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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探讨大学生童年期情感虐待与抑郁情绪的关系，以及同伴依恋和心理弹性在二者关系中的作用机制，

采用童年期情感虐待分量表、流调中心用抑郁量表、同伴依恋量表和心理弹性问卷对660名大学生进行

问卷调查，结果显示：1) 大学生童年情感虐待与抑郁呈显著正相关，同伴依恋、心理弹性与抑郁、童年

情感虐待均呈显著负相关。2) 大学生童年情感虐待不仅能直接正向预测抑郁，还能通过同伴依恋和心理

弹性的中介作用对抑郁产生影响。研究结果揭示了同伴依恋和心理弹性在童年情感虐待和抑郁的关联中

存在中介效应，良好的同伴依恋和心理弹性有助于大学生抑郁情绪的预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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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epression and childhood emotional maltreatment, as well as 
the mediating role of peer attachment and resilience, the inventory of Childhood Emotional mal-
treatment, the center for Epidemiological studies Depression Scale, Resilience Scale and Peer At-
tachment scale had been applied to 660 college students. The analysis results indicated: 1) There 
i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childhood emotional maltreatment and depression. 
Nevertheless, peer attachment and resilience are significantly negative correlated with depres-
sion and childhood emotional maltreatment. 2) Childhood emotional maltreatment of the college 
students can not only directly and positively predict depression, but also influence depression 
through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peer attachment and resilience. The results reveal that peer at-
tachment and resilience present a mediating effect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ldhood emo-
tional maltreatment and depression. Moreover, favourable peer attachment and resilience are help-
ful for the prevention of depression in college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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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现代社会竞争日趋激烈，大学生群体面临的学业、就业、情感等多源压力也明显升高，容易体

验到较多的抑郁和焦虑情绪，抑郁已成为青少年常见的心理问题之一。童年期情感虐待在青少年抑郁的

形成与发展中的作用也受到了研究者的广泛关注(Agerup et al., 2015; Sowislo & Orth, 2013)。童年期情感

虐待(Childhood emotional maltreatment)是指父母或看护人通过言语的或象征性的攻击行为对儿童的心理

或情感上的拒绝(郭杰，2018)，是一种具有文化普遍性的父母教养行为，经历过童年期情感虐待的个体可

能存在更高水平的抑郁、焦虑、敌意、人际敏感等症状(曾庆巍等，2015；Salwen et al., 2014)，童年期情

感虐待经历对个体的身心健康状况存在长期的消极影响。 
值得注意的是，并不是有童年期情感虐待经历的个体就一定会有抑郁，这说明某些保护性因素在发

挥积极作用。依恋理论认为，良好的依恋关系是个体心理健康的关键，随着年龄增长，依恋对象从最初

的父母，开始拓展到同伴、朋友或恋人。同伴依恋(peer attachment)指青少年与同伴之间建立起来的亲密

感受以及相互给予温暖与支持的关系(钟歆等，2014)，良好的同伴关系可以补偿亲子关系对青少年情绪的

消极影响(Rubin et al., 2014)。如果同伴依恋关系不良则会使个体产生较多负面情绪，同伴依恋与与抑郁

之间也存在负相关关系(唐海波，李小玲，2013；连帅磊，2016)。同时，心理弹性对个体的心理健康也起

保护作用。心理弹性(Resilience)指个体面对丧失、困难或逆境时的有效应对和适应(李丽，谢光荣，2012)，
研究发现心理弹性在小学生受虐待经历和焦虑之间起到中介作用，高心理弹性的个体具有更低的患有抑

郁的风险，而低心理弹性的个体因为适应环境的能力较差，自身的抑郁水平会较高(朱清等，2012；Wingo 
et al., 2010)。心里弹性在小学儿童受虐经历与焦虑之间起到中介作用(朱茂玲等，2013)，同时，在一项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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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39 名低收入家庭的儿童进行追踪研究，结果表明儿童期情感虐待能够负向预测个体成年期的心理弹性

