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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龄前孤独症儿童父母亲职压力、

应对方式和自我效能感的关系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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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针对孤独症儿童父母亲职压力、应对方式和自我效能感的特征及三者之间的关系，采用亲职压力

简表、简易应对方式量表、一般自我效能感量表对其进行问卷调查。结果表明：父母性别、年龄、文化

水平、家庭月收入等人口学变量是影响三者的重要因素。孤独症儿童父母亲职压力、应对方式与自我效

能感之间具有显著相关关系。应对方式对亲职压力具有显著预测作用，自我效能感对应对方式和亲职压

力分别具有显著预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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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孤独症谱系障碍 （ＡｕｔｉｓｍＳｐｅｃｔｒｕｍＤｉｓｏｒｄｅｒ，
ＡＳＤ）又被称为自闭症、孤独症，是一种起病于儿
童早期，以持续性地出现社会沟通和社会交往障碍

以及兴趣狭窄和重复刻板行为模式为两大核心症状

的神经发育障碍。大部分孤独症儿童的预后状况不

容乐观，康复过程非常漫长。教育、康复训练的花

费成为孤独症儿童家长巨大的负担，与此同时，还

需要家长付出大量的时间、精力和耐心，这往往导

致其出现疲惫、抑郁、焦虑等心理和身体健康问

题，承受着常人难以想象的心理压力，［１－２］幸福感

偏低。［３－５］孤独症儿童父母出现的心理问题如果长

期不能够得到缓解与解决，既严重危害了孤独症儿



童父母的身心健康，又间接影响着孤独症儿童自身

的康复训练。因此，对孤独症儿童父母进行亲职压

力等心理因素的研究就显得很有必要。

亲职压力 （ＰａｒｅｎｔｉｎｇＳｔｒｅｓｓ）是指父母亲在养
育儿童的过程中，由于个人不同的人格特质、儿童

与父母的关系以及家庭外部环境等多种因素的影响

下，父母产生的心理压力。Ｎａｃｈｓｈｅｎ在对比了特
殊儿童与正常儿童的家庭环境和亲子互动中发现，

特殊儿童的父母需要在生活起居和教养方面付出更

多的精力，从而增加了自身的巨大压力。［６］长此以

往的积压，导致特殊儿童的父母亲逐渐在养育儿童

时表现出较高的压力水平，尤其是孤独症儿童父母

亲的亲职压力最高。［７］

一般自我效能感 （ＧｅｎｅｒａｌＳｅｌｆｅｆｆｉｃａｃｙ）则是
个体在应对来自不同环境下的挑战和面对新事物时

的一种整体性的自信感。研究认为，一般自我效能

感影响着个体选择应对某件事的方式。陈敏榕等研

究结果发现，与正常儿童家长相比，孤独症儿童父

母的一般自我效能感更低，也更多地采用消极方式

应对困难。［８］鉴于孤独症病症的特殊性，孤独症儿

童父母对此病症的茫然、无助，长时间的受挫难以

提高他们对养育此类儿童的自信心。由此推测，孤

独症儿童父母一般自我效能感的变化可能会影响着

他们对养育方法的选择，也会间接影响着孤独症儿

童的康复效果。

应对方式 （ＣｏｐｉｎｇＳｔｙｌｅ）又可以称作应对策
略。它是指人们处于应激状态下，为平衡自身心理

状态从而采取的认识和行为上的努力，以此来调节

自身在遭受应激事件时产生的心理反应。［９］当家庭

中出现孤独症儿童，对于家长们来说在短时间内是

难以接受的，不同特质的孤独症儿童父母所采取的

应对方式也不同。了解孤独症儿童父母的应对方

式，可以从教育学和心理学角度探寻其父母做出行

为选择的影响因素，对于提升社会对孤独症儿童父

母的心理健康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目前，许多研究主要针对于孤独症儿童父母的

亲职压力，从一般自我效能感和应对方式角度上研

究孤独症儿童父母的相对较少，关于亲职压力与一

般自我效能感和应对方式三者之间关系的研究更为

少见。本研究旨在对学龄前孤独症儿童父母亲职压

力、自我效能感和应对方式的特征进行调查，并进

一步探究三者之间的关系。

二、对象与方法

（一）研究对象

本研究的研究对象为来自浙江省杭州市某康复

中心和某康复机构的孤独症儿童父母，被试纳入标

准为： （１）根据 《美国精神障碍诊断统计手册

（第 ５版）》 （Ｄｉａｇｎｏｓｔｉｃａｎｄ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Ｍａｎｕａｌｏｆ

