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40卷第6期         西 南 大 学 学 报 (自然科学版)           2018年6月

Vol.40 No.6 JournalofSouthwestUniversity(NaturalScienceEdition) Jun. 2018

DOI:10.13718/j.cnki.xdzk.2018.06.007

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班级同伴地位的
影响:心理素质的中介作用①

程 刚1, 周亦佳1, 夏 英1, 陈 旭2, 张大均2

1. 贵州师范大学 教育科学学院,贵阳550025;2. 西南大学 心理学部/心理健康教育研究中心,重庆400715

摘要:基于家庭投资理论探讨了整体心理素质及其各维度在中学生家庭客观社会经济地位(SocioeconomicStatus,

SES)与其班级同伴地位间的关系.研究以1801名初一到高三的中学生为被试,采用心理素质问卷对其心理素质

进行测量,同时对其家庭SES和班级同伴地位进行评估和考察.结果表明:① 家 庭SES与 班 级 同 伴 地 位(r=

0.10,p<0.01)、心理素质(r=0.15,p<0.01)均呈显著正相关;心理素质与班级同伴地位呈显著正相关(r=

0.20,p<0.01).② 整体心理素质在家庭SES与班级同伴地位之间起显著部分中介作用,中介效应值为0.03
(95%CI:[0.02,0.04]).③ 对心理素质的3个维度进行多重中介效应分析后发现,3个维度中只有适应能力在

家庭SES影响班级同伴地位的过程中起显著的中介作用,中介效应值为0.04(95%CI:[0.03,0.06]),即良好

的家庭SES主要是通过对中学生适应能力的积极影响,进而促使其容易获得较高的班级同伴地位.该发现在一

定程度上深化了对家庭投资理论的研究,同时加深了研究者们对心理素质作用与功能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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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位对于人类来说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自古以来,人们总是在寻求更好的发展,追求更高的社会地

位[1].而对于在校就读的中小学生而言,由于其生活环境主要在学校班级里,因此其对社会地位的追求主

要表现为对班级同伴地位的追求.具体来说,班级同伴地位是指学生在班级范围内的社会地位,该范围主

要包括与其认知能力或年纪相仿的同伴群体中的地位,它反映了班级中个体被群体接受的程度;具体涉及

学生在班级中的同伴关系状况、经济地位、消费能力水平、运动能力地位、外貌和学业成绩地位等一些相

关成分[2].现有研究表明[3],班级同伴地位对学生的身心健康有重要影响,班级同伴地位较低的学生吸烟

率是常人的3倍以上,同时会伴有较多的躯体症状[4],且更容易产生愤怒、抑郁等心理问题,其幸福感也

较低[5].鉴于班级同伴地位对中小学生的身心健康具有如此重要的影响,因此有必要对其形成机制与影响

因素展开深入的调查研究.
而就目前有关学生班级同伴地位形成的研究来看,研究者业已发现家庭客观社会经济地位(Socioeco-

nomicStatus,SES)会影响学生班级同伴地位的获得[6].学生的家庭SES反映了人们取得的潜在或现实资

源的差异,是指通过其家庭的有价值的资源(如家庭收入、父母职业、父母受教育程度等)而产生的等级排

名[7].现有研究表明[6,8-9],家庭SES较高的学生其物质财产地位、同伴关系状况、运动能力地位、外貌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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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学业成绩地位均较高,而这些地位的综合提升有助于增强学生在班级内的影响力,进而使其拥有较高

的班级同伴地位.总之,家庭SES对学生班级同伴地位具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
此外,除了家庭SES对学生班级同伴地位具有直接预测作用外,研究者们近来发现[10-12],心理素质作

为以生理条件为基础,将外在获得的刺激内化成稳定的、基本的、内隐的,并具有基础、衍生、发展和自组

织功能的,并与人的适应、发展、创造行为密切联系的心理品质,它可能会在家庭SES与学生班级同伴地

位间起中介作用.具体来说:一方面,已有研究表明[13],家庭SES能显著预测在校学生的心理素质水平,
高家庭SES的学生心理素质水平较高;相反,低家庭SES的学生其心理素质水平较低.另一方面,现有研

究还发现[14-15],高心理素质的学生其同伴关系状况、学业成绩均较好,而同伴关系状况和学业成绩等因素

均与学生的班级同伴地位形成有密切关系[2].从这些研究证据可以发现,心理素质对班级同伴地位具有正

向预测作用.
基于上述研究证据可以发现,学生整体心理素质可能会在其家庭SES与班级同伴地位间起中介作用.

