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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探讨中职学生自我接纳在父母教养方式与社交恐惧之间的中介作用，为其心理

干预方案的制定提供依据。方法 以 1 253 名中职学生为被试群体，采用简明社交恐惧量表（BSPS）、自

我接纳量表（SAQ）和父母教养方式量表（EMBU）进行横断面研究。采用结构方程模型和 Bootstrap 法验

证自我接纳在父母教养方式与社交恐惧之间的中介作用。结果 结果表明，除父母偏爱因子外，社交

恐惧与父母教养方式其他 9 个因子显著相关（Ps ＜ 0.01）；社交恐惧与自我接纳、自我评价显著负相关

（Ps ＜ 0.01）；自我接纳、自我评价与父母教养方式中的部分因子显著相关（Ps ＜ 0.01）；结构方程模型结

果显示，自我接纳在父母教养方式与社交恐惧之间起中介作用（χ2/df=5.50，RMSEA=0.060，CFI=0.973，

TLI=0.961，SRMR=0.047）；Bootstrap 检验结果表明，自我接纳的中介效应贡献率为 76.47%。结论 自我

接纳在父母教养方式和社交恐惧之间起完全中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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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s To explore the mediating role of self-acceptance between parenting style and 
social phobia， so as to provide evidence for the formulation of intervention plan. Methods A total of 1 253 
students from secondary vocational schools were recruited as the research subject. A cross-sectional study was 
carried out with the Brief Social Phobia Scale （BSPS）， the Self-Acceptance Questionnaire （SAQ） and Egma 
Minnen av Bardndosnauppforstran （EMBU）. The structure equation model and bootstrap were adopted to 
verify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self-acceptance between parenting style and social phobia. Results Apart from 
parental preference factor， social phobia is significantly correlated with 9 factors of parenting style （Ps ＜ 0.01）. 
Social phobia is significantly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self-acceptance and self-assessment （Ps ＜ 0.01）. Self-
acceptance and self-assessment are significantly correlated with most factors of parenting style （Ps ＜ 0.01）. The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 showed that self-acceptance played a fully mediation role between parenting style and 
social phobia （χ2/df=5.50， RMSEA=0.060， CFI=0.973， TLI=0.961， SRMR=0.047）. Bootstrapping indicated 
that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self-acceptance accounted for 76.47%. Conclusions Self-acceptance has a fully 
mediating effect between parenting style and social phob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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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 交 恐 惧（social phobia）又 称 社 交 焦 虑（social 

