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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fluence of Parental Psychological Control on the Fear 
of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Negative Evaluation and Its 
Countermeas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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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Language is a social tool, and voice is the external representation of language and has its social nature. Related research shows that 
Yi lTo understand parents' psychological control the influence degree of the fear of negative evaluation in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analysis of self-differentiation and the mediation effect of self-construct, the negative fear scale, parents’ mental control scale, self-
differentiation questionnaire and self-construct scale to survey 936 junior middle school students, the results found that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parents psychological control and negative fear, differentiation, construct relevant significantly; the psychological 
control of mothers in junior high school h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predictive effect on their negative evaluation fear. The self-
differentiation of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has a partial mediating effect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arental psychological control 
and negative evaluation fear. Self-construct has mediating effect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arental psychological control and 
negative evaluation of fear. Self - differentiation and self - construct have dual mediating effects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arental 
psychological control and negative evaluation of fear. This indicates that parental psychological control has a direct effect on the 
negative evaluation fear of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and also indirectly affects the negative evaluation fear level through self-
differentiation and self-co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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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心理控制对初中生负面评价恐惧的影响及对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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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初中生教育中父母的情绪影响起到关键作用，为了解父母心理控制对初中生负面评价恐惧的影响程度，分析自我分化以及
自我构念的中介效应，采用负面评价恐惧量表、父母心理控制量表、自我分化问卷以及自我构念量表对 936 名初中生进行调查，
结果发现，初中生父母心理控制与负面评价恐惧、自我分化、自我构念相关显著；初中生母亲心理控制对其负面评价恐惧起
到显著正向预测作用；初中生自我分化在父母心理控制与负面评价恐惧的关系中具有部分中介效应；自我构念在父母心理控
制与负面评价恐惧的关系中具有中介效应；自我分化与自我构念在父母心理控制与负面评价恐惧的关系中具有双重中介效应。
这说明父母心理控制对初中生负面评价恐惧有直接影响，也通过自我分化与自我构念而间接影响负面评价恐惧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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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负面评价恐惧是个体在与他人接触的过程中，对他人给

出的负面的评价感到烦恼，以及预期他人会对自己产生负面

评价，并因此感到害怕焦虑 [1]。负面评价恐惧与社交焦虑关

系密切，常被认为是影响社交焦虑的核心因素。社交焦虑认

知行为模型认为社交焦虑的核心特征就是负面评价恐惧，即

感知到他人的负面评价可能会导致个体的社交焦虑，社交焦

虑就是对这些情境的综合反应 [1]。Chorpita 和 Barlow（1988）

指出，父母的教养方式是影响小学生焦虑（包括负面评价恐惧）

的关键因素，Selda（2009）等人也发现大学生对父母的严厉、

监督的感知可以预测其负面评价恐惧的发展 [2]。

父母心理控制本质上是一种忽略子女情感需求和心理需

要，操纵子女情感的控制方式，这种情感交流方式会使个体

较难察觉他人情绪，缺乏对情绪感受的适应性调节。当子女

感受到父母通过负性批评或者撤回对自己的关心时，子女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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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于对自己进行责备，并对批评或夸大父母表达的负性情绪，

容易养成消极的认知情绪调节策略。依据认知理论，个体采

用越多的自我责备、灾难化或反刍思维等消极认知调节策略，

其抑郁症状就愈加严重。在父母教养方式分化中，父母的心

理控制属于消极的教养风格，因此父母的心理程度越高，其

子女越可能产生高水平的负面评价恐惧。研究表明，父母控

制可能是影响儿童、青少年焦虑最为重要的教养行为之一 [3] 

