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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考察新冠肺炎疫情状态下留守儿童的社会适应水平及其与家庭亲密度和心理素质的关系,
 

采用少年儿童

社会适应问卷、
 

家庭亲密度问卷和中小学生心理素质问卷对17
 

375名留守儿童进行问卷调查.
 

结果发现:
 

①
 

留守

儿童社会适应及其各维度的得分在3.77~4.09之间;
 

②
 

家庭亲密度、
 

心理素质及其分维度和社会适应间两两显著

正相关;
 

③
 

家庭亲密度不仅可以直接影响社会适应,
 

而且心理素质及其分维度均在家庭亲密度对社会适应影响的

过程中起显著中介作用.
 

这启示教育者和监护者,
 

在疫情时期不仅应重视家庭成员关系亲密度对留守儿童社会适

应的影响,
 

还可以通过培养留守儿童的心理素质提高其社会适应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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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守儿童是指因父母双方或一方外出而被留在户籍所在地,
 

不能和父母双方共同生活在一起的未成年

儿童青少年[1-2].
 

与非留守儿童相比,
 

留守儿童的处境更为不利,
 

社会适应状况也更糟糕[3-4].
 

在新冠肺炎

疫情这一特殊时期,
 

由于企业停工停产等因素,
 

留守儿童的父母难以外出务工,
 

家庭环境的改变似乎为促

进亲子交流、
 

提高家庭亲密度等创造了客观条件.
 

但有学者发现,
 

即使在疫情下上网课时期,
 

留守儿童的

适应不良问题也显著高于非留守儿童[5],
 

这与非疫情时期的状况是一致的,
 

说明留守儿童的社会适应状况

仍值得被关注.
 

随着疫情防控工作的开展,
 

2020年5月左右,
 

我国的新冠肺炎疫情已经得到基本控制,
 

复

课后留守儿童的生活环境又再次发生变化,
 

因此继续深入探讨留守儿童社会适应的影响因素及作用机制,
 

可以为提高疫情复课后留守儿童社会适应状况提供参考.
基于人类发展生物生态学的视角,

 

“个人 过程 环境 时间(PPCT)”模型是一个更整合更全面的理论模

型,
 

该模型强调个体发展受4类关键因素的共同影响,
 

即个体(Person)、
 

过程(Process)、
 

环境(Context)和

时间(Time)这些系统因素相互作用形成一个力量网络,
 

共同影响个体的适应与发展[6].
 

在PPCT理论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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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
 

研究者们发现家庭环境是影响留守儿童社会适应的一个重要近端环境因素,
 

且家庭亲密度(即家庭成

员间的情感联结程度)是一个极其重要的过程因素[7-10].
 

在留守家庭中,
 

父母外出务工打破了原有稳定的家

庭结构、
 

致使家庭功能受损,
 

同时留守家庭中的亲子沟通往往是低频、
 

远距离、
 

非面对面的,
 

因此留守儿童

在父子亲密度、
 

母子亲密度等方面存在较大劣势[11].
 

此外,
 

诸多实证研究发现,
 

父母缺席、
 

父母监护不足、
 

低亲子依恋水平对留守儿童社会适应有负面影响[9,
 

12];
 

亲子沟通越频繁、
 

沟通水平越高对留守儿童的社会

适应有正面影响[8,
 

13-14].
 

因此,
 

我们推测家庭亲密度对留守儿童社会适应有积极影响.
心理素质是在我国素质教育背景下提出的本土概念,

 

是指“以生理条件为基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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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人的适应 发展 创造行为密

切联系的心理品质”[15].
 

简言之,
 

心理素质是普遍适用于我国学生群体的一套全面、
 

综合、
 

积极的心理品

质,
 

包含认知品质、
 

个性品质和适应性品质3个方面[16].
 

在心理素质这一本土心理学研究领域,
 

学者们经

过30多年的理论探讨和实证研究发现:
 

心理素质在我国教育界具有独特地位,
 

它对儿童青少年的心理健

康、
 

社会适应、
 

学业发展和行为习惯等众多心理结果均有重要的积极影响[17].
 

因此,
 

我们推测心理素质作

为个体的积极因素,
 

可以促进留守儿童的社会适应.
 

另外,
 

研究者们一致认为心理素质是在先天遗传的生

理基础和后天社会文化环境的交互作用中形成的[18].
 

正如赵占锋等人的研究显示的那样,
 

家庭是个体最早

接触且影响长久的社会文化环境因素,
 

家庭中的亲近关系和积极氛围有利于促进和培养个体的心理素

质[19].
 

