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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探讨初一和高一新生的问题行为及其影响因素,
 

考察孤独感和安全感在心理素质与高一和初一新生问题

行为间的中介作用,
 

采用中学生心理素质问卷(简化版)、
 

UCLA孤独感量表、
 

长处和困难问卷(选取其中4个维度)

和安全感量表对1
 

184名初一和高一新生进行调查.
 

结果显示:
 

①
 

心理素质对初一和高一新生问题行为有负向影

响;
 

②
 

孤独感和安全感在心理素质与初一和高一新生问题行为的关系中具有部分中介效应,
 

通过心理素质—安全

感—问题行为、
 

心理素质—安全感—孤独感—问题行为、
 

心理素质—孤独感—问题行为3条路径实现;
 

③
 

心理素

质—安全感—问题行为这一路径的间接效应值最大,
 

即安全感在心理素质与问题行为之间起着关键的中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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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学生处于人生社会化的关键时期,
 

对周围的环境变化十分敏感,
 

反应迅速且很少掩饰,
 

但其自身的

不成熟使其缺乏应对周围环境变化的方法和能力,
 

社会适应性相对成人较差,
 

容易产生心理矛盾和问题,
 

进而产生问题行为.
 

青少年问题行为指的是对青少年的生活、
 

身体和心理健康有害的行为[1].
 

初一和高一

新生都处于由一个较低的学习阶段向一个较高的学习阶段过渡的转折时期,
 

生命全程发展观(Perspective
 

of
 

Life-span
 

Development)强调从发展转折的角度来看待适应问题,
 

因为转折意味着个体与环境原有关系

状态部分或全部改变,
 

个体与环境建立的平衡被打破.
 

由于身边同学、
 

老师等环境的变化以及学习内容、
 

形式的变化,
 

会给他们带来一系列心理上的不适应,
 

相对于其他年级的中学生,
 

高一和初一新生可能存在

更高频率的问题行为.
 

问题行为对青少年生理和心理健康都有极大的影响[2].
 

初一和高一作为中学生学习

和生活转折的重要时期,
 

对其整个中学阶段的心理发展和学业成功都有重要影响,
 

因此,
 

对初一和高一新

生问题行为的现状和影响因素,
 

以及影响方式、
 

影响机制进行研究,
 

有利于促进其心理健康和学业发展.
新生入学时,

 

会对生活变化、
 

人际关系、
 

自身生理心理变化、
 

学习任务等产生一系列适应性问题[3].
 

心

理素质是个体应对外界压力的心理品质,
 

与其他年级的中学生相比,
 

刚入学的新生面临更大的压力,
 

个体

心理素质在抗挫折中的作用更加重要.
 

有研究表明,
 

初一年级学生相对于初二、
 

初三学生有更高的心理素

质水平,
 

高一年级学生也比高二、
 

高三学生的心理素质水平更高[4];
 

心理素质可以显著负向预测幼儿的问

题行为[5],
 

也可以显著预测小学生的问题行为[6].
 

因此,
 

心理素质对于初一和高一新生的问题行为也可能

存在负向预测作用.
初一和高一新生进入新的学习阶段,

 

面对陌生的环境,
 

容易产生孤独感.
 

心理素质是个体心理健康的

内源性因素,
 

心理素质水平高的个体更有可能主动调整和控制自己的行动,
 

较容易克服心理障碍,
 

具有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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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康复的能力,
 

从而达到良好的主观选择和适应[7].
 

有研究者[8]发现,
 

初中生社会适应对他们的孤独感存

在极其显著的预测作用,
 

而心理素质对于小学生的同伴接纳水平也有一定的影响[9],
 

这从另一个侧面说明

心理素质对孤独感具有预测作用.
 

因此,
 

心理素质高的人可能更不容易产生孤独感.
 

另外,
 

孤独感高的个

体因缺少人际交往,
 

体会到更少的社会支持,
 

可能更易产生问题行为.
 

有研究表明,
 

留守儿童孤独感和行

为问题存在显著正相关[10],
 

孤独感对儿童攻击行为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11].
 

