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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婚姻关系与子女婚恋心理的主观体验研究 

□陈思帆  范  雪  张俊蕻  [电子科技大学  成都  610054] 
 
[摘  要]  通过对22名在校大学生的深度访谈，研究他们对父母婚姻关系及其自身婚恋心理的主观

体验。采用QSRNvivo7.0软件对两组被试访谈的内容进行分析，结果发现父母婚姻关系与子女婚恋心理

存在一定的关系；在被试的主观体验中，父母婚姻关系的幸福与否，与父亲在婚姻中的影响有更为重要

的关系；被试对父母关系有更多的消极评价与感受，必然在“对爱情的期待”、“婚恋的态度”、“与家人

关系”和“评价自己的爱人”等方面使用更多的负面词汇；被试对“自己在婚恋中的角色”与“婚恋中

重要东西”的评价，没有明显差异。研究结果对婚恋心理的进一步研究以及心理咨询的实践工作有积极

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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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家庭环境对儿童青少年的心理健康有重要影

响，其中，关于父母婚姻状况对儿童青少年心理健

康影响的研究随着Bowen提出系统家庭理论而逐渐

增多。美国全国调查数据显示在儿童期经历婚姻破

裂的孩子比完整婚姻家庭的孩子有更高的离婚的风

险。研究发现父母的离婚对孩子关于婚姻的态度有

不可抑制的影响，但父母经常发生冲突比父母的分

开对孩子适应的影响更糟糕[1]。对父母婚姻关系的

回忆越负面，承受的心理压力越大，回忆父母之间、

亲子之间的暴力事件越多，越有经济上的困境[2]。

此外，在不同年龄经历父母的婚姻破裂所受到的伤

害并不会有明显的差异[1]。 
目前，在大学生这一年龄阶段，国外的研究主

要集中在父母的婚姻关系、婚姻满意度、婚姻冲突

对大学生恋爱或婚姻关系的影响等方面。Feldman
等人在一项6年的纵向研究中发现母亲对婚姻的满

意度比父亲对婚姻的满意度能更好地预测青少年后

来的情绪与生理健康。Feldman等人还发现，虽然家

庭亲密度与凝聚力有助于建立成年后的亲密关系，

但父母婚姻满意度的作用更直接；同时，灵活的家

庭控制，较低程度的家庭凝聚力和母亲的婚姻满意

度能预测成年后婚恋关系的亲密度。无论父母是否

有意让孩子看到存在问题的婚姻，儿童从孩童时期

就开始知觉到父母的婚姻状态 [3]。Cummings与
Davies提出“情绪安全假说”（Emotional security 
hypothesis），来说明婚姻冲突对儿童行为影响的内

在机制[4]。对父母双方来说，采取负面的婚姻冲突

解决策略与儿童对家庭关系的负面表征有关。

Cunningham与Thornton在2006年的研究发现，父母

的婚姻质量与青少年对婚姻相关问题的态度有中等

程度的相关，而父母关系越积极，亲子之间对婚姻

态度的一致性越高[5]。 
现有研究集中在通过问卷调查知觉到的父母关

系对子女的影响，而根据德国家庭系统排列创始人

伯特·海宁格在做个案中发现家庭中存在隐藏动力，

父母婚姻关系出现问题时，无论子女是否意识到自

己知道父母关系的状态，子女的婚恋关系都会受到

影响[6]。例如父母的婚姻关系、父母的外遇等都可

能对子女的恋爱婚姻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因此，

了解对父母婚姻状况的主观体验有助于发现影响子

女恋爱婚姻关系的潜在因素。国内对父母婚姻状态

与大学生恋爱婚姻相关研究较少。有一项相关研究

发现，父母的受教育程度对大学生选择未来结婚伴

侣所考虑的条件几乎没有什么影响[7]。本研究采用

质性研究的方法，在借鉴已有研究的基础上，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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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婚姻关系中可能对子女婚恋心理有影响的因

