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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年来，青少年心理健康日益成为大众重视的关键问题，本文通过对以往研究的梳理，基于Belsky“家

庭系统”的观点阐述了家庭环境的主观环境和客观环境对青少年心理健康发展的影响。以往研究表明，

亲子关系、亲子沟通、父母教养方式以及家庭结构、经济状况和父母文化水平等均与青少年心理健康状

况相关。亲子关系越好、沟通越顺利、教养方式越科学，青少年心理健康水平越高；同时，家庭结构完

整、经济收入水平高也有利于青少年的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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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adolescent mental health has increasingly become a key issue of public attention. 
Through the review of previous studies, this paper expounds the impact of subjective and objec-
tive environment of family environment on the development of adolescent mental health based 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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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view of Belsky’s “family system”. Previous studies have shown that parent-child relationship, 
parent-child communication, parenting style, family structure, economic status and parental lite-
racy are related to adolescent mental health. The better the parent-child relationship, the smoother 
the communication and the more scientific the parenting style, the higher the level of adolescent 
mental health; at the same time, complete family structure and high economic income level are 
also conducive to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adolescents. 

 
Keywords 
Adolescent Mental Health, Family Environment, Parent-Child Relationship,  
Parent-Child Communication, Parenting Style 

 
 

Copyright © 2023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1. 引言 

当前，我国正处于经济、文化迅速变革和发展的重要时期，人民物质生活水平日益增高，国民的心

理健康素质也逐步被学界和广大民众所重视，其中青少年的心理健康被列为关注的重点领域之一。《中

国国民心理健康发展报告(2019~2020)》指出，2020 年青少年抑郁检出率为 24.6%，其中，轻度抑郁检出

率为 17.2%，重度抑郁为 7.4%。随着年级增长，抑郁检出率呈现上升趋势[1]。南京市心理危机干预中心

主任张纯表示，相比往年而言，现如今在心理援助和危机干预中青少年个案明显增多。青少年时期是身

心发展的重要时期，此时个体的认知和意识飞速发展，心理上内心冲突增多，情绪起伏增大，是心理问

题的高发期[2]。而家庭作为个体身心成长和社会化的重要环境之一，从牙牙学语到长大成人，我们无时

无刻都直接或间接地接受着来自父母和家人的影响，心理学家阿德勒说，“幸福的童年可以治愈人一生

的不幸，而不幸的童年需要人的一生来治愈”，这充分说明了成长的环境带给人的巨大影响。从实证研

究来看，过往国内外已有无数的调查研究表明家庭环境对青少年心理健康的发展有着重大而深远的作用，

好的家庭环境可以有效促进个体的身心健康。 

2. 青少年心理健康现状分析 

近年来，对青少年心理健康的研究数量呈上升趋势，在“中国知网”中以主题词为“青少年心理健

康”进行搜索，年份截止到 2022 年，得到发表年度结果，如图 1 所示。2011~2012 年出现第一个大幅度

激增可能与当时的政策文件指导相关，2011 年中国科协会同中国心理学会开展了“中国青少年心理健康

状况调查”课题，明确表明我国青少年的心理健康亟需维护和改善；2012 年教育部印发《中小学心理健

康教育指导纲要(2012 年修订)》，促进了社会对青少年心理健康发展的重视。2019 年发文量大幅度增加，

当年新冠疫情的出现给全国人民带来心理上的重大影响，青少年作为身心还未发育成熟的群体，本就需

要在一个开放宽容的环境中成长，突如其来的学习、社会环境变化不利于其心理健康发展。 
目前对青少年心理健康的研究可以大致归结为五个方面，即个体自我发展、社会适应、情感形成、

学业发展和问题行为。自我发展包括自尊、心理弹性、人格的发展等；社会适应包括人际交往、同伴关

系、社会主动性、应对问题的能力等；情感形成包括情感支持、焦虑、抑郁等情绪问题的产生；学业发

展包括学业成就、学习压力、学习倦怠、考试焦虑等；行为包括各种成瘾行为、攻击行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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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Statistics of adolescent mental health from 1992 to 2022 
图 1. 青少年心理健康 1992~2022 发文量统计图 

