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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among family function, coping style and social adaptation 
about college students. Methods: College students from Suzhou completed the Family Assessment 
Device (FAD), Simplified Coping Style Questionnaire (SCSQ) and Social Adaptive Faculty Tested 
Questionnaire. Results: (1) The correlation analysis showed that family function had significant 
relation with coping style and social adaption. (2) Multivariate regression analysis showed that 
Problem Solving (PS) had significant prediction to positive coping style and social adaption; posi-
tive coping style mediated the effect of family function on social adjustment totally. Conclusion: 
Family function had both direct and indirect effects on college students’ social adjustment by per-
ceived coping sty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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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以家庭功能的发挥过程为出发点，探讨其与大学生应对方式和社会适应的关系。方法：采用

McMaster家庭功能评定量表(FAD)、简易应对方式问卷(SCSQ)、社会适应能力诊断量表对苏州市某高校

大学生施测。结果：(1) 相关分析表明，家庭功能与应对方式、社会适应均有显著相关性；(2) 多元回

归分析表明，问题解决能够负向预测个体的社会适应能力，积极应对在二者间有完全中介作用，而消极

应对对二者则起部分中介作用。结论：家庭功能不仅直接影响大学生的社会适应，还能通过应对方式对

大学生的社会适应造成间接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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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大学阶段是青少年心理发展历程中的重要转折期，作为社会特殊群体的大学生，在这一时期会面临

学校适应、人际适应、职业适应和心理适应等多方面的适应问题，大学生采取何种方式来应对这些问题，

不仅会直接影响个人的身心发展和生活状态，还会对其成年期的社会心理发展产生深远影响。 
多年来，国内外学者对家庭功能进行了诸多研究，对家庭功能的定义也是众说纷纭，至今未有统一

的定论。家庭功能的定义是建立在其理论基础之上的，结果取向的家庭功能理论认为，家庭功能包括家

庭亲密度、家庭适应性和家庭沟通(Olson, 2000)。而过程取向的家庭功能理论则认为要从确定家庭功能各

方面的效能来对家庭进行评估，包括评价家庭生活的六个方面：问题解决、沟通、角色分工、情感反应、

情感卷入和行为控制。 
已有研究认为，家庭是影响大学生社会适应能力的首要因素。家庭功能不仅促进个体的身心发展，

还通过家庭成员间的信息沟通传递正确的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促进了子女的社会化学习过程和角色认

同(安芹，2010)。以往研究证明，在不同问题情境中，个体的应对方式对其社会适应有显著的预测作用(丁
凤琴，2007)。以大学生为被试的研究发现，无论是应对方式(吴秀生，2006)还是社会适应(方晓义，2004；
李彩娜，2010)都与家庭功能存在密切关系，尤其是在家庭亲密度和适应性方面。为此，本研究拟从家庭

功能的角度出发，探讨其与个体应对方式和社会适应间的关系。 
结果取向(Beavers, 2000; Walsh, 2003; Shek, 2002)和过程取向(Miller, 2000; Skinner, 2000)的家庭功能

理论同为该领域的主流理论，而在现有家庭功能的研究中，多数是以家庭功能发挥结果为基础的研究，

以家庭功能发挥过程为基础的研究较少。但已有研究表明家庭功能发挥过程比家庭功能发挥结果的预测

作用更好(徐洁，2008)。因此，本研究从家庭功能发挥过程为出发点，探索大学生家庭功能与应对方式、

社会适应的关系，分析家庭功能对应对方式和社会适应的预测作用。 

2. 研究方法 

2.1. 研究对象 

在苏州大学采取整群抽样，按照文理兼顾的原则抽取大一至大四、不同专业的在校大学生为被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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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发放问卷 320 份，回收问卷 263 份，剔除废卷后剩余有效问卷 252 份，有效率达 95.8%。其中，男生