因此,
 

心理素质可能会通过

孤独感对初一和高一新生的问题行为产生影响.
另外,

 

由于青少年心理发育上的不成熟,
 

应对外界变化和压力时,
 

有时会产生无力感,
 

即不安全感.
 

有

研究者[12]认为,
 

安全感是个体对可能出现的对身体和心理的危险或风险的预感,
 

以及个体在应对处置时的

有力或无力感.
 

在马斯洛需要层次理论[13]中,
 

个体的需要分为5个层次,
 

其中第二层就是安全的需要,
 

指

的是寻求环境的安全、
 

稳定和保障性,
 

他认为安全感是决定心理健康的最重要的因素.
 

由于心理素质是维

护个体心理健康的重要条件[14],
 

有研究[15]证明中学生的心理素质与正负性情绪分别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和

负相关,
 

因此,
 

我们认为心理素质对安全感可能具有预测作用.
 

当个体安全感较低时,
 

会采取各种手段来

缓解自己内心的不安感,
 

容易产生问题行为,
 

相关文献也证明,
 

安全感能显著负向预测大学生的攻击性行

为[16],
 

留守中学生的安全感与攻击等问题行为也存在显著负相关[17-18].
 

因此我们认为安全感可能是心理

素质与问题行为之间的又一个中介变量.
安全感和孤独感是同时存在于个体的2种不同的情绪体验.

 

安全感是衡量个体心理健康状态的一种积

极心理指标,
 

而孤独感是一种消极心理指标.
 

马斯洛认为[13],
 

具有不安全感的个体可能感到危险、
 

被冷落、
 

孤独、
 

被遗忘等不良情绪,
 

有研究[19]也实证安全感对孤独感的负向预测作用.
 

我们由此推测,
 

安全感与孤

独感在心理素质对问题行为的影响中所起的作用可能为链式中介作用.
综上所述,

 

本研究提出如下假设:
 

①
 

心理素质能显著负向预测初一和高一新生的问题行为;
 

②
 

安全感

和孤独感在心理素质对问题行为的预测作用中起中介作用,
 

并通过心理素质—孤独感—问题行为、
 

心理素

质—安全感—问题行为、
 

心理素质—安全感—孤独感—问题行为3条路径共同实现.

1 研究方法

1.1 被试对象

本研究采用整群随机抽样的方法,
 

在重庆市抽取2所乡镇中学和1所城区中学的初一学生和高一学生

进行问卷调查.
 

共发放1
 

360份问卷,
 

有效问卷1
 

184份,
 

有效率为87.05%;
 

其中男生共594人

(50.17%),
 

女生共559人(47.21%),
 

未报告性别31人(2.62%);
 

初一学生共513人(43.33%),
 

高一学生

共671人(56.67%).
1.2 研究工具

1)
 

中学生心理素质问卷(简化版).
 

问卷共24个题目,
 

分为认知品质、
 

个性品质、
 

适应性品质3个维

度.
 

本研究中量表总分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904.
2)

 

UCLA孤独感量表(第2版).
 

该量表用以评定个体的孤独感强烈程度.
 

量表采用4点计分,
 

共18
道题.

 

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887.
3)

 

长处和困难问卷(SDQ).
 

选取其中4个维度用以测量问题行为,
 

4个维度分别是情绪症状、
 

品行问题、
 

多动和同伴交往问题.
 

每个维度5个题项,
 

一共20题.
 

本研究中,
 

量表总分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725.
4)

 

安全感量表(SQ).
 

该问卷由丛中(北京大学精神卫生研究生)和安莉莉娟(河北师范大学教科院心理

系)于2003年编制.
 

量表分为人际安全感和确定控制感2个因子,
 

2个因子各8个项目,
 

量表共16个项目,
 

计分方式为5级评分.
 

