健康，例如朋辈支持可缓冲农民工随迁子女人际敏感性对其排斥知觉的正向影响，还可以降低人际敏

感性通过排斥知觉对心理健康的负面影响[12]；亲子关系通过社会支持和心理素质的单独中介作用与链式

中介作用对中学生心理健康产生影响[13]。尽管这些研究存在差异，但主要还是验证了社会支持的主效应，

将社会支持作为“缓冲剂”影响个体的心理健康的研究极为有限，而作为一种支持性资源或支持性行为，

无论家庭还是学校，对维持中学生良好的心理健康水平具有重要意义，而目前对社会支持的定义是一种

是混合使用的定义，或单独使用某一种特定的社会支持，并没有将不同类型的社会支持放在同一框架下

使用。对此，本研究将社会支持细化为家庭支持、学校支持和朋辈支持，探析这三种类型的社会支持在

亲子关系与中学生心理健康之间的影响路径。 
(三) 本文的研究框架 
在缓冲器模型理论中，它已经探讨了对心理健康的中介作用机制，但它仍然是在讨论诸如压力、心

理素质等因素如何传导至个体的心理健康，但是笔者认为目前对社会支持和心理健康的影响，并没有探

讨据不同类型的社会支持作为亲子关系与中学生心理健康的影响机制。良好的亲子关系是孩子成长中习

得基本知识、技能、行为及价值观的重要来源。不仅满足能个人成长与发展中的物质需求，同时也能够

满足精神上的需求，还有利于促使孩子成功地发展各种社会人际关系，是影响其身心发展的重要来源。

因此，在家庭生态系统中建立积极的亲子关系有助于提升中学生心理健康，减少抑郁症等心理问题，塑

造健康的亲子关系有利于降低家庭成员身患抑郁、焦虑的可能性[3]。可见，亲子关系在家庭成员的努力

和帮助下既能够改善原本的亲子关系，也能帮助孩子形成较高的心理健康水平。但值得一提的是，来自

家庭成员的支持与帮助在亲子关系与孩子的心理健康之间的作用路径是不明确的。笔者猜想来自家庭成

员的支持和帮助在亲子关系与孩子的心理健康之间起着重要的桥梁作用，对此提出研究假设 H1：亲子关

系和家庭给予的支持均对中学生心理健康水平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并且家庭支持在亲子关系与中学生

心理健康之间起着重要的中介作用。 
中学生除了属于家庭，还无法脱离学校。在学校这个系统中，教师和同学往往是参与中学生身心发

展的重要因子。根据压力缓冲模型，个体因重大压力导致的消极情绪能被来自环境中的社会支持有效缓

解。面临日渐加重的学业压力，初中生难免会产生负面情绪，此时来自父母的鼓励和陪伴可以有效缓解

压力事件导致的心理健康隐患，进而保护他们的情绪和心理健康[14]。中学生在家庭和学校所获得的支持

和帮助也同样如此，当中学生不能从父母处得到适合的社会支持时，他可以转向自己的教师或者同伴，

从他处寻求适当的帮助[15]，以往依赖家庭、依赖父母的行为也开始慢慢转移到接受教育的学校和收获除

亲情之外的其他亲密情感的群体，他们从同学、教师甚至朋友处所获得的支持和帮助一定程度上代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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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给予的帮助和支持。但这个过程中，中学生从家庭获得的支持到学校系统中就转化成了从同学、朋

友处获得的朋辈支持和从教师处获得的学校支持，这两种来自家庭外部的支持对调节影响亲子关系与中

学生心理健康是不明确的。对此提出研究假设 H2：朋辈支持和学校支持对中学生心理健康水平具有显著

正向影响；并且这两种来自家庭外部支持在亲子关系与青少年心理健康之间起调节作用。 

3. 数据分析与方法 

(一) 数据来源 
本文所使用数据来源于中国教育追踪调查(China Education Panel Study，简称 CEPS) 2013~2014 年基

准数据，该项调查涉及全国 112 所学校、438 个班级、约 2 万名学生作为调查样本，本研究所使用的学

生数据包含七年级和九年级学生共 19,487 个样本，本文将两个年级所有学生样本均纳入了数据分析，由

于部分样本某些选项存在缺失，因此数据分析中在软件分析默认状态下有效样本并不一致。 
(二) 变量选取 
1. 被解释变量 
本文对心理健康的测量主要采用中国教育追踪调查编制的测量中学生心理健康量表。该量表共 5 题，

