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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家庭是人生第一所学校。作为大学生成长发展的重要场所，家庭教养

方式对大学生人际交往方式存在各种不同的影响。因此，本研究聚焦探讨家庭教养方式大学生人际交往

的影响，家庭教养方式主要包括权威型、专制型、放任型和忽视型四个方面，不同的家庭教养方式对大

学生人际交往方式存在着依恋模式内化、冲突解决模板和自我价值感投射等交往方式，对大学生人际交

往方面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本研究主要以大学生人际交往为主要研究对象，利用家庭教养方式方面主要

研究家庭教养方式对大学生人际交往方式的影响，以期为深入理解大学生人际交往影响因素提供理论依

据，对家庭教育与高校育人工作有实践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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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importance of family, family education, and family values has been repeatedly emphasized, with 
the recognition that the family is the first school of life. As an important venue for college students’ 
growth and development, parenting styles have various impacts on their interpersonal communica-
tion methods. Therefore, this study focuses on exploring the influence of parenting styles on college 
students’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 Parenting styles mainly include authoritative, authoritar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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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missive, and neglectful types. Different parenting styles affect college students’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 through internalized attachment patterns, conflict resolution templates, and self-
worth projections, profoundly influencing their social interactions. This study primarily examines 
the impact of parenting styles on college students’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 aiming to provide 
theoretical support for a deeper understanding of factors affecting college students’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 and offer practical guidance for family education and university student develop-
ment 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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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大学生的成长历程中，家庭教养方式、性格类型和人际交往能力都是影响他们身心健康与未来发

展的重要因素，厘清三者关系对教育实践意义重大。 
社会是一个有机体，家庭是社会的一个细胞，有了细胞的健康，才能有整个有机体的健康。建设社

会主义精神文明，致力于社会环境改善，必须抓好家庭环境的建设。家庭教育关系孩子的终身发展，关

系千家万户的幸福，关系社会的和谐稳定。 
党的十八大以来，对于家庭、家教、家风越来越引起社会重视。家庭是人生第一所学校，家长是孩

子的第一任老师，要给孩子讲好人生的第一课，帮助孩子上好人生第一课。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我们

做好家庭教育工作指明了前进的方向，提供了根本的遵循。 
同时，家庭是个人成长的第一环境，家庭教养方式在个体发展进程中扮演着关键角色。在权威性的

家庭教养方式下，父母十分关心和爱护孩子，懂得倾听孩子说话，并尊重他们的意见，也能够为孩子定

下必须遵守的规矩。这使得孩子通常情绪稳定、性格开朗、好奇心旺盛。同时具备较为强大的自制力，

也懂得信赖他人。在专制型的家庭教养方式下，父母的话就是法律，要求孩子无条件服从吝于称赞，爱

惩罚孩子。在这种父母身边长大的孩子很可能会害怕惩罚，自尊感低，性格小心翼翼，容易感到愤怒和

不满，或形成叛逆、难以自控的攻击性人格。在溺爱型的家庭教养方式下，父母会像朋友一样对待孩子，

让孩子拥有主导权。无条件溺爱孩子，满足他们的需求，没有底线和规矩。在这种教育方式下的孩子很

可能会自私、独立性差、缺乏责任感、没有礼貌，容易成为问题少年。在放任型的家庭教养方式下，父母

对孩子放任自流，对孩子的心理问题和身体状况都缺乏关心。这类孩子长大后容易难与他人建立亲密关

系，被抛弃感严重，容易陷入抑郁。这些不同的教养方式，在孩子成长的各个阶段都产生着深远影响，

而大学阶段是个体走向独立和社会化的关键过渡时期，家庭教养方式在此阶段对大学生的后续发展仍具

有持续作用[1]。 
性格作为个体相对稳定的心理特征，是在遗传与环境的交互作用下逐渐形成的，其中家庭环境是重

要的环境影响因素之一。不同的家庭教养方式会塑造出各种各样不同的性格类型，如外向开朗或内向羞

涩。性格类型一旦形成，又会对个体的行为模式和社会交往产生重要影响。外向型性格的人往往更善于

主动与人交流，乐于参与社交活动；内向型性格的人则在人际交往中可能较为被动，更倾向于在熟悉的

小圈子里活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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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际交往是大学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大学校园就是一个小型的社会，是从校园走向社会的过渡阶

