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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探究亲子亲合对青少年学校适应的影响,
 

以及自尊和 积 极 情 绪 在 其 中 所 起 的 作 用,
 

采 用 相 应 量 表 对

1
 

012名中学生进行调查,
 

结果显示:
 

①
 

亲子亲合、
 

自尊、
 

积 极 情 绪 及 学 校 适 应 两 两 间 显 著 正 相 关;
 

②
 

自 尊

在亲子亲合与学校适应的关系中起部分中介作用;
 

③
 

积极情绪调节了该中介模型的直接效应,
 

即积极情绪较

高时,
 

亲子亲合对学校适应的预测作用更强;
 

④
 

多群组分析发现,
 

模型具有显 著 性 别 差 异,
 

亲 子 亲 合 对 男 生

学校适应的影响比女生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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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时期是个体学习、
 

掌握各种知识技能的重要时期,
 

有研究[1]指出,
 

青少年在校时间占其觉醒时

间的三分之二,
 

学校系统是家庭系统之外对青少年身心发展成熟产生深远影响的又一重要微系统.
 

林崇

德[2]认为适应学校生活是青少年重要发展任务之一,
 

而学校适应是指学生在学校环境中愉快地参与学校活

动的过程,
 

是对学习、
 

人际关系及学校的情感与态度等的适应[3].
 

青春期是青少年自我意识发展的第二个

飞跃期,
 

随着身心的迅速发展,
 

主观认知与客观现实的差距容易导致个体出现适应不良,
 

可能产生一系列

的消极后效,
 

阻碍其健康成长,
 

因此探讨青少年的学校适应问题尤为重要.
尽管青少年时期个体的自主性需求不断增加,

 

但父母依然是其重要的依恋对象和支持来源[4].
 

亲子亲

合作为亲子关系质量的重要指标之一,
 

它是指父母与子女之间亲密的情感联结,
 

具体体现在彼此积极的行

为互动和心理的亲密感受之中[5].
 

亲子亲合不仅是青少年正常发展的基础条件,
 

也是青少年适应行为的重

要保护因子[6].
 

有研究[7]发现,
 

亲子亲合与学校适应显著正相关,
 

高亲子亲合能够促进个体更好地适应学

校生活;
 

凌辉等[8]指出亲子关系能在一定程度上预测学习适应.
 

据此,
 

本研究提出假设1:
 

亲子亲合可以正

向预测学校适应.
在回顾过往研究的基础上,

 

本研究认为自尊可能在亲子亲合与学校适应之间起中介作用.
 

自尊是个体

自我系统的核心成分之一,
 

对个体的健康适应起着重要的作用[9].
 

根据“情境 过程 结果模型”理论,
 

情境

因素(亲子亲合)可以通过影响个体的心理过程(自尊)进而影响其行为适应[10].
 

一方面,
 

亲子亲合对青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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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尊的发展起着重要的保护作用.
 

高亲子亲合能够提高个体自尊水平,
 

亲子亲合水平较高的家庭,
 

青少年

的自尊水平也较高[11],
 

并且这种影响会持续到成年早期[12].
 

另一方面,
 

自尊是影响个体适应行为的核心因

素,
 

是反映个体适应状态的重要指标[13].
 

高自尊的个体善于与他人交往,
 

容易建立和谐的人际关系,
 

获得

更多的社会资源,
 

学校适应能力更强[14].
 

据此,
 

本研究提出假设2:
 

自尊可能在青少年亲子亲合与学校适

应之间发挥着中介作用.
研究亲子亲合和青少年学校适应之间存在的中介作用可以帮助研究者探索两者之间影响的“过程”,

 

然

而,
 

亲子亲合对青少年学校适应的影响可能会受到其他变量的调节,
 

这种调节作用能够更好地诠释亲子亲

合对青少年学校适应影响的“条件”[15].
 

生态系统理论认为,
 

个体的行为受个体因素与环境因素共同作用的

影响[16].
 

本研究中环境因素即亲子亲合,
 

它会对个体的情绪体验产生影响,
 

进而影响个体的行为适应.
 

本

研究尝试引入积极情绪这一变量,
 

检验其在亲子亲合与学校适应的直接/间接关系中是否起调节作用.
积极情绪是个体在环境中体验到愉悦感的程度[17].

