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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探讨医学生责任心与家庭教养方式的关系，并厘清感恩在家庭教养方式与责任心之间的中介作用，

为培养医学生责任心提供依据。方法：采用简式父母教养方式问卷、感戴量表和责任心问卷对天津市451
名在校医学生进行测量，并对数据进行统计学分析。结果：父母情感温暖能够正向预测医学生责任心(p < 
0.001)，父母拒绝和过度保护负向预测责任心(p < 0.001)；感恩在父母拒绝和责任心之间中介作用显著(β 
= −0.253, p < 0.001)，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97.54%；感恩在父母情感温暖和责任心之间中介作用显著(β 
= 0.361, p < 0.001)，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87.69%；感恩在父母过度保护和责任心之间中介作用显著(β = 
−0.132, p < 0.001)，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75.59%。结论：家庭教养方式既能直接影响医学生的责任心，

也能够通过感恩间接作用于责任心。在医学生责任心的培养中，应当重点关注医学生感恩能力的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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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arenting style and responsibility of medical st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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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nts, and clarify the mediating role of gratitude between parenting style and responsibility, so as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improving the responsibility of medical students. Methods: 451 medical 
students from a medical college in Tianjin were measured by S-EMUB, gratitude questionnaire and 
responsibility questionnaire, the data were analyzed statistically. Results: Parents’ emotional 
warmth positively predicted the responsibility of medical students (p < 0.001), and parental re-
jection and the excessive parental intervention negatively predicted the responsibility of medical 
students (p < 0.001); Gratitude mediat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arental rejection and respon-
sibility (β = −0.253, p < 0.001), the intermediate effect accounted for 97.54% of the total effect; 
Gratitude mediat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arents’ emotional warmth and responsibility (β = 
0.361, p < 0.001), the intermediate effect accounted for 87.69% of the total effect; Gratitude me-
diat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arental rejection and responsibility (β = −0.253, p < 0.001), the 
intermediate effect accounted for 75.59% of the total effect. Conclusion: Gratitude plays a com-
pletely mediating role in the influence of parenting style on responsibility of medical students. In 
the cultivation of medical students’ sense of responsibility, we should focus on the cultivation of 
gratitude ability with medical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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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责任心是指个体自觉地遵守法律道德规范、履行社会角色义务的态度(谭小宏，秦启文，2005；
Schlenker et al., 1994)，它是个体最重要个性心理品质之一(朱智贤，1989)。责任心不是与生俱来的，它是

个体在社会文化背景中内化的思维方式和行为规范(李明，叶浩生，2010)。具有较强责任心的个体会以积

极主动、认真负责的态度完成各项任务，调节好个人与社会关系(陈翔，李金和，2022)。以往研究发现，

责任心在提高个体的积极自我评价、亲社会行为及学业水平等方面有重要的作用(刘海涛，郑雪，聂衍刚，

2011；张立，毛晋平，张素娴，2009；Singg & Ader, 2001)。责任心是新时代大学生要培养的核心素养，

是关系到社会和谐发展的重要保证。尤其是对于医学生这样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是健康中国建设的主

力军，其责任感培育的成效如何，将直接事关人民的健康获得感，影响其美好生活需求的满足(江先锋，

2021)。当前，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而我国的新冠肺炎疫情也步入常态化防控时期，对医学生

责任心有了更高的要求(闫英丽，桑利娥，刘登攀等，2021)。因此，本研究试图考察医学生责任心的影响

机制，为其责任心的培养提供心理学依据。 
家庭教养方式是指父母抚养子女、对子女进行教育时的态度、行为以及由父母行为所创造的情感氛围

的集合体，具有相对稳定的特性(Darling & Steinberg, 2001)。根据生态系统理论，家庭作为个体与外界环

境相互作用的基地，是影响个体成长最直接、最具体的微观环境(Garbarino, 2008)。父母作为家庭教育中

的主要执行者，其教养方式直接影响个体心理品质的形成(胡鸿，杭荣华，范佳丽等，2018)。研究发现，

父母教养方式与大学生的责任意识显著相关(张兰君，杨兆兰，马武玲，2018)。父母的积极教养方式能促

进子女责任心的发展，而消极教养方式会阻碍责任心的养成(刘闯，杨丽珠，2007)。此外，研究还发现家

庭教养方式也会影响大学生家庭责任心，父母给予的温暖和理解有助于提升子女的家庭责任心，而拒绝的

教养方式会降低子女的家庭责任心。可见，在个体责任认知发展的影响因素中，家庭教养方式占据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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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地位。基于此，提出本研究的假设 H1：家庭教养方式能够预测医学生的责任心。 
责任心的发展情境论认为，责任心是环境因素和个体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Yeh, 2004)。感恩作为重

