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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主要考察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与儿童抑郁之间的内在关系以及母亲教养方式在二者关系间的中介作

用。具体地，以473名儿童为对象，分别完成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父母教养方式和儿童抑郁症状问卷的

调查。研究结果显示，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与儿童抑郁存在显著的负向关系。母亲拒绝、母亲情感温暖在

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与儿童抑郁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但母亲过度保护在二者关系间的中介作用不显著。

这一结果表明，教养方式中的拒绝和情感温暖维度在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和儿童抑郁之间起着中介效应作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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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mainly investigat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amily socioeconomic status and childho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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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pression and the mediating role of maternal parenting style in the relationship. Specifically, 473 
children were asked to complete the measures of variables, including family socioeconomic status, 
parenting style, and children’s depressive symptom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re was a signifi-
cant nega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family socioeconomic status and childhood depression. Mater-
nal rejection and maternal emotional warmth played a partial mediating role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amily socioeconomic status and childhood depression, but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mater-
nal overprotection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wo was not significant. This result suggests that 
the dimensions of rejection and emotional warmth in parenting style play a mediating role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amily socioeconomic status and childhood depre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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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抑郁(Depression)是一种持续时间较长的心境低落状态，并且常伴有焦虑、躯体不适和睡眠障碍等。

在儿童成长过程中，特别是随着从儿童期向青春期转换，儿童的自我意识逐渐增强(Bosacki, 2000)；同时，

伴随学校课程增加以及升学压力，儿童更容易产生焦虑、抑郁等负面情绪。有研究显示，重度抑郁症在

儿童中的发病率介于 0.4%到 2.5%之间，青少年群体中的发病率大约在 4%到 24%之间。一项对 5906 名

中小学生的调查显示，青少年抑郁症状的发病率为 16.1% (丁慧思等，2017)。 
家庭社会经济地位是对家庭成员的社会和经济地位的度量。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塑造了个体长期成长

的物质生活环境，影响着儿童面对事件的情绪适应能力。Masarik 和 Conger (2017)的一项元分析显示，家

庭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儿童往往表现出更多的情绪发展问题以及更多的负性情绪，罹患抑郁、焦虑的可

能性更高。 
教养方式是指父母在家庭教养过程中表现出的特定教育观念和行为。家庭的社会经济地位是影响父

母教养方式的一个重要因素。家庭中父母的职业、受教育程度和家庭收入都与父母的教养方式有关。高

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的母亲则更有可能采用温暖、敏感的方式对儿童做出反应(刘广增等，2020)，传递给儿

童更多的温暖与理解，更容易促进孩子形成积极的心理品质(Callina et al., 2014)。而根据家庭压力模型，

家庭经济困难会加重父母的焦虑情绪，使得家庭功能受损进而影响父母教养方式。已有研究显示，家庭

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母亲面临更多的家庭经济压力，会较多地使用惩罚、拒绝否认等方式来对儿童的行

为进行反应(张茜洋等，2017)。有研究显示，来自低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的父母更多采取高严厉、高惩罚的

消极教养方式(Benner & Kim, 2010)。另一方面，教养方式是影响儿童消极情绪适应(如抑郁、社交焦虑、

孤独感)的重要因素。例如，有研究显示，父母的教养方式与抑郁和焦虑呈正相关，其中父母的过分保护、

苛刻要求、亲子疏离维度与抑郁和焦虑呈正相关，而父母教养中的提供帮助维度与抑郁和焦虑呈负相关

(杨智辉等，2010)。类似地，有研究发现，抑郁与父母教养方式的四个维度均相关，其中与关怀和自主性

维度正相关，与冷漠和过度保护负相关，父母冷漠自主性可以分别正向和负向预测儿童的抑郁。 
因此，本研究主要通过建立中介效应模型考察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与儿童抑郁之间的内在关系以及母

亲教养方式在二者关系间的中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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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研究方法 

