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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大学生成人依恋状况历来是高校思政工作的重点和学界研究的焦点。借用亲密关
系经历量表对武汉市五所在校大学生进行施测，探究当前大学生的成人依恋现状，而后从个体

视域和家庭视域对大学生成人依恋的焦虑维度和回避维度进行分析。研究发现，在校大学生的

成人依恋类型所占比例分别为：恐惧型 （３１％）、迷恋型 （２５９％）、安全型 （２１８％）、冷漠
型 （２１３％）。就个体视域而言，性别、专业、年级对于大学生成人依恋的焦虑维度和回避维度
都不显著。就家庭视域而言，家庭来源、父母文化程度在大学生成人依恋的回避维度上有显著

影响；而在焦虑维度上则没有显著影响。最后对研究结论进行分析和讨论，探究其产生的内在

机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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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据统计显示，目前我国在校大学生多以九零

后群体为主［１］，这一群体学生大多都是独生子女，

现实中表现为个性比较自我，亲情观念缺乏。对

朋友和亲人要求过高，并且不易向别人吐露内心

真实想法和情感。此外，由于家庭生活水平和质

量的提高和兄弟姐妹较少，他们在成长过程中得

到父母较多的亲情关爱和物质支持，很少有需求

得不到满足的情况。进入大学后在人际关系和繁

重学习的双重压力下，遇到挫折时，他们容易产

生自我怀疑。因此新时代大学生的依恋情况呈现

出了新的特点，这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

和鲜活的素材。

本研究按照依恋研究的经典分类方法对施测群

体进行考察，并以此为根据分析形成各种类型和维

度的原因。关于依恋类型的研究有很多角度，“陌生

情境法”将依恋划分为三种不同的类型，分别是安

全型、回避型和矛盾性［２］。后来具有代表性的分类

是根据Ｂｏｗｌｂｙ的自我工作模式和他人工作模式将成
人依恋分为安全型、冷漠型、迷恋型和恐惧型［３］，

其中自我工作模式是对他人亲近、信赖，他人工作

模式是对他人亲近的回避；根据亲近和回避的高低

将依恋分为四种类型。关于每种类型的特点和具体

表现形式［４］后文的研究现状和研究设计将作细致的

说明和阐释，在此就不再赘述。

本文研究主要通过对在校大学生的依恋状况

的调查，分析其影响因素。研究的可能推测和价

值预设是刚刚踏入高校校园的大学生面临多种与

依恋相关的师生、朋友的人际关系处理，学习、

工作的社会适应能力提高等诸多问题。基于此，

探究大学生的依恋现状并分析产生各种状况的原

因，这对于大学生的心理辅导和思政教育工作都

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文献回顾与研究现状

关于成人依恋的研究最早是从国外开始，诸多

重要的研究成果也是外国研究者所提出，但是近年

来国内学者在成人依恋领域也不断有研究成果出现。

将国内外学者的研究现状进行归纳和分析我们可以

看出，关于成人依恋的研究目前主要集中在两个大

的领域，一个是主要针对成人当前与依恋相关的各

种心理状态，儿童早期的家庭经验与父母的养育行

为、心理状态和人格形成的相关关系等的研究。另

一个主要领域就是集中在成人的恋爱关系上，延伸

研究就是产生各种恋爱关系在情感支持上的溯源根

据。早期关于成人依恋的研究大多是将其界定到

“母亲和子女的情感关系”［５］之中，这一时期的研究

一般认为成人的依恋亲密关系与婴儿及其依恋对象

关系非常相似。但是依恋理论的鼻祖约翰·鲍比

（Ｂｏｗｌｙ）认为，依恋是 “从摇篮到坟墓”的终生现

象［６］。既往的研究者关于成人依恋的研究大多是以

此二者为基础展开的，我们大致可将其分为两个主

要的研究领域。

一方面是关于依恋内在机理的研究。这一条

研究路径主要是追随约翰·鲍比的研究思想，认

为早期的母婴依恋，孩童依恋以及到后来的成人

依恋是有内在发展逻辑和体例的。所以后来就有

学者把成人婚恋关系中的情感联结视为一种依恋

关系［７］，这标志着依恋的研究拓展到成人阶段。

他们认为，孩童时期依恋关系中的核心会逐渐嵌

入到成人与同伴的关系中。基于此，后人的不断

深入研究将该理论推广到成人亲密关系中，指出

成人依恋是成人个体与当前同伴形成的持久的情

感联结［８］。对于成人依恋溯源的研究则认为成人

依恋是成人对其儿童早期依恋经验的回忆和再现，

以及当前对童年依恋经验的评价［９］。

另一方面是早期依恋对后来发展影响的研究。

研究表明，儿童早期的依恋经历和经验对成人依

恋是有影响的，有的成人依恋就是在之前的依恋

基础上发展起来。但是这样的发展和反馈又不是

完全的 “复写”和 “投影”，它随着个体的成长和

发展而不断的变化和发展［１０］。也有研究指出不同

的依恋类型和依恋程度对个体的身心发展、自尊

程度、自信塑造和社会情感支持的寻找和依靠都

有很大的影响。研究发现成年期的父母依恋情况

与个体自尊存在相关关系［１１］，安全类型的依恋反

应在个体寻求社会支持水平和社会支持群体上有

明显不同［１２］。

在对国内外前人研究分析的基础上，本文借

用前人经典研究工具来测量新时期大学生的成人

依恋现状，据此一方面来验证经典研究工具的现

实可行性。另一方面对得出的研究结果进行分析

和考量，以期来建议和改善大学生的成人依恋现

状，为高校的学会管理和学生教育提供充分的学

理基础和科学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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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设计

