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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研究大学生童年期不良经历及其心理成长的现状与关系。方法：采用《儿童期不良经历自我评定

量表》、《创伤后成长评定量表》对205名在校大学生进行调查和测量，对所得数据进行描述统计分析、

独立样本t检验、Pearson相关分析和线性回归分析。结果：1) 大学生童年期不良经历的发生率是30.7%；

2) 在有童年期不良经历的大学生中，虐待领域占比最大(71.4%)，其次是家庭功能失调领域(66.7%)，
最后是忽视领域(25.4%)；3) 有童年期不良经历大学生的心理成长显著低于无童年期不良经历的大学生，

但他们也仍存在心理成长；4) 大学生童年期不良经历与心理成长及其与他人关系、个人力量和新的可能

性维度呈负相关；5) 以童年期不良经历为自变量对心理成长及其各维度进行一元回归分析，童年期不良

经历可以负向预测心理成长2.9%、与他人关系5.9%、个人力量2.8%和新的可能性1.7%的变异量。结论：

童年期不良经历显著影响了大学生的心理成长，但有此经历的大学生也仍然获得了一定程度的心理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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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study the status and relationship between adverse childhood experiences and psy-
chological growth of college students. Methods: 205 college students were surveyed with Adverse 
Childhood Experiences Inventory and Post-traumatic Growth Inventory. And data was analyzed by 
Descriptive Statistical Analysis, Independent-Sample t Test, Pearson Corrections and Linear Regres-
sion. Results: 1) The incidence of adverse childhood experiences among college students was 30.7%; 
2) Among college students with adverse childhood experiences, the proportion of abuse was the larg-
est (71.4%), followed by household dysfunction and neglect (66.7%); 3) The psychological growth of 
college students with adverse childhood experiences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at of college stu-
dents without adverse childhood experiences, but there was still psychological growth; 4) The ad-
verse childhood experiences of college students were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psychological growth, 
relationships to others, personal strength and new possibilities; 5) Using adverse childhood expe-
riences as independent variables, the unary regression analysis of psychological growth and its di-
mensions showed that adverse childhood experiences could negatively predicted the variance of 
psychological growth by 2.9%, relationships to others by 5.9%, personal strength by 2.8%, and new 
possibility by 1.7%. Conclusion: Adverse childhood experiences significantly affected the psycholog-
ical growth of college students, but they still achieved a certain degree of psychological grow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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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童年期不良经历”(Adverse Childhood Experiences)，指发生在个体 16 岁以前，超出个体应对能力

并致使其产生焦虑和无助感的负性事件，如虐待、忽视、灾难、家庭功能失调等(Pechtel & Pizzagall, 2011)。
以往研究表明童年期不良经历会导致儿童生长发育障碍，造成儿童身体、智力和精神损害，甚至直接导

致死亡(陈红敏，2017)。但随着积极心理学的兴起，研究者们发现通过心理科学的方法有意识地去调适逆

境带来的心理影响并激发积极情绪，可以减轻痛苦，并实现心理成长与重塑。Tedeschi 和 Calhoun (1996)
等研究者最早将这种在重大生活危机事件或情景的抗争过程中所体验到的积极变化定义为“创伤后成

长”(Post-Traumatic Growth, PTG)，本文章的研究对象是普通大学生，我们在本文中用“心理成长”一词

指代这种积极的心理变化。 
纵观童年期不良经历的相关研究，研究方向主要聚焦在个体精神行为障碍、犯罪成因、心理健康等

方面的研究；研究视角较多从传统心理学方面探讨童年期不良经历对经历者的负性影响，从积极心理学

方面探讨经历者内在积极心理品质的成长的研究较少(陈红敏，2017)。我国有关心理成长的研究内容主要

在疾病预后、思想文化教育、家庭教养方式、灾难事故等；研究对象多以幼儿、儿童和青少年为主，以

大学生童年期不良经历为对象研究积极心理成长的定量研究相对较少。因此本研究旨在通过对在校大学

生的调查，了解大学生童年期不良经历与心理成长的现状及关系，以期为有关大学生心理成长及心理健

康提供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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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资料与方法 

