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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子关系与大学生人际交往效能感的关系：
自我分化的中介作用

李  芸

广东理工学院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中心，肇庆

摘  要｜为探讨亲子关系、自我分化与大学生人际交往效能感之间的关系，采用亲子关系量表、自我分化量表和人际

交往效能感问卷对广东2所本科院校的1389名大学生进行问卷调查。结果发现，亲子关系能够显著正向预测

自我分化和人际交往效能感，当纳入自我分化后，亲子关系对人际交往效能感的正向预测作用有所减弱，说

明自我分化在亲子关系对人际交往效能感的预测中起部分中介作用，亲子关系能够通过自我分化间接影响大

学生的人际交往效能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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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人际交往作为大学生成长中必不可少的部分，对大学生的自我和谐与身心健康具有重要影响［1］。

人际交往效能感的产生先于人际交往活动，在个体的人际交往活动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人际交往效能感

是个体进行人际交往活动前对自身所具备的交往能力及所能达到的交往成效的预期和评估。人际交往效

能感作为影响人际交往活动的内部心理机制，蕴含着两层不同的含义：其一，人际交往效能感是个体对

自身的人际交往行为是否能够达到其预期交往目标的主观判断；其二，人际交往效能感是个体对自身是

否能够完成某一人际交往活动的效能预期［2］。相关研究发现，人际交往效能感作为一种中介机制，影

响着人们的交往动机，能够正向预测人际关系［3］，对大学生的人际交往活动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已有实证研究表明，个体的人际交往效能感水平能够对其人际交往焦虑水平产生影响，人际交往效能感

的提高有助于改善社交焦虑问题［4］。另有研究表明，高人际交往效能感的个体在交往过程的表现更为

积极主动，而低人际交往效能感的个体则出现回避、退缩的交往行为［5］。人际交往效能感有助于调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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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体的交往行为，改善人际关系，促进人际交往。因此，研究大学生人际交往效能感的影响因素及其作

用机制，探讨如何有效提高大学生人际交往效能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亲子关系对个体的人格发展与行为塑造起着重要作用，影响着个体的情感连结与自我独立性的建构。

从心理学的视角看，亲子关系是基于血缘或法律关系的子女与父母共同生活且彼此之间相互作用影响的

关系［6，7］。鲍比（Bowlby）认为，孩子与主要照料者最初形成的关系模式影响其今后人际关系的建立［8］。

亲子关系是家庭关系的表现与延伸，研究表明，家庭关系对青少年人际交往效能感产生影响［9］。相关

研究发现，自我概念的变化受到亲子关系的影响，良好的亲子关系能够帮助孩子建立积极的自我意识和

自我认知［10］。另有研究表明，亲子关系对自我分化产生影响，青少年的自我分化水平随着卷入亲子三

角关系的程度愈深而愈低，亲子关系良好的青少年能够较好地发展为独立的个体［11，12］。亲子关系对人

际交往效能感的形成起着重要作用，同时，亲子关系对子女的自我分化水平有着直接影响。

自我分化这一概念是由系统式家庭治疗的奠基人鲍恩（Bowen）提出的，自我分化包含两种能力：

其一体现在内心层面，是个体内在人格能够区分理智和情感的能力；其二体现在人际层面，是个体在与

他人维持亲密感的同时，保有自主性和清晰自我感的能力［13，14］。自我分化体现的是个体与家庭及他人

的情绪依恋、融合状态和自我独立性的程度。自我分化水平高的个体能够处理好自我与外界的关系，既

能平衡好自身的情感与理智关系，保持清晰的自我感，又能维系与家人及重要他人的情感连结，体验亲

密感与自主性。个体在早期与重要他人的交往中习得的关系经验对其自我和客观世界的完整印象的形成

具有重要影响［15］。鲍恩指出，个体自我分化的完成过程与其同父母的关系有关［16］。婴儿与父母的早

期交往方式影响其对自我和客观世界的完整印象，青少年在与家庭成员的交往中习得自我和他人的界限，

进而建立和发展个体的独立性与自主性［17］。已有实证研究表明，高水平自我分化的个体具有灵活性和

自主性，出现的情绪与人际困扰较少；而低水平自我分化的个体，则更多地表现出固化的自我，在人际

交往中出现更多的社交回避行为，对亲密关系的建立产生苦恼［18］。可见，自我分化的发展水平对个体

的内在自我调节和外部社会交往活动具有重要性。

已有研究分别考察了亲子关系与人际交往效能感、自我分化之间的关系，意味着三者之间可能存在

某种特定关系，但目前没有针对性地探讨三者之间关系的研究。本研究以大学生为研究对象，拟将亲子

关系、自我分化，以及人际交往效能感三个变量同时纳入研究，考察亲子关系与人际交往效能感的关系

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假定亲子关系能够正向预测人际交往效能感，且自我分化在亲子关系对人际交往效