段，需要和老师，同学，室友以及社团等其他的一些人打交道。对于刚高中毕业初步步入大学的大学生

来说，与同学老师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是非常重要的。良好的人际交往能力有助于大学生建立和谐的人

际关系，获得情感支持，促进心理健康，提升学习和生活质量，也为未来的职业发展和社会适应奠定基

础。然而，大学生的人际交往状况受到多种因素制约，家庭教养方式作为个体成长的早期环境因素，可

能通过塑造性格类型，间接影响大学生的人际交往模式和能力。深入开展这方面的研究，有助于全面揭

示大学生人际交往的内在机制，为家庭教育和高校教育提供更具针对性的理论依据和实践指导。 

2. 文献综述 

2.1. 家庭教养方式相关研究 

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文化背景下，家庭教养方式也是有所不同的。本文将按照心理学家戴安娜·鲍

姆林德提出的四种重要的家庭教养方式展开研究，即权威型、专制型、放任型、忽视型。本文主要从我

国的教育大环境下，系统的论述家庭教养方式、性格类型、人际交往之间的内在联系。目前，已有研究

成果包括家庭教养方式与人格特征的关系，家庭教养方式与心理健康的关系以及家庭教养方式与自尊和

孤独感等方面。 
通常来讲人的性格是比较稳定的，主要受遗传和环境的影响，其中家庭环境是最重要的影响因素之

一。有学者研究表明父母在家庭教育中对孩子展现出温和的态度，并对孩子提出的情感需求做出积极的

回应，那么在这种家庭氛围中长大的孩子容易形成开朗活泼喜欢与人沟通的性格特性[3]；父母如果过于

干涉孩子的学习生活，在做选择的时候替孩子做选择，这有可能导致孩子形成遇事犹豫不决，没有自主

性的性格特征[4]。孩子的自尊和孤独感也会受到家庭教养方式的影响，有研究表明，在专制型，放任型

和忽视型的家庭中长大的孩子的孤独感会增强，自尊会降低。孩子的性格也显得比较孤僻，不愿与人交

往[5]。因此，结合文献来看，家庭环境以及家庭教养方式对孩子的性格特征是有很大的影响的。 

2.2. 大学生人际交往方式相关研究 

随着社会的进步科技的发展以及人工智能的迅速普及，对于大学生的人际交往也有非常大的影响，

使大学生人际交往的方式变得多种多样。同时，影响大学生人际交往的因素也有许多。目前已有研究大

学生的网络社交、大学生人际交往的现状以及大学生人际交往与积极的人格特质有关等方面的研究。 
随着当前网络的普及，大学生的交友方式也从线下转移到了线上，有学者研究表明大学生现在更倾

向于使用网络沟通交流，在网上交流会更加积极主动，而在线下面对面交流会感到尴尬而变得沉默寡言

[6]。虽然大学生的人际交往方式现在大多在线上交流，但是线下的人际交往也是必不可少的。大学是比

较自由的，同学们需要与各种各样的人打交道。因此，人际交往在大学生的大学生活中有着非常重要的

地位，大学生应该掌握一些人际交往的技能，在大学生活中能够与人建立一种健康良好的人际关系[7]。
大学生人际交往除了交往方式有所变化之外，影响大学生人际交往的因素也有许多，人格特质就是其中

之一。有学者研究表明，培养大学生优秀的人格特质有助于提高他们的人际沟通能力，改善他们的人际

交往状况[8] 

2.3. 家庭教养方式与大学生人际交往方式的相关研究 

父母教养方式是父母教育子女过程中表现出来的一种行为特点和倾向，这种行为倾向和特点综合表

现了父母的教育观念和教育态度[9]。父母一直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父母的言行举止很有可能会间接的

