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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父母离间为孩子被一方父母操纵，以反对并拒绝与另一方父母接触的现象。本研究的目的是探讨

父母离间对青少年内外化问题行为的影响以及亲子关系在二者之间的作用。方法：采用父母离间量表、

亲子关系量表和青少年内外化问题行为量表对713名中学生进行问卷分析。结果：父母离间与青少年内

外化问题行为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p < 0.001)。亲子关系在父母离间与青少年内外化问题行为之间

起到了显著的中介作用，且模型拟合良好(CFI = 0.973, RMSEA = 0.040)。使用偏差校正的非参数百分位

Bootstrap法检验的结果显示，亲子关系在二者之间的中介效应显著，Bootstrap置信区间均不包含零。

结论：父母离间对青少年内外化问题行为产生负面影响，而亲子关系的质量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

中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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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Parental alienation is the phenomenon in which a child is manipulated by one parent to 
oppose and refuse contact with the other parent.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explore the influ-
ence of parental estrangement on adolescents’ internalizing and externalizing problem behaviors 
and the role of the parent-child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m. Methods: The Parental Alienation Scale, 
the Parent-Child Relationship Scale, and the Adolescent Internalizing Problem Behaviour Scale 
were used to analyze the questionnaires of 713 secondary school students. Results: There w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parental dissociation and adolescents’ internalizing and 
externalizing problem behaviors (p < 0.001). The parent-child relationship played a significant me-
diating role between parental disengagement and adolescent internalizing problem behaviours, 
and the model was well-fitted (CFI = 0.973, RMSEA = 0.040). Results of the non-parametric percen-
tile Bootstrap method test using bias correction showed a significant mediating effect of the parent-
child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wo, with none of the Bootstrap confidence intervals containing zero. 
Conclusion: Parental separation negatively affects adolescents’ internalizing and externalizing 
problem behaviors, and the quality of the parent-child relationship plays an important mediating 
role in this proc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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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青少年时期是个体心理发展和人格形成的关键阶段，这一时期的心理健康问题往往对其未来的生活

产生深远影响。内外化问题行为，如焦虑、抑郁、退缩等，是青少年常见的心理困扰之一，其发生不仅与

青少年的个人特质有关，还与家庭环境有着密切的联系。父母间频繁、激烈的冲突是影响青少年心理健

康的重要风险因素(Zhao et al., 2023)，而父母离间行为对个体心理适应(Tavares et al., 2020)及亲子关系具

有显著的短期与长期负面影响(Verrocchio et al., 2019)。Harman 等(2018)视父母离间为一种特殊的家庭暴

力形式，涉及复杂的敌对与人类攻击。美国心理协会(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2023)定义父母

离间为孩子被一方父母操纵，以反对并拒绝与另一方父母接触的现象。父母离间包含三个核心要素：孩

子对目标父母的持续性排斥或诋毁、非理性的敌意拒绝态度，以及这种敌意并非基于被拒绝父母的实际

负面经历(von Boch-Galhau, 2018)。父母离间常与婚姻分离和离婚背景相关，在家庭司法领域引发争议和

两极分化立场(Johnston & Sullivan, 2020)。Gardner 于 20 世纪 80 年代提出“父母离间综合症”概念，认

为这是一种儿童心理障碍，具有八种特定症状，并可根据程度分为高中低三个水平(Zakhour et al., 2023)。
为便于临床诊断，学者提出父母离间的相关模型，如 Baker 的四因素模型和 Bernet 与 Greenhill 的五因素

模型，均用于评估儿童所受父母离间的形式和程度(Baker, 2020; Bernet & Greenhill, 2022)。 
尽管“父母离间综合症”这一概念面临质疑，其争论焦点集中在它是否确实构成一种“综合症”以

及该“综合症”的实际存在性上(Harman et al., 2019)，主要是因为该诊断目前尚未得到专业组织的广泛认

可，而且现有的研究大多依赖于主观的意见和意识形态，缺乏足够充分的科学论证以及实证数据的有力

支持。因此，探究父母离间行为对青少年内化问题行为的影响，以及亲子关系在这一过程中所起到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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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作用，对于进一步深化我们对家庭系统工作的理解，以及更好地指导离婚家庭心理健康从业者的实践