3. 家庭环境对青少年心理健康的影响 

国内外已有多项研究表明，家庭环境对个体的心理健康有重大影响，良好的家庭环境可以促进其心

理的健康发展。Bronfen Brenner 提出的生态系统理论认为环境因素影响着人的发展，家庭作为环境层次

的微观系统，对个体的活动和交往影响最为直接；Murray Bowen 提出的家庭系统理论指出家庭是一个成

员间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系统。心理学家 Belsky 明确提出了“家庭系统”的观点，对于家庭环境的研

究应从整体性出发，既要考虑家庭主观环境，又要考虑家庭客观环境[3]。  
主观环境指在孩子与父母的相处过程中人为形成的，如亲子关系、亲子沟通、父母教养方式、亲子

依恋、亲子冲突等方面；客观环境指物质客观存在的，如家庭结构、家庭收入水平、父母受教育水平等。

每种因素相辅相成，共同作用于个体的发展。 

3.1. 主观环境对青少年心理健康的影响 

3.1.1. 亲子关系对青少年心理健康的影响 
和谐的家庭氛围和亲子关系有利于青少年的成长，与家庭中的其他人际关系相比，亲子关系对青少

年的影响更直接，是影响个体人格发展、心理健康、适应状况的重要因素，以往研究中常从三个方面来

衡量亲子关系的发展，即亲子依恋、亲子冲突和亲子亲合[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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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wlby 将亲子依恋划分为安全依恋和不安全依恋，其中，不安全依恋包括回避型依恋、矛盾型依恋

和混乱型依恋[5]。安全型依恋的个体有着更高的认知和社会适应能力，而不安全依恋的青少年则会对自

己有着更多的负性评价，更加消极[6]。过往在对青少年问题行为研究中发现与父母依恋关系较好的青少

年往往拥有更好的情绪调节能力和自我效能感，更不易产生手机成瘾[7] [8]。与国外研究结果一致，在一

项对初中生的调查中发现非安全型依恋的个体出现更多的攻击行为[9] [10]。 
青少年期又被心理学家称为“疾风暴雨期”，意旨在此期间青少年与父母的冲突不断增加。国内外

有多项研究表明，过度的亲子冲突不仅会对孩子的心理健康产生不利影响，还与学习成绩差、问题行为、

犯罪等存在显著相关[11]。一项对青少年心理健康的调查发现，亲子关系在其中有重要作用，较差的亲子

关系可能会引发不同种类的心理问题[12]。与此同时，不少心理学家指出，青少年期低水平的亲子冲突也

是有积极作用的，如 Steinberg 认为此时的青少年期望能够独立自主，与父母的情感分离有利于他们同一

性和社会性的发展，提高青少年控制情绪和处理问题的能力[13]。 
亲子亲合指父母与子女之间亲密的情感联结，它既可以表现于积极的互动行为中，又可以表现于父

母与儿童心理上对彼此的亲密感受[14]。亲子亲合被看作是个体正常发展的基础，国外有研究发现亲子亲

合可以有效促进家庭凝聚力和青少年的积极发展[15]。一项对农村留守儿童的研究也发现，亲子亲合能够

显著负向预测留守儿童的抑郁感、孤独感等情绪适应问题和网络成瘾问题，良好的亲子亲合可以提高个

体社会适应的能力，这与以往的一项追踪研究结论一致[16] [17]。 

3.1.2. 亲子沟通对青少年心理健康的影响 
亲子沟通是家庭中父母与子女通过信息、观点、情感或态度的交流，达到增强情感联系或解决问题

等目的的过程。McMaster 的家庭功能理论模型指出沟通是家庭功能中的重要部分，家庭成员通过沟通进

行问题解决、角色分工、情感介入和行为控制，沟通尤其是亲子之间问题解决的重要途径[18]。青少年进

入青春期后随着自我意识和自主性的增强，更希望能主导自己的行为和生活，父母若无法适应和理解孩

子的变化，可能会导致亲子关系恶化，甚至对青少年心理健康产生不良影响。 
国内外多项研究发现，亲子沟通与青少年的自尊、心理弹性、情感等密切相关。学者 Grotevant 和

