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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家庭作为包括婚姻，亲子及兄弟姐妹几个子系统在内的复杂生态系统，在幼儿心理健康发展中有着至关

重要的作用。婚姻质量不仅影响着身心健康，而且还间接地影响着父母教养行为，进而影响着幼儿身心

发展与社会适应。文章探讨了父母婚姻关系、亲子关系及幼儿心理健康之间的相互关系，并提出建议父

母在注重亲子关系及营造和谐家庭环境的同时，也应该更加用心经营婚姻生活提升婚姻质量，促进幼儿

心理健康积极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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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a complex ecosystem including marriage, parent-child and siblings, family plays a vital role in 
the development of children’s mental health. Marriage quality not only affects the physical and 
mental health, but also indirectly affects the parenting behavior, and then affects the physical and 
mental development and social adaptation of children.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relationship be-
tween parents’ marriage relationship, parent-child relationship and children’s mental health, and 
suggests that parents should pay more attention to parent-child relationship and create a harmo-
nious family environment, and should also pay more attention to marital life to improve the qual-
ity of marriage and promote the positive development of children’s mental heal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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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近年来，随着我国幼儿教育的改革，幼儿教育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心理健康教育作为幼儿教育

的重要组成部分，开始引起人们的关注和重视，目前我省关于家庭环境对幼儿心理健康发展作用机制的

深入研究较少，本文对父母婚姻质量、亲子关系和幼儿心理健康三者间的关系展开论述，采用文献综述

法，通过搜索中国知网、维普数据库、万方数据库和“web of Science”数据库，以“父母婚姻质量”“亲

子关系”“依恋”“心理健康”和“心理弹性”为关键词，共检索到中英文文献共 5932 篇，最终引用文

献 31 篇，其中英文文献 8 篇，中文文献 23 篇。近五年文献 13 篇，占比 41.9% (截止 2023 年 12 月)。丰

富父母婚姻质量理论和亲子关系理论，同时为新时期良好家庭关系构建研究补充视角，为促进幼儿心理

健康发展提供理论依据，对幼儿父母提高自己的婚姻质量，改善亲子关系，进而提高幼儿的心理健康水

平有一定实践价值。 

2. 婚姻质量 

2.1. 概念 

国外学者对婚姻质量的界定集中于两类，主观派或个人感觉派认为，个人从主观角度出发对于婚姻

的满意度等方面的感受决定其婚姻质量；客观派或婚姻调试派认为，婚姻质量是可以通过客观手段或方

式测量的 [1]。在我国，卢淑华和文国锋以主观视角审视和评价婚姻品质，认为婚姻品质是在与社会进步

相适应的前提下，对婚姻生活的主观感受和整体评价 [2]。沙吉才等把婚姻质量表述为“家庭关系的稳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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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度，包括家庭矛盾的发展、家庭矛盾的形式及解决方式” [3]。而徐安琪则将其视作家庭关系的综合素

养，即家庭双方的互动、沟通、尊重、理解、信赖、宽容、支持，并且基于双方的个人意见，来进行综

合考虑，从而形成家庭的稳固与完善。根据双方的行动、反馈及其最终的成效，我们可以更加准确地反

映出婚姻的真正状态 [4]。虽然学者们对婚姻质量没有统一的定论，但多数学者都认为高质量的婚姻关系，

夫妻双方有较高的婚姻满意度和幸福感，发生冲突比较少，有良好的沟通，没有离异的倾向。 

2.2. 测量 

婚姻质量的测量一般采用问卷调查法，比较常用量表有如国外学者 Spanier 和 Graham 1976 年编制的

夫妻适应量表(DAS)，包括双方的满意度、一致性、凝聚力、情感表达这四个维度，还有 Fourmie 和 Olson 
1987 年编制的婚姻质量问卷，Olson 等认为婚姻质量包含的维度应该更多，有婚姻满意度、性格相容性、