（一）核心概念及其操作化

依恋，早期多是将其定义为婴儿和他的照顾者

（多是指母亲）之间存在的一种特殊的情感关系；

产生于二者的互动过程中，是一种情感上的联结和

纽带。当依恋的概念外延不断扩展以后，依恋的定

义多被理解为个体与特定的其他人形成牢固的情感

纽带的一种倾向，它能使个体在生命体的早期与他

们的照顾者保持密不可分的深厚关系，对其进行一

种多角度的依靠，从中间获得温饱、安全、关爱等

相关个体赖以生存和发展的资源和条件［１３］。关于依

恋的相关理论在早期的研究大多是集中在对于母婴

依恋关系的研究，这与本文所涉及的依恋概念还是

有较大的不同，文中的依恋主要是涉及发展母婴关

系的依恋状况，也就是后人所谓的成人依恋。

成人依恋，关于成人依恋的相关概念大多都

是由国外的研究者提出，有将成人依恋界定义为

关于童年期与父母关系的记忆和心理表征［１４］。但

是国外的研究者更多倾向于将成人依恋理解为寻

求和保持在生理上和心理上可以提供稳定安全感

依恋对象的一种倾向［１５］。国内关于成人依恋的研

究起步比较晚，对于成人依恋的理解主要认为是

个体与目前同伴的持续和长久的情感联系，其依

恋的对象不同于婴儿时期的依恋对象，范围可以

更广，可以是父母、朋友、恋人、团队、组织甚

至是抽象的虚拟形象 （上帝、主、神等）等［１６］。

国内关于成人依恋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父母与婴孩

的亲子关系和教养方式等方面，对依恋的类型和

产生该类型的家庭社会背景等方面的因素可能影

响到成人依恋类型的分布［１７］也有涉及，但是对具

体的影响因素分析还不是特别深入和细致。作为

社会未来发展重要后备资源的大学生群体，关注

和了解他们的现实发展状况，为他们的发展提供

良好的社会辅导和帮助是社会的应有之义。

通过对上述概念的研读，我们知道成人依恋

是受到早期依恋关系的影响，并在其基础上发展

起来，同时又是对前期的升华和延伸，这一关系

随着个体的发展而不断的变化，之后又对自身的

情感、期望等产生影响。本文尝试通过经典量表

来分析新情况下大学生的成人依恋状况，以及产

生该状况的原因。利用量表本身的设计体例和测

试维度来分析在校大学生个体对自身和他人的认

知程度、人际关系等方面的差异。研究中主要根

据被试者对于亲密关系经历量表中不同类型题目

的回答情况进行分类和鉴别在校大学生的依恋现

状，对于在对大学生成人依恋类型进行考量和鉴

别之后的因素分析将是本研究的重点和挖掘方向。

（二）量表设计

本研究中所 采 用 的 亲 密 关 系 经 历 量 表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ｓｉｎＣｌｏｓｅ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Ｉｎｖｅｎｔｏｒｙ，ＥＣＲ），
最早是由国外学者 ＢｒｅｎｎａｎＣｌａｒｋ和 Ｓｈａｖｅｒ共同编
制而成，后经由国内学者李同归和日本学者加藤

和生［１７］根据研究需要进行了中文版的修订。中文

版的亲密关系经历量表一共有３６道题目组成，量
表内部自然构成两个分量表，每个分量表有１８个
子题目组成。采用７级计分方式，分别是１—７的
７个等级分别代表 “非常不同意”、 “不同意”、

“有点不同”、 “中立”、 “有点同意”、 “同意”、

“非常同意”。这一步的分类我们可以基本得出大