素，以期为实证的研究工作及心理咨询工作提供依

据。 

一、研究方法 

（一）被试 
挑选主动到心理咨询室寻求心理帮助，自述有

婚恋方面困扰且其父母均健在的学生11名；在本科

与研究生中进行随机访问，发现自我报告婚恋幸福、

心理测试结果显示心理健康状况正常、自我报告其

父母均健在并相处融洽的学生11名，分别对这22名
被试进行深度访谈并录音。 

（二）研究过程 
每次访谈30～45分钟。在访谈中，分为两种访

谈方式，一种是半结构式访谈，2名研究者根据访谈

提纲灵活调整提问内容；另一种为有主题的开放式

访谈，先要求被试在沙具中选取4个玩偶分别代表父

母，自己和伴侣，摆放在沙盘中，然后对摆放位置

和方式的原因进行解释。所有访谈结束之后，将录

音全部转录成文字，采用QSRNvivo7.0软件对文字数

据进行编码及分析。 
（三）质性分析方法 
本研究运用Nvivo7.0版本进行分析，具体分析

步骤如下：1）将每个个案的访谈资料逐字逐句的输

入为word文档；2）将全部的word文档转入Nvivo7.0
中；3）研究者在此软件中逐字逐句地阅读每个文档

中的内容，并对每句或每段文字所表达的意思进行

归纳概括，提炼出内在含义，进行基础的自由节点

的编码。如当一个个案在谈到父母的沟通情况时，

说到“以前沟通得很少，现在相对比较多，以前主

要是我父亲年轻，气也比较盛，他们两个是完全两

种思维方式，他们两个在一起沟通起来确实也是很

困难……。”在进行内容分析时，可以将这段文字做

一个自由节点的编码“父母沟通”；同时这段话的前

两节“以前沟通得很少，现在相对比较多”又包含

了一个研究者关注的概念，即沟通的转变，所以这

两节又被作为另一个自由节点“沟通的转变”；此外，

这段话中“主要是我父亲年轻，气也较盛，他们两

个是完全两种思维方式”还包含一个内容，即影响

沟通的因素，所以对这句话也进行编码“父母沟通\
影响因素”。在后面的访谈中个案又提到影响父母沟

通的因素“我觉得主要就是他们的性格差异特别大，

思维方式差异也特别大，所以我觉得这（是）导致

他们之间的（问题的原因），我觉得就是没法沟通。”