ＭｅｎｔａｌＤｉｓｏｒｄｅｒｓ，ＤＳＭ－Ｖ），其孩子由专业医院诊

断为孤独症，且孩子年龄在２—６岁；（２）具有一

定文化程度，普通话沟通无障碍，具备基本的识字

填写能力。研究中共发放问卷１００份，剔除无效样

本后，最终获取符合上述条件的父母样本 ８８份，

有效回收率８８％

（二）研究工具

１亲职压力量表
亲职压力量表简表 （ＰａｒｅｎｔｉｎｇＳｔｒｅｓｓＩｎｄｅｘ

ｓｈｏｒｔＦｏｒｍ，ＰＳＩＳＦ）由 Ａｂｉｄｉｎ编制，分为三个分
量表，从亲职愁苦、亲子互动失调、困难儿童三个

维度进行评估。［１０］计分方式采用 ｌｉｋｅｒｔ计分法，１

分表示非常不同意，５分表示非常同意，分数越高

所代表感受的亲职压力程度越严重。

２简易应对方式量表
该量表由我国学者解亚宁结合我国背景重新编

制。［１１］简易应对方式量表可以用来评估个体面对挫

折时的应对方式特点。共包括２０个条目，由积极

应对方式和消极应对方式两个维度组成。问卷为自

评量表，采用４级评分，由受试者根据自己的情况

选择作答。结果为积极应对维度平均分和消极应对

维度平均分。

３一般自我效能感量表
一般自我效能感量表 （ＧｅｎｅｒａｌＳｅｌｆｅｆｆｉｃａｃｙ

Ｓｃａｌｅ，ＧＳＥＳ）最早由德国心理学专家 Ｓｃｈｗａｒｚｅｒ及

其助手编制完成。［１２］该量表是单维度量表，因此以

统计的量表总分为准。每项题目的得分范围在１—
４分，１０项得分相比除以１０为量表总分。一般自

我效能感的中间分为２５分，低于２５分则表示自

我效能感水平较低，得分越高则自我效能感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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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数据分析

采用ＳＰＳＳ１７０对所得数据进行统计分析，主

要使用描述性统计分析、独立样本 Ｔ检验分析、
单因素方差分析以及回归分析法，分别对样本整体

特征、人口学中不同水平变量在亲职压力、应对方

式及自我效能感上的差异、变量之间的相关关系等

进行探究分析。

三、结果

（一）样本整体特征

从下表１可看出各个变量的极值，均值、标准
差等样本整体特征。三个变量的均值大部分分布在

２５左右，其中，亲职压力三个维度亲职愁苦、互
动失调、困难儿童的均值 （Ｍ）分别为 ２３５、
２２２、２８２，亲职压力总体则为 ２４６。积极应对
方式的均值为２６５，消极应对方式的均值为２１４，
自我效能感的均值为２５１。

表１　样本整体特征

变量 最小值 最大值 平均值 标准差

亲职愁苦 １．００ ４．７５ ２．３５ ０．６７
互动失调 １．００ ４．４２ ２．２２ ０．６２
困难儿童 １．３０ ３．８５ ２．８２ ０．６１

亲职压力总体 １．３１ ４．２６ ２．４６ ０．５６
积极应对 １．００ ４．００ ２．６５ ０．６４
消极应对 １．００ ３．５８ ２．１４ ０．６１
自我效能 １．００ ４．１０ ２．５１ ０．６７

