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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influence of father presence and parental conflict on college students’ 
self-differentiation. Method: To apply FPQ-R-B scale, college students’ self-differentiation scale 
and CPIC scale in the investigation on 459 undergraduates of four universities in Sichuan province. 
Results: 1) college students’ self-differentiation and father’s degree of authority are generally 
higher, low level of parental conflict; 2) on the whole, the higher the level of parents’ education, 
the higher the degree of college students’ fathers presence and self-differentiation, the lower pa-
rental conflict; 3) the level of self-differentiation was 106.2 for boys and 97.0 for girls; 4) fathers 
presence and parental conflict have a significant predictive effect on the level of self-differentiation 
on college students, which is supported for the mediation model of parental conflict. Conclusion: 
father presence has a significant predictive effect on the self-differentiation of child, which does 
not only directly affect college students, but also indirectly affect the level of college students 
through parental confli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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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探究父亲在位与父母冲突对大学生自我分化的影响。方法：采用父亲在位量表(FPQ-R-B)、大学

生自我分化量表与子女知觉父母婚姻冲突量表(CPIC)，对四川省四所高校459名本科生开展调查。结果：

1) 大学生父亲在位程度与自我分化程度总体较高，父母冲突的感知程度较低；2) 总体上，父母文化程

度越高，大学生的父亲在位程度越高，自我分化水平越高，父母冲突越小；3) 男性的自我分化总分106.2，
显著高于女性97.0；4) 父亲在位与父母冲突对子女自我分化程度有显著预测作用，模型支持父母冲突的

中介作用。结论：父亲在位对子女的自我分化有正向预测作用，父亲在位既能直接影响大学生自我分化

水平，也能通过父母冲突间接影响大学生自我分化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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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青少年阶段处于生理不断发展的时期，同时也伴随着许多的心理健康问题。二十世纪以来，社会与

国家越来越关注大学生的心理健康(辛自强，张梅，&何琳，2012)，大量的研究显示，自我发展是这一阶

段非常关键的任务(Erikson, 1968) (杨建人，杨喜英，熊恋，等，2010)，其中一个重要方面是大学生的自

我分化问题。Bowen 的家庭系统理论提出，自我分化是指个体处理依恋和独立自主的能力，也可指个体

平衡理智和情感的能力(Bowen, 1978)。大学生正处在发展人际关系的重要阶段，尤其是亲密关系。较高

的自我分化水平将会使个体更好地适应社会、保持身体健康(Tuaron & Friendlancher, 2000) (Skowron & 
Friedlancher, 1998)，对个体心理社会发展状况也有很重要的影响(Johnson et al., 2003) (Jenkins & Buboltz, 
2005)，能够预测心理成熟度和婚姻满意度(Skowron & Friedlancher, 1998)。 

西方文化强调独立自主，孩子的自我分化水平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得到较快的提高，但是在五千年来

一直以家庭为核心的中国社会，孩子的自我分化水平是否能得到较快发展，家庭对子女的自我分化水平

有着什么样的影响，目前的研究结果还不是太清晰。父亲是子女的重要客体，近十年来，关于父亲教养对

子女影响的研究越来越多，父亲在位(father presence)的相关研究已成为家庭研究的新方向。研究表明，父

亲教养参与度高对子女的认知发展、社会化和情绪的稳定等有重要作用(李燕，黄舒华，张筱叶，等，2010) 
(李文道，孙云晓，&赵霞，2009)。因此子女的父亲在位程度是否能直接影响自我分化水平成为该研究关

注的内容。 
婚姻关系是衡量家庭氛围的重要指标，家庭的和睦有利于子女的身心健康发展，家庭冲突大，必然

会对子女的身心发展造成巨大的伤害(黄成毅，2017)。目前关于父母冲突与青少年个体发展的影响已经得

到许多相关理论的证实(武勇新，邓林园，等，2014)，但在中国本土，关于父母冲突对自我分化影响的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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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较少。综上所述，本研究将从大学生的自我分化的角度出发，研究大学生父亲在位，父母冲突的感知

与其自我分化的关系，以期对大学生心理健康发展提供相关的理论依据。 

2. 研究方法 

2.1. 研究对象 

采用滚雪球抽样法，选取四川省成都市四所高校大一到大四的在校本科生，网络发放问卷 571 份，

回收有效问卷 459 份，有效率：80.4%。有效样本的资料详见表 1。 
 
Table 1. Demographic variables statistics of 459 valid samples 
表 1. 459 份有效样本的人口学变量统计 

