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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青少年情绪障碍是当前社会关注的重点问题之一，

其影响因素复杂多样，其中家庭环境是一个不可忽视的

方面。家庭功能的好坏直接关系到青少年的心理健康状

况。因此，本文旨在通过对青少年情绪障碍患者家庭功

能的评估与改善进行深入研究，以期为家庭干预提供理

论支持和实践指导。

1��青少年情绪障碍与家庭功能的关系探析

青少年情绪障碍的发生与家庭环境之间存在着千丝

万缕的联系。家庭，作为青少年成长的首要社会环境，

其功能的健全与否对青少年的心理健康发展具有至关重

要的影响。家庭功能不仅包括家庭成员间的相互关系、

情感交流，还涉及家庭共同应对困难和挑战的能力。这

些因素在青少年心理成长过程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具体而言，如果家庭成员之间关系紧张、冲突频繁，或

者缺乏有效的情感交流，青少年可能会因此感到孤独、

无助和不安。长期置身于这样的家庭环境中，青少年容

易产生焦虑、抑郁等负面情绪，这些情绪若得不到及时

有效的疏导，最终可能演变为情绪障碍。此外，家庭在

面对困难时的应对能力也是影响青少年心理健康的重要

因素。如果家庭缺乏解决问题的能力或资源，青少年可

能会感到更加无助和绝望，从而加重其心理负担。

2��青少年情绪障碍患者家庭功能的全面评估

2.1  家庭亲密度与适应性的深入评估
在评估青少年情绪障碍患者的家庭功能时，家庭亲

密度与适应性直接关系到家庭环境的稳定性和家庭成员

间的相互支持程度，从而对青少年的情绪状态产生深远

影响。使用专业的评估工具，如FACES II（家庭适应性
和亲密度评价量表第二版），可以提供一个量化的视角

来审视家庭功能。FACES II量表通过一系列精心设计的
问题，深入探测家庭成员之间的情感联系紧密程度、共

同参与活动的频率，以及家庭作为一个整体应对外部压

力和挑战的能力。这些数据不仅揭示了家庭内部的动态

关系，也为进一步的干预和治疗提供了重要参考。为了

更全面地了解家庭亲密度与适应性，还需结合家庭成员

的日常生活表现和互动方式进行综合考量。例如，可以

观察家庭成员在共同参与活动（如家庭聚餐、户外活动

等）时的积极程度与互动质量[1]。在这些活动中，家庭成

员是否愿意分享彼此的想法和感受？他们在面对困难时

是如何相互支持和协作的？这些都是评估家庭亲密度与

适应性的重要指标。

2.2  家庭沟通模式的细致分析
有效的沟通不仅是家庭和谐相处的基石，也是家庭

成员情感交流、解决问题和共同成长的关键。在评估家

庭沟通模式时，首先要关注的是家庭成员间的交流方

式。这包括使用的语言、语气和表达方式。例如，家庭

成员是否倾向于使用积极、鼓励性的语言，还是经常采

用批评、指责的口吻？不同的交流方式会对家庭氛围和

青少年的心理健康产生截然不同的影响。除了言语交

流，非言语信息的传递也是家庭沟通中不可忽视的一部

分。这包括面部表情、肢体语言、眼神交流等。此外，

家庭沟通的频率和内容也是评估的重要指标。家庭成员

是否经常进行互动和交流？他们讨论的话题是否广泛，

包括日常生活、情感分享、问题解决等各个方面？高频

率和多样化的沟通内容有助于建立紧密的家庭联系，促

进青少年的情感发展和社会适应能力。

2.3  家庭支持系统的全面考察
家庭支持系统是一个多维度、多层面的结构，它不

仅包括情感上的慰藉，还涵盖信息支持、物质援助等多

个方面。情感支持是家庭支持系统中最为核心的部分。

当青少年遭遇情绪困扰或心理挑战时，家庭成员能否提

供温暖、理解和接纳的环境，对于他们的恢复和成长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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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重要。[2]。除了情感支持，信息支持也是家庭支持系统