2.1. 研究对象 

采用方便抽样的方法，通过在线发放问卷的形式，选取广东某医科大学的大学生作为研究对象，回

收有效问卷 205 份。年龄跨度在 18~23 岁。其中男生 72 人(35.1%)，女生 133 人(64.9%)；独生子女 149
人(72.7%)，非独生子女 56 人(27.3%)。通过儿童期不良经历自我评定量表(ACEs)筛选出有童年期不良经

历的大学生 63 人(筛选标准：量表条目至少有一项选择了“是”)。 

2.2. 研究工具 

2.2.1. 儿童期不良经历自我评定量表(Adverse Childhood Experience Quiz) 
本研究采用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推荐的 ACEs 量表(Dong et al., 2004; Felitti et al., 1998)，该量表评

估了 3 个领域的 10 种童年不良经历：虐待(情感虐待、身体虐待、性虐待)、忽视(情感忽视、身体忽视)
和生活在功能失调的家庭(父母离异、目睹家庭暴力、与酒鬼或吸毒者住在一起、与患有精神疾病的家庭

成员一起生活、家庭成员被监禁)。儿童期不良经历共 10 种类型，对于每种类型的不良经历，选择“是”，

则计 1 分；选择“否”，则计 0 分，ACE 分数从 0 到 10 不等。 

2.2.2. 创伤后成长评定量表(Post-Traumatic Growth Inventory) 
创伤后成长量表(Tedeschi & Calhoun, 1996)共 21 个条目，分为新的可能性、对生活的欣赏、与他人

关系、精神改变和个人力量 5 个因子。量表采用 Likert 6 级评分法，从“创伤后我完全没有经历这种改变”

到“创伤后这种改变非常多”依次计 0~5 分。本研究采用耿亚琴等人(2011)修订的中文版 PTGI 来评估心

理成长，该量表总量表 Cronbach’s α 系数为 0.831，各子量表 Cronbach’s α 系数为 0.786、0.761、0.716、
0.657、0.607，两周后重测系数为 0.705。 

2.3. 统计分析 

使用 SPSS 22.0 软件对数据进行整理与统计分析，主要分析方法有：描述统计分析、独立样本 t 检验、

相关分析以及回归分析。 

3. 结果 

3.1. 大学生童年期不良经历的总体情况 

由表 1 可知，通过统计 205 名在校大学生填写的儿童期不良经历量表各条目得分发现有童年期不良

经历(1~4 ACEs)的大学生为 30.7%，即大学生自我报告的童年期不良经历的发生率是 30.7%。 
 

Table 1. Statistics of types of adverse childhood experiences of college students (N = 205) 
表 1. 大学生童年期不良经历的发生种类统计(N = 205) 

童年期不良经历 人数 发生率(%) 

0 ACE 142 69.3 

1 ACE 39 19.0 

2 ACEs 13 6.3 

3 ACEs 6 2.9 

4 ACEs 5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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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 2 可知，在有童年期不良经历的大学生中，虐待领域占比最大(71.4%)，其次是家庭功能失调领

域(66.7%)，最后是忽视领域(25.4%)。在虐待领域中，相对于躯体虐待和性虐待，情感虐待发生率较高

(42.9%)；在家庭功能失调领域中，不良经历发生频率最高为父母离异(25.4%)、其次是家庭成员被监禁

(14.3%)、与患有精神疾病的家庭成员生活在一起(14.3%)、目睹家庭成员被家暴(7.9%)、与酒鬼或吸毒者

生活在一起(4.8%)；在忽视领域中主要以情感忽视为主(25.4%)。 
 

Table 2. Trauma exposure of college students with adverse childhood experiences (N = 63) 
表 2. 有童年期不良经历的大学生的创伤暴露情况(N = 63) 

领域 种类 N P (%) 

虐待  45 71.4 

 躯体虐待 10 15.9 

 情感虐待 27 42.9 

 性虐待 8 12.7 

忽视  16 25.4 

 躯体忽视 0 0 

 情感忽视 16 25.4 

家庭功能失调  42 66.7 

 有精神疾病患者 9 14.3 

 家庭成员被监禁 9 14.3 

 目睹家暴 5 7.9 

 有酒鬼或吸毒者 3 4.8 

 父母离异 16 25.4 

3.2. 大学生心理成长状况 

分别对有童年期不良经历者和无童年期不良经历者的心理成长及各维度得分进行独立样本 t 检验。

结果表明(见表 3)，除新的可能性、精神改变和对生活的欣赏外，有童期不良经历者与无童年期不良经历

者的心理成长(p = 0.013 < 0.05)及其与他人关系维度(p = 0.001 < 0.05)、个人力量维度(p = 0.015 < 0.05)得
分均具有显著的统计学差异。在有童年期不良经历的大学生中，除对生活的欣赏外，心理成长总均分及