活动，具有非常重要的实际意义。本研究假设亲子关系在父母离间与青少年内外化问题行为间起中介作

用(H1)，中介模型图见图 1。 
 

 
Figure 1. Diagram of the mediation effect model 
图 1. 中介效应模型图 

2. 研究对象与方法 

2.1. 研究对象 

2023 年 4 月~2024 年 8 月，选择青少年群体及其父母为研究对象。为确保研究的代表性和有效性，

采用分层随机抽样的方式。根据地域、学校类型(如公立与私立)、年级等因素对目标青少年群体进行分层；

然后，在每个层内随机选择一定数量的学校或班级作为样本点；从这些样本点中随机抽取青少年及其家

庭参与研究。 
纳入标准：① 青少年须处于特定的年龄范围内(12 岁至 25 岁)；② 青少年及其家庭需同意参与本研

究，并愿意提供真实、准确的问卷填写信息。 
排除标准：① 青少年患严重精神疾病或残疾；② 家庭中存在持续的、严重的身体或心理暴力行为；

③ 青少年在参与研究前半年内经历了重大生活变故(如父母离异、亲人去世、严重疾病等)。 

2.2. 调查方法 

本研究采用问卷调查法，共发放 800 份问卷，最终收回 713 份，回收率为 89.12%。调查对象为 713
名家长和青少年。通过分层随机抽样的方式选取样本，按照学校的类型和地理位置对目标中学进行分层，

然后在每个层次中随机选取学校和班级，再从选定的班级中随机抽取符合纳入标准的学生及其家长进行

问卷调查。调查问卷包括父母离间行为量表、亲子关系量表以及青少年内外化问题行为量表。问卷由研

究团队发放并指导填写，调查完成后统一收回进行数据分析。 

2.3. 调查工具 

2.3.1. 父母离间量表 
Baker 和 Eichler 编制的贝克策略量表(Baker Strategy Questionnaire, BSQ)是使用最为广泛的父母离间

行为测量工具之一(Baker & Eichler, 2014)，该量表设计为单因素结构，包含 20 个项目，全部采用正向计

分，并使用 Likert-5 点计分法，计分范围从 0 (从未发生)至 4 (总是如此)，被广泛应用于各类父母离间行

为的测评之中(Miralles et al., 2023; Kumar, 2024; Crittenden & Spieker, 2023; Hertz et al., 2023)。本文使用贝

克策略量表对父母离间进行调查。 

2.3.2. 亲子关系量表 
该问卷共 20 个项目，量表采用 5 级计分，从 1“很不符合”到 5“非常符合”，分数越高说明亲子

关系越好(王美萍，张文新，2007)。研究表明该量表具有良好信效度(张连秀，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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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3. 青少年内化问题行为量表 
该量表由 Achenbach 编制，池丽萍和辛自强修订，量表包括两个维度，分别为外化问题行为和内外

化问题行为，共 40 道题目，本文采用量表中的内外化问题行为，量表采用 5 级计分，从 1“很不符合”

到 5“非常符合”，分数越高说明个体的问题行为越严重(池丽萍，辛自强，2003)。研究表明该量表具有

良好信效度(杨冬妮，2017)。 

2.4. 统计学方法 

本研究的数据处理和模型检验采用了 Mplus 和 SPSS 软件。运用 SPSS 对各变量进行描述性分析和相

关性分析，以了解样本的基本特征和变量之间的关系。使用 Mplus 对亲子关系在父母离间行为与青少年

内外化问题行为之间的中介效应进行检验。采用最大似然估计(MLM)方法进行参数估计，并使用偏差校

正的非参数百分位Bootstrap方法检验中介效应。若所得的 95%置信区间不包含零，则表明中介效应显著。 

3. 结果 

3.1. 一般人口学特征 

本研究对象的人口统计学分析结果显示如表 1，性别方面，男性占比为 60.58% (432 人)，女性占比为

39.41% (281 人)。在年龄分布上，18 岁以下的青少年占 73.22% (522 人)，而 18 至 25 岁之间的青少年占

26.79% (191 人)。父母的最高学历中，初中及以下学历的占 8.27% (59 人)，高中或中专学历的占 27.35% 
(195 人)，大学专科学历的占 29.45% (210 人)，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的占 34.92% (249 人)。在父母婚姻状

