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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守初中生心理韧性与社会适应的关系$应对方式的中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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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

目的
!

探讨留守初中生心理韧性与社会适应之间的关系!以及应对方式在其中所起的中介效应'方法
!

采用青少

年心理韧性量表"

Q[45

%&中学生应对方式量表和中学生社会适应量表"

F5F.FFF

%对
)0$

名留守初中生进行调查'结果
!

"

$

%留

守初中女生的心理韧性&问题解决&发泄和社会适应显著高于男生"

!

$

%&%2

%!而在幻想上男生显著高于女生"

!

$

%&%2

%$"

1

%应对

方式中的问题解决&求助和退避均和心理韧性的两个方面&社会适应的各方面显著相关$"

'

%留守初中生的问题解决在心理韧性与

社会适应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
00&0P

'结论
!

留守初中生的心理韧性和问题解决这一应对方式是帮助其

社会适应的重要因素'

"关键词#

!

社会适应$留守初中生$心理韧性$应对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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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留守儿童/#是指父母双方或一方流动到其他地区#

孩子留在户籍所在地并因此不能和父母双方共同生活在一起

的儿童'

$

(

#留守初中生是留守儿童中的一部分)留守儿童由于

父母外出所带来的不适感#身心适应问题很普遍#留守儿童比

非留守儿童更容易出现心理与行为问题'

1.'

(

)社会适应是心理

健康的重要指标#留守初中生积极的社会适应对增强其心理健

康素质有良好的风向标作用)社会适应的方式有学习*应对和

防御'

0

(

#如他们在遇到困难和烦恼时#有较多伙伴帮助和邻里

关系好#则其社会适应比较好'

2

(

)心理韧性是指一种使个体在

逆境中恢复调整和适应的能力#寻找和发展保护性因素会使个

体提高心理韧性即提高其适应和对抗逆境的能力#降低其心理

问题发生概率#从而维持健康心理'

)

(

)有研究以积极心理学理

论为依据#深入探讨了高自尊和内控归因作为心理韧性的保护

性因子#对留守儿童社会适应所发挥的积极作用'

-

(

)个体往往

存在着相对稳定的应对方式#消极的*被动的和不恰当的应对

方式会对身心健康造成损害'

/

(

)应对是个体在认知上和行为

上管理心理应激的不断变动的过程'

(

(

)

已有相关的研究表明#农村留守儿童心理韧性的个人力和

支持力均能很好地解释社会适应'

$%

(

#且留守初中生的积极应

对对社会适应具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消极应对对社会适应

具有显著的负向预测作用'

$$

(

)本文旨在探讨留守初中生的心

理韧性和应对方式对社会适应的影响#并检验三者的具体作用

机制)

=

!

对象与方法

=&=

!

对象
!

在湖南省平江县*邵东县和沅陵县农村留守儿童

比较集中的农村地区#按年级进行分层抽样分别抽取这
'

个地

区的
'

所乡村中学的留守初中生#以班级为单位群体随机抽

样#共发放问卷
$%%%

份#回收有效问卷
(%-

份#有效回收率为

(%&-P

#剔除非留守初中生问卷后#得到留守初中生的有效问

卷
)0$

份#包括初一
1--

名$男生
$2%

名#女生
$1-

名&#初二

1'2

名$男生
$%(

名#女生
$1)

名&#初三
$1(

名$男生
2(

名#女

生
-%

名&)

=&>

!

研究工具
!

青少年心理韧性量表$

Q[45

&由胡月琴

等'

$1

(编制#包括
1-

个项目#采用
2

点计分法#主要有个人力和

支持力两个方面#总量表的内部一致性
&

信度系数为
%&/2%

#

复测信度为
%&/'%

)本研究中该量表调查的内部一致性
&

信

度系数为
%&-(2

)中学生应对方式量表采用黄希庭等'

$'

(编制

的中学生应对方式量表#该量表包括问题解决*求助*幻想*发

泄*忍耐*退避
)

种应对方式)各项目采用
2

级评分制#分数越

高表示较多采用某种应对方式#问卷的重测信度为
%&-)%

#

0-)0

重庆医学
1%$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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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第
00

卷第
''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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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谢玲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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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硕士#主要从事心理健康教育与发展心理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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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数为
%&--%

)本研究中该量表调查得到的内部一

致性系数为
%&-'(

)中学生社会适应量表$

F5F.FFF

&由陈建文

等'

$0

(编制#采用
N#I8D92

点计分#量表的总信度及各因素的重

测信度和同质信度均在
%&)%%

以上#结构效度和效标效度都较

好)本研究采用该量表中的心理优势感*心理能量和人际适应

'

个分量表作为留守初中生社会适应状况的调研工具#共
2%

个题目)本研究中社会适应总量表的内部一致性
&

信度系数

为
%&//'

#

=&?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统一的指导语进行团体施测)使用

FZFF$/&%

和
5RUF$/&%

软件包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

>

!

