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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探究交往焦虑的成因及其作用方式，以期对家庭教育和学校心理健康教育工作提供指导和借鉴意

义。方法：采用量表对287名大学生施测亲子依恋量表(IPPA)、社会支持评定量表(SSRS)、自尊量表(SES)
和交往焦虑量表(IAS)，采用相关分析、路径分析等方法对数据进行分析。结果：整体父子依恋及整体母

子依恋可有效预测交往焦虑，且自尊和社会支持在亲子依恋与交往焦虑的关系中具有部分中介作用。结

论：亲子依恋不仅可以直接影响交往焦虑，还可以通过自尊和社会支持水平间接影响交往焦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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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his study aimed to examine the combined effect of parent-child attachment, self-este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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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social support on interaction anxiety, in order to provide guidance and reference for family 
education and school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Method: A composite questionnaire, which in-
cludes the subscale of parent-child attachment of Inventory of Parent and Peer Attachment (IPPA), 
Self-esteem Scale, Perceived Social Support Scale, and Interaction Anxiety Scale, was admini-
strated for 287 college school students to investigate the relationship of parent-child attachment, 
self-esteem, social support and interaction anxiety. The correlations among factors were calcu-
lated with SPSS and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 was applied to deal with all data. Results: In gener-
al, father-child attachment and mother-child attachment can effectively predict interaction anxie-
ty, shown in different paths; social support plays a mediator role between father-child attachment 
and interaction anxiety, and self-esteem plays a mediator role between mother-child attachment 
and interaction anxiety. Besides, self-esteem and social support played a chain mediating effect 
between father-child attachment and interaction anxiety. Conclusion: Parent-child attachment can 
not only directly affect interaction anxiety, but also indirectly affect it through the intermediary 
effects of self-esteem and social support.  

 
Keywords 
Parent-Child Attachment, Self-Esteem, Social Support, Interaction Anxiety 

 
 

Copyright ©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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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题提出 

交往焦虑是指个体在人际情境中和社会化的过程中，因无法达到社会角色与社会行为的期待目标而

产生的忧虑、紧张或恐惧的情绪体验和回避行为(Leary & Kowalski, 1993)。 
交往焦虑由于其消极自我意象而对社会互动作用产生重大的破坏(韩沙沙，2019)。具有交往焦虑倾向

的个体在受他人密切关注或与陌生人相处的情景中，经常会产生一系列不适的情绪体验，也可能会发生

回避性行为，这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人际关系的良性发展与功能作用(Villarosa-Hurlocker et al., 2018)。此

外，交往焦虑还可能引发抑郁、失眠，引发破坏性行为、积极功能弱化等问题(Kählke, Berger, Schulz, 
Baumeister, Berking, Auerbach et al., 2019)。 

为避免交往焦虑进一步发展成为交往焦虑障碍，损害心理健康、影响个人发展等，教育等有关部门

有必要对交往焦虑提供适时适度的干预，以减少个体负性社会情绪，促进个体人际社交系统的恢复与改

善。 
影响交往焦虑的环境因素包括家庭环境、同伴影响、人际关系相互作用等。已有研究表明，亲子依

恋可显著负向预测交往焦虑，亲子依恋越高的个体交往焦虑也就越低，良好的亲子依恋能够有效减少交

往焦虑的发生(Yu et al., 2019)。个体自尊水平的降低会引发更高的交往焦虑(Li, 2019)，而消极完美主义则

通过削弱自尊促进交往焦虑的产生(王宇，张荣娟，2016)。现有研究已经证实，交往焦虑个体的自尊水平

显著低于正常个体(Fernandes et al., 2015)。 
一方面，良好的亲子依恋能够为个体提供情感支持和心理安全感。另一方面，良好的亲子依恋具有

情感温暖和社会控制功能。良好的依恋关系能够帮助个体缓解不良情绪，稳定自我认知和对他人的认知，

从而能够抑制焦虑、抑郁等心理行为问题的产生和发展(Hoffmann,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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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支持作为一种重要的心理资源能够通过提供积极体验或减缓压力效应而促进心理健康，能够提

