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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 探讨父母教养方式与青少年的人格的关系。方法 : 以湖南、四川、福建、北京四地的 637 名初二、高二

学生为调查对象 , 采用父母养育方式评价量表(EMBU)和中国人的个性量表( CAPI) 进行问卷调查。结果 : 在青少年人

格特点方面 , 女生的神经质均数显著高于男生( t =2.923, P<0.01) , 而男孩的人际和谐性、面子、防御性的均数显著高

于女孩( t =2.049, P<0.05; t =2.904, P<0.01; t =2.103, P<0.05) 。独生子女的外倾性、开放性、宜人性方面的均数显著高

于非独生子女( t =3.577, P<0.001; t =3.787, P<0.001; t =4.041, P<0.001) 。父母教养方式的各因素与青少年人格各因

素之间的相关系数较多达到显著性水平。经回归分析表明 , 父母的情感温暖和理解对青少年的外倾性、宜人性、责任

心有积极作用 ; 父亲的惩罚和母亲的拒绝否认对青少年的宜人性、人际关系有消极作用。结论 : 父母教养方式对青少

年人格特点有显著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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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amin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arental rearing and adolescent personality traits. Meth-

ods: A sample of 637 adolescents was tested by CAPI and EMBU. Results: Neuroticism of girls is higher than that of

boys, but interpersonal harmony, face and defensiveness of boys is higher than those of girls. Extraversion, openness and

agreeableness of only child is higher than those of other adolescents. Most correlations between parental rearing and Ado-

lescent personality traits are significant. Parental warmth and understanding have positive effect on adolescent extraversion,

agreeableness and conscientiousness, and father punishment and mother refusal have negative effect on adolescent agree-

ableness and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 Conclusion: Adolescent personality is greatly affected by parental rea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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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格的形成是先天和后天的合金, 是不断完善

的连续过程, 家庭是孩子成长过程中的第一站,是一

个重要的社会心理环境。父母是家庭教育的施行者,

因而父母的教养方式如何, 直接影响到孩子的人格

发展[1]。亲子关系研究范式向着“生态系统———发展

模型”的变化[2], 我们希望在中国集体文化背景下探

讨父母教养方式与青少年人格特点的关系。尽管国

内关于父母教养方式对青少年的影响研究较多 , 但

采用适合中国文化背景的人格量表 CAPI 来探讨父

母教养方式对中国青少年人格影响的研究还不多。

1 方 法

1.1 被试

定量研究采用分阶段随机抽样的方法, 第一阶

段随机抽取湖南、四川、福建、北京四个地区, 第二阶

段在每个地区按照中学的整体情况分成重点、一般、

非重点三等, 在三个等级中各随机抽取 1 个学校, 第

三阶段在各个学校中随机抽取初二、高二的学生共

637 人。其中湖南 162 人, 四川 151 人, 福建 149 人,

北京 175 人 ; 男生 301, 女生 336; 初二年级 326 人 ,

高二年级 311 人; 独生子女 462 人 , 非独生子女 175

人 ; 父亲健在的 626 人 , 不在的 11 人 ; 母 亲健在的

625 人 , 不在的 12 人 ; 父母离异的 60 人 , 没有离异

的 577 人; 父亲文化程度中 , 大专或以上的有 204

人 , 中专或高中的有 243 人 , 初中文化 131 人 , 小学

文化 59 人 ; 母亲文化程度中 , 大专或以上的有 148

人 , 中专或高中的有 252 人 , 初中文化 158 人 , 小学

文化 79 人。

1.2 研究工具

1.2.1 父母教养方式评价量表[3] 共有 66 个题目。此

次 测 量 父 亲 教 养 方 式 分 量 表 的 同 质 性 信 度 为

0.7328~0.8726 , 分半信度为 0.6934～0.9152; 母亲教

养方 式分量表的 同质 性 信 度 为 0.7325~0.8717, 分

半信度为 0. 7031~0.9233。

1.2.2 中国人的个性量表 Cheung 等编 制的中国

人个性量表(CPAI)[4],不仅包括大五人格的神经质、外

倾性、开放性、宜人性和责任心, 还提出了“人际关系

取向”的构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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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结 果

