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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儿童父母亲职压力与生活质量的关系：
养育效能感的中介作用

朱绍宁１　王金明１　李　慧２　顾怀婷２△

（１山东省济宁市任城区妇幼保健院，济宁 ２７２１４９；２济宁医学院公共卫生学院，济宁 ２７２０１３）

　　摘　要　目的　探讨特殊儿童父母亲职压力与生活质量的关系，分析养育效能感在亲职压力与生活质量间

的中介效应。方法　采用整群抽样方法，选择在济宁市任城区儿童康复中心进行康复训练的１７４名特殊儿童的

父／母亲作为观察组，选择济宁市任城区城乡接合部一所幼儿园，该园所有１６９名正常幼儿的父／母亲作为对照

组。使用亲职压力简表、父母养育效能感量表、世界卫生组织生活质量测定简表进行调查。分析两组间在亲职

压力、养育效能感、生活质量等方面的差异，以及养育效能在亲职压力与生活质量间中介作用。结果　观察组特

殊儿童父母的亲职压力高于对照组（Ｐ＜０．００１），其养育效能感和生活质量均低于对照组（Ｐ＜０．００１）。养育效能

感在亲职压力与生活质量间起到部分中介作用，特殊儿童父母养育效能感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４１．２９％，正常儿

童父母占２９．８９％。结论　特殊儿童父母的亲职压力水平较高，生活质量水平较低；养育效能感在一定程度上可

调节亲职压力对生活质量的影响，尤其对特殊儿童父母而言，提高养育效能感有助于缓解亲职压力，改善生活质

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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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殊儿童，主要包括智力、听觉、视觉、言语、情
绪、肢体等生理或心理发展方面存在障碍以及身体

病弱、多种残疾的儿童［１］。第二次全国残疾人抽

样调查数据显示，我国０～１４岁残疾儿童为３８７万
人，占总残疾人口数的 ４．６６％［２］。特殊儿童父母
必须承担孩子的生活照料、康复训练、教育等各项

任务，研究发现特殊儿童父母比正常儿童父母有更

多的身体、心理、社会关系等问题，其生活质量状况

不容乐观［３］。

亲职压力（ｐａｒｅｎｔｉｎｇｓｔｒｅｓｓ，ＰＳ）是指父／母亲在
其亲子系统内所感受到的压力，即父母在履行父母

角色及亲子互动历程中，由于个人因素、子女因素

或支持系统出现阻滞时感受到的压力体验，是一种

伴随焦虑、挫折与自责的负性心理感受［４］。基于

正常／特殊儿童父母研究均发现，亲职压力对生活
质量有负向预测作用［５］。探索如何减轻特殊儿童

父母的亲职压力以提高其生活质量具有重要的现

实意义。研究发现个人内部心理资源（应对方式、

效能感）可以缓冲亲职压力，尤其是当外部资源

（如社会支持、政策等）缺失时其作用更为明

显［６７］。个人内部心理资源的可及性优于外部资

源。因此对于特殊儿童父母而言，发展源于自身的

心理弹性资源对于缓解亲职压力十分必要。

养育效能感是在父母养育孩子过程中的自我

效能感，包括父／母亲对自己作为父母的评价，从育
儿中获得的乐趣或动力，以及对角色的满意感［８］。

父母养育效能感作为一种内部的心理资源，可能影

响亲职压力与生活质量的关系。高养育效能感的

个体在面对育儿中的困难和挫折时具有较高的自

信，能够采取积极有效的应对方式，从而降低其压

力程度［９］。由此，我们提出研究假设：特殊儿童父

母养育效能感可能在亲职压力影响生活质量的链

条中可能起到一定的中介作用。

本研究拟对学龄前特殊儿童父母和正常儿童

父母进行调查，旨在探讨特殊儿童父母的亲职压

力、养育效能感与生活质量的关系，以及养育效能

感在亲职压力与生活质量间的中介作用，为如何提

高特殊儿童父母的生活质量提供依据。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采用整群抽样方法，选择在济宁市任城区儿童