况方面，处于婚姻存续状态的占 51.89% (370 人)，而离异家庭的占 48.11% (343 人)。这些数据为进一步

分析父母离间行为对青少年内外化问题行为的影响提供了重要的背景信息。 
 

Table 1. General demographic characteristics 
表 1. 一般人口学特征 

选项 频率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累积百分比 

性别 
男 432 60.58 60.58 60.58 

女 281 39.41 39.41 100.00 

年龄 
小于 18 岁 522 73.22 73.22 73.22 

28~25 岁 191 26.79 26.79 100.00 

父母的最高学历 

初中及以下 59 8.27 8.27 8.27 

高中/中专 195 27.35 27.35 35.62 

大学专科 210 29.45 29.45 65.07 

大学本科 249 34.92 34.92 100.00 

父母的婚姻状况 
婚姻存续 370 51.89 51.89 51.89 

离异 343 48.11 48.11 100.00 

3.2. 共同方法偏差控制和检验 

本研究采用 Harman 单因素检验进行共同方法偏差的检验，提取特征值大于 1 的因子 10 个，同时首

个因子的变异量为 30.04%，小于 40%的临界标准，由此可得本次量表不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问题。 

3.3. 相关性分析 

相关分析结果表明(见表 2)，父母离间与亲子关系显著负相关，亲子关系与内外化问题行为显著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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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父母离间与内外化问题行为显著正相关，年龄与内外化问题行为显著正相关。 
 

Table 2. Correlation analysis results (N = 713) 
表 2. 相关分析结果(N = 713) 

变量 M SD 1 2 3 4 5 

父母离间 3.21 0.78 1     

亲子关系 3.55 0.65 −0.454** 1    

内外化问

题行为 2.88 0.70 0.437** −0.526** 1   

性别 1.45 0.50 0.100* −0.153** 0.091* 1  

年龄 16.8 1.50 0.050 −0.073 0.263** −0.019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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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表 2 中的相关分析结果表明，父母离间与亲子关系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r = −0.454, p < 0.01)，
这一结果直指父母间的紧张关系或离异倾向往往伴随着亲子关系的削弱。同时，父母离间还与内外化问

题行为(如抑郁、焦虑等)呈正相关(r = 0.437, p < 0.01)，父母不和可能增加孩子罹患内外化问题行为的风

险。性别方面，男孩相较于女孩，其性别与父母离间之间呈现出微弱的正相关(r = 0.100, p < 0.05)，年龄

对于父母离间状态的影响则显得微不足道(r = 0.050, p > 0.05)，表明年龄并非驱动父母关系变化的主要因

素。亲子关系不仅与父母离间负相关，还与内外化问题行为显著负相关(r = −0.526, p < 0.01)，亲子关系与

性别之间也存在显著的负相关(r = −0.153, p < 0.01)，性别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亲子关系的体验。内外化

问题行为除了与父母离间和亲子关系紧密相关外，还与年龄正相关(r = 0.263, p < 0.01)，表明随着孩子年

龄的增长，出现内外化问题行为的可能性也在逐步增加。相比之下，性别与年龄之间的相关性则极为微

弱(r = −0.019, p > 0.05)，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这表明在该数据集中，性别和年龄之间并未展现出明显的相