影响到孩子的言行举止甚至会影响到孩子的性格。父母在日常生活中为人处世的行为态度会间接的教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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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怎样与他人相处交流。根据相关研究表明，家庭教养方式和大学生人际交往能力之间是有显著的相

关关系的[10]。积极的家庭教养方式，使得大学生在面对人际交往时的困扰较少；消极的家庭教养方式，

使得大学生在人际交往时的困扰较多。因此，积极与消极的家庭教养方式对大学生的人际交往方式有很

大的影响。 
步入大学，会面对来自五湖四海的朋友，每个地域都有每个地域的生活习惯和文化背景。大学生要

学会与不同的朋友交流，同时还应该了解要沟通交流的朋友来自哪里，有什么样的生活习惯和文化背景，

和他们沟通交流时就要注意说话方式，尊重对方的生活习惯。由美国首位家庭治疗专家维琴尼亚·萨提

亚女士创建的萨提亚模式中的沟通模式中有提到五种类型的沟通者：“讨好者”“责备者”“超理智者”

“打岔者”和“表里一致者”。这五种类型的沟通者对应了五种沟通模式。沟通是人际交往中重要的互

动方式之一，这五种沟通模式在大学生在人际交往中是非常普遍的，它影响着大学生人际交往方式的情

况[11]。同时，家庭教养方式也会影响大学生的人际交往，有研究表明，家庭环境和家庭教养方式的不同，

会影响学生形成不同的人际交往能力。如果父母采用打压式教育，对孩子经常性惩罚打骂，或者父母采

用放任式教育对孩子的要求较低等这些可能会使得孩子产生焦虑，不自信，责任心差等特点，在人际交

往中也会表现出不自信，待人小心翼翼的；如果父母采用民主或者权威的教育方式，对待孩子恩威并使，

能够耐心的听取孩子的意见，给孩子足够的尊重，这可能使得孩子遇事有主见，自信，从容不迫的处理，

在与人沟通交流中也能够大方自信的表达沟通[12]。 
家庭教养方式和大学生人际交往方式与能力有很大的关系。通过文献检索发现，近些年来发表的文

献中有许多关于家庭教养方式对大学生人际交往的影响，通过这些文献解读可以看出积极的民主权威型

的家庭教养方式有利于大学生在人际交往中展现出自信开朗的性格，能够与朋友友好的相处；而消极的

专制、溺爱、放任型的家庭教养方式不利于大学生形成良好的性格处理人际交往中出现的问题。因此，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家庭教养方式与大学生人际交往方式之间有很大的相关关系，相关政策如表 1 所示。 
 

Table 1. Relevant policies issued by various departments in China concerning family parenting and interpersonal communi-
cation styles 
表 1. 我国各部门发布关于家庭教养与人际交往方式方面相关政策 

发布时间 政策名称 重点内容解读 

2022 《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 明确家庭教育定义；规定家庭教育责任主体； 
提出九种家庭教育方法；强调家校社协同育人；关注特殊群体 

2022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 坚持立德树人为目标；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 

2023 《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生心理 
健康工作专项行动计划(2023~2025)》 “双减”政策衔接；司法干预措施；数字化家庭教育支持 

2024 《关于全面开展家庭建设的通知》 履行自身健康第一责任；掌握必备的健康知识和技能； 
文明家庭健康绿色环保方式； 

2025 地方性家庭教育促进条例 
(如《云南省家庭教育促进条例》) 

细化家庭教育内容；强化政府支持； 
推动社会协同；特别促进措施； 

3. 各类型家庭教养方式分析 

家庭教养方式是指父母或其他监护人在抚养、教育孩子过程中所采用的行为方式和教育策略，对孩

子的成长和发展有着深远影响。心理学家戴安娜·鲍姆林德基于“要求性”(规范标准)和“反应性”(情感

支持)两个维度划分家庭教养方式提出了被广泛认同的四种典型类型[13]，即权威型、专制型、放任型、

忽视型。戴安娜·鲍姆林德提出的四种家庭教养方式类型与埃里克森的心理社会发展理论相互补充，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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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揭示了家庭教养方式对儿童心理发展的重要影响。不同的教养方式通过影响孩子在各个发展阶段的心