（二）学龄前孤独症儿童父母在亲职压力、应

对方式和自我效能感在人口学特征上的差异

１亲职压力在人口学特征上的差异分析
由独立样本 Ｔ检验可知，在孩子性别上，没

有达到显著差异 （ｐ＞００５），在孩子是否独生、
父母性别、父母工作状况三个人口学变量上，孤独

症儿童父母亲职压力达到了显著差异 （ｐ＜００５）。
在孩子是否独生因素上，独生子女的孤独症儿童父

母亲职压力显著小于非独生的父母。在父母性别因

素上，孤独症儿童母亲的亲职压力要显著大于父

亲。在工作状况因素上，工作状况为全职的孤独症

儿童父母亲职压力要显著小于非全职的父母。

由单因素方差分析可知，孤独症儿童父母亲职

压力在年龄、文化水平上均没有显著差异 （ｐ＞
００５），在家庭月收入因素上存在显著差异 （ｐ＜
００５）。家庭月收入在 ７００１—９０００元，以及高于
９０００元的孤独症儿童父母亲职压力要显著低于家
庭月收入低于５０００元的父母。
２应对方式在人口学特征上的差异分析
（１）积极应对方式在人口学特征上的差异

分析

由独立样本 Ｔ检验可知，学龄前孤独症儿童
父母的积极应对方式在父母性别上达到了显著差异

（ｐ＜００５），母亲积极应对水平显著高于父亲。孤
独症儿童父母积极应对方式在孩子性别、孩子是否

独生以及父母工作状况三个特征上没有显著差异

（ｐ＞００５）。
由单因素方差分析可知，孤独症儿童父母的

积极应对方式在年龄、文化水平两个变量上达到

了显著差异 （ｐ＜００５）：父母年龄在 ３１—４０岁
的积极应对水平显著高于年龄在 ２０—３０岁之间
的积极应对水平；父母文化在本科以上的积极应

对水平显著高于文化水平在高中及以下的父母。

孤独症儿童父母积极应对水平在家庭月收入上没

有显著差异 （ｐ＞００５）。
（２）消极应对方式在人口学特征上的差异分析
由独立样本 Ｔ检验可知，孤独症儿童父母消

极应对方式在性别上达到了显著差异 （ｐ＜００５），
父亲的消极应对水平较母亲更高。孤独症儿童父母

消极应对方式在孩子性别、是否独生和工作状况上

没有达到显著差异 （ｐ＞００５）。
由单因素方差分析可知，孤独症儿童父母的消

极应对水平在年龄上达到了显著差异 （ｐ＜００５），
年龄在２０—３０岁的孤独症儿童父母的消极应对水
平要显著高于年龄在３１—４０岁的父母。孤独症儿
童父母的消极应对水平在文化程度、家庭月收入上

没有达到显著差异 （ｐ＞００５）。
３自我效能感在人口学特征上的差异分析
由独立样本 Ｔ检验可知，孤独症儿童父母在

孩子性别、孩子是否独生、自身性别等人口学特征

上，自我效能感没有达到显著差异 （ｐ＞００５），
而在工作状况上父母自我效能感达到了显著差异

（ｐ＜００５），全职的孤独症儿童父母的自我效能感

７４第２期　　 王烨怡，罗家涞，徐　云：学龄前孤独症儿童父母亲职压力、应对方式和自我效能感的关系探究



要显著高于非全职的父母。

由单因素方差分析可知，孤独症儿童父母的自

我效能感在年龄、文化程度特征上均没有显著差异

（ｐ＞００５），在家庭月收入上达到了显著差异
（ｐ＜００５），家庭月收入在７００１—９０００元以及高
于９０００元的孤独症儿童父母自我效能感要显著
高于家庭月收入低于５０００元的父母。