要的个体变量，是指个体意识到施恩者给予的恩惠或帮助，在此基础上产生的感激，并愿意回报的一种

情感特质(汪晗，杜建政，2019)。特别是医学生群体，肩负着救死扶伤的责任和使命，而感恩意识的培养

影响医学生未来发展的方方面面(马宇昊，扈芷晴，孙艳君等，2022)。已有研究表明，感恩与责任心之间

关系密切，高水平的感恩有助于提升个体的责任心。根据社会交换理论，个体接受他人恩惠后对施恩者

的回报是一种责任的体现(赵改，孔繁昌，刘诏君等，2018)。同时感恩是在个体与他人互动中产生的，个

体意识到他人给予的恩惠或帮助，在此基础上产生的感恩。父母作为子女的重要他人，其教养方式对子

女感恩的形成有重要的影响。已有研究表明，良好的亲子关系可以促进青少年积极心理倾向的产生(王建

平，喻承甫，曾毅茵，2010)。Hoy 等研究发现，关怀的教养方式能塑造出子女感恩、希望等优良的品质

(Hoy, Suldo, & Mendez, 2013)。由此可见，积极的家庭教育方式可能会利于感恩的形成。综合以上分析，

我们认为家庭教养方式可能是通过影响子女的感恩水平进而影响了责任心的发展。因此，本研究进一步

提出假设 H2：感恩在家庭教养方式对责任心影响的路径上可能存在中介作用。 
综上所述，本研究在以往研究和理论的基础上，考察家庭教养方式对医学生责任心的影响机制，假

设模型如图 1 所示。 
 

 
Figure 1. A hypothetical model of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gratitude on parenting 
style and responsibility 
图 1. 感恩在家庭教养方式和责任心之间中介效应的假设模型 

2. 资料来源与方法 

2.1. 资料来源 

本研究采用方便抽样的方法，以天津市某医学院校医学生为调查对象，通过问卷星发放电子问卷。

调查对象均知悉调查内容，同意参与调查。共发放问卷 463 份，剔除无效答卷后得到有效问卷 451 份，

有效回收率为 97.4%。 

2.2. 研究工具 

2.2.1. 一般资料调查问卷 
用于收集基础的人口学资料，包括年龄、性别、是否独生子女、生源地等。 

2.2.2. 大学生责任心问卷 
采用罗香群编制的大学生责任心问卷(罗香群，2007)。该问卷包含责任认知、责任情感、责任行为、

自我责任心、家庭责任心、集体责任心、社会责任心 7 个维度，共 40 道题目。从“完全不符合”到“完

全符合”，计 1~5 分，总分越高代表责任心越强。本研究中该问卷的 Cronbach’s α 系数为 0.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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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 大学生感戴量表 
采用孙文刚等人修订的感戴量表(孙文刚，汪金，韩仁生，2010)。该量表分为剥夺感的缺失、对社会

的感激、对自然事物的感激 3 个维度，共 27 道题目。从“非常不同意”到“非常同意”，计 1~5 分。总

分越高说明感恩水平越高。本研究中该量表的 Cronbach’s α 系数为 0.91。 

2.2.4. 简式父母教养方式问卷 
采用蒋奖等人修订的简式父母教养方式问卷(S-EMUB) (蒋奖，鲁峥嵘，蒋苾菁，2010)。问卷分为父

亲部分和母亲部分，两部分都包括拒绝、情感温暖、过度保护 3 个维度，两部分题目完全相同各 21 道，

一共 46 道题目。从“从不”到“总是”，计 1~4 分。参照以往研究(植凤英，杨旭宗，尹彩云，2018；
刘国庆，陈维，程刚，2020)，将父亲与母亲维度合为父母维度，各维度总分越高代表各维度程度越强。