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893.
1.3 研究程序和数据处理

以班级为单位发放问卷进行团体测试,
 

每个班级都由主试强调作答问卷需根据自己的真实情况或感受

作答,
 

答案没有对错之分,
 

并对其答案保密.
采用SPSS20.0的PROCESS程序的模型来检验孤独感和安全感在心理素质与问题行为之间的中介作

用,
 

检验使用了偏差校正的百分位Bootstrap方法来确定中介效应的显著性,
 

Bootstrap抽样值为5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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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研究结果

2.1 各变量的平均数、
 

标准差及相关矩阵

描述及相关分析结果表明(表1),
 

心理素质、
 

孤独感、
 

问题行为以及安全感两两之间均呈显著相关.
 

其

中,
 

心理素质、
 

安全感与问题行为之间呈显著负相关,
 

而孤独感与问题行为之间呈显著正相关.
表1 各变量的描述统计、

 

相关分析结果

研究变量 M SD 1 2 3 4

1
 

心理素质 3.58 0.52 1
2

 

孤独感 1.92 0.51 -0.38** 1
3

 

安全感 3.55 0.74 0.35** -0.59** 1
4

 

问题行为 0.58 0.25 -0.37** 0.57** -0.66** 1

  注:
 

**:
 

p<0.01.

2.2 孤独感与安全感的中介模型检验及中介效应分析

对各变量的线性回归分析发现(表2).
 

当用心理素质预测安全感时,
 

预测作用显著(β=0.34,
 

t=
12.63,

 

p<0.01);
 

当用心理素质和和安全感作为孤独感的预测变量时,
 

两者的预测作用都显著,
 

心理素质

显著负向预测孤独感(β=-0.20,
 

t=-8.07,
 

p<0.01),
 

安全感也显著负向预测孤独感(β=-0.53,
 

t=
-21.62,

 

p<0.01);
 

当心理素质、
 

孤独感和安全感共同预测问题行为时,
 

预测作用也都显著(β=-0.11,
 

t=-4.82,
 

p<0.01;
 

β=0.25,
 

t=9.52,
 

p<0.01;
 

β=-0.47,
 

t=-18.03,
 

p<0.01).
表2 孤独感和安全感的中介模型检验

回归方程(N=1
 

184)
结果变量 预测变量

拟合指标

R R2 F
回归系数显著性

β t
安全感 心理素质 0.34 0.12 159.62** 0.34 12.63**

孤独感 心理素质 0.62 0.38 370.51** -0.20 -8.07**

安全感 -0.53 -21.62**

问题行为 心理素质 0.70 0.49 382.77** -0.11 -4.82**

孤独感 0.25 9.52**

安全感 -0.47 -18.03**

  注:
 

模型中各变量均采用标准化后的变量代入回归方程;
 

**:
 

p<0.01.
心理素质对问题行为的总间接效应、

 

3条路径分别的间接效应以及3条路径之间的差异如表3和图1
所示.

 

首先,
 

心理素质对问题行为的总间接效应Bootstrap
 

95%置信区间的上、
 

下限不包含0,
 

表明间接效

应(-0.26)显著,
 

且间接效应值占总效应的70%,
 

因此孤独感和安全感在初一和高一新生的心理素质与问

题行为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
 

间接效应1代表心理素质-安全感-问题行为这一路径中安全感的中介效

应,
 

bootstrap
 

95%置信区间的上、
 

下限不包含0,
 

所以安全感的中介效应(-0.16,
 

13%)显著;
 

间接效应2
代表心理素质-安全感-孤独感-问题行为这一路径,

 

bootstrap
 

95%置信区间的上、
 

下限同样不包含0,
 

表明这一路径的间接效应(-0.05,
 

12%)也显著;
 

间接效应3代表心理素质-孤独感-问题行为,
 

其置信

区间也不包含0,
 

间接效应(-0.05,
 

13%)显著.
此外,

 

本研究对3条路径间接效应的差异进行了分析(表3),
 

路径1与路径2的间接效应差异(-0.12)显
著,

 