过分理想化、夫妻交流、业余活动、解决冲突的方式、性生活等共 12 个维度。国内一些学者在对婚姻质

量的研究中也编制了相应的问卷，并用所编制的问卷对中国人的婚姻状况进行了调查研究，这其中颇具

代表性的为程灶火 2004 年编制的中国人婚姻质量问卷。由于国内外文化的差异，国内研究者自编的问卷

可能会更符合国内的实际情况，更能客观地反映中国人的婚姻质量状况，程灶火编制的婚姻质量量表在

国内也得到了大范围的普及和使用。 

3. 心理韧性 

3.1. 概念 

国际社会普遍接受的心理韧性，也被称作心理弹性、复原力、抵抗力，最初是美国人提出的。然而，

就这个概念而言，目前尚无统一的解释，而三种不同的观点则是：结果性定义、品质性定义和过程性定

义。结果性定义主要从发展结果对心理韧性进行定义；品质性定义则认为心理韧性是个人的一种品质或

能力，即个体所具有的一种特征；而过程性定义将心理韧性看作是一种动态变化的发展过程 [5]。尽管不

同国家的研究人员尚未就心理韧性的概念达成一致，但它强调一个人在克服压力、挫折或逆境等负面事

件时的积极态度和毅力 [6]。笔者认为，心理韧性作为个体应对挫折或压力等消极事件过程中所展现的一

种具有弹性的心理特征，具有较高的研究意义。 

3.2. 测量 

对于心理韧性的测量，目前国内外学者们已经研制出一系列的量表，因测量对象的不尽相同，这些

量表的测量内容也各不相同。在目前公开发表的数十种量表中，有的用于测量普通人群的心理韧性，有

的则针对特殊人群和特定情境进行测量 [7]。在对儿童心理韧性进行测量时，国内学者常采用胡月琴和甘

怡群编制的“青少年心理韧性量表(CD-RISC)”。在对 3~5 岁幼儿的心理韧性进行评估时，国内外学者多

使用美国学者 Paul A. Le Buffe 和 Jack A. Naglieri 于 1996 年开发，2012 年修订至第二版的 Devereux 幼儿

心理韧性评估量表(DECA-P2)。国内研究中多采用季雨竹，牛玉伯等人在 2015 年修订的 DECA-P2 中文

版，其 Cronbach’s α系数为 0.80~0.93，分半信度为 0.79~0.89，表现出良好的心理测量特性，适用于中国

学龄前期儿童的心理韧性评估。 

4. 依恋 

4.1. 概念 

约翰·鲍尔比认为依恋是一种儿童与照顾者之间形成的一种特殊的情感链接，是个体与生俱来的需

求，与生物根源有着一定的联系 [8]。弗洛伊德指出依恋促使个体天生地就会去追求亲密的人并与之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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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是一种人际关系 [9]。本土科学家杨丽珠提出 [10]，依恋是婴幼儿对其主要依恋对象特别亲近、不

愿离开的感觉，是婴幼儿与依恋对象(主要是母亲)之间强烈而持久的情感纽带。近年来，张文新提出 [11]，
依恋是个体与特定个体之间持久的情感纽带。笔者认为，依恋是一种人际关系中存在的情感联结，是个

体与他人的亲密关系中形成的维持情感联系的一种心理现象或者心理过程，在个体成长过程中又受到不

断改变的重要他人与亲密关系的影响，对维持个体的心理健康、亲密关系等有着重要的意义。 

4.2. 依恋的测量及其分类 

依恋对象分为儿童依恋和成人依恋。最早的儿童依恋测量是陌生情景测验，该测验创设幼儿与重要

他人分离重聚的情景观察儿童的反应，通过编码分类将儿童分为四种依恋类型：安全型，反抗型，回避

型和无组织型依恋(混乱型依恋或无法分类型)  [12]。而儿童依恋行为分类卡片则是对陌生情景测验的延

伸，这个测验从依恋行为出发，让重要他人对儿童行为进行评价。测量成人依恋的方法又有成人依恋访

谈(Adult Attachment Interview, AAI)，该方法是通过对被试其自身童年经验及其重大影响事例阐述的访

谈，观察其依恋类型 [13]。延续以上的测量方法，成人依恋的测量又发展出量表和问卷形式，亲密关系经

历量表(Experi-encesin Close Relationships Inxentory, ECR)，成人依恋量表(adult attachment scale, AAS)，成

