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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采用自编的)老年人亲子支持问卷*&)老年人恩情感问卷*和已有量表!对来自$个省市的"’’名*(&’/
岁的老年人进行问卷调查%结果表明!亲子支持通过影响老年人的自尊感&孤独感&恩情感!进而影响其主观幸福

感%其中接受支持对自尊感&孤独感&恩情感产生积极的影响效应-给予支持对老年人的自尊感产生积极的影响

效应%
关键词!亲子支持!老年人!主观幸福感%
分类号!B’$$>$

%!引!言

!!主观幸福感水平是老年人心理健康水平和生活

质量高低的重要衡量指标%国内外许多研究表明!
子女向老年人提供的支持和帮助可以提高老年人的

主观幸福感水平’%!"(%同时!老年人向子女提供支

持是影响其晚年心理健康的重要因素’%(%这是因

为老年人提供社会支持可以提高自身在家庭中的地

位!同时增强其与子女间进行支持互动的能力’((%
亲子间的社会支持对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会造成影

响!这是许多研究已证明了的事实%对于两者之间

的影响机制!心理学家提出了两种假设模型%一种

为)主效果*模型!另一种为)缓冲器*模型%)主效

果*模型认为!社会支持在于平时维持个体良好的

情绪体 验 和 身 心 状 况!从 而 有 益 于 心 理 健 康’$(%
)缓冲器*模型认为!社会支持仅在应激条件下与个

体身心健康发生联系!它缓冲压力事件对身心状况

的消极影响!保持与提高个体身心健康水平’((%在

这里!我们更倾向于)主效果*模型%因为!个体所

处的应激状态相对于一般状态来说是一种特殊状

态!但在日常生活中!个体所处的状态多为一般状态

而非特殊状态%因此!研究日常生活中社会支持对

个体心理健康的影响!)主效果*模型更适合%
!!)主效果*模型指出!社会支持通过对个体心理

状态产生影响!进而影响个体的心理健康%在这里

个体的心理状态是连接社会支持与心理健康之间的

桥梁%但是)主效果*模型并没有对连接社会支持

与心理健康之间的个体心理状态作探讨!仅仅是指

出了在社会支持与心理健康之间存在着个体心理状

态这一中介!至于是哪些心理状态作为中介!)主效

果*模型回答不了这个问题%综观以往文献!我们

发现大部分文献也只是验证了亲子支持对老年人主

观幸福感有影响!没有探讨影响的内在机制!因此我

们有必要针对既与社会支持有密切关系!又与心理

健康紧密相关的个体的心理状态!对社会支持影响

心理健康的内在机制进行分析%
!!已有文献表明!自尊感和孤独感是与个体的社

会支持和心理健康都有密切关系的心理状态%前人

的研究发现无论是接受社会支持还是给予社会支持

与个体的自尊感都有密切的关系%?2K2;H6发现个

体与他人的社会支持行为与其自我意像"?E48O31O
27E#有密切的关系%拥有高社会支持的个体对自身

有更积极的描述!而低社会支持的个体对自身的评

价相对较低’*(%TE3;;126发现!当人们去帮助那些

需要帮助的人时!就会产生一种自我肯定感和满足

感!这种感觉会增强帮助给予者的自尊’*(%此外!
一些心理学家研究也发现!孤独感与社会支持&心理

健康都有密切关系%)心理不协调*理论"F=EHK5H8
1E6I2436<H67KN3I5#认为!孤独感来源于个体人际关

系的不协调%也就是指!个体所期待的人际关系与

实际所拥有的人际关系不能匹配%丧偶人群之所以

容易产生孤独体验!是因为他们丧失了重要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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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而导致期待与现实不能平衡%对丧偶人群的

