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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 探讨大学生同伴依恋与心理健康的关系及性别角色化的作用。方法 : 采用亲密关系经历量表、症状自

评量表、感情和社会孤独量表、Bem 性别角色量表对 88 名大学生进行问卷调查。结果 : ①同伴依恋、心理健康、性别

角色化各维度得分上未见显著的性别差异 ; ②同伴焦虑与心理健康各指标间均呈显著正相关 ; 同伴回避与人际敏

感、感情和社会孤独显著正相关 ; ③男性化与抑郁症状显著负相关 , 女性化与同伴回避及感情和社会孤独显著负相

关; ④女性化对感情孤独的影响是通过中介变量同伴回避实现的。结论 : 大学生同伴依恋与性别角色化对心理健康

有显著影响 , 同伴回避是女性化对心理健康影响的中介变量。

【关键词】 同伴依恋 ; 性别角色; 心理健康; 大学生

中图分类号: R395.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 3611(2008)02- 0181- 02

Sex Role Effects: Relationship Between Peer Attachment and Mental Health
SHEN Lie- rong, LIU Hua- shen, XU Yun

Institute of Psychology,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101,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eer attachment and mental health and its sex role effects.

Methods: Experiences in Close Relationships Inventory, Symptom Checklist 90, Emotional and Social Loneliness Scale,

and Bem Sex Role Inventory were administered to 88 college students. Results: ①There were no significant gender differ-

ences among the scores of peer attachment, mental health, and sex role. ②Peer attachment anxiety was significantly posi-

tively correlated to interpersonal sensitivity, depression, and anxiety; attachment avoidance was significantly positively cor-

related to interpersonal sensitivity, emotional and social loneliness. ③Masculine score was significantly negatively correlat-

ed to depression; feminine score was significantly negatively correlated to attachment avoidance and loneliness; ④Attach-

ment avoidance was a mediator between feminine score and emotional loneliness. Conclusion: Peer attachment and sex

role have significant influences on college students’mental health; attachment avoidance is a mediator between feminine

score and emotional loneli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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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恋理论在心理健康研究领域的应用, 从依恋

双方的关系上看主要涉及三类: 亲子依恋、同伴依恋

和婚恋依恋[1]。对于中国大学生群体而言, 由于恋爱

现象广泛的社会关注, 相关研究的重点往往放在恋

爱关系方面[2], 相比之下 , 大学生的同伴依恋与心理

健康关系的研究受到忽略。大多数中国大学生刚刚

步入成人阶段, 他们的依恋关系有其特殊性: 一方

面, 他们中的大部分人不得不远离自己的父母, 进入

一个陌生的环境 , 情感寄托出现空缺 ; 另一方面 , 大

学生恋爱关系的建立和维持也不是十分顺利的 , 情

感上的空缺并不容易由恋爱关系来填补。多数大学

生的亲密交往对象依然是同伴, 因此对于大学生群

体( 特别是大学一、二年级) 而言, 其同伴关系对心理

健康的影响就成为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

在以往的研究中[3, 4], 无论是同伴关系还是心理

健康, 性别差异问题往往存在争议, 并推测可能同性

别角色期望有关[5]。本研究即在以往的研究基础上,

考察大学生同伴依恋与心理健康的关系, 并探讨性

别角色化在二者关系中所起的作用; 一方面弥补目

前大学生心理健康研究领域中针对同伴依恋关系研

究的不足, 同时也从性别角色化这个角度为深入理

解大学生心理健康问题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1 方 法

1.1 被试

于 2007 年 5 月随机抽取武汉地区六所高校大

学一、二年级 88 名被试进行问卷调查 , 其中男性 36

人 , 女性 52 人; 专业分布上文科 38 人 , 理科 50 人 ;

一年级学 生 46 人 , 二年级 学生 42 人。平均 年龄

20.18 岁。

1.2 测量工具

1.2.1 亲密关系经历量表( ECR ) [6] 包括同伴依恋

焦虑和回避两个分量表, 得分越高, 表示其同伴依恋

焦虑或回避的程度越高。

1.2.2 症状自评量表( SCL- 90) [7] 抽取其中的人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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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敏感、抑郁和焦虑三个因子进行考察。

1.2.3 感情与社会孤独量表( ESLS) [8] 由感情孤独

和社会孤独两个分量表构成, 得分越高, 表示相应的

孤独体验越强烈。

1.2.4 Bem 性别角色量表( BSR I) [9] 由两个分量表

构成 , 分别对男性化和女性化进行测量 , 得分越高 ,

表示男性化特征或女性化特征越明显。

2 结 果

2.1 同伴依恋、心理健康及性别角色化各指标均数

表 1 给出了同伴依恋焦虑和回避、心理健康各

指标、以及男性化和女性化特征上的得分 , t 检验结

果均未见性别差异。专业和年级差异也不显著。

2.2 同伴依恋与心理健康各指标间的相关分析

同伴焦虑与 心理健康各 指标间均呈 显著正相

关; 同伴回避与人际敏感、感情和社会孤独显著正相

关, 与抑郁和焦虑症状相关不显著。见表 2。

表 2 同伴依恋与心理健康各指标间的相关系数( r)