理社会任务的完成情况，塑造着孩子的性格、情感和社会能力。以下是对四个典型类型的分析。 

3.1. 权威型教养方式 

众所周知，权威性教养方式通常是以民主“高回应 + 高要求”形式存在，也是中国大多数家庭教养

的方式，培养出的大学生通常存在有较高的社交自信、良好的沟通能力和冲突解决能力，并建立良好的

健康人际关系网，对大学生人际交往存在积极影响[14]。 
埃里克森认为，儿童在不同的发展阶段有不同的心理社会任务。在幼儿期，主要任务是获得自主感，

克服羞怯和疑虑。权威型教养方式的父母在要求性和回应性上达到较好的平衡，既给予孩子一定的自主

空间，又能及时回应孩子的需求，帮助孩子在这个阶段发展出健康的自主感。因此，随着孩子的长大在

权威型教养下的大学生因长期获得父母情感支持，往往具备更高的自尊水平，在人际关系中更愿意主动

表达观点、建立关系，不易因过度自卑或自我保护而回避社交，父母“温和而坚定”的引导方式，使他们

学会在尊重他人与坚持自我之间平衡，更可能形成平等、互信的人际关系模式(如在团队合作中既倾听他

人，也敢于提出建设性意见)。权威型家庭中，父母常通过理性沟通而非压制解决冲突(如允许孩子解释想

法并讨论规则)，这种模式迁移到大学后，学生更倾向于用协商而非对抗的方式处理人际矛盾，减少误解

与冲突升级。父母设定的清晰边界帮助大学生快速适应集体生活规范，在宿舍、班级等场景中更容易遵

守社交潜规则，获得同伴认可。权威型教养强调“责任与自主并存”(如允许孩子自主安排学习时间，但

需对结果负责)，这种思维使他们在社交中更愿意承担角色义务，增强他人信任感。 
权威型教养方式通过塑造个体的自我认知、沟通模式与规则意识，对大学生人际交往产生多维度影

响，总体以积极效应为主，但需关注个体差异与环境适配。理解这一关联有助于家庭、学校更精准地支

持大学生的社会适应，促进其建立健康、可持续的人际关系。 

3.2. 专制型教养方式 

专制型教养方式的核心特征是“高要求性、低回应性”模式，父母制定严格规则，强调服从、纪律与

责任，对孩子的行为有明确且严苛的期待(如“必须考第一”“不准和成绩差的同学交往”)。父母过度强

调控制性，限制了孩子的自主发展。低回应性：缺乏情感支持与理解，忽视孩子的需求、感受和想法，常

用命令、惩罚(如训斥、否定)而非沟通解决问题，典型语言如“我都是为了你好，按我说的做就行”。其

本质控制大于尊重，与权威型教养的“高要求 + 高回应”形成鲜明对比。长期被否导致大学生内化父母

的批评，形成“我不值得被喜欢”的信念，社交中易过度自我批评、回避主动行为。模仿父母的专制方

式，在团队中独断专行(如小组作业中强行要求他人服从自己的方案)，引发同伴反感；受父母“非对即错”

的评判标准影响，大学生在人际沟通中难以接受不同意见，习惯用“指责”(如“你这样做完全不对”)或
“冷战”解决矛盾，缺乏协商能力(研究显示，专制型教养家庭的子女在冲突中使用“攻击型”或“回避

