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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质的影响:友谊质量的中介作用

梁 英 豪1,2,张 大 均1,胡 天 强1,梁 迎 丽3,苏 志 强4

(1.西南大学 心理学部、心理健康教育研究中心,重庆市400715;2.四川文理学院 教师教育学院,四川 达州635000;

3.南京邮电大学 教育科学与技术学院,江苏 南京210023;4.长江师范学院 教育科学学院,重庆 涪陵408000)

摘 要:采用12项一般家庭功能量表、友谊质量量表和小学生心理素质量表调查了1616名中高年级

小学生,以探讨家庭功能、小学生友谊质量和心理素质三者之间的关系,以及友谊质量在家庭功能和心理素质

之间所起的作用。结果发现:(1)家庭功能与小学生友谊质量、心理素质两两之间呈显著正相关(ps<0.01);

(2)家庭功能显著预测友谊质量(β=0.672,p<0.001)和心理素质(β=0.821,p<0.001),友谊质量显著预测心

理素质(β=0.738,p<0.001);(3)友谊质量在家庭功能和小学生心理素质之间发挥中介作用(ab=0.496),中

介效应占总效应的27.7%。

关键词:家庭功能;心理素质;友谊质量;小学生;同伴关系

中图分类号:B844;G44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9841(2018)05-0098-07

一、引 言

心理素质(psychologicalSuzhi)是在我国素质教育改革与发展研究中凝练而生的本土化心理

学概念,因其整合性、前瞻性和务实性,成为国内心理学研究的重要领域,取得了较为丰富的理论与

应用成果,在维护和促进学生心理健康、开发学生心理潜能、培养学生良好品德,以及提升学生适应

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教育影响[1],获得了国际认同[2]。然而,有关学生心理素质的形成与发展机

制,仍少有系统的理论探讨与实证研究,无疑阻碍和限制了进一步培养学生心理素质教育实践的有

效推进[3]。
布朗芬布伦纳提出的生态模型[4-5],为我们理解心理素质的发展机制提供了“人在情境”的视

角。家庭和学校是直接影响小学生心理素质发展的主要环境变量。家庭是组成社会的基本单位,
是个体学习人际互动和社会化的最初场所,是影响儿童心理发展最直接、最近端的微观环境[5]。心

理素质的形成与发展是个体在特定环境中通过活动内化而来的,活动性强的儿童,其家庭经济水平

较高,父母更倾向于鼓励他们并参与到他们的活动中来[6]。低家庭经济水平,通过影响儿童执行功

能中的工作记忆和认知控制功能的发展,进而影响其学业表现[7];低家庭经济水平的儿童,其智商

平均要低于高收入家庭儿童25个百分点[8];还表现出更多的内隐和外显问题,如社会交往能力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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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伴关系受损和低自尊等[9]。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仅仅是家庭生态系统中影响儿童心理发展的一个

方面。自上个世纪70年代以来,受系统论影响,家庭各要素作用于个体发展的研究范式逐步转向

为研究其整体———家庭功能[10]。家庭功能(familyfunctioning)是为满足内部成员身心和社会性的

健康发展提供一切条件及其实现过程,是个体所在家庭系统运行情况的重要标志,其功能的发挥与

青少年的心理健康密切相关,能显著地预测个体的适应状况[10-11]。家庭生态系统可以预测儿童的

自尊水平,对其心理发展具有保护性作用和对抗不利因素的缓冲作用[12];功能运作不良的家庭,其
未成年子女表现出更多的问题行为,得到了追踪研究的证据支持[13]。家庭功能影响儿童认知功能

及其学业表现、学校适应、自尊与社会性发展,以及心理健康等方面;学生心理素质包括认知品质、
个性品质与适应性,心理健康又是心理素质的状态表现,可以推断家庭功能是小学生心理素质发展