通过 SPSS 对问卷样本进行信度检验，各维度的 Cronbach’s α 系数分别为 0.89、0.81、0.84。 

2.3. 统计学方法 

采用 SPSS26.0 统计软件进行分析、处理，描述性统计结果用均数和标准差表示，使用 Pearson 积差

相关考察变量间的相关性；用探索性因素分析检验共同方法偏差；采用 PROCESS for SPSS 对变量进行

中介效应检验。 

3. 结果 

3.1. 调查对象基本情况 

调查对象年龄范围在 17~29 岁，平均年龄为(20.40 ± 1.91)岁。其中，男生 143 人，女生 308 人；独

生子女 210 人，非独生子女 241 人；城镇 221 人，农村 230 人。 

3.2.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数据收集完后，采用 Harman 单因素检验的方法对共同方法偏差进行检验(周浩，龙立荣，2004)。研

究表明，共有 23 个特征值大于 1 的因子，且第一个因子解释的变异量为 22.57%，低于临界值 40%，证

明本研究无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问题。 

3.3. 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和相关分析 

责任心、家庭教养方式、感恩的平均数、标准差及相关分析结果见表 1。由表 1 可知，家庭教养方

式各维度、感恩与责任心相关显著；父母情感与感恩呈显著正相关，父母拒绝、父母过度保护与感恩呈

显著负相关；感恩和责任心之间显著正相关。为进一步检验假设提供了初步的支持。 
 
Table 1. Analysis of conscientiousness, gratitude, and parenting styles 
表 1. 责任心与感恩、家庭教养方式的相关分析 

 M ± SD 1 2 3 4 5 

1 父母拒绝 1.38 ± 0.49 1     

2 父母情感温暖 2.74 ± 0.53 −0.20** 1    

3 父母过度保护 1.91 ± 0.47 0.63** 0.13** 1   

4 感恩 4.06 ± 0.51 −0.33** 0.43** −0.13** 1  

5 责任心 4.00 ± 0.43 −0.25** 0.36** −0.13** 0.75** 1 

注：*p < 0.05；**p <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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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中介效应分析 

本研究参考温忠麟等人(2022)建议的中介作用检验程序(温忠麟，方杰，谢晋艳，2022)，采用偏差校

正的非参数百分位 Bootstrap 法，使用 SPSS 中的 Process 3.3 程序，进行 5000 次重复抽样，设置 95%的

置信区间，分别以家庭教养方式各维度为自变量，责任心为因变量，感恩为中介变量进行中介效应检验，

结果显示：父母拒绝能够显著负向预测感恩，感恩显著正向预测责任心(见图 2)；父母情感温暖正向有效

预测感恩，感恩有效预测责任心(见图 3)；父母过度保护负向预测感恩，感恩有效预测责任心(见图 4)。 
中介效应检验结果如表 2 所示：在父母拒绝对责任心的预测中，直接效应不显著，感恩中介效应显

著，间接(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 97.54%；在父母情感温暖对责任心的预测中，直接效应不显著，感恩中

介效应显著，间接(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 87.69%；在父母过度保护对责任心的预测中，直接效应不显著，

感恩中介效应显著，间接(中介)效应显著占总效应的 75.59%。 
 

 
注：*p < 0.005；**p < 0.001。 

Figure 2. The mediating effect model of gratitude between parental rejection 
and responsibility 
图 2. 感恩在父母拒绝和责任心之间的中介效应模型 

 

 
注：*p < 0.005；**p < 0.001。 

Figure 3. The mediating effect model of gratitude between parental emotional 
protection and responsibility 
图 3. 感恩在父母情感保护和责任心之间的中介效应模型 

 

 
注：*p < 0.005；**p < 0.001。 

Figure 4. The mediating effect model of gratitude between parental overprotection 
and responsibility 
图 4. 感恩在父母过度保护和责任心之间的中介效应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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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2. Analysis of gratitude mediating effect 
表 2. 感恩中介效应量分析 

