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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互动对中职生抑郁和焦虑情绪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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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上海市东辉职业技术学校，上海２０１２０４

３．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精神卫生中心，上海２０００３０

４．同济大学医学院精神病学系，上海２０００９２

　　［摘要］　目的　探索家庭互动对中职生抑郁、焦虑情绪的影响。方法　用家庭功能评定量表（ＦＡＤ）、系统家庭动力学
自评问卷（ＱＳＦＤ）、流调用抑郁自评量表（ＣＥＳＤ）、状态特质焦虑问卷（ＳＴＡＩ）和青少年生活事件量表（ＡＬＥＱ）对上海市某中

等职业技术学校一年级的９５名学生进行调查，对所获数据采用Ｐｅａｒｓｏｎ相关和阶层多元线性回归进行分析。结果　家庭互
动、青少年生活事件均与抑郁、焦虑有统计学意义的相关性（Ｐ＜０．０５）。控制了青少年生活事件影响的阶层多元线性回归分析

显示，情感介入（β＝０．４１７，Ｐ＜０．０５）、情感反应（β＝０．２７５，Ｐ＜０．０５）和问题解决（β＝０．２２３，Ｐ＜０．０５）是抑郁的危险因素，情感

反应（β＝０．４１４，Ｐ＜０．０１）是状态焦虑的危险因素，情感反应（β＝０．３３３，Ｐ＜０．０１）和疾病观念（β＝－０．２３９，Ｐ＜０．０５）是特质焦

虑的危险因素。结论　中职生抑郁焦虑状态和家庭互动存在相关关系，家庭互动对中职生心理健康可能具有重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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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庭是个体成长和社会化的重要场所。家庭功能是衡