因此,
 

我们推测家庭亲密度可以正向预测留守儿童的心理素质.
 

此外,
 

随着心理素质相关研究的大

量开展,
 

学者们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凝练出了心理素质与心理健康/社会适应的关系模型[18,
 

20].
 

与

PPCT理论一致,
 

心理素质相关理论也强调内在因素(如心理素质)和外在因素(如家庭亲密度)协同作用于

个体的社会适应,
 

且心理素质在外在致病风险因素或增益保护因素与社会适应之间扮演中介或调节的角

色.
 

具体地,
 

心理素质在保护性因素与社会适应之间主要起到中介作用,
 

如小学生心理素质在家庭亲密度

和学校归属感间起到中介作用[19],
 

流动儿童心理素质在父母情感温暖和学业成绩间起到中介作用[21].
 

那

么,
 

家庭亲密度作为一种保护性因子,
 

留守儿童的心理素质是否能在家庭亲密度和社会适应间起到中介作

用呢?
 

这值得进一步探讨.
 

最后,
 

有学者发现心理素质在外在因素和心理结果间的中介作用显著,
 

但心理

素质各维度的中介作用不一定显著,
 

也就是说心理素质不同成分对心理结果的预测作用可能是不同的[22].
 

因此,
 

本研究也将考察心理素质各维度在家庭亲密度和社会适应间的中介作用,
 

进一步明确心理素质各维

度的作用和功能.
综上所述,

 

本研究旨在考察留守儿童心理素质及其各维度在家庭亲密度和社会适应间的中介作用是否

存在,
 

并提出如下假设:
 

留守儿童家庭亲密度、
 

心理素质及其分维度和社会适应间呈正相关(H1);
 

心理素

质及其分维度在家庭亲密度和社会适应间起到中介作用(H2).

1 研究方法

1.1 研究对象

在2020年4月17日-2020年5月13日这一时间段,
 

采用问卷星形式在网上发布调查,
 

通过方便取

样的方法共测得留守儿童17
 

375人,
 

平均年龄为12.78岁(7~18岁,
 

SD=2.51),
 

其中:
 

留守小学生为

8
 

521人(49.04%),
 

留守中学生为8
 

854人(50.96%);
 

男生8
 

815人(50.73%),
 

女生8
 

560人(49.27%);
 

独生子女4
 

566人(26.28%),
 

非独生子女12
 

809人(73.72%);
 

农村居住者10
 

859人(62.50%),
 

城镇居住

者6
 

516人(37.50%);
 

3年级1
 

994人(11.48%),
 

4年级1
 

977人(11.38%),
 

5年级2
 

270人(13.06%),
 

6
年级2

 

280人(13.12%),
 

7年级2
 

319人(13.35%),
 

8年级2
 

129人(12.25%),
 

9年级1
 

245人(7.17%),
 

10年级1
 

316人(7.57%),
 

11年级1
 

162人(6.69%),
 

12年级683人(3.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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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研究工具

1.2.1 社会适应

采用郭成等人[23]修订的少年儿童社会适应量表测量留守儿童的社会适应.
 

该量表共37题,
 

包含个性

宜人、
 

人际和谐、
 

学习自主、
 

观点接纳、
 

集体融入、
 

生活独立和环境满意7个维度和2个测谎题,
 

采用5点

计分,
 

1(完全不符合)~5(完全符合),
 

量表得分越高说明社会适应水平越高.
 

本研究中社会适应的验证性

因素分析拟合较好:
 

χ2=19784.544,
 

df=553,
 

CFI=0.915;
 

TLI=0.908;
 

RMSEA=0.045(90%CI=
[0.044,

 

0.045]);
 

SRMR=0.043;
 

社会适应、
 

个性宜人、
 

人际和谐、
 

学习自主、
 

观点接纳、
 

集体融入、
 

生活

独立、
 

环境满意的Cronbachs
 

α系数分别为0.97,
 

0.87,
 

0.92,
 

0.91,
 

0.82,
 

0.90,
 

0.85,
 

0.84.

1.2.2 家庭亲密度

采用Olson等人编制[7]、
 

费立鹏等人[24]修订的家庭亲密度和适应性量表第2版(Family
 

Adaptability
 

and
 

Cohesion
 

Scale,
 

FACES
 

II-cv)中的亲密度分量表测量留守儿童的家庭亲密度.
 