的重要影响因素。
学校是另一个影响小学生心理发展的微系统。良好的学校心理环境,如积极的同伴支持,对学

生的学业成绩、行为习惯与情绪适应均有显著正向影响[14-15]。“同伴关系影响儿童心理发展”,或者

说童年期友谊质量影响个体的长期适应,已被系列研究所证实[16]。建立友谊关系是儿童社会性发

展的主要任务之一。友谊质量对儿童中晚期至青春期的孤独感有重要预测作用。进入小学中高年

级,同伴关系对小学生心理发展的影响日益增加,高友谊质量(友谊关系的亲密程度)是儿童心理健

康和良好社会适应的保护性因素[17]。一项纵向研究结果显示,童年中晚期友谊质量和抑郁之间呈

显著负相关,且存在双向预测作用关系,并具有跨性别的稳定性[18]。此外,研究显示,心理素质能

够显著正向预测学生的同伴关系发展水平[19]。
心理素质是在一定社会条件下,个体通过与有经验的成人(如父母,教师等)和同伴的互动,有

选择地将外在获得刺激逐步内化而来的[3]。家庭功能对个体心理发展(如心理素质)的影响,可能

是以某些变量为中介而实现的。研究显示,友谊质量在小学生同伴接纳对其人格发展的影响中起

多层级中介作用[20],同伴行为模式在家庭功能对青少年学习自我调节中起中介作用[21]。对小学生

而言,在家庭系统内与父母之间是纵向互动的垂直关系[16],形成了今后与权威人士(如,学校教师

等)交往的基本图式;与学校同伴在交往过程中建立和发展起来的平行的、平等的关系图式则指向

其未来社会适应,并影响其主体性活动的范围与深度,以及内化为心理素质的速率与品质。
综上,学生心理素质培养对推进素质教育改革和帮助个体适应变化的社会具有重要意义,学生

心理素质的发展离不开家庭功能和友谊质量的功能作用,友谊质量可能在家庭功能影响学生心理

素质发展的过程中起中介作用,三者之间的关系尚未得到实证研究。研究以中高年级小学生为调

查对象,探讨家庭功能、友谊质量与心理素质三者之间的关系,以期为小学生心理素质的发展机制

提供新的视角。研究提出如下假设:(1)家庭功能可以显著预测友谊质量与心理素质;(2)友谊质量

显著正向预测心理素质;(3)友谊质量在家庭功能和心理素质之间起中介作用。

二、方 法

(一)研究对象

采用整群抽样的方法,选取四川达州某校3~5年级共32个班的1650名小学生。由班主任协

助经过培训的心理学专业学生对被试进行统一施测,测试时间约35~40分钟,问卷当场回收。测

试发放问卷1650份,剔除作答内容缺失值超过10%的被试,获得有效问卷1616份,问卷有效回收

率为97.94%。有效被试中男881人(54.5%),女735人(45.5%),3年级550人(34%),4年级504
人(31.2%),5年级562人(34.8%),独生子女807人(49.9%),非独生子女809人(50.1%),学生干

部962人(59.5%),非学生干部626人(40.5%);被试平均年龄为9.28岁(SD=1.01),性别在年级

分布上无显著差异(x2
(3)=1.01,p=0.80)。



  (二)研究工具

1.12项一般家庭功能量表(theGeneralFunctioning12-itemsubscale,GF12)

12项一般家庭功能量表[22]是家庭功能评定量表(FamilyAssessmentDevice,FAD)[23]的简化

版,由12个项目组成,其中6个反映健康家庭功能(双数项目),如“发生危机时,我们能相互支持”,

6个反映不健康的家庭功能(单数项目),如“在我们家对事情做出决定是困难的”。量表采用4点

计分,从“完全不像我家”到“很像我家”进行等级评定,将负面措辞表述的项目反向计分后,全部项

目得分相加得到家庭功能总分,得分越高代表家庭功能越好。研究报告12个项目的内部一致性系

数为0.89,此研究中则是0.84。

2.友谊质量问卷(FriendshipQualityQuestionnaire,FQQ)
周宗奎等人[24]在Parker和Asher[25]40个项目原量表基础上,取原量表六维度———肯定与关

