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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自杀意念与行为作为儿童青少年心理危机的典型事件一直备受关注,
 

是影响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和生命

安全的重大问题.
 

基于自杀的相关理论和实证研究,
 

采用自杀意念自评量表、
 

自尊问卷、
 

中小学生心理素质量表

和亲子亲合量表,
 

在家长和孩子知情自愿的前提下,
 

以学校为单位对中国西南地区17
 

352名中小学生进行问卷

调查,
 

探讨了中小学生自杀意念的影响因素及潜在心理过程.
 

结果表明:
 

①
 

亲子关系能显著负向预测中小学生

的自杀意念;
 

②
 

自尊在亲子关系对中小学生自杀意念的影响中发挥中介作用;
 

③
 

心理素质对该中介模型的后半

段起到了显著的调节作用,
 

即心理素质越高,
 

自尊对自杀意念的负向预测作用越弱,
 

这表明心理素质可以缓冲自

尊对自杀意念的影响.
 

本研究结果启示教育者和监护者,
 

不仅应高度重视亲子关系对中小学生自杀意念的影响,
 

着力建设良好的家庭生态系统和亲子关系,
 

还应该通过多种途径提高青少年的自尊和心理素质来降低自杀意念,
 

维护心理健康和生命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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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uicidal
 

ideation
 

and
 

behavior
 

have
 

long
 

been
 

a
 

significant
 

concern
 

in
 

the
 

field
 

of
 

child
 

and
 

adoles-
cent

 

mental
 

health
 

crises,
 

as
 

they
 

pose
 

a
 

major
 

threat
 

to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and
 

life
 

safety
 

of
 

chi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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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adolescent.
 

Based
 

on
 

suicide-related
 

theories
 

and
 

empirical
 

research,
 

this
 

study
 

utilized
 

the
 

Suicide
 

Ide-
ation

 

Scale,
 

Self-Esteem
 

Questionnaire,
 

Psychological
 

Suzhi
 

Scale
 

for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
 

Students,
 

and
 

Parent-Child
 

Attachment
 

Scale,
 

with
 

the
 

informed
 

consent
 

of
 

parents
 

and
 

children,
 

a
 

ques-
tionnaire

 

survey
 

was
 

conducted
 

among
 

17
 

352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
 

students
 

in
 

the
 

southwestern
 

region
 

of
 

China.
 

The
 

study
 

aimed
 

to
 

explore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and
 

underlying
 

mechanisms
 

of
 

suicidal
 

ideation
 

among
 

these
 

students.
 

The
 

results
 

indicated
 

that:
 

①
 

Parent-child
 

relationship
 

significantly
 

nega-
tively

 

predicted
 

suicidal
 

ideation
 

in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
 

students.
 

②
 

Self-esteem
 

played
 

a
 

media-
ting

 

role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arent-child
 

relationship
 

and
 

suicidal
 

ideation.
 

③
 

Psychological
 

suzhi
 

significantly
 

moderated
 

the
 

latter
 

part
 

of
 

the
 

mediation
 

model,
 

suggesting
 

that
 

higher
 

levels
 

of
 

psychologi-
cal

 

resilience
 

weakened
 

the
 

negative
 

predictive
 

effect
 

of
 

self-esteem
 

on
 

suicidal
 

ideation.
 

This
 

implies
 

that
 

psychological
 

suzhi
 

can
 

buffer
 

the
 

impact
 

of
 

self-esteem
 

on
 

suicidal
 

ideation.
 

The
 

findings
 

of
 

this
 

study
 

emphasize
 

the
 

importance
 

for
 

educators
 

and
 

caregivers
 

to
 

not
 

only
 

prioritize
 

the
 

influence
 

of
 

parent-child
 

relationship
 

on
 

suicidal
 

ideation
 

in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
 

students
 

but
 

also
 

focus
 

on
 

fostering
 

a
 

pos-
itive

 

family
 

ecological
 

system
 

and
 

parent-child
 

relationship.
 

Additionally,
 

it
 

is
 

crucial
 

to
 

enhance
 

self-es-
teem

 

and
 

psychological
 

suzhi
 

in
 

adolescents
 

through
 

various
 

means
 

to
 

reduce
 

suicidal
 

ideation
 

and
 

safe-
guard

 

their
 

mental
 

health
 

and
 

well-be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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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伤、
 

自杀意念及行为作为儿童青少年心理危机的典型事件,
 

严重威胁着儿童青少年的心理健康和

生命安全,
 

成为全球共同面临的一项重大社会和公共卫生挑战[1-2].
 

研究数据显示,
 

青少年群体中有

10.86%~30.5%的个体承认曾有终结生命的想法[4-5].
 

不仅如此,
 

自杀已成为15~19岁青少年死亡的

第二大原因[6-7].
 

每年,
 

我国都有成千上万的青少年面临着自杀的风险,
 

给个人、
 

家庭和整个国家带来了

巨大的伤害.
自杀意念是自杀行动的前提[8].