学生依恋的总体类型分别状况的特点，为进一步

的分析提供整体的参考和根据。业界普遍认为该

量表设计是比较合理的，有较好的内部一致性信

度 （具体表现为依恋回避分量表和依恋焦虑分量

表的α系数分别为０８２和０７７）；重测信度也在
可接受范围之内 （具体表现为依恋回避分量表和

依恋焦虑分量表的重测信度分别为０７１和０７２）。
根据施测对象在ＥＣＲ量表３６道题目中的具体得分
不同将量表本身自然生成两类各１８道题目，施测
者在这各自１８道题目上的得分便成为划分为依恋
焦虑维度和依恋回避维度的依据和标准。

（三）抽样及施测

被试者的选取采用随机抽样的方式从武汉华中

农业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湖北工业大学、湖

北经济学院、湖北职业技术学院等５所武汉高校随
机抽取２８０名在校大学生进行问卷调查和施测。具
体施测方式是选取武汉五所层级差别较大 （有

“２１１”高校、重点本科高校、一般本科高校和本专
科均招收的职业类学校）、生源地来源差距较大

（前两所高校生源地来源较广，后三所高校生源地较

集中在湖北省内）、学校研究方向差异较大 （农科

特色、经济院校、工科院校和职业类院校）的高校

进行抽样，力求在有限的人力、物力的条件下保证

我们施测过程的科学性和数据获取的可靠性。具体

的施测过程是分三次在所抽取高校的中心学生食堂

内对进食堂就餐的学生进行随机抽样的方式进行抽

取施测人员，测试过程采取统一发放量表的形式。

测试过程中不对量表涉及问题的内容进行再解释，

被测者自行理解作答完毕后，当场回收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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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施测共发放问卷２８０份，回收２３３份，回
收率为８３２％；对无效问卷进行剔除后获得有效问
卷２１６份，有效回收率为７７１％。被试者的具体构
成是大一１７人 （约占７９％），大二９７人 （约占

４４９％），大三 ７２人 （约占 ３３３％），大四 ３０人
（约占１３９％）。其中男生７５人 （约占３４７％），女
生１４１人 （约占６５３％）；文史类学生８９人 （约占

４１２％），理工类学生１２７人 （约占５８８％）。

四、结果与分析

（一）大学生成人依恋类型分布

本研究对于成人依恋的分类是以Ｂａｒｔｈｏｌｏｍｅｗ①

依据 Ｂｏｗｌｂｙ关于成人依恋的分类为基础，在此基
础上进行了改进和调试。即根据自我工作模式和

他人工作模式的得分不同进行分类，两个维度都

有高低之分，在此基础上产生４种依恋类型。安全
型 （积极的他人工作模式和积极的自我工作模

式）、迷恋型 （积极的他人工作模式和消极的自我

工作模式）、冷漠型 （就是消极的他人工作模式和

积极的自我工作模式）、恐惧型 （两个维度上都消

极）。通过对施测对象的调查和数据处理，我们可

以依据施测者的被试者在依恋维度上得分的高低，

发现大学生依恋类型上呈现以下的特点：恐惧型

的人数为６７人，占比为３１％；迷恋型的人数为５６
人，占比为２５９％；安全型的人数为４７人，占比
为２１８％；冷漠型的人数为４６人，占比２１３％。
关于上述特点的形成原因以及与其他研究的异同