那么给予这句话同样的编码“父母沟通\影响因素”。

就这样逐句逐段的分析每个个案访谈的内容，并进

行编码。4）自由节点建立完成后，即可按照各节点

特性，进一步建立树状编码。树状编码是自由编码

的上一层级，即在质性研究架构逐渐成形时，将自

由节点按照内容归属层级的关系移动到树状节点

下，成为子节点。树状节点之间就可以形成概念间

的相互关系；5）根据研究个案的特征将文件赋予不

同的属性（如性别、组别、婚恋情况等）；6）编码

结束后，利用Nvivo7.0强大的查询功能，根据研究

者的意愿，从特定文件中抽出某一编码的所有内容，

认真阅读、思考，并与其他编码的内容进行比较、

联系，归纳出初步结论；7）返回到访谈文档资料中

验证初步结论是否合理，若有出入则对其进行修正。

如此进行反复研究，最后得出结论。 
本研究编码的原则是：1）对文字的提炼要建立

在反复研读，多思多问的基础上，总结要精练，表

达要准确；2）先进行自由节点的编码，再进行树状

节点的编码，这样通过层层提炼会对整个研究的思

路和方向有更好的把握；3）研究过程中产生的新想

法和新发现要利用查询或再编码功能及时地记录下

来，以丰富研究内容；4）对研究结果的内在逻辑关

系的呈现要严谨，既尊重原始资料又高于原始资料，

保证研究结果的可靠性。 

二、结果 

在Nvivo7.0软件分析的基础上，根据抽取的树

状节点，研究者总结出模型如图1。 
（一）对父母及自己婚恋关系的主观评价 
由于本研究的目的是了解被试主观体验到的父

母婚姻关系状况对其婚恋态度与关系的影响，因此

没有向其父母求证真实的情况。尽管访谈提纲涉及

到了影响婚姻关系的经济收入、对婚姻的态度、父

母的特点、对日常问题的看法、付出与索取、相处

的方式、沟通、婚恋史等内容，研究者在抽取节点

形成结论时，发现被试认为影响父母关系与自己婚

恋关系的主要原因在于沟通与日常处理问题的方

式，而父母的性格特点是影响他们沟通方式、效果

与处理问题方式的最主要原因。 
有问题组在30次提到母亲的特点中，有17次是

负面的评价，比如认为母亲懦弱，或者不能控制情

绪（“其实我觉得有时候吵架，她如果不说那么多，

可能，可能也就不会那么差，我爸脾气就特别不好，

就特别不想让她说，她就总觉得自己很委屈，然后

她就非得说，然后就这样。”“她还是觉得别人应该

像以前一样对她，她现在有的时候就经常发火啊之



 教育视野 电子科技大学学报（社科版）    2013年（第15卷）  第1期         
Journal of UESTC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Feb.2013,Vol.15,No.1 

109.

类”）或者性格过于好强等。在正面评价中，被试认

为母亲传统善良，很节俭，很温暖，很有品味，会

赚钱，贤淑温顺，朴实等。无问题组在38次提到母

亲的特点中，负面的评价一共9次，如认为母亲计较

多，爱唠叨（“遇到问题，就我妈在那凶呗，我妈就

骂我爸呗，如果两个人的问题就我妈一直唠叨唠叨，

骂我爸什么的，我爸就不吭气，就由着她念”），脾

气不好（“他就觉得我妈就是脾气不太好，其他的都

还可以。”），更多的评价母亲持家，很能干，很精明，

善良贤惠，忠厚老实、勤劳，严肃慈祥等。 

表示两组存在差异的影响因素 表示只在有问题组出现的影响因素 

表示两组存在差异的主因素 表示两组不存在差异的影响因素

 

图1  父母婚姻关系与子女婚恋心理的关系 

表1  每个因素中，正面评价占总评价的百分比（%） 

项目 有问题组 无问题组 

母亲的特点 0.43 0.76 

父亲的特点 0.48 0.95 

父母沟通 0.25 0.89 

父母关系 0.23 0.97 

爱情本身的期待 0.33 1 

对婚恋的态度 0.27 1 

与家庭成员的关系 0.23 0.89 

对爱人的评价 0.2 0.88 

对与爱人关系的评介 0.6 0.94 
 
在父亲的特点这个因素中，无问题组37次对父

亲的评价中，有1次评价父亲对被试自己比较严厉，

1次评价父亲不太讲理（“我感觉他就是有点那种不

太讲理，以前的时候好像没考虑太多，就是不管不

顾的哈，就是有点，很多事情没有认真去想过。”），

其余35次对父亲的评价都是积极正面的，比如认为

父亲安静儒雅，慈爱，温和，幽默，较开明，理智

包容，顶梁柱，踏实有魄力，有冲劲，勤劳，正直

朴实等。有问题组在21次对父亲的评价中，有11次
是负面的评价，如父亲有过出轨，冷漠（“比较倔强、

而且心理有些自卑，不考虑别人的感受，或者说是

感情有些冷漠。”），专横，很少尽家庭义务，很强制，

会使用暴力，不够大度（“我妈总觉得我爸脾气不好。

有时候就是想跟他商量点事，说点话什么啊，我爸

就当真。我就觉得我有点像我爸，有点小心眼的那

种。就是别人说点什么就放在心上了。”），不善于表

达等。 
在父母沟通方面，无问题组在9次提到沟通时，

有1次描述父母沟通不顺畅，在有问题组4次提到沟

通中，有3次提到父母沟通不顺畅，经常吵架无法达

成共识，非常需要很好的沟通，只有1次提到父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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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量着解决问题。 
在处理问题的方式方面，无问题组提到3次，3