型”策略的比例显著高于权威型家庭子女[15]。 

3.3. 放任型教养方式 

放任型教养方式的主要特点是“低要求 + 高回应性”模式展开，父母对孩子缺乏规则约束和行为引

导，极少设定明确的界限或期限，过度满足孩子的情感和物质需求，无条件接纳甚至纵容其行为，缺乏

对孩子责任意识的培养，长期被过度关注和满足，易形成“世界围绕自己转”的认知，社交中忽视他人

需求(如在宿舍通宵打游戏不顾室友休息、集体活动中坚持自己的方案拒绝协商)。研究显示，放任型教养

的大学生在“人际共情能力”测试中得分显著低于权威型家庭子女；家庭中缺乏规则训练，进入大学后

难以适应集体生活中的隐性规则，易被同伴视为“不靠谱”或“自私”，引发人际排斥；当需求未被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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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易产生极端反应(愤怒指责或冷战)，而非理性沟通。这源于父母未教会其“延迟满足”和“问题解决”，

习惯用情绪(如哭闹、发脾气)替代建设性对待。 
一方面，因家庭中父母缺乏权威，可能将“拒绝服从”泛化到校园场景(如无视老师的建议、质疑校

规合理性)，导致与管理者的对立(如频繁逃课、顶撞辅导员)；另一方面，在缺乏家庭引导的情况下，可

能过度寻求同辈认可，甚至为融入小团体而放弃原则(如参与校园不良行为)，形成“讨好型”或“盲从型”

社交。在团队合作中习惯“搭便车”(如不承担任务却享受成果)，或因缺乏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而过度依

赖他人，降低他人的信任度。因从小在“无批评”环境中成长，害怕暴露缺点，倾向建立轻松、娱乐化的

浅层关系(如只参与聚餐、游戏等活动)，回避需要深度沟通的亲密关系；当人际冲突发生，易陷入强烈的

自我怀疑或极端归因，导致社交退缩甚至抑郁倾向。 

3.4. 忽视型教养方式  

忽视型教养方式的核心特征表现为“低要求 + 低回应性”模式，这方面父母对孩子缺乏行为规范和期

望，既不设定规则，也不关注其成长对孩子的情感和物质需求长期忽视或冷漠，表现为情感缺位、互动极

少本质是“漠不关心”的教养缺位，与权威型的“规则 + 支持”、放任型的“无规则溺爱”形成鲜明对比。 
埃里克森认为，在童年时期，孩子的任务是获得勤奋感，克服自卑感，但忽视型家庭家养方式长期

忽视孩子，让孩子容易形成“我不重要”“我的需求不值得被关注”的认知，社交中习惯“隐形化”使得

孩子产生了自卑心理。研究表明，忽视型教养的大学生在“自我价值感量表”中得分显著低于其他教养

类；因童年未体验过稳定的情感回应，对深度社交感到恐惧，认为“主动接近他人会被拒绝”，更倾向独

处，甚至形成“情感隔离”防御机制，因父母未提供情感互动示范，缺乏“共情”训练，无法察觉他人的

细微情绪变化，一方面渴望被关注(如通过怪异行为吸引注意)，另一方面又恐惧被拒绝，陷入“矛盾型社

交；长期处于“既想融入又主动逃离”的冲突中，加剧孤独。 

4. 家庭教养方式对大学生人际交往方式的影响现状 

家庭教养方式对大学生人际交往方式的影响已成为心理学和教育学研究的重要课题。当前的研究表

明，家庭教养方式通过塑造个体的性格特征、情感表达模式和社交技能，对大学生的社交行为产生深远

影响。以下是该领域的现状分析(如图 1 所示)。 
 

 
Figure 1. Family parenting style 
图 1. 家庭教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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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依恋模式内化交往方式 

依恋模式是指个体在早期与主要抚养者(通常是父母)之间有一种情感联系的模式，它会通过影响个

体的自我认知和情感调节等方面，内化为个体的交往方式，具体如下： 
(1) 安全型依恋 
家庭成员(主要指父母)能够给孩子营造出一种温馨的、轻松愉悦的、互帮互助的家庭氛围。通过父母