（三）相关分析

为探究及验证孤独症儿童父母亲职压力、应

对方式和自我效能感三者之间的关系，对三个变

量进行 Ｐｅａｒｓｏｎ系数进行相关关系测量和分析。
对孤独症儿童父母亲职压力、应对方式和自我效

能感三者之间的关系进行相关分析后可知，亲职

压力、应对方式和自我效能感三者之间都呈现出

显著相关。亲职压力总体与积极应对呈显著负相

关，与消极应对显著正相关，亲职压力中亲职愁

苦维度与积极应对呈显著负相关，与消极应对呈

显著正相关；互动失调维度与积极应对呈显著负

相关，与消极应对呈显著正相关；困难儿童维度

与积极应对呈显著负相关，与消极应对呈显著正

相关。亲职压力与自我效能感呈显著负相关，亲

职愁苦与自我效能感呈显著负相关，互动失调与

自我效能感呈显著负相关关系，困难儿童与自我

效能感呈显著负相关。积极应对与自我效能感之

间呈现显著正相关关系，消极应对与自我效能感

呈现显著负相关关系。

（四）回归分析

１应对方式对亲职压力的回归分析
以亲职压力的三个维度作为因变量，应对方式

的两个维度作为预测变量，采用逐步法进行多远线

性回归分析，剔除 ｐ≥０１０的变量同时选取 ｐ≤
００５的变量进入方程，数据分析结果见表２。

表２　孤独症儿童父母应对方式对亲职压力的回归分析

因变量 预测变量 标准化系数 ｔ ｐ 方差 决定系数

亲职愁苦 消极应对 ０４９０ ３８９６ ００００ １５１８１ ０２２４

互动失调
积极应对

消极应对

－０２８８　　

０４２８
－２２８９　　

３３９４

００２７　

０００１
１３１５６ ０３３２

困难儿童 消极应对 ０４５９ ３５７５ ０００１ １２７７８ ０１９４

　　注：为ｐ＜００５，为ｐ＜００１，为ｐ＜０００１

　　从表２可得出，消极应对方式对亲职压力中亲
职愁苦、互动失调和困难儿童三个维度均有显著正

向预测作用，积极应对方式对亲职压力中互动失调

维度具有显著负向预测作用。

２自我效能感对应对方式的回归分析
以应对方式的两个作为因变量，自我效能感作

为预测变量，采用一元线性回归法进行分析，数据

分析结果见表３所示。

表３　孤独症儿童父母自我效能对应对方式的回归分析

因变量 预测变量 标准化系数 ｔ ｐ 方差 决定系数

积极应对 自我效能 ０４４６ ３４４９ ０００１ １１８９３ ０１８２
消极应对 自我效能 －０３５６ －２６４３ ００１１ ６９８４ ０１０９

　　注：为ｐ＜００５，为ｐ＜０１，为ｐ＜００１

　　从表３可得出，自我效能感对应对方式的两个
维度均有显著预测作用。

３自我效能感对亲职压力的回归分析
以亲职压力的三个维度作为因变量，自我效能

作为预测变量，采用一元线性回归法进行分析，分

析结果见表４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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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　学龄前孤独症儿童父母自我效能对亲职压力的回归分析

因变量 预测变量 标准化系数 ｔ ｐ 方差 决定系数

亲职愁苦 自我效能 －０５９０ －５０５９ ００００ ２５５９８ ０３３４
互动失调 自我效能 －０５３４ －４３７０ ００００ １９０９９ ０２７０
困难儿童 自我效能 －０４６９ －３６７５ ０００１ １３５０５ ０２０３

　　注：为ｐ＜００５，为ｐ＜００１，为ｐ＜０００１

　　从表４可得出，自我效能感对亲职压力中的亲
职愁苦、互动失调、困难儿童三个维度均有显著负

向预测作用。

四、讨论

（一）学龄前孤独症儿童父母亲职压力总体状

况与人口学特征的影响

孩子为非独生的孤独症儿童父母的亲职压力显

著高于孩子为独生的父母，即子女数越多的父母感

受到的亲职压力越大。很多孤独症儿童都是第一

胎，许多父母选择继续养育第二个孩子，这使得学

龄前孤独症患儿的养育问题和困扰尚未解决，又增

加一个孩子的抚养，无论在经济上、精力上都增加

了不少难度，无疑给抚养者带来新的抚养压力。

孤独症儿童母亲的亲职压力显著高于父亲。这

与秦秀群、Ｄａｂｒｏｗｓｋａ等人的研究结果一致［１３－１４］，

在一个家庭中，母亲承担了绝大部分直接抚养孩子

的责任，而父亲主要是提供抚养的间接资源如经济

支持，很多抚养过程中的具体问题还是要母亲来

解决。

家庭月收入在５０００元以下的孤独症儿童父母
亲职压力显著高于家庭月收入在 ７００１—９０００元，
以及高于９０００元的父母。这与班永飞的研究成果
类似。［１５］孤独症儿童抚养及康复费用是孤独症儿童