 

有调查显示,
 

自杀死亡者中,
 

约80%在行动以前表露过自杀意念[9].
 

自杀意念是自杀企图和自杀行为的危险因素,
 

能显著预测自杀[10].
 

近年来,
 

我国的自杀人群呈低龄化趋

势[11].
 

因此,
 

及时并准确评估自杀意念,
 

把握自杀意念的影响因素,
 

是防控和干预自杀行为的关键.
 

本研

究拟探究中小学生自杀意念的影响因素及潜在心理过程,
 

以丰富相关理论,
 

为儿童青少年自杀危机干预提

供支持.

1 亲子关系与中小学生自杀意念的关系

1.1 亲子关系与中小学生自杀意念

生态系统理论[12]认为,
 

个体发展是其与周围环境相互作用的结果.
 

家庭作为对个体影响最大的内环境

系统之一,
 

其中的亲子关系对个体的心理健康水平具有重要影响[13].
 

相较于不健康和消极的亲子关系,
 

拥

有良好且积极的亲子关系的个体表现出更高的心理健康水平[14].
 

Goschin等[15]研究发现,
 

缺乏父母照顾与

母亲过度保护的青少年更容易产生自杀意念[15].
 

另外,
 

自我决定理论中提到,
 

个体具有与重要他人建立亲

密感和联结感的基本需求.
 

如果个人或情境因素干扰或阻碍了这种需求的满足,
 

会对个体的心理健康产生

不利影响,
 

甚至导致自杀意念的产生.
 

相反,
 

如果这些因素能够促进个体基本需求的满足,
 

将会提高个体

的心理健康水平[16].
 

换句话说,
 

当中小学生感知到不良的亲子关系,
 

并且在满足对父母感情需求和对自身

关注需求之间存在冲突时,
 

他们更容易出现自杀意念.
 

实证研究结果也支持了这一推测,
 

如,
 

余思等[17]研

究发现,
 

父母忽视能正向预测青少年的自杀意念;
 

吕书鹏等[18]研究发现,
 

严厉的父母教养方式与青少年自

杀倾向之间存在显著正向关联.
 

因此,
 

根据上述理论和实证研究,
 

提出假设1:
 

亲子关系可以负向预测中小

学生的自杀意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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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自尊的中介作用

自尊是个体对自身的持久评价,
 

反映了对自我的肯定或否定态度,
 

以及对自身能力、
 

重要性、
 

成功和

价值的信念程度[19-20].
 

社会计量器理论认为,
 

个人自尊是人际关系质量的内在反映,
 

它象征着个人与社会

以及重要他人之间的联系.
 

个人的客观经历和主观感受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其自尊状态[21].
 

因此,
 

当青少

年与父母关系良好时,
 

他们有可能会积极地衡量自己在社会中被接纳的程度以及人际交往的能力,
 

并将这

些衡量结果融入对自我认知的构建中,
 

以此提高其自尊水平[22].
 

以往研究也证明,
 

良好的亲子关系可以显

著提高青少年的自尊水平[23].
 

因此,
 

我们认为亲子关系可以正向预测自尊水平.
 

另外,
 

根据 Wenzel等的自

杀行为认知模型,
 

自杀的诱发因素主要有3个:
 

个体的易感性因素、
 

与心理障碍相关的认知过程以及与自

杀行为相关的认知过程[24].
 

也就是说,
 

青少年消极思维越多,
 

认知偏差越显著,
 

自杀风险越大.
 

自尊作为

个体发展过程中具有重要价值和意义的易感性因素,
 

会显著激活青少年的自杀意念和行为[25].
 

进一步的研

究[26]发现,
 

自尊水平能直接预测自杀意念,
 

自尊还会中介外界因素对个体认知、
 

行为的影响.
 

同样,
 

自杀

意念领域的研究也发现,
 

自尊能中介父母忽视对自杀意念的影响[17].
 

也就是说,
 

青少年在遭遇不良亲子关

系带来的负性事件后,
 

其自尊会显著降低[27],
 

进而引发自杀意念和自杀行为.
 

基于上述理论和实证研究,
 

提出假设2:
 

亲子关系显著正向预测自尊水平,
 

而自尊水平可以负向预测自杀意念,
 

且自尊在亲子关系和

自杀意念的关系中起中介作用.
1.3 心理素质的调节作用

心理素质是指个体通过外界经验和物质来塑造的心理特征,
 

在生理条件的基础上转化为稳定的基本特

征和衍生特征.
 

这些特征与个体的社会适应行为和创造行为密切相关[28].
 

根据张大均等[28]提出的心理素

质作用机制模型,
 

心理素质(即内在机制)和心理状态(即外显行为)被认为是两个相互关联的层级.
 

在个体

心理健康方面,
 

心理素质对心理状态产生决定性影响,
 

而心理状态则反过来对心理素质产生反作用.
 

已有

研究发现,
 

心理素质与自杀意念或行为显著负相关[29].
 

同时,
 

心理素质还能调节外部环境对自杀意念的影

响[30].
 