量家庭系统运行状况的重要标志，并为家庭成员的生理、心

理、社会性等方面的健康发展提供必要的条件。青少年阶段

是整个人生十分关键的时期，青少年在心理和生理上都发生

着巨变，处于个体寻求独立自主而又对父母依恋的生命转折

时期，更容易出现心理上的波动和各种心理问题，家庭功能

对于青少年心理健康的意义也显得更为重要。研究表明，家

庭功能对青少年的焦虑、抑郁、孤独感和偏差行为等有显著

影响，家庭功能不良可能会导致青少年表现出更多的外显或

内隐心理问题［１４］，不良的家庭功能、与父母的依恋方式、父

母的教养方式等与青少年焦虑问题密切相关［３］。

　　目前许多研究主要偏重于考察家庭经济收入、社会地

位、父母文化程度和职业、婚姻状况、健康状况、家庭结构、家

庭子女数量和排行以及教养方式等一般家庭背景特征与青

少年心理健康的关系，而对于深层次的家庭情感联系、互动

协调、沟通与冲突等功能对青少年心理健康影响的研究却少

见。本研究从深层次的家庭互动角度，探索其对青少年抑

郁、焦虑情绪的影响，为改善不良家庭环境、促进青少年心理

健康提供依据。

１　对象和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　通过整群抽样，选取上海某中等职业技术

学校一年级学生共９５名为研究对象，其中男４１名（占

４３．２％），女５４名（占５６．８％），年龄１６～１９岁。

１．２　研究方法　采用自制的一般情况表收集研究对象的一

般信息及家庭社会经济学指标，包括年龄、性别、父母健康状况

和婚姻状况、和父母及祖父母居住距离、父母受教育程度、就业

情况和收入等。家庭互动通过家庭功能评定量表（ＦＡＤ）［５］和

系统家庭动力学自评问卷（ＱＳＦＤ）［６］反映，青少年心理抑郁焦

虑通过流调用抑郁自评量表（ＣＥＳＤ）［７］、状态特质焦虑问卷

（ＳＴＡＩ）［７８］反映，青少年生活事件通过青少年生活事件量表

（ＡＬＥＱ）［７］反映。测试由心理学专业人员担任主试，在校内进

行团体施测，所有被试全部匿名，要求按统一指导语独立完成。

１．３　统计学处理　采用ＳＰＳＳ１７．０统计软件进行分析，采

用Ｐｅａｒｓｏｎ相关分析和阶层多元线性回归分析评价抑郁、焦

虑与家庭互动的关系。检验水平（α）为０．０５。

２　结　果

２．１　社会经济学指标及青少年生活事件对抑郁、焦虑的影

响　将家庭社会经济学指标及青少年生活事件与抑郁、焦虑

作多元线性回归分析（逐步法），步进准则为α入 ＝０．０５０，

α出＝０．１００。结果发现家庭婚姻状况、父亲收入、母亲收入、父

亲就业状况、母亲就业状况、父亲教育状况、母亲教育状况等

社会经济学指标与中职生抑郁、焦虑均无统计学意义的关联

（Ｐ＞０．０５），而青少年生活事件与抑郁、状态焦虑、特质焦虑

呈有统计学意义的正相关性（标准化回归系数β分别为

０．３５８、０．３４６、０．３０４，Ｐ＜０．０１）。

２．２　抑郁、焦虑与家庭互动的相关性分析　将家庭功能评

定量表（ＦＡＤ）和系统家庭动力学自评问卷（ＱＳＦＤ）的结果与

流调用抑郁自评量表（ＣＥＳＤ）和状态特质焦虑问卷（ＳＴＡＩ）

的结果进行相关分析，显示家庭气氛、个性化、系统逻辑、问

题解决、沟通、角色、情感反应、情感介入、家庭总功能与抑

郁、状态焦虑、特质焦虑均有统计学意义的相关性（Ｐ＜０．０１，

表１）。

表１　抑郁、状态焦虑、特质焦虑与家庭功能的相关性分析

家庭功能
抑郁

ｒ Ｐ

状态焦虑

ｒ Ｐ

特质焦虑

ｒ Ｐ
家庭气氛　 ０．４０９ ０．０００ ０．４１３ ０．０００ ０．４９２ ０．０００
个性化　　 ０．３１０ ０．００２ ０．３３１ ０．００１ ０．３０８ ０．００３
系统逻辑　 ０．３０８ ０．００３ ０．２６１ ０．０１１ ０．３０４ ０．００３
疾病观念　 ０．１２２ ０．２４５ ０．１０８ ０．２９９ ０．０３５ ０．７３６
问题解决　 ０．３００ ０．００３ ０．２７０ ０．００８ ０．３５１ ０．００１
沟通　　　 ０．４９６ ０．０００ ０．３０７ ０．００３ ０．４７３ ０．０００
角色　　　 ０．３３１ ０．００１ ０．３１１ ０．００２ ０．４２１ ０．０００
情感反应　 ０．４７９ ０．０００ ０．４７２ ０．０００ ０．５１５ ０．０００
情感介入　 ０．５０２ ０．０００ ０．３３８ ０．００１ ０．４８０ ０．０００
行为控制　 ０．０６１ ０．５５９ ０．０６６ ０．５２６ ０．１４８ ０．１５５
家庭总功能 ０．４５７ ０．０００ ０．４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４８２ ０．０００

２．３　家庭互动与抑郁、焦虑相关性的阶层多元线性回归模

型分析　将青少年生活事件作为控制变量，分析加入青少年

生活事件前后家庭互动和抑郁、焦虑的统计学关系。控制青

少年生活事件前的结果（表２）显示，情感介入（β＝０．５０６，Ｐ＜
０．０１）、情感反应（β＝０．２４９，Ｐ＜０．０５）、问题解决（β＝０．２９６，

Ｐ＜０．０５）是抑郁的影响因素；情感反应（β＝０．３９４，Ｐ＜０．０１）

是状态焦虑的影响因素；情感反应（β＝０．３１５，Ｐ＜０．０１）、问

题解决（β＝０．２６４，Ｐ＜０．０５）、疾病观念（β＝－０．２２０，Ｐ＜

０．０５）是特质焦虑的影响因素。控制了青少年生活事件后的

结果（表３）显示，情感介入（β＝０．４１７，Ｐ＜０．０５）、情感反应

（β＝０．２７５，Ｐ＜０．０５）、问题解决（β＝０．２２３，Ｐ＜０．０５）仍然是

抑郁的影响因素；情感反应（β＝０．４１４，Ｐ＜０．０１）仍然是状态

焦虑的影响因素；情感反应（β＝０．３３３，Ｐ＜０．０１）、疾病观念

（β＝－０．２３９，Ｐ＜０．０５）仍然是特质焦虑的影响因素，而问题

解决不再是特质焦虑的影响因素（Ｐ＞０．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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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抑郁、状态焦虑、特质焦虑与家庭功能的阶层多元线性回归模型（控制青少年生活事件前）

