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l资料与方法

1．1 对象采取整群随机取样的方法抽取大学一

年级新生，发放问卷346份，回收有效问卷333份。

其中男151人(45．3％)，女182人(54．7％)；独生

子女95人(28．5％)，非独生子女238人(71．5％)；

年龄(18．97±1．067)岁。

1．2 测量工具 (1)交往焦虑量表(interaction

anxiety scale，IAS)∞j：此量表由15个自陈式测题组

成，量表分数范围为15～75，分值越高代表交往焦

虑越严重。交往焦虑量表用于评定独立于行为之外

的主观社交焦虑体验的倾向，具有良好的测量学指

标，可以作为我国大学生社交焦虑研究的有效工

具。6j。(2)父母教养方式评价量表(egma minnen av

bardndosna uppforstran，EMBu)：采用岳冬梅等一1修

订的EMBU中文版。量表包括父亲教养方式的6

个分量表：情感温暖与理解(FFl)、惩罚严厉

(FF2)、过分干涉(F乃)、偏爱被试(FF4)、拒绝否认

(FF5)和过分保护(FF6)；母亲教养方式的五个分

量表：情感温暖与理解(MFl)、过分干涉、过分保护

(MF2)、拒绝否认(MF3)、惩罚严厉(MF4)和偏爱被

试(MF5)。(3)自尊量表(self-esteem scale，SEs)：

Rosenberg 1965年编制，由季益富、于欣翻译并修订

为中文版。81。用以评定青少年关于自我价值和自

我接受的总体感受，Cmnbach o【系数为0．88，重测

信度为0．85。该量表有10个条目组成，采用l～4

四级评分，总分范围10～40分，分值越高，自尊水平

越高。

1．3统计学方法采用f(或￡’)检验及直线相关

分析。

2结果

2．1 不同群体医学新生父母教养方式、自尊、社交

焦虑的得分比较 男生与女生的父母教养方式在

FF2、MF4因子上，父亲、母亲对男生在惩罚严厉上

均显著高于女生(P<0．01)；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

女在FFl、MFl因子上，独生子女的父母在情感温暖

与理解上均高于非独生子女(P<0．05)。男生与女

生、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的自尊水平差异均无统

计学意义(P>0．05)。男生与女生的社交焦虑水平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非独生子女的社交

焦虑水平显著高于独生子女的水平(P<0．01)(见

表1)。

表l 医学新生父母教养方式、自尊、交往焦虑在不同群体的得分比较(孑±s)

△不t’值，·FF4、MF5是量表中父亲或母亲“偏爱被试”因子维度，所以这项数据在独生子女一栏数据缺失

2．2社交焦虑与父母教养方式各因子、自尊水平的 ． ．。．．

相关情况医学新生社交焦虑与FFl、MFl呈显著
。 ”“

的负相关关系(P<0．01)，与M砣、MF3、MF5呈正 本研究结果显示，医学新生父母教养方式存在

相关关系(P<O．05)。医学新生的社交焦虑与自尊 一定的性别差异，父母对男生的惩罚严厉多于女生，

水平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P<0．01)(见表2)。 独生子女在父母情感温暖与理解的得分高于非独

 



表2交往焦虑与父母教养方式各因子、自尊的相关系数

(n=333)

生子女。医学新生的社交焦虑水平在男女性别间差

异不显著，与国内已有关于社交焦虑的研究相

符一1；非独生子女的社交焦虑水平高于独生子女。

焦虑是一种条件性恐惧性反应，与个性中神经质显

著相关，一般情绪不稳定的人表现为高焦虑口01。独

生子女在父母情感温暖与理解的得分高于非独生子

女，父母采用温暖、理解的教养方式，家庭建立温暖

信任的氛围，有利于培养子女的安全感和信任感，有

助于子女情绪的稳定；并且经常获得父母肯定性的

评价，可以增强交往的自信心，人际交往中对自己评

价高，交往焦虑的水平低，而对自己缺乏自信的学

生，交往焦虑的水平高¨0|。

医学新生社交焦虑与父母情感温暖有显著的负

相关关系(尸<0．01)，与母亲的过度干涉、过度保

护、母亲的拒绝否认、母亲的偏爱有正相关关系

(P<0．05)。独生子女父母在情感温暖与理解维度

高于非独生子女，独生子女的社交焦虑水平比非独

生子女低，本研究与以上研究结果相似，即父母对子

女采用温暖与理解的教养方式，有利于缓解子女在

与别人交往时的社交焦虑。父母的过度干涉、过度

保护、母亲的拒绝否认、母亲的溺爱等消极的教养方

式，会削弱子女的潜力发展，不利于子女的成长与发

展，到了大学阶段，会因各方面能力不足而缺乏自

信；对自己缺乏自信的学生，社交焦虑水平高，在与

别人交往时就容易出现交往焦虑。

医学新生的社交焦虑水平与自尊有显著的负相

关关系(尸<0．01)。医学新生的自尊水平越高，社

交焦虑水平越低，提示自尊是影响医学新生社交焦

虑重要的因素，这一点与高文凤等¨¨的研究结果一

致。自尊是个体在对待自己的态度上表现出来的对

自我价值和自我能力的判断，反映出个体知觉到的

现实自我状态与理想自我状态之间的差异。有研究

结果显示，自尊区分为自我肯定和自我否认两个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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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21，Owens综述前人的研究认为自我肯定与个体

亲社会的态度和行为有关，自我肯定高的个体有更

高的生活满意度，倾向于肯定自己的优点和能力，而

自我否认与心理和情绪障碍关系更大，个体倾向于

怀疑自己的价值和效能一31。大学生自尊是自我的

评价和情感体验，对自我采取接纳的态度，其内心世

界较为和谐，那么与他人交往时，就会表现为比较自

信、轻松，理解和接纳他人，而最终被他人接纳并建

立起良好的人际关系。

综上所述，父母教养方式和自尊水平对医学新

生的社交焦虑均有影响，相对来说自尊水平的影响

要大些。今后在针对大学生出现的社交焦虑进行心

理治疗与咨询时，应重视对其自尊心理状况进行考

察，并在心理治疗与咨询过程中注意促进其自尊心

理的形成与发展，这对解除大学生的社交焦虑、提高

大学生的整体心理健康水平将会大有益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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