次的内容都涉及面对问题，通过争吵来解决；有问

题组提到6次，其中1次是母亲通过倾诉来发泄情绪，

从而解决问题，有5次提到父母都很理智，避免出现

更大的问题，采取回避的方式自己解决问题。从这

个角度来说，吵架似乎比“冷处理”更能促进关系

的和谐与稳定。  
在对父母关系的67次评价中，无问题组有2次评

价自己父母之间距离似乎有点远，感觉父母关系不

是特别好，其余65次都对父母的关系作了积极的评

价，比如其中有17次评价父母的婚姻是幸福的，47
次评价父母之间相互关爱，1次评价婚姻比事业对父

母更重要。在有问题组中，评价父母关系一共有79
次，其中只有14次评价父母是恩爱的，4次提到父母

曾经互相支持，而有21次评价父母关系不和，13次
评价父母婚姻不幸福，8次评价父母其中一方有过出

轨，10次评价父母经常吵架，9次提到父母曾经想要

离婚或者已经离婚。 
（二）父母的婚姻关系对被试的影响 
被试在不同程度上都认为自己受到了父母关系

的影响，也在不同程度上借鉴了父母婚姻中的经验，

因此，形成了不同的个人特点、对爱情的期待、对

婚恋的态度等，这些信念与价值观在被试与自己的

爱人互动中，也影响了他们与爱人的沟通方式与效

果，以及处理问题的模式。 
可能因为无问题组对父母婚姻关系的积极评

价，无问题组的被试在13次提到父母对其影响时，

无一人直接提到父母的关系对自己有负面的影响，

只是认为父母在婚姻中的角色对自己的影响很大，

自己跟父母的一方很像等。在有问题组中，有一些

被试也提到自己受父母或一方父母的影响很大，但

有4个人3次明显提出受到负面的影响（如，“对我的

影响？我觉得情绪上会比较感伤，对婚姻来说我觉

的心理上不是那么健康，虽然我比较开朗，身边有

很多朋友，然后自己能够把一些事情就想开了，我

觉得我现在自己心里面比较的扭曲。”“……，不像

我们家，又吵又打的那种。我觉得这样不好，对孩

子，对家庭都不好。我现在觉得那种成长氛围对孩

子成长很不好。”） 
在借鉴父母婚姻中的经验这个因素中，无问题

组在借鉴不足（10次）与优点（11次）方面都谈到

了较多的内容，例如不要吵架，要有更多的沟通，

注意沟通技巧，让对方在外面有面子，向父母学习

人品好，互相关心、尊重，真诚相待，齐心协力，

善于表达情感等。而有问题组在借鉴不足与优点方

面分别谈到2次，与无问题组相比，内容上显得更抽

象，没有发现问题的实际原因。比如，有问题组提

到要避免出现父母那样的问题，不要像父母那样吵

架，学习父母相守到老等。 
（三）被试理想中的婚恋状态 
无问题组在17次提到对爱情的期待都是积极正

面的，其中有2次提到对爱人的期待，希望爱人能够

保持自我，外向；15次提到了对爱情本身的期待，

例如，爱情是美好的事物（“爱情是顺其自然的事情

吧，是我生活中必不可少的，是我幸福的源泉。我

会很用心去经营这个东西。”“感情中，就像我以前

说的爱情像咖啡嘛，我觉得是有苦有甜，时间越长

越香浓，越有味道，要细细的去品味。”）；恋爱中要

保持相对独立（“平时就是生活上关心一下吧，给她

一些自由空间吧，就是我觉得两个人在一起不能天

天粘在一起，应该各自有各自的空间，各自有各自

的圈子，然后就是应该两人有一种心灵上的默契吧，

不管对方有什么事的话，能够相互扶持，相互帮助

那种。”）；对婚姻有一份期待，渴望细水长流的爱情

等。有问题组提到关于爱情的24次期待中，对爱情

本身的3次期待中有2次都是负面的表达，例如，认

为爱情不能太平淡，讨厌吵架；21次提到对爱人的

期待，例如爱人脾气要好，不要像父亲一样做生意，

男友要更多考虑我的感受，女友要有品味等。从两

组的差异能够看到无问题组对爱情的预期积极乐

观，而有问题组对爱情是悲观的，似乎认为爱情是

否能顺利发展，对方的特质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对爱情的期待显然直接与对婚恋的态度相互影