115 人，女生 137 人；理工科 159 人，文史类 93 人；独生子女 163 人，非独生子女 89 人；大一 67 人，

大二 69 人，大三 66 人，大四 50 人。 

2.2. 研究工具 

2.2.1. 简易应对方式问卷(Simplified Coping Style Questionnaire, SCSQ) 
应对方式的测量采用简易应对方式问卷(解亚宁，1999)，共 20 个条目，使用“不采用~经常采用”4

点评分，包括积极应对和消极应对两个维度，测量结果为各维度平均分。问卷的 α系数 0.9，重测信度是

0.89。 

2.2.2. 社会适应能力诊断量表 
社会适应的测量采用北京师范大学郑日昌编制的社会适应能力诊断量表。该量表包括社会学习适应、

社会人际适应和社会生活适应 3 个维度，共 20 个项目，双号题是反向计分题。问卷的分值范围是 20~60
分，总分越高表明社会适应能力越强。量表的 α系数是 0.706。 

2.2.3. 家庭功能评定量表(Family Assessment Device, FAD) 
家庭功能的测量采用 McMaster 家庭功能评定量表(刘培毅，1999)。包括问题解决、沟通、角色分工、

情感反应、情感卷入、行为控制和总功能 7 个分量表，共 60 题，包含了 35 个不健康条目，采用“很像

我家~完全不像我家”4 点评分。每个分量表平均分即为该维度的得分，得分越低，家庭功能越好。如果

一个分量表的题目有 40%未被回答，则该量表不予计分。 

2.3. 统计方法 

运用 SPSS16.0 软件对数据进行录入、整理和分析。 

3. 研究结果 

3.1. 大学生家庭功能、应对方式和社会适应的总体情况 

家庭功能、应对方式和社会适应的描述性统计(表 1)显示：大学生社会适应能力处于中等水平(M = 
43.14)，即当其进入新环境时，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能够达到基本适应。家庭各维度的均分基本保持在

2.00 分，家庭各项指标基本正常，家庭功能发挥良好。由于应对倾向的计分方式是“应对倾向 = 积极应

对标准分 – 消极应对标准分”，因此其均值为 0。通过应对倾向的频数分析可发现，在困难或挫折情境

中，约有 49.2%的学生具有积极应对倾向，其余 50.8%的学生则具有消极应对倾向。 

3.2. 大学生家庭功能、应对方式和社会适应的相关分析 

相关分析结果(表 2)表明：家庭总功能与积极应对和社会适应显著负相关，与消极应对显著正相关。

问题解决、沟通、角色、情感反应和行为控制与积极应对和社会适应显著负相关，而问题解决、沟通、

角色、情感介入与消极应对显著正相关。在应对方式与社会适应的关系上，数据显示积极应对倾向越高

的学生社会适应能力越强，而社会适应能力越弱的学生往往采用消极应对方式。 

3.3. 大学生家庭功能、应对方式和社会适应的回归分析 

上述结果表明，家庭功能、应对方式和社会适应均显著相关，符合中介效应分析的条件。在此基础

上，本研究采用多元回归分析以明确变量间的关系。研究分 3 步进行： 
(1) 以家庭功能为预测变量，社会适应为因变量进行回归分析，讨论家庭功能对社会适应的预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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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如表 3 所示：家庭功能可以显著预测社会适应能力(F(7, 251) = 3.392, P < 0.01)，其中问题解决对社会

适应能力的解释力最优(P = 0.022 < 0.05)。 
(2) 以家庭功能为预测变量，应对方式为因变量进行回归分析。表 4 显示，家庭功能对积极应对(F(7, 

251) = 3.421, P < 0.01)和消极应对(F(7, 251) = 2.099, P < 0.05)均有显著预测作用，对积极应对的预测力为

8.9%，对消极应对的预测力为 5.7%。其中，家庭功能对积极应对的预测作用主要是通过问题解决实现的，

问题解决能力较高的家庭其成员表现出更多的积极应对方式。 
(3) 以家庭功能和应对方式为预测变量，社会适应为因变量进行回归分析(表 5)。 

 
Table 1. Descriptive statistics results of family function, coping style and social adaption (N = 252) 
表 1. 大学生家庭功能、应对方式和社会适应描述统计分析结果(N = 252) 