后文将展开进一步的讨论和分析。

（二）大学生成人依恋的回避维度分析

１个体视域下的大学生依恋回避维度分析
表１是从个体视域的角度对大学生成人依恋

的回避维度进行检验，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的结

论。在不同性别方面就依恋的回避维度而言，对

其进行的独立样本的检验结果显示二者没有显著

的差异性 （Ｔ＝－１６０，Ｐ＝０１１）。但是女性的
平均得分要高于男性的平均得分，这表明在成人

依恋的回避维度上，相较于男生，女生更显表现

出回避的特质。在不同专业方面就依恋的回避维

度上而言，对其进行的独立样本的检验结果表明

二者并无显著的差异性 （Ｔ＝０４３，Ｐ＝０６７）。
具体的得分，具有文科专业背景的学生比具有理

科专业背景的学生在得分上还是偏高的，这与前

人的研究是一致和吻合的。在不同年级方面就依

恋的回避维度上而言，从检验的结果我们看出在

回避维度上年级的差异是不显著的 （Ｆ＝０６３４，
Ｐ＝０５９４）。这一结果也验证了之前 “依恋是内

在的情感反应模式，较之其它外显的行为是相对

稳定的”的研究结论。

表１　个体视域下的大学生回避维度分析结果

样本特征 回避维度 检验结果

性别
男（ｎ＝７５） ３．４４±０．６０ Ｔ＝－１．６０

女（ｎ＝１４１） ３．５７±０．６０ Ｐ＝０．１１

专业
文科（ｎ＝８９） ３．５５±０．５４ Ｔ＝０．４３

理科（ｎ＝１２７） ３．５２±０．６３ Ｐ＝０．６７

年级

大一（ｎ＝１７） ３．７８±０．９５

大二（ｎ＝９７） ３．７２±０．８１ Ｆ＝０．６３４

大三（ｎ＝７２） ３．７９±０．７４ Ｐ＝０．５９４

大四（ｎ＝３０） ３．５６±０．７３

２．家庭视域下的大学生依恋回避维度分析
表２是从家庭视域的角度对学生依恋的回避

维度进行检验，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的结论。在不

同的家庭所在地的来源上，就成人依恋的回避维

度而言，我们得到不同家庭来源在依恋的回避维

度上差异是极其显著的 （Ｐ＝０００２）。但是在具
体的家庭来源的得分上我们看出农村和城镇的得

分要明显高于城市家庭来源的得分，这表明相对

于城市来源的学生而言，城镇和农村家庭来源的

学生表现出更高的回避特质。在父亲不同的文化

程度上，就成人依恋的回避维度而言，统计表明

父亲文化程度在依恋的回避维度上造成的差异性

是极其显著的 （Ｐ＝０００５）。具体到父亲文化程
度的每个层级上，父亲的文化程度在初中文化程

度以下时，较之大学以上文化程度的父亲而言，

这些大学生群体的成人依恋在回避维度上体现很

高回避的特质。在母亲不同的文化程度上，就成

人依恋的回避维度而言，统计得到的结果说明母

亲的文化程度在对依恋回避维度上的影响是显著

性的 （Ｐ＝００４１）。通过上述分析我们看到家庭
视域下的大学生依恋回避维度显示出很强的显著

性，特别是家庭来源的来源和母亲的文化程度对

于大学生依恋回避维度的影响更是明显，这与我

们研究的预设即农村籍的学生更显的含蓄和低

调，不愿意与他人敞开自己的心扉和内心想法；

母亲在家庭教育中潜移默化作用都是相符合的。

具体的深入分析我们下文将做细致的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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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家庭视域下的大学生回避维度分析结果