包含沮丧、抑郁、不快乐、生活没有意思、悲伤等五个方面，采用 5 点计分，分值越高心理健康水平越

高，分数越低，表示心理健康水平越差。通过因子分析发现(见图 1)，结果表明，使用该量表衡量中学生

心理健康是可靠的(Cronbach’s alpha = 0.86)，表示本文操作化的“测量中学生心理健康”这个变量适合进

行因子分析。 
 

 
Figure 1. Dependent variable factor analysis gravel plot 
图 1. 因变量因子分析碎石图 

 
2. 解释变量 
1) 控制变量 
本研究主要针对的初中教育阶段中七、九年纪的学生。如表 1 所示，将访问对象的性别和年龄作为

控制变量。 
2) 亲子关系 
从以往的研究来看，亲子关系主要涵盖父子关系和母子关系个方面，本文使用的亲子关系变量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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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问卷中“你的父母是否经常与你讨论学校发生的事情、你朋友的关系、你与老师的关系、你的心情”

等四个问题，该题目为“从不”、“偶尔”、“经常”，笔者其依次计 1~3，对父子关系、母子关系的

测量则由四个题目相加所得，得分越高，表示父子、母子关系越好。 
3) 社会支持 
本次分析社会支持主要分为朋辈支持、家庭支持和学校支持三个类型。对应问卷中“当你想跟人聊

天、遇到麻烦以及需要帮忙时”、“当你遇到麻烦时”和“当你需要帮忙时”，回答选项对应“同学、

好朋友，父母，某个亲戚，学校教师和无人可找”等五个类别。本文对社会支持的分类与大多学者的研

究类似，将选项通过计分相加进行分类，其中，将选项中同学、好朋友归类为同辈支持，父母和亲戚归

类为家庭支持，而教师则归属为学校支持。在分析的过程中，这些分类数据被转化为了计分型数值型变

量，分值越高，所获得的支持越多。 
(三) 数据分析方法 
本文的分析均基于 Stata16.0 进行。首先采用多元线性回归方程模型来分析父子、母子关系和朋辈支

持、家庭支持、学校支持对青少年心理健康的影响，具体的表达式如下： 

0 1 1 2 2 3 3 n n nY X X X Xβ β β β β ε= + + + + + +�                       (2.1) 

其中，Y 为被解释变量，即中学的心理健康得分， X 泛指研究中所涉及到的所有自变量，也包括核心解

释变量； 0β 为常数项； 0 nβ β� 即是自变量计算过程中的系数值。然后用调节效应进一步探讨在朋辈支

持和学校支持的调节作用下中学生的和心理健康水平，具体表达如下： 

0 1 2 3
ˆ ˆ ˆ ˆY X M MX eβ β β β= ++ ++                             (2.2) 

其中，Y 为被解释变量， 1̂Xβ 为中心化后的亲子关系； 2
ˆ Mβ 为中心化后的朋辈支持和学校支持； 3

ˆ MXβ
为调节变量即亲子关系和朋辈支持、学校支持的交互项。 e 为随机误差项。最后用中介效应进一步探讨

在家庭支持影响下中学生心理健康水平，具体表达如下： 

1Y cX e= +                                     (2.3) 

2M aX e= +                                     (2.4) 

3Y c X bM e′= + +                                   (2.5) 

其中，被解释变量不变，M 为中介变量，中学生所获得的家庭支持， X 为自变量，对应亲子关系(父子、

母子关系和的均值)；系数 a 代表自变量作用于中介变量的效应，系数 b 则表示中介变量作用于因变量的

效应； c′则为直接效应，代表在控制中介变量后，自变量作用于因变量的效应，也就是自变量和因变量

之间的直接效应。中介效应分析重在检验间接效应是否存在以及它在总效应中的占比，体现中介效应的

作用程度； e 为随机误差项。 

4. 数据分析结果 

(一) 描述性统计和相关分析 
对各主要变量进行描述性统计和相关分析，结果如表 1 所示。中学生心理健康得分较高。从样本占

比来看，其中女生占比 49.03%，男生占比 50.97%，男女比例相对平衡。将性别、年龄以及亲子关系中的

两个子量表、社会支持、心理素质和心理健康一起进行 Pearson 分析，结果如表 1 所示。学生的性别、年

龄与心理健康是负相关关系(p < 0.01)，父子关系、母子关系、家庭支持、学校支持以及社会支持与心理

健康，两两之间呈显著正相关(p < 0.01)，朋辈支持与其心理健康则为负相关(p <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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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Table of descriptive statistics and correlation analysis results for each major variable 
表 1. 各主要变量描述性统计和相关分析结果表 

