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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考察父母依恋、
 

同伴依恋与大学新生希望的关系,
 

以及领悟社会支持和自尊在父母依恋和同伴依恋与希

望之间所起的作用,
 

采用父母同伴依恋问卷、
 

希望量表、
 

领悟社会支持量表、
 

自尊量表对1
 

290名大学新生进行问

卷调查,
 

并运用SPSS
 

21.0对数据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和链式中介作用检验.
 

结果发现:
 

①
 

大学新生的父母依恋

和同伴依恋能直接预测其希望水平.
 

②
 

父母依恋可以通过领悟社会支持、
 

自尊的中介作用对希望进行间接预测,
 

同时还可通过领悟社会支持→自尊的链式中介作用对希望产生影响.
 

③
 

同伴依恋可通过自尊间接预测希望,
 

并且

可通过领悟社会支持→自尊的链式中介作用对希望产生影响.
关 键 词:父母依恋;

 

同伴依恋;
 

希望;
 

领悟社会支持;
 

自尊

中图分类号:B84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 9868(2020)10 0124 08

20世纪中期,
 

西方心理学家掀起了积极心理学的研究新思潮,
 

打破了二战以后心理学界主要关注病理

心理的“一边倒”局面,
 

不再重点探讨如何治疗和修复饱受战争创伤的人们的消极心理,
 

将心理学的研究重

点逐渐转移到个体积极、
 

健康的心理品质上来[1].
 

研究者[2]发现,
 

在抵御心理疾病产生的过程中,
 

起主要

作用的是人自身的力量———善良、
 

坚韧、
 

自立、
 

希望、
 

自信等.
 

希望,
 

作为24种积极心理品质之一,
 

是与目

标有关的认知倾向,
 

对个体的心理发展具有重要意义[3-4].
 

根据Snyder[4]的希望理论,
 

希望主要由2个维度

构成:
 

动力思维(agency
 

thinking)和路径思维(pathway
 

thinking).
 

前者意味着个体相信自己有发起或维持

朝向目标的动力,
 

后者则意味着个体有能力为实现目标创造可行的路线[4].
 

本研究认为,
 

希望意味着个体

相信自己有发起或维持朝着目标前进的动力,
 

并能为实现目标创造可行的路线.
在对希望的影响因素研究中,

 

Bernardo[5]认为希望是由外部因素和内部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因此,
 

本研究试图考察2种因素对希望的共同影响.
 

首先,
 

根据发展系统理论和依恋理论,
 

父母和同伴是个体成

长过程中最重要他人,
 

也是影响个体发展的2个最近距离的微系统,
 

对个体心理健康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

义.
 

依恋是个体与重要他人之间建立的紧密的情感链接,
 

存在于个体的毕生发展阶段,
 

是最重要的社会关

系[6].
 

有研究表明[7],
 

个体在成长过程中与父母和同伴建立起的依恋关系对其人际关系和心理资本(包括

乐观、
 

希望、
 

自信、
 

韧性)的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但父母和同伴对个体心理影响的程度和方式可能有所不

同,
 

因此本研究试图将父母和同伴作为不同的依恋对象分开进行研究.
 

其次,
 

根据Snyder等[8]的希望理

论,
 

认为希望是与目标有关的认知倾向,
 

而个体过去的成长经历会影响其认知动力结构的构建与发展,
 

进

而促进个体动力思维和路径思维的发展,
 

研究表明,
 

个体的早期依恋能够预测成人的希望水平,
 

健康的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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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依恋关系有助于个体表现目标导向思维和希望的整体能力.
 

因此,
 

本研究基于发展系统理论、
 

依恋理论

以及Snyder的希望理论,
 

探讨大学新生的父母依恋和同伴依恋是否会影响大学新生的希望水平,
 

并进一步

揭示依恋影响个体希望的心理机制.
根据依恋理论[9],

 

早期依恋经验会内化为相对稳定的内部工作模型,
 

进而对个体心理发展产生持久的

影响.
 

社会支持是可以缓解个体心理压力、
 

提高个体社会适应性以及增强个体心理健康水平的一种社会支

持系统.
 