样本特征 回避维度 检验结果

家庭

所在地

城市（ｎ＝５２） ３．２９±０．７４

城镇（ｎ＝７０） ３．５３±０．５２

农村（ｎ＝９４） ３．６５±０．５３

Ｆ＝６．５２４
Ｐ＝０．００２

父亲的

文化程度

大学或大专（ｎ＝２７）３．２１±０．６８

高中或中专（ｎ＝９８）３．４９±０．５５

初中（ｎ＝６８） ３．６７±０．５８

小学（ｎ＝２３） ３．６０±０．６５

Ｆ＝４．２３
Ｐ＝０．００５

母亲的

文化程度

大学或大专（ｎ＝１３）３．１８±０．６８

高中或中专（ｎ＝８０）３．４７±０．５８

初中（ｎ＝８４） ３．６４±０．６３

小学（ｎ＝３９） ３．４９±０．４９

Ｆ＝２．７９
Ｐ＝０．０４１

（三）大学生成人依恋的焦虑维度分析

１．个体视域下的大学生依恋焦虑维度分析
表３是从个体视域的角度对大学生成人依恋的

回避维度进行检验，在不同性别方面，就成人依

恋的焦虑维度上而言，对其进行独立样本 Ｔ检验
我们得到性别在依恋的焦虑维度上的差异并不显

著 （Ｔ＝１７１、Ｐ＝００９）。但是具体到不同性别在
焦虑维度上的得分，我们发现男性的平均得分要

明显高于女性的平均得分。这表明在成人依恋的

焦虑维度上，相较于女生，男生更体现焦虑；这

与我们的经验习得的研究也是相符的。在不同专

业方面，就成人依恋的焦虑维度上而言，对其进

行的独立样本 Ｔ检验的结果表明二者并无显著的
差异性 （Ｔ＝０２５、Ｐ＝０８０）。在不同年级方面，
就成人依恋的焦虑维度上而言，对其检验的结果

表明在不同年级方面没有体现显著差异 （Ｆ＝
１５４５，Ｐ＝０２０４）。

表３　个体视域下的大学生焦虑维度分析结果

样本特征 焦虑维度 检验结果

性别
男（ｎ＝７５） ３．８６±０．８９ Ｔ＝１．７１

女（ｎ＝１４１） ３．６６±０．７２ Ｐ＝０．０９

专业
文科（ｎ＝８９） ３．７４±０．７４ Ｔ＝０．２５

理科（ｎ＝１２７） ３．７２±０．８２ Ｐ＝０．８０

年级

大一（ｎ＝１７） ３．５６±０．７５

大二（ｎ＝９７） ３．６１±０．５８ Ｆ＝１．５４５

大三（ｎ＝７２） ３．４７±０．５８ Ｐ＝０．２０４

大四（ｎ＝３０） ３．３６±０．５９

２．家庭视域下的大学生依恋焦虑维度分析
表４是从家庭视域的角度对大学生依恋的焦虑

进行检验，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的结论。在不同的

家庭所在地上，就成人依恋的回避维度而言，研

究表明不同家庭来源在依恋焦虑维度上无显著性

差异 （Ｐ＝０４４）。但是就具体的得分而言，城镇
以及城市家庭来源的学生在焦虑维度上的得分要

高于农村家庭来源的学生，这表明相较于农村，

城镇和城市家庭来源的大学生更容易表现出焦虑

的特质。在父亲不同的文化程度上，就成人依恋

的回避维度而言，检验的结果我们得到父亲的文

化程度造成的差异并不显著 （Ｐ＝０２５）。但是具
体到成人依恋在焦虑维度上的不同得分时，我们

发现当父亲的文化程度在大学时，大学生表现出

焦虑维度的特质要明显高于其他父亲文化程度的。

母亲不同的文化程度上，就成人依恋的回避维度

而言，通过方差分析检验表明就依恋的焦虑维度

而言，母亲的文化程度是其不显著的 （Ｐ＝０４６）。
但是当母亲文化程度较高 （大学或大专）时，大

学生成人依恋在焦虑维度的均值是明显高于其它

学历水平的；这一情形与父亲的文化程度对大学

生成人依恋焦虑维度的影响是具有同质性的，究

其产生的原因后文将进行更进一步的做阐释和

探究。

表４　家庭视域下的大学生焦虑维度分析结果

样本特征 焦虑维度 检验结果

家庭

所在地

城市（ｎ＝５２） ３．７９±０．８２

城镇（ｎ＝７０） ３．７８±０．８３

农村（ｎ＝９４） ３．６５±０．７３

Ｆ＝０．８３４
Ｐ＝０．４４

父亲的

文化程度

大学或大专（ｎ＝２７）４．０１±０．９４

高中或中专（ｎ＝９８）３．６８±０．７３

初中（ｎ＝６８） ３．７０±０．８２

小学（ｎ＝２３） ３．６５±０．７０

Ｆ＝１．４１
Ｐ＝０．２５

母亲的

文化程度

大学或大专（ｎ＝１３）４．０７±１．０６

高中或中专（ｎ＝８０）３．７０±０．７６

初中（ｎ＝８４） ３．７０±０．７５

小学（ｎ＝３９） ３．７０±０．８２

Ｆ＝０．８７２
Ｐ＝０．４６

五、讨　论

（一）大学生成人依恋类型分布状况的讨论

通过对大学生成人依恋类型分布的研究，我

们发现大学生成人依恋类型呈以下的分布状况与

国外的研究有不完全一致的情况。通过对国外成

人依恋研究情况的查阅，我们发现大多数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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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显示的都是安全型的比例较高，国外研究中

比较有代表性的结果是安全型 （４６％）、恐惧型
（２０％）、冷漠型 （１９％）、迷恋型 （１５％）［１８］；还
有国外曾有对１４５对恋人成人依恋状况进行测量，
发现安全型占４０％［１９］。这与本文的研究结果还是