路径1与路径2的间接效应差异(-0.11)也显著,
 

而路径2与路径3的间接效应差异(0.004)不显著.
表3 孤独感和安全感的中介效应

间接效应 间接效应值 Boot标准误 Boot
 

CI下限 Boot
 

CI上限 相对中介效应/%
总计 -0.26 0.02 -0.30 -0.21 70
1 -0.16 0.02 -0.20 -0.13 44
2 -0.05 0.01 -0.06 -0.03 12
3 -0.05 0.01 -0.07 -0.03 13
1-2 -0.12 0.02 -0.15 -0.09
1-3 -0.11 0.02 -0.16 -0.08
2-3 0.004 0.01 -0.01 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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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初一和高一新生心理素质对问题行为的影响路径图

3 讨 论

本研究考察了初一和高一新生的心理素质与问题行为之间的关系,
 

发现其心理素质对问题行为具有显

著的负向预测作用,
 

与本研究的假设相符,
 

也与已有文献结果一致[20].
 

心理素质作为维持个体心理健康的

“本”,
 

问题行为作为个体心理健康程度的外在表现,
 

两者必然存在关联.
 

个体的心理素质水平如果较低,
 

对心理健康的保护程度就不够,
 

容易受到环境影响,
 

产生抑郁等消极情绪[21-23],
 

并可能伴随问题行为出现

抑郁[24].
 

因此,
 

面对初一和高一新生高频率的问题行为,
 

教育工作者应从心理素质入手,
 

运用心理素质训

练课程提高学生心理素质,
 

进而从根本上减少问题行为.
 

同时在学校心理素质教育中增加创设情境、
 

激励

参与、
 

策略训练、
 

反思内化的内容,
 

使学生在活动中获取直接经验,
 

在体验、
 

感悟中将心理素质内化为稳定

的心理品质[25-26].
同时,

 

本研究在对初一和高一新生心理素质与问题行为之间作用机制的考察中发现,
 

心理素质通过孤

独感和安全感2个中介变量对问题行为起作用,
 

其路径分别为孤独感的中介作用、
 

安全感的中介作用以及

安全感—孤独感的链式中介作用,
 

这一结果可以用心理素质对个体心理健康水平的保护机制来解释.
 

心理

素质健全且水平高的人能较好地汲取环境中的保护性因素,
 

构建积极的外在保护系统[7],
 

而这些保护性因

素如社会支持(包括家内支持和家外支持)是影响个体安全感的重要内部因素[27].
 

具有安全感会使个体感

到被他人喜欢、
 

接纳,
 

在团体中有归属感[12],
 

从而较少地体会到孤独.
 

孤独感会影响个体的自我监管能力,
 

包括对自身思维、
 

感知和行为的控制和调节[28],
 

进而导致问题行为,
 

有研究表明孤独感对吸烟和超重都有

预测作用[29],
 

对于酗酒也是一个风险因素[30].
 

另外,
 

较低的安全感会使人感到悲观、
 

自卑、
 

敏感、
 

对他人

敌视、
 

自我中心等,
 

对问题行为产生直接影响.
对3条路径的间接效应差异分析发现,

 

路径1(即安全感的单独中介)间接效应值显著大于路径2(即安

全感—孤独感的链式中介)和路径3(即孤独感的单独中介)的间接效应值,
 

占总效应的44%.
 

表明安全感是

初一和高一新生的心理素质和问题行为之间的一个极其重要的中介变量.
 

教育工作者在应对学生问题行为

的时候,
 

除了提供必要的心理素质训练,
 

关注和提高学生安全感也是一项必不可少且比较有效的措施.
 

父

母冲突、
 

儿童期虐待以及学校社会排斥对儿童和青少年的安全感都会产生重要的影响[31-33],
 

提高学生安全

感应从家庭和学校两方面着手,
 

父母应尽力为孩子营造和谐温暖的家庭氛围,
 

避免在孩子面前发生冲突,
 

而积极健康的学校和班级氛围十分重要,
 

一方面教师应用公平的态度对待每一位学生,
 

并提供足够的支持

与鼓励,
 

同时要时刻关注学生的同伴关系是否健康,
 

避免学生间出现排挤、
 

孤立、
 

嘲笑等不良现象,
 

造成学

生心理伤害进而引发问题行为.
本研究虽从理论和实证2个方面对研究假设进行了验证,

 

但在方法上仍存在一些不足.
 

