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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阶段是个体从儿童期向成人期过渡的一

个特殊阶段［1］，心理发生剧烈变化，很容易发生心

理问题［2］; 心理问题会影响青少年生长发育、学校

表现、与同龄人交往，甚至导致自杀［3］。家庭是一

个人生命中最基本、最重要的环境，也是最初最关键

的影响因素。关于青少年心理健康的研究近几年逐

渐增多，家庭因素的研究也越来越受到重视。现就

影响青少年心理健康的家庭因素做一综述，以便更

全面地了解现有因素，继之做出调整，为青少年心理

发育提供更好的家庭环境。

1 家庭因素

1． 1 家庭成员间互动模式 有研究表明，缺乏相互

支持和帮助，冲突多，娱乐少，缺少相互的责任和信

任，情感表达不畅，缺乏安全感和成就感，这样的家庭

环境容易使青少年出现抑郁等情绪问题［4 － 6］; 反之，

家庭支持良好，亲密度高，家庭矛盾冲突少，家庭的文

化娱乐活动多，能促进积极的心理调试和个性发展，

能缓冲生活中的应激事件带来的不良反应［7 － 8］。
1． 2 家庭应对方式 应对方式是个体面对应激时

采取的认知和行为措施，也叫应对策略和应对机制，

是心理应激和心理健康状态的中介因素，对个体心

理发展有重要作用［9］。家庭面对困难时，主动沟通

寻求帮助，压力容易化解，青少年也会改善不良认

知，学习积极应对，有利于青少年心理健康［10］。而

如果以自责为应对方式，不善于求助，压力得不到解

决，容易陷入抑郁痛苦中，家庭成员经常矛盾甚至争

执，会让孩子无所适从，不能成功解决问题［3］。
1． 3 家庭的求助行为 青少年阶段的特殊性还在

于更易出现学业困难、人际冲突与退缩、成瘾与攻击

行为等外显症状［11］，又处于依赖和渴望独立的人生

“风暴”阶段; 面对内心困扰，如何向他人求助以及

何时求助不仅取决于青少年本身因素，也取决于亲

子关系及家庭主要照顾者对疾病的解释等因素。研

究表明，青少年第一求助对象往往是母亲，女孩更容

易向亲人求助，而家庭求助的决策者大部分为母亲，

对病因的解释，多数家长能认识到家庭教育环境的

问题，女孩和父母更倾向于心理治疗。少数人会选

择无求助行为，与其家庭应对方式紧密相关［10］。与

临床所见相似，男孩主动要求治疗者尚属少数，但有

上升趋势。
1． 4 家庭的负性生活事件 青少年早年经历的负

性生活事件( 分离、丧失、受虐或忽略) 会影响亲子

关系和情感调节能力发展［12］，产生人际关系困难，

影响个体正性自我系统形成，容易出现低自尊等情

绪问题。如果家庭成员出现关系不稳定、严重负性

生活事件或家庭关系不和睦、搬家、父母失业、经济

状况变坏、养育方式专制、父母离异、自然灾害等，青

少年很容易产生不安全感，出现低自尊、抑郁、孤独

等心理问题。
1． 5 家庭不良教养方式 如过分关心或忽视孩子，

过分控制或纵容孩子，影响孩子独立与成长，也影响

亲子关系质量。不良教养方式会使孩子形成负性认

知方式，出现心理问题; 母亲的养育焦虑及不良心理

行为可能是导致青少年心理问题的高危因素［13］。

研究［14 － 15］显示，父母过度使用拒绝、否认可引起孩

子的愉快感丧失，产生不信任感，内化为无价值、无
助、缺乏爱的消极观念; 同时过度保护会削弱孩子的

适应能力，遇到困难难以独立解决。孩子对自我的

认识是和父母进行交流产生的。
1． 6 城乡家庭因素 有研究表明，城市青少年家庭

和同伴关系都会影响青少年心理健康，而农村青少

年中仅有家庭因素会影响，考虑为文化观念和家庭

结构等方面的差异造成。农村青少年更看重家庭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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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的意义，非独生子女的兄弟姐妹相当于城市青