与孩子在一起玩游戏，在玩耍的过程中使得孩子形成安全型依恋[16]。在安全型依恋模式下成长的个体，

通常具有积极的自我认知，他们认为自己是有价值的、值得被爱的，这种积极的自我认知能够让他们在

人际交往中展现出自信开朗的特点。同时，安全型依恋的个体能够较好地调节自己的情绪，在面对人际

交往中的冲突或压力问题时，他们更喜欢用积极的方式来应对，如沟通、协商等，而不是过度焦虑或回

避问题。这些个体往往能够建立健康、稳定的人际关系，他们善于与他人建立亲密关系，能够充分给人

给予情感支持，尊重他人的感受和需求，同时也能合理地表达出自己的想法和情感。 
(2) 回避型依恋 
形成回避型依恋的原因可能是由于早期父母很少关注孩子的情感需求，并且会经常拒绝孩子的合理

请求，或者用不耐烦、忽视的态度来对待孩子，孩子为了避免被拒绝的痛苦，会选择主动回避与父母的

亲密接触，进而形成回避型依恋。回避型依恋的个体可能对自己有较高的要求，他们往往通过自我依赖

来获得安全感，在内心深处可能对自己是否值得被爱存在疑虑，这种自我认知会使他们在人际交往中表

现出一定的疏离感。他们倾向于压抑自己的情感，在面对情感压力时，会选择回避或切断情感联系来保

护自己，避免受到伤害。这类个体在人际交往中可能会保持一定的距离，不愿意与他人过于亲近，对亲

密关系有一定的恐惧和回避，不太善于表达自己的情感，也不太容易接受他人的情感支持。 
(3) 焦虑型依恋 
形成焦虑型依恋的原因可能是由于父母在家庭中经常争吵、关系紧张，家庭氛围充满矛盾和冲突，

孩子会感到恐惧和不安，缺乏安全感，孩子可能会担心失去重要的亲人，从而产生强烈的焦虑情绪，进

而形成焦虑型依恋。焦虑型依恋的个体通常对自己的价值感缺乏足够的自信，他们过度依赖他人的认可

和关注来确认自己的价值，因此，大学生在人际交往中会表现出对人际关系的过度敏感和担忧。他们很

难学会自我调节情绪，在面对人际关系中的不确定性或威胁时，容易产生强烈的情绪反应，如焦虑、愤

怒等。焦虑型依恋的个体往往会在人际交往中表现出过度的黏人或控制欲，他们渴望与他人建立紧密的

关系，但又总是担心被抛弃，所以会不断地寻求对方的关注和保护，这可能会给对方带来一定的压力，

进而影响人际关系的质量。 

4.2. 冲突解决模板交往方式 

大学生在人际交往中，掌握有效的冲突解决模板有助于更好地处理矛盾，维护良好的关系。大学生

在人际交往中，可以掌握以下常见的冲突解决模板及其对应的交往方式，以应对交往过程中出现的问题： 
(1) 冷静情绪 
在冲突发生时，首先要让自己冷静下来，避免情绪化的反应。可以通过深呼吸、暂时离开现场等方

式，给自己一些时间和空间来平复情绪，这样才能更理智地处理问题。 
(2) 倾听理解 
认真倾听对方的观点和感受，给予对方充分表达的机会，不要打断或急于反驳。用眼神交流、点头

等方式表示你在认真倾听，让对方感受到被尊重，这有助于缓解对方的情绪，也能让你更好地了解冲突

的根源。 
(3) 表达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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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方表达完后，清晰、客观地表达自己的想法和感受。使用“我”语言，例如“我觉得……”“我

认为……”，强调自己的感受和观点，而不是直接指责对方。同时，要注意语言表达的方式和语气，避免

过于强硬或攻击性的言辞。 
(4) 寻求共识 
共同探讨解决问题的方法，寻找双方都能接受的解决方案。可以从双方的利益和需求出发，提出一

些可能的建议，然后一起分析讨论，找到一个平衡点，使双方的需求都能得到一定程度的满足。 
(5) 达成协议 
一旦找到解决方案，将其明确下来，形成具体的协议或行动计划。明确双方各自需要承担的责任和