心、陪伴与娱乐、亲密袒露与交流、帮助与指导、冲突与背叛,以及冲突解决策略———各自项目中负

荷最高的3个,得到18个项目的中文简化版。量表采用5点计分,从“完全不符”到“完全符合”进
行等级评定,将冲突与背叛项目反向计分,最终得分越高则表示友谊质量越高。原问卷各维度之间

内部一致性系数在0.77~0.88之间,此研究中则是0.72~0.81之间。

3.小学生心理素质量表(PsychologicalSuzhiMeasureforPupils,PSMP)
采用张大均、苏志强编制的小学生心理素质量表[26]用于测量小学生心理素质的发展状况。该

量表包括认知、个性与适应性三个分量表,共36个题项。认知分量表包括8个项目,如“我能把新

旧知识联系起来学习”;个性分量表包括16个项目,如“我对自己能取得好的学习成绩充满信心”;
适应性分量表包括12个项目,如“我能很好地融入自己所处的班级和学校环境”。量表采用5点计

分,从“完全不像我”到“完全就是我”进行等级评定,得分越高则表示心理素质越好。该量表有较好

的信效度,是符合心理测量学标准的小学生心理素质有效测评工具。原问卷三分量表和总量表的

内部一致性系数在0.67~0.86之间,此研究中则在0.69~0.84之间。
(三)统计方法

采用SPSS23.0及process插件进行数据处理与分析。使用的主要方法是独立样本t检验、方
差分析、相关分析,以及bootstrap法进行中介效应检验[27-28]。

三、结果与分析

(一)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采用Harman单因子检验(HarmansOne-factorTest)进行共同方法偏差检验[29]。结果显示,
特征根值大于1的共有17个因子,且第一个因子解释的变异量仅有14%,小于40%的临界值。因

此,研究不存在明显的共同方法偏差。
(二)小学生家庭功能、友谊质量和心理素质的群组差异

使用独立样本t检验分别对家庭功能、友谊质量和心理素质在性别、是否独生子女和学生干部

等方面进行差异性检验,使用单因素方差分析对三个变量在年级上的差异进行检验,结果显示:小
学生家庭功能存在年级差异(F=4.65,p<0.05);独生子女所在家庭的功能作用发挥更好

(t=4.12,p<0.001);友谊质量得分女生高于男生、学生干部高于普通学生,均达到了显著性水平

(ps<0.001);小学生心理素质得分上,女生高于同龄男生(t=-4.87,p<0.001),4年级学生心理

素质发展水平高于3年级和5年级(F=8.26,p<0.001),独生子女高于非独生子女学生(t=2.79,

p<0.01),学生干部高于普通学生(t=7.17,p<0.001)。
(三)家庭功能与小学生友谊质量、心理素质的相关分析

使用皮尔逊积差相关分析,结果显示:家庭功能、友谊质量与心理素质之间两两呈显著正相关

(ps<0.01),具体见表1。



表1 家庭功能、友谊质量与心理素质的相关矩阵(N=1616)

M SD 1 2 3

1家庭功能 25.03 6.48 -

2友谊质量 66.28 12.38 0.352** -

3心理素质 134.41 17.90 0.297** 0.551** -

        注:**代表p<0.01,***代表p<0.001,下同。

(四)小学生友谊质量在家庭功能与心理素质之间的中介效应检验

为探讨友谊质量在家庭功能与心理素质之间的中介作用,采用偏向校正的百分位Bootstrap
法,设置样本量为5000(迭代次数),95%的置信区间,对友谊质量在家庭功能与心理素质之间的中

介效应进行检验。结果显示,家庭功能能够有效预测友谊质量(β=0.672,p<0.001)和心理素质

(β=0.821,p<0.001),友谊质量能够有效预测心理素质(β=0.738,p<0.001),且3个回归系数的

95%置信区间均未包含0。进一步分析发现,家庭功能通过友谊质量预测心理素质的间接效应值

(ab=0.496)及其效果量(ab/c=0.604,ab/c'=1.525,k2=0.183,R2
med=0.076)的Boot95%置信区间

均未包含0,因此间接效应显著(p<0.001)。以上结果表明,友谊质量在家庭功能与心理素质之间

发挥中介作用,中介效应为0.496,占总效应的60.4%。具体见表2,表3与图1。
表2 各变量间的回归系数(N=1616)