其余各维度均分均低于中间值 2.5，在无童年期不良经历的大学生中，除精神改变外，心理成长总均分及

其余各维度均分均在 2.5 以上，表明有童年期不良经历者的心理成长水平低于无童年期不良经历者。有

童年期不良经历者对生活的欣赏成长水平最高(2.52 ± 1.46)，无童年期不良经历者个人力量成长水平最高

(2.83 ± 1.10)，两者心理成长水平后三位均是新的可能性、与他人关系、精神改变。 

3.3. 大学生童年期不良经历与心理成长的相关分析 

对大学生童年期不良经历和心理成长及其各维度进行相关分析，结果(见表 4)显示童年期不良经历和

心理成长及其与他人关系、新的可能性、个人力量维度存在显著负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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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3. Difference of psychological growth between individuals with and without adverse childhood experiences 
表 3. 有童年期不良经历个体与无童年期不良经历个体的心理成长差异性检验 

 有童年期不良经历 
(N = 63) 

无童年期不良经历 
(N = 142) t p 

与他人关系 1.96 ± 1.28 2.62 ± 1.12 3.524 0.001 

新的可能性 2.30 ± 1.33 2.68 ± 1.10 1.981 0.050 

个人力量 2.37 ± 1.30 2.83 ± 1.10 2.468 0.015 

精神改变 1.93 ± 1.18 1.95 ± 1.14 0.146 0.884 

对生活的欣赏 2.52 ± 1.46 2.77 ± 1.26 1.238 0.217 

心理成长总均分 2.20 ± 1.19 2.63 ± 1.02 2.529 0.013 

 
Table 4. Correlation analysis between childhood adverse experiences and psychological growth (N = 205) 
表 4. 童年期不良经历与心理成长的相关分析(N = 205) 

 心理成长 与他人关系 新的可能性 个人力量 精神改变 对生活的欣赏 

童年期不良经历 −0.185** −0.252** −0.148* −0.181** −0.010 −0.087 

注：**相关性在 0.01 层上显著(双尾)；*相关性在 0.05 层上显著(双尾)。 

3.4. 大学生童年期不良经历与心理成长的回归分析 

以心理成长总体及其各维度为因变量，以童年期不良经历为自变量分别进行回归分析，结果(见表 5)
表明，童年期不良经历与心理成长总体(p = 0.008 < 0.05)及其与他人关系(p = 0.000 < 0.05)、新的可能性(p 
= 0.034 < 0.05)和个人力量(p = 0.009 < 0.05)维度建立的线性回归模型具有统计学意义，童年期不良经历可

以负向预测心理成长 2.9%、与他人关系 5.9%、新的可能性 1.7%和个人力量 2.8%的变异量。 
 

Table 5. Regression analysis of adverse childhood experiences and psychological growth (N = 205) 
表 5. 童年期不良经历与心理成长的回归分析(N = 205) 

因变量 自变量 B β t F sig R R2 调整后的R2 

心理成长 

童年期不 
良经历 

−0.435 −0.185 −2.682 7.194 0.008 0.185 0.034 0.029 

与他人关系 −0.658 −0.252 −3.705 13.725 0.000 0.252 0.063 0.059 

新的可能性 −0.378 −0.148 −2.136 4.562 0.034 0.148 0.022 0.017 

个人力量 −0.462 −0.181 −2.629 6.912 0.009 0.181 0.033 0.028 

精神改变 −0.026 −0.010 −0.146 0.021 0.884 0.010 0.000 −0.005 

对生活的欣赏 −0.248 −0.087 −1.238 1.532 0.217 0.087 0.007 0.003 

4. 讨论 

4.1. 大学生童年期不良经历现状 

由表 1 可知，在本次研究的 205 名大学生中，有 30.7%的大学生报告他们在 16 岁以前至少遭遇过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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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童年期不良经历事件，表明童年期不良经历事件的发生并不稀少，这无疑给了我们一个巨大的警钟，