高个体的生活质量，减少个体对压力的感知(Sundvall et al., 2020)。已有研究证明，拥有较高社会支持的

个体往往具有较低的交往焦虑倾向(Scanlon, Toro, & Wang, 2020)。 
已有研究中，对亲子依恋和交往焦虑的研究结果并不一致。且仅涉及单一中介变量的作用，未考虑

到中介变量间的相互影响。另外，以往关于亲子依恋与交往焦虑关系的研究集中于个体因素或环境因素，

较少研究结合个体因素与环境因素及其相互作用来进行全面的探究。因此，要系统、全面地揭示亲子依

恋、自尊、社会支持与交往焦虑的关系，需要将这些因素进行综合性的深入研究。 
基于对以往研究不足，希望弥补以往研究不足，综合个体因素(自尊)和社会因素(社会支持)的综合作

用揭示亲子依恋与交往焦虑的关系以及自尊和社会支持在两者关系中的作用。 
探讨亲子依恋和交往焦虑的关系及其作用途径，通过对依恋的研究为交往焦虑的解决提供一个新视

角。丰富交往焦虑影响机制的理论研究。实践上，可为教育相关部门的人才培养提供借鉴和参考，同时

对缓解大学生交往焦虑具有一定的实践启发意义。 
基于以往研究成果我们提出假设： 
H1：父子依恋水平和母子依恋水平显著负向预测交往焦虑。 
H2：自尊负向预测交往焦虑。 
H3：社会支持负向预测交往焦虑。 
H4：自尊和社会支持在亲子依恋与交往焦虑的关系中分别具有中介作用。 
H5：自尊和社会支持在亲子依恋与交往焦虑的关系中具有链式中介作用。 

2. 研究方法 

2.1. 被试 

由于成年初期，个体的人格已经基本确定，为了研究被保留亲子依恋影响对其他心理特质的影响，

我们选取在校大学生作为研究对象。 
选取某两所高校大学生作为研究对象。发放问卷 300 份，共获取有效问卷 287 份，有效回收率为

95.67%。被试情况如表 1 所示，其中男生 61 人，女生 226 人。年龄为 19.35 ± 0.723。 
 

Table 1. Sample table 
表 1. 样本分布表 

变量 样本分布 样本数 百分比 

性别 
男 61 21.3% 

女 226 78.7% 

专业 
文 121 42.2% 

理 166 57.8% 

2.2. 工具 

① 交往焦虑量表(Interaction Anxiousness Scale, IAS) (Mattick & Clarke, 1998) 
该量表用于评定独立于行为之外的主观交往焦虑体验的倾向。共 15 条自陈条目，采用 5 点计分，其

中 1 代表“非常不符合”，5 代表“非常符合”。量表得分越高说明其焦虑水平越高。本研究中，该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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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Cronbach’s α系数为 0.81。 
② 亲子依恋问卷(Inventory of Parent Attachment, IPPA) (Armsden & Greenberg, 1987) 
本问卷包括父亲依恋和母亲依恋两个分问卷，主要用来评价个体对自己与父母间关系的感知。每个

分问卷均包括 25 题，包括信任、沟通和疏离三个维度，采用 5 点评分，1 代表“完全不符合”，5 代表

“完全符合”。总分越高该表个体相应的依恋水平越高，质量越好。本研究中，父子依恋分量表和母子

依恋分量表的 Cronbach’s α系数为 0.82 和 0.75。 
③ 自尊量表(Self-Esteem Scale, SES) (Rosenberg, 1965) 
该量表为单维度量表，包括 5 个正向计分的条目和 5 个反向计分的条目。4 点计分，其中 1 表示“非

常符合”，4 表示“非常不符合”，由各条目分相加得到量表总得分，得分越高代表个体相应的自尊水

平越高。本研究中，该量表的 Cronbach’s α系数为 0.76。 
④ 领悟社会支持量表(Perceived Social Support Scale, PSSS) (姜乾金，1999) 
采用领悟社会支持量表来测定个体的社会支持水平。该量表共 12 个条目，包括父母支持、朋友支持、