变量名称 Mean Std. Dev. Coef p 

心理健康 19.57 4.11 心里健康得分(数值型) 

性别 
男 13.61 

−0.173* p < 0.01*** 
女 8.13 

年龄 13.52 1.24 −0.086* p < 0.01*** 

父子关系 9.49 2.91 0.236* p < 0.01*** 

母子关系 10.63 2.88 0.221* p < 0.01*** 

亲子关系① 10.06 2.89 0.22* p < 0.01*** 

朋辈支持 1.81 0.98 −0.064* p < 0.01*** 

家庭支持 0.93 0.92 0.156* p < 0.01*** 

学校支持 0.11 0.35 0.045* p < 0.01*** 

表注：p-values in brackets：*p < 0.05，***p < 0.01；①
表示父子、母子关系均值，用于路径分析。 

 
(二) 回归结果分析 
1. 亲子关系与心理健康 
表 2 显示了家庭关系和社会支持对中学生心理健康状况的影响。模型 1 为基础模型，即只有控制变

量情况下的结果。为了避免统计偏误而对所有统计模型进行共线性诊断，结果显示各个变量的方差膨胀

因子(VIF)均小于 10，说明自变量不存在多重共线性。 
为了分析父子关系、母子关系对中学生心理健康的影响，本文建立了模型 2 (表 2)。从模型结果来看，

家庭关系对心理健康的影响显著，父子关系、母子关系均对中学生的心理健康存在显著正向影响(p < 
0.01)。因此研究假设 H1 得到验证，亲子关系的确能正向预测青少年的心理健康水平。在模型中我们还

发现父子关系对中学生心理健康的影响(β = 1.039)系数值较大与于母子关系带来的影响(β = 1.003)，并且

随着核心自变量的纳入，这种影响扩大趋势愈加明显，可见父、母子关系对子女的身心健康有明显差异。 
 
Table 2. Regression analysis table for influencing adolescent mental health 
表 2. 影响青少年心理健康回归分析表 

变量名称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性别(女) 0.265*** 0.278*** 0.408*** 

 [0.000] [0.000] [0.000] 

年龄 −0.394*** −0.321*** −0.314*** 

 [0.000] [0.000] [0.000] 

父子关系  1.039*** 0.890*** 

  [0.000] [0.000] 

母子关系  1.003*** 0.770*** 

  [0.000] [0.000] 

朋辈支持   1.372*** 

   [0.000] 

家庭支持   1.714*** 

   [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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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学校支持   1.679*** 

   [0.000] 

cons 24.780*** 17.689*** 14.287*** 

 [0.000] [0.000] [0.000] 

N 18,185 17,774 17,679 

R2 0.015 0.085 0.118 

表注：p-values in brackets；*p < 0.05，***p < 0.01。 
 

2. 社会支持与心理健康 
为了探究三种不同的社会支持，即朋辈支持、家庭支持和学校支持对中学生心理健康的影响，本文

建立了模型 3。模型 3 结果显示：朋辈群的支持有利于提升青少年心理健康水平(β = 1.372)，学校支持对

中学生心理健康的影响同样也是正向的(β = 1.679)，可见，这两种来自家庭外部的社会支持在控制变量相

同的前提下均能正向预测中学生的心理健康。家庭支持与来自家庭外部的社会支持一样，均有利于提升

中学生心理健康(β = 1.714)。这为大多数中学生的生活和学习提供了可预测性、稳定性以及自我价值的确

定性。由此可见研究假设 H1 更加明确指出了家庭内外的两种支持在回归模型中存在的系数差异和对缓

解中学生心理健康问题的作用。 
(三) 朋辈、学校支持调节机制 
本研究依据中学生所获得的朋辈支持和学校支持，分别是模型 4、模型 5。模型中性别、年龄、为控

制变量，将朋辈、学校支持与亲子关系的交互项 a、b 分别纳入回归模型，模型中的核心解释变量和调节

变量依次做了去中心化处理。另外，需要交代的是，为了模型结果简明可观，本文将回归模型中父子关

系和母子关系两个变量相加取均值作为本文调节效应和中介效应中亲子关系的测量。 
 
Table 3. Reconciliation effects analysis table 
表 3. 调节效应分析表 

变量名称 模型 4 模型 5 

性别(女) 0.297*** 0.264*** 

 [0.000] [0.000] 