童年期不良经历对心理成长有重要影响，不容忽视。 
由表 2 可知在有童年期不良经历大学生的创伤暴露情况中，虐待领域占比最大(71.4%)，其次是家庭

功能失调领域(66.7%)，最后是忽视领域(25.4%)。研究发现虐待与忽视可导致儿童近期或远期不同程度的

行为、认知、情感、身体机能和生长发育的障碍(李思特，1998)。在虐待与忽视两个领域中，又以情感虐

待和情感忽视这两方面占比最大。情感虐待是意识到孩子的存在，但是以一种不合适甚至是有害的方式

去回应孩子的情感需求，情感忽视是无视孩子的存在和需求(赵冬梅，2011)。已有研究表明，情感忽视是

自尊、积极情感和生活满意度的重要预测指标，被忽视对待更易对个体造成持久性的心理伤害(安芹等，

2009)。中国人比较内敛，传统的教育方式中父母与孩子缺乏一定的情感联结，沟通少或沟通方式不当，

对孩子的精神需求方面的满足感比较欠缺，这提示我们要关注儿童期的情感需要和心理需求。在家庭功

能失调领域中，父母离异方面占比最大。父母婚姻关系对青少年心理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甚至会对未

来发展产生持续的影响作用(乔楠，2018)。家庭作为我们认识世界的第一所学校，父母则是我们的第一位

老师，可见家庭教育是个体一生发展的基础，而良好和谐的婚姻关系是健康家庭的基石，父母之间的冲

突关系易给孩子带来不良的童年期经历，并影响着其后续的心理成长。 

4.2. 大学生童年期不良经历与心理成长的关系 

由表 3 可知，有童年期不良经历大学生的心理成长总均分为及其各维度均分(除对生活的欣赏外)均低

于理论中值，无童年期不良经历大学生的心理成长总均分为及其各维度均分(除精神改变外)均高于理论中

值，也就是说，研究显示童年期不良经历影响了大学生的心理成长，有童年期不良经历大学生的心理成

长水平显著低于无童年期不良经历大学生的心理成长水平，但遭遇童年期不良经历事件后的大学生仍有

中等偏下水平的心理成长，其中对生活的欣赏(2.52 ± 1.46)成长最大，其次是个人力量(2.37 ± 1.30)、新的

可能性(2.30 ± 1.33)、与他人关系(1.96 ± 1.28)、精神改变(1.93 ± 1.18)。 
聚焦童年期不良经历与心理成长总体，以心理成长总体及其各维度为因变量，以童年期不良经历为

自变量进行回归分析显示童年期不良经历对心理成长的解释率为 2.9%，相关分析结果得出大学生童年期

不良经历与心理成长呈显著负相关。这表明大学生童年期不良经历越严重，心理成长水平越低，即童年

期不良经历可以负向预测创伤后的心理成长，这与丁月萍等人(2019)的研究结论一致。心理韧性可以正向

预测 PTG (蒲廷娅，2017)。心理韧性是指个体经历消极事件的有效应对方式和灵活适应不良环境的能力，

可以帮助个体在不幸经历中对自我的恢复和调整。大学生童年期不良经历得分越低，心理韧性发展水平

越高(张晶晶，许远理，2011)。这解释了童年期不良经历与创伤后心理成长成负相关的原因。 
聚焦童年期不良经历与个人力量，相关分析得出童年期不良经历与个人力量呈负相关。回归分析显

示童年期不良经历能负向预测个人力量 2.8%的变异量。这表明在不良经历发生后，其影响程度越严重，

个体的个人力量成长越弱。有关 PTG 的研究表明创伤后个人力量有所增强(丁月萍，2020)，但成长的强

度会受到创伤事件的严重程度和个人思想观念等因素的影响，因此经历不良事件后个人力量方面成长减

弱现象是存在的。已有研究发现童年期不良经历能负向预测个体的自我概念(陆凤英等，2015)。童年期不

良经历给大学生留下心理阴影，对自我的理解与认知存在消极方面，使得其自尊自信心不足，容易发展

成退缩、胆小的性格，导致自我调节能力较低，遇到问题缺少独立解决的能力。有童年期不良经历的个

体存在低自尊、消极情感和低生活满意度(安芹等，2009)。因此，在遭遇过童年期不良经历的大学生中，

帮助他们去整合修复有关的创伤经验，建立积极情感，有助于提高他们的个体自尊自信心，从而使个人

力量方面得到进一步成长，化消极力量为积极力量。 
聚焦童年期不良经历与新的可能性，相关分析得出童年期不良经历与新的可能性呈负相关。回归分

https://doi.org/10.12677/ap.2021.1110271


冼翠欣 等 
 

 

