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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目的: 比较生活在中美两国的大学生对父母关系评价的差异。 方法: 采用自编“大学生

心理调适调查表” ( CCS AI) ,对 439名大学生 ( 239名就读于美国 , 200名就读于中国 ) 进行跨文化比

较研究。该量表有较高的同质信度和分半信度。结果: 不同种族、 性别和年龄被试对父母关系的评价

没有交互作用 ;我国大学生在 P表中对父母关系的评价比其他在美就读的中国血缘学生更积极 (P

< 0. 00001) ; 在 N表中 , 所有具有中国血缘的被试比欧美学生从更消极的角度对父母关系方面的

态度进行评价 (P < 0. 0001)。 结论:不同的社会文化使中美两国的大学生对父母关系的评价态度表

现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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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raisal s of the Pare ntal Re lat ion Bet we en t he Ame r ican and Chine se Coll ege Stude nt s

Wang Xin et al, Depa rtment o f Educa tion, Hebei No rma l Univ er sity , Shijiazhuang

　　　　 O bjective : To compare the differ ences of a ttitude to parental relation between the colleg e

students w ho were studying in Hawaii and in China. M ethods: The Co lleg e Student 's Adjustment

Invento ry wa s used and 439 students we re tested ( 239 students we re studying in Hawaii and 200

students in China ) . The scale had high internal consistency and split - ha lf r eliability. Resul ts:

The re w ere no tw o - way intera ctions among ethnicity, sex , and age. Th e students who we re

studying in China evaluated mo re po sitiv e in pa rental r ela tion than o the r Chinese decent students

studying in America on P scale (P < 0. 00001) . All Chinese decent subjec ts had mo re pa rental rela-

tion problems than Cauca sian on N scale (P < 0. 0001) . Co nclus ion: Culture contributes to differ-

ent appraisals o f pa rental r elation betw een the American and the Chinese decent colleg e students.

　　　　 K ey words: Colleg e student, Psycho social adjustment , Pa rental relation

　　 大学生进入大学学习以后 ,离开了养育

他们十几年的父母 ,从生活和心理上摆脱了

对父母的依赖 ,开始独立面对社会现实和未

来。此时 ,他们开始意识到自己社会地位的变

化 ,并且通过自我反省重新评价自己以及与

父母的关系。近几年来 ,许多学者就大学生对

父母关系的评价及其心理调适能力方面的研

究结果表明 ,在自我反省过程中 ,大学生常将

自己的缺点和弱点与父母教养的某些失误和

家庭的消极影响相联系 ,因而使他们感到痛

苦和失望 ,严重者还表现出孤独、抑郁、失眠、

注意力不能集中等心理问题 [ 1, 2]。新生对父

母的心理依赖更强 ,心理调适能力低于高年

级学生
[3 ]
;女生比男生更依赖于父母 , 在与

父母分离时产生的抑郁情绪更明显 [4 ] ;学习

不良学生从更消极的角度对父母关系进行评

价和认知
[5 ]
。这不仅会妨碍大学生积极的自

我评价 ,而且直接影响他们在校期间的学业、

情绪和生活质量 ,进而影响了大学生心理发

展和心理健康水平。

以上研究多是在本民族文化中进行的 ,

对不同文化背景下大学生心理调适方面的比

较研究不多。有研究表明文化因素可影响人

们的世界观、价值观、对现实的态度及行为方

式
[6 ]
。 也可能不同程度地影响大学生对父母

关系的重新评价。本研究用自编的大学生心

理调适综合量表 ,对生活在中美两国的部分

大学生对父母关系评价的心理调适问题作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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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文化比较研究。

1　材料与对象

1. 1　材料

根据以往的经验 ,结合与大学生交谈中

的体会 ,确定大学生中普遍面临的有关心理

调适问题和维度 ,编制了大学生心理调适调

查表 ( Co lleg e Student Adjustment Invento-

ry , 简称 CSAI) ,由两个分量表组成。一个分

量表是从积极、正向的方面来阐述大学生所

面对的问题 ( P表 ) ,因素分析获得健康满意、

经济状况、父母关系、学业 /就业和人际关系

等 5个因素 , 各因素间的相关系数 r= 0. 04

～ 0. 35, CronbachT为 0. 88,分半信度 r= 0.