其他支持三个维度。采用 5 点计分，其中 1 代表“完全不符合”，5 代表“完全符合”。在每一维度上

得分越高代表个体相应的社会支持水平越高，三维度总分代表个体的总体社会支持水平。 
在本研究中，父母支持、朋友支持、其他支持与社会支持总量表的 Cronbach’s α 系数分别为 0.803、

0.873、0.797、0.919。 

2.3. 程序 

对随机选择在校大学生进行团体施测，施测时间约 45 分，由经过训练的心理学硕士研究生担任主试，

施测环境为某大学团辅教室，安静无干扰。被试均为志愿者。施测结束后给被试分发小礼品作为酬谢(被
试在施测之前并不知情)。 

问卷回收后，利用 SPSS 和 AMOS 对数据进行录入与分析。 

3. 结果 

3.1.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为减轻共同方法偏差，我们采用了匿名调查，问卷包含反向计分题，且正反向计分题交叉编排。

Harman 单因子分析表明，共 3 个因子特征根值大于 1，总贡献率为 70.66%，第一个因子解释的变异量为

27.79%，无单一因子，且未发现单一因子方差比率过高。这表明，本研究中不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

问题，本研究数据及其推论可信。 

3.2. 描述性统计 

描述性数据如表 2 所示，亲子依恋总分及各维度分值、自尊总分、社会支持和交往焦虑的分布整体

较为符合正态分布，其中母子依恋水平的极差和方差较大，说明母子依恋的个体差异和数据变异性较大。 

3.3. 亲子依恋、自尊、社会支持与交往焦虑的相关分析 

相关分析显示(表 3)，在亲子依恋中，母亲信任、父亲信任、父子沟通、父子依恋总分与交往焦虑呈

显著负相关；父子信任、母子信任、母子沟通及父子依恋总分、母子依恋总分与自尊水平呈显著正相关，

父子疏离、母子疏离与自尊水平呈显著负相关；父亲信任、父亲沟通、父亲依恋总分、母亲信任、母亲

沟通、母亲依恋总分与个体社会支持水平呈显著正相关；自尊、社会支持与交往焦虑水平呈显著负相关，

且自尊与社会支持呈显著正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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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2. Descriptive statistical analysis of parent-child attachment 
表 2. 亲子依恋的描述性统计分析 

变量 N Min Max M SD 

父亲信任 287 16.0 50.00 38.63 6.29 

父亲沟通 287 9.00 45.00 32.20 5.89 

父亲疏离 287 6.00 30.00 21.46 3.93 

母亲信任 287 22.00 50.00 40.16 5.48 

母亲沟通 287 16.00 89.00 34.40 6.05 

母亲疏离 287 6.00 30.00 16.83 6.24 

父亲依恋 287 19.00 65.00 49.36 7.82 

母亲依恋 287 20.00 130.00 57.69 13.71 

自尊 287 9.0 30.00 18.24 4.23 

社会支持 287 3.00 15.00 11.58 1.86 

交往焦虑 287 72.00 20.00 3.091 0.623 

 
这表明，父母对孩子的信任水平越高，父子间的沟通越紧密，整体父子依恋水平越高，个体的交往

焦虑水平越低；亲子信任关系越强，母子沟通质量越高、整体父子依恋水平与整体母子依恋水平越高则

个体的自尊水平越高；父子信任、父亲沟通、母子信任、母子沟通的水平越高，整体父子依恋水平与整

体母子依恋水平越高，则个体所体悟到的社会支持水平越高；同时，个体的自尊水平越高，社会支持水

平越高，则其交往焦虑水平越低。 
 

Table 3. Correlation matrix of parent-child attachment, self-esteem, social support and communication anxiety 
表 3. 亲子依恋、自尊、社会支持与交往焦虑的相关矩阵 