结
!!

果

>&=

!

留守初中生心理韧性*应对方式和社会适应的性别差异

分析
!

数据分析结果显示#留守初中女生的心理韧性*问题解

决*发泄和社会适应显著高于男生$

!

$

%&%2

&#而在幻想上男

生显著高于女生$

!

$

%&%2

&)见表
$

)

表
$

!!

留守初中生心理韧性'应对方式和社会适应

!!!

的性别差异"

#

%

P

&#

项目 男$

#b'$/

& 女$

#b'1'

&

8 !

心理韧性
(%&'-

$

$1&21

&

('&-(

$

$0&%'

&

L'&120

$

%&%2

问题解决
1)&)/

$

2&')

&

1-&2'

$

2&-(

&

L$&(1-

$

%&%2

求助
1$&0$

$

2&%0

&

1$&2$

$

0&)'

&

L%&1)- L

退避
$)&)1

$

1&(%

&

$)&-/

$

'&'0

&

L%&)'- L

发泄
$$&'/

$

1&/'

&

$1&1-

$

1&($

&

L'&(%-

$

%&%2

幻想
/&)/

$

'&$/

&

-&-/

$

'&$(

&

'&)%(

$

%&%2

忍耐
(&/'

$

1&'0

&

(&2/

$

1&10

&

$&0%- L

社会适应
$2(&'1

$

1$&%(

&

$)0&%$

$

11&--

&

L1&-%1

$

%&%2

!!

L

!此项无数据)

>&>

!

留守初中生心理韧性*应对方式与社会适应的相关分析

!

将心理韧性*应对方式与社会适应各方面作相关分析#各相

关系数如表
1

所示)应对方式中的问题解决*求助和退避均和

心理韧性的两个方面*社会适应的各个方面显著相关)

>&?

!

留守初中生应对方式在心理韧性与社会适应之间的中介

效应检验
!

由以上的相关分析得出#应对方式中的发泄*幻想

和忍耐与心理韧性*社会适应的相关不显著#则只把问题解决*

求助和忍耐
'

种应对方式作为中介变量
D

进行中介作用检

验)同时以心理韧性为自变量
M

#社会适应为因变量
H

#按照

温忠麟等'

$2

(建议的中介效应检验程序#依次检验系数
=

*

;

*

?

和
=S

的显著性#同时采用
F"?8@

方法检验以上
'

种应对方式作

为中介变量的有效性#并计算中介效应的相对大小#结果见表

'

)心理韧性能显著正向预测留守初中生的社会适应*问题解

决*求助和退缩#而问题解决*求助和退缩
'

种应对方式又能显

著正向预测留守初中生的社会适应)通过具体分析得到留守

初中生应对方式中的问题解决*求助和退缩在心理韧性与社会

适应之间的中介效应显著#并且均起着部分中介作用#中介效

应大小分别为
00&0P

*

-&'P

*

$1&/P

#同时
F"?8@

检验的结果

也证明了问题解决*求助和退缩
'

种应对方式中介效应的显著

性)从相关与回归分析的结果可以看出#留守初中生问题解决

这一应对方式在其心理韧性与社会适应间起的中介作用效应

最大)因而为了更深层次地分析各潜变量之间的影响机制#进

一步运用矩结构方程模型分析农村留守初中生问题解决这一

应对方式在心理韧性与社会适应间的中介作用)首先以社会

适应为因变量#心理韧性为预测变量#建立直接效应结构模型#

然后在他们之间加入问题解决这一中介变量后建立中介效应

结构方程模型#中介效应模型拟合指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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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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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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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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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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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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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守初中生心理韧性'应对方式与社会适应的相关%

7

&

项目 个人力 支持力 问题解决 求助 退避 发泄 幻想 忍耐 心理优势感 心理能量

个人力
$&%%%

支持力
%&011

"

$&%%%

问题解决
%&)%$

"

%&'/1

"

$&%%%

求助
%&1-$

"

%&'0(

"

%&0-%

"

$&%%%

退避
%&)1-

"

%&2(%

"

%&0-1

"

%&1$)

"

$&%%%

发泄
L%&%'$ %&%(0

%&$''

"

%&1($

"

L%&%1$ $&%%%

幻想
L%&$'$

"

L%&$)(

"

L%&%0% %&$%2

"

L%&$$%

"

%&11-

"

$&%%%

忍耐
L%&%2%

L%&1-%

"

%&%%(

L%&%//

"

L%&$10

"

L%&%0%

%&100

"

$&%%%

心理优势感
%&02'

"

%&10/

"

%&0-$

"

%&$)2

"

%&'(%

"

%&%'( L%&%1' %&%%1 $&%%%

心理能量
%&0/1

"

%&1-0

"

%&2(-

"

%&1-$

"

%&0$'

"

%&$$2

"

L%&%10 %&%%'

%&)0-

"

$&%%%

人际适应
%&010

"

%&0'$

"

%&011

"

%&1(%

"

%&'$'

"

%&$0-

"

L%&$()

"

L%&$-'

"

%&0'(

"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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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2

)

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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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对方式在心理韧性与社会适应之间的中介效应分析

中介变量$

D

&

心理韧性$自变量
M

&

L

社会适应$因变量
H

&

=

$

F=

&

;

$

F;

&

?