有研究发现,
 

心理素质在减轻欺凌受害影响和预防自杀意念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31].
 

基于上述理论

和实证结果,
 

提出假设3:
 

心理素质能够调节自尊对自杀意念的影响.

图1 亲子关系对中小学生自杀意念的研究假设模型

综上所述,
 

本研究构建了一个有调节的中介

模型来阐明亲子关系、
 

自尊、
 

心理特征和自杀意念

之间的关系(图1),
 

旨在研究中小学生自尊和心理

素质对亲子关系和自杀意念的作用方式,
 

从而为

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和自杀危机预防工作提供实

证支持.

2 研究方法

2.1 研究对象

采用方便取样法,
 

在西南地区9所中小学,
 

以班级为单位,
 

在家长和学生知情同意的前提下,
 

通过学校组织集体测试.
 

共发放问卷18
 

900份,
 

剔除

无效作答问卷后,
 

共获得有效问卷17
 

352份,
 

有效回收率为91.80%,
 

年龄范围9~19岁,
 

平均年龄

12.48岁(SD=2.73).
 

其 中 男 生8
 

484人(48.90%),
 

女 生8
 

868人(51.10%);
 

3年 级1
 

236人

(7.10%),
 

4年级3
 

560人(20.50%),
 

5年级3
 

111人(17.90%),
 

6年级2
 

876人(16.60%),
 

7年级

1
 

199人(6.90%),
 

8年级2
 

061人(11.90%),
 

9年级1
 

026人(5.90%),
 

高一591人(3.40%),
 

高

二624人(3.60%),
 

高三1
 

068人(6.20%).
2.2 研究工具

2.2.1 亲子关系

采用王美萍等[32]根据Olson等人编制的家庭适应和亲子亲合评价量表修订的亲子亲合量表中文版,
 

该量表包含3个维度,
 

分为父子亲合维度和母子亲合维度,
 

相加为亲子亲合总维度.
 

量表中共20个项目

(如,
 

“我与父亲困难时相互支持”),
 

其中10个项目衡量父子关系,
 

10个项目衡量母子关系.
 

采用5点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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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
 

1表示“几乎从不”,
 

5表示“几乎总是”,
 

分值越高,
 

说明个体与父母的亲密程度越高.
 

在本研究中,
 

整体家庭人际关系、
 

父子关系和母子关系的Cronbachs
 

α系数分别为0.87,
 

0.78和0.80.
2.2.2 自杀意念

采用夏朝云等[33]人编制的自杀意念自评量表(Self-rating
 

Idea
 

of
 

Suicide
 

Scale,
 

SIOSS).
 

该量表包含

26个项目(例如,
 

“我觉得我的生活是失败的”),
 

涵盖的因子包括绝望、
 

乐观、
 

睡眠和掩饰.
 

参与者回答问

题时可以选择“是”或者“否”.
 

综合计算绝望、
 

乐观和睡眠因子得到的分数可以作为自杀意念的总分.
 

在这

项研究中,
 

如果自杀意念的总分数达到12分或以上,
 

并且掩饰因子得分低于4分,
 

我们可以得出存在自杀

意念的结论.
 

此研究中,
 

该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77.
2.2.3 心理素质

采用胡天强等[34]修订的中学生心理素质问卷(简化版)和小学生心理素质问卷.
 

其中,
 

中学生心

理素质问卷共24个项目(如,
 

“我能勇于面对挫折,
 

不灰心不气馁”);
 

小学生心理素质问卷共27个项

目(如,
 

“遇到挫折和失败时,
 

我会给自己打气”).
 

量表均包含认知、
 

个性和适应3个方面的维度,
 

使

用5点计分,
 

1表示“非常不符合”,
 

5表示“非常符合”.
 

本研究中,
 

中学生和小学生心理素质问卷的

Cronbachs
 

α系数分别为0.97和0.96.
2.2.4 自尊

采用Rosenberg[20]编制、
 

王萍[35]等修订的自尊量表(Rosenberg
 

Self-Esteem
 

Scale,
 

RSES).
 

该量表为

单因素结构,
 

包含10个项目(如,
 

“我感到我有许多好的品质”).
 

针对自尊水平的评估,
 

采用4点评分标准,
 

1代表“极不符合”,
 

4代表“极符合”.
 

研究结果显示,
 

本研究中使用的自尊水平评估量表具有良好的内部一

致性,
 

其Cronbachs
 

α系数为0.86.
2.3 统计方法

本研究使用SPSS
 

27.0统计软件进行数据的检验、
 

描述性统计和相关分析,
 

同时,
 

结合 Hayes编写的

SPSS宏程序PROCESS来整理和分析数据.
 

p<0.05为有统计学意义.

3 研究结果

3.1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通过应用Harman单因素方法对共同方法偏差进行验证,
 

结果发现有14个特征根大于1的因子.
 

最大

的共同因子可以解释25.62%的方差,
 

该值低于40%的临界标准值.
 