其中,
 

领悟社会支持指个体主观感受到被他人理解和接纳的程度,
 

与客观社会支持相对应[10-11],
 

且通常形成于童年的早期,
 

并在成年期趋于稳定的特质[12].
 

有研究发现[13-14],
 

与父母的情感联结可以预测

大学生主观感知的社会支持水平,
 

安全型依恋的个体其领悟社会支持水平要远高于不安全型依恋的个体.
 

进一步地,
 

有研究发现[15-16],
 

个体的社会支持与患者希望水平呈显著正相关.
 

因此,
 

本研究认为,
 

领悟社会

支持能够在大学新生的依恋对希望产生影响的过程中起中介作用.
 

而在社会支持对心理发展产生作用的过

程中,
 

社会支持既可以直接影响心理过程的发生与发展,
 

也可以通过个体的其它内在心理机制间接产生影

响[17].
 

自尊作为对自我价值的整体认知,
 

是自我概念的核心组成部分[18-19].
 

研究表明,
 

社会支持能够显著

正向预测大学生的自尊水平[20-22],
 

个体较低的自尊水平会影响其解决问题的能力和动力,
 

从而产生挫败

感,
 

影响希望水平的发展[23].
 

这表明自尊与希望中的动力思维呈正相关.
 

根据以往研究结果,
 

本研究假设

领悟社会支持和自尊在大学新生的父母依恋及同伴依恋对其希望的影响过程中起中介作用,
 

且可能存在领

悟社会支持→自尊的链式中介作用.
 

本研究建立的假设模型如下(图1).

图1 理论假设模型图

1 研究方法

1.1 被试的选取

整群抽取重庆某高校大学新生1
 

500名,
 

在课堂上当场发放问卷,
 

当场收回.
 

在回收问卷中剔除作答

不全、
 

规律性作答(“Z”
 

“<”
 

“>”等字形)以及有极端值等情况的无效问卷,
 

剩余1
 

290份有效问卷.
 

被试

平均年龄为(18.02
 

±
 

0.95)岁.
 

被试被告知调查目的,
 

所有教师和被试均同意参加此项研究.
 

为保护被试

的隐私,
 

不提供被试相关信息(如姓名等).
1.2 测量工具

1.2.1 父母依恋和同伴依恋

采用Raja等[24]修订的父母同伴依恋问卷(简版)对大学新生感知到的父母关系和同伴关系质量进行测

量.
 

该量表共有36题,
 

其中,
 

父亲依恋、
 

母亲依恋和同伴依恋分量表各有12题项.
 

各分量表包含“信任”
 

“沟通”和“疏离”(反向计分)3个维度.
 

条目举例:
 

“我母亲尊重我的感受”.
 

问卷采用1-5的计分方式(1=
完全不同意,

 

5=完全同意),
 

分数越高,
 

表明依恋质量越好.
 

本次调查中,
 

父母依恋分量表和同伴依恋分量

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α分别为
 

0.90,0.82.
1.2.2 社会支持

采用Zimet等[25]编制的领悟社会支持量表对个体感知到的社会支持水平进行测量.
 

该量表共12个条

目,
 

分为家庭支持、
 

朋友支持和其它支持3个维度.
 

将量表中的“领导、
 

同事”改成“父母、
 

同学”.
 

量表采用

“极不同意”到“非常同意”的1-5的5点计分方式[26].
 

通过计算每个维度的总分来表示特定来源的社会支

持大小,
 

分数越高,
 

个体的领悟社会支持水平越好[27].
 

本研究中,
 

领悟社会支持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α
为0.90,

 

量表信度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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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 自 尊

采用Rosenberg等[28]编制的自尊量表(SES),
 

原量表共有10个条目,
 

由于第8题不符合中国文化[29],
 

在本次研究中予以删除,
 

最后量表由9个题目组成.
 

量表采用1-4级评分,
 

1代表“很不符合”,
 

4代表“完
全符合”,

 

问卷得分越高,
 

个体的自尊水平越高.
 

本研究中,
 

自尊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α为0.84,
 

量表具

有良好的信度.
1.2.4 希 望

采用Snyder[30]编制的特质希望量表.
 

该量表分为2个维度,
 

主要测量被试的动力思维和路径思维水

平,
 

共有12题,
 

2个维度各有4题,
 

其余4题作为干扰项不计入总分.
 

