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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探究隔代教养方式与青少年生命意义感的关系及家庭亲密度与心理弹性在其中的作用。方法：采

用简单随机抽样法，通过简式父母教养方式问卷、生命意义感量表、家庭亲密度与适应性量表、青少年

心理弹性量表收集相关数据，并利用SPSS进行数据的回归分析。结果：积极隔代教养方式显著正向预

测青少年生命意义感，消极隔代教养方式与青少年生命意义感无显著相关(β = 0.80, p < 0.001)。积极隔

代教养方式既能直接影响青少年生命意义感水平，也可以通过家庭亲密度的中介作用、心理弹性的中介

作用和家庭亲密度、心理弹性的链式中介作用来影响青少年的生命意义感。结论：消极隔代教养方式与

青少年生命意义感无显著相关；家庭亲密度、心理弹性在积极隔代教养方式与青少年生命意义感间发挥

链式中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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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tergenerational parenting and adolescents’ sen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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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meaning in life, as well as the role of family cohesion and psychological resilience in this relation-
ship. Methods: Using a simple random sampling method, data was collected through the use of the 
Short Form of the Egma Minnen av Barndoms Uppfostran, the Meaning in Life Questionnaire, the 
Family Adaptability and Cohesion Evaluation Scale, and the Adolescent Resilience Scale, and SPSS 
for statistical analysis. Results: The positive intergenerational parenting style significantly predicts 
the meaning in adolescent life, while the negative intergenerational parenting style is not signifi-
cantly correlated with meaning in adolescent life (β = 0.80, p < 0.001). The positive intergenerational 
parenting approach can not only directly affect the level of meaning in adolescent life, but also in-
fluence meaning in life through the mediating effects of family cohesion, resilience, and the chain me-
diating effects of family cohesion and resilience. Conclusion: There is no significant correlation be-
tween negative intergenerational parenting and meaning in adolescent life; family cohesion and re-
silience play a chain mediating role between positive intergenerational parenting style and meaning 
in adolescent li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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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青少年的父母因忙于工作让孩子祖辈协同参与孙辈教养的现象十分常见，祖辈隔代教养的现象也引

发了人们的关注。相较于孩子的父母，祖辈们往往有自身的教育观念，教养方式也往往与孩子父母的教

养方式有所区别(赵玲玲，周宇琦，陈传锋，2023)。以往研究多注重于父母教养方式的影响及作用机制探

究，本研究基于日常生活祖辈协同参与对儿童的教养的情况，整合影响学生个体发展过程中的内外因素，

探究祖辈协同参与教养情况下隔代教养方式与儿童生命意义感的关系及家庭亲密度和心理弹性的作用机制。 
隔代教养是指在日常生活中，祖辈参与孙辈的养育，承担起部分或全部的抚养孙辈责任，同其父母

协同照顾孙辈的日常生活，如接送孙辈上下学，照顾日常三餐等(陈传锋，孙亚菲，2020；陈传锋等，2023)。
有研究表明，父母采取积极的教养方式显著正向预测青少年的生命意义感，使得孩子处于阳光的环境中，

更能体会到生命的意义，提高生命意义感水平；而消极教养方式则与青少年生命意义感无显著相关，生

命意义感是个体的高级心理机能，其发展会受到社会文化多方因素的影响，不仅与人际互动、教养方式

等相关，还与文化历史背景相关，所以生命意义感有着明显的文化标志(李秀雅，刘利华，方燕红，2021；
袁雯雯，2020)。所以虽然父母采取消极教养方式，但个体可能因为传统孝道理念影响而对长辈有包容、

感恩之情，并将其扩展应用到日常生活，减少消极教养方式对自我生命意义感的影响，因此消极教养方

式对青少年生命意义感无显著相关(李秀雅，刘利华，方燕红，2021)。 
人与环境互动理论指出，个体自身的特征会与外部环境间存在复杂的交互作用，外部环境因素对个

体发展造成的影响结果会受到个体自身特征的作用而产生强化或削弱(Burmeister et al., 2008)，亲子关系

更亲近，家庭和睦程度更高的家庭的子女在面对困难与挫折时候可以积极寻求家庭的支持帮助，使得个

体能从中得到情感支持。父母采取积极教养方式的家庭其家庭氛围更好，且青少年感知到家庭亲密度水

平更高(黄世伍等，2021；郭志英，2023)。另有研究表明，严厉专制的教养方式会导致学生将父母的批评

归结为对自己的否定拒绝，损害亲子关系，对家庭亲密度产生消极影响，使得儿童感受不到家庭的温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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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支持，产生焦虑的心理(翟培鑫，胡玉香，刘莉，2021)。有研究证实，温暖、支持的家庭环境有助于激