年龄 −0.325*** −0.319*** 

 [0.000] [0.000] 

亲子关系 2.286*** 2.223*** 

 [0.000] [0.000] 

朋辈支持 −0.073**  

 [0.017]  

交互项 a −0.372***  

 [0.000]  

学校支持  0.288*** 

  [0.001] 

交互项 b  −0.090 

  [0.6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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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cons 23.792*** 23.765*** 

 [0.000] [0.000] 

N 17979 18076 

R2 0.083 0.081 

表注：p-values in brackets；*p < 0.05，***p < 0.01。 
 

表 3 结果显示：首先，以朋辈支持为调节变量的模型 4 显示，整个模型是具有统计学意义并且其调

节效应显著(p < 0.001)；亲子关系对孩子心理健康的影响与回归模型结果一致，为正向影响(p < 0.01)，朋

辈支持在调节模型中发生了显著的负向变化(β = −0.073)，并且交互项 a (β = −0.372)与模型 4 中方向一致，

均为负向影响，可见中学生所获得的朋辈支持越多越不利于调节亲子关系对青少年的心理健康的作用。

其次，以学校支持为调节变量的模型 5 表明：亲子关系对孩子的心理健康是有利的或正向的(p < 0.01)，
学校支持或教师支持对其心理健康同样是正向的(p < 0.01)，但将学校支持作为调节变量分析发现，学校

支持调节作用并不显著(p > 0.05)。尽管学生从学校教师则所获得的学校支持在亲子关系与其心理健康之

间的调节作用并未得到验证，但来自家庭外的朋辈支持的负向调节作用得到了证明，研究假设 H2 得到

部分证实。 
(四) 家庭支持的中介机制 
为探究家庭支持在亲子关系与中学生心理健康之间影响路径，本文通过中介效应来探讨三者之间的

关系，分析结果如表 4 所示：在中介效应分析和检验中，主要运用 Hayes 和 Preacher 的非参数百分位 
Bootstrap (重复取样设定为 1000 次，α = 0.05)来检验各维度的社会支持在亲子关系与心理健康之间的中介

效应。回归结果已经表明亲子关系和和家庭支持对青少年心理健康影响显著，但亲子关系是如何通过家

庭支持来影响孩子心理健康的，这个影响路径还有待验证。 
 
Table 4. Standardized Bootstrap mediation effects test table for the mediating role of family support 
表 4. 家庭支持中介作用的标准化的 Bootstrap 中介效应检验表 

影响路径 
Observed Bootstrap Normal-based 

c/c' 
Coef. Std.Err. z p [95%Conf.Interval] 

间接效应 0.205 0.017 12.000 0.000 0.169 0.238 

9.2% 直接效应 2.033 0.070 29.130 0.000 1.902 2.180 

总效应 2.238 0.063 35.750 0.000 2.115 2.361 

表注：① p-values in brackets；*p < 0.05，***p < 0.01；② Proportion of total effect that is mediated：(c/c')。 
 

从表 4 家庭支持的中介效应分析来看，95％置信区间均不包括 0，可见家庭支持在亲子关系与中学

生心理健康之间呈正向的部分中介效应。从家庭支持的间接效应和总效应的占比为 9.2%，即亲子关系在

家庭支持的中介作用下，能正向预测孩子的心理健康，也就是说中学生从父母处所获得的社会支持既有

助于他们提升亲子关系的亲密性，也能缓解其提升他们的心理健康水平，可见研究假设 H1 中，家庭支

持的中介作用得到验证。 

5. 研究结论与讨论 

(一) 讨论 
通过对亲子关系、社会支持与中学生心理健康的关系及其内在心理机制的分析发现：第一、父子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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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母子关系与中学生心理健康水平之间呈显著正相关，父子关系、母子关系能正向预测中学生心理健

