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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 在王黎等编制的青少年依恋问卷的基础上 , 再次补充访谈结果 , 并对问卷进行修订 , 最终确定家庭依

恋和朋友依恋两个问卷 , 并检验问卷的信度和效度。方法 : 研究采用探索性因素分析和验证性因素分析确定问卷结

构。结果 : 家庭依恋和朋友依恋两个问卷的 α系数分别为 0.70 和 0.81。两个问卷拥有相同的结构 , 由四个因子组成 :

亲和性、焦虑性、依赖性、消极性。因子负荷分别介于 0.32- 0.80 和 0.49- 0.81。验证性因素分析中模型指标拟和良好 ,

进一步验证了青少年依恋问卷的维度。结论 : 青少年依恋问卷具有良好的信度和效度指标 , 具有一定理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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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nrich the contents of the Chinese Adolescent Attachment Inventory, we revise the original

questionnaire into two parts: the family attachment and friends attachment, and explore their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Methods: Based on the attachment theory to revise and enrich the adolescent attachment inventory. 1001 middle school

students participated in the research. Exploratory factor analysis, reliability analysis and 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 were

used to test the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Results: Family attachment and friends attachment had the same construct, both of

them could be explained by four dimensions: anxiety, security, avoidance, and reject. Conclusion: The adolescent attach-

ment inventory has good reliability and construct validity. It can be used to study Chinese middle school students’attach-

ment relationshi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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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恋作为一种心理结构和心理过程, 是个体早

期生活中最重要的社会关系, 也是社会性发展的开

端和人生经历中的重要组成部分[1]。弗洛伊德是最

早关注依恋的研究者, 他认为儿童对母亲的依恋关

系 会 成 为 “日 后 各 种 情 爱 关 系 的 原 型 ”[2]。 John

Bowlby 在 1969 年正式提出对依恋概念的定义 : “一

种个体与具有特殊意义的其他人形成牢固的情感纽

带的倾向。”Mary Ainsworth 等心理学者在自己的理

论基础上提出依恋的功能表现在三个方面: 保持亲

密( proximity maintenance) 、避风港 ( safe haven) 和安

全基地( secure base) [3]。近年来,张文新又提出,依恋

一般是指个体的人对某一特定个体的长久持续的情

感联系[4]。通常, 在发展心理学中,依恋特指婴儿与成

人( 父母或其他看护者) 所形成的情感联结。随着个

体的发展和成熟, 其依恋对象也在迁移, 朋友和伴侣

逐渐取代了父母[5]。

Ainsworth 对依恋类型的确定有重要贡献[6]。他

创设“陌生情景”, 根据对儿童在陌生实验室情境中

对母亲依恋行为的观察把儿童划分为 A、B、C 三种

类型(焦虑- 回避型不安全依恋、安全型依恋、焦虑-

反抗型依恋) 和八种依恋亚型。1990 年,有的学者提

出第四种类型, 即混乱的依恋或不安全—解体型依

恋[7]。在早期成人依恋研究中, Hazan 和 Shaver 把成

人婚恋划分为安全型 、回避型和焦 虑型 [8]。此外

Bartholomew 和 Horowitz 以自我和 他人内部工 作模

式积极和消极程度为基础, 将成人依恋分为: 安全

型、专注型、恐惧型、冷漠型[9]。研究表明 , 非安全型

依恋的人比较容易发生内部心理问题和外部行为障

碍, 如抑郁、焦虑、攻击性行为、物质依赖等[10]。

依恋研究内容的丰富和发展是以其研究方法的

发展为基础的。在依恋的研究领域中有与不同年龄

阶段相对应的三种影响较大的研究方法, 即陌生情

境法、依恋 Q- set 以及成人依恋访谈。陌生情境实验

室测验程序[11]是对 12 个月- 18 个月儿童在陌生的

实验室情境中对其母亲的依恋行为进行观察的一种

实验程序。二十世纪八十年代, 美国心理学家 Wa-

ters 和 Deane[12]提出了测量在家庭环境中 1- 5 岁儿

童与 抚养 者 , 主 要 是 与 父 母 依 恋 安 全 性 特 点 的 工

具—依恋 Q- set, 从而使依恋研究的年龄阶段扩展

到儿童早期。Mary Main 等人[13]提出一套用来测量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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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和成人对早期依恋关系的表征或心理状态的成

人 依 恋 访 谈 (Adult Attachment Interview, 简 称 AAI)

