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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探讨中学新生心理素质、
 

自尊、
 

领悟社会支持和社交焦虑间的关系,
 

以及自尊和领悟社会支持在心理素质

与社交焦虑之间所起的作用,
 

采用中学生心理素质问卷(简化版)、
 

自尊量表、
 

领悟社会支持量表和社交回避及苦恼

量表收集1
 

120名在校中学新生的数据并进行分析.
 

结果发现:
 

①
 

中学新生的心理素质、
 

自尊、
 

领悟社会支持以及

社交焦虑四者之间两两显著相关;
 

心理素质能正向预测自尊与领悟社会支持,
 

负向预测社交焦虑.
 

②
 

自尊和领悟

社会支持在心理素质与社交焦虑间起连续中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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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素质是以生理条件为基础,
 

将外在刺激内化为基本、
 

稳定、
 

衍生性的,
 

且与人的适应和创造行为

密切联系的心理品质[1-2].
 

已有研究表明[3],
 

心理素质与心理健康紧密联系,
 

心理素质是相对稳定的内在

心理品质,
 

心理健康是外在积极良好的心理状态;
 

个体心理素质水平高则较少产生心理问题,
 

处于心理健

康状态,
 

反之则易出现心理问题,
 

处于心理不健康状态.
 

可见,
 

二者的关系实质是“本”与“标”的关系[4],
 

研

究者[5]构建的二者关系模型也强调了心理素质于心理健康的核心作用.
自尊是个体对自己能力和价值感的一种情感体验[6],

 

是社会比较过程中获得的对自我价值的积极评价

与体验[7].
 

自尊是与个体心理健康水平密切相关的自我系统核心成分之一[8],
 

是心理健康的重要指标[9].
 

恐惧管理理论提出降低焦虑恐惧需要通过提高自尊来实现[10],
 

这对维持个体的心理健康有决定性作用[11].
 

研究表明,
 

自尊能维持个体人格稳定与持久发展[12],
 

能保护个体免受消极情绪侵扰[13],
 

自尊水平越高抑郁

程度就相对较低[14].
 

针对不同群体的研究发现,
 

自尊与自我接纳关系密切[15],
 

自尊能有效预测个体的幸福

感和抑郁[16],
 

安全感与自尊水平正相关[12];
 

物质成瘾人员的自尊水平低于正常人,
 

且低自尊戒毒人员复吸

概率远大于高自尊戒毒人员[17].
社会支持是一种重要的社会资源,

 

包括物质支持和精神慰藉[18],
 

与个体心理健康密切相关,
 

反映个体

与社会的联系程度与好坏,
 

分为实际社会支持和领悟社会支持两部分.
 

领悟社会支持是与客观的实际社会

支持相对应的主观性社会支持,
 

对个体心理健康的影响比实际社会支持更甚,
 

对个体心理健康更有意义.
 

领悟社会支持是个体对社会支持的感受和评价,
 

是个体对社会交往过程中感受到被支持、
 

尊重和理解的满

意程度和情绪体验[19].
涉及动物与人类的研究均发现,

 

社交关系对个体健康有保护性作用,
 

尤其是能调节并缓冲有害因素造

成的潜在威胁[20],
 

还能调解长期心理压力,
 

对心理健康产生增益性作用[21].
 

在相同程度的压力情境中,
 

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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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悟社会支持的个体能更多地感受到他人的支持,
 

从而减缓受到的社会压力,
 

较少出现抑郁情绪[22],
 

从而

体会到更高的安全感和幸福感[23-24].
 

领悟社会支持与个体心理满意度显著相关[25].
 

高领悟社会支持的个

体会因感知到的社会支持更多而产生更多积极情绪体验,
 

从而获得更高的满意度;
 

相反,
 

低领悟社会支持

的个体会因感知到社会支持不足而产生更多消极情绪体验,
 

心理满意度降低.
 

因而领悟社会支持过低会给

心理健康状况带来不良影响.
 

研究表明,
 

社会支持能降低焦虑与抑郁等情绪反应[26];
 

高师生的领悟社会支

持与自我和谐显著负相关,
 

能预测个体自我和谐程度[27];
 

领悟社会支持还与自杀态度联系紧密,
 

领悟社会

支持水平越低自杀态度越坚定[28].
心理学家对社交焦虑的关注日益增加.