家庭功能

抑郁

标准化
回归系数β

Ｐ

状态焦虑

标准化
回归系数β

Ｐ

特质焦虑

标准化
回归系数β

Ｐ

模型  ０．２９５  ０．１６８  ０．１４６
家庭气氛 －０．０９４ ０．５２９ ０．１３１ ０．４１４ ０．１４９ ０．３０９
个性化 ０．０１３ ０．９０７ ０．０８５ ０．４６７ ０．０００ ０．９９６
系统逻辑 ０．１５７ ０．１５５ ０．１７７ ０．１４４ ０．１３９ ０．２０３
疾病观念 －０．０３８ ０．６９７ －０．１１１ ０．２９８ －０．２２０ ０．０２５
问题解决 ０．２９６ ０．０１１ ０．２０３ ０．１０２ ０．２６４ ０．０２０
沟通 ０．１１７ ０．３３６ －０．１５５ ０．２４０ ０．０３０ ０．７９８
角色 －０．２５６ ０．０９６ －０．０７７ ０．６４３ －０．０６９ ０．６４６
情感反应 ０．２４９ ０．０２７ ０．３９４ ０．００１ ０．３１５ ０．００５
情感介入 ０．５０６ ０．００２ ０．０６３ ０．７２１ ０．２０１ ０．２０９
行为控制 －０．１７５ ０．１０１ －０．０９８ ０．３９９ －０．０９５ ０．３６５
家庭总功能 ０．０２４ ０．８５０ ０．０７８ ０．５７４ ０．０４５ ０．７２３

表３　抑郁、状态焦虑、特质焦虑与家庭功能的阶层多元线性回归模型（控制青少年生活事件后）

家庭功能

抑郁

标准化
回归系数β

Ｐ

状态焦虑

标准化
回归系数β

Ｐ

特质焦虑

标准化
回归系数β

Ｐ

模型  ０．２４５  ０．１３１  ０．１１９
家庭气氛 －０．０９９ ０．４８６ ０．１２４ ０．４２４ ０．１４２ ０．３２０
个性化 －０．０２５ ０．８１２ ０．０５３ ０．６４０ －０．０２７ ０．７９５
系统逻辑 ０．０８９ ０．４１４ ０．１１０ ０．３５８ ０．０８５ ０．４３８
疾病观念 －０．０６２ ０．５０９ －０．１３５ ０．１９３ －０．２３９ ０．０１３
问题解决 ０．２２３ ０．０４９ ０．１３３ ０．２７９ ０．２０６ ０．０６８
沟通 ０．１１５ ０．３２２ －０．１６０ ０．２０９ ０．０２５ ０．８２７
角色 －０．２６１ ０．０７８ －０．０７９ ０．６２２ －０．０６８ ０．６４２
情感反应 ０．２７５ ０．０１２ ０．４１４ ０．００１ ０．３３３ ０．００２
情感介入 ０．４１７ ０．０１０ －０．０２５ ０．８８６ ０．１３０ ０．４１５
行为控制 －０．０９７ ０．３５９ －０．０２３ ０．８４３ －０．０３４ ０．７４７
家庭总功能 ０．０１５ ０．９０４ ０．０７３ ０．５８７ ０．０４０ ０．７４６
青少年生活事件 ０．２８４ ０．００６ ０．２７８ ０．０１３ ０．２２８ ０．０２６