人依恋问卷(Adult Attachment Questionnaire, AAQ)。 

4.3. 依恋的主要理论 

国外学者鲍尔比认为依恋行为在个体的儿童早期最明显也最容易被观察到，在个体生命的其他时期

虽不明显但同样能被观察。个体在与外界和他人互动的过程中形成关于对方和自身的心理表征，由此形

成依恋的内部工作模型，在 Luke 的研究中表明内部工作模型对个体的依恋取向有一定影响。继鲍尔比的

依恋研究之后，学者们对鲍尔比提出的依恋行为系统展开了深入研究，经典依恋理论认为，个体心理的

稳定和健康发展取决于个体心理健康中心是否有一个心理安全基地 [14]，而个体在与外界和他人互动过程

中采取什么样的行为模式就形成了个体特殊的依恋策略 [15]。李同归 [16]，日本学者加藤和生认为，儿童

期所表现的依恋特征也会在成年时表现出来，该理论证实了弗洛伊德的观点，从成人的行为中能找到个

体童年经历的痕迹。国内学者江群等研究指出，依恋对儿童探索行为具有一定预测作用。由此可见，依

恋对于个体心理健康水平有着重要的意义。 

5. 父母婚姻质量、亲子关系与幼儿心理健康的关系 

5.1. 父母婚姻质量与亲子关系 

父母婚姻质量对家庭的亲密度具有显著正向预测作用 [17]。父母在维持较高质量的婚姻关系时，由于

自身需求得到满足，在家庭中更倾向于表达出较多的积极情绪，从而更容易与孩子保持亲密、良好的亲

子关系。何筱荷等人通过研究发现，家庭亲密度与亲子关系间存在相辅相成的促进作用，即父母间的关

系越亲密，越有利于良好亲子关系的建立。相反，父母间的冲突越强烈，孩子对于父母冲突的认知评价

就越消极，这将使得亲子沟通更加困难，进而导致亲子关系疏离、紧张。父母间积极融洽的关系有利于

家庭氛围保持在较为良好的状态，在此过程中孩子更容易与父母建立起亲密的亲子关系。 
关于父母婚姻关系作用于亲子关系的机制问题，目前主要有溢出假设(Spillover Hypothesis)、补偿假

设(Compensatory Hypothesis)和交叉假设(Crossover Hypothesis)三种假设理论 [18]，其中以溢出假设和补偿

假设更为常见。溢出假设认为，婚姻质量较高的父母能够对孩子表现出更多的接纳态，对孩子需要的感

知也更加敏锐，使得亲子间具有安全的依恋关系 [19]。反之，低质量的婚姻往往导致父母产生生理上的疲

惫及情感上的匮乏，影响到他们与孩子间的亲子互动，进一步造成与孩子之间疏离、紧张的亲子关系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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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偿假说认为，婚姻关系与亲子关系之间存在负相关，即婚姻关系紧张和冲突的父母转而通过亲子关系

