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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抑郁作为评估个体心理健康问题的重要指标,
 

其低龄化趋势日渐明显.
 

目前,
 

我国小学儿童的抑郁检出率偏

高,
 

严重影响其学习、
 

生活和健康成长.
 

探究小学生抑郁的影响因素及其内在联系,
 

对于指导学校心理健康教育,
 

维护儿童心理健康具有重要意义.
 

采用整群抽样法对来自四川省3所小学4~6年级3
 

853名学生进行在线问卷调

研,
 

结果发现:
 

①
 

亲子关系负向预测小学生的抑郁水平;
 

②
 

学业压力在亲子关系和小学生抑郁的关系中起中介作

用,
 

具体表现为亲子关系越好,
 

小学生感知到的学业压力越低,
 

抑郁水平也越低;
 

③
 

心理素质能够调节学业压力和

抑郁的关系,
 

即高心理素质的小学生在面对学业压力时更不容易产生抑郁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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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an
 

important
 

indicator
 

of
 

mental
 

health,
 

depression
 

has
 

an
 

increasing
 

trend
 

towards
 

younger.
 

At
 

present,
 

the
 

detection
 

rate
 

of
 

depression
 

is
 

high
 

in
 

elementary
 

school
 

children
 

in
 

China,
 

which
 

seriously
 

affects
 

students
 

school
 

learning,
 

daily
 

life
 

and
 

healthy
 

growth.
 

Therefore,
 

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ex-
plore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elementary
 

school
 

students
 

depression
 

and
 

its
 

internal
 

relation
 

so
 

as
 

to
 

  收稿日期:2023 10 04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19ZDA357);

 

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创新团队项目(SWU1909106).
作者简介:曾晋逸,

 

硕士研究生,
 

主要从事应用心理学研究.
通信作者:

 

郭成,
 

博士,
 

教授,
 

博士研究生导师.



guide
 

school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and
 

maintaining
 

childrens
 

mental
 

health.
 

A
 

cluster
 

sampling
 

method
 

was
 

used
 

to
 

conduct
 

an
 

online
 

questionnaire
 

survey
 

on
 

3
 

853
 

students
 

in
 

grades
 

4-6
 

of
 

three
 

elementary
 

schools
 

in
 

Sichuan
 

Province.
 

The
 

results
 

indicated
 

that:
 

①
 

Parent-child
 

relationship
 

negatively
 

predicted
 

depression
 

of
 

elementary
 

school
 

students.
 

②
 

Academic
 

stress
 

mediated
 

the
 

effect
 

of
 

parent-child
 

relation-
ship

 

on
 

elementary
 

school
 

students
 

depression.
 

Specifically,
 

better
 

parent-child
 

relationship
 

was
 

associat-
ed

 

with
 

lower
 

perceived
 

academic
 

stress
 

and
 

lower
 

levels
 

of
 

depression
 

in
 

elementary
 

school
 

students.
 

③
 

Psychological
 

suzhi
 

moderated
 

the
 

influence
 

of
 

academic
 

stress
 

on
 

depression,
 

that
 

is,
 

students
 

with
 

high
 

psychological
 

suzhi
 

were
 

less
 

likely
 

to
 

have
 

depression
 

when
 

facing
 

academic
 

st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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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抑郁一直是一项评估个体心理健康水平的重要指标.
 

2014年,
 

世界卫生组织将抑郁症列为儿童青

少年疾病和残疾的首要因素,
 

使得心理学界对儿童青少年群体抑郁的研究再掀热潮.
 

近些年,
 

许多学者

深入探究了抑郁对儿童青少年造成的诸多危害,
 

结果发现抑郁不仅会影响儿童青少年的学业成就[1],
 

导

致他们的问题行为[2],
 

严重的甚至会对成年期造成持续影响,
 

致使个体有更高风险罹患重度抑郁[3].
 

2022年6月29日,
 

人民日报、
 

健康时报等共同发布了《2022国民抑郁症蓝皮书》,
 

结果显示我国约5成

的抑郁症患者为在校学生,
 

而青少年的抑郁症患病率更是高达15%~20%.
 

