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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抑郁情绪与家庭亲密度、孤独感的关系
刘皓宇

(淮北师范大学 教育学院,安徽 淮北235000)
摘 要:为了探讨家庭亲密度与抑郁情绪的关系,以及孤独感在家庭亲密度与抑郁情绪间的作用机制,

采用家庭环境量表、抑郁自评量表和孤独感量表对310名大学生进行随机调查。结果发现,身体健康状况差

的大学生更容易产生抑郁情绪与孤独感,家庭关系破裂的大学生家庭亲密度较低;家庭亲密度与抑郁情绪之

间存在显著负相关;孤独感与抑郁情绪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家庭亲密度与孤独感之间存在负相关;家庭亲

密度、孤独感对抑郁情绪均有显著的预测作用,且孤独感在家庭亲密度与抑郁情绪之间存在部分中介作用。
研究认为,无论是直接调节抑郁情绪还是通过孤独感间接调节抑郁情绪,家庭亲密度对抑郁情绪都具有显著

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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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问题的提出

抑郁是常见的负面情绪之一,出现抑郁的个

体往往会经历悲观、消极、痛苦、自责等负面情绪

体验。抑郁状态常见于青春期后各个年龄阶段的

群体,但调查显示,目前我国大学生出现抑郁的人

数比例高达20%~60%[1]4,已超过国际大学生的

平均抑郁水平。抑郁情绪的加深会使个体对日常

生活失去兴趣,影响他们的学习和生活,且出现失

落感、无价值感,并伴随着一定的自虐自伤行为,
严重时甚至会危及个体生命。在心理学领域,不
同学者从不同角度对抑郁情绪进行了范围界定,
认为抑郁有时表现为一种症状,有时则是病理性

疾病。本研究从心理健康角度切入,将个体在遭

遇挫折或阻碍时出现的失落、自卑、自厌等负面情

绪界定为抑郁情绪。目前国内对抑郁情绪的研究

多集中在抑郁情绪发生的病理性机制,即研究抑

郁情绪出现时的躯体伴随状态或者疾病与抑郁情

绪的相关程度[2]。国内的研究对象多为癌症患

者[3],或易出现抑郁情绪的特殊群体,如孕妇和老

年人等。
家庭亲密度是家庭功能系统一个组成部分,

特指联系家庭成员的情感,如彼此的情感距离、爱
好活动的一致性、家庭成员共处时间等。国外关

于家庭亲密度的研究对象多集中在特殊群体,如
移民 家 庭[4]、童 年 有 被 虐 待 经 历 者[5]、非 裔 群

体[6],研究内容大多涉及家庭亲密度对家庭生活、
家庭和谐以及儿童后期成长的影响,较少涉及家

庭亲密度与个体个性之间的关系。国内学者对于

家庭的研究大多集中在家庭功能、家庭环境以及

家庭教养方式对其他因素产生的影响,较少研究

家庭亲密度[7],研究对象多为青少年群体,且集中

在农村留守儿童[8],研究内容多涉及学生的归属

感、环境适应性问题、人格特质等。孤独感作为一

种负性情感体验,当个体感到自己的人际关系单

薄,并且与自身理想状态差距较大时就会产生[9]。
孤独感是一种慢性疾病,同抑郁情绪一样,如果不

及时控制和缓解就会严重影响大学生的日常生

活,对其后期的人际关系发展造成负面影响[10]。
以往研究发现抑郁情绪与家庭亲密度、孤独

感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早在1994年,Henwood
在研究家庭与儿童孤独感的时候就发现母亲的孤

独感对儿童的孤独感影响显著[9]。国内也有学者

对影响孤独感的因素进行了研究,发现家庭适应

性可以对初中生的孤独感进行预测[11]。国外学者

在近年来对于抑郁情绪的研究多见于研究抑郁情

绪的流行病例,或对影响抑郁情绪的因素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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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综述。国内外在研究青少年抑郁情绪时,研究