中介效应路径 效应值 SE 95%CI 相对中介效应 

直接效应(父母拒绝→责任心) −0.006 0.033 [−0.071, 0.059]  

间接效应(父母拒绝→感恩→责任心) −0.247** 0.037 [−0.326, −0.184] 97.54% 

总效应(父母拒绝→责任心) −0.253** 0.046 [−0.343, −0.163]  

直接效应(父母情感温暖→责任心) 0.44 0.035 [−0.024, 0.112]  

间接效应(父母情感温暖→感恩→责任心) 0.316** 0.036 [0.250, 0.392] 87.69% 

总效应(父母情感温暖→责任心) 0.361** 0.044 [0.274, 0.447]  

直接效应(父母过度保护→责任心) −0.032 0.032 [−0.094, 0.030]  

间接效应(父母过度保护→感恩→责任心) −0.100** 0.039 [−0.180, −0.028] 75.59% 

总效应(父母过度保护→责任心) −0.132** 0.047 [−0.224, −0.040]  

注：*p < 0.005；**p < 0.001。 

4. 讨论 

本研究结果显示，家庭教养方式对责任心的总效应显著。具体来说，积极的家庭教养方式(父母情感

温暖)可以正向预测责任心，消极家庭教养方式(父母拒绝、父母过度保护)则负向预测责任心。责任心是

个体在发展过程中形成的积极品质，对于医学生这样的特殊群体尤为重要，高尚的责任心是道德品质的

重要标志(魏晓娟，2019a，2019b)。生态系统理论认为，家庭是影响个体成长的重要微系统，对个体的积

极心理品质有深远意义。以往研究发现，积极的家庭教养方式能正向预测子女的发展、社会适应能力和

宜人品质；而消极的家庭教养方式能预测子女消极的发展结果和更差的社会适应能力(刘文婧，许志星，

邹泓，2012；罗蕾，明桦，田园，2018)。在消极家庭教养方式下，由于父母专制、情感冷漠，或对子女

过度保护、溺爱，子女的思想往往较消极，容易以自我中心，行为上表现退缩，不主动，为人刻薄，自

控能力较差，不会对自我负责，更不能对他人和社会负责；而父母情感温暖的积极教养方式培养出来的

子女，其行动更自主、自控力较强，并且善于和他人交流合作，乐于承担责任。本研究结果验证了家庭

教养方式类型对个体心理与行为影响的差异性，进一步支持了家庭系统理论。由此可见，积极的家庭教

养方式可以给子女带来良好的情感体验，促进子女责任心的形成和完善。因此，优化家庭教养方式对医

学生责任心的培养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本研究还发现感恩在家庭教养方式与责任心之间起中介作用，且感恩中介了家庭教养方式对责任心

的影响。也就是说，家庭教养方式是通过提高医学生感恩能力的路径来间接提高责任心水平。Lim 等人

研究结果表明，父母的情感温暖在青少年的感恩发展中起着重要的作用(Lim, Kim, Kim et al., 2015)。当家

庭教养方式表现为父母关注、尊重子女，对子女情感温暖时，子女会理解父母的用心，感恩水平更高；

反之，父母与子女缺乏信任、拒绝沟通，或对子女过度保护等消极教养方式会导致个体对事物的消极态

度，感恩水平更低。此外，感恩会正向预测责任心水平。感恩作为个体对受到的恩惠所形成的一种感激

和愉悦的情感特质，在亲社会领域中发挥着重要的积极作用。研究发现，感恩能力较强的个体对他人和

社会的责任感更强(Andersson, Giacalone, & Jurkiewicz, 2007)。感恩是大学生道德品质培养的重要方面，

有牢固感恩意识的大学生会对周边和社会有更加主动的回馈、帮助和改变意识，进而产生对社会、家庭

的责任感。通过感恩教育，能够使人正确认识个人与他人、社会的关系，增强责任感(朱培霞，2020)。在

积极的家庭教养方式下，通过感恩教育，提高个体的感恩能力，才能有效促进责任心的提升。综上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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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恩在责任心培养过程中起着关键作用，是家庭教养方式和责任心之间的“联结点”。 