同时,
 

国内的一项元分析研

究也发现,
 

我国2010-2020年内地小学生抑郁的检出率为14.6%[4].
 

种种研究表明,
 

我国国民抑郁的

“低龄化”趋势日益明显,
 

因此,
 

考察小学生抑郁的影响因素,
 

揭示其内在联系,
 

对于指导学校心理健康

教育,
 

维护儿童心理健康具有重要意义.
从生态系统发展观来看,

 

儿童青少年的心理和行为是个体与环境相互作用的结果,
 

个体与不同的子系

统之间的相互作用会对他们的成长发展产生影响[5].
 

有研究发现,
 

在影响小学生成长发展的各微观系统

中,
 

家庭系统所扮演的角色至关重要[6],
 

因为对小学生来说,
 

家庭不仅仅是他们成长发展的主要环境,
 

同

时也是其社会化的摇篮,
 

稳定、
 

和谐、
 

健康的家庭环境对孩子的成长有着积极作用[7].
 

同时,
 

学校系统是除

了家庭之外影响学生发展的另一个重要微观系统,
 

尤其是对于小学生来说,
 

小学阶段是他们真正意义上脱

离父母,
 

独立面对生活的第一个阶段,
 

父母、
 

老师和社会对他们的期待会使他们无形中背负着压力,
 

能否

处理好这些压力,
 

对他们心理健康发展至关重要.
 

除了外部环境因素,
 

个体内部特征作为内源性因素也对

个体的成长和发展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而作为个体的积极心理品质,
 

心理素质对于维护个体心理健康具有

重要意义[8].
 

为此,
 

本文拟从家庭因素(亲子关系)、
 

学校因素(学业压力)以及个人因素(心理素质)3个方

面综合考察其对于小学生抑郁的影响,
 

以为当前小学生的心理健康教育提供实证支撑.
1.1 亲子关系与抑郁

亲子关系(Parent-child
 

Relationship)是指抚养者与子女建立在共同生活基础上的一种持久的人际关

系[6].
 

作为儿童最先接触,
 

并且持续时间最长的一种人际关系,
 

它对儿童心理健康发展的影响极为深远.
 

胡义秋等[9]运用多项式回归和响应面分析的研究方法,
 

证实了良好的亲子关系可以通过改变孩子感知到的

挫败感,
 

进而负向预测儿童青少年抑郁、
 

自伤和自杀意念.
 

同时,
 

Shouchun等[10]研究发现,
 

儿童时期不良

的亲子关系可以显著预测青春期中后期个体的抑郁水平.
 

由此可见,
 

关于亲子关系与儿童青少年抑郁之间

的关系已有较多实证研究成果,
 

但总体来说,
 

大部分研究都是建立在小样本的基础上的,
 

有必要通过更大

的样本进行进一步验证.
 

因此,
 

本研究提出假设H1:
 

亲子关系可以负向预测小学生抑郁水平.
1.2 学业压力的中介作用

学业压力(Academic
 

Stress)是指在学习过程中,
 

学习者在面对超出自己应对能力范围的任务时所产生

的一种紧张感受[11].
 

高学业压力不仅会对个体的学业自我效能感产生不良影响[12],
 

还会引发抑郁等心理

问题[13].
 

然而,
 

国内关于学业压力与抑郁关系的实证研究大都集中在中学生群体[14],
 

极少有研究者关注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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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生群体.
 

因此,
 

本研究提出假设H2:
 

学业压力可以正向预测小学生抑郁水平.
Zuroff等[15]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

 

提出了抑郁人格易感性的动力交互模型.
 

该模型认为,
 

不良人际关

系既可以直接导致抑郁的发生,
 

也可以通过外化的压力事件的中介作用致使个体抑郁.
 

根据埃里克森的人

格发展8阶段理论,
 

小学生处于学龄期(7~12岁)的成长发展阶段,
 

他们在这一阶段需要获得勤奋感而克

服自卑感,
 

体验自己能力的实现.
 

