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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研究青少年的人际信任特点、探究父母人际信任与青少年人际信任之间的联系。方法：采取人际

信任量表(ITS)测量探究青少年和其父母人际信任特点。结果：1) 青少年人际信任水平存在显著的性别

差异(p < 0.05)，男生要高于女生；2) 青少年父母人际信任水平有显著的性别差异(p < 0.05)，男性要高

于女性；3) 虽然青少年父母与青少年人际信任得分各维度之间均未发现显著差异，但可以看到，在特殊

信任维度父母得分高于子女得分，而普遍信任维度和总分父母得分低于子女得分；4) 父亲的普遍信任与

子女的普遍信任(p < 0.05)、信任总分(p < 0.01)呈显著相关；父亲的信任总分与子女信任总分呈显著相

关(p < 0.05)；母亲的特殊信任与子女的普遍信任、信任总分呈显著正相关(p < 0.05)；母亲的信任总分

与子女的普遍信任呈显著正相关(p < 0.05)。结论：父亲和母亲的人际信任总分对子女的人际信任总分均

存在显著的预测作用，人际信任存在代际传递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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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study the characteristics of interpersonal trust among adolescents and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arental interpersonal trust and interpersonal trust among adolesc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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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hod: Take the Interpersonal Trust Scale (ITS) measurement to explor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interpersonal trust between adolescents and their parents. Results: 1) There is a significant gend-
er difference in the interpersonal trust level of adolescents (p < 0.05), with boys higher than girls; 
2) There is a significant gender difference in the interpersonal trust level of adolescent parents (p 
< 0.05), with men higher than women; 3) Although there i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the 
dimensions of interpersonal trust scores between adolescent parents and adolescents, it can be 
seen that parents’ scores in special trust dimensions are higher than their children’s scores, while 
general trust dimensions and total scores are lower than their children score; 4) Father’s general 
trust is significantly correlated with children’s general trust (p < 0.05) and total trust score (p < 
0.01); father’s general trust score is significantly correlated with child’s total trust score (p < 0.05); 
mother’s special trust is significantly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child's general trust and total 
score of trust (p < 0.05); mother’s general trust score is significantly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child's general trust (p < 0.05). Conclusion: The total score of interpersonal trust between father 
and mother has a significant predictive effect on the total score of interpersonal trust between 
children. Interpersonal trust has an inter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 eff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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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作为人际来往的条件和基石，人际信任反映了个体在来往过程中的态度，同时也影响个体在事物上

的决定与判断(辛素飞，明朗，辛自强，2013)。拥有较好人际信任的人可维系更良好的心理状况。反之，

个人如果缺少基本的相信他人的能力，对一切事或物都持有猜疑的态度，处事不免过分小心，时间一长

很可能导致自己恐慌，使心身都迸发出一系列的损害健康的威胁，更严重的还有可能会造成各种水平的

心理疾病(Righetti & Finkenauer, 2011)。 
对于代际传递不同学者给出的定义大同小异，范航等人指出代际传递即父母把自己的气质、行为、

态度和发展成果传给孩子(范航，李丹丹，刘燊，方圣杰，张林，2019)，池丽萍指代际传递是经由上一代

的心理特点或其他才能和行为传递给下代的社会表现(池丽萍，2011)。儿童认知情绪和行为发展与父母的

一致性越高，父母与子女之间的代际传递效应越强(池丽萍，辛自强，2013)。代际传播表现历史悠长，从

古时候世代承袭祖辈的官爵，到当代社会种种经济文化现象的继承，均是以代际传播的方法在时空的河

流中洗涤产生的。当代探究是以理性的、全面的、严格的方法进行探究。目前对这一范畴的研究首先集

中在经济和资本的代际变迁上，其次是文化价值观、教养方式和心理的跨代交流。 
综上所述，本研究主要以中学生及父母为研究对象，采用问卷调查和实验相结合的方法，研究青少

年的人际信任特点、探究父母人际信任与青少年人际信任之间的联系以验证人际信任的代际传递效应。 

2. 研究设计 

2.1. 抽样方法 

在浙江省宁波市的一所学校，随机抽选个别班级，共发放问卷 405 份回收有效问卷 381 份，问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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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率达到 94.1%。参与调查的被试中，父亲 179 人，母亲 202 人；父母年龄从 30 岁到 60 岁，父母的平