DOI: 10.12677/ap.2021.1110271 2387 心理学进展 
 

析显示童年期不良经历能负向预测新的可能性 1.7%的变异量。这表明不良经历发生后，其影响程度越严

重，个体的个人力量维度成长越弱。已有研究表明创伤带来痛苦的同时也带来新的机遇(蒲廷娅，2017)。
机遇的出现需要我们去挖掘自身的潜力，但因为童年期不良经历的性质不同，大学生对此带来的消极情

绪影响的看法也不同，其应对方式也有所差异，所以对于不良经历事件中自我成长的潜在资源需要更长

时间亦或是某个契机点去挖掘，因此未能在短期内培养新的生活乐趣和生活方式，其新的可能性方面成

长还需经过时间的考验。 
聚焦童年期不良经历与他人关系，相关分析得出童年期不良经历与他人关系呈负相关。回归分析显

示童年期不良经历能负向预测与他人关系 5.9%的变异量。这表明不良经历发生后，其影响程度越严重，

个体的与他人关系维度成长越弱。从依恋理论视角上看，早期的依恋关系是个人今后人际关系的蓝本，

遭遇过童年期不良经历的儿童容易产生回避型的不安全依恋，这种不安全依恋经验使其在后期的人际交

往关系中表现出退缩、攻击行为和分离体验(于增艳等，2016)。经历童年期不良事件的大学生因为情感和

联结的脆弱性，易产生不安全依恋，所以他们与他人关系的改善可能还需要留有充足的时间去调和成长。

此外，共情反应对于个体正常的社会交往、良好的人际互动发挥着关键作用(薛娇美，2016)，而童年期不

良经历与认知共情呈负相关关系(韩凤师，邵淑红，2019)。有童年期不良经历的大学生由于缺少爱与支持，

使得其共情反应能力较弱，不利于良好的人际互动和社会交往，因而在与他人关系维度上的成长相对较

弱。 
聚焦童年期不良经历与对生活的欣赏，本研究发现有童年期不良经历者与无童年期不良经历者其对

生活的欣赏维度得分均高于理论中值，且两者无明显差异。这表明不管是否经历童年期不良事件，其对

生活的欣赏都有成长。国内学者对有童年期不良经历的 535 名大学生的创伤后成长与核心信念挑战的研

究发现童年期不良经历事件会撼动个体的原有信念体系，迫使他们重新思考对于自己、他人和世界的认

识和假设，因此会有更多的人生感悟(王燕云，2018)。欣赏并感受生活的点点滴滴可以让人从中得到反思

与自救，重新思考自己与生活的关系，转变个人对事件的看法和感悟，进而得到自然而然的成长。 
聚焦童年期不良经历与精神改变，本研究发现有童年期不良经历者与无童年期不良经历者其精神改

变维度无明显差异，两者得分均低于理论中值，相对于其它维度，都处于最低水平的成长。这说明不管

是否经历童年期不良事件，个体都有精神改变的成长。没有童年经历的大学生，其精神会在成长过程中

慢慢得到改变。有童年期不良经历的大学生经过不良事件后在自己的精神层面有了更多的对话与反思，

有了更坚定的精神信仰。占据心里重要地位的人的情感支持或是有特殊意义的物品的情感寄托，都能给

予自己精神上转变的力量，从而得到积极的成长。 

5. 结论 

本研究发现大学生中有童年期不良经历的学生比率较高，在有童年期不良经历的大学生中，情感忽

视和情感虐待发生的比例最大，情感虐待和忽视在短期内不易发现精神方面的问题，但对后期心理成长

方面有重大影响。通过对有童年期不良经历者和无童年期不良经历者的心理成长方面进行差异比较，发

现有童年期不良经历者的心理成长要显著低于无童年期不良经历者的心理成长。大学生童年期不良经历

与心理成长存在负相关。童年期不良经历可以负向预测大学生的心理成长。以上表明童年期不良经历影

响了大学生的心理成长，但具体的影响因素本研究还未深入了解，有待在未来研究中继续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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