能感的正向预测作用中具有中介效应。希望通过本研究的探讨，为有效提升大学生的人际交往效能感提

供实证依据。

2  研究方法

2.1  研究对象

采用随机抽样的方法，选取广东省 2 所本科院校的在校大学生作为研究对象进行问卷测查。本次问

卷调查共发放正式量表和问卷 1500 份，最终回收的有效量表和问卷共 1389 份，有效回收率为 92.60%，

样本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所招募的被试的平均年龄为 19.26（±1.28）岁，其中男生 796 人（57.31%），



·1120·
亲子关系与大学生人际交往效能感的关系：自我分化的中介作用 2023 年 11 月

第 5 卷第 11 期

https://doi.org/10.35534/pc.0511130	 www.sciscanpub.com/journals/pc

女生 593 人（42.69%）；大一 393 人（28.29%），大二 382 人（27.50%），大三 325 人（23.40%），大

四 289 人（20.81%）。 

2.2  研究工具

2.2.1  亲子关系量表

采用日本心理学家高木秀明·藤田仁美（1988）编制的亲子关系量表，该量表包括“来自父亲（母亲）

的精神支持”“来自父亲（母亲）的人生观、思维方式的影响”“对父亲（母亲）的感谢”“脱离父亲（母亲）

的精神独立性”“来自父亲（母亲）的精神压抑”和“作为人生楷模的父亲（母亲）”六个维度，共 28

个题项。量表采用四点式计分法，其中有两个题项采用反向计分，在各个维度上的得分越高，表明在这

一方面的亲子关系越良好。我国有学者使用过该量表对亲子关系进行研究［19，20］。此量表的 Cronbach α

系数为 0.80。本研究亲子关系量表的 Cronbach α 系数为 0.892。 

2.2.2  自我分化量表

采用吴煜辉和王桂平（2010）修订的自我分化量表［21］对大学生的自我分化水平进行测量，该量表

包括情绪反应、自我位置、情感断绝、与人融合四个维度，共 27 个题项。量表的计分方式为六点计分法，

其中，自我位置维度作正向计分处理，其余维度均采用反向计分，统计结果计算总分，总得分得分越高，

表明个体的自我分化水平越高。此量表的 Cronbach α 系数为 0.896。本研究自我分化量表的 Cronbach α

系数为 0.906。

2.2.3  大学生人际交往效能感问卷

采用谢晶（2004）编制的大学生人际交往效能感问卷［22］测量大学生在人际交往中的自我效能感，

该问卷包含亲合效能、自我印象效能、利他效能、沟通效能、自我价值感、情绪控制效能六个维度，共

36 个题项。量表采用六点计分法，其中，12 个题项作反向计分处理，总得分越高，表明个体的人际交

往效能感越强。此量表六个因子的 Cronbach’s α 系数在 0.56 ～ 0.78 之间。本研究大学生人际交往效能

感量表的 Cronbach α 系数为 0.910。

2.3  数据分析

本研究通过 SPSS 26.0 对所收集的问卷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具体统计内容与方法如下： 

（1）通过 Harman 单因素检验法检验本研究中可能存在的共同方法偏差问题； 

（2）对亲子关系、自我分化和人际交往效能感进行关系分析，根据数据分析结果，采用海斯（Hayes，

2013）［23］提出的 PROCESS for SPSS 插件建立亲子关系与人际交往效能感的关系模型，探究自我分化在

其中的作用机制。

3  研究结果

3.1  共同方法偏差控制与检验

本研究所收集的研究数据均为调查对象通过自评的方式得到，为了避免共同方法偏差问题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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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 Harman 单因素检验法对收集的所有数据进行检验。将调查问卷的所有条目录入做因子分析进行检