来补偿自己无法获得情感亲密和心理满足的缺憾，并对子女投入更多的关注，以维持与子女的亲密亲子

关系 [21]。上述两种假设理论，溢出假说在国内外大量过往研究中获得了实证依据，反观补偿假说仅得到

了少数针对特殊群体进行的研究的支持。 

5.2. 父母婚姻质量与幼儿心理健康 

大量研究表明，父母婚姻质量对孩子的人格特征、心理健康、行为举止均会产生影响 [22]。父母良好

的婚姻质量与孩子良好的心理健康水平呈显著正相关，即在和谐幸福的婚姻家庭下，孩子能够健康快乐

地成长 [23]。父母婚姻质量越高，双方通过婚姻关系所获得的幸福感越高。较高质量的父母婚姻关系有利

于对父母双方的精神状态及行为表现产生积极影响，最终使得幼儿在良好的家庭氛围中身心得以健康发

展。对此，Kim KE 等人提出，积极的婚姻关系能在情感上给予父母双方支持，从而影响父母的抚养态度

及幼儿的发育水平 [24]。 
当父母关系出现冲突甚至离婚时，很有可能导致子女出现焦虑、抑郁及敏感等心理问题 [25]。父母离

婚后，孩子的性格常倾向于内向，不喜欢交往和表达情感。孩子在父母婚姻关系中遭遇的矛盾、分离和

不满意，往往导致他们对社会缺乏认同感，学业成绩不佳，易与同龄人发生冲突，难以融入集体和社会。

同时，父母冲突将导致其对感知幼儿生理及心理需求的敏感度下降，从而增加儿童的消极情绪及不安全

感 [26]。当父母在婚姻关系中产生矛盾时，分身乏术的处境常常使得他们忽略对孩子的关系和陪伴，产生

对幼儿身心发展的不良影响。 

5.3. 亲子关系与幼儿心理健康 

亲密的亲子关系往往建立在良好的家庭沟通上，国外学者研究发现，儿童在接受危机和压力时，与

父母间的公开沟通具有关键作用 [23]。父母与孩子长期建立良好的沟通关系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家庭和

谐，有效缓解幼儿的不良情绪，促进幼儿心理健康的发展，使其更加具备面对各种突发状况的能力。 
然而，良好的亲子关系并不意味着一味的关注，有研究表明，父母的过度保护反而可能对孩子的心

理健康造成不良影响 [27]。许多中国家庭的父母在与孩子相处并对其进行家庭教育时，对孩子倾注过度的

关怀，使其成为束缚孩子自由成长的阻力，不仅得不到孩子的理解，使得家庭矛盾愈演愈烈，甚至还会

对孩子的身心健康发展产生严重的不良影响。 
国内学者通过研究发现，平衡的状态及家庭关系更有利于孩子良好性格的形成和心理健康的发展。

儿童的心理发展与良好个性的形成，需要以构建平衡的家庭状态与人际关系作为前提。亲子关系的和谐

与否对幼儿教育有着重大影响，尤其是在家庭教育方面。在家庭关系中，父母双方与子女共同构成三角

形的三个端点，三者间的关系应当呈现出一种稳定的等边三角形形态，若三角形中任意一点偏离了它原

有的位置，那么将难以产生和谐的亲子关系。 

5.4. 三者的联系 

父母婚姻质量与亲子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预测幼儿心理健康的发展 [28]。国外学者在研究中也强调

了改善婚姻质量和亲子关系质量在有效促进积极的儿童心理与行为方面的价值 [29]。父母婚姻关系与亲子

关系作为最重要的家庭人际关系，不可避的会对幼儿的心理健康发展产生重要的影响。良好的父母婚姻

质量使得父母双方能够从中获得满足感与幸福感，在此过程中产生的积极情绪将潜移默化影响到父母与

孩子的相处，有利于良好、亲密的亲子关系的建立，并能够对幼儿心理健康的发展产生积极影响。王美

芳等多位学者通过研究发现 [30]，父母的婚姻质量越差，即父母之间缺乏交流，以对抗的方式对冲突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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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或是在有关孩子的问题上观念难以达成一致等，越容易导致亲子间形成不安全的依恋关系。 
根据国内外学者们的过往研究结果可得，父母婚姻质量、亲子关系与幼儿心理健康三者间存在相关

关系，提高父母婚姻质量将有效促进良好亲子关系的形成，从而对幼儿心理健康造成积极的影响，反之

则可能对幼儿心理健康造成不良影响。 

6. 思考与展望 

经过前人研究分析发现，依恋在父母婚姻质量、亲子关系与幼儿心理健康的关系中有一定的影响，

尽管学者对亲子依恋行为进行了研究，但针对不同的依恋类型和模式对幼儿依恋的影响研究结果不尽相

同，同时，对于依恋在父母婚姻质量，亲子关系与幼儿心理健康的关系中的中介作用相关研究比较薄弱。

在幼儿心理健康方面，学者对不同婚姻质量与亲子关系对幼儿心理健康的关系进行了研究，幼儿的心理

韧性与幼儿心理健康显著相关，但依恋与心理韧性的相关研究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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