 1 2 3 4 5 6 7 8 9 10 

1 父亲信任 -          

2 父亲沟通 0.721** -         

3 父亲疏离 −0.335** −0.146* -        

4 父亲依恋 0.826** 0.722** −0.749** -       

5 母亲信任 0.670** 0.445** −0.328** 0.598** -      

6 母亲沟通 0.431** 0.591** −0.160** 0.470** 0.623** -     

7 母亲疏离 −0.301** −0.046 0.898** −0.640** −0.406** −0.177** -    

8 母亲依恋 0.557** 0.395** −0.701** 0.752** 0.800** 0.690** −0.797** -   

9 自尊 0.196** −0.017 −0.389** 0.287** 0.341** 0.150* −0.465** 0.442** -  

10 社会支持 0.322** 0.366** 0.058 0.221** 0.346** 0.338** 0.049 0.208** 0.190** - 

11 交往焦虑 −0.185** −0.136* 0.089 −0.177** −0.141* −0.008 0.112 −0.108 −0.234** −0.181** 

注：*表示 p < 0.05，**表示 p < 0.01。下同。 

 

整体而言，父亲信任、父子沟通、整体父子依恋水平、母亲信任与自尊、社会支持的水平越高，交

往焦虑水平的水平就越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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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亲子依恋、自尊、社会支持与交往焦虑的 SEM 分析 

依据心理领域当下的研究方法的优劣对比，路径分析(SEM)比单一的线性分析能够更好地揭示多变

量间的关系，更够更好地揭示中介效应。因而采用 SEM 分析。 
为了更全面地揭示亲子依恋影响交往焦虑的成分与方式，本研究将分别从亲子依恋各维度和整体亲

子依恋水平两个角度来探究亲子依恋对交往焦虑的影响，以及自尊和社会支持在其中的作用。以亲子依

恋总分为自变量，交往焦虑为因变量，自尊和社会支持为中介变量建立亲子依恋影响交往焦虑的模型。 
在本模型建构中，将在整体水平上探究个体的父子依恋、母亲依恋对交往焦虑的影响，以及自尊与

社会支持在两者关系中所起的作用。 
基于以上文献分析，我们建构假设模型 2 (见图 1)。 

 

 
Figure 1. Hypothetical model of predicting communication anxiety with 
integral parent-child attachment 2 
图 1. 整体亲子依恋预测交往焦虑的假设模型 2 

 
采用 AMOS 对假设模型 2 进行拟合，结果表明假设模型与数据的拟合并不理想(表 4)，且模型中有

两条路径的系数不显著(父子依恋→自尊；母子依恋→社会支持)。依据上文调整方法，得到修正模型 2 (图
2)，该模型每条路径均显著，且模型拟合度良好(表 4)。 
 
Table 4. Fitting index of parent-child attachment on social anxiety mediation model 2 
表 4. 亲子依恋对社交焦虑影响中介模型 2 的拟合指数 

 χ2 df χ2/df GFI TLI NFI CFI RMSEA AIC CAIC 

假设模型 1 12.37 5 0.248 0.69 0.94 0.77 0.58 0.156 98.74 259.76 

修正模型 2 2.67 3 0.89 0.99 0.94 0.97 0.98 0.068 47.67 150.18 

 

 
Figure 2. A modified model of integral parent-child attachment for predicting 
communication anxiety 2 
图 2. 整体亲子依恋预测交往焦虑的修正模型 2 

 
修正模型表明(图 2)，父子依恋能够通过社会支持负向预测交往焦虑，也可以通过社会支持与自尊的

链式中介作用负向预测交往焦虑；母子依恋则通过自尊负向预测交往焦虑。这表明，父子依恋与母子依

恋对交往焦虑的作用机制不同，父子依恋通过给予孩子更多的社会支持而减少交往焦虑，母子依恋则是

通过提升孩子的自尊水平来减少交往焦虑。 
简而言之，良好的父子依恋或母子依恋都有助于抑制交往焦虑，只是其作用机制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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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讨论 

4.1. 亲子依恋与交往焦虑的关系 

本研究发现，父子沟通、母子信任、整体父子依恋水平、整体母子依恋水平可以显著负向预测交往

焦虑。与以往研究一致，整体父子依恋和母子依恋可以显著预测交往焦虑(杨国文，彭金玲，2014)。 

4.2. 自尊、社会支持与交往焦虑的关系 

本研究发现，自尊可显著负向预测交往焦虑，即自尊水平较低的个体往往更容易产生交往焦虑。 
由于低自尊个体对外界人际关系非常敏感，且对来自外部批评或拒绝的自我意识非常强，个体非常