对于小学生而言,
 

衡量能力的实现很大程度上是依靠所获得的学业成就

作为标准,
 

当他们没有取得良好的学业成绩时,
 

不仅他们会怀疑自己的能力,
 

导致负面情绪的滋生,
 

还可

能遭受父母的责备,
 

造成亲子关系的疏离,
 

进而给予自己更大的学业压力.
 

实证研究也表明,
 

良好的亲子

互动可以缓解中国学生感知到的学业压力[16],
 

而当个体遭遇生活压力事件,
 

如人际关系破裂、
 

学业压力、
 

重大疾病等,
 

都极易引发个体的抑郁体验.
 

因此,
 

本研究提出假设H3:
 

学业压力在亲子关系和小学生抑郁

的关系中起中介作用.
1.3 心理素质的调节作用

心理素质(Psychological
 

Suzhi)是张大均基于我国素质教育提出的有中国特色的心理学概念,
 

它是以

生理条件为基础,
 

将外部受到的刺激内化为基本的、
 

稳定的,
 

并且与人的适应行为和创造行为密切联系的

内在心理品质[17],
 

具体包含认知品质、
 

适应品质和个性品质3个维度.
 

其中认知品质指在个体认知活动中

体现出的心理品质,
 

与个体的认知活动直接相关;
 

适应品质则是指个体在与环境的交互作用过程中,
 

控制、
 

调整内部心理过程,
 

适应和改变环境的能力;
 

个性品质反映了个体如何应对客观现实,
 

并投射在行为

中[8,18].
 

心理素质与心理健康的关系模型认为,
 

心理素质作为内源性因素可以作用于心理健康的各个方

面[19-20].
 

因此,
 

抑郁作为心理健康的一个重要指标,
 

心理素质的高低与个体的抑郁水平有着紧密的联系.
 

已有研究发现,
 

高心理素质的个体具备更好的学校适应状态[21],
 

因而相较于低心理素质的个体,
 

高心理素

质者能更好地应对抑郁情绪[22].
 

马郑豫等[23]对小学生进行了一项为期18个月的纵向研究,
 

结果也发现心

理素质与儿童的抑郁水平显著负相关.
 

素质—压力理论的观点认为,
 

抑郁是内在素质与外在环境事件的交

互作用的结果,
 

也就是说,
 

个体的心理素质越差,
 

触发抑郁所需的学业压力就越小,
 

而个体的心理素质越

好,
 

触发抑郁所需要的学业压力就愈大[24].
 

当高心理素质的小学生面对学业压力时,
 

通常能采取更加适宜

的应对方式,
 

克服困难,
 

从而取得更好的学习成绩[25].
 

因此,
 

本研究提出假设H4:
 

心理素质在小学生学业

压力与抑郁之间起调节作用.

图1 “小学生亲子关系对抑郁的影响:
 

学业压力的中介作用和心理素质的调节作用”模型

综上,
 

本文建构了如图1所示的

研究模型.

2 研究方法

2.1 研究对象

采用整群抽样的方法对四川省3所

小学的4~6年级学生在家长和学生知

情同意的前提下,
 

由学校组织进行线上

问卷调研.
 

共收集问卷4100份,
 

剔除规

律作答、
 

重复作答及作答时间过短的问卷后,
 

共获得有效问卷3
 

853份,
 

有效率93.98%.
 

其中男生2
 

042名

(53.00%),
 

女生1
 

811名(47.00%);
 

4年级学生1
 

461人(37.92%),
 

5年级学生1
 

233人(32.00%),
 

6年级学

生1
 

159人(30.08%);
 

年龄范围8~13岁,
 

平均年龄10.74±0.94岁.
2.2 研究工具

2.2.1 亲子关系

采用中文版《亲子亲和量表》[26],
 

测量小学生与父母的亲子关系.
 

量表采用5点计分方式:
 

1-5分代表

“几乎从不”
 

“偶尔”
 

“有时”
 

“经常”
 

“几乎总是”,
 

共计20个题项.
 

本研究使用均分反映亲子关系水平,
 

得分

越高,
 

表明小学生与父母亲子关系越好.
 