研究表明!个体获得越多的社会支持!则越容易从孤

独的体验中摆脱出来’C(!由此说明社会支持可以减

缓个体的孤独感%
!!对于中介变量的心理状态!我们除了探讨老年

人的自尊感和孤独感外!还应该考虑在中国文化背

景下与亲子支持有关的老年人独特的心理状态%我

们知道!中国自古以来就是重)孝*的国家!年老的

父母非常渴望获得子女的孝顺!并且这种渴望的满

足成为了老年人晚年生活必不可少的需要%一旦需

要获得了满足!老年人就会有一种特殊的情感体验!
这里我们称之为)恩情感*%M3NMN在分析中国家

庭内部系统的运行规则时!曾提到过)恩情*这一概

念’/(%他指出!)恩情*是子女对父母养育之恩的感

激之情!是与)依恋之情*和)责任感*共同支配家庭

系统正常运行的规律%本研究在 M3NMN所提出的

)恩情*概念的启发下!尝试性的对老年人的恩情感

进行初步探索%我们把恩情感定义为$在中国文化

背景下!老年人与成年子女进行社会交往的过程中!
当老年人意识到子女在以某种方式报答父母对他的

养育之恩时!所产生的一种独特的心理体验%本研

究拟将自尊感&孤独感&恩情感作为介于亲子支持和

主观幸福感之间的心理状态!探讨亲子支持与老年

人主观幸福感的关系%

"!方!法

#$%&被试

!!"’’名来自北京&沈阳&山西&湖北四省市的老

年人参加了本研究%其中男%*S人!女%"S人-年龄

范围$*(&’/岁":XC*>#/!7;XC>"%#%
#$#&研究工具

!!纽芬兰纪念大学幸福感量表"[eZ?\#’’(%用

于测量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量表由"(个项目组

成%项目的记分为!回答)否*记%分!回答)是*记"
分%各项目的平均分数为幸福度得分!得分越高表

明主观幸福感越强%分数范围为%&"分%例如!
)我对生活特别满意%*本次测量的 -KH6̂2<=#值为

#>S%%
!!e-MA孤独感量表’’(%由"#个项目组成%项

目采用四级频次记分!回答为)从未*&)很少*&)有

时*&)一直*!分别记%&$分%把各项目的平均分

作为孤独感得分!得分越高表示孤独感越强烈%例

如!)您 与 周 围 人 的 关 系 和 谐 吗.*本 次 测 量 的

-KH6̂2<=#值为#>’*%
!!自尊量表 ?0?’’(%由%#个项目组成%项目采

用四级评分!根据项目的描述是否符合自身情况!回
答)非常不符合*&)部分不符合*&)部分符合*&)非

常符合*!分别记%&$分%把各项目的平均分作为

自尊感得分!得分越高表示老年人自尊感体验越强

烈%例如!)我感到自己是一个有价值的人%*本次

测量的-KH6̂2<=#值为#>/C%
!!自编恩情感问卷%测量老年人的恩情感体验%
在对老年人访谈的基础上我们编制了老年人恩情感

问卷%该问卷由%%个项目组成%项目采用四级评

分!根据项目的描述是否符合自身情况!回答)非常

不符合*&)部 分 不 符 合*&)部 分 符 合*&)非 常 符

合*!分别记%&$分%把各项目的平均分作为恩情

感得分!得分越高表示老年人的恩情感体验越强烈%
例如!)子女们经常以各种方式回报我对他们的养

育之恩%*问卷的-KH6̂2<=#值为#>’’%
!!自编老年人亲子支持问卷%问卷由两个分问卷

组成!分别为老年人接受成年子女社会支持问卷和

老年人给予成年子女社会支持问卷%前者共"C个

项目!后者共"’个项目%项目的记分!按照老年人

接受或给予社会支持的频次!为)从未*&)很少*&
)有时*&)经常*!分别对应%&$分!得分越高表示

社会支持水平越高%例如!)我急需钱时子女会主

动帮助我%*信度检验结果表明!接受支持问卷的

-KH6̂2<=#值为 #>S$!给予支持问卷的 -KH6̂2<=#
值为#>S%%
#$!&数据收集与分析

!!问卷的施测采用的是入户测试的方式%主试由

心理学专业研究生担任%数据采用 ?P??fHKQ36O
RHG;"%#>##和A1H;"$>#%#进行统计分析%

(!结!果

!$%&测量工具的基本数据

表%&各量表的平均值"1#和标准差"-/#

主观幸福感 孤独感 自尊 恩情感
社会支持

接受支持 给予支持

%>/#Cm#>"*% %>S%$m#>$$* (>("%m#>*"% (>#*$m#>C/’ ">’’’m#>*S* ">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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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人接受和给予子女的社会支持与自尊感!
孤独感!恩情感的多元方差分析

!!对于老年人接受和给予成年子女社会支持行

为!根据标准分小于 )%!标准分数大于 )%且小于

%!标准分数大于 %!将被试分为接受社会支持低&
中&高组和给予社会支持低&中&高组%将老年人自

尊感&孤独感&恩情感作为因变量!接受和给予社会

支持行为作为分类变量进行多元方差分析%结果表

明!接受和给予社会支持的交互作用不显著!""$!