5. 结论 

本研究得出如下结论：1) 家庭教养方式各维度可显著预测医学生责任心水平；父母情感温暖正向显

著预测责任心，父母拒绝、父母过度保护负向显著预测责任心。2) 家庭教养方式和感恩对医学生责任心

的影响符合中介效应模型，感恩在家庭教养方式和责任心之间起完全中介作用。 

基金项目 

2021 年度天津市教育科学规划课题一般项目，编号为 CBE210095。 

参考文献 
陈翔, 李金和(2022). 新时代大学生社会责任感培育理路研究. 学校党建与思想育, (14), 36-38.  

胡鸿, 杭荣华, 范佳丽, 国实, 余结根, 李海丽, 程灶火(2018). 医学院校学生社会责任心状况及其影响因素调查. 中
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26(6), 1211-1214.  

江先锋(2021). 健康中国视域下医学生社会责任感培育的内在逻辑与路径选择. 锦州医科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19(1), 54-58.  

蒋奖, 鲁峥嵘, 蒋苾菁, 许燕(2010). 简式父母教养方式问卷中文版的初步修订. 心理发展与教育, 26(1), 94-99.  

李明, 叶浩生(2010). 责任心的多元文化视角及其理论模型的再整合. 心理学, 33(3), 643-645. .  

刘闯, 杨丽珠(2007). 父母教养方式对 3~6 岁幼儿责任心发展的影响. 学前教育研究, (1), 56-59.  

刘国庆, 陈维, 程刚, 潘运, 赵守盈(2020). 父母教养方式对大学生嫉妒的影响: 自尊与生活满意度的链式中介效应. 
心理与行为研究, 18(3), 376-382.  

刘海涛, 郑雪, 聂衍刚(2011). 大学生社会责任感的发展特点及影响因素. 宁波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 33(3), 35-39.  

刘文婧, 许志星, 邹泓(2012). 父母教养方式对青少年社会适应的影响: 人格类型的调节作用. 心理发展与教育, 28(6), 
625-633.  

罗蕾, 明桦, 田园, 夏小庆, 黄四林(2018). 父母教养方式与大学生社会责任感的关系: 自我控制的中介作用及其性别

差异. 心理发展与教育, 34(2), 164-170.  

罗香群(2007). 大学生责任心问卷编制与应用研究. 硕士学位论文, 重庆: 西南大学.  

马宇昊, 扈芷晴, 孙艳君, 秦邦辉, 杨潇, 何源(2022). 医学生感恩与亲社会行为: 有调节的中介模型. 中国卫生事业
管理, 39(11), 868-873.  

孙文刚, 汪金, 韩仁生(2010). 大学生感戴量表(GRAT)的修订.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18(1), 28-30 

谭小宏, 秦启文(2005). 责任心的心理学研究与展望. 心理科学, 28(4), 991-994.  

汪晗, 杜建政(2019). 亲子关系对青少年感恩的影响: 责任心的中介作用. 心理研究, 12(4), 356-362.  

王建平, 喻承甫, 曾毅茵, 叶婷, 张卫(2011). 青少年感恩的影响因素及其机制. 心理发展与教育, 27(3), 260-266.  

魏晓娟(2019a). 大学生的道德发展现状及教育应对. 山东青年政治学院学报, 35(6), 27-32.  

魏晓娟(2019b). 儿童责任心形成的家庭影响因素及教育对策. 青少年学刊, (2), 43-46, 52.  

温忠麟, 方杰, 谢晋艳, 欧阳劲樱(2022). 国内中介效应的方法学研究. 心理科学进展, 30(8), 1692-1702.  

闫英丽, 桑利娥, 刘登攀, 祁瑶瑶(202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视域下医学生社会责任感培育的三重维度. 中国医学
伦理学, 34(11), 1488-1493.  

张兰君, 杨兆兰, 马武玲(2006). 大学生责任心认知结构与父母教养方式——军校与地方院校大学生比较研究. 当代
青年研究, (2), 24-26.  

张立, 毛晋平, 张素娴(2009). 高中生责任心与父母教养方式的相关研究. 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 17(11), 1362-1365.  