 

社交焦虑指个体对人际处境有强烈的忧虑、
 

紧张或恐惧等情绪

反应与回避行为[29],
 

即社交苦恼与社交回避.
 

社交回避是个体回避社会交往的外在行为表现,
 

社交苦恼是

个体身处其境的内在情感反应.
 

青少年正处于社交焦虑高发期,
 

社交回避和社交苦恼会使青少年学习知识

和锻炼技能的机会大幅度缩减,
 

导致个体出现各类社会功能受损的现象,
 

更甚还会出现一系列躯体不适症

状.
 

焦虑与抑郁分不开,
 

通常个体出现焦虑情绪后也将出现抑郁情绪,
 

甚至可能加强自杀意念[30],
 

此外,
 

回避型人格等负面状况也会随之产生.
 

研究发现[30],
 

社交焦虑者的情绪表达、
 

社会功能及生命活力等都会

受限制,
 

导致家庭关系、
 

受教育机会和社会工作能力等严重受损,
 

出现较高未婚率、
 

离婚率及失业率,
 

社交

焦虑者对自身健康的评价远低于正常水平.
 

社交焦虑会冲击个体的身心防线,
 

妨碍个体正常心理与社会功

能的发挥[31],
 

严重降低心理健康水平.
综上,

 

心理素质、
 

自尊、
 

领悟社会支持及社交焦虑联系紧密,
 

以往研究分别对这4个变量进行了探讨,
 

但对4个变量关系进行探讨的研究较为少见,
 

特别是以中学新生为对象的研究还未见到.
 

本研究以中学新

生为研究对象,
 

探究心理素质、
 

自尊、
 

领悟社会支持及社交焦虑间的关系,
 

以期推进中学新生这一特殊群

体的心理素质及心理健康研究,
 

为改善中学新生的心理健康状况和提升心理健康水平提供科学依据.
基于以上分析提出假设:

 

①
 

心理素质正向预测中学新生自尊与领悟社会支持,
 

负向预测社交焦虑;
 

②
 

自尊正向预测中学新生领悟社会支持,
 

负向预测社交焦虑;
 

③
 

领悟社会支持负向预测中学新生社交

焦虑;
 

④
 

自尊和领悟社会支持在心理素质对社交焦虑的影响中起连续中介作用.

1 研究方法

1.1 研究对象

采用整群随机抽样方法在西南片区选取2所学校,
 

抽取高一和初一共20个班级进行施测,
 

剔除无效问

卷后最终获得有效问卷1
 

120份.
 

其中,
 

高一608人(54.3%),
 

初一512人(45.7%);
 

男生588(52.5%)人,
 

女生505(45.1%)人;
 

平均年龄13.84(SD=2.36)岁.
1.2 研究工具

1.2.1 中学生心理素质问卷(简化版)
采用胡天强修订的中学生心理素质问卷(简化版)[32],

 

共24个题项,
 

认知、
 

个性、
 

适应性3个分量表.
 

采用5级计分,
 

从“非常不合适”到“非常合适”分别计1到5分,
 

分数越高代表心理素质越好.
 

本研究中,
 

心

理素质量表及各分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分别为0.898,0.823,0.760,0.743.
1.2.2 自尊量表

采用Rosenberg自尊量表[33],
 

共10个题项.
 

采用4级计分,
 

从“极不符合”到“非常符合”分别计1到4
分,

 

分数越高代表自尊水平越高.
 

因文化差异会使中西方被试对第8题项的理解出现偏差,
 

因此本研究该

题得分不计入总分.
 

本研究中,
 

该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809.
1.2.3 领悟社会支持量表

采用黄丽等修订的领悟社会支持量表[34],
 

并将原量表中“领导、
 

亲戚、
 

同事”修改为“老师、
 

同学、
 

亲

戚”,
 

共12个题项,
 

分家庭支持、
 

朋友支持、
 

其他支持3个分量表.
 

采用7级计分,
 

从“极不同意”到“极
同意”分别计1到7分.