但除了心理素质这种整体的中介作用外,还有一点应当引起注意的是,心理素质被认为是由认知特性、个

性品质和适应能力3个维度构成的综合品质[10-12].其中:
认知特性是指人在对客观事物的反映活动中所体现出来的心理品质,能直接参与到对客观事物认知的

具体操作中,它包含智力、创造性和元认知特性等具体成分[10-12].虽然之前尚未有研究直接考察过家庭

SES与认知特性的关系,但有研究发现,家庭SES较高的学生智力水平较高[16],更具有创造性[17],而好的

智力水平和创造性会影响学生学业成绩地位的高低[18-19],进而影响其班级同伴地位的获得.因此,基于上

述证据可以推测,家庭SES有可能会通过中学生的认知特性影响其班级同伴地位获得.
个性品质是指人在对客观事物的对待活动中所体现出来的心理品质,其对认知操作具有动力和调节机

能,包含自我特性、动力特性、情绪特性和意志特性等具体成分[10-12].目前,就个性品质与家庭SES的关

系来看,也没有研究进行过直接考察,但有研究发现家庭SES与开放性、尽责性和宜人性等自我特性密切

相关[20],而这些自我特性均会影响学生的学业成绩高低[21],从而会对班级同伴地位产生影响.因此可以推

测,个性品质也可能会在家庭SES与班级同伴地位间起中介作用.
适应能力是指个体通过与社会生活环境的交互作用,使得自身与环境和谐协调的能力,是心理素质结

构中最具衍生功能的因素,包含社会适应、学习适应和人际适应等具体成分[10-12].已有研究发现,家庭

SES是影响学生社会适应的重要因素[22],而社会适应被认为与学生的人际关系、社交焦虑及学业成绩存在

显著相关[23-25].据此可以认为,适应能力同样有可能在家庭SES与班级同伴地位间起中介作用.
基于上述对认知特性、个性品质和适应能力3个维度的分析可以发现,心理素质的3个维度均有可能

在家庭SES与班级同伴地位间起中介作用,但目前尚未有研究对此进行过考察.因此,本研究将首先考察

整体心理素质是否在家庭SES与班级同伴地位间起中介作用;同时进一步考察心理素质3个维度在其间的

中介作用特点.具体提出以下假设及理论模型(图1).

图1 中学生整体心理素质及其各维度在家庭SES和班级同伴地位间的中介作用假设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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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设1:中学生家庭SES、整体心理素质及其各维度和班级同伴地位之间两两呈正相关;

假设2:中学生整体心理素质在家庭SES与班级同伴地位间起中介作用;

假设3:探究心理素质各维度在家庭SES与班级同伴地位间的多重中介作用特点.

1 方 法

1.1 研究对象

采用方便取样的方法,选取全国7个省、市、自治区(贵州、四川、云南、河南、重庆、广西、内蒙古)8
所中学初一到高三共6个年级的中学生作为研究对象.首先,根据校方提供的学生名单制作调查花名册,

在取得校方、学生家长及学生的同意后,以自愿为原则,根据花名册采用实名的方式进行调查.其中,中学

生心理素质问卷和班级同伴提名问卷由学生当场作答后收回;家庭SES问卷由学生带回家后让其父母或主

要监护人完成后统一收回.
总共发出问卷2000份,回收问卷1946份(回收率97.3%),删除相应的胡乱作答的无效问卷后最终

获得有效问卷1801份(有效率92.5%).受调查者平均年龄为(15.69±1.67)岁,其中男生902人

(50.1%),女生849人(47.1%),缺失50人.样本年级分布上,初一199人(11%),初二284人(15.8%),

初三235人(13%),高一471人(26.2%),高二360人(20%),高三252人(14%).

1.2 研究工具

1.2.1 家庭SES评估

目前国内外学者一般采用父母受教育水平、职业地位和家庭年收入这3个基本变量作为学生家庭

SES的构成[26].本研究参照国际学生评估项目[27],并结合陈艳红等人[28]提供的评估方法来计算中学生

家庭SES.本研究样本的家庭SES得分区间为-2.24~6.09,家庭SES得分越高表明客观家庭社会经济

地位越高.