 

已有研究[18]发现,
 

积极情绪在对抗压力时具有缓

冲作用.
 

根据“保护因素 保护因素模型”理论[19],
 

某种保护因素会加强或放大另一种保护因素对积极结果

的促进作用,
 

产生“锦上添花”的效果.
 

积极情绪作为个体心理健康的保护因素[20],
 

在与其他保护因素(亲
子亲合、

 

自尊)相互作用的情况下,
 

可能与亲子亲合或自尊产生交互作用.
 

据此,
 

本研究提出假设3:
 

积极

情绪可能与亲子亲合或自尊产生交互作用进而调节亲子亲合与学校适应的直接/间接关系.

图1 有调节的中介模型假设图

综上所述,
 

本研究以青少年为研究对象,
 

基于“情境 过程 结果模型”[10]和“保护因素 保

护因素模型”[11]的理论,
 

构建了有调节的中介

模型(图1),
 

探讨青少年亲子亲合对其学校适

应的作用机制.

1 研究方法

1.1 研究对象

采用整群取样、
 

自愿参与和匿名填写的方

式,
 

以贵州省6所中学初一到高三年级的中学生为调查对象,
 

调查前由经过统一培训的研究助理说明调查

目的、
 

内容和注意事项,
 

要求调查对象独立完成问卷填写,
 

问卷当场回收.
 

共发放1
 

100份问卷,
 

剔除漏

答、
 

规律作答及自相矛盾的问卷后,
 

得到有效问卷1
 

012份(回收有效率为92.0%).
 

被试年龄在11~18岁

之间(M =14.38,
 

SD=1.69),
 

其中,
 

男生477人(47.1%),
 

女生535人(52.9%),
 

初一学生88人

(8.7%),
 

初二学生208人(20.6%),
 

初三学生143人(14.1%),
 

高一学生149人(14.7%),
 

高二学生142
人(14.0%),

 

高三学生282人(27.9%).
1.2 研究工具

1.2.1 亲子亲合量表

采用Olson等[21]编制、
 

张文新等[22]修订的“家庭适应与亲合评价量表”的亲合分量表测量青少年与父

母的亲合水平.
 

问卷包括父子/母子亲合2个分问卷,
 

均系单维结构,
 

各包含10个题目,
 

例如,
 

“我与父亲

(母亲)困难时相互支持”.
 

采用5点计分,
 

将其中的4个题反向计分后,
 

分别计算父子亲合与母子亲合的得

分,
 

再将二者得分的平均数作为亲子亲合总分,
 

得分越高表明亲子关系越好.
 

本研究中整个量表的

Cronbachs
 

α系数为0.86.
1.2.2 自尊量表

采用Rosenberg[23]编制、
 

田录梅[24]修订的“自尊量表”评定个体自我接纳的程度.
 

修订后的量表共有

9个题目,
 

例如,
 

“我感到我有许多好的品质”.
 

采用4点计分,
 

将其中的4个题反向计分后,
 

得分越高表

明自尊水平越高.
 

本研究中自尊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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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 学校适应问卷

采用崔娜[25]编制的“初中生学校适应问卷”测量青少年的学校适应状况.
 

问卷包含学校态度与情感、
 

同

伴关系、
 

师生关系、
 

学业适应、
 

常规适应5个维度,
 

共27个题目,
 

例如,
 

“我对学校生活很满意”.
 

采用5点

计分,
 

除3,5,14,16,23题外,
 

其他均为反向计分.
 

得分越高表明学校适应水平越高.
 

本研究中学校适应的

Cronbachs
 

α系数为0.91.
1.2.4 积极情绪量表

采用Bradburn[26]编制、
 

陈文锋等人[27]修订的“积极/消极情绪量表”的积极情绪分量表来测量青少年

的积极情绪.
 

该量表系单维结构,
 

共8个题目,
 

例如,
 

“因为成功地做完某件事而感到高兴”.
 

采用4点计

分,
 

得分越高表明积极情绪水平越高.
 

本研究中积极情绪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82.
1.3 统计分析

使用SPSS
 

24.0对数据进行处理和描述统计、
 

信度及相关分析;
 

使用Hayes[28]开发的PROCESS宏程

序进行中介和调节作用分析;
 

采用AMOS
 

21.0进行多群组分析.