这意味着研究数据中没有出现严重的

共同方法偏差.
3.2 描述性统计和相关分析

本研究中,
 

儿童青少年的自杀意念检出率为9.11%,
 

其中,
 

小学阶段检出率为6.83%,
 

初中阶段检出

率为10.85%,
 

高中阶段检出率为16.64%.
 

对各变量进行描述统计和相关分析,
 

结果如表1所示.
 

中小学

生的亲子关系、
 

自尊、
 

心理素质与自杀意念得分呈显著相关.
表1 描述性统计与相关分析结果(N=17

 

352)

变量 M SD 亲子关系 自尊 心理素质 自杀意念

亲子关系 3.83 0.66 1

自尊 3.18 0.52 0.54*** 1

心理素质 4.13 0.67 0.49*** 0.62*** 1

自杀意念 0.22 0.15 -0.37*** -0.47*** -0.31*** 1

  注:
 

*
 

p<0.05;
 

**
 

p<0.01;
 

***
 

p<0.001.

3.3 中介效应检验

本研究在对有调节的中介模型进行分析时,
 

将性别作为控制变量[37].
 

采用PROCESS插件检验有调节

的中介效应.
首先采用PROCESS插件的 Model

 

4进行自尊的中介效应检验,
 

结果如表2所示.
 

在预测自杀意念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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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
 

亲子关系展现出显著的负向影响(β=-0.37,
 

t=-57.35,
 

p<0.001),
 

即表现出明显的总效应.
 

当亲

子关系和自尊同时预测自杀意念时,
 

自尊对自杀意念的负面预测作用仍显著(β=-0.38,
 

t=-52.74,
 

p<
0.001),

 

亲子关系对自杀意念有明显的负面预测作用(β=-0.17,
 

t=-23.31,
 

p<0.001).
 

采用偏差校正

非参数百分Bootstrap检验,
 

研究结果显示,
 

自尊在亲子关系对自杀意念的影响中起重要的中介作用.
 

中介

效应为-0.20,
 

其置信区间为[-0.22,
 

-0.20],
 

表示中介效应对总效应贡献了56.76%.
表2 自尊中介作用的回归分析(N=17

 

352)

回归方程

结果变量 预测变量

整体拟合指标

R R2 F
回归系数显著性

β t 95%CI
 

自杀意念 性别 0.38 0.15 1
 

696.82 0.14 10.52*** [0.11,
 

0.16]

亲子关系 -0.37 -57.34*** [-0.39,
 

-0.36]

自尊 性别 0.54 0.29 4
 

056.23 -0.02 -1.60 [-0.04,
 

0.004]

亲子关系 0.54 90.06*** [0.53,
 

0.55]

自杀意念 性别 0.50 0.25 2
 

215.64 0.14 10.63*** [0.11,
 

0.16]

亲子关系 -0.17 -23.31*** [-0.18,
 

-0.16]

自尊 -0.38 -52.74*** [-0.40,
 

-0.37]

  注:
 

模型中各连续变量均经过标准化处理之后代入回归方程.
然后,

 

采用PROCESS插件的Model
 

14对心理素质的调节作用进行检验,
 

结果如表3所示.
 

在控制性别

的情况下,
 

方程1显著,
 

表明亲子关系与自杀意念之间存在显著的负向关系(β=-0.37,
 

t=-57.35,
 

p<
0.001);

 

方程2显著,
 

即亲子关系对自尊具有显著的正向预测效应(β=0.547,
 

t=90.06,
 

p<0.001);
 

方程

3显著,
 

即自尊负向预测自杀意念(β=-0.41,
 

t=-51.74,
 

p<0.001),
 

且自尊和心理素质的交互项显著

(β=0.23,
 

t=44.32,
 

p<0.01),
 

表明心理素质调节自尊对自杀意念的影响路径.
表3 心理素质调节作用的回归分析(N=17

 

352)

变量
方程1(自杀意念)

β t 95%CI
方程2(自尊)

β t 95%CI
方程3(自杀意念)

β t 95%CI
性别 0.13 10.63*** [0.11,

 

0.15] -0.02 -1.60*** [-0.43,
 

0.04] 0.13 11.10** [0.11,
 

0.15]

亲子关系 -0.37 -57.35*** [-0.39,
 

-0.36] 0.54 90.06*** [0.53,
 

0.55] -0.19 -26.50** [-0.20,
 

-0.18]

心理素质 0.12 15.15** [0.10,
 

0.14]

自尊 -0.41 -51.74** [-0.43,
 

-0.39]

自尊×心理素质 0.23 44.32** [0.22,
 

0.24]

R2 0.25 0.29 0.32

F 2
 

215.64 4
 

056.23 1
 

855.72

图2 心理素质对自尊和自杀意念的调节作用

  通过简单斜率检验进一步分析调节作用(图2).
 