2.1. 研究对象 

采用方便抽样，在浙江省某小学发放问卷共计 473 份，课后统一收回，最终得到有效问卷 454 份，

其中 4 年级 236 人，5 年级 218 人；男生 247 人，女生 207 人。 

2.2. 研究工具 

2.2.1. 家庭社会经济地位问卷 
采用父母教育水平(小学及以下、初中、高中或中专、大学专科或本科)，职业类型、家庭月收入评估

客观家庭经济地位。 

2.2.2. 简式父母教养方式量表 
采用蒋奖等(2010)简式父母教养方式问卷(修订版)评估母亲的教养方式，问卷共 42 题，包含拒绝、

情感温暖、过度保护三个维度。已有研究显示，该量表具有良好的信效度。本研究中母亲教养方式的拒

绝、情感温暖、过度保护三个维度内部一致性系数分别为 0.82，0.88 和 0.69。 

2.2.3. 流调中心儿童抑郁量表 
采用由 Fendrich，Weissman 和 Warner (1990)编制的流调中心儿童抑郁量表评估儿童认知、情感和行

为等症状。该量表共 20 个项目，施测时要求被试根据自身情况就每个项目的发生频率在四级量表上做出

评定。问卷总分在 0 到 60 之间，得分越高意味着儿童的抑郁症状越严重。该问卷被认为具有良好的心理

测量学特征。本研究中该问卷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 0.90。 

3. 研究结果 

3.1. 家庭社会经济地位、母亲教养方式与儿童抑郁的相关分析 

采用相关分析法考察家庭社会经济地位、母亲教养方式与儿童抑郁之间的相关性。结果表明，家庭

社会经济地位中的父母职业、父母文化与父母收入均与母亲教养方式中的母亲拒绝、母亲情感温暖以及

儿童抑郁显著相关，与母亲过度保护不存在相关关系。具体结果见表 1。 
 

Table 1. The correlation matrix among family socioeconomic status, maternal parenting style and children’s depression 
表 1. 家庭社会经济地位、母亲教养方式与儿童抑郁的相关矩阵 

变量 1 2 3 4 5 6 7 

1. 父母文化 −       

2. 父母职业 0.479** −      

3. 父母收入 0.241** 0.209** −     

4. 母亲拒绝 −0.156* −0.109 −0.109** −    

5. 情感温暖 0.295** 1.98** 0.194** −0.501** −   

6. 过度保护 −0.083 0.003 −0.125 0.736** −0.467** −  

7. 儿童抑郁 −0.224** −0.205** −0.281** 0.548** −0.480** 0.448** − 

注：**表示 p < 0.01。 

3.2. 中介效应分析 

由于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与母亲过度保护之间不存在显著相关，因此，分别检验母亲拒绝、母亲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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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暖的中介作用。 

3.2.1. 母亲拒绝在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与儿童抑郁间的中介效应分析 
研究采用 spss 22.0 剔除有缺失值的观测单位后，用 Amos 极大似然估计法(ML)和偏差矫正的非参数

百分位 Bootstrap 法(设置 2000 次重复取样和 95%的置信区间)建立结构方程模型，检验母亲拒绝在家庭

社会经济地位与儿童抑郁间的中介效应。具体地，以儿童抑郁、母亲拒绝分别作为外生变量，父母职业、

父母收入、父母文化三个显变量指标构成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这一潜变量建立结构方程模型，见图 1；研究

结果表明，数据拟合度良好(χ2 = 9.091, df =4, χ2/df = 2.273, RMR = 0.039, GFI = 0.984, NFI = 0.952, IFI = 
0.972, CFI = 0.972, RMSEA = 0.074)。具体来说，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可以通过母亲拒绝间接地影响儿童抑

郁，母亲拒绝在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和儿童抑郁间起部分中介作用。以 Bootstrap 进行中介效应检验，结果

显示，家庭社会经济地位通过母亲拒绝对儿童抑郁间接效应显著(间接效应值为 0.111，p < 0.001, 95% IC 
= [−0.014, −0.215])。 

 

 
Figure1. The model depicting the mediating role of maternal rejection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amily socioeconomic status and depression 
图 1. 母亲拒绝在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和抑郁之间的中介作用模型 

3.2.2. 母亲情感温暖在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与儿童抑郁间的中介效应分析 
类似地，以儿童抑郁、母亲情感温暖分别作为外生变量，父母职业、父母收入、父母文化三个显变

量指标构成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这一潜变量，考察母亲情感温暖在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和儿童抑郁间的中介

效应。结果(见图 2)表明，该模型数据拟合度良好(χ2 = 9.836, df = 4, χ2/df = 2.459, RMR = 0.035, GFI = 0.983, 
NFI = 0.945, IFI = 0.966, CFI = 0.965, RMSEA = 0.079)。具体地，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可以通过母亲情感温