本次测量量表采用5点计分,
 

如:
 

“我能想办法走出困境”,
 

1代表“完全不同意”,
 

5代表“完全同意”,
 

量表分值越高,
 

个体希望水平越高[31].
 

本次测量中,
 

希望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α为0.77.
1.3 数据分析与处理

采用SPSS
 

21.0进行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描述性统计和相关分析,
 

采用SPSS宏程序Process分析领悟

社会支持以及自尊在依恋和希望之间的中介效应.

2 结 果

2.1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由于数据均来自被试的自我报告,
 

可能存在共同方法偏差[32].
 

本研究采用Harman单因素法对共同方

法偏差进行检验.
 

结果显示,
 

第一个因子变量解释率为19.91%,
 

小于40%,
 

说明共同方法偏差不显著.
2.2 大学新生父母依恋、

 

同伴依恋和希望发展的特点

独立样本t检验发现,
 

大学新生的父母依恋男生边缘显著低于女生(t=-1.93,
 

p<0.05),
 

男生的

同伴依恋水平显著低于女生(t=-7.60,
 

p<0.001),
 

在希望这一变量上,
 

结果显示差异不具有统计学

意义(t=0.65,
 

p>0.05).
 

来自城市的大学新生,
 

其父母依恋、
 

同伴依恋以及希望水平要显著高于来自

农村的大学新生(t=3.35~3.66,
 

p<0.01);
 

独生子女的父母依恋、
 

同伴依恋以及希望水平显著高于非

独生子女(t=2.95~4.11,
 

p<0.01)(表1).
表1 大学新生在父母依恋、

 

同伴依恋和希望感的特点

性  别

男生 女生

M
 

±
 

SD M
 

±
 

SD
t

家庭住址

城市 农村

M
 

±
 

SD M
 

±
 

SD
t

是否独生

是 否

M
 

±
 

SD M
 

±
 

SD
t

父母依恋 4.06±0.50 4.12±0.50 -1.93* 4.13±0.51 4.03±0.48 3.35*** 4.15±0.50 4.04±0.50 4.11***

同伴依恋 3.95±0.53 4.17±0.48 -7.60*** 4.13±0.51 4.03±0.51 3.53*** 4.13±0.51 4.05±0.51 2.95**

希  望 3.77±0.47 3.75±0.39 0.65 3.79±0.35 3.37±0.42 3.66*** 3.80±0.42 3.71±0.41 3.54***

  注:
 

***
 

p<0.001;
 

**
 

p<0.01;
 

*
 

p<0.05.

2.3 大学新生父母依恋、
 

同伴依恋、
 

领悟社会支持、
 

自尊与希望的相关分析

表2结果显示,
 

父母依恋、
 

同伴依恋、
 

领悟社会支持、
 

自尊和希望间两两显著正相关,
 

且相关系数在

0.32~0.64之间.
表2 大学新生父母、

 

同伴依恋、
 

领悟社会支持、
 

自尊与希望的相关分析

父母依恋 同伴依恋 社会支持 自尊 希望

父母依恋 1

同伴依恋 0.49** 1

社会支持 0.59** 0.64** 1

自尊 0.34** 0.33** 0.37** 1

希望 0.32** 0.34** 0.34** 0.58** 1

  注:
 

***
 

p<0.001;
 

**
 

p<0.01;
 

*
 

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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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领悟社会支持与自尊在依恋与希望关系中的中介效应检验

中介效应通过SPSS
 

21.0中的宏程序Process插件进行检验,
 

分析领悟社会支持与自尊在父母依恋与

希望之间、
 

在同伴依恋与希望之间是否存在中介效应.
2.4.1 领悟社会支持和自尊在大学新生父母依恋和希望之间的中介效应

从图2和表3可以看出,
 

父母依恋可以直接作用于大学新生的希望,
 

也可以通过领悟社会支持和自尊

的中介效应间接作用于希望,
 

同时社会支持→自尊的链式中介作用存在,
 

总的中介效应(a1b1+a2b2+
a1db2)占总效应(a1b1+a2b2+a1db2+c')的70.37%.