本研究中该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83.
2.2.2 抑郁

采用中文版《病人健康问卷抑郁量表》[27],
 

测量小学生的抑郁水平.
 

量表采用4点计分方式:
 

0-3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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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没有”
 

“有几天”
 

“一半以上的时间”
 

“几乎天天”,
 

共计9个题项.
 

本研究使用总分反映抑郁水平,
 

得

分越高,
 

表明小学生抑郁水平越高.
 

本研究中该量表Cronbachs
 

α系数为0.83.
2.2.3 学业压力

采用《青少年生活事件量表》[28]中的学业压力分量表,
 

测量小学生的学业压力程度.
 

量表采用6级评

分,
 

0为“事件未发生”,
 

1-5分别代表事件发生“无影响”
 

“轻度影响”
 

“中度影响”
 

“重度影响”和“极重度影

响”,
 

共计5个题项.
 

本研究用平均分来反映小学生的学业压力,
 

得分越高,
 

表明小学生的学业压力越大.
 

本研究中该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76.
2.2.4 心理素质

采用简化版《小学生心理素质量表》[29],
 

测量小学生的心理素质.
 

量表采用5点计分方式:
 

1-5分别代

表“非常不符合”
 

“比较不符合”
 

“有些符合”
 

“比较符合”
 

“非常符合”,
 

共计27个题项,
 

每个维度各9题.
 

本

研究使用均分反映心理素质水平,
 

得分越高,
 

表明小学生心理素质水平越高.
 

本研究中该量表及各维度的

Cronbachs
 

α系数为0.95.
2.3 数据处理

使用SPSS
 

26.0对数据进行描述性统计和相关分析;
 

采用PROCESS
 

3.3插件中的 Model
 

4进行中介

效应分析,
 

Model
 

14进行有调节的中介检验;
 

依据叶宝娟等[30]推荐的偏差校正的百分位Bootstrap方法检

验回归系数显著性.

3 结果

3.1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采用 Harman单因子法进行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用SPSS
 

26.0对所有题项进行探索性因素分析后发

现,
 

特征根大于1的因素共10个,
 

其中第一个因素解释的累计变异量为28.28%,
 

小于40%的临界值,
 

表

明本研究数据不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
3.2 描述性统计和相关分析

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和相关分析结果如表1所示.
 

亲子关系、
 

学业压力、
 

抑郁、
 

心理素质两两相关.
 

其

中,
 

亲子关系与心理素质显著正相关,
 

与学业压力和抑郁显著负相关;
 

学业压力与抑郁显著正相关;
 

心理

素质与抑郁显著负相关.
 

抑郁和学业压力与年龄和年级显著正相关.
 

因此在后续的分析中将年龄和年级作

为协变量进行控制.
表1 描述性统计与相关性分析(N=3

 

853)

M±SD 1 2 3 4 5 6 7

性别 - -

年龄 10.74±0.94 - -

年级 4.92±0.82 - 0.83*** -

抑郁 11.92±3.62 0.01 0.05** 0.04* -

亲子关系 81.26±12.30 0.08*** -0.08*** -0.06*** -0.42*** -

学业压力 8.54±3.82 -0.01 0.09*** 0.09*** 0.55*** -0.31*** -

心理素质 117.93±15.54 0.01 -0.17*** -0.18*** -0.53*** 0.49*** -0.39*** -

  注:
 

***、
 

**、
 

*分别表示在0.001、
 

0.01、
 

0.5的水平下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下同.

3.3 学业压力的中介效应检验

为避免变量间的多重共线性问题,
 

首先对变量进行标准化处理.
 

选择 Model
 

4检验学业压力在亲子关

系和抑郁间的中介作用.
 

回归分析表明(表2),
 

在控制协变量后,
 

亲子关系对抑郁具有显著的负向预测作

用(β=-0.41,
 

p<0.001)
 

;
 

将学业压力纳入回归方程后,
 

亲子关系显著负向预测抑郁和学业压力(β=
-0.27,

 

p<0.001;
 

β=-0.30,
 

p<0.001),
 

学业压力显著正向预测抑郁(β=0.47,
 

p<0.001).
 