均年龄为 43.54 岁(SD = 4.72)；男性子女为 229 名，女性子女为 152 名，子女年龄从 12 岁到 19 岁，子女

的平均年龄为 16.23 岁(SD = 1.50)。 

2.2. 研究工具 

本论文采用美国心理学家 Rotter J.B.在 1976 年编写的《人际信任量表》(ITS)，它被用来测试被试对

他人行为或描述的可靠性的诊断，该问卷有特殊信任(对联系紧密者的信任)和一般信任(对无直接联系者

的信任)两个维度，通过五点自我评价，1 分表示完全赞同，5 分表示完全不赞成。故量表得分由 25 分~125
分不等，中间值为 75 分，得分越高，信赖度越高。本次测验青少年在该人际信任问卷上的内部一致性信

度为 0.818，父母在该人际信任问卷上的内部一致性信度为 0.804，基本达到了心理测量学上的要求。 

2.3. 数据处理 

使用 SPSS20.0 软件进行 t 检验、相关分析以及回归分析。 

3. 结果 

3.1. 各个研究变量的描述统计 

根据问卷调查结果，合成人际信任量表各个维度得分，各维度得分均值及标准差统计结果见表 1。 
 
Table 1. Descriptive statistics of scores in each dimension 
表 1. 各维度得分描述性统计 

  男    女    

  M SD Max Min M SD Max Min 

父母 特殊信任 32.59 5.747 60 19 32.85 4.859 46 22 

 普遍信任 45.55 6.426 63 21 42.89 5.748 61 25 

 总分 78.14 9.523 115 53 75.74 8.395 97 47 

子女 特殊信任 32.69 5.571 60 19 32.35 5.041 49 16 

 普遍信任 45.26 6.419 65 21 42.96 5.819 59 25 

 总分 77.95 9.451 125 50 75.31 7.836 96 47 

3.2. 父母人际信任的性别差异 

T 检验结果显示，父母中男性和女性的人际信任的总体平均值(t = 2.617, p < 0.01)和普遍信任维度(t = 
4.268, p < 0.01)存在显著差异，而特殊信任维度差别不显著。结果见表 2。 
 
Table 2. Comparison of gender differences in parental interpersonal trust 
表 2. 父母人际信任性别差异均值比较 

  男(n = 179) 女(n = 202)   

  M SD M SD t p 

人际信任量表 总分 78.14 9.523 75.74 8.395 2.617 0.009 

(ITS) 普遍信任 45.55 6.426 42.89 5.748 4.268 0.000 

 特殊信任 32.59 5.747 32.85 4.859 −0.478 0.6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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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子女人际信任的性别差异 

T 检验结果显示，子女中男生和女生的人际信任的总体平均值(t = 2.966, p < 0.01)和普遍信任维度(t = 
3.549, p < 0.01)存在显著差异，而特殊信任维度差别不显著。结果见表 3。 
 
Table 3. Comparison of gender differences in children’s interpersonal trust 
表 3. 子女人际信任性别差异均值比较 

  男(n = 229) 女(n = 152)   

  M SD M SD t p 

人际信任量表 总分 77.95 9.451 75.31 7.836 2.966 0.003 

(ITS) 普遍信任 45.26 6.419 42.96 5.819 3.549 0.000 

 特殊信任 32.69 5.571 32.35 5.041 0.616 0.538 

3.4. 青少年与其父母人际信任各维度之间的相关分析 

对每个变量进行了相关分析，研究结果发现：父亲的普遍信任与子女的普遍信任(p < 0.05)、信任总

分(p < 0.01)呈显著相关；父亲的信任总分与子女信任总分呈显著相关(p < 0.05)；母亲的特殊信任与子女

的普遍信任、信任总分呈显著正相关(p < 0.05)；母亲的信任总分与子女的普遍信任呈显著正相关(p < 0.05)；
详细结果见表 4。 
 
Table 4. Correlation test between adolescent interpersonal trust and parental interpersonal trust (r value) 
表 4. 青少年人际信任与父母人际信任的相关性检验(r 值) 

 子普遍信任 子特殊信任 子信任总分 

父普遍信任 0.238* 0.153 0.252** 

父特殊信任 0.032 0.125 0.094 

父信任总分 0.166 172 0.213* 

母普遍信任 0.048 0.050 0.062 

母特殊信任 0.203* 0.071 0.197* 

母信任总分 0.145* 0.077 0.150 

注：*p < 0.05，**p < 0.01。 

3.5. 人际信任水平的代际直接效应检验 

为了检验父母的人际信任总分对子女人际信任总分的预测作用，我们采用回归的统计方法来进行分

析。结果显示：父亲和母亲的人际信任总分对子女的人际信任总分均存在显著的预测作用，并且父亲的

预测作用要高于母亲。结果见表 5。 
 
Table 5. Regression analysis of total score of parental interpersonal trust on total score of children’s interpersonal trust 
表 5. 父母人际信任总分对子女人际信任总分的回归分析 