anxiety），是指人们在社交场合中见的一种情绪体

验，其特点是对他人的评价感到强烈的紧张和恐惧。

当社交恐惧情绪达到一定严重程度时，如造成功能

损害，将发展为社交恐怖症（social phobia）或社交焦

虑障碍（social anxiety disorder， SAD）［1］。从个体发

展全程来看，个体在青春期体验到的社交恐惧水平

最高。高社交恐惧的个体常常害怕被人审视，一旦

发现别人注意自己便不自然，不敢与人对视，不敢

在公共场合演讲，故回避社交，在极端情形下可导

致社交隔离；同时伴有自我评价低和害怕批评，可

有脸红、手抖、恶心或尿急等症状，症状可发展到惊

恐发作的程度［2］。

肖融等［3］研究表明，社交恐惧者的父母对子女

有过多的拒绝和惩罚，缺乏情感温暖和理解。栾雅

松等［4］、赵伟等［5］研究表明，家庭成长环境是社交

恐惧的重要影响因素，如父母教育方式、家庭氛围

等。从发展心理学的角度看，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

父母教养方式是外因，个体内在的自我接纳与评价

是内因，因此，本研究将考察父母教养方式是否通

过自我接纳（包括自我评价）对社交恐惧产生影响。

以往关于社交焦虑或社交恐惧的研究，多以大学生

和中学生为被试群体，而对于中职学生社交恐惧的

研究不多。因此，本研究以中职学生为目标群体，

探讨家庭教养方式对社交恐惧的影响及自我接纳对

二者的中介作用，为中职学生的心理干预提供依据。

对象与方法

1. 研究对象：首先将大庆市 14 所中职学校，按

照理工科、医科、艺术类、综合类及涉外分为5类，将

学校编号后，在每类学校中随机抽取一所。根据已

有研究数据，大学生社交焦虑的发生率为16.57%［6］，

按允许误差为0.15，95%可置信水平 t=1.96时，按照

5 所学校在校生构成比，抽取调查样本 897 人，并以

15%无效问卷估计，另外调查135人，共计1 032人为

调查样本。2013年10—11月，调查员经统一培训后，

采用随机整群抽样的方法，以班级为单位进行心理

测评。实际发放问卷1 300份，回收有效问卷1 253份，

有效回收率为96.3%，参与者的年龄15~20岁，平均

（17.1±1.5）岁，其中女生401人（32%），男生852人（68%）。

2. 研究工具：（1）父母教养方式评价量表（Egma 

Minnen av Bardndosnauppforstran， EMBU），由岳冬梅

等［7］修订，共计 66 道题目，从父亲教养方式中抽取

6 个主因素，分别是：Ⅰ情感温暖、Ⅱ惩罚、Ⅲ过分

干涉、Ⅳ偏爱被试、Ⅴ拒绝否认、Ⅵ过度保护；母亲

教养方式中抽取 5 个主因素，依次为：Ⅰ情感温暖、

Ⅱ过分干涉和过分保护、Ⅲ拒绝否认、Ⅳ惩罚严厉、

Ⅴ偏爱被试，每个条目采用 4 点评分（从不、偶尔、

经常、总是）。（2）自我接纳问卷（The Self-Acceptance 

Questionnaire， SAQ），由丛中、高文凤［8］编制，包括

自我接纳和自我评价两个因子，共 16 个条目，采用

4 级评分，总量表得分越高，表明被试者的自我接

纳程度越高；反之则越低。（3）简明社交恐怖量表

（Brief Social Phobia Scale， BSPS），由 Davidson 等［9-10］

于 1991 年编制，是一种用于量化社交恐惧症状及严

重程度的量表，它由 18 个条目组成，每一条目采用

5 级评分。

3. 测试过程：主试为心理学专业教师和研究生，

进入调查学校经学生知情同意后，采用统一指导语、

纸笔集体测试，并发放小礼物，运用 Epidata 3.1 数据

库对数据进行双录入。

4. 统计学方法：正态分布数据用均数 ± 标准

差（x±s）表示，非正态数据用 M（P25，P75）表示。采

用 SPSS 23.0 统计软件对数据进行 t 检验、非参数

MannWhitney 检验、Pearson 相关分析、回归分析；采

用 Mplus 7.0 构建变量间的关系模型及计算路径系

数，确定自我接纳在父母教养方式和社交恐惧之间

的中介作用；采用 Bootstrap 法对中介效应进行检验。

P ＜ 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  果

1. 不同性别中职学生各量表评分：见表 1。不

同性别的中职学生在社交恐惧、自我接纳、父亲温

暖、父亲惩罚、父亲拒绝、父亲保护、母亲温暖、母

亲惩罚变量得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各变量的相关分析：见表 2。

3.分层回归分析：见表3。以社交恐惧为因变量，

以性别、年龄、自我接纳问卷的 2 个维度及父母教养

方式的 11 个维度为自变量进行逐步回归分析。性

别、年龄为第一层变量，自我接纳和教养方式各维

度为第二层变量。结果表明，自我接纳等自变量对

社交恐惧有显著预测作用，解释 23.8% 的方差。

4. 中介效应分析：根据上述分析结果及理论假

设，本研究构建结构方程模型以验证自我接纳在

父母教养方式与社交恐惧中的中介作用。由于父

母教养方式的 11 个维度存在共性线问题，通过结

构方程拟合指标，对意义不显著的维度进行删减

后，见图 1。结果显示：χ2/df=5.50，RMSEA=0.0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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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FI=0.973，TLI=0.961，SRMR=0.047，说 明 模 型 拟

合度良好。父母教养方式对社交恐惧的直接效应

为 0.07（P ＞ 0.05），对自我接纳的直接效应为 -0.36

（P ＜ 0.001），而自我接纳对社交恐惧的直接效应

为 -0.57（P ＜ 0.001），性别和年龄为协变量。

采用 Bootstrap 法对自我接纳的中介效应进行检

验，抽样数为 2 000，可信区间为 95%。表 4 结果表

明，父母教养方式通过自我接纳对社交恐惧的间接

作用的系数为 0.208，其 95%CI=0.129~0.351，自我

接纳的中介效应成立，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 76.47%

（0.208/0.272），因其直接作用路径不显著，因此自

我接纳在父母教养方式与社交恐惧之间起完全中

介作用。

讨  论

本研究对 1 253 名中职学生的父母教养方式、

自我接纳与社交恐惧进行了一项横断面调查研究，

并验证自我接纳在父母教养方式与社交恐惧间的中

介作用。首先将各变量在性别上进行了比较，结果

表明，女生社交恐惧水平显著高于男生，这与陈超［11］

研究结果一致；男生自我接纳水平显著高于女生，陈

红霞等［12］对中职学生自我接纳水平的研究，得出同

表1 不同性别学生各变量得分比较［分，x±s，M（P25，P75）］

组别 人数 社交恐惧 自我评价 自我接纳 父亲温暖 父亲惩罚 父亲干涉 父亲偏爱

女生 401 21.47±12.64 18.80±4.32 18.96±3.47 49.85±11.49 15（13，20） 21.03±4.92 10（6，13）

