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dvances in Psychology 心理学进展, 2020, 10(3), 269-275 
Published Online March 2020 in Hans. http://www.hanspub.org/journal/ap 
https://doi.org/10.12677/ap.2020.103034   

文章引用: 伍艳, 杨春, 彩健(2020). 父母与同伴依恋对大学生抑郁情绪的影响: 社会支持和自我效能感的中介作用. 
心理学进展, 10(3), 269-275. DOI: 10.12677/ap.2020.103034 

 
 

The Effects of College Students’ Parental and 
Peer Attachment on Depression: The  
Mediating Role of Social Support and 
Self-Efficacy 

Yan Wu, Chun Yang, Jian Cai 

Center of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and Counseling, Xiangtan University, Xiangtan Hunan 
 

 
Received: Feb. 4th, 2020; accepted: Feb. 28th, 2020; published: Mar. 10th, 2020 

 
 

 
Abstract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epression and parental and peer attachment, as well as the 
mediating role of social support and self-efficacy, the Inventory of Parental and Peer Attachment 
(IPPA), Social Support Scale, General Self-Efficacy Scale (GSES) and the Center for Epidemiological 
Studies Depression Scale had been applied to 650 college students. The analysis results indicated: 
1)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each pair of parental attachment, peer attachment, social support 
and self-efficacy were significantly positive, but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depression. 2) For all 
the participants, parental and peer attachment not only had direct negative effect on depression, 
but also could affect college students’ depression through the mediating role of social support and 
self-efficacy. It suggests that social support and self-efficacy may play a mediating effect on the re-
lationship between parental and peer attachment and depre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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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探索大学生抑郁情绪与父母和同伴依恋的关系，以及社会支持和自我效能感在二者关系中的中介作用，

采用父母与同伴依恋问卷(IPPA)、社会支持量表、一般自我效能感量表(GSES)和流调中心用抑郁量表

(CES-D)对650名大学生进行问卷调查。研究结果显示：1) 大学生父母和同伴依恋、社会支持和自我效

能感两两之间呈显著正相关，且三者与抑郁均呈显著负相关。2) 大学生父母和同伴依恋不仅能直接负向

预测抑郁，而且还能通过社会支持和自我效能感的中介作用对抑郁产生影响。由此可见，社会支持和自

我效能感在父母与同伴依恋和抑郁情绪的关联中存在中介效应，良好的社会支持和自我效能感有助于大

学生抑郁情绪的预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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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抑郁(depression)是指个体产生的持续性的悲伤、不快乐和无望的情绪反应(崔丽霞，史光远，张玉静，

2012)。大学生正处于由青少年过渡到成年的阶段，容易遭遇到各方面的压力和冲突，面临抑郁情绪的困

扰(陈海燕，姚树桥，明庆森，2012；Costello, Swendsen, Rose, & Dierker, 2008)。抑郁的人际理论认为不

良的人际关系，特别是低品质的亲密关系对抑郁的引发和维持有至关重要的作用。依恋理论最初主要研

究早期婴儿与父母的亲密关系的特点，之后逐渐从儿童依恋研究拓展到成人依恋。研究表明不安全的依

恋类型与挫败感、抑郁及自杀意念显著相关(Agerup, Lydersen, Wallander, & Sund, 2015; Venta, Mellick, 
Schatte, & Sharp, 2014)，且同伴依恋关系不良的个体易产生孤独、抑郁等情绪(Wright, Perrone-McGovern, 
Boo, & White, 2014)。在依恋理论的框架中，内部工作模型是成人依恋产生持久影响的核心机制，是有关

自我、依恋对象的认知与情感图示，依恋状态会通过某些中介变量间接对个体的心理健康状态发生作用

(Bowlby, 1982)。 
社会支持是指人们感受到的，来自他人的关心和支持，它是一种重要的内部和外部资源，可以影响

个体对应激事件的认知评估、情绪调节。研究资料表明，社会支持系统与大学生心理问题的形成关系密

切，依恋关系则为理解个体所经历的人际关系问题提供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视角，并把社会支持的体验看

成在早期关系经验中产生的个性特质(唐海波，蒲唯丹，姚树桥，2008)，朋友社会支持不足会增加青少年

抑郁的风险(连帅磊，孙晓军，田媛，2016)。一般自我效能感是个体对自己应对不同领域的困难时所表现

出来的信念。研究表明一般自我效能感与儿童抑郁呈显著负相关(杨萍，唐兵，2000)，且自我效能感与家

庭关系、同伴关系也相关显著(答会明，2002；钱铭怡，肖广兰，1998)。 
综上所述，虽然已有研究分别证实了依恋、社会支持及自我效能感与青少年抑郁紧密相关，但三者

之间的关系以及对抑郁作用的心理机制尚不明确。本研究试图探讨社会支持和自我效能在大学生父母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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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伴依恋对抑郁影响中的具体作用。 