验，结果显示，问卷项目的 KMO 值为 0.947，Bartlett 检验的卡方值为 70981.299，p<0.001，适合进行因

素分析，旋转后得到特征根大于 1 的公因子有 15 个，第一个公因子解释的变异量为 18.21%，小于 40%

的临界值标准［24］。因此可认为本研究不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问题。

3.2  大学生人际交往效能感在人口学变量上的差异分析

对大学生人际交往效能感总分及各维度得分在性别、年级和专业类型上的差异进行显著性分析，

结果显示，大学生的人际交往效能感总分在性别上不存在显著性差异（t=1.728，p>0.05），但沟通效能

（t=2.319，p<0.05）和亲合效能（t=3.288，p<0.01）这两个维度在性别上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大学

生的人际交往效能感总分在年级（F=1.728，p>0.05）和专业类型（F=1.728，p>0.05）上均不存在显著性

差异。具体结果如表 1 和表 2 所示。

表 1  人际交往效能感在性别上的差异分析（M±SD）

Table 1 Analysis of gender differences in interpersonal association efficacy(M±SD)

男（n=796） 女（n=593） t
自我印象效能 16.589±7.605 16.442±6.535 0.336

利他效能 18.525±8.587 18.293±7.999 0.463
情绪控制效能 16.675±7.419 16.056±5.902 1.479

自我价值感效能 16.938±7.099 16.552±5.830 0.957
沟通效能 25.253±5.085 24.575±4.426 2.319*

亲合效能 22.546±5.740 21.456±5.109 3.288**

人际交往效能感 116.536±32.546 113.374±25.105 1.728

注：*** 显著水平 p<0.001，** 显著水平 p<0.01，* 显著水平 p<0.05，下同。

表 2  人际交往效能感在年级和专业上的差异分析（M±SD）

Table 2 Analysis of grade and major differences in interpersonal association efficacy(M±SD)

人际交往效能感 F

年级

大一（n=393） 115.683±30.080

1.706
大二（n=382） 108.833±30.833
大三（n=325） 114.095±38.753
大四（n=289） 127.950±44.133

专业
自然科学类（n=656） 115.991±30.870

2.617人文社科类（n=703） 114.790±29.615
其他（n=30） 127.633±45.125

3.3  亲子关系、自我分化与大学生人际交往效能感的相关分析

对亲子关系、自我分化与大学生人际交往效能感总分进行相关分析，结果显示，亲子关系与人

际交往效能感之间呈显著正相关（r=0.276，p<0.001），同时也与自我分化呈显著正相关（r=0.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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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001），自我分化与人际交往效能感之间呈显著正相关（r=0.755，p<0.001），具体结果如表 3 所示。

表 3  亲子关系、自我分化与大学生人际交往效能感的相关分析

Table 3 Correlation analysis of parent-child relationship, self-differentiation and interpersonal 