中介效应

β=-0.14,
 

Boot
 

SE=0.01,
 

95%的置信区间为[-0.16,
 

-0.13],
 

说明学业压力在亲子关系和抑郁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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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中介作用,
 

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34.15%(表3).
表2 学业压力的中介作用

变量
抑郁

β t
学业压力

β t
抑郁

β t
年龄 -0.01 -0.60 0.00 0.42 -0.01 -0.93

年级 0.02 1.10 0.09 4.23*** -0.02 -1.14

亲子关系 -0.41 -28.25*** -0.30 -19.70*** -0.27 -20.30***

学业压力 0.47 35.20***

R2 0.17 0.10 0.37

F 268.31*** 141.57*** 575.62***

表3 总效应、
 

直接效应及中介效应分解表

β Boot
 

SE
95%置信区间

Boot
 

LLCI Boot
 

ULCI

相对效应值/

%
总效应 -0.41 0.01 -0.44 -0.39

直接效应 -0.27 0.01 -0.30 -0.25 65.85

中介效应 -0.14 0.01 -0.16 -0.13 34.15

3.4 心理素质的调节效应检验

采用 Model
 

14检验心理素质在学业压力与抑郁间的调节效应.
 

结果显示心理素质在学业压力和抑

郁间起调节作用(表4).
 

为进一步揭示心理素质的调节作用,
 

根据心理素质的取值进行高低分组(正负

一个标准差上下)(图2).
 

当心理素质水平较低时(-1SD),
 

学业压力对抑郁的预测作用较大(b
 

simple=
0.43,

 

p<0.001),
 

95%的置信区间为[0.40,
 

0.46].
 

当心理素质水平较高时(+1SD),
 

学业压力对抑郁

的预测作用较小(b
 

simple=0.33,
 

p<0.001),
 

95%的置信区间为[0.29,
 

0.37].
 

当心理素质水平较低

时(-1SD),
 

中介效应β=-0.13,
 

Boot
 

SE=0.01,
 

95%的置信区间为[-0.15,
 

-0.11];
 

当心理素质水

平较高时(+1
 

SD),
 

中介效应β=-0.10,
 

Boot
 

SE=0.01,
 

95%的置信区间为[-0.12,
 

-0.08].
表4 心理素质的调节作用

变量
因变量:

 

学业压力

β SE 95%CI
因变量:

 

抑郁

β SE 95%CI
年龄 -0.00 0.01 [-0.01,

 

0.02] -0.01 0.01 [-0.03,
 

0.00]

年级 0.09 0.02 [0.05,
 

0.13] -0.06 0.02 [-0.09,
 

-0.03]

亲子关系 -0.30 0.02 [-0.33,
 

-0.27] -0.15 0.01 [-0.18,
 

-0.12]

学业压力 0.38 0.01 [0.35,
 

0.40]

心理素质 -0.30 0.01 [-0.33,
 

-0.27]

学业压力×心理素质 -0.05 0.01 [-0.07,
 

-0.03]

R2 0.10 0.44

F 141.57*** 507.92***

4 讨论

4.1 亲子关系和学业压力与抑郁的关系

上述结果显示,
 

小学生的亲子关系和抑郁显著负相关,
 

验证了假设H1.
 

具体来说,
 

小学生的亲子关系

越好,
 

其抑郁水平越低.
 

研究结果支持了家庭系统理论,
 

即良好的家庭氛围对于儿童的情绪发展具有重要

意义[6],
 

而亲子关系作为家庭氛围的主要构建元素,
 

对于儿童的情绪发展同样影响深远.
 

国内研究发现,
 

健康儿童的家庭生态系统比问题儿童的家庭生态系统更加平衡,
 

内部因素(如亲子关系、
 

夫妻关系等)更加

趋于一致且相互依存,
 

能更好地缓解不利因素带来的不良影响[31].
 