对象多为临床青少年抑郁患者,涉及大学生抑郁

情绪的研究时也多从单一因素出发,研究某一因

素对于大学生抑郁情绪的影响。国内外研究均表

明家庭亲密度同抑郁情绪显著相关[12,13],家庭亲

密度高的个体较少产生抑郁情绪。阳德华早在

2000年就以中学生作为被试对家庭亲密度和抑郁

情绪的相关关系进行了研究,发现较高的家庭亲

密度能够缓解中学生的抑郁情绪[14]。此外,良好

的亲子关系和来自家庭的支持能够给个体创建温

馨和谐的家庭氛围与成长环境,给个体以尊重和

自信,可以缓解抑郁情绪和孤独感。在后续的研

究过程中,王东、朱孔美等人对中学生群体的研究

发现抑郁情绪和孤独感呈正相关,且孤独感对抑

郁情绪具有预测作用[15];张伊、何云祥等人以中老

年群体为被试,研究了家庭亲密度与抑郁情绪的

关系,并深入探究了孤独感在两者中的作用,发现

家庭亲密度较低的中老年人容易出现抑郁情绪和

孤独感,家庭亲密度对抑郁情绪存在预测作用,且
孤独感在其中起着完全中介作用[3]。

综合国内外的研究发现,以往对大学生抑郁

情绪的研究着重探讨其临床病症及特殊群体的情

绪研究,很少有探讨家庭亲密度和孤独感共同作

用于抑郁情绪时三者之间的关系。为了扩展研究

群体范围,更加全面地考察家庭亲密度、孤独感对

抑郁情绪的影响,本研究拟采用量表法测量大学

生的家庭亲密度对孤独感和抑郁的影响,采用回

归分析探讨三者间的作用机制,以丰富抑郁情绪

的影响机制研究,为提高大学生积极情绪,降低抑

郁和孤独感,提升大学生的心理适应水平和心理

健康水平提供支持。

二、对象与方法

(一)对象

随机选取河南大学、淮北师范大学被试共310
名发放问卷,回收有效问卷285份,有效回收率为

91.9%。其中,男生84人,女生201人;父母婚姻

关系完整的有262人,父母离异的14人,父(母)
亲去世的9人;身体健康的有238人,身体健康状

况一般的41人,正处于生病状况的6人;被试年

龄为18-27岁。
(二)工具及使用方法

1.家庭环境量表

本研究在测量家庭亲密度时所采用的测量工

具是费立鹏等人于1991年修订的家庭环境量表

(FamilyEnvironmentScale,FES)中文版。此量表

包括10个分量表,在本研究中只选用家庭亲密度

这一分量表对被试进行施测,共9道题,评分采用

“是否”制,回答“是”评“1”分,回答“否”评“2”分。
其中得分在0—5分的表示家庭亲密度较低,6—8
分表示家庭亲密度中等,9分及以上表示具有高家

庭亲密度。

2.流调用抑郁情绪自评量表

选用流调用抑郁自评量表(CenterforEpide-
miologicStudies-Depression,CES-D),由美国国立

精神卫生研究所Sirodff于1977年编制。在该量

表中,每个条目可自评1个症状,共有20个条目。
量表评定为4级评分,按照过去1周的真实情况进

行评定,不足1天者记为0分;1-2天计1分;3-4
天计2分;5-7天计3分。其分数总和小于10分

表示没有抑郁症状出现,10—15分则出现抑郁状

态,20分以上表示抑郁明显,25分以上表示抑郁状态

严重。

3.UCLA孤独感自评量表

本研究采用的是简化后的 UCLA孤独感自评

量表第2版[16],该量表共20道题目,其中内容维度

只针对被试的孤独状态。得分计算方法为“从不”计

1分,“很少”计2分,“有时”计3分,“一直”计4分,
其中有9道反向计分,最后相加后总分为44分以上

表示高度孤独状态,28分以下表示低度孤独状态,

33—39分之间则表示自然状态,28—33表示一般偏

下孤独,39—44分表示一般偏上孤独。
(三)数据处理

采用SPSS21.0统计软件对数据进行统计分

析,方法包括差异检验、相关分析、中介效应检验。

三、结果

(一)大学生抑郁、家庭亲密度与孤独感在人口

学变量上的差异分析

对大学生家庭亲密度、孤独感与抑郁情绪在性

别、家庭来源、家庭关系、健康状况等人口学变量上

的差异进行检验。结果显示,不同家庭关系的大学

生在家庭亲密度上存在显著差异(p=0.02)。家庭

关系完整的大学生家庭亲密度最高,父母离异的家

庭亲密度最低;不同身体健康状况的大学生在抑郁

情绪和孤独感上存在显著差异(p<0.001),即虚弱

或处于生病状态的大学生的抑郁情绪和孤独感都显

著高于身体健康的大学生。大学生家庭亲密度、抑
郁情绪和孤独感在其他人口学变量,如性别、家庭来

源等不存在显著差异。具体情况见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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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人口学因素在家庭亲密度、抑郁情绪、

孤独感上的差异分析

变量 家庭亲密度 抑郁情绪 孤独感

家庭关系

家庭关系完整 6.74±1.66 11.32±11.74 43.85±8.11

父母离异 5.50±1.60 15.07±13.25 46.79±6.00

父母去世 6.22±1.99 11.89±10.33 47.33±3.94

t 3.985* 0.678 1.678

健康状况

健康 6.70±1.05 9,71±10.27 43.22±7.89

一般 6.44±1.98 21.49±13.62 48.39±6.91

生病 6.50±1.05 15.67±19.38 49.83±6.40

t 0.464 20.383** 9.508**

  注:*表示p<0.05;**表示p<0.01。以下同

(二)大学生抑郁、家庭亲密度与孤独感的相关

分析

大学生家庭亲密度与抑郁情绪呈负相关关系

(r=-0.306,p<0.01),家庭亲密度与孤独感呈负

相关关系(r=-0.282,p <0.01),大学生抑郁情

绪与孤独感呈显著正相关关系(r =0.461,p <
0.01)。见表2。

表2 家庭亲密度与大学生抑郁情绪、孤独感的相关分析(r)