少年的同伴［16］。

1． 7 家庭经济状况 有研究［17］显示，家庭经济较

差的青少年，对自我和外界的认知评价较粗浅、表

面，面临外界的应激状况时，容易形成自我否定、怀
疑的消极认知模式，自我评价降低，出现心理问题。
1． 8 家庭功能 是衡量家庭整个运作状况的变量，

可以显著预测个体的心理健康状况，如家庭功能发

挥越好，个体的自尊水平就越高，情绪和行为问题就

越少。多项研究结果显示［18 － 19］，家庭功能发挥过程

和结果与青少年情绪问题之间的相关具有跨文化的

一致性; 国内研究为重新修正和补充家庭功能过程、

结果和青少年情绪问题三者之间互相的关系提供了

可能性的证据。
1． 9 家庭结构 指家庭组成的类型及各成员的相

互关系，包括完整型、单亲、再婚及隔代家庭。单亲

家庭环境的变化加剧青少年的丧失体验，得不到足

够的关爱，容易情绪不稳定。留守儿童年龄越小，心

理问题表现越突出，女性留守个体显著高于男性。

家庭结构不完整，亲子之间缺乏情感交流，内心情感

需要得不到满足，易出现心理问题［20］。留守儿童问

题应该得到足够的重视。

2 父母因素

2． 1 亲子关系 亲子关系是家庭中最基本最重要

的人际关系，包含亲子冲突和亲子亲和两个方面。

消极拒绝型、溺爱型、期待型、控制型亲子关系对青

少年心理健康不利［20］。多见各种不良亲子关系类

型的多种组合。
2． 2 亲职压力 指父母在其亲子系统内所感受到

的压力，决定了父母对孩子的态度和教养方式，影响

青少年的心理发展。家庭月均收入、家庭功能的角

色、情感介入及情感反应是主要影响因素［21］。父母

也需要一些支持和指导。

2． 3 父母心理健康水平 有研究［22］表明，父母心

理健康水平对孩子的心理发育有明显影响，与遗传

因素和不良的养育环境都有很大关系，应用素质 －

应激模式来理解和解释。女孩出现心理问题与母亲

的状况关系密切，母亲的心理问题比父亲对孩子的

影响更大［23］。父母不健康的心理素质有可能遗传

给子女，也可能形成不良的教育环境，从而影响子女

的心理健康［24］。
2． 4 父母的婚姻状况 婚姻满意者，父母对孩子的

教育态度容易一致［22］; 父母婚姻冲突会让孩子感到

无助、负性自我评价、羞耻、自责与内疚，造成认知功

能失调; 习得不良解决问题方式，造成社交技能或解

决问题能力不足，缺乏外界正性反馈而出现心理问

题。积极的婚姻关系促进有效抚养，夫妻关系紧张

易导致对孩子的拒绝、否认及严厉惩罚。父母是否

离异并不必然对青少年心理健康造成显著影响，父

母能对青少年就婚姻冲突的事情进行适当解释，能

将消极影响最小化［20］。
2． 5 父母受教育程度 受教育程度低的父母多采

用简单、粗暴的教育方式，表现更为严厉，易出现亲

子冲突; 受教育程度高的父母更多给予子女尊重和

理解，能进行融洽的情感交流，更慎重使用惩罚和拒

绝等方式［20］。
2． 6 父母的职业、收入和社会地位 职业是社会地

位的体现，直接影响个人的收入、声望及权利。父母

职业地位高的青少年有更多的优越感和自我认同

感，更容易被他人接纳，降低了出现心理问题的可能

性; 社会经济地位低的父母更容易对子女高控制、低
支持，而社会经济地位高的父母更多具有自我导向

与自我控制的性质，更易对子女采用民主与权威及

适度的监控，维护青少年心理健康［20］。

2． 7 父母期望 父母期望值高的青少年更容易出

现心理健康的问题，已有多项研究证实［17，23］。父母

过分关心子女的学习会让子女感觉学习压力重［25］。

2． 8 父母的自我调整能力 青少年和父母的依恋

模式发生变化，希望独立，与父母的情感联系减弱，

父母要能了解并适应这种改变，调整自己的状态，避

免冲突较多，增加应激指数，青少年心理健康受到影

响［26 － 28］。父母能够自觉提高自己的综合素质，才能

给孩子 科 学 的 教 育，减 少 青 少 年 心 理 问 题 的 产

生［29］。父母对子女的照护职能提高，积极建立温馨

和谐的家庭环境，增强成员间的亲密度和情感表达，

有利于青少年心理健康发展［30］。父母应多给予青

少年鼓励和支持，使其充满自信，乐观生活，增加心

理资本水平［31］。

2． 9 父母生育年龄 过早( 23 岁前) 的出生对青春

期的转变有破坏作用，女性在 30 岁时生育，孩子发

生情绪问题的情况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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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影响青少年心理健康的家庭因素很

多，青少年自身的素质也是重要影响因素之一。当

然，这些影响因素之间是相互作用、不可分割的。所

以，在其中任何一个环节做出改变和调整，都对青少

年心理健康有促进作用。在此基础上，可以进一步完

善对提高青少年心理健康水平的措施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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