该分量表包含16个题

目,
 

采用5点计分,
 

1(不是)~5(总是),
 

得分越高代表家庭成员间的情感关系越紧密.
 

在本研究中,
 

家庭亲

密度分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85.

1.2.3 心理素质

采用胡天强等人[25]修订的中学生心理素质问卷(简化版)和潘彦谷等人[26]修订的小学生心理素质问

卷分别测量留守中小学生的心理素质及认知品质、
 

个性品质、
 

适应性品质3个维度.
 

其中,
 

中学生心理

素质问卷共24个条目,
 

每个维度各8题;
 

小学生心理素质问卷共27个条目,
 

每个维度各9题;
 

两版问

卷均采用5点计分,
 

1(非常不符合)~5(非常符合),
 

问卷得分越高,
 

心理素质水平越高.
 

在本研究中,
 

中学生心理素质的验证性因素分析拟合良好,
 

χ2=6748.490,
 

df=249,
 

CFI=0.930;
 

TLI=0.922;
 

RMSEA=0.054(90%CI=[0.053,
 

0.055]);
 

SRMR=0.034;
 

且心理素质及认知品质、
 

个性品质、
 

适

应性品质的Cronbachs
 

α系数分别为0.97,
 

0.94,
 

0.93,
 

0.91.
 

小学生心理素质的验证性因素分析拟合

良好,
 

χ2=6065.917,
 

df=321,
 

CFI=0.932;
 

TLI=0.925;
 

RMSEA=0.046(90%CI=[0.045,
 

0.047]);
 

SRMR=0.038;
 

且心理素质、
 

认知品质、
 

个性品质、
 

适应性品质的Cronbachs
 

α系数分别为

0.96,
 

0.94,
 

0.89,
 

0.90.

1.3 数据处理

采用统计软件SPSS
 

26.0对数据进行描述性统计和相关分析;
 

采用Hayes[27]开发的Process插件中的

Model
 

4进行中介效应分析,
 

Bootstrap抽样为5000,
 

设置95%的置信区间.
 

此外,
 

采用 Mplus
 

7.0进行验

证性因素分析.

2 结 果

2.1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由于收集的数据全部采用自我报告量表,
 

故可能存在共同方法偏差.
 

根据周浩等人介绍的 Harman
单因素法[28],

 

本研究以单因素验证性因素分析来检验共同方法偏差,
 

结果发现模型的拟合指数非常不

好,
 

难以接受:
 

χ2=175637.287,
 

df=2925,
 

CFI=0.703;
 

TLI=0.695;
 

RMSEA=0.058(90%CI=
[0.058,

 

0.059]);
 

SRMR=0.066,
 

说明共同方法偏差不显著.

2.2 家庭亲密度、
 

心理素质和社会适应的描述性统计和相关分析

由表1可知,
 

留守儿童社会适应总量表的得分为3.91,
 

7个分维度的得分在3.77~4.09之间,
 

均高于

理论中值3.
 

此外,
 

留守儿童家庭亲密度、
 

心理素质及其各维度和社会适应间两两显著正相关(r=0.31~

0.83,
 

ps<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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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各变量的描述性结果和相关矩阵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 -

2 0.57** -

3 0.50**0.94** -

4 0.53**0.94**0.82** -

5 0.56**0.94**0.83**0.81** -

6 0.55**0.83**0.76**0.77**0.80** -

7 0.48**0.69**0.57**0.67**0.70**0.84** -

8 0.51**0.79**0.70**0.76**0.77**0.93**0.80** -

9 0.47**0.79**0.80**0.72**0.71**0.87**0.64**0.76** -

10 0.39**0.59**0.54**0.53**0.59**0.78**0.60**0.65**0.61** -

11 0.51**0.73**0.64**0.69**0.71**0.89**0.75**0.80**0.72**0.64** -

12 0.31**0.53**0.52**0.48**0.49**0.73**0.51**0.58**0.62**0.58**0.54** -

13 0.53**0.68**0.60**0.60**0.69**0.84**0.66**0.72**0.69**0.68**0.73**0.56** -

M 66.82 3.61 3.60 3.50 3.73 3.91 3.86 3.77 3.80 4.06 3.92 4.03 4.09

SD 10.63 0.76 0.84 0.81 0.79 0.67 0.86 0.76 0.79 0.72 0.82 0.81 0.76

  注:
 

1表示家庭亲密度,
 

2表示心理素质,
 

3表示认知品质,
 

4表示个性品质,
 

5表示适应性品质,
 

6表示社会适应,
 

7表

示个性宜人,
 

8表示人际和谐,
 

9表示学习自主,
 

10表示观点接纳,
 

11表示集体融入,
 

12表示生活独立,
 

13表示环境满意.
 