1.2.2 中学生心理素质问卷(简化版)

中学生心理素质问卷(简化版)由胡天强、张大均等人[10]修编,总共24道题目,包含认知特性、个性品

质和适应能力3个维度,采用李科特5级评分,3个维度加总即为心理素质总分,得分越高表明心理素质越

高.本研究中该问卷的克伦巴赫α系数为0.915,认知特性、个性品质和适应能力3个维度的克伦巴赫α系

数分别为0.837,0.809和0.793.

1.2.3 班级同伴地位测量

采用Bogardus[29]首创的社会距离测量法,这种方法可数量化社会距离尺度,可用于对同伴地位的测

量.本研究具体的做法是:在取得校方、学生本人及其家长的同意后,将同伴提名问卷发放到全班同学手

中,让其根据名单上的同学在班级中影响力的强弱进行评分(其中0代表影响力最低,9代表影响力最高).
问卷计分方式为,用全班同学对某个被试的评分之和除以评分人数,所得平均分即为该被试在班级中的同

伴地位得分.得分越高,表明其在班级同伴中的地位越高;反之,则表示其班级同伴地位越低.

1.3 统计处理

运用SPSS22.0进行数据录入与处理;PROCESS11.0插件进行中介及多重中介效应分析.

1.4 共同方法偏差的控制

共同方法偏差(commonmethodbiases)是指由于数据材料在收集过程中几乎来自同一种方式(如自我

报告)、同一种测试环境或同一批被试等因素引起的因变量的变化,如不对这些干扰因素进行平衡或控制,

其可能会导致研究结果的失真[30].本研究中,3个问卷的测量形式和计分方式均不同,其中:中学生家庭

SES是基于学生家长报告的客观信息计算生成;心理素质则是用学生自行填写的5点计分问卷进行测量;

中学生班级同伴地位则是采用10点同伴提名的计分方式产生.鉴于这3个变量在测量及计分方式上完全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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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其受共同方法偏差影响很小,因此这里不再进行统计控制.

2 结 果

2.1 家庭SES、班级同伴地位、心理素质及其各维度的相关分析

相关分析结果显示:整体心理素质、认知特性、个性品质、适应能力、班级同伴地位与家庭SES之间

两两呈显著正相关(表1).
表1 心理素质总分及其三维度、班级同伴地位和家庭SES的相关矩阵(N=1801)

变量 M SD 认知特性 个性品质 适应能力 心理素质 班级同伴地位

认知特性 27.41 5.52 -

个性品质 27.44 5.22 0.75** -

适应能力 29.08 4.96 0.62** 0.64** -

整体心理素质 83.93 13.85 0.90** 0.90** 0.84** -

班级同伴地位 4.71 1.04 0.16** 0.13** 0.24** 0.20** -

家庭SES 0.01 0.99 0.14** 0.08** 0.17** 0.15** 0.10**

  注:*p<0.05;**p<0.01;***p<0.001.

2.2 整体心理素质在家庭SES与班级同伴地位间的中介效应分析

为了进一步探究整体心理素质在家庭SES与班级同伴地位间的作用,采用Preacher和 Hayes的中介

效应检验方法(重复抽样1000次,95%的置信区间)[31]来检验整体心理素质在家庭SES与班级同伴地位间

的中介效应.结果发现:家庭SES对班级同伴地位的直接效应显著(c'=0.07,SE=0.02,95% CI:

[0.02,0.11]);家庭SES通过整体心理素质预测班级同伴地位的中介效应显著(a×b=0.03,SE=0.01,

95%CI:[0.02,0.04])(图2).

该路径系数系标准化后的路径值;实线表明路径系数显著,虚线表明路径系数不显著.