$

F?

&

=S

$

F=S

&

F"?8@

$

Y

&

;?

"$

=Sc;?

&

问题解决
%&($0

$

%&%20

&

"

%&100

$

%&%$'

&

"

$&))'

$

%&$0)

&

"

%&2%(

$

%&%)$

&

"

(&-'/

"

%&000

求助
%&($0

$

%&%20

&

"

%&$''

$

%&%$'

&

"

%&2%'

$

%&$)%

&

"

%&/0-

$

%&%2/

&

"

'&%%2

"

%&%-'

退缩
%&($0

$

%&%20

&

"

%&$)(

$

%&%%)

&

"

%&)(1

$

%&''0

&

"

%&-(-

$

%&%-/

&

"

1&%))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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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接效应模型的路径分析发现#心理韧性对社会适应的路

径系数显著$

"

b%&-0

#

!

$

%&%$

&)中介效应模型的各项拟合

指数均较高#拟合度较好#均符合心理测量学要求)在中介效

应模型中心理韧性对问题解决的路径系数显著$

"

b%&/0

#

!

$

%&%$

&#问题解决对社会适应的路径系数显著$

"

b%&0(

#

!

$

%&%$

&#同时心理韧性对社会适应的路径系数也显著$

"

b%&'1

#

!

$

%&%$

&)因此#留守初中生的问题解决这一应对方式在心

理韧性与社会适应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具体的模型结构见图

$

)括号内的值为未加入心理韧性时的路径系数)

图
$

!!

问题解决在心理韧性与社会适应间的中介效应模型

?

!

讨
!!

论

留守初中生在心理韧性*问题解决*发泄与社会适应上均

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且女生显著高于男生#这可能得益于男

女生在性格特点上的差异)在面对父母不在身边的时候#如遇

到一些困难的生活和学习事件#女生更愿意去向亲戚朋友或同

伴寻求物质或精神上的帮助%作为女生也会较容易地获得情感

支持来有效控制自己的消极情绪#并最后得以解决生活与学习

上的困难%有时候甚至与同伴朋友宣泄心中的不满能让他们更

有动力#并能较好地利用所得到的支持去适应不利环境#尤其

是面对父母不在身边时的状态)而男生在幻想这一应对方式

上显著高于女生#这可能是因为男生一般被要求要独立#遇到

困难时多数时候是自己默默处理#当周围不顺利时会出现沮丧

和失望#幻想事情尽快往好的方向发展#从而男生有较高的幻

想#心理韧性和社会适应可能就较弱)同时也有相关研究显

示#留守儿童比非留守儿童具有更多的打架*违纪等不良行为#

少数留守儿童甚至受社会不良团伙的影响#出现偷盗*勒索等

犯罪现象'

$)

(

#甚至
'%&%P

左右的中学留守儿童存在各种明显

的心理健康问题'

$-

(

#出现这种情况的留守男生相对较多#也证

实留守男生的应对方式较偏颇#心理韧性和社会适应较差)

本研究表明#留守初中生的心理韧性*应对方式与社会适

应之间存在密切关系#且心理韧性和应对方式中的问题解决*

求助和退避均能正向预测社会适应#他们的心理韧性越高#社

会适应的能力也就越好#这正是证实了已有研究在探讨高自尊

和内控归因这两种积极心理品质作为心理韧性的保护性因子#

对留守儿童社会适应性所发挥的积极作用'

)

(这一观点)若留

守初中生在面对困难和挫折时越多地采用问题解决*求助和退

避的应对方式#社会适应的能力也就越好#这与邓敏等'

$/

(在探

讨留守儿童应对方式与社会适应时指出#留守儿童应对方式直

接作用于社会适应一致)

本研究的中介效应分析表明#留守初中生应对方式的问题

解决等在心理韧性与社会适应间起中介作用#这说明留守初中

生心理韧性对起社会适应的作用很大一部分是通过不同的应

对方式来间接影响的)留守初中生心理韧性越高#在积极发掘

自身的抗压潜能和有效利用人际资源上能够游刃有余#能增多

他们较好地解决和处理问题的心理准备#更有利于问题解决#

即包括一些困难和挫折#也包括一些生活琐事)留守初中生身

边的事件较好地解决加剧了乐观面对问题的状态#并在多次训

练之后还能主动挑战出现的问题#在挑战过程中也学到了理

解*控制或改变适应问题情景的能力感和信念#从而增强他们

的自信*活力和能力#再加上他们利用人际资源建立起来的乐

群态度#能够达到良好的社会适应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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