家庭中一笔不小的开支，收入偏低的孤独症儿童家

庭会因为巨大的经济压力增加抚养过程中的亲职

压力。

非全职的孤独症儿童父母亲职压力要显著高于

全职父母。这与家庭收入高低不同造成的亲职压力

不同原因是一样的，并且非全职的父母陪伴孩子的

时间长于全职父母，更多地感受到抚养的各种问

题。同时因为抚养孩子占用的时间，自己的个人活

动时间也相应减少，无法有效缓解抚养孩子带来的

压力。

（二）学龄前孤独症儿童父母应对方式状况与

人口学特征的影响

孤独症儿童母亲的积极应对水平显著高于父

亲，父亲消极应对水平显著高于母亲。这可能受父

母不同的性别特征影响，与 Ｒｏｎｃａｇｌｉａ等人的研究
成果一致。［１６］孤独症父亲会偏向于投入高强度的工

作来抑制自己的情绪反应，而母亲则多是选择获得

外界的支持与帮助来缓解自己的情绪反应。

年龄在３１—４０岁之间的孤独症儿童父母积极
应对水平显著高于年龄在２０—３０之间的父母，年
龄在２０—３０之间的孤独症儿童父母消极应对水平
显著高于年龄在３１—４０岁之间的父母。分析原因
可能为许多年轻的父母，在发现孩子的异常时，由

于相关知识的缺乏及初期心理接受度低等原因，选

择否认或忽视等消极方式应对，而随着时间过去，

父母通过不断地接触相关知识和心理的调整，慢慢

提高对孩子的接受度，也更加积极地投入到孩子的

康复中去，这可以一定程度上解释为何年龄在

２０—３０岁之间的父母相对年龄在３１—４０岁之间的
父母，积极应对水平显著更低，消极应对水平显著

更高。

孤独症儿童父母文化水平在本科以上的积极应

对水平显著高于文化水平在高中及以下的父母。这

与刘齐的研究结果一致。［１７］文化水平一定程度上代

表了个体看问题的方式和处理问题的方法，文化水

平更高的个体在遇到困难时，会更多地利用自身知

识，为寻求解决问题的方法而奔忙。与此相反，文

化水平更低的个体可能由于知识的限制，在积极应

对方式上会有所欠缺。

（三）学龄前孤独症儿童父母自我效能感状况

与人口学特征的影响

家庭月收入在７００１—９０００元以及９０００元以上
的孤独症儿童父母自我效能感要显著高于家庭月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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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在５０００元以下的父母。这一发现与 Ｗｅｉｓｓ的研
究结果类似，家庭经济收入是影响孤独症儿童父母