良好的亲子关系使得父母与孩子相处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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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心理素质在学业压力和抑郁之间的调节作用

洽,
 

关系和谐,
 

彼此之间相互信任和包容,
 

在这样

的亲子关系下成长的小学生愿意向父母去倾诉和

表达自己的不良体验,
 

也更愿意主动地寻求父母

帮助自己减少和排除抑郁情绪,
 

从而使得自身的

抑郁水平得以降低.
另外,

 

本研究也发现小学生学业压力与其抑

郁水平显著正相关,
 

即小学生感知到的学业压力

水平越高,
 

就越可能产生更多的抑郁情绪,
 

验证了

假设H2.
 

小学阶段的儿童青少年还处于自我概念

不够完善的时期,
 

在面对较大的学习压力时,
 

通常

没有办法采取良好的方式应对,
 

尤其是当偶尔没

有取得令人满意的学业成绩时,
 

小学生往往会深

陷极端的自我怀疑之中,
 

对于来自父母或老师的

期望更加敏感,
 

从而在学习和生活中产生更多紧

张、
 

不愉快甚至是自暴自弃的情绪,
 

最终导致抑郁水平的提升.
本研究同时还验证了学业压力在亲子关系和抑郁之间的中介作用,

 

即良好的亲子关系可以通过减少小

学生感知到的学业压力,
 

从而降低其抑郁水平,
 

假设H3成立.
 

近年来,
 

亲子关系与学业压力之间的关系问

题一直都存在着较大的争议.
 

大多数西方的研究认为良好的亲子关系可以成为儿童青少年在面临负性生活

事件时的保护因素.
 

当学生从亲密的亲子关系中获得安全感时,
 

他们可以自由地表达对学习的恐惧和担

忧,
 

这种开放和真诚的沟通可以帮助他们寻找解决学习中遇到困难时的方法,
 

从而缓解学业压力.
 

然而,
 

有研究则恰恰相反,
 

Chyu等[32]的一项横断研究发现亲子关系越亲密,
 

青少年感知到的学业压力反而越大.
 

由于传统文化的不同,
 

中国家庭对孩子的学业成绩有很高的期望,
 

与父母的良好关系可能会促使孩子更多

地坚持父母的学业目标和要求,
 

这样的高期望使得他们背负更加沉重的责任感,
 

进一步引发更大的学业压

力.
 

本次研究的结果得到的结论与Chyu等不同,
 

与上述西方研究结果类似,
 

即良好的亲子关系可以降低

小学生遭遇学业压力时的负性情绪体验.
 

笔者认为得到这样的研究结论主要有以下两点原因:
 

第一,
 

随着

我国政府对于义务教育阶段的改革深化,
 

以素质教育为导向的评价体系已经初步形成,
 

父母越来越重视孩

子“德、
 

智、
 

体、
 

美、
 

劳”五育并举,
 

全面发展,
 

传统的应试教育取向受到了挑战,
 

义务教育阶段协调发展、
 

持续和谐的良好氛围已经初步形成.
 

第二,
 

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的颁布和实施,
 

“家—
校—社”协同教育的教养体系也开始发挥作用,

 

尤其是家庭和学校的教育配合日益密切.
 

一方面,
 

父母能够

很好地从老师那里得到孩子在学校表现情况的及时反馈,
 

随时把握子女的成长动态;
 

另一方面,
 

在面对家

庭教养困境的时候,
 

也能主动向子女所在学校班级的班主任或心理健康老师获取专业的建议,
 

以更加科学

有效的家庭教养方式陪伴孩子成长.
 

因此,
 

在小学生学习过程中遇到困难和挑战,
 

不能很好地应对时,
 

父

母的支持和理解可以有效地改善他们感知到的学业压力,
 

从而避免他们陷入抑郁等负性情绪体验.
4.2 心理素质的调节作用

本研究发现,
 

学业压力和心理素质的交互作用显著,
 

表明心理素质在学业压力和抑郁的关系中调节作

用成立,
 

验证了假设H4.
 

心理素质作为影响学生心理健康和学业发展的关键因素[33],
 

高心理素质能够增

强学生的心理健康状况,
 

减少抑郁症状[8].
 

同时,
 

从简单斜率分析的结果来看,
 

对于心理素质水平较高的

小学生,
 

学业压力对于抑郁的正向预测作用较弱,
 

而对于心理素质水平较低的小学生,
 

学业压力对于抑郁

的正向预测作用较强.
 