 

本研究中,
 

领悟社会支持量表及各分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分别为0.890,

0.739,0.809,0.8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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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 社交回避及苦恼量表

采用社交焦虑临床评估中较多使用的社交回避及苦恼量表,
 

共28个题项,
 

有社交回避和社交苦恼2个

分量表.
 

采用“是否”评分,
 

得分范围从0到28分[35].
 

本研究中,
 

社交回避及苦恼量表和各分量表的内部一

致性系数分别为0.848,0.723,0.776.
1.3 数据处理

采用SPSS
 

22.0和Hayes(2013)的SPSS宏程序PROCESS进行数据统计分析.
被试同时填写4个问卷可能存在共同方法偏差,

 

故采用 Harman单因素检验法进行检验.
 

结果显示,
 

有29个因子特征值大于1,
 

且第1个因子解释总方差变异的15.57%,
 

低于临界值,
 

即出现共同方法偏差

的可能较小.

2 研究结果

2.1 中学新生心理素质、
 

自尊、
 

领悟社会支持及社交焦虑的学段与性别差异检验

为了解中学新生心理素质、
 

自尊、
 

领悟社会支持及社交焦虑在学段与性别上差异是否具有统计学意

义,
 

对四者进行独立样本t检验,
 

结果见表1.
表1 中学新生心理素质、

 

自尊、
 

领悟社会支持及社交焦虑的学段与性别差异(N=1
 

120)

变量
高一(n=608)

M±SD

初一(n=512)

M±SD
t

男(n=588)

M±SD

女(n=505)

M±SD
t

心理素质 81.26±12.81 87.64±13.16 -8.20*** 84.65±13.42 83.71±13.29 1.62
领悟社会支持 58.51±12.64 61.92±11.28 -4.72*** 59.73±12.45 60.4±11.89 -0.95

自尊 25.09±4.60 25.86±4.14 -2.95** 25.93±4.27 24.90±4.50 3.89***

社交焦虑 12.49±6.36 13.35±5.53 -2.42* 12.32±5.74 13.51±6.29 -3.25**

  注:
 

*:
 

p<0.05;
 

**:
 

p<0.01;
 

***:
 

p<0.001.
表1显示,

 

中学新生心理素质在学段上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高一新生心理素质总分及各分维度得分

均显著低于初一新生;
 

领悟社会支持在学段上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高一新生领悟社会支持总分及各分维

度得分显著低于初一新生;
 

自尊在学段上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高一新生自尊显著低于初一新生;
 

社交焦

虑在学段上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高一新生社交焦虑及社交苦恼维度得分显著低于初一新生.
中学新生心理素质与领悟社会支持在性别上差异不具有统计学意义;

 

自尊在性别上差异具有统计学意

义,
 

男生自尊显著高于女生;
 

社交焦虑在性别上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男生社交焦虑总分及各分维度得分

均显著低于女生.
2.2 中学新生心理素质、

 

自尊、
 

领悟社会支持及社交焦虑的相关分析

为了解中学新生心理素质、
 

自尊、
 

领悟社会支持及社交焦虑四者的相关关系,
 

对四者进行相关分析.
 

结果见表2.
表2 中学新生心理素质、

 

自尊、
 

领悟社会支持及社交焦虑的相关矩阵(N=1
 

120)

变量 M SD 心理素质 自尊 领悟社会支持 社交焦虑

心理素质 84.18 13.35 -
自尊 25.44 4.41 0.44*** -

领悟社会支持 60.07 12.15 0.44*** 0.37*** -
社交焦虑 12.88 6.00 -0.30*** -0.41** -0.32** -

  注:
 

*:
 

p<0.05;
 

**:
 

p<0.01;
 

***:
 

p<0.001.
表2显示,

 

中学新生心理素质、
 

自尊、
 

领悟社会支持及社交焦虑两两显著相关,
 

即中学新生心理素质

与领悟社会支持、
 

自尊显著正相关,
 

与社交焦虑显著负相关;
 

领悟社会支持与自尊显著正相关,
 

与社交焦

虑显著负相关;
 

自尊与社交焦虑显著负相关.
2.3 中介作用检验

对变量进行中心化后,
 

进一步检测中学新生自尊和领悟社会支持在心理素质与社交焦虑间的中介作

用,
 

结果见表3和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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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链式中介作用的回归分析(N=1
 