"/S#X#>S//!#X#>$CS-接受社会支持和给予社会

支持主效应显著!"""!"/S#X%#>*/$!#X#>###!"
""!"/S#X$>/C/!#X#>###%进一步分析发现!对

于接受社会支持行为!在自尊感和恩情感上!高社会

支持组&中社会支持组&低社会支持组得分之间均存

在显著差异-在孤独感上!高社会支持组和中社会支

持组得分显著高于低社会支持组-对于给予社会支

持行为!在自尊感上!高社会支持组和中社会支持组

得分显著高于低社会支持组%结果见表"%

表#&老年人接受和给予子女的社会支持与自尊感!孤独感!恩情感的多元方差分析

因变量 高组"[E26# 中组"[E26# 低组"[E26# """!"/S#值 #值

接受社会支持

自尊感 (>$%#m#>$C$ (>(#/m#>*C# (>#*Sm#>CCC (>//C #>#"$!

孤独感 %>/#/m#>$$( %>’/Cm#>$(C ">#**m#>$"% $>%’C #>#%C!

恩情感 (>$$/m#>$%% (>#S%m#>*#( ">"$’m#>*C% (*>"(% #>###!!!

给予社会支持

自尊感 (>$%"m#>$$$ (>((’m#>$SC (>#"/m#>C"S $>/%C #>#%#!!

孤独感 %>//%m#>$$# %>S/#m#>$"# %>’S/m#>*(" ">("/ #>#SS

恩情感 ">/$"m#>/*" ">SS’m#>C(" (>#$*m#>/S" ">**/ #>#/S

注$!#Y#>#*!!!#Y#>#%!!!!#Y#>##%!下同%

!$!&老年人亲子支持与自尊感!孤独感!恩情感和

主观幸福感的路径分析

!!采用路径分析进一步分析老年人亲子支持行为

与老年人的自尊感&孤独感&恩情感&主观幸福感的

关系%结果见图%和表(%

图%!老年人亲子支持与自尊感&孤独感&恩情感和主观幸福感的路径分析模型

表!&老年人亲子支持与主观幸福感路径分析模型的拟合

指数

#" 5+ #"O5+ -fJ ZfJ FMJ JfJ T[?0A

$>%"$ " ">#C" #>SS* #>SS% #>SC* #>SSC #>#C%

!!图%显示!接受子女社会支持对老年人主观幸

福感没有直接影响!它通过自尊感&孤独感和恩情感

间接影响主观幸福感!此外它还通过孤独感对恩情

感的影响进而间接影响主观幸福感-给予子女社会

支持行为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有直接影响!但贡献

率较小!仅为#>#%%此外它通过自尊感间接影响主

观幸福感%接受子女社会支持通过孤独感&恩情感

和自尊感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为#>"’-给予

子女社会支持通过自尊感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

响为#>#(-亲子支持通过影响自尊感&孤独感&恩情

感进而对主观幸福感的贡献率为#>(C!即(CW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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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幸福感的变异可以由亲子支持&自尊感&孤独感&
恩情感来解释%