这表明,
 

如果小学生心理素质水平较高,
 

那么学业压力对其抑郁产生的负面影响也

就较小.
 

这也是对心理素质和心理健康关系模型的验证.
 

该模型认为个体的内在因素和外在因素共同作用

于个体的心理健康,
 

而心理素质作为一种内在因素,
 

会在外在风险因素与心理健康之间发挥调节作用[19].
 

心理素质高的小学生,
 

其认知品质、
 

个性品质和适应能力的发展相对更为快速和完善,
 

因此他们在遭遇学

业压力时能够合理化地解释和分析自己学业压力产生的原因,
 

同时他们也拥有更多的解决学业压力的策略

和更强的情绪调节能力,
 

从而使得他们能够减少或消除自己的抑郁情绪.

71第12期    曾晋逸,
 

等:
 

亲子关系与小学生抑郁的关系:
 

学业压力的中介作用与心理素质的调节作用



5 研究展望

基于生态系统理论,
 

本研究着眼于小学生的亲子关系、
 

学业压力以及心理素质3个方面的因素来考察

其对小学生抑郁情绪的影响.
 

在理论方面,
 

第一,
 

研究通过对较大小学生样本分析发现亲子关系可以负向

预测小学生抑郁情绪,
 

并且亲子关系还可以通过影响小学生感知的学业压力,
 

进而对其抑郁水平产生影

响;
 

同时,
 

心理素质作为个体的一个重要内在心理品质,
 

在学业压力与抑郁的关系中起着重要的调节作用.
 

研究深入考察了小学生抑郁受到家庭、
 

学校及个人的影响和其间存在的联系.
 

第二,
 

研究通过实证支持了

心理素质和心理健康的关系模型,
 

丰富了心理素质的研究成果,
 

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
 

在实践方面,
 

研究

聚焦于抑郁的影响因素,
 

探讨亲子关系和学业压力及心理素质对抑郁的影响,
 

可以提供以下的教育建议.
 

第一,
 

关注亲子关系和学生的学业压力.
 

良好的亲子关系不仅可以直接降低孩子的抑郁水平,
 

还可以帮助

孩子有效减少感知到的学业压力,
 

进而降低其陷入抑郁状态的概率.
 

这为营造良好的家庭氛围提供了关系

层面的思路,
 

父母不仅需要高质量陪伴孩子,
 

给予支持和信任,
 

同时也要避免给孩子施加过重的学业压力,
 

时刻关注孩子的心理健康.
 

第二,
 

关注心理素质,
 

高心理素质能够保护学生的心理健康,
 

减少抑郁.
 

心理素

质水平较低的小学生,
 

他们学业压力对抑郁的预测作用较强.
 

所以,
 

对于心理素质水平较低的小学生,
 

父

母和老师对其学业压力状况要更加敏感,
 

尽量缓解学业压力对其心理健康造成的负面影响.
 

此外,
 

也要采

取一些措施有效提升学生的心理素质,
 

为其增添自身的保护因素.
本研究也存在一些不足.

 

研究采用横断设计,
 

不能考察个变量随着时间推移的变化特点和因果关系,
 

未来的研究可以进一步设计追踪研究,
 

揭示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
 

研究采用自我报告的方法采集数据,
 

尤

其对于小学生来说,
 

回答问题可能会无法客观,
 

即更容易选择自己认为“对的”,
 

而非实际上自己“是怎样

的”,
 

因此未来研究应考虑纳入其他的数据收集方法,
 

例如家长或教师评估法、
 

观察法等.

6 结论

(1)
 

亲子关系负向预测小学生的抑郁水平;
(2)

 

学业压力在亲子关系和小学生抑郁的关系中起中介作用,
 

具体表现为亲子关系越好,
 

小学生感知

到的学业压力越低,
 

抑郁水平也越低;
(3)

 

心理素质能够调节学业压力和抑郁的关系,
 

即高心理素质的小学生在面对学业压力时更不容易产

生抑郁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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