83(P < 0. 0
0,e



分高于其他中国血缘的在美就读的学生 ;在

N表中 ,所有具有中国血统的学生得分高于

欧美后裔组。 另外 ,我国大学生在人际关系、

经济状况以及自尊 /自信方面与其他种族也

有显著的差异 (附表 )。

附表　各种族大学生在 P表和 N表中对父母关系的评价 ( x± s)

变　　量 欧美后裔 (Ⅰ )
(n= 55)

中西方混血
(Ⅱ ) (n= 56)

港台学生 (Ⅲ )
(n= 49)

中国学生 (Ⅳ )
(n= 200)

美籍华人 (Ⅴ )
(n= 79) F值 组间比较*

父母关系 ( P) 12. 23± 2. 19 11. 52± 2. 67 12. 02± 2. 03 13. 49± 2. 24 11. 15± 2. 66 18. 44* Ⅳ > Ⅰ ,Ⅲ ,Ⅱ ,Ⅴ
( N) 3. 71± 3. 07 5. 46± 3. 81 5. 96± 2. 61 5. 92± 3. 08 6. 37± 3. 44 6. 75* Ⅴ ,Ⅲ ,Ⅳ ,Ⅱ > Ⅰ

学　　业 ( P) 22. 60± 4. 08 20. 66± 5. 45 21. 63± 3. 69 21. 30± 4. 42 19. 18± 4. 27 4. 55* Ⅰ ,Ⅳ , > Ⅴ
( N) 11. 93± 4. 84 14. 61± 5. 91 13. 04± 6. 24 12. 61± 5. 24 14. 49± 5. 43 2. 75 NS

人际关系 ( P) 8. 78± 1. 96 9. 13± 2. 05 8. 84± 1. 78 8. 47± 1. 90 8. 95± 1. 57 1. 63 NS

( N) 8. 11± 4. 83 9. 39± 5. 14 10. 51± 4. 07 13. 84± 5. 71 10. 71± 5. 47 14. 92* Ⅳ > Ⅴ ,Ⅲ ,Ⅱ ,Ⅰ

经济状况 ( P) 6. 95± 3. 14 6. 30± 3. 02 7. 24± 2. 69 7. 65± 2. 73 7. 36± 2. 90 2. 61 NS

( N) 4. 64± 2. 38 5. 18± 2. 32 5. 41± 2. 71 6. 45± 2. 46 5. 29± 2. 13 7. 67* Ⅳ > Ⅴ ,Ⅱ ,Ⅰ
健康状况 ( P) 9. 09± 3. 77 8. 84± 3. 74 9. 55± 3. 93 9. 97± 3. 92 9. 58± 4. 49 2. 89* Ⅳ > Ⅴ

( N) 17. 15± 3. 35 16. 82± 3. 67 17. 53± 2. 90 17. 18± 3. 51 15. 65± 3. 18 1. 15 NS

未来 /就业 ( N) 5. 11± 3. 87 6. 16± 3. 17 5. 61± 2. 84 5. 33± 3. 24 6. 78± 3. 50 3. 05* NS

自尊 /自信 ( N) 9. 51± 4. 89 11. 57± 5. 51 12. 90± 5. 95 13. 95± 5. 12 11. 44± 5. 29 9. 53* Ⅳ > Ⅴ ,Ⅰ ,Ⅲ > Ⅰ