2. 研究对象与方法 

2.1. 研究对象 

采用整群抽样法抽取湖南某高校 650 名学生，回收整理得有效问卷 618 份(95.07%)。所有被试年龄

在 17~23 岁(18.99 ± 0.92)之间，其中男生 237 人(38.3%)，女生 381 人(61.7%)。 

2.2. 研究工具 

2.2.1. 父母与同伴依恋问卷 
采用 Armsden 和 Greenberg 编制的《父母与同伴依恋问卷》 (IPPA)简版，包含父亲依恋、母亲依恋

和同伴依恋 3 个分量表，每个分量表各有 12 个题目，采用 5 点计分，从“从不”到“总是”依次记为

1~5 分，得分越高，表明依恋水平越高。该问卷在国内外被广泛使用，具有较高的信度和效度。 

2.2.2. 抑郁量表 
采用 Radloff (1997)编制的流调中心用抑郁量表(CES-D)，该量表共 20 个项目，所有项目均采用 1~4

四级评分，分值越高，表明个体体验到的抑郁情绪越高。该量表在大学生群体中信度和效度良好(陈祉妍，

杨小冬，李新影，2009)。 

2.2.3. 一般自我效能感量表 
采用由 Schwarzer 编制的一般自我效能感量表(GSES)，该量表由 10 个项目组成，按 1~4 级评分，王

才康等人(2001)翻译并修订了该量表(王才康，胡中锋，2001)，得分越高，表明个体的自我效能感越好。 

2.2.4. 社会支持量表 
采用由肖水源编制的《社会支持评定量表》(肖水源，1994)，该量表 10 个题项，分为客观支持、主

观支持和对社会支持的利用度三个维度，得分越高其获得的社会支持越高。 

2.3. 数据分析与处理 

使用 SPSS21.0 进行数据录入，以及描述性统计与相关分析，设置样本为 1000，采用 Bootstrapping
法对数据进行中介作用分析。 

3. 结果 

3.1. 大学生父母与同伴依恋、社会支持、自我效能感与抑郁情绪的相关分析 

相关分析表明(见表 1)，大学生父母和同伴依恋、社会支持、自我效能感与抑郁均呈显著负相关(r 为
−0.47∼−0.60，p < 0.01)，父母和同伴依恋、社会支持和自我效能感两两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r 为 0.25∼0.60，
p < 0.01；r 为 0.22∼0.29，p < 0.05)。 

3.2. 社会支持、自我效能感在大学生父母与同伴依恋水平与抑郁情绪间的中介效应检验 

本研究以抑郁情绪为因变量，以父亲依恋、母亲依恋、同伴依恋为预测变量，社会支持和自我效能

感为中介变量，采用 Bootstrap 法对中介效应进行估计和检验。结果表明，在控制性别、独生子女、专业

类别人口学变量后，大学生的父亲依恋对抑郁情绪的直接效应显著(β = −0.23, p < 0.001)，母亲依恋对抑

郁情绪的直接效应显著(β = −0.31, p < 0.001)，同伴依恋对抑郁情绪的直接效应也显著(β = −0.27, p < 
0.001)。结果见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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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The descriptive statistics and correlation among variables 
表 1. 描述性统计与相关分析 

 M SD 1 2 3 4 5 6 

1. 父亲依恋 18.36 6.36 1      

2. 母亲依恋 22.82 6.49 0.60** 1     

3. 同伴依恋 17.58 6.31 0.40** 0.44** 1    

4. 社会支持 34.34 7.26 0.25** 0.29* 0.22* 1   

5. 自我效能感 27.01 4.64 0.26** 0.27** 0.32** 0.34** 1  

6. 抑郁 37.24 7.57 −0.47** −0.50** −0.47** −0.60** −0.55** 1 

注：*p < 0.05，**p < 0.01，***p < 0.001 (下同)。 
 
Table 2. Direct effects of Parental and peer attachment on depression in college students 
表 2. 大学生父母依恋、同伴依恋对抑郁情绪的直接效应检验 

路径 直接效应 P 95% CI 上限 95% CI 下限 

父亲依恋对抑郁情绪的影响 −0.23 0.000 −0.12 −0.34 

母亲依恋对抑郁情绪的影响 −0.31 0.000 −0.21 −0.43 

同伴依恋对抑郁情绪的影响 −0.27 0.000 −0.23 −0.41 

 
间接效应分析表明，社会支持和自我效能感在大学生父亲依恋和抑郁情绪之间的中介作用显著(a × b 

= −0.05, −0.03)，社会支持和自我效能感在母亲依恋预测抑郁情绪之间的中介效应也显著(a × b = −0.08, 
−0.04)，社会支持和自我效能感在同伴依恋预测抑郁情绪之间的中介效应同样显著(a × b = −0.08, −0.05)，
95%的置信区间都不包含零。结果见表 3 和图 1、图 2、图 3。 
 
Table 3. Analysis of mediating effect of social support and self-efficacy between attachment level and depression 
表 3. 社会支持、自我效能感在依恋水平与抑郁情绪间的中介效应检验 