发儿童正向、积极情绪，促进其心理弹性的形成与发展，减少情绪和行为问题的发生，而不良的家庭环

境会导致更多的亲子冲突，儿童自尊受挫，亲子间缺乏交流，儿童更倾向自我面对困难，在生活中经历

更多的挫败(吕催芳，周永红，2023)。以往研究表明，较高心理弹性水平的个体往往拥有更加积极的自我

认知，同时在克服困难、与环境或人的互动中成长并产生更多的自我价值感，能够探索出适合自己的人

生目标并投身其中，获得并维持较高水平的生命意义感(王莹滟等，2023)。 
综上，隔代教养方式是否同父母教养方式对青少年生命意义感有着近似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值得探

究。虽然已有部分关于隔代教养与青少年生命意义感关系的研究，然而缺乏对隔代教养方式、青少年生

命意义感及青少年所处家庭的家庭亲密度，青少年自身心理弹性水平四者的研究。基于此，本研究拟探

究隔代教育方式与青少年生命意义感的关系及其作用机制。 

2. 研究方法 

2.1. 研究对象 

采取分层随机抽样法对某市两所中小学的三个年级共计 393 人发放纸质问卷，剔除不完整、不认真

作答的问卷 4 份后回收有效问卷 389 份，回收率 99.000%。 
在有效样本中，五年级共 163 人，六年级共 226 人；男生共 195 人，女生共 194 人，居住在市区的

有 268 人，居住在农村的有 121 人；独生子女有 95 人，非独生子女有 294 人，存在祖辈协同教养的人有

342 人，祖辈没有参与协同教养的人有 47 人。 

2.2. 研究工具 

2.2.1. 隔代教养方式 
采用蒋奖等修订的简式父母教养方式问卷(蒋奖等，2010)，本研究参照李轩研究方法，在此问卷基础

对问卷进行修订，将题项中的父母改为祖父母(李轩，2021)。问卷共 21 题，包含拒绝否认、情感温暖、

过度保护三维度，采用四点计分，其中某维度得分越高表明越契合对应的教养方式。 
本研究参照袁雯雯(2020)的方法，将隔代教养方式划分为积极教养方式和消极教养方式两维度，积极

教养方式即情感温暖，消极教养方式即拒绝否认和过度保护，相对的积极教养方式得分为情感温暖总分，

消极教养方式得分为拒绝否认和过度保护两项总分。本研究中积极教养方式维度克龙巴赫α系数为0.788，
消极教养方式维度克龙巴赫 α系数为 0.711。 

2.2.2. 生命意义感 
采用王鑫强(2013)修订的生命意义感量表，该量表有十个题项，包含拥有生命意义和寻求生命意义两

个维度；该量表采用李克特七级计分，得分越高表示生命意义感水平越高。在本研究中，该量表的克龙

巴赫 α系数为 0.724，处于可接受范围。 

2.2.3. 家庭亲密度 
采用费立鹏等人(1991)修订的家庭亲密度与适应性量表。原量表共有三十题，分为家庭亲密度分量表

和适应性量表，本研究采用家庭亲密度分量表共 16 题，采用李克特五点计分。在本研究中，该量表的克

龙巴赫 α系数为 0.874。 

2.2.4. 心理弹性 
采用胡月琴与甘怡群(2008)编制的青少年心理弹性量表。该量表共有 27 题目包含情绪控制、积极认

知等五维度，采用李克特五点计分，由低到高心理弹性水平越高。在本研究中该量表的克龙巴赫 α 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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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0.820。 

2.3. 施测过程与数据分析 

本次研究在班主任的协调帮助下在日常教学情境下开展，向学生讲明作答要求和指导语，共发放 393
份纸质问卷并当场回收。问卷回收完成后剔除无效问卷，采用 SPSS 进行数据处理分析。 

