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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家庭环境与交往焦虑：信赖他人的调节作用 
鲁如艳 

（巢湖学院 文学传媒与教育科学学院，安徽 合肥 238000） 

[摘  要]目的：探讨信赖他人在大学生家庭环境与交往焦虑关系中的作用。方法：使用家庭环境

量表中文版（FES-CV）、信赖他人量表及交往焦虑量表（IAS）对 257 名大学生进行调查。结果：

①家庭环境亲密度、情感表达及知识性与信赖他人呈显著负相关；亲密度、情感表达、知识性及

娱乐性与交往焦虑呈显著负相关；②信赖他人能够调节家庭环境矛盾性维度与大学生交往焦虑之

间的关系。结论：不良家庭环境因素是导致大学生交往焦虑的危险因素，而中等信赖他人水平则

可以降低大学生交往焦虑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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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大学生心理健康问题逐渐成为家庭、

社会和高校都十分关注的问题。大学时期是心理趋

于成熟的阶段，这个阶段的青少年由于独立人生道

路的开始、环境的巨大改变，其在社会化的过程中

不可避免地要遇到人际交往的问题。所谓人际交往

焦虑，是指对实际的或想象的人际交往处境的一种

不愉快的体验，涉及轻重不等的一系列情绪，是大

学生心理困扰之一
[1]
，其形成受遗传、社会和家庭环

境
[2]
等多种因素的影响。有研究表明，父母不良的教

养方式，如严厉惩罚、拒绝否认等是某些人格障碍

形成的危险因素
[3]
。朱孔香等人也指出家庭环境因素

中的低亲密度、独立性、组织性、道德宗教观和成

功性以及高矛盾性控制性差是影响大学生心理健康

的危险因素
[4]
。 

信赖他人，作为一个较为复杂的社会与心理现

象，是以交往中建立起的情感联系为基础，主要考

察个体交往间的信赖
[5]
。以往研究显示，高信赖度的

大学生会以一种更为开放的态度进行人际交往，这

可能使得他们比低信赖度的大学生更善于与他人分

享信息
[6]
。马长征也指出，大学生对他人信赖度与其

交往焦虑水平呈显著负相关，即大学生对他人信赖

度越高，其交往焦虑水平越低，反之亦然
[7]
。由此可

见，对他人良好的信赖水平可能是大学生良好人际

交往发展的促进性因素。然而，查阅相关文献，虽

然有研究考察了家庭环境与交往焦虑
[8]
、信赖与交往

焦虑
[9]
之间的关系，但却少有研究考察信赖他人在家

庭环境与交往焦虑关系中的作用。 

本研究拟探讨在我国文化背景下家庭环境与大

学生交往焦虑的关系及信赖他人在二者之间的调节

作用，以期为大学生心理健康的干预工作提供新的

切入点。 

一、对象与方法 

（一）对象 

被试来自巢湖学院文学传媒与教育科学学院的

大一至大三年级学生，其中大一年级学生 84名，大

二年级学生 87名，大三年级学生 86名，共 257名。

被试中男生 11 名（占 4.28%），女生 246 名（占

95.71%），被试最小年龄 17.92 岁，最大年龄 26.83

岁，平均年龄为 21.08±1.60岁。 

（二）研究工具 

1.家庭环境。采用费立鹏等人修订的《家庭环

境量表中文版》(FES-CV)
[10]

。该量表包括“亲密度、

情感表达、矛盾性、独立性、成功性、知识性、娱

乐性、道德宗教观、组织性和控制性”10个分量表，

共 90 个是非题，若回答“是”记为“1”分，回答

“否”记为“2”分。各维度内部一致性在 0.63 到

0.92之间。 

2.交往焦虑。交往焦虑量表（IAS）
[11]

用于评定

独立于行为之外的主观社交焦虑体验的倾向。此量

表包含 15条自陈项目，采用 5点计分法，1表示“一

点儿也不符合我”，5表示“非常符合我”，本研究中

量表的内部一致性信度为 0.80。 

3.信赖他人。采用信赖他人量表（Faith in 

People Scale）
[12]