*p<0.05,
 

**p<0.01,
 

***p<0.001.
 

下同.

2.3 心理素质在家庭亲密度和社会适应间的中介作用

为考察心理素质及其分维度在家庭亲密度和社会适应间的中介作用,
 

将家庭亲密度作为自变量,
 

社会

适应作为因变量,
 

心理素质作为中介变量构建模型1,
 

其次将心理素质各维度作为中介变量构建模型2.
由图1和表2可以看出,

 

家庭亲密度显著正向预测心理素质(β=0.04,
 

SE=0.000
 

4,
 

p<0.001,
 

CI=[0.040,
 

0.041])和社会适应(β=0.01,
 

SE=0.0003,
 

p<0.001,
 

CI=[0.007,
 

0.008]),
 

心理素

质显著正向预测社会适应(β=0.67,
 

SE=0.005,
 

p<0.001,
 

CI=[0.659,
 

0.677]),
 

以上各变量间回

归系数的95%的置信区间均不包括0.
 

此外,
 

“家庭亲密度→心理素质→社会适应”的中介路径显著(β=

0.03,
 

SE=0.000
 

4,
 

p<0.001,
 

CI=[0.026,
 

0.028]),
 

间接效应为0.03,
 

中 介 效 应 占 总 效 应 的

78.55%,
 

说明心理素质在家庭亲密度和社会适应间起部分中介作用.
此外,

 

家 庭 亲 密 度 显 著 正 向 预 测 认 知 品 质(β=0.04,
 

SE=0.001,
 

p<0.001,
 

CI=[0.039,
 

0.041])、
 

个性品质(β=0.04,
 

SE=0.001,
 

p<0.001,
 

CI=[0.040,
 

0.041])、
 

适应性品质(β=0.04,
 

SE=0.001,
 

p<0.001,
 

CI=[0.041,
 

0.043])和社会适应(β=0.01,
 

SE=0.000
 

3,
 

p<0.001,
 

CI=
[0.006,

 

0.007]),
 

认知品质(β=0.13,
 

SE=0.007,
 

p<0.001,
 

CI=[0.119,
 

0.146])、
 

个性品质(β=

0.22,
 

SE=0.007,
 

p<0.001,
 

CI=[0.205,
 

0.231])、
 

适应性品质(β=0.33,
 

SE=0.007,
 

p<0.001,
 

CI=[0.316,
 

0.344])显著正向预测社会适应,
 

以上各变量间回归系数的95%的置信区间均不包括0.
 

此外,
 

“家庭亲密度→认知品质→社会适应”的中介路径显著(β=0.005,
 

SE=0.0003,
 

p<0.001,
 

CI=
[0.005,

 

0.006]),
 

间接效应约为0.005,
 

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15.12%;
 

“家庭亲密度→个性品质→社

会适应”的中介路径显著(β=0.009,
 

SE=0.003,
 

p<0.001,
 

CI=[0.008,
 

0.010]),
 

间接效应约为

0.009,
 

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25.58%;
 

“家庭亲密度→适应性品质→社会适应”的中介路径显著(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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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4,
 

SE=0.004,
 

p<0.001,
 

CI=[0.013,
 

0.015]),
 

间接效应约为0.014,
 

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

39.83%;
 

心理素质3个维度的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80.52%.
 

以上结果说明认知品质、
 

个性品质、
 

适应

性品质在家庭亲密度和社会适应间起部分中介作用.

图1 心理素质及其分维度在家庭亲密度和社会适应间的中介作用

表2 心理素质及其分维度在家庭亲密度和社会适应间的中介效应

模型 路径 直接效应(c)间接效应(ab) 95%CI 占总效应比例/%

M1 家庭亲密度->心理素质->社会适应 0.007*** 0.027*** [0.026,
 

0.028] 78.55

M2 家庭亲密度->心理素质各维度->社会适应 0.007*** 0.028*** [0.027,
 

0.029] 80.52

家庭亲密度->认知品质->社会适应 0.
 

005*** [0.005,
 

0.006] 15.12

家庭亲密度->个性品质->社会适应 0.009*** [0.008,
 

0.010] 25.58

家庭亲密度->适应性品质->社会适应 0.
 