Chorpita 和 Barlow（1988）指出，父母的教养方式是影响小

学生焦虑（包括负面评价恐惧）的关键因素 [4]。

自我分化是个体在压力情境下，灵活地调整理智与情绪，

采取适当的人际互动方式，进而维持独立和联系的平衡的能

力。良好的自我分化意味着个体能够在个人层面平衡理智与

情绪，在人际层面找到并维持自主和情感联结之间的一个最

佳的平衡状态。Nichols 和 Schwartz 的研究也显示低自我分化

个体在面对社交情景中可能存在的负面评价时通常有更多的

情绪反应，对他人经常采用情感断绝或融合 [5]。

Markus 和 Kitayama 率先提出自我构念是指个体在不同

的特定文化背景下从自我与他人关系这一角度来理解、认知

自我的方式 [6]。自我构念包括两种类型：独立型自我构念与

互依型自我构念。独立型自我构念个体通常愿意明确地表达

自己的内心感受以及想法，并乐于展示自己所拥有的能力；

其次，个体认为每个人都是独立并且独特的，因此注重创造

自身独有的价值并努力实现自己的目标；互依型自我构念个

体十分注重社会角色与身份地位等一些社会性特征；其次，

个体更倾向与他人迂回、委婉的沟通与交往，并根据不同的

场合及环境表达适当的想法做出适当的行为。潘志然、崔红

（2004）研究表明，独立自我构念水平能够减少个体对与他

人关系的过分关注和敏感，这更利于自我分化良好的个体在

认知层面降低对负面评价的恐惧 [7]。

探讨父母心理控制与青少年负面评价恐惧之间的双向关

系，可以从家庭系统的角度研究父母心理控制程度对青少年

人际交往问题以及社交焦虑的影响，同时考察子女反应和情

绪体验对父母调整教育方式和教养态度是否存在影响，从源

头上预防父母高心理控制，进而改变家庭成员之间的互动方

式以及为改善家庭关系的质量，对父母的教养方式提供一定

理论依据和参考。

综上所述，本研究希望通过对父母心理控制与初中生负

面评价恐惧的影响机制进行探索，探究个体自我分化程度对

初中生社交焦虑的影响程度，同时分析自我分化是否在父母

心理控制与初中生负面评价恐惧的影响机制起到中介效应，

以及研究自我构念类型与三者之间的交互影响方式，摸清作

用路径，为初中生自我探索以及人际交往提供可行建议，同

时为学校的健康心理建设提供实证研究。

2 研究方法

2.1 研究对象

采用方便抽样法，对中国广东、浙江、山西、四川等省

内多所初中的 936 名初中生进行问卷调查，有效率为 85.1%。

其中女生 502 人，男生 434 人。

2.2 研究工具

2.2.1 负面评价恐惧问卷

负面评价恐惧问卷采用由 Waston 和 Friend 编制，陈祉妍

修订的简明负面评价恐惧量表，修订之后对中学生群体进行

施策，在中学生群体中具有良好的信效度。采用 5 点计分，

共 12 道题，得分越高则负面评价恐惧水平越高。本研究中，

其克隆巴赫 α 系数为 0.819，量表信度较高，验证性因素分

析结果表明问卷的结构效度较好，KMO 值为 0.840。

2.2.2 父母心理控制问卷

父母心理控制问卷采用 Wang 等人（2007）结合中国中

学生的特点编制的父母控制问卷中文版，使用其中的心理控

制分量表。共 18 道题目，分为三个维度：内疚引导、爱的收回、

权力专断。采用 5 点计分，分数越高表示父母心理控制水平

越高。本研究中，其克隆巴赫 α 系数为 0.921，KMO 值为 0.939。

2.2.3 自我分化问卷

自我分化问卷采用由吴煜辉（2008）修订的中国版《自

我分化问卷》，该问卷在大学生群体和青少年群体中均有良

好的信效度。自我分化问卷共有 27 道题，只有 5 道题是反向

项目，结果分数越高，被试的自我分化水平越高。该量表包

括四个维度：与人融合、自我位置、情绪反应性、情感断绝。

在本研究中，该量表的内部一致性信度为 0.854，分半信度为

0.86，KMO 值为 0.893，具有较好的信效度。

2.2.4 自我构念量表

自我构念量表（SCS）是 Singelis（1994）在 Markus 等

人所提出的自我构念理论基础上所编制的，王裕豪等对 SCS 

量表进行了中文翻译，量表包括独立自我与互依自我两个维

度，每个维度包含 15 个题目。该量表为 7 级评分，分值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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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表示个体独立自我或互依自我倾向越大。SCS 具有良好