暖间接地影响儿童抑郁，母亲情感温暖在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和儿童抑郁间起到了部分中介作用。母亲情

感温暖的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百分比为 44.9% [a * b/c = (0.382) * (−0.407)/(−0.345) = 0.449]。母亲情感温暖

可以解释儿童抑郁 15.5%的变异量。以 Bootstrap 进行中介效应检验，结果显示，家庭社会经济地位通过

母亲情感温暖对儿童的社交焦虑间接效应显著(间接效应值为 0.155，p < 0.001，95% IC = [−0.104, −0.445])。 
 

 
Figure 2. The model depicting the mediating role of maternal emotional warmth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amily socioeconomic status and depression 
图 2. 母亲情感温暖在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和抑郁之间的中介作用模型 

4. 讨论 

本研究通过建立中介效应模型考察了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与儿童抑郁之间的内在关系以及母亲拒绝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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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感温暖在二者关系间的中介作用。研究结果显示，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与儿童抑郁存在显著的负向关系。

这一结果表明，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儿童更容易出现抑郁症状，是儿童抑郁症状的一个重要的风险

因素。较低的社会经济地位增加了父母的养育压力和父母冲突的可能，降低了社会支持水平和风险应对

能力，进而增加了儿童抑郁的风险。 
另外，研究结果显示，母亲拒绝、母亲情感温暖在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与儿童抑郁之间起部分中介作

用，但母亲过度保护在二者关系间的中介作用不显著。这一结果与已有研究结果部分一致(张茜洋等，2017；
张晓燕，2016)。这一结果一方面支持了社会因果关系假说(Dohrenwend & Dohrenwend, 1970)，即低家庭

社会经济地位儿童面临更多的生活压力，更易出现心理健康问题如抑郁。另一方面，则进一步证明了家

庭社会经济地位不仅能够直接预测儿童抑郁程度，还能够通过母亲教养方式间接影响儿童抑郁症状。这

一结果进一步支持了生物生态学理论，即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属于外层环境系统变量，可以通过父母教养

方式这一微观环境系统对儿童发展施加影响(Bronfenbrenner, 1986)。处于高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的母亲更倾

向于采用积极的教养方式，儿童感受到更多的情感温暖，进而有助于增进儿童的心理健康状况。相反，

处于较低的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的母亲更倾向于采取消极的教养方式(如拒绝)来对儿童进行反应。这些不

良的亲子交往方式和消极的情感联系，阻碍儿童认知和情感的健康发展，使儿童无法有效应对生活中遇

到的负性事件并发展出相应的社交技能和人际网络，增大了抑郁症状出现的风险(孙燕青，2001)。这一研

究结果进一步丰富和拓展了以往关于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影响儿童抑郁的研究。 
本研究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首先，本研究属于横断研究设计，对变量之间因果关系的推断存在局

限性，例如，儿童的负面情绪和行为也有可能预测父母教养行为(Pearl et al., 2012; Zhu et al., 2017)；未来

研究应设计巧妙的实验研究或采用纵向研究以明确变量间的因果关系及中介作用机制。其次，未来采用

纵向研究设计可以更好明确变量间的因果关系及中介作用机制。其次，本研究采用方便取样，所有被试

来源于一所小学的学生，样本无法代表更广泛的群体，因此，对研究结果的泛化需要更为谨慎。最后，

本研究仅关注母亲教养方式中的拒绝、情感温暖和过度保护，而忽略了其他可能影响儿童抑郁的因素，

如父亲教养方式、同伴关系、学校环境等青少年发展过程中的其他关系；未来研究可以进一步整合其他

研究变量以便更系统地考察影响儿童抑郁的因素。 

5. 结论 

总体上，本研究发现了母亲拒绝和情感温暖在社会经济地位和儿童抑郁之间的中介效应。这一结果

可以为父母、学校和教育工作者教养儿童提供了一些参考意见。例如，对父母来说，积极的教养方式，

如情感温暖，可以帮助儿童培养积极的心理品质。父母可以通过家庭活动来增加对孩子生活的参与度，

在与孩子的交往中互相尊重、互相理解，倾听彼此声音。一些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低的家庭受限于自身视

野和能力，难以改变现状，因此学校和教育工作者需要重视对家庭父母教养方式的引导，尽可能帮助他

们改善不当的教养方式，以缓解和降低儿童的抑郁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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