014*** [0.013,
 

0.015] 39.83

3 讨 论

3.1 留守儿童社会适应现状

本研究发现,
 

疫情下留守儿童社会适应及其各维度的均分在3.77~4.09之间,
 

均高于理论中值3,
 

这

与非疫情时期的研究结果相一致,
 

说明留守儿童社会适应处于中等偏上水平[29].
 

这再次提示我们,
 

相比于

非留守儿童,
 

虽然留守儿童在一些方面处于劣势,
 

但留守儿童并不完全等同于问题儿童.
 

因此,
 

研究者们

除了看到留守状态带来的负面影响,
 

也应进一步挖掘留守儿童的积极潜力、
 

发扬潜在优势,
 

从辩证的视角

看待留守现象.
3.2 留守儿童家庭亲密度、

 

心理素质与社会适应的关系

相关分析结果发现,
 

留守儿童家庭亲密度、
 

心理素质及各维度和社会适应间两两显著正相关,
 

这说明

留守儿童的家庭亲密度越高,
 

心理素质和社会适应水平越高;
 

且心理素质越高,
 

社会适应水平也越高[4,
 

17].
 

中介效应分析发现,
 

心理素质及其分维度在家庭亲密度和社会适应间均起到部分中介作用,
 

这说明家庭亲

密度不仅可以直接作用于社会适应,
 

还可以通过心理素质及其分维度的中介作用间接影响社会适应.
 

在直

接效应方面,
 

家庭亲密度正向预测社会适应,
 

再次证实了家庭亲密度是留守儿童社会适应的保护性因

素[8,
 

13-14].
 

在高亲密度的留守家庭中,
 

成员间的情感联结十分紧密,
 

孩子可以从父母那里获得支持、
 

信任和

安全感,
 

当遇到困难时也可以与父母谈论担忧、
 

舒缓压力,
 

并在父母的协助下做出决策、
 

解决问题.
 

因此,
 

家庭成员间的亲近关系和亲密度可以有效促进留守儿童的社会适应.
在间接效应方面,

 

家庭亲密度正向预测留守儿童的心理素质,
 

这与心理素质的形成机制模型相吻

合.
 

该模型认为,
 

心理素质具有先天性和后天性,
 

即心理素质的形成不仅受到遗传的影响,
 

还受到诸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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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等环境因素的影响[18].
 

在留守家庭中,
 

家庭亲密度是家庭功能和家庭氛围的重要体现,
 

它对儿童青

少年心理素质的发展有重要作用[19].
 

另外,
 

心理素质正向预测留守儿童的社会适应,
 

支持了心理素质的

作用机制模型.
 

也就是说,
 

心理素质作为留守儿童的积极心理品质或资源,
 

对社会适应具有普遍的增益

作用[17].
 

其次,
 

心理素质在家庭亲密度和社会适应间起到中介作用,
 

说明较高的家庭亲密度可以较好地

满足个体的基本心理需求,
 

增强个体的心理资源,
 

进而促进留守儿童的社会适应[11].
 

此外,
 

本研究还发

现心理素质各分维度在家庭亲密度和社会适应间均起到中介作用.
 

虽然尚无实证研究考察留守儿童的

心理素质,
 

但心理素质是一个内涵丰富的概念.
 

回顾已有关于留守儿童社会适应的研究,
 

可以发现心理

素质的一些具体要素在其间扮演着中介作用.
 

如刘馨蔚等人发现留守初中生的自尊和自我效能感在自

制力和社会适应间起到中介作用[29],
 

段宝军等人发现留守儿童自我意识在心理虐待与忽视和孤独感间

起到中介作用[30],
 

王燕等人发现农村留守儿童应对方式和学习自我效能感在社会支持与学习主观幸福

感间起到中介作用[31].
 

在这些中介变量中,
 

自我意识主要体现为认知层面的成分,
 

可将其近似看成是认

知品质的要素;
 

自尊和自我效能感是动机性成分,
 

可将其近似看成是个性品质的要素;
 

应对方式是压力

应对策略,
 

可将其近似看成是适应性品质的要素[16].
 

因此,
 

留守儿童中“家庭亲密度 心理素质/认知品

质/个性品质/适应性品质 社会适应”的间接路径具有合理性.
 

值得一提的是,
 

本研究中心理素质不同维

度的中介效应大小不同,
 

其中适应性品质的中介效应最大,
 

这与一般儿童青少年的研究类似[22].
 