Cooper 认为亲子沟通可以划分为良好的沟通和有问题沟通，良好的沟通有利于青少年自尊的发展，与其

心理健康水平密切相关，同时发现学业成绩更好，相反，有问题的亲子沟通也与青少年的消极情绪相关，

例如孤独、抑郁[19]。Sandy 研究发现，家庭沟通良好的家庭更少产生家庭冲突，家庭和谐度更高，同时

青少年的自尊和心理健康水平也更高[20]。Matteson 在对青少年的调查中发现，与高自尊者相比，低自尊

者报告与父母的沟通状况更差，难以达成一致性意见，且认为他们的婚姻状况更差[21]。一项对初中生的

研究发现，亲子沟通、心理弹性及自我效能感之间均存在显著正相关，亲子沟通质量越高，个体的心理

弹性和自我效能感水平更高[22]。在对农村留守儿童的调查中发现，亲子沟通与人际适应存在显著正相关，

拥有良好的亲子沟通的个体社会适应性更强，与人的交往也更顺利[23]。 
有问题的亲子沟通更容易导致青少年产生心理问题和行为问题。方晓义等人研究发现，所有亲子沟

通问题均与青少年的自尊呈显著负相关，与抑郁、社交焦虑和问题行为呈显著正相关[24]。也有研究表明，

亲子沟通能够负向预测青少年网络成瘾问题，说明亲子沟通质量越好，青少年网络成瘾的可能性越小，

且母子沟通在其中起着更明显的保护作用[25]。 

3.1.3. 父母教养方式对青少年心理健康的影响 
美国心理学家 P.M.Symond 最早研究父母教养方式对儿童心理健康的影响，他提出教养方式对孩子

的影响可以分为两个维度：接受与拒绝，支配与服从。Maccoby 在对青少年的调查中发现：被父母接受

的孩子大多数情绪稳定、有同情心；被拒绝的孩子大多情感冷漠；被支配的孩子更缺乏自信心、顺从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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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被命令服从父母的孩子攻击性更强[26]。 
我国也有大量研究表明父母教养方式对子女人格特质的形成具有重要影响。父母采用严厉惩罚、拒