120)

系数 效应量 Boot
 

SE Bootstrap 下限 Bootstrap 上限

a1b1 -0.07 0.007
 

6 -0.080
 

6 -0.051
 

1
a2b2 -0.02 0.005

 

2 -0.036
 

1 -0.015
 

3
a1db2 -0.01 0.001

 

8 -0.011
 

6 -0.004
 

3
总间接效应 -0.10 0.009

 

2 -0.116
 

7 -0.080
 

4

  注:
 

a1为心理素质单独预测自尊、
 

社交焦虑的回归系数;
 

a2,d 为心理素质、
 

自尊共同预测领悟社会支持的回归系数;
 

b1,b2为心理素质与自尊、
 

领悟社会支持共同预测社交焦虑的回归系数.

a1,c为心理素质单独预测自尊、
 

社交焦虑的回归系数;
 

a2,d 为心理素质、
 

自尊

共同预测领悟社会支持的回归系数;
 

c',b1,b2为心理素质与自尊、
 

领悟社会支

持共同预测社交焦虑的回归系数.

图1 连续中介路径模型

表3和图1显示心理素质能有效预测

自尊和领悟社会支持,
 

自尊能有效预测领

悟社会支持和社交焦虑,
 

领悟社会支持能

有效预测社交焦虑,
 

心理素质单独和连续

通过自尊、
 

领悟社会支持预测社交焦虑的

间接效 应 均 有 统 计 学 意 义,
 

且 各 回 归 系

数、
 

效果量的95%置信区间均不包括0,
 

表明间接效应有统计学意义.
 

综上,
 

自尊

和领悟社会支持在中学新生心理素质与

社交焦虑间起显著的连续中介作用,
 

总中

介效应占总效应比例为71.4%.

3 讨 论

3.1 中学新生心理素质、
 

自尊、
 

领悟社会

支持与社交焦虑的学段与性别差异

不同学段的中学新生心理素质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高一新生心理素质及3个分维度均显著低于初一

新生;
 

不同性别的中学新生心理素质及各分维度差异不具有统计学意义.
 

这与以往研究结果一致.
 

武丽丽

等人[36]的研究证明中学生心理素质和各分维度的发展呈现出随年级升高而下降的趋势,
 

高中生心理素质

水平显著低于初中生.
 

从初中到高中,
 

青少年应对的压力逐步增大,
 

情感烦恼逐渐增多,
 

但社会支持却有

逐渐减少的趋势[37],
 

因而在困扰增多而支持不足的情况下会产生不同程度的心理问题[38],
 

高一新生心理

素质较初一新生有下降趋势;
 

发展心理学认为女生身心发育时间点均早于男生,
 

但这种差异进入青春期后

逐渐减小[38],
 

因而中学新生心理素质性别差异不显著.
不同学段和性别的中学新生自尊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高一新生自尊显著低于初一新生;
 

男生自尊显

著高于女生.
 

这与以往研究结果一致[39].
 

高一新生刚经历了中考,
 

升学压力、
 

排名竞争、
 

理想与现实的差

距都能使高一新生产生更多挫败感,
 

自尊心下降,
 

而初一新生还处在九年义务教育阶段,
 

无升学压力、
 

未

经历激烈竞争、
 

失败经验少,
 

因而初一新生自尊显著高于高一新生;
 

自尊元分析研究证明,
 

男生自尊水平

整体高于女生[40].
 

中学生正处于“疾风骤雨”的青春期,
 

处于自我意识发展的飞跃期,
 

个体生理和心理均开

始快速发展,
 

但心理发展速度慢于生理发育速度,
 

此时心理发展还不成熟,
 

个体更关注自我、
 

更在意他人

的评价.
 

女生生理发育和心理发展都早于男生,
 

在生理发育方面,
 

女生的外形变化越来越明显,
 

这可能会

使其产生羞愧等情绪体验,
 

自我评价会降低,
 

自尊水平下降;
 

在心理发育方面,
 

女生的情感更敏感细腻,
 

对

外界评价更关注[39],
 

这也会降低女生的自尊水平.
不同学段的中学新生领悟社会支持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高一新生领悟社会支持整体及3个分维度均

显著低于初一新生;
 

不同性别的中学新生领悟社会支持差异不具有统计学意义.
 