响，无问题组在20次提到对婚恋的态度中，无一次

是负面消极的表达，例如珍惜爱人，珍惜爱情，婚

恋很重要，婚恋要以现实为基础，婚姻以恋爱为前

提，平淡相守等。而有问题组在41次提到婚恋态度

中，有30次是负面的表达，体现出对婚姻的悲观，

对伴侣的不信任等。 
对婚恋中的角色评价中，两组对父母婚姻中的

角色评价没有差异，多数情况是父亲主外，母亲主

内，少数情况是相反的。两组的差异在于对自己的

婚恋关系中角色的评价。从评价结果看，有问题组

更看重自己在关系中的作用，例如认为自己付出得

更多一些。而无问题组更多认为双方要共同承担，

共同奋斗。 
可以看到，有问题组的被试倾向对爱情婚姻持

悲观态度，渴望对方在关系中有更多的付出，同时

又对伴侣不信任，于是变得对自己提出更为严苛的

要求和期待，事实上，这种思维与行事风格，只会

让被试在关系中更无助和悲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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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有问题组在出轨、自我成长等问题上的

态度分析 
值得注意的是，一致的访谈方式与提问内容，

有问题组出现了三个主题是无问题组没有的：对出

轨问题的态度，对父母婚姻的态度和自我成长。对

父母婚姻的态度20次评价中，几乎都是负面的评价，

例如：对父母的感情不了解，反感父母吵架，父亲

受奶奶影响较大，害怕父母吵架，看不起父亲打母

亲，父母为了家庭而维持婚姻等。在对出轨问题态

度的6次评价中，2次反对出轨，2次认为有外遇很正

常，1次认为接受感情出轨不允许身体出轨，1次认

为可以原谅爱人外遇。有问题组的被试7次提到自我

成长是必要的，例如反思自己，寻求改变，在感情

中不断学习，重新认识自己等。从这三个主题可以

看出因为对父母关系的负面主观体验，有问题组的

自我评价较低，同时，对婚恋关系的信任度与评价

也较低。 
（五）两组被试在处理婚恋问题上的方式不同 
在个人处理问题的方式方面，无问题组11次提

到针对问题的处理方式，如吵架不过夜原则，讨论

解决问题，冷战几天，通过吵架进行深入交流等，

14次提到会表达与发泄情绪，如向对方发火、发泄

情绪，多种方式处理情绪，包括自己处理情绪等。

有问题组提到针对问题的处理方式仅有3次，例如吵

架但不会生气，很难控制情绪，自己保持理智。从

这个主题来看，有问题组的被试对关系中的问题与

处理方法更不敏感，情绪调节策略较少。 
个体的处理问题方式更多是在家庭中学习而来

的，因此，与家人的关系状况很大程度上能预测个

体在亲密关系中的状况。在本研究中，也呈现了这

一规律。在无问题组28次提到与家庭成员的关系中，

有3次提到不好的关系状况，如让父亲失望，卷入父

母的关系问题。其余25次都是对与家庭中某个成员

良好关系的描述。在有问题组22次提到与家庭成员

的关系中，有17次提到不好的关系状况，如与父亲

很陌生，与父母有一定距离，父亲打被试，不爱弟

弟，对母亲的感情不了解等。 
（六）与爱人的婚恋关系状况 
从两组的描述来看，无问题组对爱人的评价更

加积极，评价爱人缺点的描述有7次，评价爱人优点

的描述有51次，无问题组更多地认为爱人是踏实上

进的，有能力，责任感强，顾家，有理想，肯努力，

有毅力，较成熟，较乐观，幽默，重感情，理解包

容等。有问题组评价爱人缺点的描述4次，评价爱人

优点的描述1次，有问题组更多地认为爱人不太爱表

达，意志力不强，比较情绪化等。  
在无问题组中，对和睦关系的描述92次，矛盾

关系的描述6次，无问题组更多评价与爱人的关系是

彼此信任的，在爱情中互相包容理解，对感情付出

均等，坦诚相待，相互依赖扶持，有共同语言等。

在有问题组中，对和睦关系的描述12次，矛盾关系

的描述8次，有问题组更多评价与爱人的关系是负面

的，如评价与男友的相处是不确定的，矛盾较多，

与前男友经常吵架，感觉男友思想飘忽等。 

三、讨论 

从研究结果看，一方面，本研究从主观体验的

角度验证Cunningham & Thornton在2006年的研究发

现，即父母的婚姻质量与大学生婚恋心理有很大程

度的相关，父母关系越积极，子女对婚恋的态度越

积极；父母关系越消极，子女对婚恋的态度越消极，

主观愿望上越不愿重蹈覆辙，但在实际或潜在婚恋

关系中所表现出来的态度、言行、评价更消极。另

一方面，本研究有如下发现： 
从对父母关系与影响因素的评价上来看，对父

亲的负面评价似乎与对父母婚姻关系的负面感受有