 问题解决 沟通 角色 情感反应 情感卷入 行为控制 总的功能 应对倾向 社会适应 

M 2.176 2.164 2.183 2.364 2.176 2.275 1.956 0.000 43.139 

SD 0.412 0.443 0.339 0.486 0.412 0.288 0.416 1.343 6.397 

 
Table 2. Correlation between family function, coping style and social adaption 
表 2. 大学生家庭功能、应对方式和社会适应的相关分析 

 问题解决 沟通 角色 情感反应 情感介入 行为控制 总的功能 积极应对 消极应对 社会适应 

问题解决 —          

沟通 0.521** —         

角色 0.436** 0.514** —        

情感反应 0.442** 0.656** 0.519** —       

情感介入 0.328** 0.545** 0.541** 0.506** —      

行为控制 0.257** 0.338** 0.388** 0.349** 0.307** —     

总的功能 0.637** 0.687** 0.634** 0.586** 0.631** 0.360** —    

积极应对 −0.242** −0.185** −0.170** −0.216** −0.090 −0.195** −0.191** —   

消极应对 0.142** 0.205** 0.141* 0.104 0.160* 0.061 0.210** 0.099 —  

社会适应 −0.252** −0.228** −0.146* −0.190** −0.090 −0.169** −0.185** 0.328** −0.185** — 

注：*P < 0.05；**P < 0.01 
 
Table 3. Regression analysis of family function and social adaption 
表 3. 家庭功能对社会适应的回归分析 

因变量 预测变量 R R2 ΔR2 F β t 

社会适应 问题解决 0.298 0.089 0.089 3.392** −0.188 −2.302* 

 沟通     −0.138 −1.453 

 角色     0.000 0.005 

 情感反应     −0.045 −0.525 

 情感介入     0.069 0.826 

 行为控制     −0.096 −1.414 

 总功能     0.046 0.419 

注：*P < 0.05；**P <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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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4. Regression analysis of family function and coping style 
表 4. 家庭功能对应对方式的回归分析 

因变量 预测变量 R R2 ΔR2 F β t 

积极应对 问题解决 0.299 0.089 0.089 3.421** −0.171 −2.096* 

 沟通     −0.009 −0.091 

 角色     −0.029 −0.344 

 情感反应     −0.122 −1.415 

 情感介入     0.082 0.975 

 行为控制     −0.121 −1.784 

 总功能     0.006 0.056 

消极应对 问题解决 0.238 0.057 0.057 2.099* 0.008 0.096 

 沟通     0.154 1.592 

 角色     0.014 0.165 

 情感反应     −0.095 −1.080 

 情感介入     0.039 0.459 

 行为控制     −0.024 −0.349 

 总功能     0.130 1.161 

注：*P < 0.05；**P < 0.01 
 
Table 5. Regression analysis of family function, coping style and social adaption 
表 5. 家庭功能和应对方式对社会适应的回归分析 