注: *P<0.05, **P<0.01, 下同。

2.3 性别角色化、同伴依恋对心理健康的影响

2.3.1 性别角色化对同伴依恋、心理健康各指标的

相关分析 表 3 结果显示, 男性化特征与女性化特

征的作用有所不同 , 表现在男性化特征与抑郁症状

显著负相关, 女性化特征与同伴回避、感情和社会孤

独显著负相关。

2.3.2 女性化、同伴回避对感情和社会孤独的回归

分析 在上面相关分析的基础上, 首先以女性化特

征为自变量, 感情孤独为因变量, 进行同伴回避的中

介效应检验, 见表 4。可以看出, 第一步回归中, 女性

化特征对感情孤独的预测作用显著; 第二步回归中,

女性化特征对同伴回避的预测作用、同伴回避对感

情孤独的预测作用均显著; 第三步回归中, 采用分层

回归方法, 以感情孤独为因变量, 首先引入同伴回

避 , 然后引入女性化特征 , 结果发现 , 在控制了同伴

回避的基础上, 女性化特征的预测作用不再显著, 这

说明女性化特征对感情孤独的影响是完全通过中介

变量同伴回避实现的。在以社会孤独为因变量的回

归分析中 , 逐步回归分析结 果显示 , 女性 化特征

( β=- 0.311, P<0.01) 和同伴回避( β=0.246, P<0.05) 的

预测作用均是显著的。

表 3 性别角色化与同伴依恋及心理健康各指标的相关( r)

表 1 同伴依恋、心理健康及性别角色化各指标均数( x±s )

3 讨 论

本研究结果显示, 一、二年级大学生在同伴依恋

焦虑和回避、感情和社会孤独、以及性别角色化方

面, 均未见显著的性别、专业和年级差异。另外在人

际敏感、抑郁和焦虑症状上也未见显著的性别差异,

这一结果与最近的一个问卷调查[4]结果相吻合。

在同伴依恋与心理健康的相关分析 [10]中 , 我们

发现, 同伴焦虑与心理健康各指标间均呈显著正相

关; 同伴回避与人际敏感、感情和社会孤独显著正相

关, 但与抑郁和焦虑症状的相关不显著。研究结果显

示了同伴依恋焦虑和回避两个维度对大学生心理健

康的不同作用。

( 下转第 197 页)

表 4 女性化、同伴回避对感情孤独的回归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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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表明, 心理控制源在对社会支持与主观

幸福感的关系起了中介的影响作用。这一结论有助

于解释大学生社会支持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 当学

生体验到更多的社会支持( 如获得老师的表扬、亲属

的关心、同学的帮助) 时 , 他们认为获得的表扬帮助

等与自己付出的努力相关的, 进而引起的积极自我

评价, 从而提高了其主观幸福感。相反, 当学生体验

到更多的社会支持 ( 如获得老师的表扬、亲属的关

系、同学的帮助) 时 , 他们如果认为获得的表扬帮助

等与外在的原因相关, 而不是由个人努力所控制控

制的, 就会引起的消极自我评价, 进而会产生较低的

主观幸福感。这一结果验证了前人的研究结论 , 如

Toni 等人报告指出社会控制在社会支持与主观幸福

感之间具有中介作用[11]。他们对社会支持提升老年

人健康的过程进行了探讨, 结果发现心理控制调节

了支持与健康、满意度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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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中我们着重考察了性别角色化、同伴依恋

以及心理健康三者间的关系。在性别角色化量表 [9]

测量中 , 男性化特征主要由“独立、个性、分析能力、

领导能力、进取心”等概念来定义, 与控制性、自我概

念和自尊有关; 而女性化特征则由“同情心、善解人

意、热情、文雅”等概念来定义, 主要涉及人际关系和

情感表达。相关分析中我们发现, 男性化特征主要影

响到抑郁症状, 与感情和社会孤独的相关不显著; 女

性化特征则不仅与同伴回避相关显著, 同时与感情

和社会孤独也呈现显著相关。

为了明确女性化特征、同伴回避在感情和社会

孤独中的作用, 我们采用了回归分析的方法。首先

发现, 女性化特征对同伴回避、感情和社会孤独均存

在显著的预测作用。进一步的分析发现, 当引入同伴

回避这个变量时, 女性化特征对感情孤独的预测作

用不再显著, 这说明同伴回避是女性化特征与感情

孤独之间关系的中介变量。女性化特征对社会孤独

的预测作用则不受到同伴回避的显著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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