３　讨　论

　　中职生正处于从少年到青年的过渡期，一般会有摆脱家

庭束缚而独立的冲动，并且经常会表现出反抗情绪，与长辈

之间存在一定的代沟［９］。由于自我分化而产生的多重角色，

需要他们对自我概念不断进行重新整合，同时他们又面临学

业、人际、发展等诸多人生课题。家庭互动可能对于中职生

的自我概念和心理健康具有重要的影响。本研究中相关分

析显示家庭的多项不良互动与抑郁、焦虑有关，家庭气氛、个

性化、系统逻辑、问题解决、沟通、角色、情感反应、情感介入、

家庭总功能与抑郁、状态焦虑、特质焦虑均呈现统计学意义

的正相关。初步的多元回归分析显示情感介入、情感反应、

问题解决是抑郁的影响因素，情感反应是状态焦虑的影响因

素，情感反应、问题解决、疾病观念是特质焦虑的影响因素。

　　生活事件在精神疾病中的确切作用尚不清楚。但大多

数研究显示，负性生活事件与抑郁、焦虑呈正相关关系［１０］；焦

虑障碍和抑郁障碍在发病前一年内有大量的负性生活事件

发生［１１］。因此，本研究对青少年的生活事件特别进行了考

量，结果显示青少年生活中发生的应激事件与抑郁、状态焦

虑、特质焦虑有统计学意义的正相关性。为了排除生活事件

对家庭不良互动与结果变量的关系的影响，本研究采用阶层

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对资料进一步分析，结果显示控制了青少

年生活事件变量后，情感介入、情感反应、问题解决仍然是抑

郁的危险因素，情感反应仍然是状态焦虑的危险因素，情感

反应、疾病观念仍然是特质焦虑的危险因素，而问题解决不

再是特质焦虑的危险因素。该结果更确切地反映了家庭互

动对于中职生抑郁、焦虑情绪的影响。

　　家庭功能、问题解决、家庭互动和情感介入等与焦虑、抑

郁的关系已为国内外一些学者所重视［１２］。Ｋａｓｈａｎｉ等［１２］发

现抑郁障碍青少年父母存在情感表达问题。Ｒｅｓｔｉｆｏ等［１３］指

出问题解决、交流互动、缓解亲子冲突和提高父母支持是治

疗青少年抑郁的关键因素。Ｌｅｅ等［１４］发现青少年的抑郁、自

杀意念与家庭功能不良、家庭不和谐、家庭环境恶劣、家庭僵

化、家庭冲突、家庭缺乏适应性等存在相关性。国内张红

静［１５］研究发现家庭功能中的角色、沟通、情感反应、情感介入

以及总功能好的大学生，其主要的情绪指标的正性表现（积

极情绪、自尊、幸福感）有显著增加，而负性表现（特质焦虑、

状态焦虑、内射、无助、消极情绪）显著减少，说明有关家庭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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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维度与大学生的正负主观情绪体验有关。本研究发现，情