较大关系，是否可以认为在被试的主观体验中，婚

姻关系的幸福与否，与父亲有更为重要的联系？这

与Feldman等人1997年发行母亲的婚姻满意度对成

年后婚恋关系的亲密度有影响存在不一致的地方，

这个问题值得深入研究。另外，通常观点认为“冷

处理”是解决矛盾冲突的有效方法，但本研究发现

在婚恋中，似乎面对问题，直接沟通，甚至通过吵

架的方式来沟通，更有助于夫妻双方消除误会，更

接纳与认可对方。 
有问题组比无问题组对父母的关系有更多消极

评价与感受，受到的影响也较负面，由于对父母关

系中积极正面部分的感受较少，因而有问题组对婚

恋的总体评价是负面的，也必然在“评价自己的爱

人”、“对爱情的期待”、“婚恋的态度”和“与家人

的关系”时用了更多的负面词汇。在对“自己的特

点”、“自己在婚恋中的角色”和“婚恋中最重要东

西”的评价中，两个组之间没有明显差异，例如，

都能看到自己的优势与一些不足，都认为在婚恋中，

信任、宽容，忠诚、自立、自信、幸福是重要的。

尽管“自己的特点”其实是影响婚恋心理的很重要

的一个因素，可能因为访谈的方式与时间有限不能

更深入细致地讨论，本研究中的自我评价并没有体

现出其本来的重要性。 
从研究结果来看，有问题组在婚恋心理方面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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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与无问题组存在较大的差异，在“与爱人的关系”

上也存在明显的负面结果，但有问题组有一个特有

的影响因素“自我成长”。从这个主题看，尽管有问

题组有不乐观的婚恋认知、情感表达与调节策略，

与爱人的关系也不是理想状态，但有问题组有自我

成长的认知与需要，说明他们渴望自己拥有更好的

婚恋关系，这种不满于现状、自我成长的需要，也

许能帮助有问题组的被试争取一个更满意的婚恋 
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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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interviewed 22 students in depth to understand their subjective experience about their 

parents’ marital relations and their marital psychology. Analyzing the interview contents of two groups by 
QSRNvivo7.0 software, we found that : 1) there is a correlativity between parents’ marital relations and children’s 
marital psychology; 2) in subjective experience of the students, whether parents’ marriage is happy is connected 
with the father; 3) the more students have negative evaluations and emotions about their parents’ relationship, 
considering the coming love, attitude for marital, relation with families and judging their lovers, the more they use 
negative vocabularies; 4) there is no difference between which role is played and what is important in marriage; 5) 
in future, researchers need to study how self-character impacts on marital psychology. This research has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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