男生 852 18.76±11.91 19.13±4.22 20.54±3.65 52.31±10.94 17（14，22） 21.48±4.71 10（3，13）

t/Z 值 3.685a -1.261  -7.250a -3.649a -4.457a -1.547 -0.241

组别 人数 父亲拒绝 父亲保护 母亲温暖 母亲干涉 母亲拒绝 母亲惩罚 母亲偏爱

女生 401 9.35±3.17 12.93±3.13 51.36±11.38 35.69±7.92 13.19±4.72 11（9，15） 10 （6，13）

男生 852 10.25±3.49 13.86±3.38 53.71±10.91 36.54±7.47 13.67±4.79 12（10，16） 10（3，13）

t/Z 值 -4.335a -4.640a -3.504a -1.847 -1.664 -2.518b -0.206

  注：aP ＜ 0.01；bP ＜ 0.05

表2 各变量之间的 Pearson 相关分析（r 值）

变量
社交

恐惧

自我

接纳

自我

评价

父亲

温暖

父亲

惩罚

父亲

干涉

父亲

偏爱

父亲

拒绝

父亲

保护

母亲

温暖

母亲

干涉

母亲

拒绝

母亲

惩罚

社交恐惧 1

自我接纳 -0.431a 1

自我评价 -0.197a 0.180a 1

父亲温暖 -0.108a 0.237a 0.190a 1

父亲惩罚 0.183a -0.124a 0.033 0.193a 1

父亲干涉 0.203a -0.177a -0.040 -0.068b 0.586a 1

父亲偏爱 0.016 0.044 0.065b 0.228a 0.214a 0.078c 1

父亲拒绝 0.223a -0.171a 0.004 0.163a 0.730a 0.580a 0.141a 1

父亲保护 0.208a -0.111a 0.032 0.305a 0.443a 0.534a 0.227a 0.460 1

母亲温暖 -0.087a 0.229a 0.211a 0.853a 0.097a -0.052 0.176a 0.123a 0.284a 1

母亲干涉 0.263a -0.164a -0.007 0.067a 0.494a 0.718a 0.108a 0.531a 0.628a 0.148a 1

母亲拒绝 0.258a -0.177a 0.004 0.195a 0.680a 0.517a 0.125a 0.782a 0.436a 0.155a 0.620a 1

母亲惩罚 0.196a -0.126a -0.182a 0.182a 0.800a 0.468a 0.182a 0.662a 0.340a 0.163a 0.508a 0.758a 1

母亲偏爱 0.022 0.046 0.189a 0.189a 0.246a 0.091a 0.963a 0.157a 0.227a 0.213a 0.135a 0.135 0.189a

  注：aP ＜ 0.001，bP ＜ 0.05，cP ＜ 0.01

表3 自我接纳和父母教养方式对中职学生社交恐惧的预测

变量 B 值 S.E. β 值 t 值 P 值 R2 值 R2
adj 值

性别 -2.052 0.660 -0.078 -3.109 0.002 0.011 0.010

自我接纳 -1.014 0.075 -0.354 -13.551 0.000 0.193 0.192

母亲干涉 0.207 0.051 0.129 4.079 0.000 0.224 0.222

自我评价 -0.392 0.085 -0.118 -4.590 0.000 0.236 0.234

母亲拒绝 0.233 0.081 0.091 2.862 0.004 0.241 0.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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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结果；男生在父母亲温暖、父母亲惩罚、父亲拒绝