互影响。 

3.4. 亲子关系的中介效应检验 

3.4.1. 中介模型拟合评估 
本研究使用结构方程模型(SEM)来检验亲子关系在父母离间和青少年内外化问题行为之间的中介作

用。评估模型拟合结果如表 3，卡方自由度比 χ2/df < 2，均方根误差近似值 RMSEA < 0.05，比较拟合指

数 CFI > 0.90，增值拟合指数 TLI > 0.90，标准化均方根残差 SRMR < 0.08，该结构方程模型在探讨父母

离间与青少年内外化问题行为之间的关联时，展现了较高的拟合度和研究结果的可靠性，模型拟合良好。 
 

Table 3. Evaluation index of mediating model fit 
表 3. 中介模型拟合评估指标 

指标 χ2/df RMSEA CFI TLI SRMR 

 1.895 0.032 0.961 0.952 0.030 

3.4.2. 父母离间、亲子关系和青少年内外化问题行为的回归分析 
以父母离间为自变量，青少年内外化问题行为为因变量，亲子关系为中介变量，年龄、性别为控制

变量，进行回归分析，回归分析结果见下表 4。结果显示，父母离间与亲子关系回归效应显著(ΔR2 = 0.5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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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 31.463, p < 0.001)，亲子关系在父母离间和青少年内外化问题行为之间回归效应显著(ΔR2 = 0.601, F = 
32.952, p < 0.001)。 

 
Table 4. Regression analysis of parental estrangement, parent-child relationship and adolescent externalization problem be-
havior 
表 4. 父母离间、亲子关系和青少年内外化问题行为的回归分析 

预测变量 
模型 1 (亲子关系) 模型 2 (内外化问题行为) 

β t β t 

父母离间 −0.504 −16.71*** −0.463 −5.31*** 

亲子关系   0.532 11.20*** 

R2 0.569  0.601  

F 31.463***  32.952***  

注：***表示 p < 0.001。 

3.4.3. 亲子关系在父母离间和青少年内外化问题行为之间的中介作用 
为探讨父母离间对青少年内外化问题行为的显著影响的内在机制，在研究中进一步引入亲子关系作

中介变量代入结构方程模型，结果如下表 5。结果显示，χ²/df < 3，RMSEA < 0.05，CFI > 0.90，TLI > 0.90，
SRMR < 0.08，模型拟合良好。图 2 的结果显示，父母离间对亲子关系具有显著的负向预测作用(β = −0.504, 
p < 0.001)，即父母间的离间程度加深会直接导致亲子关系的恶化。这一恶化进而显著地增加了青少年内

外化问题行为(β = −0.532, p < 0.001)的发生，意味着良好的亲子关系能够作为一道屏障，有效减少青少年

面临的心理与行为问题。 
 

Table 5. Intermediate model fitting index 
表 5. 中介模型拟合指标 

指标 χ2/df RMSEA CFI TLI SRMR 

 2.015 0.041 0.973 0.968 0.030 

 

 
Figure 2. Diagram of the structure model of intermediate effects 
图 2. 中介效应结构模型图 

 
使用偏差校正的非参数百分位 Bootstrap 法(重复抽样 5000 次)对亲子关系在父母离间与青少年问题

行为的中介效应进行路径分析，结果见表 6。 
表 6 结果显示，亲子关系在父母离间对青少年内外化问题行为的影响中起到了显著的中介作用。路

径 1 (父母离间→亲子关系→内外化问题行为)的中介效应值为 0.213，占总效应的 57.10%，表明亲子关系

在这一路径中扮演了关键角色。这一中介效应的 95%置信区间(0.176 至 0.252)完全不包含零，强烈支持

了中介效应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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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6. Mediated effect path analysis 
表 6. 中介效应路径分析 

 效应值 相对中介效应 
95%置信区间 

下限 上限 

父母离间→亲子关系→内外化问题行为 0.213 57.10% 0.176 0.252 

父母离间→内外化问题行为 0.160 42.89% 0.102 0.218 

总效应 0.373 100.00% 0.320 0.427 

 
直接路径(路径 2：父母离间→内外化问题行为)的效应值为 0.160，占总效应的 42.89%，其 95%置信

区间(0.102 至 0.218)同样显著，表明即使考虑到亲子关系的中介作用，父母离间仍直接对青少年内外化问

题行为有重要影响。总效应(0.373，置信区间为 0.320 至 0.427)则进一步确认了父母离间与青少年内外化

问题行为之间的整体关联强度。 
综上所述，亲子关系在父母离间影响青少年内外化问题行为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中介作用，同时