水平(Topitzes et al., 2013)。 
综上，以往的研究表明童年期情感虐待与抑郁紧密相关，且同伴依恋、心理弹性与两者的关系也很

密切，但是同伴依恋和心理弹性在童年期情感虐待与抑郁之间的中介作用机制，还需进一步深入分析。

值得注意的是，已有关于童年期情感虐待与大学生心理健康状况之间关系的研究大多是西方文化背景下

进行的，在我国的文化背景下，父母倾向于将咒骂或恐吓孩子视为出于对孩子的关心和爱。因此，本研

究将着重探讨我国文化背景下大学生的童年期情感虐待经历与抑郁的关系，以及同伴依恋和心理弹性的

中介作用。 

2. 研究对象与方法 

2.1. 研究对象 

对湖南某高校共 660 名大学生进行问卷调查，实际回收问卷 646 份，剔除无效问卷后，有效问卷 616
份(93.33%)，男生 236 人(38.31%)，女生 380 人(61.69%)，被试年龄在 17~25 岁(18.99 ± 0.92)之间。 

2.2. 研究工具 

2.2.1. 情感虐待量表 
采用 Bernstein 编制的童年创伤量表(CTQ)中的情感虐待分量表。该分量表共 5 个题项，采用 5 级评

分，从 1 分~5 分，得分越高说明受到的情感虐待就越多。本研究中该量表的 Cronbach α系数为.89。 

2.2.2. 流调中心用抑郁量表 
由 Radloff 于 1977 年编制，包括 20 个条目，要求被试依据自身情况按照过去一周内出现相应情况或

感觉的频度评定。采用 4 级评分(陈祉妍，杨小冬&李新影，2009)。本研究中该量表的 Cronbach α系数为

0.87。 

2.2.3. 心理弹性量表 
采用由挪威学者 Friborg、Hjemdal. Rosenving 等人编制的成人心理弹性量表(RSA)，共有 33 道题项，

采用 1~7 级评分，包括个人效能、计划风格、社交能力、家庭凝聚力和社会资源五个维度。在本研究中，

该量表的 Cronbach α系数为 0.82。 

2.2.4. 同伴依恋问卷 
采用 Armsden 和 Greenberg 编制的《父母与同伴依恋问卷》(IPPA)简版中的同伴依恋分量表，分量

表有 12 个题目，采用 5 点计分，从“从不”到“总是”依次记为 1~5 分，得分越高，表明依恋水平越高。

本研究中该量表的 Cronbach α系数为 0.84。 

2.3. 数据分析与处理 

使用 SPSS21.0 软件进行数据分析和处理，设置样本为 1000，采用 Bootstrapping 法对数据进行中介

作用分析。 

3. 结果 

3.1. 大学生童年期情感虐待经历、心理弹性、同伴依恋和抑郁情绪的相关分析 

相关分析表明(见表 1)，大学生童年期情感虐待经历与抑郁呈显著正相关，与心理弹性和同伴依恋呈

显著负相关；心理弹性、同伴依恋均与抑郁均呈显著负相关，心理弹性与同伴依恋呈显著正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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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The descriptive statistics and correlation among variables 
表 1. 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和相关分析 

 M SD 1 2 3 4 

1 情感虐待 8.54 2.89 1    

2 心理弹性 152.46 23.99 −0.109** 1   

3 同伴依恋 17.60 6.31 −0.204** 0.133** 1 1 

4 抑郁 37.16 7.44 0.293** −0.204** −0.464** 1 

注：*p < 0.05，**p < 0.01，***p < 0.001 (下同)。 

3.2. 心理弹性、同伴依恋在大学生童年期情感虐待经历与抑郁情绪间的中介效应检验 

回归分析结果显示(见表 2)，童年期情感虐待经历显著正向预测抑郁(β = 0.504, p < 0.001)，显著负向

预测同伴依恋(β = −0.445, p < 0.001)和心理弹性(β = −0.705, p < 0.05)，同伴依恋显著负向预测抑郁(β = 
−0.480, p < 0.001)，心理弹性显著负向预测抑郁(β = −0.040, p < 0.001)，同伴依恋显著正向预测心理弹性

(β = .439, p < 0.01)。 
运用 SPSS21.0 中 process 插件进行中介效应分析，将性别、年龄作为控制变量，采用 5000 个 bootstrap