 B SE β t p R2 F p 

常数项 105.395 16.723  6.302 0.000 0.079 4.429 0.014 

父亲人际信任总分 0.317 0.134 0.225 2.371 0.020    

母亲人际信任总分 0.135 0.162 0.184 1.940 0.0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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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讨论 

4.1. 青少年的人际信任特点 

本研究发现了在普遍信任和总分维度，子女的得分均高于父母，并且子女中，男生的信任总分均高

于女生，并且差异显著，那么是何种原因导致了这种现象的产生呢？ 
首先，家庭环境。随着时代的发展，现代的青少年父母不再奉行“棍棒底下出孝子”的专制型教养

方式，而是更多地采取关注儿童的身心健康、追求平等的权威型的方式，特别是在孩子在 0~1 岁时，正

在逐步建立对于世界的安全感和他人的信任感，如果这时父母总是无法满足孩子的需求，那么孩子就会

变得不信任他人，当下的父母不再和自己的父辈母辈一样，更多地学习了和心理有关的专业知识，在养

育孩子的过程中，可以很好地建立孩子的安全感和信任感，因此，孩子在长大后，会有更高的人际信任。

当代青少年大多为独生子女，这也就表明在成长过程中，能够得到更多来自父母的无条件关注，并且在

养育过程中，会获得更多的和父母互动、交流的机会，这就可以和父母形成安全型依恋，也就能够获得

更好的人际信任。 
其次，社会环境。随着交通方式以及社会的发展，人与人的交往也不再局限于一个村或者是乡镇，

而是扩大了自己的社会交往范围，也拥有了更多与他人交往的实践经验，因此当处于陌生的环境中面对

不认识的人时，能够更加从容地根据自己的已有经验与他人来往，而不是处于一种自我保护的防范层面，

这也就意味着当代青少年能够逐渐正确地看待与他人之间的关系，并建立较好的人际信任感。 
最后，根据王绍光对信任的新的公正阐释，个体拥有的资源越多，对于失去他人信任的承受能力越

强，这也就意味着能够更信任他人(王绍光，刘欣，2002)。男性从身体力量、历史发展地位等方面均强于

女性，换句话说，就是男性所拥有的个体资源要多于女性，所以在人际关系中，男性做出信任行为后承

担风险的能力要强于女性，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男性总体的人际信任值要高于女性。 

4.2. 青少年父母的人际信任特点 

通过分析青少年父母人际信任特点以及与其子女间的关系发现，父母的特殊信任得分高于子女得分，

并且同子女得分相同，也呈现出男性高于女性的现象。 
特殊信任是指对直接联系者的信赖，例如父母、长辈、朋友等。这种信任在中国主要表现为人情信

任，中国从古至今就是一个人情社会，凡事讲究一个你来我往，在青少年父母长大的年代尤为明显。那

个年代，社会流动性低，人们很容易建立起一种稳固且可靠的社会关系，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关

系愈发牢固，于是就经常会出现这种情景：今天家里大人有事，就将孩子送到邻居家，让其代为看管，

久而久之，在那样环境下成长的儿童，自然更容易信任他人。那个年代，讲究一个互惠互利，遵循的是

“今天你送了我一个橘子，那么明天我一定给你一个香蕉”的原则，若是有人没有遵循这个原则，那一

定会受到他人的谴责，甚至会付出其他的代价——失去一些重要的社会资源，于是，信任就会经由这种

人情关系的确立和发展得以建立。 
而当代青少年正处于中国正从农业社会向以现代社会转型、社会流动性日益增强的时代，大多数青

少年居住在高楼中，也就是我们如今所说的商品房，与周围的邻居联系不像过去那么紧密，而且当代青

少年的学业压力日益增大，减少了很多其出门与人交往的时间，于是对于一些有直接关系者的信任也就

随之下降，总的来说，就是随着社会的流动增加，特殊信任出现了下降趋势(孙文中，2007)。 

4.3. 人际信任的代际传递效应 

本研究在使用了回归分析后，发现人际信任在父母与子女之间的代际传播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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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际传播好像一把隐形的钥匙，在文明进展的持续性中起到了接连与承袭的主导作用。文化代际传

播与基因遗传十分相近，但与代际传播还是具有一定差异，跨文化代际传播借助于某种模式的社会学习。

在一些行为学家看来，个人社会化进程中，孩子在周围可以学习的首个对象大多就是父母。父母言行和

言行的结果是孩子观察的主要对象，而后孩子产生学习和效仿父亲母亲的各种言行和心理。因此，代际

传播通常在耳濡目染的进程中便产生了。 
国外对代际传播的探索早已开始了许多年，然而我国关于代际传播的科学研究开始地较少。随着对

代际传播表现的关切，越发多的学者觉察了不同范畴的代际传播效应，这些研究着眼的是一系列由家庭

元素调节的社会、文化和心理现象。其中主要包含：教育成果，传统价值观和信任的代际传递。 
最早在国内外的许多实证研究中发觉，高级知识分子父母的孩子普遍具有越发优秀的学历和成就。