　　　* P < 0. 01

3　讨　　论

大学生进入大学学习 ,逐步脱离对父母

的物质方面和心理上的依赖后 ,逐渐就家庭

对自己的世界观、人生观以及行为方式形成

的影响以及自己与父母的关系进行重新评

价。从进化论的观点来看 ,对父母关系的评价

具有保护个体与环境处于协调的内部自动平

衡状态的功能 ,必然会受到文化的影响 ,表现

出一定的差异性。从本研究结果可以看出 ,所

有具有中国血缘的大学生从更消极的角度评

价自己与父母的关系 ;而国内大学生比其他

种族的大学生从更积极的角度评价与父母的

关系。这里仅从传统文化对人们的影响 ,就生

活在不同文化背景中的大学生对父母关系的

评价差异的成因加以讨论 ,以期使大学生认

识到在父母关系调适方面的客观因素的影

响 ,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提高自己的心理调适

能力。

生活在中美两国不同的文化背景下的大

学生 ,由于社会大环境的影响以及在学校和

家庭所接受的传统观念的不同 ,两国大学生

的家庭和父母评价的态度会有许多的不同。

我国是具有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 ,家庭观念

重 ,儒家思想对人们的影响根深蒂固
[6 ]
。随近

年的改革开放 ,西方的文化不断地渗入到我

国的社会文化中 ,人们的价值观、人生观在逐

渐发生着变化。 在中国社会文化环境中长大

的大学生 ,受着中国传统的家庭孝道的影响 ,

同时又受着现代文化思想的冲击。这使他们

与父母之间的观念产生了一定的心理距离 ,

形成心理上的隔阂 ,“代沟”的距离加大。他们

的父母是在动乱的岁月中成长起来的一代

人 ,独特的人生体验使他们更深切的体会和

看中知识的重要性。于是他们对自己的子女

寄予过高的期望 ,几乎不惜牺牲自己的一切

使子女成材。从本研究的结果可以看出 ,中国

大学生对 P表的反映认为父母能够理解他

们 ,并对自己的家庭生活和睦感到满意。但对

N表的反映却认为父母为自己做出过多的

牺牲感到内疚 ,对父母的过高期望、试图控制

感到不满。 由于家庭成为传统中国社会中较

重要的运作单位 ,他们既想尽早地从父母的

约束中脱离出来 ,又考虑自己的行为对社会

和家庭影响。因此 ,在处理与父母的关系上成

为我国大学生常常面对的心理调适方面的问

题之一。

在美国出生长大的美籍华人学生以及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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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混血学生 ,他们在家庭里接受的中国传

统文化的观念随着西方强调个人主义色彩的

观念而逐渐因同辈、学校环境以及大众传播

的影响而受到侵蚀。美国社会文化强调自我

和独立的个人主义的行为模式正好与中国传

统社会所重视的孝道观念形成尖锐的对立 ,

使得他们面对着是否有必要保持自己原有的

传统文化和习惯以及民族认同的特点的选

择。当个体同时接触而又必须忠于两种迥然

不同的文化时 ,就会危害其心理健康水平 [7 ]。

这种由于家庭与社会不同教育而导致的矛

盾 ,随着年龄的增长 , 需要通过自己在某种

文化中长期生活而逐渐进行自我调适 ,达到

心理的平衡。

本研究结果还表明 ,中国传统观念的孝

道意识形态不仅影响着生活在中国文化氛围

的中国人 ,也影响着早已生活在外国 ,并在国

外长大的华人 ,甚至影响着只有部分中国血

缘的中西方混血的大学生。 说明家庭教育在

个体世界观形成过程中的重要性。

Lapsley和 Lopes[3, 4 ]的研究也表明 , 一

年级女大学生比男生和其他年级女生对父母

更依靠 ,在情绪上更依恋。 在本研究中 ,年级

与性别之间没有交互作用 ,并且两个变量在

父母关系方面的差异也不显著。 本研究的结

果表明 ,大学生的性别和年级与对父母关系

的态度没有必然联系。 这个问题尚需进行进

一步的研究。

(该项研究得到美国夏威夷大学心理系

教授 A. J. Marsella的支持和指导 , 在此表

示深深的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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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年以后除开病例摘要以外 ,仍然每年有

120篇以上的文献 ,并且在逐年增加。 因此 ,

应当出版一本中国儿童少年精神医学方面的

杂志 ,这对加强专科学术交流 ,促进学科发展

有着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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