首先,
 

各变量

的施测均只采用了被试单方面的自我报告,
 

这可能影响测试数据的真实性与客观性,
 

为保证研究结果的准

确性,
 

将来的研究者应在施测中加入其它报告方法,
 

来克服这一局限.
 

其次,
 

本研究采用的横断设计无法

检验4个变量间可能存在的因果关系,
 

因此,
 

需要进一步的实验研究.
 

第三,
 

本研究的被试均来自重庆市3
所中学,

 

研究结论是否能推广到其他地区的中学生,
 

还有待确定.

4 结 论

1)
 

心理素质对初一和高一新生问题行为有负向影响,
 

心理素质低的新生问题行为更严重.
2)

 

孤独感和安全感在心理素质与初一和高一新生问题行为的关系中具有部分中介效应,
 

这一中介效

应通过心理素质—安全感—问题行为、
 

心理素质—安全感—孤独感—问题行为、
 

心理素质—孤独感—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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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3条路径实现.
3)

 

心理素质—安全感—问题行为这一路径的间接效应值最大,
 

即安全感在心理素质与问题行为之间

起着关键的中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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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hoo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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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dia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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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Loneliness
 

and
 

Secur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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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reshmen
 

of
 

middle
 

schools
 

and
 

high
 

schools
 

have
 

just
 

entered
 

a
 

new
 

stage
 

of
 

learning.
 

With
 

the
 

change
 

of
 

learning
 

environment,
 

classmates
 

and
 

teachers,
 

they
 

are
 

encountering
 

a
 

series
 

of
 

environmental
 

adaptation
 

problems,
 

and
 

so
 

there
 

are
 

often
 

more
 

problem
 

behaviors
 

among
 

them.
 

To
 

explore
 

the
 

influen-
cing

 

factors
 

of
 

problem
 

behaviors
 

among
 

freshmen
 

of
 

middle
 

schools
 

and
 

high
 

schools,
 

a
 

mediation
 

model
 

was
 

constructed
 

in
 

this
 

study
 

to
 

examine
 

whether
 

loneliness
 

and
 

security
 

mediate
 

the
 

relation
 

between
 

psy-
chological

 

suzhi
 

and
 

problem
 

behaviors
 

among
 

them.
 

A
 

sample
 

of
 

1184
 

freshmen
 

of
 

middle
 

school
 

and
 

high
 

schools
 

was
 

recruited
 

in
 

the
 

study
 

to
 

complete
 

measures
 

of
 

psychological
 

suzhi,
 

UCLA
 

loneliness
 

scale,
 

problem
 

behavior
 

questionnaire
 

and
 

security
 

scale.
 

Pychological
 

suzhi
 

was
 

shown
 

to
 

predict
 

problem
 

behaviors
 

negatively
 

among
 

freshmen
 

of
 

middle
 

schools
 

and
 

high
 

schools,
 

and
 

oneliness
 

and
 

security
 

played
 

partial
 

mediating
 

effect
 

between
 

psychological
 

suzhi
 

and
 

problem
 

behaviors
 

among
 

them
 

through
 

three
 

pathways:
 

psychological
 

suzhi-security-problem
 

behavior;
 

psychological
 

suzhi-security-loneliness-problem
 

behavior;
 

psychological
 

suzhi-loneliness-problem
 

behavior.
 

The
 

pathway
 

of
 

psychological
 

suzhi-security-
problem

 

behavior
 

has
 

the
 

largest
 

indirect
 

effect
 

value,
 

that
 

is,
 

security
 

plays
 

a
 

key
 

mediating
 

role
 

between
 

psychological
 

suzhi
 

and
 

problem
 

behaviors.
Key

 

words:
 

psychological
 

suzhi;
 

problem
 

behavior;
 

loneliness;
 

security;
 

freshman
 

of
 

middle
 

school
 

and
 

high
 

sch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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