康水平，与前人的研究一致。良好的亲子关系往往意味着幸福和睦的家庭，和睦的家庭中孩子与父母往

往能进行舒适的、积极的、有效的情感交流[16]，而这种积极有效的亲子沟通往往有助于父母了解子女的

近期状况，子女同时能向父母倾诉自己的困扰并寻求意见和帮助，亲子间的联系更加紧密，子女从父母

处得到更多的物质和精神上的支持[17] [18]。同时良好的亲子关系有助于孩子人格的发展，帮助他们在其

他渠道的社会支持的获取和利用，借助这些支持和收获来应对自身面临的困境，从而降低焦虑抑郁等负

性情绪，减少心理健康问题的产生，并且父子关系对于孩子心理健康的影响是大于母子关系。在中学阶

段，父亲在子女心中的地位可能更高，对于子女的成长和发展有着更大的影响[18]。主流观点认为这主要

是由于我国传统家庭中父母亲在家庭中扮演的角色不同而导致的。在父权主义浓厚的中国家庭，传统教

育思想仍然浓厚，父亲的威严往往更能影响孩子的发展轨迹，而母亲与子女的关系与父亲相比更加亲近，

沟通较多相应的冲突也多，相处时间较多进而增加亲子关系之间的摩擦进而影响其心理健康。 
第二、社会支持有利于青少年心理健康，这与以往的研究结论一致。学校和家庭作为青少年日常生

活中最为重要的两大生活场域，不仅为青少年提供了适应未来工作和生活所必备的知识和技能，也同时

为他们建立同伴关系和发展友谊提供了一个相对制度化的社会交往空间[19]。对于中学生而言，父母、亲

人提供的生活照料与照顾以及经济支持、情感维系等都是维护健康的重要条件，家庭内部的支持可以缓

解中学生在社会化过程中的学习压力、情感等多种压力，不仅增强了家庭的凝聚力和关爱，也缓解了中

学生和不利于心理健康的负面消极情绪。而当他们身处家庭外部，诸如学校等场所，青少年无法从父母

处得到适合的社会支持时就会转向自己的教师(学校)、同伴处寻求适当的帮助。在中学阶段，朋辈群体是

中学生在生活和学习中互动密切的群体，因此朋辈支持也是他们获取支持和帮助的重要来源，它不仅能

够直接舒缓中学生在成长过程中产生的紧张情绪和心理压力，而且充满关爱的外部环境也更能维持相对

轻松的环境氛围，使中学生获得持续的健康发展。 
第三、调节效应分析发现，中学生所获得的来自家庭内外部的两种支持在亲子关系与其心理健康之

间的影响路径出现了显著差异，这也是本文的重要发现：一方面，来自家庭外部的社会支持在中学生亲

子关系与其心理健康发展之间呈负向调节作用，对中学生的心理健康有积极影响，它在亲子关系与心理

健康之间起负向调节作用。这与以往社会支持发挥的中介、链式中介作用出现了明显的差异。以往的研

究认为个体所得到的社会支持在亲子关系与其心理健康之间戳伤自我管理信念，伤害自尊和自信、自我

不信任，以及那种具有无助感、性别混乱等问题的进而影响其心理健康。本文研究进一步论证了社会支

持的积极作用，它能够缓解压力事件对个体健康的影响，保护个体免遭压力的破坏，但其在亲子关系与

中学生心理健康之间，当中学生在家庭或父母处得到的帮助不足或亲子关系不良时，社会支持才会发挥

积极作用，当家庭或与父母的关系已经有助于缓解中学生在中学阶段心理健康困扰时，社会支持的在这

个过程中的调节作用比不上家庭中亲子关系所带来的影响。 
另一方面，尽管研究朋辈群体对青少年心理健康的研究较多，但以往的研究并没有将朋辈支持明确

指出，并且分析朋辈支持对中学生的亲子关系与心理健康的调节作用研究极为有限，大部分研究肯定朋

辈群体的积极作用，认为良好的同伴关系能缓解与父母的不良关系带来的消极影响[20]；但本文的研究则

认为中学阶段的朋辈群体对亲子关系与其心理健康的影响则是负向的调节作用。在中学阶段的社会化过

程中，中学生已经开始有了独立的思想和人格，其心智也正在走向成熟，人生观和世界观也越来越趋理

性和成熟，无论是分析问题还是解决问题的能力都在显著增强。这个阶段家庭仍然是个体社会化的主要

场所，亲子关系的影响仍然在持续。他们社会化的场所已经逐渐从家庭转移到了学校，这就导致了客观

上中学生由于社会化的进程而减少了对家庭和父母的依赖，增加了对学校教师或同学的日常接触，由于

家庭背景、经济基础、文化习俗等诸多方面存在差异，他们要在多元化的社会环境中实现自我，不仅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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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理性的外部支持，更需要充分的自我心理调节和行为斧正。在此过程中尽管能够得到同辈的帮助，但