绝否认等消极教养方式越多，孩子越可能表现出孤独、冷漠、适应能力差等特征，同时更可能容易出现

焦虑、担忧及强烈的情绪反应[27]。与上述研究结果一致，安伯欣指出教养方式与青少年社会适应之间存

在相关，父母温暖理解的积极教养方式对青少年自尊发展和心理健康有积极影响，消极教养方式则起到

相反作用[28]。过往研究发现，父母采用拒绝的消极教养方式的青少年更容易产生边缘型人格障碍问题和

较高的自伤、自杀风险[29] [30]。 

3.2. 客观环境对青少年心理健康的影响 

除了上述主观因素之外，家庭结构、收入状况、父母受教育程度等也是影响青少年心理健康发展不

可忽视的因素。陈丹等人在对青少年的调查中发现，家庭结构完整的青少年心理健康状况比来自不完整

家庭的青少年更好[31]，这与国外研究结论一致，KaatPonne 等人的研究表明，单亲家庭中的孩子亲子沟

通状况更容易出现问题，且具有较高的自杀或自伤行为[32]。 
国内外均有研究表明家庭经济收入可能不利于青少年心理健康状况发展，Boe 等人认为低收入会通

过影响物质环境和心理经验进而间接影响心理健康状况[33]；刘爱敏、程刚等研究发现家庭经济状况较差

的个体更容易产生心理问题[34] [35]，这是因为经济水平越高，物质条件越好，个体的对外界的认知程度

更高，更容易形成自信、自我接纳等积极的心理品质。 
另外，樊为等人的研究发现，父母不同水平的受教育程度可能会通过不同的教养方式进而影响个体

的心理健康状况[36]，陈丹等人研究发现父母受教育程度为研究生及以上的青少年比父母为其他受教育背

景的青少年心理健康状况整体更差[31]。 

4. 小结与展望 

本文根据 Belsky 的“家庭系统”观点，从家庭环境中的主观因素和客观因素对青少年心理健康的发

展进行分析，不同因素造成的影响不同，但也存在多种因素相互交叉共同作用于青少年的心理健康发展，

总结得出如下结论： 
从主观因素来看，亲子关系、亲子沟通、父母教养方式都与青少年的心理健康有明显相关，由于过

往对亲子关系的研究甚多，内容纷繁，故本文从亲子依恋、亲自冲突和亲子亲合三个角度更加详细的阐

述其影响方面。首先，良好的亲子关系会提高青少年的心理健康水平，安全型依恋、较少的亲子冲突以

及与父母更加亲密的相处都会使个体感到更轻松自在，周围的环境和谐友爱，父母给予的支持和关爱越

多，个体对自我的接受程度越高，自我评价越好，对待他人时也更容易以相同的方式去回馈。其次，处

于良好亲子沟通环境下的青少年心理健康水平更高。因为不必担心被过度责骂或拒绝，个体会更多的表

露自己的感受和想法，且处于青春期的他们由于升学面临的学业、人际等问题增多，与父母的良好沟通

可以帮助他们更快更好的解决困难，提高应挫力和自我效能感。最后，不同的父母教养方式对孩子的心

理发展有不同影响。采用积极教养方式的父母更能理解青少年的身心变化，能够在各方面包容和尊重他

们，因此青少年的心理健康和情绪更加稳定，社会适应能力更好。 
从客观因素来看，家庭结构、经济收入状况和父母受教育程度是影响青少年身心发展的重要因素。

首先，父亲和母亲在个体成长过程中的作用无可替代，家庭结构完整的青少年受到来自父母更多的关爱，

相反单亲家庭、孤儿家庭等结构不完整的青少年由于无法受到足够的关注和爱护导致缺乏安全感，心理

健康水平较低，更可能多地出现情绪问题和行为问题。其次，高收入的家庭拥有更丰富的物质资源，父

母的心理状态更加稳定，能够给予更多的正向反馈提供正向心理经验，同时也会促进父母以更加积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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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养方式去对待孩子。而对于经济基础较差家庭中的孩子来说，一方面父母可能忙于赚钱养家没有充足

的时间去陪伴他们的成长，不能切实关注他们的心理需求；另一方面由于缺少对外界的认知和经历体验，

自我意识薄弱，加之处于青春期更加敏感，在与他人相处时容易感到自卑，不利于个体的自我发展与人

际交往。最后，父母受教育水平较低的青少年更容易产生怯弱、不自信的心理品质，但父母学历处于研

究生及以上的青少年心理健康水平也较低，这可能是因为父母在孩子身上投射了更高的期望，在学业上

管教更加严格，使其学习压力更大，不可避免的产生亲子冲突继而破坏亲子关系。 
影响青少年心理健康的原因多种多样，本文仅以家庭环境这一层面进行梳理和分析，除此之外还有

遗传因素、学校环境、社会环境等。且过往对于青少年心理健康的研究涵盖方面很多，小到某个心理品

质的形成，大到个体的学业成就、社会适应、问题行为的产生等，本文并未一一列举，只是粗略的进行

划分和梳理，以后的研究可以从更加精细的角度去探讨和总结各方面对青少年的影响。总的来说，家庭

环境对青少年的影响不容忽视，家庭是人温暖的港湾，父母也应多加学习心理知识，为青少年的健康成

长共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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