测查大学生对一般人的可信性、

诚实、善良、慷慨和友爱等本性是否有信心。量表

包括 2 个选择性项目和 3 个“同意——不同意式”

项目，量表总分在 1 分和 6 分之间。本研究中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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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内部一致性信度为 0.93。 

（三）数据分析 

使用 SPSS20.0 软件包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 

二、结果 

（一）家庭环境、交往焦虑和信赖他人的特点及相关 

不同性别大学生在各变量上的平均数与标准差

见表 1。t检验显示，男生在家庭环境矛盾性维度显

著高于女生（P＜0.001），女生在家庭环境控制性维

度显著高于男生（P＜0.05）。除矛盾性及控制性维

度，在家庭环境其他维度及交往焦虑和信赖他人上

性别差异均不显著。 

表 1 不同性别大学生在各变量上的平均数与标准差（x±S ） 

 男生（n=11） 女生（n=238） 总体（n=249） t 

亲密度 -2.27±2.20 -1.66±2.12 -1.67±2.10 -0.94 

情感表达 -0.91±2.02 -0.57±2.62 -0.58±2.57 -0.43 

矛盾性 -6.91±6.46 -5.38±2.10 -5.45±2.44 -2.05*** 

独立性 -5.82±1.25 -7.06±1.67 -6.99±1.66 3.46 

成功性 -5.27±1.49 -6.00±1.84 -5.99±1.87 1.14 

知识性 -1.82±1.83 -2.50±1.96 -2.47±1.95 1.21 

娱乐性 -0.91±2.55 -1.55±2.41 -1.50±2.40 0.86 

道德宗教 -3.55±2.02 -3.71±1.53 -3.71±1.54 0.33 

组织性 -3.27±2.01 -2.97±1.87 -2.96±1.86 -0.52 

控制性 -2.36±1.12 -2.63±2.07 -2.64±2.03 0.42* 

信赖他人 3.09±1.38 2，53±1.27 2.58±1.28 1.42 

交往焦虑 40.36±10.36 46.55±8.75 46.27±8.84 -2.28 

注：*P＜0.05，**P＜0.01，***P＜0.001，下同。 

进一步对各变量之间进行的相关分析表明，家

庭环境亲密度、情感表达及知识性均与信赖他人呈

显著负相关，亲密度、情感表达、知识性及娱乐性

均与交往焦虑呈显著负相关；学生年龄与家庭环境

情感表达呈显著负相关（见表 2）。 

鉴于学生性别、年龄与各变量之间的关联，在

下面的分析中将把二者作为控制变量处理。 

表 2  大学生家庭环境与信赖他人、交往焦虑的相关分析 

（二）大学生家庭环境与交往焦虑：信赖他人的调

节作用 

采用分层回归分析进一步考察信赖他人在家庭

环境各维度和大学生信赖他人关系间的作用机制。

将家庭环境各分量表设为预测变量、信赖他人设为

调节变量、交往焦虑设为因变量。首先将各预测变

量得分中心化，然后采用预测变量的 z 分数和调节 

变量生成交互作用项。层次回归分析要求逐步增加

预测变量来解释因变量的变化：首先，将年龄和性

别作为控制变量纳入回归方程；然后，将各分量表

和信赖他人纳入回归方程；最后，将家庭环境各分

量表与信赖他人的交互项纳入回归方程。 

由分析结果可知，大学生信赖他人在家庭环境

矛盾性维度与交往焦虑之间起调节作用，即家庭环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 亲密度    1  