由此推

测,
 

相比于认知品质和个性品质,
 

适应性品质对社会适应相关指标的作用更稳定、
 

效果也更大,
 

应更注

重留守儿童适应性品质在家庭亲密度和社会适应间的中介作用.
3.3 教育启示

长期以来,
 

父母外出务工对留守儿童的社会适应构成了潜在威胁,
 

如何帮助这些儿童在疫情下顺利适

应社会是极为重要的.
 

根据本研究结果,
 

可以从增加家庭亲密度和提高心理素质两个层面来促进留守儿童

的社会适应.
 

在家庭亲密度方面,
 

亲子接触的频率和规律性不仅可以减少情感差距,
 

还可以保持亲子之间

的情感投入、
 

提供一种连贯感[32].
 

随着信息社会的发展和互联网技术的普及,
 

网络沟通为留守家庭实现这

种高频率的、
 

有规律的接触提供了便利,
 

通过线上交流可以增强亲子关系,
 

进而有利于留守儿童的发展和

适应[33].
 

然而,
 

电子产品缺乏实际性接触也会限制亲子间对彼此现实生活的感知[32],
 

因此定期探亲和家庭

团聚仍然是重要的.
 

另外,
 

为保证亲子间的交流质量,
 

开展相关培训加深家长对亲子交流重要性的理解、
 

帮助家长掌握交流技巧也是必要的.
 

此外,
 

在素质教育背景下,
 

培养留守儿童的心理素质是推动全面素质

教育和促进良好适应的重要途径.
 

目前,
 

学者们主要编制了各个学段的心理素质教育教材[17],
 

这些教材可

以为学校心理健康教育提供参考.
 

同时,
 

学校也可以结合实际情况实施更多样化的校本干预措施,
 

培养学

生的心理素质.
3.4 结论与展望

本研究发现,
 

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
 

留守儿童的社会适应水平处于中等偏上;
 

留守儿童家庭亲密度、
 

心理素质和社会适应间两两显著正相关,
 

且心理素质及其分维度在家庭亲密度和社会适应间均起到部分中

介作用.
 

虽然这些发现有一定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但本研究仍存在一些不足之处.
 

首先,
 

本研究对关

键变量的测量仅限于自我报告量表,
 

未来的研究可将学生、
 

家长和教师作为信息提供者,
 

更全面地描绘留

守儿童的社会适应情况.
 

其次,
 

PPCT模型作为指导本研究的主要理论,
 

其中的时间系统是被忽视的,
 

未来

的研究可以加入时间因素,
 

考察环境、
 

过程、
 

个体和时间因素对留守儿童社会适应的协同作用.
 

比如,
 

可以

考察初次留守年龄、
 

留守时长、
 

曾留守等时间特征对个体社会适应的影响;
 

也可以采用纵向追踪设计进一

步验证变量间的因果关系以及关系的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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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of
 

social
 

adaptation
 

of
 

left-behind
 

children
 

with
 

their
 

family
 

cohesion
 

and
 

psychological
 

suzhi
 

during
 

the
 

COVID-19
 

epidemic,
 

a
 

total
 

of
 

17375
 

left-behind
 

children
 

were
 

surveyed,
 

using
 

the
 

Family
 

Cohesion
 

Scale,
 

Social
 

Adaptation
 

Scale
 

and
 

Psychological
 

Suzhi
 

Scale.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scores
 

of
 

social
 

adaptation
 

and
 

its
 

dimensions
 

of
 

left-behind
 

children
 

ranged
 

from
 

3.77
 

to
 

4.09;
 

that
 

family
 

cohesion,
 

psychological
 

suzhi
 

and
 

its
 

sub-dimensions
 

and
 

social
 

adaptation
 

were-
in

 

significant
 

positive
 

correlations
 

with
 

each
 

other;
 

and
 

that
 

family
 

cohesion
 

could
 

not
 

only
 

directly
 

affect
 

social
 

adaptation,
 

psychological
 

suzhi
 

and
 

its
 

sub-dimensions
 

also
 

played
 

a
 

significant
 

mediating
 

role
 

in
 

the
 

process
 

of
 

family
 

cohesion
 

influencing
 

social
 

adaptation.
 

The
 

above
 

results
 

suggested
 

that
 

educators
 

or
 

guardians
 

should
 

not
 

only
 

pay
 

attention
 

to
 

the
 

influence
 

of
 

family
 

members
 

intimacy
 

on
 

the
 

social
 

adapta-
tion

 

of
 

left-behind
 

children,
 

but
 

also
 

improve
 

social
 

adaptation
 

by
 

cultivating
 

their
 

psychological
 

suzh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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