2 结 果

2.1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由于本研究的问卷数据均采用被试自我报告的方式进行收集,
 

因此,
 

可能存在共同方法偏差

(CMV)问题,
 

为此,
 

本研究在程序方面进行了相关控制,
 

如对部分问卷条目进行反向计分设置、
 

对被试

说明调查目的以减少对题目的猜测度以及匿名作答.
 

在数据分析方面,
 

使用 Harman单因子检验方法对

本研究收集的数据作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即对所有项目作未旋转后的探索性因子分析.
 

结果显示,
 

本研

究中特征值大于1的因子共16个,
 

而第一个因子仅解释了19.98%(<40%)的总变异;
 

此外,
 

将4个研

究工具的所有条目负荷置于同一个潜因子上,
 

采用 Mplus
 

7.4进行验证性因素分析,
 

结果显示模型拟合

指数不理想(�2/df=3.13,
 

CFI=0.55,
 

TLI=0.53,
 

RMSEA=0.10,
 

SRMR=0.10),
 

表明本研究不

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问题.
2.2 各变量的描述统计及相关分析

相关分析结果显示,
 

青少年亲子亲合与自尊、
 

积极情绪、
 

学校适应4个变量两两之间均呈显著正相关,
 

结果见表1.
表1 各变量的描述统计和相关分析

变  量 M SD 1 2 3 4

1
 

亲子亲合 3.29 0.65 1

2
 

自 尊 2.77 0.52 0.26** 1

3
 

积极情绪 2.94 0.57 0.28** 0.44** 1

4
 

学校适应 3.83 0.60 0.29** 0.42** 0.39** 1

  注:
 

n=1
 

012;
 

**:
 

p<0.01.

2.3 有调节的中介模型检验

本研究针对亲子亲合与学校适应之间的关系,
 

构建了一个由亲子亲合、
 

自尊、
 

积极情绪和学校适应组

成的有调节的中介模型.
 

以往研究表明,
 

亲子亲合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29],
 

学校适应存在显著的年级差

异[30],
 

因此本研究在进行数据分析时将被试的性别、
 

年级作为控制变量.
首先,

 

为探讨亲子亲合与学校适应的作用机制,
 

将自尊作为中介变量进行检验(表2).
 

采用PROCESS
程序中的模型4进行中介效应分析.

 

使用偏差校正的百分位Bootstrap法进行置信区间(CI)估计的检验,
 

重复抽样次数为5
 

000,
 

计算95%的置信区间.
 

结果表明:
 

亲子亲合对学校适应具有直接预测作用(β=
0.28,

 

t=9.20,
 

p<0.001);
 

亲子亲合对自尊具有正向预测作用(β=0.26,
 

t=8.58,
 

p<0.001);
 

亲子亲合

(β=0.18,
 

t=6.23,
 

p<0.001)与自尊(β=0.37,
 

t=12.83,
 

p<0.001)对学校适应也具有正向预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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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
 

Bootstrap法检验结果表明,
 

自尊对亲子亲合的直接效应、
 

间接效应的95%CI上下限均不包含0(表

3),
 

表明自尊在亲子亲合与学校适应间起到部分中介作用,
 

部分中介效应为0.10,
 

占总效应的35.71%.
表2 青少年自尊的中介模型检验

回归方程

结果变量 预测变量

拟合指标

R R2

系数显著性

F 值 β值 t值

学校适应 亲子亲合 0.28 0.08 84.55*** 0.25 9.20***

自尊 亲子亲合 0.26 0.07 73.56*** 0.26 8.58***

学校适应 亲子亲合 0.46 0.21 131.42*** 0.18 6.23***

自尊 0.37 12.83***

  注:
 

n=1
 

012;
 

模型中各变量均采用标准化后的变量带入回归方程;
 

***:
 

p<0.001.
表3 自尊在亲子亲合与学校适应间的总效应、

 

直接效应及中介效应

效应值 Boot标准误 95%CI 相对效应值/%

总效应 0.28 0.03 [0.22,
 

0.34]

直接效应 0.18 0.03 [0.12,
 

0.24] 65.11

自尊的中介效应 0.10 0.01 [0.07,
 

0.13] 34.89

  注:
 

若95%CI区间不包括0,
 

则可判定作用系数显著.