结

果显示,
 

对低心理素质的中小学生而言,
 

自尊对自杀意

念 的 影 响 较 大 (βsimple = -0.64,
 

t= -66.35,
 

p<
0.001);

 

对于高心理素质的中小学生而言,
 

自尊对自杀

意念的 影 响 较 小(βsimple= -0.18,
 

t= -19.64,
 

p<
0.001).

 

这说明随着中小学生心理素质的提升,
 

自尊对

自杀意念的负向预测作用会有所减弱,
 

表明心理素质可

以缓冲自尊对自杀意念的影响.

4 讨论

本研究旨在探讨中小学生的亲子关系与自杀意念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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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联系以及潜在的心理过程.
 

研究结果表明,
 

中小学生的自杀意念不仅受到亲子关系的直接影响,
 

还受到

自尊的间接影响.
 

此外,
 

心理素质在自尊对自杀意念影响方面发挥显著的调节作用.
4.1 亲子关系与中小学生自杀意念的关系

本研究表明,
 

中小学生的亲子关系与自杀意念之间存在直接的、
 

正向的预测关系.
 

这一发现与既往的

研究结果一致[38],
 

同时验证了本研究的假设1.
 

生态系统理论[12]和自我决定理论[14]可以解释这一结果.
 

生

态系统理论认为,
 

家庭是由相互联系、
 

相互影响的家庭成员组成的系统.
 

和谐的家庭体系对孩子的健康成

长有重大影响.
 

由于孩子年龄较小且自我发展尚未成熟,
 

他们对父母的依赖更为明显,
 

并容易受到重要他

人(特别是父母)的影响.
 

不良的亲子关系可能导致孩子主动将其内化为自身的过错,
 

将自己视为父母的负

担,
 

从而产生累赘感,
 

并可能导致自杀意念的出现.
 

根据自我决定理论,
 

个体对于与重要他人保持稳定的

亲密感和联结感有着迫切的需求.
 

也就是说,
 

当中小学生在不良亲子关系中感受不到和父母的亲密联结,
 

基本需要得不到满足时,
 

会对心理健康产生负面影响,
 

容易诱发自杀意念.
4.2 自尊的中介作用

据本研究调查所得,
 

中小学生的自尊水平能够对其自杀意念产生影响,
 

这一结论与既往研究相符[17],
 

进一步验证了假设2的准确性,
 

同时对自尊的“社会计量器理论”和“自杀行为认知模型”提供了支持.
 

中小

学生处于自我同一性发展的关键时期,
 

当面临不良亲子关系时,
 

个体可能会产生被排斥和被拒绝的感受,
 

这可能导致消极评估和自我归因,
 

使个体认为父母忽视自己是由于自身的原因.
 

当自尊心处于低水平时,
 

个体往往会呈现出极端、
 

绝对、
 

单一方向的判断倾向,
 

这种倾向可能会使个体无法控制过激思维,
 

从而导

致自杀意念的产生[40].
 

也有研究直接得出结论,
 

即低自尊是导致个体产生自杀意念的重要原因之一[41].
 

本

研究的结果支持了这种观点,
 

并提供了进一步的证据,
 

表明不良的亲子关系会引发低自尊,
 

而低自尊又会

影响自杀意念的产生和发展.
 

此外,
 

我们还揭示了低亲子关系、
 

低自尊和自杀意念之间更为具体的潜在心

理过程,
 

即低亲子关系-低自尊-自杀意念的作用路径.
4.3 心理素质的调节作用

本研究发现,
 

心理素质在中小学生自尊与自杀意念之间发挥着调节作用,
 

即随着心理素质的提升,
 

自

尊对中小学生自杀意念的负向预测作用会有所减弱,
 

这表明心理素质可以缓冲自尊对自杀意念的影响,
 

这

证实了本研究的假设3,
 

同时,
 

该研究结果还支持了心理素质作用机制理论[42].
 

心理素质是指包含认知、
 

个性和适应性等内在心理品质的综合概念.
 

在认知层面,
 

心理素质包括一般认知能力和元认知能力.
 

在个

性品质方面,
 

心理素质涵盖了理智性、
 

自信心、
 

进取心等因素.
 

在适应性维度中,
 

心理素质涵盖了情绪适

应、
 

人际适应和挫折耐受力等因素,
 

这些因素对个体心理健康水平具有重要影响[28,
 

30,
 

42],
 

是自杀意念的重

要影响因素.
 

同时,
 

高心理素质能够让个体更好地发挥自我的内在资源,
 

从而达到缓解压力的效果,
 

因此,
 

拥有高自尊和高心理素质的青少年群体,
 

表现出较低的自杀意念.
 

研究发现,
 

对于自尊心较低的青少年而

言,
 

在影响其产生自杀意念的多种因素中,
 

低自尊起着主要作用[26].
 

具有高心理素质的个体能够更有效地

适应各种外部压力,
 

包括低自尊等因素[30].
 