指标 n % 

性别 男 189 41.2 

 女 270 58.8 

独生子女 是 178 38.8 

 否 281 61.2 

生源地 城市 117 25.5 

 农村 342 74.5 

年级 大一 108 23.5 

 大二 170 37 

 大三 153 33.3 

 大四 28 6.2 

父亲文化程度 大学及以上(包括大专) 65 14.2 

 高中(包括中专) 92 20 

 初中 185 40.3 

 小学及以下 117 25.5 

母亲文化程度 大学及以上(包括大专) 35 7.6 

 高中(包括中专) 69 15 

 初中 183 39.9 

 小学及以下 172 37.5 

父母婚姻状况 正常 389 84.7 

 离异或重组 41 8.9 

 未离异分居 13 2.8 

 母亲去世 6 1.3 

 父亲去世 10 2.2 

2.2. 研究工具 

2.2.1. 大学生自我分化量表 
本研究采用目前使用最广泛的，由吴煜辉和王桂平于 2010 年修订的大学生自我分化量表(吴煜辉&

王桂平，2010)，该量表共 27 道题，分为四个维度：与他人融合，情绪反应性，自我位置，情感隔绝。

采用六级评分，分数越高，代表自我分化程度越高。总量表 α系数为 0.896，具有良好的信效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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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父亲在位量表 
采用蒲少华、卢彦杰等人修订的父亲在位问卷中文修订版(FPQ-R-B) (蒲少华，卢彦杰，吴平，等 2012)。

量表总共有四个维度，分为三个高阶维度和八个分量表，共 31 道题。三个高阶维度分别为与父亲的关系、

家庭代际关系、与父亲有关的信念。采用五级计分，分数越高代表父亲在位程度越高。总量表的 α 系数

达到了 0.73 以上的水平。 

2.2.3. 父母冲突子女知觉量表 
采用学者池丽萍与辛自强两人于 2003 年修订的父母冲突子女知觉量表(Children’s Perception of 

lnter-parental Conflict Scale, CPIC) (池丽萍&辛自强，2003)，本量表有六个维度，合并为三个子量表(冲突

特征，威胁认知，自我归因)。共 40 道题，采用四级评分，分数越高代表感知到的冲突强度，频率越高，

冲突解决得越差，子女的自我归因越强，感受到的威胁越多。整个量表的分半信度为 0.87，内部一致性

信度为 0.88，具有良好的信效度。 

2.3. 研究程序和统计方法 

使用问卷星 APP 网络发放问卷，采用滚雪球调查法。使用 Excel 软件录入与整理数据，SPSS19.0 对

数据进行统计和分析。 

3. 结果 

3.1. 大学生自我分化，父亲在位和父母冲突感知的总体情况 

所调查的大学生自我分化所得平均分为 99.1 ± 17.4，分维度与人融合、自我位置、情绪反应性以及

情绪断绝的因子均分各为 3.4、3.9、3.4 与 4.2，理论因子均分 3.5 分，得分总体相对较高。父亲在位得分

总均分为 106.0 ± 19.9，在与父亲的关系维度因子均分 3.3；家庭代际关系维度因子均分 3.4，有关父亲的

信念维度的得分因子均分为 3.4，均高于理论因子均分 3 分。对父母冲突感知总分为 90.6 ± 17.8，各个维

度因子均分：冲突特征 3.4，威胁认知 2.4，自我归因 1.9，理论因子均分 2.5 分，得分差异较大。有效样

本的资料详见表 2。 
 
Table 2. The overall perception of the self-differentiation of College students, the conflict between Father and parents 
表 2. 大学生自我分化、父亲在位与父母冲突的感知总体情况(N = 459). 