采取的行动，以及时间节点等细节，确保双方对协议内容理解一致，避免后续出现误解或再次引发冲突。 
(6) 跟进反馈 
在协议执行过程中，要及时跟进并给予对方反馈。如果发现问题或有新的情况出现，要及时沟通调

整，确保问题得到彻底解决，同时也让对方感受到你对解决冲突的诚意和重视。 

4.3. 自我价值感投射交往方式 

自我价值感会通过个体的认知、情感和行为等方面投射到交往方式中，具体如下： 
(1) 高自我价值感者的交往方式 
第一是自信开放：大学生在人际交往中能够给人一种自信开朗的感觉，能够主动与他人建立一种健

康良好的人际关系，并且能够在人际交往中能够落落大方地与他人进行交流。第二是尊重平等：自我价

值高的人认为自己是有价值的，这类人往往自我效能感比较高，在与人相处过程中能够充分的给人尊重，

并且不吝啬自己的鼓励，能够及时地给予他人肯定和表扬，不嫉妒他人的表现，建立一种尊重平等的人

际关系。第三是独立包容：他们有较强的自我认同感，不依赖他人来获得价值感，在交往中既能够保持

自己的独立性和个性，又能包容他人的不同，对他人的行为和观点有较高的接纳度，不会轻易因为与自

己不同而排斥他人。 
(2) 低自我价值感者的交往方式 
第一是敏感多疑：由于对自己的价值缺乏信心，大学生在交往中往往比较敏感，容易对他人的言行

过度解读，担心他人对自己有负面评价，经常怀疑自己是否被他人喜欢和接纳，对人际关系中的细微变

化非常在意[17]。第二是迎合讨好：为了获得他人的认可和肯定，以提升自己的价值感，低自我价值感的

人往往会采用迎合讨好的方式来与他人沟通交流，以迎合他人的想法而忽视自己真实的想法，这会使自

己变得很焦虑，内心很矛盾，不利于良好健康的人际关系的建立。第三是退缩回避：当面对人际交往中

的挑战或可能的拒绝时，低自我价值感者容易选择退缩回避的方式，他们担心在与他人交流沟通过程中

暴露自己的不足，因此，会选择回避的方式尽量不去与人交流沟通，这使得他们遇到问题也会选择回避，

不去积极的寻找方法去解决问题。这也不利于健康良好的人际关系的建立。  

5. 研究结论 

根据以上研究分析，可以看出家庭环境以及父母的教养方式对大学生的人际交往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在和谐、民主和父母以身作则、注重沟通交流、鼓励社交的家庭环境中成长的大学生，往往能积累较多

社交经验，形成良好人际交往模式，人际交往能力较强。而在严厉、冷漠，或家长存在严加管教、溺爱、

忽视孩子感受等教养方式的家庭中成长的大学生，容易缺乏处理矛盾和沟通的能力，人际交往上常存在

困难。 
早期父母的家庭教育方式容易让孩子形成不同的依恋模式，进而影响了成长后在大学时期自身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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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交往方式。早期父母给孩子营造一种温暖和谐的家庭氛围形成安全型依恋，使得在大学时期人际交往

中能够建立健康、稳定的人际关系。而早期父母忽视孩子的情感需求，缺乏对孩子的关心，营造了一种

紧张的家庭氛围，使得孩子形成了回避型依恋和焦虑型依恋。进而影响在大学时期不太愿意与他人过于

亲近或过于渴望与人亲近，给人一种压力，从而影响与人的人际交往的质量。 
因此，为了改变家庭教养方式给大学生带来的影响，大学生可以根据自身人际交往的需求，掌握一

些人际交往过程中遇到冲突时的一些解决模板和交往方式。同时，大学生在人际交往过程中，应当提高

自我效能感，增强自信心，从而使得在人际交往过程中能够感到轻松愉快，自我价值得到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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