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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学生父母教养方式与心理健康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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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12)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　王极盛　邱炳武　赫尔实

摘　要 　t 考验与相关分析表明, 父母教养方式与中学生心理健康之间有着密切

的关系。但不同的父母教养方式对中学生心理健康不同成份的影响上存在差异。

关键词 　中学生　父母教养方式　心理健康

一、问　　题

目前我国的传统应试教育正向素质教育转

轨, 实施素质教育需要学校、社会、家庭之间

的协调进行, 共同努力。

心理健康是心理素质的重要组成部分。提

高心理健康水平不仅是学校教育的重要任务,

也是家庭教育的重要任务。

国内已有人对父母教养方式进行研究 (岳

冬梅等, 1993; 张津萼等, 1993) , 但针对中学

生并探讨父母教养方式与心理健康之间的关系

的研究还没有见到。本研究的目的就是要考察

父母教养方式与中学生心理健康之间的关系。

二、方　　法

本研究选用父母教养方式量表 (EM BU )

(岳冬梅修订, 1993) 和症状自评量表 (SCL —

90) 作为测查父母教养方式和心理健康的研究

工具, 对随机抽取的北京地区两所中学的 903

名学生进行调查。

三、结　　果

11 结果表明: 不同父母教养方式对中学生

心理健康的影响程度存在差异。通过相关分析

(见表 1) , 表明父亲教养方式在惩罚严厉、拒

绝、否认方面对中学生心理健康的影响要大于

情感温暖、理解、过分、干涉的影响。母亲教

养方式中的过度干涉、保护、拒绝、否认、惩

罚严厉对中学生心理健康的影响要大, 而情感

温暖与理解方面的影响要小一些。

21 为了进一步分析父母教养方式对中学

生心理健康的影响, 我们又分别作了两方面的

分组差异考验。一是按症状自评量表的分量表

得分 1 为分界点, 把被试分为高分组和低分组,

分别考验父母教养方式在这两组上的差异 (见

表 2) , 结果表明, 除恐怖、偏执的高低分组中

母亲教养方式的情感温暖和理解的差异不显著

外, 其它组在父母教养方式上的差异都达到显

著水平 (P < 05) ;

二是按父母教养方式各分量表得分的平均

数为分界点, 把父母教养方式分为高低两组, 分

别考验各组学生在症状自评量表十分量表得分

上的差异 (表 3) , 结果表明, 差异都达到显著

水平 (P <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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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症状自评量表各项目与父母教养方式各项目之间的相关

躯体化 强迫症状 人际关系敏感 抑郁 焦虑 敌对 恐怖 偏执 精神病性 附加项目

父 亲:

情感温暖、理解 - 0120 - 0118 - 0119 - 0119 - 0117 - 0116 - 0114 - 0114 - 0117 - 0119

惩 罚 、 严 厉 0132 0128 0134 0134 0129 0131 0121 0129 0131 0131

过 分 干 涉 0116 0116 0124 0123 0119 0120 0112 0124 0122 0121

拒 绝 否 认 0131 0130 0133 0131 0130 0128 0120 0128 0130 0133

过 度 保 护 0119 0126 0130 0127 0125 0125 0118 0128 0126 0125

母 亲:

情感温暖、理解 - 0117 - 0114 - 0115 - 0116 - 0114 - 0113 - 0111 - 0109 - 0114 - 0116

过度干涉、保护 0123 0128 0133 0130 0125 0126 0121 0130 0130 0125

拒 绝 否 认 0132 0131 0136 0134 0131 0130 0122 0133 0132 0132

惩 罚 严 厉 0130 0128 0137 0134 0130 0128 0120 0133 0132 0129

表 2　父母教养方式在症状自评量表得分高低组上的差异考验 (t 值)

躯体化 强迫症状 人际关系敏感 抑郁 焦虑 敌对 恐怖 偏执 精神病性 附加项目

父　　　　亲:

情感温暖、理解 5173 4118 4171 4159 3141 5109 2189 3161 4151 3186

惩　罚、严　厉 5125 5150 7122 5106 4194 6128 3186 4187 3190 5155

过　分　干　涉 3149 4100 5136 4111 3187 4196 2184 4165 3114 4103

拒　绝　否　认 6126 7116 7111 5103 5194 6132 3148 4130 4143 6160

过　度　保　护 3178 6184 6193 5115 5180 5136 3187 6100 4154 5121

母　　　　亲:

情感温暖、理解 5183 2184 3140 3116 2154 4147 11893 11263 2181 3131

过度干涉、保护 6125 6186 8120 7107 4192 6199 5150 8140 6144 4161

拒　绝　否　认 8148 7131 8162 7130 6173 7123 4167 6190 7123 5186

惩　罚　严　厉 6122 5140 7166 5197 5156 6140 4116 5193 4194 4145

注: 3 表示 P > 0105

表 3　症状自评量表各项目在父母教养方式各维度得分高低组上的差异考验 (t 值)

躯体化 强迫症状 人际关系敏感 抑郁 焦虑 敌对 恐怖 偏执 精神病性 附加项目

父　　　　亲:

情感温暖、理解 6116 7100 6182 7117 5185 5185 4161 5120 5178 6145

惩　罚、严　厉 6174 6166 8184 7173 6180 6197 5190 7109 7108 7138

过　分　干　涉 3198 5110 5158 4184 4141 4196 3138 6157 5179 5169

拒　绝　否　认 7164 8194 9135 8152 8115 8120 5138 7189 7196 8148

过　度　保　护 4187 5159 9119 6171 6112 6117 4175 6153 6158 5199

母　　　　亲:

情感温暖、理解 5139 5134 6122 5196 5131 4187 3128 4169 5137 6175

过度干涉、保护 5157 7160 8156 7164 6110 7122 4170 8112 7182 5149

拒　绝　否　认 8161 9110 10133 9136 9107 8137 6123 8168 8182 9131

惩　罚　严　厉 7103 6175 8108 7122 6157 6119 4160 6190 7137 6199

　　 四、讨　　论

从我们的研究结果可以看出, 良好的父母

教养方式, 例如情感温暖、理解型, 与子女的心

理健康问题之间有着负相关, 换句话说, 良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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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健康教育在糖尿病综合治疗中的作用
(100007)北京市第六医院急诊科　闫重玫

摘　要 　本文对 30 例糖尿病患者, 采用心理健康教育、运动、饮食控制加药物, 与

单纯药物加运动、饮食控制治疗进行对比研究, 发现治疗组经 10 周治疗, 空腹血糖与餐后

2 小时血糖、治疗组较对照组也明显下降 P < 0101, 呈显著正相关, 所以在糖尿病综合治

疗中、应注意心理健康教育。

关键词 　心理健康　糠尿病

　　负性生活事件, 导致的不良情绪状态, 造成

精神紧张是糖尿病发生失控重要原因之一。本

文对糖尿病患者, 采用心理疏导, 心理健康教

育, 与单纯药物治疗饮食控制运动治疗进行对

比研究、报告如下

一、对象和方法

11 对象　治疗组 30 例糖尿病患者, 住院

病人按 1980 年W HO 糖尿病暂行诊断标准分

型[1 ] 15 例、女 15 例, 平均年龄 5316±1112 岁

(35—76 岁) , 病程 612±113 年 (1—10 年)其中

初发者 21 例, 磺脲类继发失效 9 例。

对照组、选择年龄、性别、病程、药物失效相

当糖尿病患者 30 例, 经统计学处理, 治疗组与

对照组各项指标无统计学差异。

21 方法

(1)全部 60 例糖尿病患者于空腹馒头餐后

1、2、3 小时分别取血、留尿, 测血糖 (氧化酶法)

胰岛素释放、尿糖、肝肾功能、血常规, 上述检验

均于实验前后各做一次。

(2) 对 30 例治疗组病人, 在饮食控制、运

动、药物治疗基础上, 开展心理测查、心理咨询,

针对其在糖尿病发生前后、所遇到的重大负性

生活事件, 所导致不良情绪状态, 及不稳定个性

特征, 进行心理卫生健康教育, 同时进行放松

训练。而对照组只应用药物、饮食控制, 运动治

疗。　　　　

(3) 统计学处理: t 检验, 多因数参数用 X

±S。

父母教养方式与心理健康有着正相关; 而不良

的父母教养方式, 如惩罚、严厉型、过分干涉、拒

绝否认、过度保护型, 与子女的心理健康问题有

着正相关, 换句话说, 不良的父母教养方式与子

女的心理健康之间有着负相关。

研究结果揭示了家长在对子女的心理健康

素质教育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学生的心理

健康水平不仅与学校教育有关系, 而且也与家

庭教育有着密切的关系。

从本研究结果来看, 提高学生心理健康水

平, 改善父母教养方式是不可忽略的一个方面,

尤其是父母对子女的过度干涉、保护、拒绝、否

认、惩罚严厉的教养方式, 对子女的发展和成长

的负面影响更大。在心理健康教育工作中, 应针

对这些类型的父母教养方式, 从父母的角度, 改

善中学生的成长环境, 促进中学生心理的健康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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