**p<0.01;**p<0.001.

图2 整体心理素质在家庭SES与班级同伴地位间的中介路径

2.3 心理素质各维度在家庭SES与班级同伴地位间的多重中介效应分析

为了进一步探究心理素质各维度在家庭SES与班级同伴地位间的中介效应,采用Preacher和 Hayes
的多重中介效应检验法(重复抽样1000次,95%的置信区间)[31]来检验心理素质各维度在家庭SES与班级

同伴地位间的中介效应.结果发现:认知特性在家庭SES与班级同伴地位间的中介效应不显著(a2×b2=
0.01,SE=0.01,95%CI:[0.00,0.02]);个性品质在家庭SES与班级同伴地位间的中介效应不显著

(a3×b3=-0.01,SE=0.00,95%CI:[-0.01,0.00]);适应能力在家庭SES与班级同伴地位间的中

介效应显著(a1×b1=0.04,SE=0.01,95%CI:[0.03,0.06]).认知特性与个性品质的中介效应差值为

0.01,95%CI:[0.00,0.03],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认知特性与适应能力中介效应差为-0.03,95%CI:
[-0.06,-0.02],适应能力的中介作用显著大于认知特性;个性品质与适应能力的中介效应差为-0.05,

95%CI:[-0.07,-0.03],适应能力的中介作用也显著大于个性品质.可见在心理素质的各维度中,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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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是适应能力在中学生家庭SES影响其班级同伴地位的过程中起中介作用(图3).

该路径系数系标准化后的路径值;实线表明路径系数显著,虚线表明路径系数不显著.

*p<0.05;**p<0.01;**p<0.001.

图3 心理素质各维度在家庭SES与班级同伴地位间的多重中介路径

3 讨 论

3.1 整体心理素质在家庭SES与班级同伴地位间的中介效应

基于本研究相关分析可以发现,中学生家庭SES与整体心理素质呈显著正相关,这一结果说明高家庭

SES的中学生,其整体心理素质发展较好,这与Dong等人[13]的研究结果一致.同时,本研究还发现,家庭

SES与班级同伴地位呈显著正相关,这表明家庭SES较高的学生其在班级中的同伴地位也较高,这与之前

的研究结果是相似的[6,8-9].此外,相关分析结果还表明,整体心理素质与班级同伴地位呈显著正相关,也

就是说,心理素质较好的学生其在班级中的同伴地位较高,这与前人的研究结果具有相似性[14-15].
基于上述相关分析的结果,本研究进一步对整体心理素质在家庭SES与班级同伴地位间的中介作用进

行了检验.结果发现,整体心理素质在家庭SES与班级同伴间起显著中介作用.这一结果验证了家庭投资

理论的观点,即高SES的家庭拥有更多的社会资源和物质资本用于投资子女的教育[32],这对于个体心理

素质的提升有着重大的影响[13],而心理素质的提升进一步促使其在班级中能够获得良好的同伴关系和学

业成绩[14-15],最终带来了较高的班级同伴地位.基于上述分析可以发现,已有的家庭投资理论大多只考察

了家庭SES对青少年身心发展的直接作用,但对其内在影响机制研究并不充分,而本研究则发现,高家庭

SES首先会提升中学生心理素质,心理素质的提升最终带来了较高的班级同伴地位,这一结果在一定程度

上深化了对家庭投资理论的研究.

3.2 心理素质各维度在家庭SES与班级同伴地位间的多重中介效应

从相关分析结果来看,首先,家庭SES与心理素质各维度均呈显著正相关,该结果表明,家庭SES越

高的中学生,其认知特性、个性品质和适应能力越好;其次,心理素质各维度均与班级同伴地位呈显著正

相关,说明认知特性、个性品质和适应能力越好的中学生,更容易获得较高的班级同伴地位.
此外,本研究对心理素质各维度在家庭SES与班级同伴地位间的多重中介效应进一步分析后发

现,心理素质3个维度在中学生家庭SES与班级同伴地位间的作用存在差异.具体表现为:适应能力

在中学生家庭SES与班级同伴地位间的中介作用显著,而认知特性与个性品质的中介作用均不显著.
之所以会出现这一结果,其原因可能在于,家庭SES高的学生拥有较多的物质与社会资源可用于参

加社交活动[32],这些社交活动大大增强了青少年的社交技能,有效降低其社交焦虑,从而提升了其

环境适应能力[33],这一能力的提升最终增强了其在群体中获得地位的能力,从而有助于其在班级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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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较高的同伴地位,因此,适应能力在家庭SES影响班级同伴地位的过程中起了显著的中介作用.
此外,虽然从相关分析来看,家庭SES高也会带来认知特性与个性品质的提升,同时认知特性与个性

品质的提升同样有助于个体班级同伴地位的获得;但基于多重中介作用分析表明,在家庭经济地位影

响班级同伴地位的过程中,起到主要作用的还是适应能力.因此,要想提升低家庭SES学生的班级同

伴地位,家长和教师应重视其适应能力培养.