变量 1 2 3
1.家庭亲密度 1

2.大学生抑郁情绪 -0.306** 1

3.大学生孤独感 -0.282** 0.461** 1

  (三)孤独感在大学生家庭亲密度与抑郁情绪之

间的中介效应检验

第一步,以家庭亲密度为预测变量,以抑郁情绪

为结果变量进行回归分析;第二步,以家庭亲密度为

预测变量,以孤独感为结果变量进行回归分析;第三

步,以家庭亲密度和大学生抑郁情绪为预测变量,以
孤独感为结果变量进行回归分析。结果发现家庭亲

密度对 大 学 生 抑 郁 情 绪 的 直 接 效 应 显 著(β =
-2.134,p<0.001),中介变量孤独感对大学生抑

郁情绪作用显著(β=-0.602,p <0.001)。孤独

感在家庭亲密度和大学生抑郁情绪中起部分中介作

用。大学生孤独感对家庭亲密度与大学生抑郁情绪

的回归模型拟合良好,各项指标正常。见表3。
表3 大学生孤独感在家庭亲密度与大学生抑郁情绪的

中介效应检验

步骤 结果变量 预测变量 ΔR2 β t p

第一步 抑郁情绪 家庭亲密度 0.091-2.134-5.4140.00

第二步 孤独感 家庭亲密度 0.076 -1.33-4.9510.00

第三步 抑郁情绪
家庭亲密

度、孤独感
0.247-1.332-3.5510.00

0.602 7.563 0.00

四、讨论

(一)大学生家庭亲密度、抑郁和孤独感现状分

析与讨论

调查结果表明,大学生出现抑郁症状的占总体

的36.7%,其中出现明显抑郁症状的占22.0%,大学

生家庭亲密度处于中等水平的有81.4%。这说明大

学生的家庭亲密度总体水平是良好的,但还不具备

高水平的家庭亲密度,且家庭亲密度处于低水平的

仍有近20%,说明大学生家庭亲密度状况仍需继续

改善。描述统计结果表明,我国当代大学生抑郁现

状严峻,需要加以重视,需要及时预防大学生抑郁情

绪的出现,并对已有抑郁情绪的大学生加以关注和

治疗。
大学生的家庭亲密度在性别、家庭来源、健康状

况等方面不存在显著差异,其中性别、家庭来源的研

究结果同冯先刚[17]等人的研究一致。随着社会的

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逐渐上升,不管是来自农村还

是城市的孩子都能够得到父母更好的照料,因此城

市和农村的孩子在家庭亲密度上的感受并不会产生

太大的差异。但结果显示大学生的家庭亲密度在家

庭关系上存在显著差异:家庭关系完整的家庭亲密

度得分显著高于家庭关系破裂的(父母离异/去世);
父母去世的大学生家庭亲密度得分显著高于父母离

异的。
本研究认为存在这一现状的原因可能是由以下

几个方面的原因造成的:从父母的角度来看,家庭关

系完整的家庭能够给予孩子完整的关爱,而离异或

亲人去世造成的单亲家庭则无法提供完整的关爱,
并且家庭关系的维持会较普通家庭更为困难。从个

体的角度来看,单亲家庭会更容易让个体缺乏信任

和关爱,更容易产生自卑情绪和逆反心理,从而失去

爱的能力,也就无法感受到关爱与亲密。
大学生抑郁情绪在健康状况上存在显著差异。

身体健康一般的大学生更容易产生抑郁情绪;处于

生病状态的人群抑郁情绪得分高于健康人群的抑郁

情绪得分[18]。本研究认为产生这一结果的原因可

能是身体处于亚健康状况的大学生活动的自由度受

到了限制,人际交往方面也受到了影响,由此更容易

产生抑郁情绪。
由描述统计结果可知,处于自然状态下的大学

生只有15.1%,而处于高度孤独状态的大学生有

53.0%,由此可见,当代大学生的孤独情绪严重,需
要格外重视。应帮助大学生增加人际交往,及时对

大学生的孤独心理进行疏导,排解大学生的孤独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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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调查表明大学生的孤独感在健康状况上存在着

