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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探讨父母敌意归因偏差在父母与儿童抑郁、焦虑情绪间的中介效应，为儿童心理健康促进工作提供参

考。方法 于 2022年 11月，采用分层抽样方法抽取杭州市临平区 2所公立小学 2～6年级学生及其父母为调查对象，

采用儿童抑郁障碍自评量表、儿童焦虑性情绪障碍筛查表调查儿童情绪，采用抑郁自评量表、焦虑自评量表和社会

认知筛查问卷调查父母情绪和敌意归因偏差，建立结构方程模型分析父母敌意归因偏差在父母与儿童抑郁、焦虑情

绪间的中介效应。结果 发放问卷 300 份，回收有效问卷 263 份，问卷有效率为 87.67%。调查男童 137 人，占

52.09%；女童 126人，占 47.91%；年龄为（9.95±1.44）岁；父亲 69人，母亲 194人。父母检出抑郁情绪 71人，占

27.00%；检出焦虑情绪 11人，占 4.18%；敌意归因偏差得分M（QR）为 1.00 （2.00）分。儿童检出抑郁情绪 29人，

占 11.03%；检出焦虑情绪 78 人，占 29.66%。父母的抑郁、焦虑情绪直接影响儿童的抑郁、焦虑情绪 （效应值=
0.270，95%CI：0.131~0.436），也通过增加自身的敌意归因偏差间接影响儿童的抑郁、焦虑情绪 （效应值=0.028，
95%CI：0.004~0.082），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 9.40%。结论 父母的抑郁、焦虑情绪直接影响或通过敌意归因偏差间

接影响儿童的抑郁、焦虑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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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parental hostile attribution bias on depression and anxiety be⁃
tween parents and children, so as to provide the reference for the promotion of children's mental health. Methods Stu⁃
dents of grades 2-6 in two public primary schools in Linping District, Hangzhou City and their parents were investigat⁃
ed using stratified sampling method in November 2022. Emotions of children were surveyed using Depression Self-Rat⁃
ing Scale for Child (DSRSC) and Screen for Child Anxiety Related Emotional Disorders (SCARED), while emotions and
hostile attribution bias of parents were surveyed using Self-rating Depression Scale (SDS), Self-rating Anxiety Scale
(SAS) and Social Cognitive Screening Questionnaire (SCSQ). Mediating effect of parental hostile attribution bias on de⁃
pression and anxiety between parents and children was analyzed using a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 Results Totally
300 questionnaires were allocated, and 263 valid questionnaires were recovered, with an effective rate of 87.67%. There
were 137 boys (52.09%), and 126 girls (47.91%), with a mean age of (9.95±1.44) years. There were 69 fathers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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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 mothers investigated. The prevalence of depression among parents was 27.00%, the prevalence of anxiety among par⁃
ents was 4.18%, and the median score of hostile attribution bias was 1.00 (interquartile range, 2.00). The prevalence of
depression among children was 11.03%, and the prevalence of anxiety among children was 29.66%. Parents' depression
and anxiety affected children's depression and anxiety directly (effect value=0.270, 95%CI: 0.131-0.436), and also indi⁃
rectly affected children's depression and anxiety by increasing their hostile attribution bias (effect value=0.028, 95%CI:
0.004-0.082), with the mediating effect contributed 9.40% of the total effect. Conclusion Parents' depression and anxi⁃
ety affect children's depression and anxiety directly or indirectly through hostile attribution bias.
Keywords: depression; anxiety; hostile attribution bias; social cognition; children; parents

近年来，儿童青少年抑郁、焦虑发生率逐渐上

升，引发厌学、辍学、非自杀性自伤等严重问题，受

到广泛关注［1-2］。研究显示，儿童抑郁、焦虑与父母

的情绪表达及教养方式密切相关［3-5］，而父母的情绪

和教养方式又受到社会认知的影响［6］。社会认知指

在社会人际交互过程中理解和觉察他人意图和性情的

能力，是个体理解自己和他人行为能力的基础。敌意

归因偏差是社会认知的重要内容之一，指个体在没有

明确环境线索的情况下，将对方的动机或意图解释为

敌意的倾向。研究显示，父母存在负性情绪时，容易

对儿童的行为进行敌意归因，并采取批评、指责或忽

视的教养方式，使儿童感到被误解、不被接纳，进而

产生抑郁、焦虑等情绪问题［7-8］。本研究从社会认知

理论视角，探讨父母敌意归因偏差在父母自身与儿童

抑郁、焦虑情绪间的中介效应，为促进儿童心理健康

提供依据。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于 2022 年 11 月，采用分层抽样方法从杭州市