 

其中a1b1 为中介路径父母依恋→领悟社会支持→
希望中介效应值;

 

a2b2 为中介路径父母依恋→自尊→希望中介效应值;
 

a1db2 为链式中介路径父母依恋→
领悟社会支持→自尊→希望中介效应值.

a1,
 

c分别为父母依恋单独预测领悟社会支持、
 

希望的回归系数;
 

a2,
 

d 分别为父母依恋、
 

领悟社会支持共同预测自尊的回归系数;
 

c',
 

b1,
 

b2 分别为父母依恋、
 

领悟社会支持、
 

自尊共同预测希望的回归系数.

图2 在父母依恋与希望间的链式中介路径模型

表3 链式中介作用的回归分析

系 数 效应量 Boot
 

SE Bootstrap 下限 Bootstrap 上限

a1b1 0.05 0.000
 

6 1.101
 

6 2.102
 

4
a2b2 0.08 0.000

 

7 0.049
 

5 0.118
 

8
a1db2 0.06 0.000

 

2 0.067
 

3 0.190
 

1
总间接效应 0.19 0.020

 

2 0.151
 

7 0.231
 

4

  注:
 

a1,
 

c
 

分别为父母依恋单独预测领悟社会支持、
 

希望的回归系数;
 

a2,
 

d 分别为父母依恋、
 

领悟社会支持共同预测自

尊的回归系数;
 

c',
 

b1,
 

b2 分别为父母依恋、
 

领悟社会支持、
 

自尊共同预测希望的回归系数.

2.4.2 领悟社会支持和自尊在大学新生同伴依恋和希望之间的中介效应

从图3和表4可以看出,
 

同伴依恋可以直接作用于大学新生的希望,
 

也可以通过自尊的中介效应间接

作用于希望,
 

同时社会支持→自尊的链式中介作用存在,
 

总的中介效应(a2b2+a1db2)占总效应(a2b2+
a1db2+c')的78.72%.

 

其中a2b2 为中介路径同伴依恋→自尊→希望中介效应值;
 

a1db2 为链式中介路径

同伴依恋→领悟社会支持→自尊→希望中介效应值.

a1,
 

c分别为同伴依恋单独预测领悟社会支持、
 

希望的回归系数;
 

a2,
 

d 分别为同伴依恋,
 

领悟社会支持共同预测自尊的回归系数;
 

c',
 

b1,
 

b2 分别为同伴依恋、
 

领悟社会支持、
 

自尊共同预测希望的回归系数.

图3 在同伴依恋与希望间的链式中介路径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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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链式中介作用的回归分析

系 数 效应量 Boot
 

SE Bootstrap 下限 Bootstrap 上限

a1b1 0.03 0.000
 

6 -0.006
 

8 0.070
 

2

a2b2 0.07 0.000
 

4 0.023
 

5 0.100
 

3

a1db2 0.08 0.000
 

1 0.048
 

6 0.108
 

1

总间接效应 0.18 0.021
 

9 0.132
 

2 0.216
 

0

  注:
 

a1,
 

c
 

分别为同伴依恋单独预测领悟社会支持、
 

希望的回归系数;
 

a2,
 

d 分别为同伴依恋,
 

领悟社会支持共同预测自

尊的回归系数;
 

c',
 

b1,
 

b2 分别为同伴依恋、
 

领悟社会支持、
 

自尊共同预测希望的回归系数.

3 讨 论

3.1 大学新生在父母依恋、
 

同伴依恋和希望感水平上的特点

本研究结果显示,
 

大学新生中男生的父母依恋与同伴依恋水平显著低于女生.
 

究其原因可能是:
 

一方

面,
 

青春期的男生相对女生而言,
 

情感不易外露,
 

缺少与父母的沟通和交流,
 

进而可能与父母产生疏离感,
 

导致依恋水平低于女生;
 

另一方面,
 

在人际交往中,
 

男生更愿意树立独立意识,
 

更多地依靠竞争和能力给

自己定位,
 

女生则倾向看重同伴关系和集体生活,
 

更容易与他人建立情感链接,
 

因此,
 

女生的同伴依恋水

平要显著高于男生.
 