有一些不同的。

面对本文研究结果与外国研究产生的差异，

我们分析产生的原因可能是由于中外的文化差异

造成的。中国人有 “母胎化”的倾向，这使得中

国人都有自己特定的生活 “圈子”，只有在特定的

“圈子”中才会情感的表达和述说。此外中国文化

含蓄的本性使得人们不会表现出强烈的身体接触，

中国文化也不鼓励直接的情感表达。这也是我们

的大学生群体回避维度和焦虑维度分数高于国外

研究的因素。另外一个我们不能忽视的原因就是

我们的很多调查对象都是来自农村和中小县城，

他们的性格比较内向，不善于表达自己的思想和

内心感受，与他人交往比较谨慎，这与恐惧型的

比例较高有很大的关系，这一类型的群体特点是

在与人亲近和深交时感到不舒服。现实情感上需

要亲密的关系来进行倾诉和表达，但是他们又很

少甚至不敢过多的相信他人，害怕自己受到欺骗

和伤害。再加之近年来毕业生数量急剧增加，高

校学生的就业压力不断增加，这些都使是在依恋

类型分布上恐惧型的比例较大而其他类型比例较

小的原因。

（二）个体视域下大学生成人依恋类型特点的

讨论

１．不同性别在依恋维度上差异的讨论
研究结果显示，不同性别的大学生在成人依

恋的焦虑维度和回避维度上虽然都没有表现出明

显的显著性，但不同性别的大学生在每个维度上

具体呈现的特质还是有一定差距。究其原因，我

们认为被试者中女生比例超过男生比列，在后续

的跟踪调查中我们发现，有的班级男生数量甚至

不足女生的１／３。在这样的情况下，女生成为班级
学习和生活的主导者，男生更多的时候是 “被安

排”、“被参加”各种活动。这样男生的主动性和

积极性体现不出来，他们认为自身的价值得不到

表现。此外，由于 “男女平等”、 “女权主义”等

观念的影响，社会对女生的教育和重视已经和男

性基本上没有太大的差别，所有的这些都使得女

性身上 “阿尼姆斯”一面更多的在平时的学习和

生活中展现出来。在焦虑维度上，我们看到男生

要高于女生，这与中国传统的家庭教养方式有关，

以此长期以来形成的社会分工及社会态度上的差

异造成的。在历来的中国教育中，男生都被灌输

诸如担当、坚强、勇敢、“男儿有泪不轻弹”、“男

儿膝下有黄金”等此类的思想，这些都有可能会

导致男性在依恋上比女性显得更加焦虑。

２．不同专业在依恋维度上差异的讨论
研究结果显示，不同专业的大学生在成人依

恋的两个维度上都没有表现出显著性的差异。但

是比较在两个维度上的得分我们发现，文科生普

遍都要比理科生得分高。这表明文科专业背景的

学生要比理科专业背景的学生更显得焦虑和回

避［２０］，我们的研究也恰好验证了这一结论。究其

原因，我们认为理科生更为理性和沉稳，自身的

思考方式和言语表达的逻辑性更强。而文科生的

思想和感情更细腻、更丰富，他们更擅长表达自

己的感情体会和内心感受，但是由于现实生活中

的种种压力和问题，他们可能表达的不够多、不

够好，因此展现出了相对理科学生更高的回避性。

此外，文科生往往希望在日常的生活和感情相处

中占据更主动的位置，这些都使得他们对感情表

达和感情质量的要求较高，但是一旦出现不能达

到自己的要求的情况，往往就可能导致相较于理

科生更高的焦虑和回避的特质。

３．不同年级在依恋维度上差异的讨论
研究结果显示，不同年级的大学生在依恋维

度上没有表现出明显的差异性。也验证了依恋是

内在的情感反应模式，较之其它外显的行为来说

是相对稳定的假设。具体到焦虑维度上来说，大

一到大三的得分要明显比大四的分值。新生刚刚

步入大学校园，新的环境、生活方式等都使得刚

进校园的学生依恋焦虑有所提高。随着学业压力

增加、生活圈子扩大、朋友交往复杂，消极事件

增多，使得大二、大三学生的焦虑状况处于一个

很高的水平。随着学生自我调整能力提高、发展

日趋成熟，可以对自己的依恋进行更合理的评价，

所以大四学生的焦虑得分不是特别高。从回避维

度上看，大四学生的回避维度得分最低。究其原

因，新进学生进入学校时间不是太长，对大学生

活有很多的憧憬和向往，积极融入新的校园。随

着来自生活、学业中消极事件增多，到了大三阶

段，又面临考学深造、踏入社会、出国留学等一

系列人生中的重要抉择，使得回避性很高。另外

高年级的大学生可以更加理性和合理的评价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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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境况，因此我们看到大四学生依恋焦虑下降的