因此,
 

心理素质的调节作用启示我们,
 

要重视通过培养中小学

生的自尊意识、
 

提高自尊水平来降低其自杀意念;
 

更要重视完善心理素质教育,
 

提升中小学生心理素质,
 

这对降低其自杀意念有着重要意义.
4.4 本研究的价值与局限

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
 

本研究深入探讨了亲子关系在中小学生自杀意念潜在心理过程中的作用,
 

既有

理论意义,
 

也有实践价值.
 

在理论层面,
 

本研究揭示了亲子关系、
 

自尊、
 

心理素质和自杀意念之间的复杂互

动关系,
 

对于我们深入了解中小学生自杀意念的形成和发展机制具有重要意义.
 

在实践层面,
 

研究中小学

生自杀意念的心理过程对于预防和干预自杀至关重要.
 

首先,
 

家长应高度关注亲子关系,
 

因为不良亲子关

系是青少年产生自杀意念的先决条件.
 

家长应抽出更多的时间参与到孩子的生活和学习中,
 

真正走进孩子

的心里.
 

其次,
 

通过提升个人自尊心,
 

可以有效降低自杀意念的产生.
 

重视中小学生自尊心的培养,
 

引导他

们树立积极的自我意识,
 

也能达到减少自杀意念的目的.
 

同时,
 

更要重视通过多种途径加强中小学生的心

理健康教育,
 

增强学生的心理弹性,
 

培养乐观、
 

希望、
 

自信、
 

独立等积极心理品质,
 

提高心理素质.
本研究也存在一些局限.

 

首先,
 

本研究采用的是横断研究设计,
 

它无法推断各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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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
 

未来的研究可以考虑采用纵向研究设计.
 

其次,
 

就自陈式问卷报告而言,
 

对于小学低年级学生来说,
 

可能存在对题目理解不准确的情况,
 

导致自我报告存在偏差.
 

因此,
 

未来的研究可以采用自我报告和他人

报告(如家长)结合的方式.

5 结论

(1)
 

亲子关系能显著负向预测中小学生的自杀意念,
 

显著正向预测自尊水平;
 

自尊水平显著负向预测

中小学生的自杀意念;
(2)

 

自尊水平在亲子关系与中小学生自杀意念的关系中起中介作用;
(3)

 

心理素质在自尊与中小学生自杀意念的关系中起调节作用.

参考文献:
[1] ARSENEAULT

 

L.
 

The
 

Long-Term
 

Impact
 

of
 

Bullying
 

Victimization
 

on
 

Mental
 

Health
 

[J].
 

World
 

Psychiatry:
 

Official
 

Journal
 

of
 

the
 

World
 

Psychiatric
 

Association
 

(WPA),
 

2017,
 

16(1):
 

27-28.
[2] 陈君,

 

杨娟,
 

朱熊兆,
 

等.
 

高中生自杀意念的素质—应激模型:
 

多时段追踪研究
 

[J].
 

心理科学,
 

2011,
 

34(3):
 

733-737.
[3] 董永海,

 

刘芸,
 

刘磊,
 

等.
 

中国中学生自杀相关行为报告率的 Meta分析
 

[J].
 

中国学校卫生,
 

2014,
 

35(4):
 

532-536.
[4] SHANG

 

L,
 

LI
 

J,
 

LI
 

Y,
 

et
 

al.
 

Stressful
 

Psychosocial
 

School
 

Environment
 

and
 

Suicidal
 

Ideation
 

in
 

Chinese
 

Adolescents
 

[J].
 

Social
 

Psychiatry
 

and
 

Psychiatric
 

Epidemiology,
 

2014,
 

49(2):
 

205-210.
[5] 周烃.

 

城乡青少年抑郁症状及自杀意念的流行病学调查———以湖南省长沙市及岳阳县为例
 

[D].
 

长沙:
 

湖南师范大学,
 

2014.
[6] BRESLIN

 

K,
 

BALABAN
 

J,
 

SHUBKIN
 

C
 

D.
 

Adolescent
 

Suicide:
 

What
 

Can
 

Pediatricians
 

Do?
 

[J].
 

Current
 

Opinion
 

in
 

Pediatrics,
 

2020,
 

32(4):
 

595-600.
[7] THOMPSON

 

M
 

P,
 

SWARTOUT
 

K.
 

Epidemiology
 

of
 

Suicide
 

Attempts
 

among
 

Youth
 

Transitioning
 

to
 

Adulthood
 

[J].
 

Journal
 

of
 

Youth
 

and
 

Adolescence,
 

2018,
 

47(4):
 

807-817.
[8] 高峰,

 

白学军,
 

章鹏,
 

等.
 

中国青少年父母教养方式与自杀意念的元分析
 

[J].
 

心理发展与教育,
 

2023,
 

39(1):
 

97-108.
[9] 胡月,

 

樊富珉,
 

戴艳军,
 

等.
 

大学生生活事件与自杀意念:
 

生命价值观的中介与调节作用
 

[J].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2016,
 

24(1):
 

149-151,
 

172.
[10]黎润新,

 

陈建梅.
 

初中生应对方式与自杀意念的关系
 

[J].
 