$!讨!论

’$%&亲子支持行为与老年人自尊感的关系

!!从本研究的多元方差分析!我们可以看到接受

支持和给予支持在老年人自尊感上均存在显著的主

效应!即无论是接受支持还是给予支持!高社会支持

老年人的自尊感显著高于低社会支持的老年人%
!!对于接受社会支持与自尊感的关系!我们可以

用TH;;EK的观点加以解释!即拥有高社会支持的个

体对自身有更积极的描述’*(%因为!接受社会支持

的过程也可以看作为老年人调动所拥有的社会资源

来满足自身需要的过程%亲子支持代表老年人所能

调动的资源!高亲子支持意味着其能够调动相对多

的社会资源!这客观上就是对其能力的肯定%
!!对于给予社会支持与自尊感的关系!我们可以

用-H56E的观点加以解释!即社会支持给予者帮助

他人的过程也就是将自身所拥有的能力&资源放置

于更大的社会领域而供他人检验的过程’S(%给予

子女社会支持的过程!也就是老年人帮助子女改善

现有处境!满足其需要的过程%在此过程中老年人

所拥有的能力和资源获得了认可和肯定!从而会产

生自尊感体验%
’$#&亲子支持行为与老年人孤独感的关系

!!孤独感是指老年人感到与重要他人处于相互脱

离或者不和谐的关系!从而感到被疏远和轻视%本

研究的多元方差分析结果表明!接受支持在老年人

孤独感上存在显著主效应!即高社会支持老年人的

孤独感显著低于低社会支持的老年人%这一结果证

明了QE3;;关于孤独与社会关系的观点’C(%QE3;;
指出孤独感体验来源于个体与外界的隔离!加强并

获得与他人亲密的社会联结可以帮助个体摆脱孤

独%亲子支持的过程实际上就是老年人与亲密他人

进行社会交往的过程%在此过程中!高社会支持的

老年人是与子女交往相对亲密的老年人%因此!相
对于与子女关系疏远的老年人!与子女交往紧密的

老年人的孤独感体验会相对少!亲密感体验会相

对多%
’$!&亲子支持行为与老年人恩情感的关系

!!恩情感是指在中国文化背景下!老年人与成年

子女进行社会交往的过程中!当老年人意识到子女

在以某种方式报答父母对他的养育之恩时!老年人

所产生的一种独特的心理体验%多元方差分析表

明!接受支持在恩情感上具有显著的主效应!即高社

会支持老年人的恩情感水平显著高于低社会支持的

老年人-给予支持在恩情感上不存在显著主效应%
!!恩情感的体验来源于子女对父母养育之恩的报

答%子女报答父母的养育之恩体现为赡养父母!孝
顺父母!在物质和精神上善待父母以使他们安度晚

年%老年人接受子女社会支持的过程是子女为改善

父母的生活质量而帮助他们的过程!此过程体现了

子女对父母养育之恩的报答%因此!高社会支持的

老年人比低社会支持的老年人会有更强烈的恩情感

体验%从图%的路径分析结果我们也可以看出!亲
子支持行为对老年人恩情感的解释率达到了$"W!
高于亲子支持行为对自尊感"%$W#和孤独感"/W#
的解释率%这一结果说明!恩情感体验对老年人保

持良好心理状态的有重要的作用!这可能是受我国

重)孝*的文化传统的影响%
’$’&亲子支持行为与自尊感!孤独感!恩情感和主

观幸福感的关系

!!从路径模型可以看出!虽然给予子女支持对老

年人的主观幸福感有直接影响!但贡献率太小!仅为

%W%因此我们认为亲子支持行为主要是通过影响

自尊感&孤独感&恩情感等心理状态间接影响主观幸

福感!此结果基本支持社会支持与个体心理健康影

响的)主效果*模型%从路径分析结果可知!接受支

持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是通过自尊感&孤独感&恩情

感产生作用!而给予支持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是通

过自尊感产生作用%在亲子支持过程中!无论是接

受支持还是给予支持都会对老年人的心理健康产生

积极的影响!但接受支持"QX#>"’#比给予支持"Q
X#>%*#的影响效用更大%这说明老年人更需要成

年子女们的关怀%由于生理功能的下降!老年人的

适应能力下降!因此更需要子女们给予帮助以提高

生活质量%本研究中!社会支持&自尊感&孤独感&恩
情感对主观幸福感的解释率为 (CW!此结果不算

高%但我们知道!个体的主观幸福感是一个受多种

因素!如人格&生活事件等共同影响的变量%能够解

释主观幸福感总体上(CW的变异!这足以说明社会

支持&自尊感&孤独感&恩情感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

的重要意义%

*!结!论

!!亲子支持通过老年人的自尊感&孤独感和恩情

感影响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其中接受支持对自尊

感&孤独感&恩情感产生积极的影响效应-给予会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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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对老年人的自尊感产生积极的影响效应%老年人

接受子女的支持对主观幸福感的作用大于老年人给

予子女的社会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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