临平区抽取 2 所公立小学，2~6 年级的每个年级随

机抽取 1 个班级，以班级内所有学生及其父亲或母

亲为调查对象。排除孤儿、心理疾病者、智力障碍者

和不愿意接受调查者。本研究通过杭州市临平区中西

医结合医院伦理委员会审查（2019LLKY004）。调查

对象均知情同意。

1.2 方法

1.2.1 儿童抑郁、焦虑情绪调查

采用儿童抑郁障碍自评量表 （Depression Self-
Rating Scale for Child，DSRSC）［9］和儿童焦虑性情绪

障碍筛查表 （Screen for Child Anxiety Related Emo⁃
tional Disorders，SCARED）［10］调查儿童抑郁、焦虑

情绪，Cronbach's α 分别为 0.81 和 0.92。DSRSC 适

用于 8～13 岁儿童，包括 18 个条目，每个条目按

“没有”“有时有”“经常有”依次计 0、1、2 分，得

分越高表示抑郁情绪越明显，得分＞15 分为存在抑

郁情绪。SCARED 适用于 8～16 岁儿童，包括 41
个条目，评分方法与 DSRSC 类似，得分越高表示

焦虑情绪越明显，得分＞23 分为存在焦虑情绪。

1.2.2 父母抑郁、焦虑情绪调查

采用抑郁自评量表［11］（Self-rating Depression
Scale，SDS） 和焦虑自评量表［12］（Self-rating Anxi⁃
ety Scale，SAS） 评估父母抑郁、焦虑情绪，Cron⁃
bach's α 分别为 0.86 和 0.85。SDS 包括 20 个条目，

所有条目得分相加为总粗分，总粗分乘以 1.25 后取

整数部分为标准分，标准分＞52 分为存在抑郁情绪。

SAS 包括 20 个条目，评分方法与 SDS 类似，标准分

＞49 分为存在焦虑情绪。

1.2.3 父母敌意归因偏差评估

采用社会认知筛查问卷（Social Cognitive Screen⁃
ing Questionnaire，SCSQ）［13］，敌意归因偏差是其 5
个维度之一，有 5 个条目，每个条目回答错误得 1
分，正确得 0 分，标准值 0.33 分，标准差为 0.60
分，得分越高表示敌意归因偏差越强。SCSQ 的重测

信度为 0.76~0.85。
1.2.4 中介效应分析

建立以下假设：（1）父母敌意归因偏差正向预测

儿童的焦虑、抑郁情绪；（2）父母抑郁、焦虑情绪正

向预测其敌意归因偏差；（3）父母敌意归因偏差在与

儿童抑郁、焦虑情绪的关系中起中介作用。以儿童抑

郁、焦虑情绪得分为因变量，以父母抑郁、焦虑情绪

得分为自变量，父母敌意归因偏差得分为中介变量，

控制父母的年龄、性别和学历变量后，构建结构方程

模型验证上述假设。采用最大似然法进行参数估计，

近似均方根误差（root mean square error of approxima⁃
tion，RMSEA） <0.08、拟合优度指数 （goodness of
fit index，GFI）>0.90、标准化残差均方根（standard⁃
ized root mean square residual，SRMR） <0.08、比较

拟合指数 （comparative fit index，CFI） >0.90 和塔

克-刘易斯指数（Tucker-Lewis index，TLI）>0.90 表

示模型拟合良好［14］。采用偏差校正的非参数百分位

Bootstrap 法检验中介效应，重复随机抽样 2 000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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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统计分析