康复中心进行康复训练的１７４名儿童（孤独症、智
力发育迟缓、脑瘫）的父／母亲作为观察组，选择济
宁市任城区城乡接合部一所幼儿园，该园所有１６９
名正常幼儿的父／母亲作为对照组。
１．２　方法
１．２．１　亲职压力指标简表（ｐａｒｅｎｔｉｎｇｓｔｒｅｓｓｉｎｄｅｘ／
ｓｈｏｒｔｆｏｒｍ，ＰＳＩＳＦ）　该量表包括 ３个分量表———
亲职愁苦、亲子互动失调、困难儿童。采用 Ｌｉｋｅｒｔ
计分法，１（非常不同意）～５（非常同意）级计分，总
分为１８０分，分数越高表示特殊儿童父母所感受的
亲职压力越高［１０］。本研究量表Ｃｒｏｎｂａｃｈα系数为
０．９３９。
１．２．２　世界卫生组织生活质量测定简表中文版
（ＷＨＯＱＯＬＢＲＥＦ）　该量表共有２６个条目，２个
关于总体生活质量和健康状况，其余２４个项目可
划分为４个维度：生理领域、心理领域、社会关系领
域、环境领域［１１］。每个条目１～５级计分，有３个条
目（３、４、２６）为反向计分，得分越高，说明生活质量
水平越高。本研究该量表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α系数为
０９３６，４个维度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α系数在０．７４８～０．８３６
之间。

１．２．３　父母养育效能感量表（ｐａｒｅｎｔｉｎｇｓｅｎｓｅｏｆ
ｃｏｍｐｅｔｅｎｃｅｓｃａｌｅ，ＰＳＯＣ）　该量表是国际上通用的
衡量父母养育效能感的工具。共有１７个条目，包
括满足感和效能感 ２个维度。每个条目均采用
Ｌｉｋｅｒｔ６级评分法，得分越高表明父母的养育效能
感越强［１０］。本研究量表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α系数为
０７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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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　统计学方法
采用 ＳＰＳＳ１９．０进行相关和回归分析，检验水

平α＝０．０５；采用 Ｐｒｏｃｅｓｓ程序 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法进行中
介效应分析。

２　结果

２．１　一般情况
剔除不合格问卷（问卷填写人非儿童父亲／母

亲），本研究共纳入观察组１６９人，对照组１６４人。
两组一般资料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见表１。
２．２　两组父母亲职压力、养育效能感与生活质量
状况比较

观察组亲职压力总分及各维度得分均高于对

照组；观察组养育效能感量表得分低于对照组；观

察组生活质量量表总分及各维度得分高于对照组。

见表２。

表１　两组调查对象人口学分布特征（ｎ／％，珋ｘ±ｓ）
分类 观察组 对照组 ｔ／χ２ Ｐ
儿童性别

　　男
　　女

１２３／７２．８
４６／２７．２

８２／５０．０
８２／５０．０

１８．２５４ ＜０．００１

问卷填写人

　　父亲
　　母亲

３７／２１．９
１３２／７８．１

２６／１５．９
１３８／８４．１

１．９７９ ０．１５９

父亲文化程度

　　初中
　　高中
　　大专
　　本科

５８／３４．３
４４／２６．０
３５／２０．７
３２／１８．９

５２／３１．７
５２／３１．７
４４／２６．８
１６／９．８

７．７２９ ０．０６４

母亲文化程度

　　初中
　　高中
　　大专
　　本科

６１／３６．１
４２／２４．９
３５／２０．７
３１／１８．３

６１／３７．２
４６／２８．０
３９／２３．８
１８／１１．０

３．７７３ ０．２８７

年龄

　　儿童 ５．６±１．５ ５．２±１．２ －２．７４５ ０．００６
　　父亲 ３５．４±６．９ ３３．９±５．７ －２．０８８ ０．０３８
　　母亲 ３４．６±４．９ ３３．６±４．５ －１．８４２ ０．０６６

表２　两组父母亲职压力、养育效能感与生活质量得分比较（分，珋ｘ±ｓ）

组别

亲职压力 养育效能感 生活质量

维度１
亲职愁苦

维度２
互动失调

维度３
困难儿童

总分 效能感 满足感 总分 身体领域 心理领域 社会领域 环境领域 总分

观察组 ３７．６２±８．９７ ３２．２１±７．９７ ３６．４８±８．１８ １０６．３２±２１．３７ ２９．２８±５．２１ ２８．９２±６．４２ ５８．２１±８．３７ ６０．８８±１６．９７ ５６．２４±１７．０９ ６０．９±２１．７５ ５６．３１±１６．２１ ７９．８７±１４．５

对照组 ３１．９２±８．１３ ２２．４９±６．２６ ２８．５６±８．１７ ８２．９７±１８．８９ ３２．６３±５．１７ ３２．０７±７．２５ ６４．７±８．９３ ７２．２８±１４．９１ ６９．１３±１４．４５ ７２．３６±１９．７３ ６６．４４±１５．６３ ９０．７７±１３．１９

ｔ ６．０７６ １２．３９５ ８．８３７ １０．５７２ －５．８８９ －４．１９２ －６．８５ －６．５０１ －７．４２４ －５．０３２ －５．８０９ －７．１７１

Ｐ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２．３　亲职压力、生活质量与养育效能感相关分析
控制了填表人（父亲／母亲）、儿童性别等因素