样本，规定 95%的置信区间，结果表明(见表 3 和图 1)，同伴依恋和心理弹性在童年期情感虐待对抑郁的

影响中起中介作用，中介效应值为 0.2496，占总效应(0.7533) 33%。中介效应由以下三条路径产生的间接

效应组成：通过情感虐待→同伴依恋→抑郁的途径产生的中介效应，即间接效应 1 (0.2137)；通过情感虐

待→同伴依恋→心理弹性→抑郁的途径产生的中介效应，即间接效应 2 (0.0078)，通过情感虐待→心理弹

性→抑郁的途径产生的中介效应，即间接效应 3 (0.0281)，三个间接效应分别占总效应的 28%、1%、4%，

各间接效应的 Bootstrap95%置信区间均不包含 0，表明三个间接效应均达到显著水平。 
 

Table 2. Result of regression analysis 
表 2. 回归分析结果 

回归方程 整体拟合指数 回归系数 显著性 

结果变量 预测变量 R R2 F β t 

同伴依恋 情感虐待 0.204 0.042 26.724 −0.445 −5.169*** 

心理弹性 情感虐待 0.157 0.025 7.722 −0.705 −0.209* 

 同伴依恋    0.439 2.833** 

抑郁 情感虐待 0.522 0.273 76.447 0.504 5.543*** 

 同伴依恋    −0.480 −11.485*** 

 心理弹性    −0.040 −3.683*** 

 
Table 3. Results of mediating effect test 
表 3. 中介效应检验结果 

 间接效应值 Boot 标准误 BootLL CI Boot ULCI 

总间接效应 0.2496 0.0493 0.1602 0.3526 

间接效应 1 0.2137 0.0458 0.1306 0.3129 

间接效应 2 0.0078 0.0044 0.0018 0.0205 

间接效应 3 0.0281 0.0151 0.0047 0.06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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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The mediating role of peer attachment and resilience 
图 1. 同伴依恋和心理弹性的中介作用示意图 

4. 讨论 

本研究以大学生为对象，主要探讨了童年期情感虐待、同伴依恋、心理弹性以及抑郁之间的作用机

制。结果显示，童年期情感虐待在直接影响抑郁的同时，还能够通过同伴依恋和心理弹性间接预测大学

生抑郁水平。 
本研究首先验证了童年期情感虐待对大学生抑郁状态有正向预测作用。童年期情感虐待作为一种隐

匿性的虐待方式，对个体的身心健康会带来负面影响(郭杰，2018；侯艳飞等，2010)。童年情感虐待得分

越高的大学生，其抑郁水平越高。儿童期情感虐待传递给个体各类负性信息，使其容易产生消极悲观的

情绪。其次，同伴依恋和心理弹性均显著负向预测抑郁，说明同伴依恋和心理弹性是个体心理健康的重

要保护因子。抑郁的人际理论也认为不良的人际关系，特别是低品质的亲密关系对抑郁的引发和维持有

至关重要的作用。良好的同伴依恋能使个体感知到被接纳与信任，相反，同伴依恋关系不良则会对其情

绪健康及心理社会适应产生消极影响。良好的心理弹性水平则促使个体在压力和挫折情境下能降低抑郁

的风险。 
进一步的中介效应检验表明，童年期情感虐待不仅能直接正向预测抑郁，还能分别通过同伴依恋和

心理弹性的单独中介作用以及同伴依恋→心理弹性的链式中介作用对抑郁产生影响。大学生在童年时期

受到的情感上的虐待不仅会对其社交能力和同伴关系产生消极影响，也会影响他们在面对压力和困境时

的处理能力，心理弹性水平较低，从而增大抑郁的可能性。同伴依恋不良则会使个体遭受拒绝与孤立，

产生孤独、焦虑、抑郁等消极情绪，导致社会功能受损。反之，良好的同伴依恋不仅有助于个体赢得同

伴的认可与接纳，满足社会需要，还能提升青少年心理弹性，促进心理健康发展。对于遭受情感虐待的

个体而言，同伴依恋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情感虐待对个体的伤害，提升心理弹性水平，从而降低抑郁

风险。 
本研究在探讨影响大学生抑郁的作用机制的同时，对大学生抑郁的干预也有参考作用。父母对孩子

的情感关注和滋养对个体的心理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而对于高校心理健康教育工作者来说，针对有

童年情感虐待经历的大学生，可以从同伴依恋和心理弹性的角度对情感虐待进行干预和预防，可以团体

心理辅导、心理互助小组等活动，利用团体动力帮助探索早期经历中的情感缺失带给其的影响，设计心

理弹性提升训练计划等方式来提供有针对性的心理教育与服务。 

5. 结论 

本研究主要得到以下两点结论： 
1) 大学生童年情感虐待与抑郁呈显著正相关，同伴依恋、心理弹性与抑郁、童年情感虐待均呈显著

负相关。 
2) 同伴依恋和心理弹性在童年情感虐待和抑郁的关联中存在中介效应，良好的同伴依恋和心理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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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助于大学生抑郁情绪的预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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