项目 Min Max M SD 

自我分化总分 39 148 99.13 17.39 

与人融合 11 60 34.22 8.54 

自我位置 5 28 19.38 3.82 

情绪反应性 7 36 20.33 5.27 

情感断绝 9 36 25.19 5.32 

父亲在位总分 44 155 105.95 19.89 

与父亲的关系 19 95 62.18 14.89 

家庭代际关系 14 40 30.19 5.70 

有关父亲的信念 niniannian 念 4 20 13.58 3.84 

婚姻冲突总分 45 140 90.63 17.78 

冲突特征 20 76 44.52 10.56 

威胁认知 12 48 28.79 6.67 

自我归因 9 34 17.32 4.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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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大学生自我分化，父亲在位和父母冲突感知的差异分析 

以人口学变量大学生年级、性别、生源地、是否独生子女、父亲母亲文化程度以及父母婚姻状况等

为自变量，自我分化、父亲在位和父母冲突感知为因变量做了差异检验。结果表明，在性别以及父母文

化程度上有统计学意义，在年级、生源地、是否独生子女以及父母婚姻状况没有统计学意义。 

3.2.1. 大学生自我分化，父亲在位和父母冲突感知在性别上的差异检验 
为探索大学生的自我分化程度，父亲在位程度和父母冲突知觉程度在性别上是否有显著差异，将男

女两组做了 t 检验，结果如表 3。男女生在父亲在位的高阶维度二(家庭代际关系)上有显著差异(P < 0.05)，
其中女生的家庭代际关系得分 M = 30.76 稍高于男生 M = 29.39。自我分化量表的与人融合，自我位置，

情绪反应三个维度上以及自我分化总分存在显著差异(P < 0.01)，并且男生的得分都显著高于女生。在婚

姻冲突的感知量表里，自我归因的维度上男女存在显著差异(P < 0.001)，男生更倾向于自我归因。除此之

外，在其他人口学变量的 t 检验未显示出显著差异。 
 
Table 3. Gender difference Test of Self-differentiation, Father's position and Parental conflict perception of College students 
表 3. 大学生自我分化、父亲在位和父母冲突感知的性别差异检验(N = 459) 

项目 组别 Min Max M SD t p 

自我分化总分 
男 

36 148 
102.23 17.113 

3.234 0.001 
女 96.96 17.274 

与人融合 
男 

11 60 
35.92 7.995 

3.615 0.000 
女 33.03 8.723 

自我位置 
男 

5 28 
20.05 3.971 

3.157 0.002 
女 18.91 3.648 

情绪反应 
男 

7 36 
21.30 5.310 

3.331 0.001 
女 19.66 5.139 

情感断裂 
男 

9 36 
24.96 5.157 

−.778 0.437 
女 25.36 5.437 

父亲在位总分 
男 

44 155 
104.52 19.157 

−1.286 0.199 
女 106.95 20.365 

与父亲的关系 
男 

19 95 
61.80 14.229 

-0.462 0.644 
女 62.45 15.359 

家庭代际关系 
男 

14 40 
29.39 5.321 

−2.549 0.011 
女 30.76 5.891 

有关父亲的信念 
男 

4 20 
13.34 4.002 

−1.105 0.270 
女 13.74 3.719 

婚姻冲突感知总分 
男 

45 140 
91.30 16.535 

0.670 0.503 
女 90.17 18.613 

冲突特征 
男 

20 76 
44.12 9.205 

−0.703 0.482 
女 44.80 11.418 

威胁认知 
男 

12 48 
28.65 6.401 

−0.396 0.692 
女 28.90 6.867 

自我归因 
男 

9 34 
18.53 4.330 

5.033 0.000 
女 16.47 4.301 

注：*p ≤ 0.05, **p ≤ 0.01, ***p ≤ 0.001，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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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大学生自我分化，父亲在位和父母冲突感知在父母文化程度上的差异检验 
根据方差分析结果(表 4)显示，父母文化程度不同的大学生在自我分化和其情绪反应性维度，父亲在

位总分及其两个分维度，冲突感知总分、冲突特征维度，差异基本达到显著水平(p < 0.05)。经事后检验

发现，总体上，在父母文化水平高的家庭中成长的大学生自我分化总分、情绪反应得分和父亲在位总分

越高，与父亲的关系越好，与父亲有关的信念和越强，在冲突感知总分、冲突特征越低。 
 
Table 4. Analysis of variance between father's reign, self-differentiation and parental conflict perception in parents’ educa-
tional level 
表 4. 父亲在位，自我分化与父母冲突感知在父母文化程度上的方差分析(N = 459) 