脆弱(杨枫，2012)，从而容易引发交往焦虑。所以，自尊水平的提升可以抑制交往焦虑，自尊水平的减弱

可以加重交往焦虑。 
本研究发现，社会支持可显著负向预测交往焦虑。社会支持可以直接负向预测交往焦虑，还可以通

过自尊间接负向复测交往焦虑。 

4.3. 自尊、社会支持在亲子依恋和焦虑关系间的中介作用 

就整体亲子依恋水平而言，本研究表明母子依恋与父子依恋均对交往焦虑具有重要影响，母子依恋

与父子依恋对交往焦虑产生作用的成分与方式不同。父子依恋可通过社会支持和自尊的中介作用负向预

测交往焦虑(父子依恋→社会支持→交往焦虑；父子依恋→社会支持→自尊→交往焦虑)，而母子依恋仅通

过自尊的中介作用负向预测交往焦虑(母子依恋→自尊→交往焦虑)。H7 和 H8 得到支持。 
已有研究表明，亲子依恋与个体的自尊水平显著正相关，亲子依恋水平越高，个体的自尊水平就越

高(杨玲，陆爱桃，连松州，张美超，2013)。已有研究证明自尊水平能够有效负向预测交往焦虑水平(Yousaf, 
2015)，即自尊水平越高，交往焦虑水平越低。因而，亲子间的依恋水平可以通过影响自尊水平来影响交

往焦虑。这是因为良好的亲子依恋能够保护个体的价值感与主观效能感(Kim, 2014)，从而提高了个体的

自尊水平，高自尊是抑制交往焦虑的有效因子之一，因此，亲子依恋能够通过自尊抑制交往焦虑。另一

方面，由于良好的亲子依恋有利于维持个体自我认知和他人认知的稳定性，个体与家庭稳定的情感依恋

可以帮助个体形成更正确的自我概念(杨国文，彭金玲，2014)，从而能够提升、稳定个体的自尊水平，从

而进一步抑制交往焦虑。 
值得注意的是，在本研究中，母子依恋可通过自尊负向预测交往焦虑，而父子依恋到自尊的路径并

不显著。母子依恋能够显著正向预测自尊，这表明与母亲之间的依恋水平越高，个体的自尊水平也就越

高，从而抑制了交往焦虑的产生。而父子依恋却无这种影响。根据以往研究，母子依恋更能影响个体的

自尊(Keizer et al., 2019)。而且，母亲作为孩子通常意义上的主要依恋对象，其影响对个体的发展是深远

长久的，在个体成长中，与母亲的情感联结是其对生活现状是否满意的关键，并且安全的母子依恋可以

保护初中生更少体验到消极情绪(邓林园，马博辉，武永新，2015)；同时，在个体自尊的形成发展过程中，

父母尤其是母亲扮演的是一个安全岛的角色(王晓丹，张悦，李昂扬，2018)，从而有利于维系个体的自尊

水平。因而，母子依恋通过自尊负向预测交往焦虑。另一方面，在中国文化背景下，父亲可能会无意或

刻意与孩子保持一定的情感距离，且在家庭教育中带有一定的情绪压抑导向及情绪摒除理念(彭欢，2013)，
事实上这也是中国文化背景下父亲在教养参与方面的典型倾向(戴志敏，2012)，因此父子依恋并未表现在

对自尊水平的提高起相应作用。这与中国父亲鲜少赞美孩子，严厉的教养形象有一定关系。 
另外一点值得注意的是，在本研究中，父子依恋可通过社会支持负向预测交往焦虑，也可通过社会

支持和自尊的链式中介作用负向预测交往焦虑，而母子依恋到社会支持的路径并不显著。这可能是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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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于母亲而言，良好的父亲依恋能够更好地促进家庭功能。更善于给予个体更为理智、切合实际的帮