的信效度，在本研究中，独立型和互依型自我构念分量表的

Cronbachaα 系数分别为 0.76 与 0.80。

2.3 程序及数据处理

采用班级团体施测的方式进行，在被试同意参与调查后，

发放问卷，指导被试认真阅读指导语后正式开始测试。测试

时间约 30 分钟，被试填写完毕后由主试当场回收问卷。所有

有效收录数据均采用 spss23.0 统计软件进行分析。

3 研究结果
3.1 父母心理控制、自我分化以及自我构念对负面评

价恐惧的回归分析

表 2 父母心理控制自我分化、自我构念对负面评价恐惧的

回归分析

预测变量 R2 矫正后 R2 F Beta t
母亲心理控制 0.05 0.04 14.16*** 0.21 3.84***

自我分化 0.13 0.13 70.66*** 0.37 11.49***

互依自我构念 0.04 0.03 11.26 0.15 4.67***

独立自我构念 0.02 0.01 5.29* 0.07 1.99*

自我构念 0.03 0.03 8.95*** 0.13 3.85***

为进一步父母心理控制、自我分化以及自我构念对负面

评价恐惧的预测作用，以负面评价恐惧为因变量，分别以父

母心理控制、自我分化以及自我构念为自变量，采用强行进

入法进行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母亲心理控制的（β=0.21，

F=14.16）对负面评价恐惧有正向预测作用，自我分化（β=0.37，

F=11.49）以及自我构念（β=0.13，F=3.85）对负面评价恐惧

均有显著影响。

3.2 自我分化与自我构念的双重中介作用

表 3 直接效应与间接效应检验

模型路径
标准化的间

接效应值

标准误

SE
95%

下限 上限

父母心理控制—负面评

价恐惧
0.1261 0.0172 0.0939 0.1610

父母心理控制—自我分

化—负面评价恐惧
0.1103 0.0162 0.0800 0.1439

父母心理控制—自我构

念—负面评价恐惧
0.0158 0.0059 0.0057 0.0287

图 1 双重中介模型

为考查自我分化与自我构念在父母心理控制对负面评价

恐惧的影响过程中起到怎样的作用，进行中介效应检验。按

照陈瑞等人 [13] 提出的中介效应分析程序，参照 Hayes[14] 提出

的 Bootstrap 方法，采用 SPSS 宏程序 PROCESS 的模型 4，对

自我分化与自我构念进行中介效应检验，Bootstrap 样本量选

择 5000，在 95% 置信区间下，结果显示，置信区间均未包含（自

我分化：LLCI=0.08，ULCI=0.144；自我构念：LLCI=0.006，

ULCI=0.029），表明自我分化与自我构念的中介效应显著，

且中介效应大小分别为 0.11，0.02。另外，控制中介变量后，

自变量父母心理控制对因变量负面评价恐惧的直接效应也显

著（LLCI=0.094，ULCI=0.161）。因此，自我分化与自我构

念在父母心理控制对负面评价恐惧的影响中发挥部分中介

作用。

4 讨论

本研究发现，初中生父母心理控制及其各个维度与负面评

价恐惧均呈显著相关，这与以往的研究结果一致 [8-10]，也验证了

本研究的假设。父母心理控制总体以各个维度与自我分化总

体及其情感断绝、情绪适应性和与他人融合分维度均呈现显

著相关，在自我位置维度仅与母亲心理控制以及母亲爱的收

回维度呈显著相关，这与以往的结果一致 [11]。负面评价恐惧

与自我构念各维度均呈现显著相关，这与以往的研究结果一

致 [12-13]。

独立性自我构念的个体通常愿意明确地表达自己的内心

感受以及想法，并乐于展示自己所拥有的能力，能够坦率地

与他人沟通，并依据自己内心真实的感受去做出相应的行为，

对于来自他人的负面评价感知程度较低。而互依型的个体更

重视融入群体之间，更倾向与他人迂回、委婉的沟通与交往，

但有时会过度担忧与他人的联系，当自己的意见与他人意见

不一时，会产生一种自我威胁感，个体通常会尽量认同他人

减少自身的紧张情绪，因此，互依型的个体对来自他人或潜

在的负面评价敏感性更高，负面评价恐惧水平也会更高。

高自我分化的个体能够较好地处理人际关系，在亲密关

系中能够与他人保持适当的情感距离，不易受到他人情绪的

影响，遵从自身感觉，坚持自己的观点，较少受让他人等外

界因素影响，面对人际矛盾也有成熟的应对方式，因此较少

感受到来自他人或潜在的负面评价。而低自我分化的个体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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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情绪不稳定，在人际交往过程中易受到他人情绪影响，在