父母离间也直接对青少年内外化问题行为有贡献。这一发现对于理解家庭环境对青少年心理健康的影响

具有重要意义，并提示了未来干预策略可能需要同时关注改善亲子关系以及减少父母之间的冲突。 

4. 讨论 

4.1. 父母离间对青少年内外化问题行为的影响 

本研究表明，父母离间对青少年内外化问题行为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随着父母离间程度的加重，

青少年内外化问题行为的得分也相应增加。这一结果与先前研究相一致(Isailă & Hostiuc, 2022; Harman et 
al., 2021)，支持了父母离间对儿童和青少年心理健康的不利影响。父母离间可能导致青少年感到焦虑、抑

郁和孤独，从而引发内外化问题行为(Meland et al., 2024)。家庭环境的稳定性对青少年的心理发展至关重

要，父母的冲突和分离可能使青少年缺乏情感支持，进而影响其情绪调节能力和自我价值感(Harman et al., 
2022)。因此，干预措施应关注如何减少父母离间对青少年心理健康的负面影响，例如提供家庭治疗和心

理支持，以改善家庭关系和增强青少年的应对能力。 

4.2. 亲子关系的中介作用 

本研究进一步探讨了亲子关系在父母离间与青少年内外化问题行为之间的中介作用，结果显示，亲

子关系在二者之间起到显著的中介作用。父母离间通过负向影响亲子关系，进而导致青少年内外化问题

行为的增加。这一结果强调了亲子关系的重要性，表明良好的亲子关系可以缓解父母离间对青少年心理

健康的负面影响(Hands & Warshak, 2011)。因此，在临床干预中，改善亲子关系应作为重点，帮助父母和

青少年建立积极的互动和沟通，以减轻家庭冲突带来的心理压力。这一结果还提示教育工作者和心理健

康专业人员应关注家庭动态，尤其是在处理青少年心理问题时，应考虑家庭背景和亲子关系的质量，以

便提供更有效的支持和干预。 

4.3. 家庭环境与青少年心理健康的紧密联系 

本文的研究结果揭示了家庭环境，特别是父母离间与亲子关系，对青少年心理健康的显著影响。通

过相关分析，发现父母离间不仅直接关联着青少年内外化问题行为的增加，还通过恶化亲子关系这一中

介路径，间接加剧了青少年的心理困扰。这一发现强调了家庭作为青少年成长重要场所的不可替代性，

以及父母关系和谐对于孩子心理健康发展的至关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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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子关系的显著负向预测作用，即亲子关系越好，青少年表现出的内外化问题行为越少，进一步印

证了温暖、支持的家庭氛围对青少年心理健康的积极保护作用。性别与多个变量之间的弱相关也提示我

们，在探讨青少年心理健康问题时，不应忽视性别差异可能带来的影响，尽管这种影响在本研究中相对

较小。年龄与内外化问题行为的正相关关系，说明青少年时期是心理发展的关键时期，也是心理问题易

发的阶段。随着年龄的增长，青少年面临的学业压力、社交挑战等逐渐增多，这些外部因素可能与家庭

环境相互作用，共同影响青少年的心理健康状况。 
本文的研究结论不仅加深了大众对家庭环境与青少年心理健康之间关系的理解，也为未来的干预措

施提供了重要参考。为了促进青少年的心理健康发展，家庭、学校和社会应共同努力，营造和谐的家庭

氛围，加强亲子沟通，同时关注青少年的年龄特点和性别差异，提供有针对性的支持和帮助。 

5. 小结 

本研究探讨父母离间对青少年内外化问题行为的影响，并分析亲子关系在这一关系中的中介作用。

对 713 名中学生的问卷调查结果表明，父母离间显著与青少年内外化问题行为呈正相关，随着父母离间

程度的增加，青少年内外化问题行为的得分也相应上升。研究发现亲子关系在父母离间与青少年内外化

问题行为之间起到了重要的中介作用。父母离间对亲子关系产生负向影响，而良好的亲子关系则能有效

降低青少年内外化问题行为的发生。因此，建议在家庭干预和心理支持中重视亲子关系的改善，以缓解

父母离间对青少年内外化问题行为的负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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