β SE t LLCI ULCI

a 0.672 0.045 15.099*** 0.585 0.760

b 0.738 0.318 23.182*** 0.675 0.800

c' 0.325 0.061 5.349*** 0.206 0.444

c 0.821 0.066 12.499*** 0.692 0.950

        注:BootLLCI与BootULCI分别代表Boot95%的置信区间上限和下限,下同。

表3 中介效应检验(N=1616)

效应值 BootSE BootLLCI BootULCI

ab 0.496 0.040 0.422 0.578

ab/c 0.604 0.061 0.503 0.746

ab/c' 1.525 0.507 1.013 2.938

k2 0.183 0.013 0.158 0.210

R2
med 0.076 0.012 0.054 0.101

        注:k2=ab/abmax表示中介效应量在可能达到的最大中介量中所占的比例;R2med表示因变量心理素质

        的方差只能被自变量家庭功能和中介变量友谊质量共同解释的部分。

图1 友谊质量在家庭功能与心理素质之间的中介路径模型



四、讨 论

(一)小学生家庭功能、友谊质量与心理素质的群组差异分析

研究结果显示,小学生家庭功能在性别上不存在显著差异,而在年级方面差异显著,这与田峰

溶[30]的研究结论一致。性别无差异的原因可能是,过去沿袭多年的独生子女政策深刻影响了人们

生男生女都一样的抚育观念及无显著差别的养育方式;年级差异的原因可能是,中高年级小学生与

父母有了增进理解基础上更为亲密的依恋关系。小学女生友谊质量高于男生,学生干部高于普通

学生,这与王金霞[31]和徐敏[17]的研究结论一致。女生之间的友谊是全方位的,她们更愿意自我表

露和倾吐心声;男生之间的友谊则是圈子属性的,情感投入分散,稳定性不如前者。学生干部通常

有表现积极、相对活跃和乐于交往的特质,作为教师的好帮手和代言人,大量与老师、同学交往的经

验,使得他们能更好地处理和维护人际和谐,因而友谊质量较高。小学生心理素质的发展,无论是

在性别、年级、是否独生子女和学生干部上,均表现出了显著差异,这与张大均[32]、田澜[33]、易雯

静[34]和梁英豪[35]的研究结论一致。性别方面的差异,可能源自两者神经系统发育速率的不同。从

出生至青春期,神经系统发育速率的优势,使得女生对外界刺激感知更敏感,加工处理速度更快,情
绪调节更灵活等,因而在认知、个性与适应方面好于同龄男生。神经系统的成熟,思维水平从具体