助(汪瑶，王玉龙，2020)，因此良好的父子依恋能够给予孩子更多、更有效的社会支持，从而抑制了交往

焦虑的产生与发展，故父子依恋通过社会支持对交往焦虑产生影响，由于社会支持对自尊也具有促进作

用，所以父子依恋也可通过社会支持和自尊的链式中介作用负向预测交往焦虑。 
综上，亲子沟通、亲子信任是交往焦虑的抑制因子，亲子疏离是交往焦虑的促进因子；亲子依恋水

平越高则交往焦虑的水平越低，但父子依恋与母子依恋的作用机制不同，父子依恋对交往焦虑的影响表

现在对社会支持的促进上，母亲对交往焦虑的影响表现在对自尊水平的促进与维持上。因此，与父母的

依恋质量低，对父母缺乏信任，与父母的交流较少，与父母之间更多的疏离，能够导致个体更容易出现

交往焦虑。 
由于步入大学阶段的个体面临着各方面的剧烈转变和诸多挑战，有很多情感困惑和交流需要，因此，

父母如果能够在这个阶段给他们提供更温馨的情感氛围和轻松的沟通环境，则可以帮助他们更顺利地度

过阶段性转变并促进其更好的心理适应，从而预防交往焦虑等问题行为的产生。 

5. 总结 

5.1. 结论 

整体来说，亲子依恋有助于抑制交往焦虑，且自尊和社会支持在亲子依恋与交往焦虑的关系中具有

完全中介作用。 
具体来说，整体父子依恋能够通过社会支持负向预测交往焦虑，还可以通过社会支持和自尊的链式

中介负向预测交往焦虑；整体母子依恋可通过自尊负向预测交往焦虑。就各维度而言，一方面，父亲沟

通、母亲信任通过社会支持负向预测交往焦虑，还可以通过社会支持和自尊的链式中介负向预测交往焦

虑，另一方面，父亲沟通通过自尊正向预测交往焦虑；母亲信任通过自尊负向预测交往焦虑；父子疏离

通过社会支持负向预测交往焦虑，还可以通过社会支持和自尊的链式中介负向预测交往焦虑，母子疏离

通过自尊正向预测交往焦虑。 

5.2. 建议 

良好的亲子沟通与高度的亲子信任可通过社会支持与自尊的中介作用抑制交往焦虑，亲子疏离的程

度越深，则个体发生交往焦虑的风险也就越大。这启发我们，在亲子关系中，父母应该致力于加强与孩

子的沟通，对孩子抱有足够的信任，从而更好地帮助孩子避免交往焦虑的产生。避免对孩子过分地疏离，

充分发挥自身在亲子关系应当发挥的作用与功能，从而帮助孩子们更好地发展，促进孩子们的心理健康。 
良好的父子沟通，高度的母子信任有助于减少个体交往焦虑的产生。这启发我们，应当加强父亲与

孩子的沟通，加强父亲在亲子关系中所起的作用，扮演好父亲应当扮演的角色，提高母子间的信任水平，

从而更好地帮助子女预防交往焦虑的产生。研究结论表明，母子依恋与父子依恋对孩子的影响有所差异，

父亲应当更多地侧重于与孩子的沟通，母亲则应当侧重于培养自己与子女的信任关系，给予孩子足够的

空间以成长发展。 

5.3. 研究不足与展望 

本研究也存在某些不足，需要在未来的研究中加以完善。 
首先，本研究只考察了家庭因素中的亲子依恋和个体因素中的自尊水平对个体交往焦虑的影响。未

来研究可以考察引入同伴因素对个体交往焦虑的影响，更全面地确定不同背景中的因素对青少年发展的

作用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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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从研究设计来说，本研究基于理论依据对相关变量进行考察，但仍是属于横断研究，研究结

果是否可靠需要具有因果推断力的纵向研究设计来进一步考察。 
另外，交往焦虑在本研究中是作为一种结果变量，但交往焦虑也可能反过来作用于家庭环境(如亲子

依恋)和同伴关系，因而仍需要通过纵向研究来考察生态系统理论中不同层次变量的动态作用过程，以发

展的、动态的眼光来看待影响个体发展的前因变量和结果变量。 
最后，未来研究可以综合使用多种信息源(青少年、父母、教师、同伴)来收集数据，从而更准确、更

全面地测量有关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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