亲密关系中注重他人的认可和赞美，为了获得认同感会过度

依赖他人，自我边界模糊，在面对人际交往过程中的压力时，

通常会采用极端的手段，要么期待他人帮忙解决，要么就是

回避问题，在高焦虑的社交场合中会感受到更多的负面评价，

个体通常希望逃离场合缓解自己的压力。而在处理人际关系

矛盾时，自分化个体如果拥有较高自主性，会以牺牲人际联

系为代价采用情感断绝的方式缓解自己的焦虑情绪。

高心理控制的父母通过影响初中生自我分化程度，使其

在社交场合中感知到更多的负面评价，引发焦虑情绪和逃避

行为，对个体的心理适应和社交适应十分不利。同时，过多

的心理控制行为对初中生正常的心理健康发展不利，子女受

到父母的过多保护和干扰，容易使个体在社会化的过程中觉

察情绪困难，对情绪缺乏相应的调节，自我分化水平降低，

易被外界环境刺激情绪，在亲密关系中无法保持自身的独立，

对外界的负面评价更敏感而采取逃避行为，导致个体人际关

系不良。

而自我构念是个体在成长过程中对自身逐步探索形成自

我定义，是个体与外界人、事物相互作用的一个动态学习过程。

高心理控制的父母会对子女的心理和行为过度干涉，不仅限

制子女自我意志的发展，自身的教育模式与人际处理方式会

逐渐内化为子女自身的行为模式，高互依型自我构念的个体

在人际关系中也更倾向于依赖亲密关系个体，以他人的期望

为自己的奋斗目标，遇到困难时也希望他人能够为自己做决

定，个体自身的安全感来源于他人的认可和信任，甚至其自

尊的提升都是源于他人的赞扬，反之如果没有他人的认可会

感受失望、愧疚，长期处于负面情绪中，更加担心来自他人

的负面评价。

自我分化与自我构念又是相互促进，相互包容的关系。

独立型自我构念的个体能够在人际关系中保持良好的自我位

置，不会与他人过度融合或依赖，在面对挫折和压力时也能

较为理智的思考，自我分化水平较高的个体也较少的感受到

外界的负面评价，对父母的心理控制行为能够做出适当反应。

5 结论

初中生母亲心理控制对其负面评价恐惧起到显著正向预

测作用；初中生自我分化在父母心理控制与负面评价恐惧的

关系中具有部分中介效应；自我构念在父母心理控制与负面

评价恐惧的关系中具有中介效应；自我分化与自我构念在父

母心理控制与负面评价恐惧的关系中具有双重中介效应。

6 教育建议

（1）父母要减少对孩子的心理控制行为，培养正确的教

养态度。家庭是个体社会化进程的第一个学习环境，父母的

教养方式对子女社会化和以后的人际交往有着极为关键的作

用。父母的教育态度会对子女造成不同的影响。

（2）培养子女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提升其自我分化水

平，减少社交焦虑在与做子女进行交流时，父母尽量去尊重

和理解子女的想法和行为，做到换位思考，站在他们的角度

看问题，尝试去理解他们行为背后的心理原因，而不是一味

地以自己过去的人生经验去强制引导或替他们做决定。

（3）倡导无条件的积极关注，帮助子女树立积极的自我

构念，父母在家庭教育中要对子女进行无条件的积极关注和

爱的回应，让子女感受到父母是真正关系他和爱护她的，家

庭成员的支持可以培养子女独立表达自己想法，感受来自他

人和环境的善意，降低社会环境中负面评价的感知度，对子

女心理健康发展有重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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