自我效能感的重要因素。［１８］拥有较好的经济实力，

可以提高自我应对解决问题的能力，同时也就相应

提高对自我的信心。

全职的孤独症儿童父母的自我效能感显著高于

非全职父母。这与不同的家庭收入导致的自我效能

感差异有着相似的原因，可能的解释是一方面全职

的父母在家庭收入上可以较好地缓解经济压力，工

作中的成就感也可以增加对自己的信心，而非全职

的父母一方面在经济上可能会相对拮据，另一方面

大部分时间围绕患儿的生活会是降低父母自我效能

感的一个诱因。

（四）学龄前孤独症儿童父母亲职压力、应对

方式和自我效能感的关系

根据分析结果可知，孤独症儿童父母的亲职压

力、应对方式和自我效能感三者之间都呈现出显著

相关。亲职压力总体与积极应对具有显著负相关，

与消极应对显著正相关。这与 Ｈａｓｔｉｎｇｓ等人的研究
结果一致。［１９］表明孤独症儿童父母越是采用积极的

应对方式，亲职压力就有越小的趋势，越是采用消

极的应对方式，体验到的亲职压力就越大。亲职压

力与自我效能感显著负相关，表明孤独症儿童父母

高水平自我效能感可以减少抚养患儿过程中体验到

的亲职压力，即自我效能感越高，体验到的亲职压

力就越少。自我效能感与积极应对之间呈显著正相

关，与消极应对呈显著负相关，说明孤独症儿童父

母越是在抚养过程中提高自我的信心和对自我能力

的肯定，在应对抚养困难时越有可能采用更高水平

的积极应对方式，同时采用消极的应对方式就会

越少。

进一步的回归分析结果表明，孤独症儿童父母

消极应对方式对亲职压力中的亲职愁苦、互动失调

和困难儿童具有显著正向预测作用。这与秦秀群，

唐春等人的研究结果一致。［２０］采用高水平消极应对

方式的孤独症儿童父母，通常会选择忽视、否认患

儿客观问题，而这就从根本上产生了抚养的难题，

患儿的问题真实存在，不采取积极有效地解决方

式，只会耽误患儿的康复进程，从而加重患儿的发

育迟缓问题，直接给患儿父母带来更大的抚养困

难，增加亲职压力。孤独症儿童父母唯有正视患儿

客观存在的问题，提高对患儿的接纳度，主动学习

更多的育儿技巧，采用更加积极的应对方式，才能

从根本上减轻抚养患儿的亲职压力。

孤独症儿童父母自我效能感对亲职压力中的亲

职愁苦、互动失调、困难儿童三个维度均有显著负

向预测作用。这与李媛等研究结果一致。［２１］自我效

能感是孤独症儿童父母对自己能否胜任特定事情的

自我评价和判断，低水平自我效能感的父母对自己

抚养患儿的信心和能力的评价和判断都大打折扣，

在抚养过程中体验不到父母应有的抚养的成就感。

一方面原因是孤独症儿童父母缺乏相关方面的知识

和有效应对患儿问题的经验，导致抚养的信心不

足。另一方面，患儿的问题长期累积下来，给父母

的心理也造成了不小压力，加之对患儿不合理的期

待与对比，导致父母自我效能感较低，所以，相关

知识缺乏和心理压力导致的低自我效能感，进而又

使得亲职压力进一步增大。因此对孤独症儿童父母

培训相关育儿知识以及对这个群体进行适度的心理

辅导，是有效提高孤独症儿童父母自我效能感从而

减轻亲职压力的有效方法。

孤独症儿童父母自我效能感对应对方式的两个

维度均有显著预测作用。自我效能感对积极应对方

式具有正向预测作用，对消极应对方式具有负向预

测作用。自我效能感对解决问题的影响是显而易见

的，孤独症儿童父母高水平的自我效能感可以驱使

父母主动寻求方法和策略去解决抚养患儿过程中遇

到的各种问题，并在解决的过程中不断自我调整，

以适应不断出现的新的抚养问题。而低水平自我效

能的父母自我信心不足，对待困难态度相对消极，

会使得父母采用逃避、忽视等方式来应对存在的抚

养问题。

五、结论

本研究通过采用 《亲职压力简表》《简易应对

方式量表》《一般自我效能感量表》对孤独症儿童

父母进行问卷调查，发现孤独症儿童是否为独生子

女、父母性别、年龄、文化水平，家庭收入等人口

学变量是影响孤独症儿童父母亲职压力、自我效能

感和应对方式的重要因素。孤独症儿童父母亲职压

力、自我效能感和应对方式之间具有显著相关关

０５ 　　　　　　　　　　　　　　昆明学院学报　　　　　　　　　　　　　　　　　２０１９年４月



系。孤独症儿童父母应对方式对亲职压力具有显著

预测作用，自我效能感对应对方式和亲职压力分别

具有显著预测作用。普及孤独症科学知识，掌握压

力、应对方式的科学知识与技能，提高自我效能感

水平，可以提高孤独症儿童家长的心理健康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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