及其编码和评分系统, 使得依恋研究的年龄阶段进

一步扩展到青少年期和成人期。

早期依恋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儿童的领域, 但由

于研究工具的缺乏, 对青少年的研究还很匮乏。众

多的研究表明, 青少年初期或少年期是人生发展中

一个相当特殊的时期, 是社会信念和价值取向发展

的关键时期,是生理和心理发展中的转折期。因此 ,

对青少年的依恋关系的研究显得刻不容缓, 近年来

许多学者就青少年依恋关系进行了多领域的研究,

发展出安全依恋量表(ASS)和青少年分离焦虑测验

(ASAT)等技术,取得了许多有价值的研究成果。同

时, 依恋结构的类型学基础也成为近期争论的焦点。

Kenny 认为依恋是一种关键性的资源 , 是其他

各种资源( 如人格、社会支持) 得以发展的基础, 依恋

质量的高低将会直接或间接影响其他应对资源以及

其他关系的发展和质量[14]。依恋结构有的以亲子依

恋为基础, 有的以朋友、恋人依恋为基础。在国内, 王

黎等人在 Main 的成人依恋访谈提纲基础上编制了

青少年依恋访谈提纲 , 并参照 Fraley 和 Waller 修订

后的“亲密关系问卷”( ECR- R) , 编制了以亲子依恋

为基础的青少年依恋问卷。结果把依恋分为焦虑性

和亲和性两个维度, 并把依恋风格分为安全型、冷漠

型、迷恋型和恐惧型四种 , 除了安全型外 , 其他三种

都是非安全型的依恋[15]。但是, 王黎等编制的青少年

依恋问卷仍然存在一些不足。首先, 进入青少年期

后 , 个体开始在已有依恋关系( 主要为养育者) 的基

础上, 建立和发展起新的依恋关系( 主要是某几个特

定的同伴) [16]。因此, 已编制的青少年依恋问卷的内

容还不够充分, 除原始的家庭亲子依恋以外, 还应考

虑新的依恋关系, 即朋友依恋关系。其次, 样本量不

足, 还可适当增多, 增加样本的代表性。再者, 问卷的

信效度分析还不够充分, 问卷仅使用了探索性因素

分析方法对问卷的结构进行初步的建构, 还应进一

步对问卷的结构进行验证。综上所述, 该研究在王

黎等编制的青少年依恋问卷的基础上, 再次补充访

谈结果, 对问卷进行修订。

1 方 法

1.1 研究对象

对大连市五所中学进行整群随机抽样, 数据整

理后有效样本为 1001 人。第一阶段探索性因素分析

收集被试 518 人 , 第二阶段验 证性因素分 析收集

483 人。其中男生 481 人 , 女生 520 人 , 平均年龄

15.7±1.87 岁。

1.2 研究程序

针对王黎等已编制的青少年依恋问卷的几点不

足, 本研究再次进行访谈 , 并借鉴已有的相关问卷 ,

对青少年依恋问卷进行了修订和补充, 最后确定青

少年依恋包括家庭依恋和朋友依恋两个方面, 分别

指向父母和朋友, 并将两个问卷独立施测。问卷的项

目数增加到 36 道题, 两个分量表各包含 18 个项目,

采用 4 级评分。

量表修订分为两阶段实施: 第一阶段进行探索

性因素分析, 初步构建青少年依恋问卷的结构。第二

阶段进行验证性因素分析, 对量表结构进行修订, 确

定正式量表。

2 结 果

2.1 依恋问卷的因素分析

分别对第一阶段施测的数据进行探索性因素分

析 , 家 庭 依 恋 问 卷 和 朋 友 依 恋 问 卷 的 数 据 表 示 ,

KMO 分别为.827 和.858。最后求出 4 个的因子的因

素负荷矩阵。见表 1, 表 2。

表 1 青少年朋友依恋因素分析

表 2 青少年家庭依恋因素分析

表 3 家庭依恋量表的信度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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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朋友依恋量表的信度分析

2.2 问卷的信度

信度分析使用题- 总相关、! 系数、分半信度, 结

果见表 3, 表 4。

2.3 验证性因素分析

应用验证性因素分析评价模型的适合性, 模型

的拟合指标见表 5。

表 5 模型的拟合指标

3 讨 论

每一个研究领域的发展都是以其研究方法的发

展为基础的, 依恋的研究也正是由于不同年龄阶段

的研究方法的发展才使依恋研究的内容得以丰富和

发展。本研究采用问卷法测查青少年依恋, 在王黎等

人编制的青少年依恋问卷的基础上 进行修订和 补

充, 最后得出青少年依恋的 4 个因子结构, 分别命名

为: ①安全性: 个体对自己有比较客观和正性的认

识 , 对他人态度乐观 , 在人际交往中比较热情 , 社会

能力较强; ②消极性: 个体与他人亲近时体验到痛

苦; ③依赖性: 个体对他人过于依赖 , 在遇到困难或

挫折时往往依靠他人的帮助, 缺乏独立解决问题的

能力; ④焦虑性: 个体情绪敏感, 不稳定, 与他人分离

或疏远时会感到不安和焦虑。同时, 量表的各种信度

和效度指标进行考察后表明, 在信度方面, 内部一致

性系数和分半信度的系数都较高, 说明该问卷具有

较高的信度, 验证因素分析的结果还可以进一步完

善, 可以在后续研究中再做调整。本研究是前人的

研究的延续和补充, 通过划分 4 种依恋类型来细分

青少年的依恋现状。本研究还得出家庭依恋和朋友

依恋具有相同的结构, 这和 Sternbert 和 Grajek 的研

究得到的结果一致, 他们分析了包括亲子、爱人和最

好朋友的不同量表的因素结构, 从中得出结论, 尽管

人们在这些关系的不同方面表现水平不同, 但结构

相同。跨文化研究的结果证明, 依恋结构和依恋风格

在文化间的差异不显著, 依恋具有跨文化的、普遍的

解释意义[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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