采用 SPSS 25.0 软件统计分析。定量资料服从正

态分布的采用均数±标准差（x̄ ± s）描述，不服从正

态分布的采用中位数和四分位数间距［M（QR）］描

述；定性资料采用相对数描述。采用 Amos 26.0 软件

建立结构方程模型分析中介效应。采用 Harman 单因

素法检验共同方法偏差。检验水准 α=0.05。
2 结 果

2.1 儿童及其父母一般情况描述

发放问卷 300 份，回收有效问卷 263 份，问卷

有效率为 87.67%。儿童年龄为（9.95±1.44）岁；其

中 男 童 137 人 ， 占 52.09%， 女 童 126 人 ， 占

47.91%。调查父亲 69 人，年龄为（37.45±5.04）岁；

高中及以下学历 40 人，占 57.97%；大专及以上学

历 29 人，占 42.03%。调查母亲 194 人，年龄为

（36.03 ± 4.75） 岁；高中及以下学历 128 人，占

65.98%；大专及以上学历 66 人，占 34.02%。

2.2 父母敌意归因偏差、父母及儿童抑郁和焦虑

情绪分析

父母敌意归因偏差得分 M（QR）为 1.00 （2.00）
分；SDS 得分 M（QR）为 43.75（13.75）分，检出抑

郁情绪 71 人，占 27.00%；SAS 得分 M （QR） 为

36.25 （8.75）分，检出焦虑情绪 11 人，占 4.18%。

儿童 DSRSC 得分 M（QR）为 6.00（7.00）分，检出

抑郁情绪 29 人，占 11.03%；SCARED 得分 M（QR）

为 9.00 （11.00） 分，检出焦虑情绪 78 人，占

29.66%。

2.3 父母敌意归因偏差在父母与儿童抑郁、焦虑

情绪间的中介效应分析

Harman 单因素检验显示不存在明显的共同方法

偏差。模型拟合良好 （χ2/ν=0.697，RMSEA<0.001，
GFI=0.997， SRMR=0.019，CFI=1.000， TLI=0.990）。

模型分析结果显示，父母的抑郁、焦虑情绪直接影响

儿童的抑郁、焦虑情绪，也通过增加自身的敌意归因

偏差间接影响儿童的抑郁、焦虑情绪；直接效应值为

0.270（95%CI：0.131~0.436，P=0.001），间接效应值

为 0.028 （95%CI：0.004~0.082，P=0.001），总效应

值为 0.298 （95%CI：0.159~0.460，P<0.001），中介

效应占总效应的 9.40%。见图 1。
3 讨 论

本研究调查了 263 名学生及其父母，通过构建

结构方程模型探讨父母敌意归因偏差在父母与儿童抑

郁、焦虑情绪间的中介效应。结果表明，父母的抑

郁、焦虑情绪可影响儿童的抑郁、焦虑情绪，也通过

增加自身的敌意归因偏差间接影响儿童的抑郁、焦虑

情绪，与既往研究结论［15-18］一致。

外部环境因素对个体心理和行为的影响往往以认

知、动机和情绪等因素为中介而产生作用。GRYCH
和 FINCHAM［19］提出认知-情境理论，揭示了认知因

素在父母情绪与儿童适应中的中介作用。有研究发

现，父母敌意归因偏差会将儿童负性行为事件理解为

“故意”行为，父母越倾向于此，其情绪反应就越强

烈，若正处在抑郁、焦虑情绪中，则更易作出充满敌

意的判断或草率定论［20］，并通过情绪化行为影响儿

童情绪，本研究结论与之相符。

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已成为当前社会关注的问

题，也是健康中国战略实施的重要内容之一。如果父

母自身出现情绪问题，会在不经意间向儿童传递不健

康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模式，容易导致儿童产生情绪问

题［21-22］。建议在实施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战略过程

中，采取更多积极举措预防和改善儿童青少年不良情

绪。在小学或更早阶段开展儿童心理健康教育的同

时，通过多种渠道和宣教方式加强家长心理健康知识

的普及教育，让家长更好地理解儿童的情绪和行为，

让儿童有更多的表达机会，避免敌意归因偏差；家长

及时觉察并调整自身的情绪状态和教养方式，以减少

自身不良情绪对儿童的影响，促进儿童心理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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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Mediating effect model for parental hostile attribution
bias on depression and anxiety between parents and childr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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