这可能是因为高一新生心

理发育较初一新生更加成熟,
 

自我意识与独立意识增强,
 

成人感高涨,
 

对他人的依赖感大幅降低,
 

希望凡

事自己做主,
 

忽视甚至排斥外界关心,
 

加上客观社会支持本就减少[37],
 

领悟社会支持自然就更少,
 

因此高

一新生的领悟社会支持自然显著低于初一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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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学段和性别的中学新生社交焦虑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高一新生社交焦虑及社交苦恼维度显著低

于初一新生;
 

男生社交焦虑及各维度均显著低于女生.
 

这可能是因为高一新生已经多次经历过融入新集体

的过程,
 

并在此过程中积累了社交经验,
 

降低了出现社交焦虑的可能性;
 

而男生在社交情境中往往比女生

更活跃,
 

各方面感受不够敏感,
 

因此对社交过程中的挫折更具耐受性,
 

更愿参与社交活动.
3.2 中学新生心理素质、

 

自尊、
 

领悟社会支持与社交焦虑的相关

中学新生的心理素质、
 

自尊、
 

领悟社会支持及社交焦虑之间两两呈显著相关,
 

心理素质显著正向预测

自尊和领悟社会支持,
 

显著负向预测社交焦虑;
 

自尊显著正向预测领悟社会支持,
 

显著负向预测社交焦虑;
 

领悟社会支持显著负向预测社交焦虑.
心理素质对心理健康起支配作用,

 

自尊更是心理健康的重要指标,
 

因此心理素质能显著正向预测自

尊.
 

领悟社会支持在预测和提高个体心理健康水平方面有重大意义[18],
 

低领悟社会支持个体倾向于从消极

角度的考虑,
 

对很多社会支持不能进行有效的感受,
 

无法利用这些重要资源,
 

还可能对他人行为出现严重

理解偏差,
 

产生不利于心理健康的情绪体验[41],
 

可以说领悟社会支持也是心理健康的评估指标,
 

且还与心

理素质适应性品质中的人际适应因子联系甚密,
 

本就是积极人际适应的一种表现,
 

因此心理素质能显著正

向预测领悟社会支持,
 

心理素质越好,
 

人际适应越好,
 

领悟社会支持就越多.
 

心理素质能对个体心理健康

产生保护性作用,
 

而社交焦虑则会对个体心理健康产生负面影响,
 

危害个体心理健康状况,
 

因此心理素质

能负向预测社交焦虑,
 

心理素质越好,
 

社交焦虑越少.
 

自尊水平越高,
 

自我评价越高,
 

个体在与人交往的过

程中才会更自信,
 

更积极地看待他人行为和接纳他人支持,
 

相应地,
 

领悟社会支持就越高.
 

自尊水平较高

的个体无论在知、
 

情、
 

意还是在社会行为等方面都更加积极,
 

因此在社交情境里也会有更多积极社交行为,
 

反之,
 

低自尊水平个体则会偏向消极一端,
 

更易产生社交焦虑的情绪和行为[42].
 

领悟社会支持越高,
 

个体

越倾向于将他人言行举止视为支持性行为[21],
 

这使得个体能积极看待和应对社交情境,
 

在社交交往中趋于

积极主动;
 

反之,
 

若领悟社会支持低,
 

则个体倾向于将他人行为视为威胁性行为,
 

因此会增加其对社交情

境的逃避和阻抗.
3.3 中学新生自尊和领悟社会支持在心理素质与社交焦虑之间的中介效应

本研究发现,
 

自尊和领悟社会支持是中学新生心理素质与社交焦虑之间的重要中介变量.
 

中学新生自

尊和领悟社会支持在心理素质与社交焦虑间起显著的连续中介作用,
 

即中学新生的心理素质能通过自尊和

领悟社会支持间接对社交焦虑产生影响,
 

总中介效应占比71.4%.
中学新生是一个特殊的群体,

 

正处于人生关键阶段———身心急剧变化的青春期,
 

此时个体的身体和心

理都开始发生变化,
 

生理迅速发展,
 

心理快速成熟,
 

个体的世界观、
 

人生观、
 

价值观开始形成并定型[18].
 