项目 
F P F P LSD 

父亲 母亲 父亲 母亲 

自我分化总分 0.449 0.718 3.017 0.030  2 > 4, 3 > 4 

与人融合 0.042 0.989 2.276 0.079   

自我位置 0.485 0.693 0.374 0.772   

情绪反应性 0.246 0.864 3.098 0.027  1 < 2, 1 < 3, 2 > 4, 3 > 4 

情感断绝 1.619 0.184 1.920 0.125   

父亲在位总分 4.967 0.002 3.152 0.025 1 > 3 > 4, 1 > 2 2 > 3, 2 > 4 

与父亲的关系 5.193 0.002 4.802 0.003 1 > 2, 1 > 3, 1 > 4 2 > 3, 2 > 4, 1 > 3, 1 > 4 

家庭代际关系 2.079 0.102 0.171 0.916   

有关的父亲的信念 4.058 0.007 0.239 0.869 3 > 4  

父母冲突感知总分 1.724 0.161 4.412 0.005  1 < 3, 1 < 4, 2 < 3, 2 < 4 

冲突特征 2.935 0.033 5.644 0.001 1 < 3, 1 < 4 1 < 3, 1 < 4, 2 < 3, 2 < 4 

威胁认知 0.669 0.571 2.060 0.105   

自我归因 0.134 0.940 0.720 0.540   

注：大学及以上(包括大专) = 1；高中(包括中专) = 2；初中 = 3；小学及以下 = 4。 

3.3. 大学生自我分化与父亲在位，父母冲突感知的关系 

3.3.1. 大学生自我分化与父亲在位，父母冲突感知的相关分析 
为探究大学生自我分化与父亲在位，父母冲突感知的相关关系，将自我分化的总分及其四个分维度

和父亲在位的总分及其三个分维度，父母冲突做了相关分析，结果显示(表 5)，在总体上，自我分化与父

亲在位呈高度相关(p < 0.01)。 
 
Table 5. An Analysis of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self-differentiation of College students and the perception of conflict 
between their Father and their parents 
表 5. 大学生自我分化与父亲在位，父母冲突感知的相关分析 

项目 与人融合 自我位置 情绪反应性 情感断绝 自我分化总分 

父亲在位总分 0.15** 0.20** 0.10* 0.32** 0.25** 

家庭代际关系 0.09 0.15** 0.09 0.31** 0.20** 

父亲影响的概念 −0.12** −0.02 −0.14** −0.04 −0.12** 

父母冲突感知总分 −0.39** −0.21** −0.29** 0.56** −0.46** 

冲突特征 −0.29** −0.19** −0.26** −0.33** −0.36** 

威胁认知 −0.43** −0.20** −0.29** −0.38** −0.46** 

自我归因 0.21** −0.08 −0.11* −0.42** −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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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 大学生自我分化与父亲在位及父母冲突感知间的回归分析 
据表 6 所示，大学生父亲在位和父母冲突感知两个维度自我分化进入了自我分化的回归方程。也就

是说，父亲在位和父母冲突的两个维度对自我分化有显著的预测作用(p < 0.05)。因此，本研究可以构建

以父亲在位为自变量，自我分化为因变量，父母冲突感知为中介变量的模型，依次检验每条路径的中介

作用。 
 
Table 6. Multivariate regression analysis of father’s reign and parents’ perception of marital conflict to self-differentiation 
表 6. 父亲在位、父母婚姻冲突知觉对自我分化的多元回归分析 

因变量 自变量 R2 △R² F Beta t 

自我分化 

总模型 0.231 0.226 45.477***   

威胁认知    −0.383 −8.080*** 

自我归因    −0.106 −2.350* 

 父亲在位总分    0.100 2.288* 

3.3.3. 威胁认知在父亲在位与自我分化的中介作用 
 

Table 7. The return of threat Cognition to Father’s reign 
表 7. 威胁认知对父亲在位的回归 

因变量 自变量 R2 △R² F Beta t 

威胁认知 父亲在位 0.113 0.111 57.936*** −0.335 −7.612*** 

 
Table 8. The return of self-divided Father’s reign and threat Cognition 
表 8. 自我分化、父亲在位、威胁认知的回归 