赵改, 孔繁昌, 刘诏君, 冯雅萌, 黄声普, 王亚丹, 周宗奎(2018). 父母情感温暖对青少年感恩的影响: 责任心与公正

世界信念的中介作用. 心理发展与教育, 34(3), 257-263.  

植凤英, 杨旭宗, 尹彩云(2018). 家庭教养方式与初中生网络欺负的关系: 抑郁情绪的中介作用. 贵州师范大学学报

https://doi.org/10.12677/ap.2023.136291


李昱森 等 
 

 

DOI: 10.12677/ap.2023.136291 2356 心理学进展 
 

(自然科学版), 36(6), 111-115.  

周浩, 龙立荣(2004). 共同方法偏差的统计检验与控制方法. 心理科学进展, 12(6), 942-950.  

朱培霞(2020). 感恩教育的现代价值及其遵循探析. 新疆社科论坛, (3), 103-107.  

朱智贤(1989). 心理学大词典.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Andersson, L. M., Giacalone, R. A., & Jurkiewicz, C. L. (2007). On the Relationship of Hope and Gratitude to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 70, 401-409. https://doi.org/10.1007/s10551-006-9118-1 
Darling, N., & Steinberg, L. (1993). Parenting Style as Context: An integrative Model.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13, 487-496.  

https://doi.org/10.1037/0033-2909.113.3.487 
Garbarino, J. (2008). Children and Families in Communities: Theory, Research, Policy and Practice. Children & Society, 49, 

686-687. https://doi.org/10.1111/j.1469-7610.2008.01880.x 
Hoy, B. D., Suldo, S. M., & Mendez, L. R. (2013). Links between Parents’ and Children’s Levels of Gratitude, Life Satisfac-

tion, and Hope. Journal of Happiness Studies, 14, 1343-1361. https://doi.org/10.1007/s10902-012-9386-7 
Lim, J. H., Kim, J. H., Kim, H. K., & Xiong, Y. N. (2015). The Effects of Parenting Behaviors on Dispositional Gratitude of 

Adolescents. Family and Environment Research, 53, 413-424. https://doi.org/10.6115/fer.2015.033 
Schlenker, B. R., Britt, T. W., Pennington, J., Murphy, R., & Doherty, K. (1994). The Triangle Model of Responsibility. 

Psychological Review, 101, 632-652. https://doi.org/10.1037/0033-295X.101.4.632 
Singg, S., & Ader, J. A. (2001). Development of the Student Personal Responsibility Scale-10. Social Behavior and Perso-

nality, 29, 331-336. https://doi.org/10.2224/sbp.2001.29.4.331 
Yeh, Y.-C. (2004). The Interactive Influences of Three Ecological Systems on R & D Employees’ Technological Creativity. 

Creativity Research Journal, 16, 11-25. https://doi.org/10.1207/s15326934crj1601_2 
 

https://doi.org/10.12677/ap.2023.136291
https://doi.org/10.1007/s10551-006-9118-1
https://doi.org/10.1037/0033-2909.113.3.487
https://doi.org/10.1111/j.1469-7610.2008.01880.x
https://doi.org/10.1007/s10902-012-9386-7
https://doi.org/10.6115/fer.2015.033
https://doi.org/10.1037/0033-295X.101.4.632
https://doi.org/10.2224/sbp.2001.29.4.331
https://doi.org/10.1207/s15326934crj1601_2

	家庭教养方式对医学生责任心的影响：感恩的中介作用
	摘  要
	关键词
	Influence of Parenting Style on Responsibility of Medical Students: The Mediating Role of Gratitude
	Abstract
	Keywords
	1. 引言
	2. 资料来源与方法
	2.1. 资料来源
	2.2. 研究工具
	2.2.1. 一般资料调查问卷
	2.2.2. 大学生责任心问卷
	2.2.3. 大学生感戴量表
	2.2.4. 简式父母教养方式问卷

	2.3. 统计学方法

	3. 结果
	3.1. 调查对象基本情况
	3.2.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3.3. 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和相关分析
	3.4. 中介效应分析

	4. 讨论
	5. 结论
	基金项目
	参考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