3. 结果 

3.1. 共同方法偏差的控制 

采用 Haman 单因素检验法进行共同方法偏差检验，得到 21 个载荷超过 1 的因子，第一个因子的方

差解释百分比为 16.680，小于 40%的临界值，检测结果表明本研究中不存在显著的共同方法偏差的影响。 

3.2. 隔代教养方式、家庭亲密度、心理弹性、生命意义感的平均值及相关性分析 

经正态性检验本研究中隔代教养方式、心理弹性、家庭亲密度三者的分布均不满足正态分布，因此

本研究采取斯皮尔曼相关对数据的相关性进行分析，结果见表 1。由表 1 中数据可知，祖辈积极情感与心

理弹性、家庭亲密度、生命意义感总分显著正相关；祖辈拒绝否认与心理弹性、家庭亲密度显著负相关，

与生命意义感无显著相关；祖辈过度保护与心理弹性、家庭亲密度显著负相关，与生命意义感无显著性

相关。 
 

Table 1. Correlation analysis of each variable 
表 1. 各变量相关性分析 

 M SD 心理弹性 家庭亲密度 生命意义感 积极

情感 
拒绝

否认 
过度

保护 
1 心理弹性 104.207 14.117 1      

2 家庭亲密度 60.752 11.686 0.521** 1     

3 生命意义感总分 54.010 9.464 0.326** 0.329** 1    

4 积极情感 21.779 4.368 0.441** 0.540** 0.326** 1   

5 拒绝否认 7.550 2.382 −0.342** −0.350** −0.082  1  

6 过度保护 14.787 3.380 −0.167** −0.158** −0.008   1 

注：*p < 0.05，**p < 0.01，***p < 0.001，下同。 

3.3. 家庭亲密度、心理弹性的链式中介效应检验 

本研究将祖辈情感温暖构建为祖辈积极教养方式，祖辈拒绝否认、过度保护构建为消极教养方式；

本研究将隔代教养方式作为自变量 X，青少年生命意义感作为因变量 Y，把家庭亲密度 M1、心理弹性

M2 共同作为中介变量，构建结构方程模型，将采用 PROCESS 对隔代教养方式与青少年生命意义感关系

进行分析，在控制是否独生、居住地后，采用非参数百分位 Bootstrap 法重复抽样 5000 次来检验其中介

效应和显著性。 
结构方程模型 M2 见图 1。消极教养方式显著负向预测家庭亲密度(B = −0.257, p < 0.001)，消极教养

方式显著负向预测心理弹性(B = −0.587, p < 0.001)，但消极教养方式对生命意义感的总效应和直接效应均

不显著；积极教养方式显著正向预测家庭亲密度(B = 0.561, p < 0.001)，积极教养方式显著正向预测心理

弹性(B = 0.218, p < 0.001)，积极教养方式显著正向预测生命意义感(B = 0.206, p < 0.001)，家庭亲密度显

著正向预测心理弹性(B = 0.418, p < 0.001)，家庭亲密度显著正向预测生命意义感(B = 0.140, p < 0.05)，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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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弹性显著正向预测生命意义感(B = 0.200, p < 0.001)。 
 

 
Figure 1. Interaction model 
图 1. 作用模型图 

 
采用 Bootstarp 法抽样 5000 次进行中介效应检验，结果见表 2。如表 2 所示中介效应 95%区间不含

0，中介效应显著。 
 

Table 2. Analysis of intermediary effect 
表 2. 中介效应分析 

路径 标准化间接效应估计值 
95%置信区间 

下限 上限 

积极教养方式—家庭亲密度—生命意义感 0.162 0.007 0.334 

积极教养方式—心理弹性—生命意义感 0.094 0.031 0.171 

积极教养方式—家庭亲密度—心理弹性—生命意义感 0.101 0.036 0.181 

4. 讨论 

本研究发现祖辈积极教养方式显著正向预测青少年生命意义感，而祖辈消极教养方式与青少年生命

意义感无显著相关，本研究假设得证，这也与以往研究相同(袁雯雯，2020；李秀雅，刘利华，方燕红，

2021)，这说明在家庭环境中，积极的教养方式会显著促进青少年生命意义感水平的发展。一般而言，祖

辈采取温暖和谐平等的教养方式有利于青少年获取更多的情感心理与生活上的支持，得到更多的夸奖，

更容易形成对生活的热爱，使得他们更加积极地投入对生命、自我的探索中，形成较高的生命意义感水

平(刘丽娟，2021；徐梅丹，牛腾骄，2024)。 
有研究指出消极教养方式与大学生生命意义感无显著相关，消极教养方式不会显著负向预测个体生

命意义感，反而可以正向预测中学生生命意义感(袁雯雯，2020；李秀雅，刘利华，方燕红，2021)。基于

依恋理论，消极教养方式更容易让青少年间产生对家人不安全的依恋，这种不安全依恋容易致使青少年

自我价值降低，危害个体的生命价值，促使个体激发价值寻求的动机(邓欢，井立沛，李振兴，2021)，个

体可能会因此激发更强的价值追求的动机，去探寻生命的意义来进行补偿，因此祖辈采取消极教养方式

与青少年生命意义感水平降低无显著相关性。生命意义感是个体的高级心理机能，其发展会受到社会文

化多方因素的影响，而孝道便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会影响个体的生命意义感(李秀雅，刘利华，方燕红，