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在面对情绪障碍等问题时，家庭成

员能否提供准确、科学的信息和建议，对于青少年做出

正确决策、采取有效行动具有重要意义。物质支持则是

家庭支持系统中的另一重要组成部分。这包括提供必要

的经济援助、医疗资源等物质条件，以确保青少年能够

得到及时有效的治疗和康复。物质支持的充足与否，直

接关系到青少年能否获得高质量的医疗服务、心理咨询

等关键资源，从而影响他们的恢复进程和生活质量。通

过这些细致的考察，能够更准确地评估家庭支持系统的

完善程度，从而为青少年情绪障碍的预防和治疗提供更

为精准的指导和帮助。

3��实践研究

3.1  资料
本研究旨在深入探讨青少年情绪障碍患者的家庭功

能，并提出针对性的评估与改善方法。研究对象为120名
青少年情绪障碍患者及其家庭。通过收集这些患者及其

家庭成员的基本信息、家庭环境、亲子关系等方面的数

据，为后续的研究分析提供了详实的基础资料。

3.2  方法
（1）评估工具：采用FACES II量表评估家庭亲密度与

适应性；自编家庭沟通模式问卷评估家庭沟通状况；通

过家庭支持系统评估量表全面了解家庭支持情况。（2）
干预措施：根据评估结果，我们对80个存在问题的家庭

进行了针对性的干预。干预措施主要包括：组织10次家
庭集体活动以增强家庭情感联系，开展8次沟通技巧培训
以提升沟通效率，以及构建包括心理咨询、经济援助和

社交支持在内的全方位家庭支持系统。（3）数据收集与
分析：在干预前后分别收集数据，使用SPSS软件进行统
计分析，定量比较干预前后的变化。

3.3  观察指标
主要观察指标包括FACES II量表的得分变化、家庭沟

通模式问卷的得分变化以及家庭支持系统评估量表的得

分变化。同时，我们还特别关注了患者的情绪状态、生

活质量和社交功能的改善情况。

3.4  结果分析
经过为期6个月的干预，观察到以下显著变化：

（1）FACES II量表得分：干预前平均得分为55分，干预
后提高到75分，表明家庭成员间的关系更加紧密，家庭
环境得到显著改善。（2）家庭沟通模式问卷得分：干预
前平均得分为60分，干预后提升至80分，反映出家庭成
员间的沟通变得更加顺畅、有效。（3）家庭支持系统评
估量表得分：干预前平均得分为50分，干预后增长至70
分，显示了家庭在情感、信息和物质支持方面的全面提