因变量 预测变量 R R2 ΔR2 F β t 

社会适应 问题解决 0.392 0.154 0.154 5.530*** −0.142 −1.787 

 沟通     −0.135 −1.479 

 角色     0.008 0.100 

 情感反应     −0.013 −0.151 

 情感介入     0.048 0.584 

 行为控制     −0.064 −0.964 

 总功能     0.044 0.419 

 积极应对     0.268 4.322*** 

社会适应 问题解决 0.331 0.110 0.110 3.736*** −0.187 −2.310* 

 沟通     −0.115 −1.217 

 角色     0.002 0.030 

 情感反应     −0.059 −0.694 

 情感介入     0.075 0.904 

 行为控制     −0.100 −1.481 

 总功能     0.065 0.599 

 消极应对     −0.149 −2.385* 

注：*P < 0.05；***P < 0.001 



赵翊馨，史慧颖 
 

 
1321 

表 3~5 显示，社会适应对家庭功能的回归系数为−0.188，且达到显著水平。积极应对对家庭功能的

回归系数为−0.171，同样达到显著水平。当把家庭功能和积极应对依次纳入回归方程，社会适应对积极

应对的回归系数为 0.268，显著性极强，而家庭功能的回归系数由−0.188 增加到−0.142，未达到显著水平

(P = 0.083 > 0.05)。按照中介效应的判断标准，可以认为积极应对在家庭功能和社会适应间具有显著的完

全中介作用。 
此外，表 4、表 5 表明，消极应对对家庭功能的回归不显著。当把消极应对和家庭功能纳入回归方

程后，社会适应对消极应对显著回归，回归系数为−0.149。此时需要进行 Sobel 检验，检验结果为显著，

说明消极应对在家庭功能和社会适应间起部分中介作用，且作用显著。 

4. 讨论 

本研究讨论了大学生家庭功能对社会适应的影响，以及应对方式在其中所起的中介作用。结果发现，

问题解决能够负向预测个体的社会适应能力，积极应对在家庭功能与社会适应间起完全中介作用，而消

极应对起部分中介作用。说明家庭功能对社会适应的影响至少有一部分是通过中介变量消极应对实现的，

这种影响同时还通过积极应对得以完全实现。 
个体因素和环境因素是对个体社会适应性造成影响的两类主要因素，其中家庭是环境因素中不可或

缺的成分(Hannum, 2004; Edwin, 2002)。家庭作为组成社会的基本单元，是个体成长、发展、社会化的重

要场所，其功能的发挥程度必然会对成员的行为方式和适应能力带来深远影响，本研究的结果证实了这

一观点。家庭功能不仅能够直接影响个体的社会适应能力，还会通过应对方式造成间接影响。 
个体所生活的家庭，其功能性越强，成员的社会适应能力越好。这与许波、李惠民的研究结果一致(李

惠民，2005)。赵燕鹰、张东生等人的研究发现：父母注重构建民主、平等、和睦的家庭氛围，强化与子

女沟通的内在质量，能够有效增强子女对新环境的适应能力(赵燕鹰，2005)。不仅如此，功能性良好的家

庭中，其成员还会表现出更积极的应对倾向，鉴于应对方式与社会适应间的密切关系，善于积极应对的

个体往往也具有较强的社会适应能力(聂衍刚，2008)。 
目前，虽然我国大学生的社会适应水平总体良好，但同时也存在一定的适应危机，这些不稳定因素

主要来源于以下几个方面：(1) 家庭人际关系不稳定，家庭成员间沟通匮乏，可能导致大学生难以达到对

社会环境的准确判断，不能有效、独立的应对问题情境。(2) 家庭角色划分不明确会导致学生不能形成良

好的规范意识和责任意识，无法自主完成多重社会角色的转换。(3) 家庭功能的持续不稳定会让家庭成员

产生更多的疏离感和消极情绪，这使得他们缺乏对自我情绪和行为的调节能力，极易产生消极应对倾向，

陷入人际困扰，难以融入所处的社会环境。 
综上所述，家庭功能不同维度的欠缺会导致大学生产生相应的应对危机和社会适应问题，而家庭功

能不同程度的发挥同样会使得个体具有不同的应对方式，进而影响该个体的社会适应水平。本研究提示

我们，改善大学生的社会适应能力，可以从家庭和个人两方面着手：一方面，通过心理训练和心理辅导

培养大学生形成更加积极的应对方式；另一方面，采用相关的家庭治疗改善家庭的健康水平，通过家庭

系统的改变带动家庭成员个人的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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