本研究还发现,
 

独生子女在父母依恋和同伴依恋水平上的得分都显著高于非独生子

女,
 

来自城市的大学新生他们的父母依恋和同伴依恋水平显著高于来自农村的学生.
 

由于城乡差异,
 

来自

城市的学生大多为独生子女,
 

他们从小与父母的接触时间相对更长,
 

与父母的沟通和交流也相对更多,
 

而

这种逐渐发展起来的亲子良性交往模式对与朋友的交往也有重要的影响.
在大学新生的希望水平上,

 

本研究结果显示,
 

男生和女生的希望得分差异不具有统计学意义.
 

而独生

子女在希望总分及2个维度上的得分要显著高于非独生子女,
 

且来自城市的大学新生的希望水平显著高于

来自农村的学生.
 

分析其原因可能是:
 

由于城乡差异,
 

来自城市的大学新生在成长过程中所接受的前沿教

育资源和多元的学习机会要远多于来自农村的学生,
 

他们受传统束缚更少,
 

更容易具有开阔的眼界和发散

的思维能力,
 

因此也能获得更高水平的路径思维,
 

从而促进问题的解决和目标的达成;
 

另外,
 

独生子女相

对非独生子女在成长的过程中更多时候需要独自面对生活中的事件,
 

随着时间的增长,
 

这不仅有助于其独

立思考能力的提升,
 

更有助于培养问题解决的思维(路径思维)和信心(动力思维),
 

从而提升希望水平.
3.2 大学新生的父母依恋和同伴依恋对希望的直接影响

本研究显示,
 

大学新生的父母依恋以及同伴依恋都可以直接正向预测其希望水平,
 

即大学新生与父母

和同伴的沟通和信任质量越好、
 

疏离程度越低,
 

则希望水平越高.
 

有研究结果表明[33],
 

父母依恋能够有效

地增加个体的心理资源.
 

希望作为心理资本的一个重要因素,
 

会受到个体依恋质量的影响.
 

如Snyder[30]认
为,

 

安全依恋所包含的良好的亲子互动会促发个体对人际交往产生信任和希望;
 

在Blake等[34]的研究中,
 

依恋与希望的关系稳健,
 

依恋质量高的个体具有高水平的希望,
 

且不同的研究结果较为一致.
 

因此,
 

具有

安全型依恋的大学新生更容易与他人建立信任关系,
 

也更容易对周围的事物建立更为积极的认知与预期,
 

对于大学新生来说,
 

良好的父母、
 

同伴依恋质量能够直接促进希望的提升.
3.3 领悟社会支持和自尊在父母依恋和同伴依恋对希望影响中的中介作用

中介效应检验的结果表明,
 

领悟社会支持和自尊在父母依恋对希望产生影响的过程中起中介作用,
 

且

父母依恋可以通过领悟社会支持→自尊的链式中介作用影响希望;
 

而同伴依恋无法通过领悟社会支持的单

独中介作用对大学新生的希望产生影响.
 

原因可能是个体在成长过程中与父母的沟通和信任质量较好时,
 

他所感受到的支持性力量也会随之增多[35].
 

而当个体感到自己被支持时,
 

其在追求目标的过程中更容易激

发出强烈的动力,
 

从而促进动力思维的提升.
 

同时,
 

由于受到重要他人(如父母)的鼓励,
 

尽管在追求目标

的过程中遭遇困难,
 

也能更好地寻求解决方案,
 

从而促进其路径思维的提升.
 

另外,
 

当大学生感悟到更多

的社会支持时,
 

对自我的认知也更为积极,
 

自尊水平也会更高.
 

有研究表明[36],
 

个体的自尊水平越高,
 

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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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可能对既定目标进行思考和行动.
 

这符合Snyder的希望理论,
 

即个体过去的成长经历通过影响个体的自

我评价系统从而对达成目标的策略与方法产生影响.
 

而大学新生的同伴依恋不能直接通过领悟社会支持对

希望产生影响,
 

原因可能是,
 

刚进入大学的大学新生处于心理适应的关键阶段,
 

个体对于同伴的心理表征

还没有完全稳定,
 

仅仅是来自同伴的支持性行为不足以提升他们的希望水平.
 