2021)，受传统孝文化影响，青少年对消极隔代教养方式有包容的心态，倾向将祖辈对自己的过度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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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拒绝否认和苛责归结为祖辈对自己的期望与关心，并以更积极的心态追求实现生命意义和自我价

值，减少消极隔代教养因素对自身生命意义感水平的影响。 
本研究发现，积极教养方式可以通过家庭亲密度的中介作用来影响青少年的生命意义感。生态系统

理论主张个体心理的发展并不是独立的，其会受到一定程度外界环境的影响，心理发展一定程度是环境

的产物；作为微观系统的家庭环境会对个体发展产生重要影响(吕催芳，周永红，2023)，家庭亲密度是家

庭功能的重要维度，是良好家庭环境的重要组成，较高的家庭亲密度使得学生能够感受到家庭的温暖和

亲人的关爱，促进积极的人际交往的发展和开朗乐观的性格的形成，有利于其对生活的体验和探索，对

生命意义的追求，形成较高的生命意义感水平(王莹滟等，2023)。 
本研究发现，积极教养方式可以通过心理弹性的中介作用来影响青少年的生命意义感。有研究证实

父母采取温暖、关爱等积极的教养方式会显著增强孩子的积极心理品质，促进其开朗乐观性格的发展，

同时也更积极面对压力与困难，可以充分利用自身与身边的资源克服困难实现自我发展，往往能取得较

好的学业成绩，会有较高的抗挫折能力，更加有能力面对学习与生活中的困难，心理弹性水平较高(谭丽

苹等，2023)；而这又能促进学生建立积极的信念系统，以更大的勇气去探索追求梦想与生命价值，提高

其生命意义感水平(胡明慧，陈珝，张晓文，2020)。 
本研究发现，积极教养方式还可以通过家庭亲密度、心理弹性的链式中介作用来影响青少年的生命

意义感。高家庭亲密度较高的个体往往能更多地与家庭中的亲人互动沟通，更多地感受到来自家庭中亲

人的支持、鼓励与关爱，特别在个体遭受挫折与面临苦难时，可以充分调动家庭成员的帮助和获得情感

支持，减少面对挫折时的孤独感、挫败感，提升其心理弹性水平，使其能更多感受到生活的乐趣，高心

理弹性水平的个体会更加积极地体验新生活与追求探索生命的意义，更从容地面对生活的变化与困难，

感受生活的乐趣，提升自我的生命意义感水平(胡明慧，陈珝，张晓文，2020)。 
本研究的相关结论可以为基础教育阶段由祖辈隔代抚养的儿童成长发展的干预以及改进家庭中祖辈

的教育方式、促进隔代教养家庭的家庭教育高质量发展提供理论指导和借鉴。要促进和谐亲密的家庭关

系的建设，较高家庭亲密度的水平能够密切青少年同家庭成员的联系，使得其保持积极心理品质的同时

能够借助家庭成员的帮助克服成长发展中的困难，同时，祖辈在协同参与对孙辈教养的情况下，应有与

时俱进的教养观念，摒弃传统思维中的糟粕，丰富自身科学的教养观念，减少对孙辈成长的消极教养，

如溺爱、放任自流等，促进青少年身心健康和谐发展。 
本研究对隔代教育方式与青少年生命意义感的关系及作用机制展开了探究，丰富了相关理论并构建

了作用模型，但是本研究仍然存在一些局限性。一方面，受客观条件限制本研究选取对象有限且局限于

一个城市，样本是否具有广泛代表性有待研究，未来可以在多个城市选取更多的样本开展研究；另一方

面，由于缺乏研究隔代教养方式的专用研究工具，本研究参照以往研究方式，选取简式父母教养方式量

表加以修改用来研究隔代教养方式，虽然之前研究表明修改后量表在研究隔代教养方式上的合理性和可

行性，但未来可以开发出研究隔代教养方式的专用量表来进一步研究，使结果更加准确。 

5. 结论 

本研究表明，积极隔代教养方式显著正向预测青少年生命意义感，而消极隔代教养方式则与青少年

生命意义感无显著相关；积极隔代教养方式既能直接影响青少年生命意义感水平，又可通过家庭亲密度、

心理弹性的中介作用和家庭亲密度、心理弹性的链式中介作用来影响青少年生命意义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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