显著差异(p<0.001):从健康状况来看,生病的大

学生孤独感得分更高,这可能与其生病时情绪容易

低落、不愿与朋友交往、缺乏必要的户外活动等因素

有关。
(二)家庭亲密度、孤独感与大学生抑郁情绪的

关系分析与讨论

研究使用皮尔逊积差相关分析检验家庭亲密

度、孤独感与大学生抑郁情绪三者的相关关系,结果

显示,大学生家庭亲密度得分越高,抑郁情绪越低,
孤独感得分越低;大学生抑郁情绪和孤独感得分越

高,抑郁情绪得分也越高,这与以往文献研究结果一

致[19,8]。原因可能是大学生的家庭亲密度与家人的

支持和关爱有着密切的关系。个体在日常生活中可

以得到家人的支持和关心,在陷入情绪困境时也能

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自身的抑郁情绪,同时,家人的

陪伴和支持也能给予个体足够的安全感,缓解其孤

独感的产生。当缺少家庭支持和帮助的时候,个体

陷入情绪困境,一般都会选择自我消化和排解,这会

导致个体的压力增加,并且个体不一定会选择正确

的方式加以发泄,就会产生迷茫无助,从而加深自身

的抑郁情绪和孤独感。
此外,研究使用逐步回归分析验证家庭亲密度、

孤独感与大学生抑郁情绪的中介模型,结果显示,家
庭亲密度对于大学生抑郁情绪、孤独感具有负向预

测作用;抑郁情绪对家庭亲密度具有负向预测作用,
对孤独感为正向预测作用,且作用均显著。可以得

出,家庭亲密度对于大学生抑郁情绪直接效应显著,
孤独感对于大学生抑郁情绪直接作用显著,且孤独

感在家庭亲密度与大学生抑郁情绪之间起部分中介

作用。这一结果与张伊、何祥云等人的研究结果部

分一致[3]。张伊等人的研究发现,孤独感完全中介

了家庭亲密度与抑郁情绪之间的关系,中老年抑郁

情绪与家庭亲密度和适应性显著相关。这可能是由

于本研究的研究对象为在校大学生,相对于中老年

被试,他们个体经历过少,对孤独感的忍耐度较低,
孤独感对其抑郁情绪的影响作用就显著放大。

五、结论与不足

通过以上调查与分析,本研究发现:(1)家庭亲

密度在性别和家庭关系上差异显著(p <0.05),大
学生的健康状况对其抑郁情绪、孤独感影响显著(p
<0.05);(2)家庭亲密度与大学生抑郁情绪呈显著

负相关,即大学生的家庭亲密度得分越高,则其抑郁

情绪越低;孤独感与大学生抑郁情绪呈显著正相关,

即孤独感得分越高,大学生抑郁情绪得分越高;家庭

亲密度与大学生孤独感呈显著负相关,即家庭亲密

度得分越高,大学生的孤独感得分越低;(3)大学生

孤独感在家庭亲密度与抑郁情绪之间起部分中介作

用,当大学生家庭亲密度不易改善时,可选择通过降

低大学生孤独感帮助其缓解抑郁情绪。
本研究还存在一定的局限性。首先,本研究为

横断研究,无法对因果关系做出准确推论,后续可结

合纵向研究或相关实验范式进行完善。其次,本研

究调查范围为师范类高校,取样集中,导致男女比例

不平衡。最后,本研究只进行单一中介变量孤独感

对抑郁情绪的影响,未考虑潜在变量或调解变量对

其影响,未来可考虑从多角度测量大学生抑郁情绪

与其他变量的关系,从而得出更为精确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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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InfluenceofFamilyIntimacyonDepression:
theMediatingEffectofLoneliness

LIUHaoyu
(HuaibeiNormalUniversity,Huaibei235000,China)

Abstract:Theobjectiveofthispaperistoexploretherelationshipbetweenfamilyintimacyanddepressionandthemechanism
oflonelinessintherelationshipbetweenfamilyintimacyanddepression.Themethodsareasfollow:310collegestudentswere
measuredbyfamilyenvironmentscale(FES),depressionself-ratingscale(CED-S)andlonelinessscale(UCLA).Wegetthe
followingresults:(1)collegestudentswithpoorphysicalhealthweremorelikelytosufferfromdepressionandloneliness,and
collegestudentswithbrokenfamilyrelationshiphadlowerfamilyintimacy;(2)therewasasignificantnegativecorrelationbe-
tweenfamilyclosenessanddepression.Therewasasignificantpositivecorrelationbetweenlonelinessanddepression.Thereis
anegativecorrelationbetweenfamilyclosenessandloneliness.(3)familyintimacyandlonelinesshavesignificantpredictive
effectsondepression,andlonelinesshassomemediatingeffectsbetweenfamilyintimacyanddepression.Finallywecometo
suchaconclusion:whetherfamilyintimacydirectlyorindirectlyregulatesdepressionthroughloneliness,ithasasignificant
effect.
Keywords:depression;familyintimacy;loneliness;college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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