association efficacy of college students

M±SD 亲子关系 自我分化 人际交往效能感
亲子关系 78.38±10.07 1
自我分化 87.84±24.32 0.201*** 1

人际交往效能感 115.63±30.65 0.276*** 0.755*** 1

3.4  亲子关系、自我分化与大学生人际交往效能感的回归分析

以大学生人际交往效能感为因变量，亲子关系各因子、自我分化为自变量进行多元回归分析，进入

方程的有亲子关系、来自父亲（母亲）的精神支持、来自父亲（母亲）的人生观与思维方式的影响、脱

离父亲（母亲）的精神独立性、来自父亲（母亲）的精神压抑和作为人生楷模的父亲（母亲）。对亲子

关系、自我分化和人际交往效能感进行逐步回归分析，结果发现，自我分化在亲子关系与人际交往效能

感之间具有部分中介作用。根据海斯的方法［23］，使用 PROCESS for SPSS 的 Model 4，对自我分化在亲子

关系与人际交往效能感间的中介作用进行假设检验。为了避免共线性等问题，对所有连续变量进行了标

准化处理，其中，亲子关系作为自变量（X）、自我分化作为中介变量（M）、人际交往效能感作为因

变量（Y），中介检验的结果如表 4 所示。

表 4  自我分化的中介效应检验结果

Table 4 The results of mediating effect of self-differentiation

步骤 因变量 自变量 R2 F β t
第一步 人际交往效能感 亲子关系 0.076 114.304*** 0.276 10.691***

第二步 自我分化 亲子关系 0.040 58.140*** 0.201 7.625***

第三步 人际交往效能感 亲子关系 0.587 984.499*** 0.130 7.355***

自我分化 0.729 41.394***

从 上 表 的 结 果 可 看 出， 亲 子 关 系 可 以 显 著 正 向 预 测 人 际 交 往 效 能 感（b=0.276，t=10.691，

p<0.001）；自我分化可以显著正向预测人际交往效能感（b=0.729，t=41.394，p<0.001）；当纳入中介

变量自我分化时，亲子关系对人际交往效能感的正向预测作用虽显著但有所减弱（b=0.130，t=7.355，

p<0.001）。在加入中介变量自我分化之前，亲子关系对人际交往效能感的预测系数为 0.276，而纳入中

介变量后，亲子关系对人际交往效能感的预测系数减少到 0.130，表明自我分化的中介效应显著，且中

介效应的大小为 0.147。因此，自我分化在亲子关系影响人际交往效能感的关系中发挥着部分中介作用。

根据中介检验结果，建立如图 1 所示的中介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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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分化

亲子关系 人际交往效能感
0.130***（0.276***）

0.201*** 0.729***

图 1   自我分化在亲子关系与人际交往效能感之间的中介效应

Figure 1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self-differentiation between parent-child relationship and 

interpersonal association efficacy

4  分析与讨论

4.1  大学生人际交往效能感的特点

人际交往效能感是个体在与他人进行交往活动前对自身所具备的人际交往能力的衡量，影响着个体

的人际关系建立。高水平人际交往效能感的大学生对自身的人际交往能力充满信心，能够正确对待并采

取合理方式应对人际交往中的困难和问题［22］。对于大学生群体而言，建立高水平的人际交往效能感不

仅有助于改善和发展良好的人际关系，也有利于提高其心理健康水平。

本研究发现，男女大学生在人际交往效能感上没有显著差异，不同专业和不同年级大学生的人际交

往效能感均不存在显著差异。这一研究结论与已有研究结果相一致［25］。大学生的人际交往效能感不存

在显著性别差异，可能是因为男女大学生虽然在性别角色上存在差异，但不同性别角色的个体在关系模

式的建立上具有各自的特点和优势，因此性别对大学生的人际交往效能感不会形成显著性影响。专业类

型和年级均对大学生的人际交往效能感水平没有形成显著性影响，可能是因为个体对自身在人际交往活

动过程中的自我意识和自信心处于动态发展的过程，虽然不同年级和专业的学生面临的任务不同，但随

着高校心理健康教育的完善和发展，越来越注重培养大学生的综合能力和提升大学生的心理健康素质，

因此，不同专业类型和不同年级的大学生在人际交往效能感上没有呈现出显著性差异。

4.2  亲子关系、自我分化与大学生人际交往效能感的关系

本研究的相关分析结果发现，亲子关系总分与大学生人际交往效能感总分呈显著的正相关，这与已

有研究结果一致［26］，表现为亲子关系越良好，个体的人际交往效能感水平越高。这种现象可能与亲子

关系对子女自我意识、自我评价，以及人际敏感的形成产生影响有关。人际交往效能感是个体在人际交

往活动领域的自信心，是对自身与他人的人际交往过程及人际交往结果的自我意识。良好的亲子关系对

个体积极的自我概念和情感连结具有积极的正向作用［10］。在高质量的亲子关系中成长的子女，能够形

成积极的自我评价和心理品质，对自己的社会交往能力更具有充分的信心，能够与他人进行顺畅沟通，

维持良好的人际关系；反之，子女容易形成自卑心理，低估自我的社会交往能力，回避人际交往障碍。

本研究表明，亲子关系与自我分化水平呈密切相关，即亲子关系越良好的家庭，子女的自我分化水

平越高，这与亲子关系对自我分化水平产生影响的观点一致［27］。以往研究表明，家庭因素对大学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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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分化水平具有重要作用，个体独立性的发展受到家庭关系的影响［28］。亲子关系是最基础的家庭关系，