和父亲保护变量得分显著高于女生，说明父母依据

孩子性别的不同，采取不同的教养方式。

相关分析结果发现，社交恐惧与父母教养方式

中的父母惩罚、父母干涉、父母拒绝、父亲保护呈正

相关，与父母亲温暖呈负相关，与父母偏爱无相关

性，这与陈超［11］对青少年社交焦虑的研究结果完

全一致。这说明父母消极的、不恰当的教养方式易

使子女产生情绪行为问题，如社交恐惧；而父母的

温暖理解是情绪问题的保护因素。同时，本研究发

现，父母教养方式中的父母惩罚、父母干涉、父母拒

绝、父亲保护与自我接纳呈显著负相关，父母亲温

暖与自我接纳呈正相关；父母亲温暖、父母偏爱与

自我评价呈正相关，而母亲惩罚与自我评价呈负相

关，这与张书皓［13］、殷志敏［14］的研究结果一致。相

关分析同时表明，社交恐惧与自我接纳、自我评价

呈显著负相关。朱鸿博［15］对大学生的社交恐惧与

自我接纳的研究所得结果与本研究结果一致。这说

明，个体的自我接纳和自我评价水平越高，其社交

恐惧水平越低，反之亦然。这也同时验证了尽管男

生在父母亲惩罚、父亲拒绝等变量显著高于女生，

但男生的自我接纳水平高于女生，因此本研究中男

生社交恐惧水平显著低于女生。

在回归分析中，自我接纳首先进入回归方程且

对社交恐惧的解释度最大。栾雅淞等［4］研究表明，

个体常对自我的行为表现进行否定评价，易导致自

我社交信心不足，从而产生社交恐惧情绪。但如果

个体自我接纳水平相对较高，肯定自己真实的感受

并接纳自己，将不会总是在社交场合臆测他人对自

己的评价，也不会总因他人的情绪信息而担忧自己

的行为表现，这将使社交恐惧水平相对降低。因此，

通过心理干预，提升个体的自我接纳水平，进行合

理自我评价，提升自我意识，是缓解社交恐惧情绪

的有效方法。

家庭是儿童最早接触的社会环境，是个体心理

健康发展的微环境，家庭的教养方式影响个体的自

我接纳水平及情绪状态，如社交恐惧、抑郁等。因

此，本研究采用结构方程模型构建了父母教养方

图1 父母教养方式、自我接纳与社交恐惧的关系路径图

表4 中职学生自我接纳在父母教养方式与社交恐惧间的中介作用

作用路径 β 值 S.E. Est./S.E. P 值 95%CI

总效应

 父母教养方式→社交恐惧 0.272 0.030 9.058 0.000 0.213～0.331

直接效应 

 性别→社交恐惧 -0.085 0.027 -3.163 0.002 0.092～0.176

 年龄→社交恐惧 -0.035 0.024 -1.422 0.155 -0.136～0.015

 父母教养方式→自我接纳 -0.361 0.046 -7.857 0.000 -0.465～-0.283

 自我接纳→社交恐惧 -0.574 0.090 -6.377 0.000 -0.767～-0.416

 父母教养方式→社交恐惧 0.065 0.060 1.084 0.279 -0.067～0.164

间接效应

 父母教养方式→ 社交焦虑 0.208 0.054 3.824 0.000 0.129～0.3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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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自我接纳与社交恐惧之间的路径关系，结果

显示，父母教养方式对社交恐惧的直接作用不显

著，仅通过自我接纳的中介作用对社交恐惧产生

影响。Bootstrap 中介效应检验显示，中介贡献率为

76.47%，即自我接纳在家庭教养方式和社交恐惧间

起完全中介作用。该结果提示我们，可通过干预自

我接纳和自我评价水平，降低中职学生的社交恐惧

水平，这也与以往研究结果一致［16］。本研究结果认

为，父母消极的教养方式将导致个体低水平的自我

接纳［17］，害怕被否定评价；他们特别希望得到父母

及他人的肯定，然而他们对得到他人肯定性评价的

期望感又低，因而使得他们面临社交情境的恐惧感

增强。

中职学生正值青春期，是身心发展的重要阶段，

他们与同龄的初、高中学生有不一样的生涯目标，

除了学习任务外，他们面临激烈的职业竞争。加之，

此年龄段的青少年在自我意识、理想我与现实我、

自我同一性等方面易产生多样复杂的心理问题，因

此，中职学生的心理健康教育需给予积极关注，尤

其对自我接纳等自我意识方面的问题给予评估和干

预，降低其心理行为问题的发生发展，使其顺利完

成学习期向社会期的过渡。

本研究有一定的局限性，由于调查样本中，男

生人数偏多，女生人数偏少，因此研究结果对总体

的代表性可能不充分。未来在以中职学生为目标群

体的研究中，应该从全省的层面考虑中职学生人数

分布及人口学特征，以使研究样本更具有代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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