运算到形式运算的过渡,元认知和观点采择能力的持续发展,通过心理素质发展的年级差异得以反

映出来。独生子女家庭对孩子成长资源的投入相对集中,父母有更多时间可以陪伴他们,可能是比

非独生子女心理素质发展好的原因。
(二)家庭功能与小学生友谊质量、心理素质的相关分析

家庭功能与小学生友谊质量、心理素质两两呈显著正相关,家庭功能显著正向预测友谊质量和

心理素质,友谊质量显著正向预测心理素质。首先,家庭功能与友谊质量的关系。家庭功能的好

坏,直接影响家庭成员———特别是未成年子女对外人际交往的主动意识、范围和模式,家庭功能不

良的儿童异常行为多,直接影响其正常的社会化与适应[36]。良好的家庭功能,如,父母的认知激励

和情感温暖,有助于发展儿童乐观和合群等性格优势,以及合乎社会规范、有助于建立和维护良好

友谊关系的行为方式,降低负性生活事件对其情绪的消极影响[37]。其次,家庭功能与心理素质的

关系。研究显示,家庭功能与小学生心理素质之间显著相关(r=0.297,p<0.01),即使控制了友谊

质量的中介作用,家庭功能仍能有效预测心理素质的发展状况(β=0.325,p<0.01),为家庭影响个

体身心发展的相关理论提供了新的证据支持。早在1966年,基于全美范围的调查数据分析,《科尔

曼报告》就指出,家庭对个体学业成就与心理发展的影响远大于学校教育[38]。这种影响可能是通

过以下途径实现的:首先,父母的受教育水平、职业、收入和社会地位,决定着子女是否能享受到优

质教育资源,以及在多大范围和层次上与世界发生联系,在多大的情境空间中通过活动而获得发展

机会;其次,受益于良好教育的父母,工作之外有更多的时间陪伴子女,并乐于在教育子女方面进行

自我投资,在养育子女上通常有更长远的规划,采取更为民主的教养方式,有更亲密的亲子关系,注
重引导子女良好行为习惯的养成和内在品质的塑造。再次,友谊质量与心理素质的关系。同伴关

系对儿童发展发挥积极或消极的作用,友谊质量是直接影响儿童社会发展的重要外在条件。维果

斯基认为,个体心理发展有两个水平,一个是独立解决任务中所表现出来的实际发展水平,一个是

在有经验的同伴或成人指导下解决任务中表现出来的潜在发展水平,两者之间就是最近发展区。
拥有高友谊质量的同伴之间,经常产生良性互动,他们在合作探究中认知品质得到发展,在应对共

同问题情境时相互支持和观察学习,形成积极的应对方式,在适应挑战中发展积极的性格优势和良

好的心理素质。
(三)小学生友谊质量在家庭功能和心理素质之间的中介作用

小学生友谊质量在家庭功能和心理素质间起中介作用,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60.4%。杨丽



珠[20]以小学生为对象的研究发现,友谊质量不仅直接影响其个性发展,而且在同伴交往对个性发

展的影响中发挥中介作用。个性品质是心理素质的内在结构要素,研究中发现友谊质量不仅直接

影响小学生心理素质,而且在家庭功能对心理素质的发展中起中介作用,与杨丽珠的研究结论是接

近一致的。作为儿童心理与社会性发展的最近端环境,家庭通过提供经济条件、教育资源和社交机

会,以及家庭成员之间互动的心理氛围,来影响未成年子女的身心发展。进入小学中高年级后,儿
童的重要他人不再是唯一的父母,随着在校学习和活动时间的增长,学校同伴和教师的影响力逐渐

增大,成为儿童社会化发展的重要他人和参照对象。原有家庭成员互动中习得的观念、行为方式,
在与同伴的互动交往中得到检验、修正和发展。其主要人际关系,由与父母之间的垂直人际关系,
过渡为以平等交往为基础的平行关系。在同伴关系互动中,他们学会分享,尝试他人视角,增进自

我了解,习得社会规范,为日后社会适应提供了最重要的经验[39]。这些活动经验,在家庭和学校教

育的引导下,经过自我反思和修正,不断内化为心理上稳定的品质,成为心理素质整体发展的推动

力,这可能是友谊质量发挥中介作用的方式和路径。
(四)研究展望与不足

家庭生态环境和学校心理环境是影响小学生心理品质发展的重要外在环境变量。研究发现,
家庭功能对小学生友谊质量和心理素质有显著正向预测作用,友谊质量对心理素质有显著正向预

测作用,友谊质量在家庭功能与心理素质之间起中介作用,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60.4%。研究为家

庭和学校两大环境变量影响小学生心理素质发展的理论提供了新的证据支持,探索并解释了友谊

质量在家庭功能影响小学生心理素质发展中的作用机制,将有助于引起我们对小学教育中家校合

作的重视,以及关注学生友谊质量的引导与培养,推进小学生心理素质的培育与提高。同时,有必

要指出,家庭和学校都是复杂的外在环境变量,其内部又可以细分出若干不同维度或层次的变量,
如,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亲子关系、教养方式、学校和班级心理氛围、师生关系等,统合整体环境变量

和细分变量对小学生心理素质发展的影响在未来研究中是很有必要的。此外,作为横断研究设计,
虽然验证了家庭和学校因素对个体心理素质发展的影响,但还缺乏纵向追踪的研究证据印证,今后

采用聚合交叉设计的研究或可拓展这一研究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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