2 情感表达  0.35**  1 

3 矛盾性   -0.40** -0.08    1  

4 独立性    0.13*   0.05    0.02    1 

5 成功性    0.31**  0.02    0.06   0.15*  1 

6 知识性    0.32**  0.21** -0.15*  0.11   0.08   1 

7 娱乐性    0.27**  0.18** -0.13*  0.16** 0.08   0.47**  1  

8 道德宗教  0.31**  0.02   -0.22** 0.00   0.09   0.22**  0.12    1 

9 组织性    0.43**  0.10   -0.13*  0.09   0.35** 0.29**  0.22**  0.29** 1 

10 控制性   0.02   -0.10    0.16** 0.02   0.25** 0.18**  0.10    0.09   0.22** 1 

11 信赖他人-0.15*  -0.15*   0.06   0.01   0.05  -0.15*  -0.07   -0.04  -0.07   0.02  1 

12 交往焦虑-0.25** -1.4*    0.08  -0.12  -0.02  -0.27** -0.31** -0.06  -0.07  -0.08  0.11  1 

13 年龄    -0.05   -0.14*   0.07  -0.01  -0.08  -0.11    0.03   -0.09  -0.08  -0.05 -0.05 -0.1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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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矛盾性维度对不同水平信赖他人的大学生交往焦

虑存在不同的影响。为更清晰考察信赖他人在矛盾

性与交往焦虑之间的调节作用，根据 Aiken 和 West

提出的简单斜率分析法
[13]

，将大学生信赖他人水平

分为高信赖水平（平均数以上一个标准差）、中信赖

水平（平均数上下一个标准差）和低信赖水平（平

均数以下一个标准差）三组。简单斜率分析显示，

对于高信赖水平组（simple slope=0.01，t=-0.17，

P＞0.05）及低信赖水平组（simple slope=0.02，

t=1.54，P＞0.05）的大学生，矛盾性维度对其交往

焦虑的预测均不显著；而对于中信赖水平的大学生，

矛盾性维度则能够显著正向预测其交往焦虑

（simple slope=0.04，t=-2.89，P＜0.05）。 

三、讨论 

本研究显示，家庭环境亲密度、情感表达、知

识性及娱乐性均与交往焦虑呈显著负相关，表明家

庭成员之间相互理解、善于表达自己内心情感体验、

具有丰富知识及乐于参与各种交际活动对于大学生

健康人际关系发展的重要性，这提示教育者应重视

对大学生大学阶段家庭环境亲密度、情感表达、知

识性及娱乐性的干预，采取相应措施构建健康和谐

的家庭环境以降低大学生交往焦虑水平。 

研究还发现，大学生信赖他人在矛盾性维度与

交往焦虑之间起调节作用。对低信赖水平和高信赖

水平的大学生，矛盾性维度对交往焦虑的预测均不

显著；而对于中信赖水平的大学生，矛盾性能够显

著正向预测其交往焦虑水平。这可能是因为中信赖

水平的大学生对于他人的信赖程度既不过高也不过

低，处于一个恰好的水平，因而可以有效缓解因为

家庭矛盾和冲突导致的交往焦虑；相反，低信赖和

高信赖水平的大学生对他人的信赖程度则要么过低

或者要么过高，又加之家庭矛盾和冲突，从而导致

其交往焦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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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mily environment and interaction anxiousness of college students:the 

moderating role of faith in others 

LU Ru-yan 

（Department of Literature Media and Science of Education, Chao Hu College, He Fei 238000,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To explore the moderating effect of trusting others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amily 

environment and interaction anxiousness. Methods: 257 college students were investigated by FES-CV, IAS and 

Faith in People Scale. Results: ①Cohesion, Expressiveness was negative correlation with Intellectual-Cultural 

Orientation and faith in others and Interaction anxiousness; Interaction anxi-ousness was related with 

Active-recreational Orientation.②Faith in others moderat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onflict and Interaction 

anxiousness of college students. Conclusion: Poor family environment factors are Contribute to college students’ 

interaction anxiousness,but the medium levels of faith in others could reduce the level of interaction anxiousness of 

college students.  

Key words: college students; family environment; interaction anxiousness; faith in other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