升。（4）患者情绪状态与生活质量：患者的情绪状态明
显改善，焦虑、抑郁等负面情绪显著减少。生活质量也

大幅提高，具体表现在学习、社交和日常活动等方面的

积极参与度增加。具体数值如表1所示：

表1��干预前后各项指标得分对比

指标 干预前平均得分 干预后平均得分 变化幅度

FACES II量表 55 75 ↑36.4%

家庭沟通模式问卷 60 80 ↑33.3%

家庭支持系统评估量表 50 70 ↑40%

患者情绪状态评分（焦虑、抑郁程度） 75 45 ↓40%

患者生活质量评分 50 80 ↑60%

4��青少年情绪障碍患者家庭功能的针对性改善策略

4.1  增强家庭情感联系与共同活动
针对青少年情绪障碍患者的家庭功能改善，增强家

庭情感联系与共同活动是十分关键的策略。以下是一些

具体的建议：（1）定期家庭活动：安排定期的家庭活
动，如户外郊游、共同烹饪或观看电影，能够增加家庭

成员间的互动和情感联系。这些活动不仅提供了放松和

娱乐的机会，还能促进家庭成员间的沟通和理解。（2）
设立固定的家庭时间：设定一个固定的家庭时间，如每

周一次的家庭晚餐或家庭聚会，可以确保家庭成员之间

的定期交流。在这个时间里，每个家庭成员都有机会分

享自己的经历、感受和想法，从而加深彼此之间的了解

和情感纽带。（3）情感表达的鼓励：家庭成员应该被鼓
励公开、诚实地表达自己的情感和需求。这有助于营造

一个开放、支持性的家庭氛围，其中每个成员都感到被接

纳和理解。家长可以引导孩子表达情感，同时也分享自己

的感受，从而建立双向的情感沟通[3]。（4）共同参与决
策：在家庭决策过程中，鼓励青少年参与并提供意见，能

够增强他们的归属感和自我价值感。这种参与不仅限于日

常琐事，还可以包括家庭旅行计划、节日庆祝方式等重大



临床医学前沿·2024� 第6卷� 第4期

93

事项的决策。（5）建立支持性的家庭规则：明确、合理
的家庭规则有助于维护家庭秩序，同时也能让家庭成员

感到安全和受保护。这些规则应该包括尊重每个成员的

个人空间和隐私，以及鼓励相互支持和帮助。

4.2  提升家庭沟通技巧与效率
在改善青少年情绪障碍患者家庭功能的过程中，提

升家庭沟通技巧与效率是至关重要的一环。家庭成员间

的有效沟通，不仅能够减少误解和冲突，还能增强家庭

成员之间的情感联系，为患者提供一个更加和谐、支持性

的家庭环境。首先，倾听是沟通技巧中的基础。家庭成员

在交流时，应给予彼此充分的关注和倾听，不打断对方，

不预先做出评判。特别是对患者，要耐心听取他们的感受

和想法，以理解和接纳的态度回应。这种倾听方式能够让

患者感到被尊重和理解，有助于缓解他们的情绪压力。其

次，表达方式的优化也是关键。家庭成员应避免使用攻击

性、指责性的语言，而是采用“我”语句来表达自己的感

受和需求。例如，使用“我觉得很担心你”而不是“你总

是让人担心”。这样的表达方式能够减少指责，增进理

解，使对话更加顺畅。此外，非言语沟通同样重要。面部

表情、肢体语言和声音语调都能传递丰富的信息。家庭成

员应保持开放和友善的面部表情，通过肢体语言展示出关

心和支持。同时，注意声音语调的调整，避免高声或冷淡

的语气，以营造温馨、安全的沟通氛围。为了提高沟通效

率，家庭成员可以设定明确的沟通目标和期望。在开始沟

通之前，先思考想要传达的信息和期望达到的效果，这

有助于使沟通更加聚焦和高效。

4.3  构建全方位的家庭支持系统
为青少年情绪障碍患者构建全方位的家庭支持系

统，是帮助他们有效应对情绪挑战、促进康复的重要措

施。这一支持系统应涵盖多个层面，以确保患者在情

感、信息和物质等各个方面得到全面的支持。首先，情

感支持是核心。家庭成员应提供一个温暖、接纳的环

境，使患者感到被理解和关爱。这包括在日常生活中的

细心关怀，以及在患者情绪波动时给予耐心和安慰。家

庭成员可以通过积极的肢体语言和鼓励的话语来表达支

持，帮助患者建立积极的自我形象和情绪管理能力。其

次，信息支持同样重要。家庭成员应主动了解情绪障碍

的相关知识，包括症状识别、治疗方法和社会资源等。

这样，在患者面临困惑或挑战时，家庭可以提供基于知

识的建议和指导。此外，家庭成员还可以帮助患者建立

健康的生活习惯，如规律作息、合理饮食和适度运动，

以改善患者的整体身心状况[4]。再者，物质支持也是不可

或缺的。这包括提供必要的医疗资源，如心理咨询、药

物治疗等，并确保患者能够按时按量服用药物。同时，

家庭成员应协助患者制定合理的学习和生活计划，以减

轻他们的压力，促进康复。除了上述支持外，家庭还应

鼓励患者参与社交活动，拓展社交圈子，以增强他们的

社会支持网络。

结语

本研究通过对青少年情绪障碍患者家庭功能的深入

评估和针对性改善策略的提出，旨在为临床实践提供有

益的参考。未来研究可进一步关注不同文化背景下家庭

功能的差异及改善方法，以期为更多患者提供个性化的

家庭干预方案。同时，也可探讨如何将家庭功能改善策

略与医疗、教育等多领域资源相结合，共同促进青少年

情绪障碍患者的全面康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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