在

复杂的生活及人际环境中,
 

将出现更多的挑战,
 

纷繁的信息夹杂诱惑与误导,
 

很可能会对中学新生产生大

量不良影响.
 

这一群体除了本就面临着的诸多生理和心理发展要求外,
 

还刚进入一个全新环境,
 

不仅要适

应新学习环境,
 

还要适应新人际环境.
 

所以,
 

对中学新生群体来说缓解和消除社交焦虑意义重大.
心理素质对社交焦虑的显著预测作用给出了新的提示,

 

心理素质影响社交焦虑,
 

高心理素质个体倾向

于积极应对社交情境.
 

心理素质是儿童青少年的核心素质[43],
 

心理素质越高的个体不仅在认知和个性品质

上更积极,
 

在适应方面能力也更强,
 

高心理素质个体能正确认识自己,
 

摆正自己的位置,
 

能够很好地认识

外在事物,
 

正确看待与他人的关系,
 

与他人和谐相处,
 

更好地适应改变,
 

以正确的心态看待环境的变化以

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化,
 

更好地控制自己的心理与行为[44].
 

落实到本研究中,
 

中学新生心理素质越高,
 

越能自尊、
 

自信、
 

自爱,
 

越能接纳他人,
 

进而领悟到更多的社会支持,
 

对社交情境的解读就更加积极,
 

产生

的社交焦虑情绪或行为就更少.

4 结 论

1)
 

中学新生的心理素质、
 

自尊、
 

领悟社会支持以及社交焦虑两两呈显著相关;
 

心理素质正向预测自尊

与领悟社会支持(r=0.456,
 

r=0.441,
 

p<0.001),
 

负向预测社交焦虑(r=-0.296,
 

p<0.001);
 

自尊正

向预测领悟社会支持(r=0.376,
 

p<0.001),
 

负向预测社交焦虑(r=-0.413,
 

p<0.001);
 

领悟社会支持

负向预测社交焦虑(r=-0.315,
 

p<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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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自尊和领悟社会支持在心理素质对社交焦虑的影响中起连续中介作用,
 

总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

71.4%.
 

心理素质对中学新生的社交焦虑有显著的预测和控制作用,
 

且这种作用有一部分是通过自尊和领

悟社会支持来实现的.
本研究丰富了心理素质研究,

 

为进一步加强心理素质教育提供了科学基础.
 

本研究的结论给教育者和

研究者带来的启示是:
 

在中学生特别是中学新生的心理素质培养和心理健康教育中,
 

有必要重视学生自尊

和领悟社会支持的培养和提升,
 

从而缓解乃至消除社交焦虑,
 

维护个体心理健康,
 

促进个体健全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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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study
 

aimed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sychological
 

suzhi,
 

self-esteem,
 

perceived
 

social
 

support
 

and
 

social
 

anxiety
 

in
 

middle
 

school
 

freshmen
 

and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self-esteem
 

and
 

per-
ceived

 

social
 

support.
 

A
 

total
 

of
 

1
 

120
 

middle
 

school
 

freshmen
 

were
 

investigated
 

by
 

The
 

Questionnaire
 

of
 

the
 

Middle
 

School
 

Students
 

Psychological
 

Suzhi
 

Scale
 

(simplified
 

version),
 

The
 

Self-esteem
 

Scale
 

(SES),
 

The
 

Perceived
 

Social
 

Support
 

Scale
 

(PSSS)
 

and
 

The
 

Social
 

Avoidance
 

and
 

Distress
 

Scale
 

(SAD),
 

and
 

the
 

data
 

was
 

analyzed
 

using
 

SPSS
 

22.0.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psychological
 

suzhi
 

had
 

a
 

significant
 

predic-
tive

 

and
 

controlling
 

effect
 

on
 

social
 

anxiety
 

for
 

middle
 

school
 

freshmen,
 

and
 

that
 

part
 

of
 

this
 

effect
 

was
 

a-
chieved

 

through
 

self-esteem
 

and
 

perceived
 

social
 

support.
Key

 

words:
 

psychological
 

suzhi;
 

social
 

anxiety;
 

self-esteem;
 

perceived
 

social
 

support;
 

middle
 

school
 

fresh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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