情况。此外，大四学生面对即将到来的毕业分离，

使亲近性增加的同时也必然带来了回避特质的

减少。

（三）家庭视域下大学生成人依恋特点的讨论

１．不同家庭来源在依恋维度上差异的讨论
研究结果显示，不同家庭来源的大学生在成

人依恋的焦虑维度和避维度表现出恰好相反的状

况。探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城乡发展程度不同，

这种不同不仅表现在经济发展水平上，也反映在

与经济发展水平相伴的人们的思想观念，人们接

纳新事物和新观念的态度和程度。经济的快速发

展和生活节奏的不断加快，体现出一种紧张和激

烈的竞争氛围，因此就焦虑维度而言，城市大学

生是高于城镇和农村大学生的。就回避维度来看，

城市环境较农村地区来说更为开放和包容，来自

城市的学生更善于和更能够表达自己的情感和思

想，更愿意与人接触。而那些 “土头土脑的乡下

人”农村大学生，由于深受到农村文化、教育的

影响和潜移默化的熏陶，他们不善于同他人交流

和吐露。或者是因为农村的孩子有一种天生的自

卑感使他们更不愿过多的与他人进行情感表达，

当他们遇到生活、学习上的题时便表现出明显的

回避的特质。

２．父母文化程度在依恋维度上差异的讨论
通过对被试者父母的不同文化程度在依恋维

度上差异的研究，可以看出父亲和母亲的文化程

度在子女依恋回避维度和焦虑维度上的影响有很

好的同质性。于是我们就将二者放在一起讨论和

分析。在回避维度上，父母文化程度的不同都显

示出了显著的差异性。随着父母文化程度的提高，

子女的回避性在降低。在焦虑维度上，父母文化

程度造成的差异并不是显著性的，当父母的文化

程度是大学时，子女的焦虑程度也很高。究其原

因，我们认为父母文化程度与其本身的家庭经济

水平、家庭教养方式是密切相关的。在一定程度

是呈正相关的，父母文化程度越高，在家庭教养

方式上就会更多的采用民主性的教养方式，给孩

子更多的话语权和自由，通过这样的潜移默化就

会给子女更多的个性发展空间，使得子女的回避

性较低。但是高文化程度家庭的父母也会对子女

抱以更多更大的期望和设置更高的目标，孩子都

会感受到来自父母、家庭和亲友更多的期盼，因

为对未来更多的思考和压力，高学历家庭的大学

生反而会体现出更高的焦虑感。

（四）从大学生成人依恋现状看大学生心理教

育的可能性

既往研究已经证明依恋是一种内在的情感反

应模式，较之于其它外显的行为来说具有相对的

稳定性［２１－２２］。同时，成人依恋理论也承认后天的

习惯习得和成长成熟发生过程，也是依恋关系进

行再组构和加工的过程。大学生作为未来社会主

义现代化接班人和建设者的重要群体，对其进行

人格等多方性格的再塑造和再完善，是多方共同

的责任，也是本文研究的重要出发点和落脚点。

就个体视域而言，要通过科学的方法了解和

确认个体本身在成人依恋上所处的特质，并使个

体认识到这一现状产生的原因和改善这一现状的

重要性。在大学生的性别、年级、专业等方面进