因变量 自变量 R2 △R² F Beta t 

自我分化 
父亲在位 

0.221 0.218 64.812*** 
0.101 2.312* 

威胁认知 −0.427 −9.727*** 

 
由表 7 可得出，父亲在位对威胁认知具有显著的影响(p < 0.001)。表 8 结果显示，中介变量威胁认知

的回归系数达到显著水平(p < 0.001)，父亲在位对自我分化的回归系数从 0.245 降至 0.101，具有统计学

意义。因此，威胁认知在父亲在位与自我分化间起到了部分中介作用，中介效应为 58.4%。中介模型如

图 1 所示。 

3.3.4. 自我归因在父亲在位与自我分化的中介作用 
表 9 显示，中介变量自我归因在父亲在位与自我分化间起到了部分中介作用，中介效应为 15.4%。

中介模型如图 2 所示。 

4 讨论 

4.1. 大学生父亲在位、自我分化与父母冲突感知总体状况结果分析 

据本文结果所示，大学生父亲在位程度居中上水平。而受父亲影响的概念这一维度得分较低，推测

可能与中国文化相关，中国的父亲大多数表现为不善言辞，可能是因为与子女的交流较少，关系比较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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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The intermediary Model of threat Cognition in Father's position and self-differentiation 
图 1. 威胁认知在父亲在位与自我分化的中介模型 

 

 
Figure 2. The intermediary Model of self-Attribution in Father's reign and self-differentiation 
图 2. 自我归因在父亲在位与自我分化的中介模型 

 
Table 9. The return of self-differentiation to Father's reign and self-Attribution 
表 9. 自我分化对父亲在位、自我归因的回归 

因变量 自变量 R2 △R² F Beta t 

自我分化 
父亲在位 

0.120 0.116 31.180*** 
0.207 4.652*** 

自我归因 −0.249 −5.600*** 

 
远。大学生的心智都得到了快速发展，对不同的事件有自己的见解，且不再与父亲生活在一起，因此受

父亲影响较小(蒲少华，李臣，卢宁，等，2011) (Krampe, 2009)。在中国家庭中，父亲扮演的角色多为守

护者，向孩子表露情感较少，孩子对于父亲在位的感知也会减弱。 
结果表明，大学生的自我分化题目均分高于理论均分，表明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较好融入新集体，

能在特定人际关系中保持自我感，面对事件或刺激能有较好的情绪反应，恰当保持与他人的距离，这与

以往的研究结果较一致(姚玉红，刘亮，&赵旭，2011) (刘春艳，刘衍玲，&王鑫强，2011) (柴莉颖，2011) 
(吴煜辉，2008)。但是分数两极分化明显，自我分化能力发展不平衡，可能的原因是成长环境的不同，自

我分化能力发展不一。在对父母文化程度调查中，显示多数调查对象的父母文化水平较低。可以推测出，

父母受教育知识的限制，对子女的身心健康关注度会减低。占比 84.7%的对象生活在父母婚姻状况正常

的家庭，父母或多或少会照看子女，子女的自我分化水平发展较好，处于中等水平。 
此外，结果显示，父母冲突量表的冲突特征维度的分数相对较高，而自我归因得分较低，推测是大

学生在不断成人化的过程中心理品质逐渐完善，学会做出恰当的自我归因。压力氛围中，父母之间常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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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小事而产生矛盾，出现回避、冷战、争吵等情况，作为儿女，会感知到父母之间的婚姻冲突，但是随

着其外出读书时间增多，感知逐渐减退，从而显示出较低水平的父母冲突感知。 

4.2. 大学生父亲在位、自我分化、父母冲突感知的人口统计学差异分析 

本研究中，父亲与母亲的文化程度均影响了父亲在位的程度与婚姻冲突的特征，根据方差分析结果

所得，父母的文化程度越高，父亲的在位程度越高，婚姻冲突特征越不明显。母亲的文化程度越高，孩

子的自我分化水平越高。联系中国的社会背景以及本研究的结果所得，中国大多数母亲与孩子的沟通与

互动更多，所以可能孩子受到母亲的影响更大。 
此外，在父亲在位上，只在性别上存在不同，总分并无显著差异，但在高阶维度二(家庭代际关系)