逐渐趋向独立成熟的他们可

能需要通过建立更内化的自我评价系统,
 

来达成对自己和他人的真正认识.
 

而自尊作为自我概念和评价中

最核心的系统,
 

能够促使大学新生产生更高的希望感.
3.4 研究展望

本研究对大学新生的依恋水平、
 

领悟社会支持、
 

自尊和希望的关系进行了探究,
 

初步揭示了依恋影响

希望的作用机制,
 

并探讨了不同依恋对象(父母和同伴)的关系质量影响希望的作用路径,
 

研究结果不仅在

理论上支持和拓展了依恋理论以及Snyder的希望理论,
 

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
 

在实践生活中也使我们进一

步了解影响大学新生希望品质建立和发展的因素,
 

有助于高校教师有针对性进行心理健康教育.
本研究还可继续优化深入,

 

首先,
 

本研究采用的测量问卷均由学生自评,
 

数据的来源比较单一,
 

未

来研究可以结合观察法、
 

访谈法甚至实验和脑成像的方法进行多维度考量依恋、
 

领悟社会支持、
 

自尊和

希望的关系;
 

另外,
 

本研究为变量中心取向,
 

侧重于探讨父母依恋和同伴依恋与大学新生希望的关系,
 

以后的研究可以采用个体中心取向的方法比如潜在剖面分析比较不同类型的大学新生其希望水平影响

因素的差异;
 

最后,
 

本研究为横断研究,
 

在揭示依恋对希望的影响机制上,
 

可进一步采用纵向中介的方

式来验证社会支持和自尊的链式中介作用在父母依恋和同伴依恋对大学新生希望感产生影响过程中的

差异,
 

以揭示因果关系.

4 结 论

1)
 

大学新生的父母依恋和同伴依恋能够直接预测其希望水平.
2)

 

父母依恋可以通过领悟社会支持、
 

自尊的多元中介作用对希望进行间接预测,
 

同时还可通过领悟社

会支持→自尊的链式中介作用对希望产生影响.
3)

 

同伴依恋可通过自尊的中介作用间接预测希望,
 

也可以通过领悟社会支持→自尊的链式中介作用

对希望产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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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o
 

investigate
 

the
 

influence
 

of
 

parental
 

and
 

peer
 

attachment
 

on
 

freshmens
 

hope
 

and
 

the
 

role
 

of
 

social
 

support
 

and
 

self-esteem
 

in
 

the
 

attachment-hope
 

relationship,
 

1,
 

290
 

freshmen
 

were
 

surveyed
 

with
 

Parental
 

Peer
 

Attachment
 

Questionnaire
 

(IPPA),
 

Hope
 

Scale
 

(HS),
 

Perceived
 

Social
 

Support
 

Scale
 

(PSSS)
 

and
 

Self-esteem
 

Scale
 

(SES).
 

SPSS21.0
 

was
 

used
 

to
 

conduct
 

descriptive
 

statistical
 

analysis
 

and
 

chain
 

mediation
 

test
 

on
 

the
 

data.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parental
 

attachment
 

and
 

peer
 

attachment
 

of
 

freshmen
 

could
 

directly
 

predict
 

their
 

hope,
 

that
 

parental
 

attachment
 

could
 

indirectly
 

predict
 

hope
 

by
 

the
 

multiple
 

mediating
 

roles
 

of
 

social
 

support
 

and
 

self-esteem,
 

and
 

at
 

the
 

same
 

time,
 

it
 

also
 

could
 

influence
 

hope
 

by
 

the
 

chain
 

mediating
 

role
 

of
 

“perceived
 

social
 

support-self-esteem”
 

and
 

that
 

peer
 

attachment
 

could
 

influence
 

hope
 

through
 

the
 

mediating
 

role
 

of
 

self-esteem,
 

and
 

also
 

through
 

the
 

chain
 

mediating
 

role
 

of
 

“perceived
 

social
 

support-self-esteem”.
 

In
 

explor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ttachment
 

and
 

hope,
 

this
 

study
 

found
 

that
 

the
 

mediating
 

mechanisms
 

of
 

perceived
 

social
 

support
 

and
 

self-esteem
 

were
 

different
 

a-
mong

 

different
 

attachment
 

obj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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