行全面和科学的考量。可以通过一些经典的心理

教育环节让学生了解他们自身的依恋状况，清楚

自身的内在工作模式，帮助他们进行心理、情绪

等方面的调节，以期减少他们在学习、生活中的

不良状况。在性别方面，加强不同性别的学生在

校园活动中的积极性和主动性，通过经常性的内

部活动模式的调节来发挥不同性别学生的不同价

值功能和行为特质，将性别差异在日常行为习惯、

个体情绪表达、内心压力释放等方面进行恰当的

调节。在不同专业方面，通过经常性的活动加强

文科学生在与理科学生的交流频次和交流深度，

通过引导、教育和培养，让文科学生可以更好的

表达自身的内心感受和心理需求。在不同年级方

面，这对思政教育提出很高的要求，要求我们的

思政教育和心理教育相互合作，根据各个年级阶

段大学生的不同心理状况和身心发育特征进行有

所区别、有所侧重的管理和教育。诸如新生的环

境适应、行为培养、焦虑化解，高年级因就业指

导、学业压力等方面的疏导和心理健康调适等。

为此，学校需要将成人依恋理论嫁接到大学生的

心理健康教育和思政教育的工作中去，提升教育

的科学性和针对性。

就家庭视域而言，特别针对农村籍的大学生，

我们需要更好的关注和教育，对于他们依恋回避

维度较高的情况应当进行恰当的引导和教育，通

过多种方式和途径鼓励学生表达出自己内心的想

法和疑虑，消除农村籍大学生的自卑感，增强其

自信心。就城市籍大学生表现出较高焦虑的特质，

我们需要通过学生个体、学校和家庭等诸多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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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共同努力，减少和降低学生的压力和焦虑，避

免过多的外部压力和心理压力暗示，为学生营造

一个自主发展、自由健康的学习空间。另外，为

了更好的促进各种大学生群体的健康成长，我们

有必要通过多方努力营造一个积极向上、健康活

泼的校园环境，为大学生的身心健康发展成熟提

供一个良好的发展空间。因为在这样一个良好健

康的校园环境中，学生会感到轻松的氛围和来自

外部潜移默化的熏陶和教育。为学生提供一个值

得信赖、敢于表达的场所，这对于大学生成人依

恋特质的再塑造和再重构，促进大学生的身心健

康成长都有着重要的作用［２３］。

注　　释：

①　金·巴塞洛缪，美国著名心理学家。他在研究中指出
每个人的依恋类型都是不同的，据此把依恋模式分为

安全型、多虑型、超脱型与恐惧型等基本的类型。当

然，金·巴塞洛缪提出该分类的理论路径和研究基础

还是基于Ｂｏｗｌｂｙ的经典依恋理论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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