2.1 青少年人格特点的性别、年级等差异比较

经 t 检验表明: 在青少年的人格特点中 , 男孩在

神经质上显著低于女孩, 而在宜人性上显著高于女

孩 ( t=- 2.923, P<0.01; t=2.382, P<0.05) ; 独 生 子 女 在

外倾性、开放性、宜人性上显著高于非独生子女 , 而

在神经质上显著低于非独生子女( t=3.577, P<0.001;

t =3.787, P <0.001; t =4.041, P <0.001; t =- 3.392, P <

0.01) ; 初二学生在外倾性上显著高于 高二学生 ( t=

2.71, P<0.01) ; 父亲文化程度在大专以上的青少年

在外倾性、开放性、宜人性上显著高于父亲文化程度

在中专以下的青少年 ( t=- 2.437, P<0.05; t=- 2.219,

P<0.05; t=- 2.362, P<0.05) ; 母亲文化程度在大专以

上的青少年在外倾性、开放性、宜人性上显著高于母

亲文化程度在中专以下的青少年( t=- 2.404, P<0.05;

t=- 2.870, P<0.01; t=- 2.805, P<0.01) 。见表 1。

表 1 青少年大五人格特点的性别、年级等差异比较(x±s )

表 2 青少年人际特点在性别、年级、独生子女、父亲文化程度、母亲文化程度上的差异(x±s )

表 3 父母教养方式各因素与青少年人格各因素的相关

注: *P<0.05; **P<0.01; ***P<0.001

在青少年的人际关系特点中, 男孩在和谐性、面

子、防御性上显著高于女孩, 在灵活性上显著低于女

孩 , ( t =2.049, P <0.05; t =2.904, P <0.01; t =2.103, P <

0.05; t=- 2.996, P<0.01) ; 独生子女在人情取向和人

际关系上显著高于非独生子女 ( t=2.369, P<0.05; t=

2.999, P<0.05) ; 初二学生在防御性和人际关系上显

著 高 于 高 二 学 生 ( t =2.387, P <0.05; t =3.675, P <

0.001) ; 在父亲文化程度上, 青少年人际关系各因素

无差异; 在母亲文化程度上, 青少年人际关系各因素

无差异。见表 2。

2.2 父母教养方式与青少年人格的相关

由表 3 可见 , 青少年人格特点各因素与父亲的

教养方式和母亲的教养方式各因素的相关系数大部

分达到显著性水平。

2.3 父母教养方式对青少年人格特点的回归分析

由表 4 可见, 以青少年人格特点作为因变量, 以

父母教养方式中的各因素作为自变量, 进入回归方

程显著的变量有父母的拒绝否认、父亲的过度保护、

父母的严厉惩罚和父母的情感温暖和理解, 这些父

母教养方式因素对青少年人格特点有预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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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教养方式各因素对被试人格特点各因素的回归分析

3 讨 论

本研究发现, 在神经质这个人格特点上, 女生的

神经质分数高于男生。独生子女在外倾性、开放性、

宜人性上显著高于非独生子女, 而在神经质上显著

低于非独生子女。父母文化程度高的青少年在外倾

性、开放性、宜人性方面高于父母文化程度低的青少

年。在青少年人际关系取向的人格特点中, 男孩在和

谐性、面子、防御性上显著高于女孩 , 而在灵活性上

显著低于女孩。独生子女在人情取向和人际关系上

显著高于非独生子女。这些差异可能与父母对男、女

孩, 独生与非独生子女的抚养态度不同有关。

父亲和母亲教养方式的各因素与人格各因素之

间达到显著性相关的较多 , 这一结果与曲晓艳等 [5]

和刘金同等[6]的研究基本一致。父母的教养方式不

仅影响亲子关系, 同样进一步影响青少年的人际关

系, 本研究表明青少年人际关系的和谐性与父亲的

过度保护和母亲的过分干涉呈负相关。青少年人际

关系的灵活性与父亲的偏爱、母亲的偏爱、母亲的过

分干涉呈负相关。青少年人际关系的防御性与父亲

的过分干涉、偏爱、过度保护、母亲的过分干涉、拒绝

否认、偏爱呈正相关。相关和回归研究的结果都支持

了积极的父母教养方式有利于青少年形成健康的人

格特点和良好的人际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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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L 三个维度上并没有明显差别 , 而两组 N 维度

存在明显差别。不育女性比已育女性 N 分明显增

高。说明不育女性具有紧张易怒, 对外界刺激反应激

烈的行为特点。抑郁和焦虑评定量表的评定结果显

示 , 不育女性比已育女性 SDS 得分明显增高 , 不育

女性比已育女性 S- AI 和 T- AI 得分都明显增高 , 说

明了不育女性较已育女性存在相对明显的焦虑和抑

郁程度。

国内外众多的研究表明, 不论是男方原因还是

女方原因引起的不育, 不育这一结果对夫妻双方都

有明显的心理影响[3- 5]。不育夫妇承受明显的心理压

力, 可出现性生活不和谐 , 影响家庭关系 , 出现婚姻

危机。以自我退缩、自我孤立、紧 张 担 心 等 不 同 程

度的焦虑和抑郁为主要表现 , 女 性 比 男 性 更 为 突

出[4,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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