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
 

2016,
 

24(9):
 

1402-1406.
[11]彭小凡,

 

蔡婷婷,
 

桂腾娅,
 

等.
 

青少年心理素质在学习压力与自杀意念关系中的调节作用
 

[J].
 

中国心理卫生杂志,
 

2021,
 

35(11):
 

919-924.
[12]BRONFENBRENNER

 

U.
 

The
 

Ecology
 

of
 

Human
 

Development:
 

Experiments
 

by
 

Nature
 

and
 

Design
 

[M].
 

Cambridge,
 

US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9.
[13]胡义秋,

 

曾子豪,
 

彭丽仪,
 

等.
 

亲子关系和父母教育卷入对青少年抑郁、
 

自伤和自杀意念的影响:
 

挫败感和人生意义感

的作用
 

[J].
 

心理学报,
 

2023,
 

55(1):
 

129-141.
[14]HAZEL

 

N
 

A,
 

OPPENHEIMER
 

C
 

W,
 

TECHNOW
 

J
 

R,
 

et
 

al.
 

Parent
 

Relationship
 

Quality
 

Buffers
 

Against
 

the
 

Effect
 

of
 

Peer
 

Stressors
 

on
 

Depressive
 

Symptoms
 

from
 

Middle
 

Childhood
 

to
 

Adolescence
 

[J].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2014,
 

50(8):
 

2115-2123.
[15]GOSCHIN

 

S,
 

BRIGGS
 

J,
 

BLANCO-LUTZEN
 

S,
 

et
 

al.
 

Parental
 

Affectionless
 

Control
 

and
 

Suicidality
 

[J].
 

Journal
 

of
 

Affective
 

Disorders,
 

2013,
 

151(1):
 

1-6.
[16]SHIR

 

N,
 

NIKOLAEV
 

B
 

N,
 

WINCENT
 

J.
 

Entrepreneurship
 

and
 

Well-Being:
 

The
 

Role
 

of
 

Psychological
 

Autonomy,
 

Competence,
 

and
 

Relatedness
 

[J].
 

Journal
 

of
 

Business
 

Venturing,
 

2019,
 

34(5):
 

105875.
[17]余思,

 

刘勤学.
 

父母忽视对青少年自杀意念的影响:
 

自尊和希望的中介作用
 

[J].
 

心理发展与教育,
 

2020,
 

36(3):
 

350-358.
[18]吕书鹏,

 

王莹,
 

王昕红,
 

等.
 

父母严苛型教养方式与青少年自杀倾向:
 

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
 

[J].
 

心理发展与教育,
 

2022,
 

38(6):
 

869-878.
[19]JAMES

 

W.
 

The
 

Principles
 

of
 

Psychology
 

[J].
 

American
 

Journal
 

of
 

Psychology,
 

1950,
 

2(4):
 

761.
[20]ROSENBERG

 

M.
 

Society
 

and
 

the
 

Adolescent
 

Self-Image
 

[M].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5.
[21]KONG

 

D
 

T.
 

Ostracism
 

Perception
 

as
 

a
 

Multiplicative
 

Function
 

of
 

Trait
 

Self-Esteem,
 

Mindfulness,
 

and
 

Facial
 

Emotion
 

24 西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http://xbbjb.swu.edu.cn     第45卷



Recognition
 

Ability
 

[J].
 

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2016,
 

93:
 

68-73.
[22]吴怡霖.

 

青少年网络受欺负与自尊、
 

焦虑的关系及干预研究
 

[D].
 

武汉:
 

华中师范大学,
 

2018.
[23]GREGER

 

H
 

K,
 

MYHRE
 

A
 

K,
 

LYDERSEN
 

S,
 

et
 

al.
 

Child
 

Maltreatment
 

and
 

Quality
 

of
 

Life:
 

A
 

Study
 

of
 

Adolescents
 

in
 

Residential
 

Care
 

[J].
 

Health
 

and
 

Quality
 

of
 

Life
 

Outcomes,
 

2016,
 

14:
 

74.
[24]WENZEL

 

A,
 

BECK
 

A
 

T.
 

A
 

Cognitive
 

Model
 

of
 

Suicidal
 

Behavior:
 

Theory
 

and
 

Treatment
 

[J].
 

Applied
 

and
 

Preventive
 

Psychology,
 

2008,
 

12(4):
 

189-201.
[25]CHATARD

 

A,
 

SELIMBEGOVI
 

L,
 

KONAN
 

P
 

N
 

D.
 

Self-Esteem
 

and
 

Suicide
 

Rates
 

in
 

55
 

Nations
 

[J].
 

European
 

Journal
 

of
 

Personality,
 

2009,
 

23:
 

19-32.
[26]LI

 

D,
 

ZHANG
 

W,
 

LI
 

X,
 

et
 

al.
 

Gratitude
 

and
 

Suicidal
 

Ideation
 

and
 

Suicide
 

Attempts
 

among
 

Chinese
 

Adolescents:
 

Di-
rect,

 

Mediated,
 

and
 

Moderated
 

Effects
 

[J].
 