高质量的亲子关系有助于子女建立和发展健康的个体自主性、功能独立性和情感连结性。因此，在亲子

关系良好的家庭中成长的子女，其自我分化水平更高，更能保持清晰的自我感，完成与原生家庭的分化，

并且他们倾向于平衡好自我的情绪和理智，在与他人相处时能够维持灵活的边界感；相反，在低质量亲

子关系中成长的子女容易形成低水平的自我分化，其理智和情绪容易受到周围他人的影响，同时，他们

既对独自状态感到恐惧，又对亲密感的建立产生焦虑和压力。

本研究发现，大学生的自我分化水平与人际交往效能感水平存在紧密关系，表现为个体的自我分

化水平越高，其人际交往效能感水平也越高。自我分化水平不同的个体对自我在人际交往中所具备的

实际能力预期及信心程度存在差异。自我分化水平较高的个体在人际交往中能够保持自主性和灵活性，

而自我分化水平较低的个体则倾向于通过人际疏远和情感断绝的方式来调节交往过程中产生的负性情

绪反应［29］。高自我分化的个体具有较高水平的人际交往效能感，对自我的社交能力充满信心，能够积

极解决交往障碍，维持好人际关系；而低自我分化的个体，对自我与他人的界限较为模糊，在人际交往

中缺乏足够的自信，对人际敏感，难以调整好人际交往过程中产生的负性情绪反应，容易出现社交回避

行为。由此可见，亲子关系、自我分化与人际交往效能感之间可能存在着内在心理影响机制，因此可对

这三个变量之间的关系作进一步的研究。

4.3  自我分化在亲子关系与人际交往效能感之间的部分中介作用

通过中介效应检验发现，自我分化在亲子关系对大学生人际交往效能感的影响中起部分中介作用，

即亲子关系一方面可以正面、显著地影响大学生的人际交往效能感，另一方面亲子关系也通过自我分化

的作用间接影响个体的人际交往效能感。大学生的亲子关系越良好，意味着大学生能从关系中获得积极

的人际交往体验与社会适应能力［30］，其人际交往效能感越强，反之则越弱；而当个体有着较高水平的

自我分化时，能够削弱不良亲子关系对大学生人际交往效能感的影响作用。这说明不仅要重视亲子关系

质量对子女人际交往效能感建立的重要作用，同时也要关注子女自身的自我分化水平对其人际交往效能

感产生的影响。鲍恩提出，自我分化的状态贯穿于个体的一生。自我分化正面、显著地影响大学生的人

际交往效能感，并在亲子关系与大学生人际交往效能感之间起到了部分中介作用。因此，在日常生活中，

一方面要注重亲子间的良性情感交流和互动模式，营造高质量的亲子关系；另一方面，也要重视对子女

自我分化水平的培养，引导其发展维系个体化与整体感的能力。

5  结论

本研究探讨了亲子关系与大学生人际交往效能感之间的关系以及自我分化在该关系中的中介作

用，结果表明亲子关系可以正向显著预测大学生的人际交往效能感和自我分化水平；当加入自我分化

后，亲子关系和自我分化都能正向显著预测大学生的人际交往效能感，但亲子关系对大学生人际交往

效能感的预测能力有所下降。因此，自我分化在亲子关系影响大学生人际交往效能感的关系中起到了

部分中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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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arent-child Relationship and 
Interpersonal Association Efficacy in College Students: The 

Mediating Role of Self-differentiation

Li Yun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and Counseling Center, Guangdong Polytechnic College, Zhaoqing

Abstract: A total of 1389 college students from two undergraduate schools in Guangdong were 
selected to fill three questionnaires of parent-child relationship, self- differentiation and interpersonal 
association efficacy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arent-child relationship, self-differentiation 
and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 efficacy in college students. The result displayed that Parent-child 
relationship can significantly and positively predict self-differentiation and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 
efficacy and the positive predict effect of parent-child relationship on interpersonal association efficacy 
was declined when self-differentiation was included. The result suggested that self-differentiation plays 
a part of the mediating role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arent-child relationship and interpersonal 
association efficacy and parent-child relationship can indirectly affect college students’ interpersonal 
association efficacy through self-differentiation. 
Key words: Parent-child relationship; Interpersonal association efficacy; Self-differentiation; College 
student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