学者指出，这些高知识分子的父母更加器重养育的意识、拥有的资本、提供的条件以及良好的教育模式

是产生的主要缘由。 
在投资博弈任务中，子女与父母之间的无论是在估计还是实际返还金额中均存在一定程度的相关(池

丽萍，2013)，这也表明了人际信任也存在一定的代际传递。 
家庭作为对形成儿童人格的重要作用成分的一种，其影响不仅反映在父母的生物遗传，更加反映在

家庭种种关联之间互相作用对儿童所带来的影响，如父母关系、亲子关系等。教育方法、依恋以及家庭

组成三维度是家庭对儿童人格形成的影响的大体表现。 
第一，教育模式。权威型教养环境下的父母对子女过于管制，控制孩子的全部，因而子女易于消极、

被动、依赖、听从、为人处事自主性低；宠爱型的父母对子女太过宠爱，因此子女多体现为任性、强横；

忽略型的父母不关心子女，与子女接触的时间不多，互相之间不熟悉，易于生出“代沟”和许多矛盾，

因此子女很容易表现出适应不良、具有进攻性；民主型的父母注重子女的看法、给予子女一定的自主权

和正向的指引，因此子女能够拥有一些正面人格特点，如善于交际、互助、自立自强。 
第二，依恋类型。安全依恋的人有正向的自我–他人模式，更承认自己在社会中是一定意义、是可

以被他人关注的，他人是可以信赖的，在人际来往间显现出更多信赖和更少攻击；不安全依恋人则是负

向的自我–他人模式，使其更多地不认可自我价值以及对密切的人际联系存在警戒；依恋回避型的人的

负向他人模型则更多拒抗拒信赖他人。 
第三，家庭组成。有研究表明(覃宏源，2018)夫妻双方信任程度与婚姻品质显著的正相关。也就是说，

父母两方的人际信任越高，家庭成员之间关系就越谐和紧密，这种家庭的孩子具备共情能力、关爱别人、

愈加外向，与人相处和睦、心境平稳；而父母双方人际信任低的家庭，矛盾较多，孩子也就比较冷漠、

进攻性强、恻隐之心不足、是非不分。还有，假如父母婚姻幸福，子女也愈加容易形成安全型的依恋。 
当然，代际传递作为一种动态的传递，我们没有办法完全根据父母的人际信任来预测子女的人际信

任得分，我们只能在一定程度上预测，由于人际信任的代际传递的表现会产生动态改变，但这种改变又

是有限的，仍是基于代际传递下的改变，人际信任的代际传递依然是稳定而显著的。 

4.4. 研究的不足 

本研究的不足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研究方式，采取单一的问卷测量法。在正式测试的过程中，总有出现一些额外的干扰，影响

了被试的专注度，从而出现敷衍回答问题或者不完成问卷的情况，导致问卷无法完成收集被试数据。并

且问卷法较为单一，只能从书面结论探寻被试的特征，但容易出现被试故意隐瞒真实想法，所以也就导

致了数据的真实性下降，在未来的研究中，可以加入访问法，面对面地观察被试的反映并做好记录，这

样就可以得到较为真实的数据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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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文献查阅，由于外文研读能力有限，所以只在国外的文献中寻找了具有代表性的文章作为参

考，但是这样对于国外的研究成果是不够全面的，也无法真正地在前人的研究基础上作出更上一层楼的

研究成果，应该加强自身的外文能力，以提高研究的质量。 

5. 结论 

1) 青少年与青少年父母各自人际信任水平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p < 0.05)，且男性均要高于女性。 
2) 虽然青少年父母与青少年人际信任得分各维度之间均未发现显著差异，但可以看到，在特殊信任

维度父母得分高于子女得分，而普遍信任维度和总分父母得分低于子女得分。 
3) 父亲的普遍信任与子女的普遍信任(p < 0.05)、信任总分(p < 0.01)呈显著相关；父亲的信任总分与

子女信任总分呈显著相关(p < 0.05)；母亲的特殊信任与子女的普遍信任、信任总分呈显著正相关(p < 0.05)；
母亲的信任总分与子女的普遍信任呈显著正相关(p < 0.05)。 

4) 父亲和母亲的人际信任总分对子女的人际信任总分均存在显著的预测作用，人际信任存在代际传

递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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