感介入、情感反应和问题解决不良的中职生更容易出现较高

抑郁水平。情感介入是指家庭成员之间的情感距离。家庭

中父母与孩子的关系过于黏腻，父母对孩子干涉过多，孩子

难以独立，这样的中职生更容易出现较高的抑郁水平。而家

庭成员间“情感反应”过于强烈，经常表现出强烈的愤怒、敌

意、大喜或大悲的情感，来自这样的家庭的中职生也更容易

出现较高抑郁水平。家庭中的问题解决是指家庭为了保持

家庭功能运行而采取有效行动的能力。如果家庭中孩子的

情感问题得不到良好的解决，孩子感受不到来自家庭的帮助

和支持，久而久之会产生无助感，孩子还会因为情感问题得

不到解决而长时间地陷入负性情绪之中，从而导致抑郁等问

题的产生。

　　焦虑包括状态焦虑和特质焦虑，前者描述一种不愉快的

情绪体验，如紧张不安、莫名恐惧、忧虑等，常伴有植物性神

经系统的功能亢进，它发生在某一时刻，有一定的强度水平，

但持续的时间较短；特质焦虑则用来描述相对稳定的，作为

一种人格特质且具有个体差异的焦虑倾向。情感反应对于

状态焦虑和特质焦虑具有一定影响，焦奇岭等［１６］采用家庭环

境量表的研究发现，家庭环境中的亲密度、情感表达等维度

与状态焦虑和特质焦虑均呈现显著负相关。陈建民等［１７］的

研究表明，父母教养方式对职业中专学生的特质焦虑有较大

影响，其中父母亲温暖理解的教养方式有助于减轻特质焦虑

的产生，而父母亲拒绝否认及父母亲惩罚严厉等教养方式则

容易导致高特质焦虑。本研究发现，来自情感反应不良家庭

的中职生，容易出现状态焦虑；而情感反应和疾病观念等维

度，可能对中职生特质焦虑的产生有一定作用，因而可能具

有更深层次的影响。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本研究所采用的系统家庭动力学自

评问卷，提出了“疾病观念”这一新观点，强调疾病康复与个

人责任相联系，直接将不良的家庭互动与个体的心理和行为

问题相联系起来，有助于减少发病和促进疾病康复。相反，

把患病及疾病康复与本人的责任和主观努力分离开来，这将

削弱本人心理层面上的努力和自我发展的动机，不利于家庭

这一弹性系统功能的发挥。本研究发现“疾病观念”对于特

质焦虑的产生具有一定的作用，国内外尚未见这样的报道。

疾病观念对于状态焦虑与特质焦虑具有不同影响的原因及

疾病观念对于特质焦虑的动态影响过程值得进一步研究。

　　本研究的不足之处在于研究样本属于横断面整群抽样，

来自上海某中等职业技术学校的青少年学生群体，虽然在我

国这一群体的青少年可能易于出现心理健康问题，但从统计

学角度来看，这样的样本代表性是有局限的；此外，本研究对

家庭功能的测量只有青少年单方面的数据，缺乏来自父母方

面的数据。在今后的家庭互动研究中要弥补这些方面的不

足，以更深入全面地探讨家庭互动对青少年的影响。

　　综上所述，本研究从从家庭互动的角度，细致、全面地探

索了家庭功能各有关维度和中职生抑郁、焦虑的关系，研究

结果提示良好的家庭互动对于中职生心理健康有重要的影

响，在临床心理工作中，应注重促进家长和孩子的情感交流，

化解问题和冲突，帮助营造平等、民主、和谐的家庭氛围。

４　利益冲突

　　所有作者声明本文不涉及任何利益冲突。

［参 考 文 献］

［１］　ＨｕｇｈｅｓＡＡ，ＨｅｄｔｋｅＫＡ，ＫｅｎｄａｌｌＰＣ．Ｆａｍｉｌｙ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ｉｎｇｉｎ

ｆａｍｉｌｉｅｓｏｆ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ｗｉｔｈａｎｘｉｅｔｙｄｉｓｏｒｄｅｒｓ［Ｊ］．ＪＦａｍＰｓｙｃｈｏｌ，

２００８，２２：３２５３２８．
［２］　ＮａｓｉｒＲ，ＺａｍａｎｉＺＡ，ＫｈａｉｒｕｄｉｎａＲ．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ｆａｍｉｌｙｆｕｎｃｔｉｏ

ｎｉｎｇ，ｓｅｌｆｅｓｔｅｅｍ，ａｎｄ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ｄｉｓｔｏｒｔｉｏｎｏｎ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ａｍｏｎｇ

ｍａｌａｙａｎｄｉｎｄｏｎｅｓｉａｎｊｕｖｅｎｉｌｅｄｅｌｉｎｑｕｅｎｔｓ［Ｊ］．ＰｒｏｃＳｏｃＢｅｈａｖ

Ｓｃｉ，２０１０，７（Ｃ）：６１３６２０．
［３］　ＢｇｅｌｓＳＭ，ＢｒｅｃｈｍａｎＴｏｕｓｓａｉｎｔＭ Ｌ．Ｆａｍｉｌｙｉｓｓｕｅｓｉｎｃｈｉｌｄ

ａｎｘｉｅｔｙ：ａｔｔａｃｈｍｅｎｔ，ｆａｍｉｌｙ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ｉｎｇ，ｐａｒｅｎｔａｌｒｅａｒｉｎｇａｎｄｂｅ

ｌｉｅｆｓ［Ｊ］．ＣｌｉｎＰｓｙｃｈｏｌＲｅｖ，２００６，２６：８３４８５６．
［４］　ＰｅｌｅｉｋｉｓＤＥ，ＭｙｋｌｅｔｕｎＡ，ＤａｈｌＡＡ．Ｔｈｅ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ｏｆ

ｃｈｉｌｄｈｏｏｄｓｅｘｕａｌａｂｕｓｅａｎｄｏｔｈｅｒｆａｍｉｌｙｂａｃｋｇｒｏｕｎｄｒｉｓｋｆａｃｔｏｒｓ

ｏｎａｄｕｌｔａｄｖｅｒｓｉｔｉｅｓｉｎｆｅｍａｌｅｏｕｔ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ｔｒｅａｔｅｄｆｏｒａｎｘｉｅｔｙ

ｄｉｓｏｒｄｅｒｓａｎｄ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Ｊ］．ＣｈｉｌｄＡｂｕｓｅＮｅｇｌ，２００４，２８：６１７６．
［５］　苏银花，段功香．家庭功能评定量表及临床应用进展［Ｊ］．护理