也正是由于同辈群体同质化较强，他们对对各类现象看法就比较相似，尤其是当他们获得的充足的朋辈

支持后，加上青春期受生理因素以及社会化的进程等影响，亲子关系对自我心理调节的影响就与朋辈群

体给予的支持、帮助就出现了分化，这也就导致了不少中学生会逐渐疏远家庭、减少对父母的直接依赖，

再加上中学生青春期的叛逆心理从而更加远离家庭，亲近更加亲近朋辈群体。 
第四，家庭支持在亲子关系与中学生心理健康的中介作用显著，家庭内部给予孩子的支持和帮助更

有利于维持良好的亲子关系，进而提升中学生心理健康。以往的研究大多都在论述积极有效的亲子沟通

有助于父母了解子女的近期状况，子女同时能向父母倾诉自己的困扰并寻求意见和帮助，亲子间的联系

更加紧密，子女从父母处得到更多的支持[20]。但并没有研究确切的支出改善亲子关系对中学生心理健康

的影响路径，本文数据分析表明：家庭成员，尤其是父母给予孩子的帮助和支持既能改善、增进孩子与

家庭成员的亲密关系，同时还能缓解中学生在社会化过程中遭受不利于健康成长的心理问题。 
(二) 研究结论 
第一、父子关系和母子关系这两种亲子关系均能正向预测中学生心理健康，但相比母子关系，父子

关系对中学生心理健康的影响更加显著。第二、社会支持同样有利于维持中学生心理健康，其中，学校

支持和家庭支持还在亲子关系与中学生心理健康问题之间有调节作用，而家庭支持在亲子关系与其心理

健康的之间则起到重要的中介作用。 
(三) 研究启示 
本文利用 CEPS 数据揭示了亲子关系在社会支持的调节作用下中学生心理健康的内在心理机制，根

据研究结论对我们的启示有： 
1) 亲子关系有利于促进中学生的身心健康，而中学生往往也能凭借健康的亲子关系获得健康的心理

水平，因此在中学生成长过程中，父母任意一方都不能缺席，尤其是父亲的角色在中学生成长的过程中

影响深远；父母不仅要维持良好的夫妻关系，还应该维持与孩子之间的良好关系，只有通过亲子关系营

造的轻松、愉悦的家庭关键才更有利于孩子的身心健康发展。 
2) 中学生往往能借助家庭外部给予的社会支持和家庭成员提供的支持来应对自身面临的困境，从而

降低焦虑抑郁等负面情绪，减少心理健康问题的产生。因此，无论是是家庭、学校，教师，及时给予中

学生适当的帮助和支持均有助于他们健康成长。 
3) 在亲子关系与社会支持对中学生心理健康影响三者之间，中学生从家庭内外获得的两种支持发挥

的作用并不一致，因此这就告诉我们不可混为一谈。来自家庭外部的朋辈支持作为中学生人际关系交往

中的一种类似于“心理咨询”的支持或帮助，的确有助于和中学生之间的沟通与协助，这种有意识的帮

扶和互助也影响这青少年的身心向着积极、健康的方向发展，因此充分发挥朋辈群体的积极作用，不但

可以使之获得心理支持、安慰和慰藉，还有利于他们更好地成长成才，但在协调朋辈群体与亲子关系对

心理健康的影响时，则应该避免过多的朋辈群体，尤其是在青春期阶段，青少年从朋辈群体中获得过量

的朋辈支持并不利于协调亲子关系与中学生身心健康的关系。这个阶段的孩子并未完全脱离家庭，因此

父母在维持与孩子的亲密关系时，更应该关注中学生身边的同辈群体对他带来的影响或作用，唯有此才

能避免中学生在与父母之间的关系和与朋辈群体之间的关系出现分化，进而影响孩子的身心发展。而家

庭支持是改善中学生心理健康问题的有益补充，也是他们获得身心健康发展的核心保障，不容忽视。 
(四) 研究意义与局限 
本研究揭示了亲子关系和中学生心理健康的内在心理机制，也深化了亲子关系和中学生心理健康的

研究，并且样本量充足，信度、效度良好。但也有局限之处：首先，本文对亲子关系的测量只是从学生

主观层面分析，并且极为有限的论证了微观层面的社会支持和狭义上的亲子关系对特定的青少年群体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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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健康的影响，因此在今后关于青少年心理健康的研究中，可以深化的研究方向是从青少年所获得的物

质层面的社会支持以及更加客观的亲子关系的测量继续挖掘。其次，本研究采取横向数据进行多种调节

效应分析，尽管模型结果显著，但并不能坐实变量间的因果关系。值得注意的是，目前并没有研究利用

面板数据来分析近年来心理健康变化的趋势和时代背景下的影响因素，这也是未来研究中可以拓展和深

化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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