后，偏相关分析结果表明，亲职压力与生活质量均

呈负相关，养育效能感与生活质量呈正相关，与亲

职压力呈负相关。见表３。

表３　亲职压力、生活质量、养育效能感相关性（ｒ）

组别
观察组 对照组

生活质量 亲职压力 养育效能感 生活质量 亲职压力 养育效能感

生活质量 １ １

亲职压力总分 －０．４８６ １ －０．５４５ １

养育效能感 ０．４９６ －０．６１８ １ ０．４８８ －０．５７９ １

　　Ｐ＜０．００１

２．４　养育效能感的中介作用分析
观察组养育效能感在亲职压力与生活质量间

具有显著的中介效应，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 ４１．
２９％［－０．１４０／（－０．３３９）］；对照组养育效能感中介
效应占２９．８９％。见表４。

表４　两组养育效能感中介效应分析

影响路径 效应值 标准误 ９５％ＣＩ
观察组 总效应 －０．３３９ ０．０４８ －０．４３４～－０．２４５

直接效应 －０．１９９ ０．０５８ －０．３１１～－０．０８４
间接效应 －０．１４０ ０．０４４ －０．２３４～－０．０６０

对照组 总效应 －０．３５８ ０．０４５ －０．４４６～－０．２７０
直接效应 －０．２５２ ０．０３９ －０．３７６～－０．２２１
间接效应 －０．１０７ ０．０３２ －０．１７５～－０．０５２

３　讨论

特殊儿童父母的亲职压力水平状况取决于一

系列的因素，比如儿童病症及严重程度、家庭经济

状况、社会支持状况等，同时也受到个体的社会认

知水平、应对策略、效能感等因素影响。本研究显

示，特殊儿童父母的亲职压力高于正常儿童父母，

并且其养育效能感和生活质量均低于正常儿童父

母。父母亲职压力与生活质量呈负相关，养育效能

感与亲职压力呈负相关，而与生活质量呈正相关，

与目前相关研究结果相一致［１２］。无论正常／特殊
儿童父母，养育效能感作为内部应对资源会调节父

母亲职压力对生活质量的负向作用。

·３７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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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显示，养育效能感在特殊儿童父母亲职

压力与生活质量间起到部分中介作用，中介效应占

总效应的４１．２９％，高于正常儿童父母。目前社会
对特殊儿童父母的关注度和支持度相对较低，发展

特殊儿童父母自身的内部心理资源应对亲职压力

更具有现实意义。尽管特殊儿童的特质是父母最

大的压力源，但是并不是所有的父母都处于低生活

质量状态，仍然有很多特殊儿童父母具有良好的身

心健康和生活质量状况。一项关于孤独症儿童父

母的研究结果显示，养育效能在亲职压力和家庭生

活质量间的中介效应大于社会支持的作用［１３］。特

殊儿童父母之所以能调适养育特殊儿童的压力，很

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能以积极的心态来面对育儿

问题，对自己养育能力充满信心，并且能采用以问

题解决为中心的策略有效解决养育孩子过程中的

问题［１４］。良好的养育效能感使得他们面对育儿压

力和挑战时更加自信，并能促进积极的育儿行为，

改善亲子关系，降低心理健康问题的出现，减少家

庭功能障碍，有利于促进儿童的身心发育［１５］。

世界卫生组织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提出，促进

儿童早期发展最直接、有效的方法就是养育照

护［１６］。父母的养育策略和态度被认为是决定特殊

儿童心理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父母良好的身心状

况、经济条件和社会保障是为儿童提供适宜养育照

顾的重要条件［１７］。针对特殊儿童父母的干预应侧

重提高他们的育儿能力与养育效能感，建议社区及

相关机构充分利用社区资源和互联网资源开展线

上线下相结合的干预活动，如教育培训、家庭访视、

父母课堂、家长经验交流会等。作为特殊儿童父母

也应正确认识自身的养育效能感对其生活质量状

况和儿童的发展带来的影响，积极参加相关的干预

活动，从而为减缓其亲职压力，提高其生活质量，促

进特殊儿童最佳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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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ｉｎｇｅａｒｌｙｃｈｉｌｄｈｏｏｄ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Ｊ］．Ｌａｎｃｅｔ，２０１７，３８９
（１００６４）：９１１０２．ＤＯＩ：１０．１０１６／Ｓ０１４０６７３６（１６）
３１３９０３．

［１７］邵洁，童梅玲，张悦，等．婴幼儿养育照护专家共识
［Ｊ］．中国儿童保健杂志，２０２０，２８（９）：１０６３１０６７．

（收稿日期　２０２１０３０９）
（本文编辑：甘慧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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