中介效应 中介效应值 标准误 95%CI 上限 95%CI 下限 

父亲依恋对抑郁情绪的影响(总) −0.31 0.05 −0.13 −0.34 

社会支持的中介效应 −0.16 0.03 −0.48 −0.61 

自我效能感的中介效应 −.15 0.53 −6.47 −8.57 

母亲依恋对抑郁情绪的影响(总) −.32 0.05 −0.22 −0.42 

社会支持的中介效应 −0.17 0.03 −0.46 −0.58 

自我效能感的中介效应 −0.15 0.51 −6.28 −8.24 

同伴依恋对抑郁情绪的影响(总) −0.29 0.05 −0.24 −0.49 

社会支持的中介效应 −0.14 0.03 .49 .61 

自我效能感的中介效应 −0.15 0.56 −6.23 −8.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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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The effects of parental (father) attachment on depression 
图 1. 父亲依恋对抑郁的影响：社会支持和自我效能的中介作用 
 

 
Figure 2. The effects of parental (mother) attachment on depression 
图 2. 母亲依恋对抑郁的影响：社会支持和自我效能的中介作用 
 

 
Figure 3. The effects of peer attachment on depression 
图 3. 同伴依恋对抑郁的影响：社会支持和自我效能的中介作用 

4. 讨论 

4.1. 大学生父母与同伴依恋、社会支持、自我效能感和抑郁情绪的关系 

研究结果显示，大学生父母和同伴依恋、社会支持、自我效能感两两之间呈显著正相关，与抑郁均

呈显著负相关，这说明大学生父母与同伴依恋、社会支持和自我效能感关系密切，且三者都能够对抑郁

产生重要影响。大学生正处于青少年晚期，他们的自我同一性正在逐步整合，逐渐从原生家庭分化独立

出来，完成社会化的过程，因此会经历一个“疾风暴雨”的发展时期，同时也处于“亲密对孤独”的人

格发展冲突阶段。安全信任的依恋关系能给个体提供心理上的安全基地，使个体感到被接纳和信任，从

而也更有潜能应对环境的变化和成长的张力，这在一定程度上能缓解抑郁情绪。尤其对于大学生群体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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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同伴依恋关系显得尤为重要。青少年同伴依恋不仅能直接负向预测抑郁，还能通过朋友社会支持和

自尊的中介作用度抑郁产生影响(连帅磊、孙晓军，田媛，2016)。同伴依恋关系不良会使个体感到不被信

任，不被理解，不被尊重，这无疑会给个体的情绪带来负面影响。 

4.2. 社会支持、自我效能感在大学生父母与同伴依恋和抑郁情绪间的中介作用 

中介分析表明，社会支持和自我效能感在父母与同伴依恋和抑郁情绪的关系中存在中介作用，这进

一步证实父母与同伴依恋对大学生抑郁情绪具有重要作用，且良好的社会支持系统的形成、维系和利用，

积极的自我效能感在二者关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这一结果也支持了依恋的内部工作模式理论，该理论

指出，作为个体与依恋对象之间的情感联结，依恋关系对个体心理产生的影响主要是通过内部工作模式

的中介作用产生的，内部工作模式不仅包括个体对获取他人社会支持的感知，还包括个体对自我所持有

的态度和评价(连帅磊、孙晓军，田媛，2016)。安全型依恋的人比不安全型依恋的人更善于将社会支持作

为一种应对策略并在压抑时从中获益(唐海波，蒲唯丹，姚树桥，2008)。个体在依恋关系中体验到较积极

的情感联结，对于自我和他人的价值都善于信任和认同，对自己的各种情绪体验也更容易接纳和理解，

因而也能促使个体形成良好的社会支持系统，当面临负性生活事件时，可以有效缓解抑郁情绪。本研究

结果还显示自我效能感在依恋关系和抑郁情绪间具有中介作用，这与卢炎等人的研究结果比较一致，自

我效能感与家庭因素、亲子关系、同伴关系等密切相关，自我效能感也会在初中生依恋关系对抑郁情绪

的影响中产生中介作用(卢炎，张月娟，2008)。 
本研究结果为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提供了一定的视角，由于影响大学生抑郁的因素涉及个体、家庭

和社会各个方面，在具体干预时应充分发挥其合力，注重家校沟通，在学校注意塑造、引导乐于朋辈互

助的心理氛围，同时在教育教学的各个环节注意提升学生的心理弹性、增加其自我效能感等。对于有抑

郁情绪的大学生个案，可以评估其在依恋关系上可能存在的问题，把握其抑郁的深层原因并制定有效的

干预措施非常关键。 

5. 结论 

本研究主要得到以下两点结论： 
1) 大学生抑郁情绪和父母与同伴依恋呈显著负相关，大学生父母与同伴依恋、社会支持、心理弹性

两两之间呈显著正相关。 
2) 社会支持和自我效能感在父母与同伴依恋和抑郁情绪的关联中存在中介效应，良好的社会支持和

自我效能感有助于大学生抑郁情绪的预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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