上存在显著差异，男生的得分低于女生，与前人研究不一致(蒲少华，卢宁，&卢彦杰 2012)。这一差异可

能跟被试选取的有关。本研究选取的被试范围涉及工科，综合，以及医药类等不同性质的院校。也有可

能是生源地(农村与城镇)比例失衡，农村人口占 74.5%，城镇人口只占 25.5%，此外，男女比例稍有失衡，

可能也有可能对结果造成影响。在自我分化上，除去前面提到的父母文化程度，在大学生男女性别上也

出现了统计差异的水平，男生的自我分化在各维度得分上均高于女生。这说明在大学生中男生可能处理

事情更理智，能更恰当地保持与他人的距离。父母冲突的差异检验结果显示男生的自我归因更倾向于自

己，这一结果与前人一致(马艳杰&冀云，2016)，可能是由于男生从小与父母的交流较少，不了解父母冲

突的状况，习惯于自我归因。 

4.3. 大学生父亲在位、自我分化、父母冲突感知的相关分析 

结果显示父亲在位与自我分化呈显著相关。虽前人较少研究这两个变量的相关关系，但过去的研究

已证实,父母参与子女教养的质量与子女的情感、社会化和认知发展的关系(Storey et al., 2000)。父亲在位

中文修订简式版中的高阶维度一是与父亲的关系，而自我分化理论的第二层含义是指处理人际关系层面

上的，是指个体在与家人或另一半相处是保持独立性的能力(Bowen, 1978)。在父亲的长期影响下，孩子

很有可能习得父亲对自己的行为模式，进而影响自己的自我分化能力。 
本研究的相关分析结果表明，大学生的父亲在位与父母冲突感知呈显著负相关，即父亲在位程度越

高，父母冲突感知越小；父亲在位程度越低，父母冲突感知越大。验证了李燕等人的假设(吴煜辉&王桂

平，2010)，当父亲教养参与度与妻子的期待有较大出入时,婚姻的质量就受到了影响。当新生儿出现时，

夫妻双方的角色发生了改变，不仅仅是丈夫和妻子，同时也是父亲和母亲。如果男方没有及时尽到自己

作为父亲的责任，那么婚姻当中女方对男方的态度也会受影响。抚养孩子是双方的责任，若是一方不在

位或在位程度低，另一方至少会有不满的情绪，进而影响到家庭关系。在这个中国文化大背景下，三口

之家最重要的就是孩子，孩子的教养牵涉到父母的很多问题，所以此研究关于父亲在位与父母冲突感知

的结果一定程度上证明了父亲与家庭状况的联系。 

4.4. 自我分化与父亲在位，父母冲突感知的中介效应的结果分析 

中介机制的结果表明，当加入父母冲突感知以及威胁认知、自我归因分维度这三个中介因素后，父

亲在位对自我分化的影响作用减弱，但还是有显著作用，即父母冲突感知和威胁认知，自我归因两个分

维度起局部中介作用，中介效应为 58.4%, 15.4%。可见，父亲在位对自我分化既有直接作用影响，也有

通过父母冲突感知以及其两个分维度间接影响。在间接影响作用上来看，父亲在位首先影响父母冲突、

威胁认知和自我归因，进而影响到子女的自我分化。这一结果与以往的研究相似。以往研究自我分化与

婚姻冲突以及另外一个因素时，自我分化一般为中介变量 M，或者因变量 Y，即父母冲突通过影响子女

自我分化影响另外一个因变量，或者婚姻冲突通过中介变量影响自我分化(邓林园，许睿，&方晓义，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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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父亲在位影响自我分化的机制，父亲与母亲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担任着不同的角色，缺失其中

一方的教育都有可能给孩子造成影响。中国家庭的核心集中在子女的成长教育上，如若父母一方的教养

参与不够，即消极的在位程度，另一方可能会对其产生分歧，在缺少沟通的情况下，极有可能产生冲突。 
子女对父母婚姻冲突程度的评估不仅影响他们对冲突的反应，更有可能对冲突进行深层次的加工，

逐渐形成包含自我分化在内消极又相对稳定的评价体系。Bowen 的家庭系统理论提出，个体原生家庭中

父母的人际模式会影响他未来的生活，矛盾重重的家庭，不断爆发的父母婚冲突，极有可能会使子女在

早年内化不恰当的人际图式，影响未来的人际交往。根据班杜拉的学习理论，子女在父母的冲突中习得

的冲突解决措施或者关系模式，可能会使其在人际交往中采用相同的模式。家庭系统理论表明，人们在

组建家庭时常常会潜意识中里选择与自己自我分化相似的人，他们彼此融合，组建的家庭往往具有相似

的特征(Bowen, 1978)。反过来，父母的婚姻问题也会对孩子的心理发展造成影响，但这种影响并不是直

接的。 

5. 结论 

父亲在位对子女的自我分化有正向预测作用，父亲在位既能直接影响大学生自我分化水平，也能通

过父母冲突间接影响大学生自我分化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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