3.3 研究创新与不足之处

综上所述,本研究首先采用简单中介效应分析的方法,考察了整体心理素质在家庭SES与班级同伴地

位间的中介作用,结果发现良好的家庭SES是通过心理素质对中学生的班级同伴地位获得产生影响,该结

果在一定程度上拓展了我们对家庭投资理论的认识.同时,本研究除了考察整体心理素质的作用外,还使

用多重中介效应分析的方法,发现心理素质的3个维度在家庭SES与班级同伴地位间的作用并不一致,其

中适应能力起显著的中介作用,这一发现与张大均等人[34]认为的心理素质3个维度既相互联系,又相互独

立的观点是一致的.该发现在一定程度上加深了研究者们对心理素质作用与功能的认识,同时提示我们,

在对心理素质的研究中,既要关注整体心理素质的作用,更要关注心理素质3个维度的独特作用与功能,

这为未来心理素质的研究提供了新的方向.此外,除了上述理论意义外,本研究还发现,家庭SES低的学

生其适应能力较差,从而影响其在班级中的同伴地位,因此,在对家庭SES低的学生进行干预的过程中,

家长和一线教育工作者应当重点加强对其适应能力的培养,从而有效提高其班级同伴地位,进而促进其身

心健康发展.
本研究不足之处在于:首先,本研究的中介模型是基于横断研究的数据建立的,这一方法不能解释变

量间的因果关系,因此,未来有必要采用追踪设计的方法进一步对该模型进行验证;其次,虽然本研究发

现心理素质3个维度在家庭SES影响班级同伴地位时所起的作用不同,但对于这种差异形成的原因和具体

机制尚未进行深入地考察,在未来的研究中还有必要进一步考察心理素质3个维度作用差异的形成原因;

最后,本研究所调查的样本大部分来自于中西部地区,因此,基于该样本得出的这一研究结果是否同样适

用于东部发达地区,还有待于进一步的考察和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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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InfluenceofFamilySocioeconomicStatusonClass
PeerStatus:TheMediatingEffectofPsychologicalSuzhi

CHENG Gang1, ZHOUYi-jia1, XIA Ying1,

CHEN Xu2, ZHANGDa-jun2
1.SchoolofEducationalScience,GuizhouNormalUniversity,Guiyang550025,China;

2.FacultyofPsychology,ResearchCenterofMentalHealthEducation,SouthwestUniversity,Chongqing400715,China

Abstract:Basedonthefamilyinvestmentmodel,astudywasmadetotestifpsychologicalsuzhianditsdi-

mensionsmediatebetweenthefamilysocioeconomicstatus(SES)ofmiddleschoolstudentsandtheirclass

peerstatus.Theparticipants,1801studentsfromthefirstgradeofjuniormiddleschooltothethirdgrade

ofseniormiddleschool,wereaskedtocompletethequestionnaireswhichmeasuredtheirpsychological

suzhiaswellasSESandpeerstatus.SignificantpositivecorrelationswerefoundtoexistbetweenSESand

peerstatus(r=0.10,p<0.01),SESandpsychologicalsuzhi(r=0.15,p<0.01),andpsychological

suzhiandpeerstatus(r=0.20,p<0.01).ThepsychologicalsuzhiwasfoundlikeamediatorbetweenSES

andpeerstatus,itsmediatingeffectbeing0.03(95%CI:[0.02,0.04]).Ananalysisofmultipleinter-

mediaryeffectsonthethreedimensionsofpsychologicalsuzhishowedthatonlytheadaptabilitydimension

playedasignificantmediatingroleintheprocessofSESinfluenceonpeerstatus,themediatingeffectbe-

ing0.04(95%CI:[0.03,0.06]),thatistosay,goodfamilySESpromoteshigherpeerstatus,mainly
throughitspositiveimpactontheadaptabilityofadolescents.Thisfindinghasdeepened,toacertainex-

tent,thestudyoffamilyinvestmentmodelandimprovedtheresearchers'understandingoftheroleand

functionofpsychologicalsuzhi.

Keywords:familysocioeconomicstatus;psychologicalsuzhi;classpeerstatus;middleschoolstud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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