Journal
 

of
 

Adolescence,
 

2012,
 

35(1):
 

55-66.
[27]KWAG

 

K
 

H,
 

MARTIN
 

P,
 

RUSSELL
 

D,
 

et
 

al.
 

The
 

Impact
 

of
 

Perceived
 

Stress,
 

Social
 

Support,
 

and
 

Home-Based
 

Phys-
ical

 

Activity
 

on
 

Mental
 

Health
 

among
 

Older
 

Adults
 

[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ging
 

&
 

Human
 

Development,
 

2011,
 

72(2):
 

137-154.
[28]张大均,

 

冯正直,
 

郭成,
 

等.
 

关于学生心理素质研究的几个问题
 

[J].
 

西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0,
 

26(3):
 

56-62.
[29]张雪琪,

 

张大均,
 

林艳华,
 

等.
 

青少年心理素质与自杀意念:
 

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
 

[J].
 

西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2019,
 

41(6):
 

51-57.
[30]王鑫强,

 

张大均.
 

青少年心理素质与心理健康关系模型研究
 

[M].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15.
[31]赵占锋,

 

张大均,
 

张丽华.
 

毕节试验区初中生欺凌受害心理素质与自杀意念的关系
 

[J].
 

中国学校卫生,
 

2021,
 

42(1):
 

83-86,
 

91.
[32]王美萍,

 

张文新.
 

青少年期亲子冲突与亲子亲合的发展特征
 

[J].
 

心理科学,
 

2007,
 

30(5):
 

1196-1198.
[33]夏朝云,

 

王东波,
 

吴素琴,
 

等.
 

自杀意念自评量表的初步制定
 

[J].
 

临床精神医学杂志,
 

2002,
 

12(2):
 

100-102.
[34]胡天强,

 

张大均,
 

程刚.
 

中学生心理素质问卷(简化版)的修编及信效度检验
 

[J].
 

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7,
 

43(2):
 

120-126.
[35]王萍,

 

高华,
 

许家玉,
 

等.
 

自尊量表信度效度研究
 

[J].
 

山东精神医学,
 

1998,
 

11(4):
 

31-32,
 

22.
[36]田录梅.

 

Rosenberg(1965)自尊量表中文版的美中不足
 

[J].
 

心理学探新,
 

2006,
 

26(2):
 

88-91.
[37]RICH

 

A
 

R,
 

KIRKPATRICK-SMITH
 

J,
 

BONNER
 

R
 

L,
 

et
 

al.
 

Gender
 

Differences
 

in
 

the
 

Psychosocial
 

Correlates
 

of
 

Sui-
cidal

 

Ideation
 

Among
 

Adolescents
 

[J].
 

Suicide
 

and
 

Life-Threatening
 

Behavior,
 

1992,
 

22(3):
 

364-373.
[38]ZORTEA

 

T
 

C,
 

DICKSON
 

A,
 

GRAY
 

C
 

M,
 

et
 

al.
 

Associations
 

Between
 

Experiences
 

of
 

Disrupted
 

Attachments
 

and
 

Sui-
cidal

 

Thoughts
 

and
 

Behaviours:
 

An
 

Interpretative
 

Phenomenological
 

Analysis
 

[J].
 

Social
 

Science
 

&
 

Medicine,
 

2019,
 

235:
 

112408.
[39]ZOYSA

 

P
 

D,
 

RAJAPAKSE
 

L,
 

NEWCOMBE
 

P
 

A.
 

Adaptation
 

and
 

Validation
 

of
 

the
 

Parent-Child
 

Conflict
 

Tactics
 

Scale
 

for
 

Use
 

in
 

Sri
 

Lanka
 

[J].
 

The
 

Sri
 

Lanka
 

Medical
 

Association,
 

2010,
 

50(1):
 

11-14.
[40]张康莉,

 

张晓明,
 

杨红梅.
 

认知疗法对自杀意念和行为的干预效果
 

[J].
 

实用医药杂志,
 

2009,
 

26(10):
 

74-76.
[41]SOWISLO

 

J.
 

Testing
 

Alternative
 

Models
 

of
 

the
 

Relation
 

between
 

Self-Esteem
 

and
 

Depression:
 

A
 

Longitudinal
 

Approach
 

[J].
 

2013,
 

45(2):
 

131-139.
[42]张大均.

 

青少年心理健康与心理素质培养的整合研究
 

[J].
 

心理科学,
 

2012,
 

35(3):
 

530-536.
[43]缪华灵,

 

郭成,
 

王亭月,
 

等.
 

新冠肺炎疫情下留守儿童社会适应水平及其与家庭亲密度的关系:
 

心理素质的中介作用
 

[J].
 

西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2021,
 

43(1):
 

31-38.

责任编辑 孙文静    

34第12期 
 

 李佳忆,
 

等:
 

亲子关系与中小学生自杀意念的关系:
 

自尊的中介和心理素质的调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