研究，２００８，２２：１７９４１７９６．
［６］　杨建中，康传嫒，赵旭东，许秀峰．系统家庭动力学自评问卷的编

制及信效度分析［Ｊ］．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２００２，１０：２６３２６５．
［７］　汪向东．心理卫生评定量表手册（增订版）［Ｍ］．北京：中国心理

卫生杂志社，１９９９：１１５１２０，１４９１５３．
［８］　郑晓华，李延知．状态特质焦虑问卷［Ｊ］．中国心理卫生杂志，

１９９７，１１：２０９２１０．
［９］　林崇德．发展心理学［Ｍ］．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２：３９１．
［１０］ＦｏｘＪＫ，ＨａｌｐｅｒｎＬＦ，ＲｙａｎＪＬ，ＬｏｗｅＫＡ．Ｓｔｒｅｓｓｆｕｌｌｉｆｅｅｖｅｎｔｓ

ａｎｄｔｈｅｔｒｉｐａｒｔｉｔｅｍｏｄｅｌ：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ｔｏａｎｘｉｅｔｙａｎｄ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ｉｎ

ａｄｏｌｅｓｃｅｎｔｆｅｍａｌｅｓ［Ｊ］．ＪＡｄｏｌｅｓｃ，２０１０，３３：４３５４．
［１１］ＢｒｏｗｎＧＷ，ＨａｒｒｉｓＴＯ，ＥａｌｅｓＭＪ．Ｓｏｃｉａｌｆａｃｔｏｒｓａｎｄｃｏｍｏｒ

ｂｉｄｉｔｙｏｆ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ｖｅａｎｄａｎｘｉｅｔｙｄｉｓｏｒｄｅｒ［Ｊ］．ＢｒＪＰｓｙｃｈｉａｔｒｙ

Ｓｕｐｐｌ，１９９６（３０）：５０５７．
［１２］ＫａｓｈａｎｉＪＨ，ＡｌｌａｎＷＤ，ＤａｈｌｍｅｉｅｒＪＭ，ＲｅｚｖａｎｉＭ，ＲｅｉｄＪＣ．

Ａｎｅｘａ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ｏｆｆａｍｉｌｙ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ｉｎｇｕｔｉｌｉｚｉｎｇｔｈｅｃｉｒｃｕｍｐｌｅｘ

ｍｏｄｅｌｉｎｐｓｙｃｈｉａｔｒｉｃａｌｌｙ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ｉｚｅｄ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ｗｉｔｈ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Ｊ］．ＪＡｆｆｅｃｔＤｉｓｏｒｄ，１９９５，３５（１２）：６５７３．

［１３］ＲｅｓｔｉｆｏＫ，ＢｇｅｌｓＳ．Ｆａｍｉｌｙ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ｉｎｔｈｅ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ｏｆ

ｙｏｕｔｈ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ｎｇｔｈｅ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ｔｏ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Ｊ］．Ｃｌｉｎ

ＰｓｙｃｈｏｌＲｅｖ，２００９，２９：２９４３１６．
［１４］ＬｅｅＭＴ，ＷｏｎｇＢＰ，ＣｈｏｗＢＷ，ＭｃＢｒｉｄｅＣｈａｎｇＣ．Ｐｒｅｄｉｃｔｏｒｓ

ｏｆｓｕｉｃｉｄｅｉｄｅ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ｉｎＨｏｎｇＫｏｎｇａｄｏｌｅｓｃｅｎｔｓ：

ｐ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ｓｏｆａｃａｄｅｍｉｃａｎｄｆａｍｉｌｙｃｌｉｍａｔｅｓ［Ｊ］．ＳｕｉｃｉｄｅＬｉｆｅ

ＴｈｒｅａｔＢｅｈａｖ，２００６，３６：８２９６．
［１５］张红静．大学生的家庭功能与其情绪及人格的相关分析［Ｊ］．山

东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２００７，２２：５７６０．
［１６］焦奇岭，彭海芹．２６２名初中生家庭环境与焦虑的相关研究［Ｊ］．

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２００７，１５：６５０６５１．
［１７］陈建民，黄　恩，徐晓青，吕望强，张载福．职业中专学生特质焦

虑与父母教养方式和人格特征的关系［Ｊ］．中国学校卫生，

２００６，２７：１１０３１１０４．

［本文编辑］　孙　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