采用PROCESS程序中的模型59对有调节的中介模型作进一步分析,
 

该模型假设调节变量可以调节

中介模型的前半路径、
 

后半路径与直接路径,
 

与本研究假设一致.
 

结果表明(表4,表5):
 

将积极情绪放入模

型后,
 

亲子亲合与积极情绪的交互项对青少年学校适应的影响有统计学意义(β=0.09,
 

t=3.37,
 

p<
0.001),

 

表明积极情绪调节了亲子亲合与学校适应之间的关系,
 

但是该交互项对自尊的影响无统计学意义

(β=0.01,
 

t=0.55,
 

p>0.05);
 

此外,
 

自尊与积极情绪的交互项对学校适应的影响也无统计学意义(β=
0.02,

 

t=0.86,
 

p>0.05),
 

说明积极情绪对中介效应的前半路径和后半路径没有发挥调节作用.
表4 有调节的中介模型检验

预测

变量

方程1:
 

学校适应

β t 95%CI
方程2:

 

自尊

β t 95%CI
方程2:

 

学校适应

β t 95%CI

PCC 0.19 6.41*** [0.13,
 

0.25] 0.15 5.21*** [0.10,
 

0.21] 0.15 5.06*** [0.09,
 

0.20]

PE 0.34 11.57*** [0.28,
 

0.40] 0.40 13.66*** [0.34,
 

0.46] 0.23 7.46*** [0.17,
 

0.29]

PCC×PE 0.09 3.37** [0.04,
 

0.14] 0.01 0.55 [-0.04,
 

0.07]

SE 0.28 9.23*** [0.22,
 

0.34]

SE×PE 0.02 0.86 [-0.03,
 

0.07]

R2 0.19 0.21 0.25

F 78.77*** 91.30*** 68.42***

  注:
 

PCC 表示亲子亲合;
 

PE 表示积极情绪;
 

PCC×PE 表示积极亲子亲合×积极情绪;
 

SE 表示自尊;
 

SE×PE 表示自尊×积极情绪;
 

若95%CI区间不包括0,
 

则可判定作用系数显著;
 

n=1
 

012;
 

**:
 

p<0.01,
 

***:
 

p<0.001.
表5 自尊在积极情绪的不同水平上的中介效应

调节变量 标准化中介效应 标准误
95%CI

下限 上限

低(M-1SD) 0.100 0.039 0.024 0.176

中(M) 0.189 0.039 0.131 0.247

高(M+1SD) 0.278 0.040 0.199 0.357

  为了进一步揭示亲子亲合与积极情绪交互效应的实质,
 

采用简单效应图来分析积极情绪的调节作用.
 

将积极情绪分为高分组(M+1SD)和低分组(M-1SD),
 

进行简单斜率分析,
 

检验结果表明,
 

无论是在高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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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积极情绪亲子亲合与学校适应之间的调节作用

极情绪(β=0.28,
 

t=6.90,
 

p<0.001),
 

还是在低

积极情绪(β=0.10,
 

t=2.57,
 

p<0.01)随着亲子

亲合的增加,
 

学校适应呈明显上升趋势(图2),
 

且

积极情绪水平越高,
 

趋势越明显(斜率较大).
2.4 有调节的中介效应的跨组比较

为检验有调节的中介模型是否具有跨群体的

稳定性,
 

本研究对该模型人口学变量(性别、
 

年级)
进行了多群组路径分析,

 

如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表

明人口学变量对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模型不存在影

响,
 

如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则表明人口学变量存在

调节作用.
 

结果发现:
 

模型在年级上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χ2(18)=11.32,
 

p>0.05),
 

在性别上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χ2(18)=108.89,
 

p<0.001);
 

进一步分析发现,
 

性别仅在亲子亲合到学校适应这条路径上起作用,
 

男生、
 

女生组模型中亲子亲合到学

校适应的路径系数分别为0.43(p<0.001)和0.09(p>0.05),
 

参数间差异的临界比值为3.31>
1.96[31],

 

说明性别在亲子亲合到学校适应这条路径上存在调节作用,
 

相较于女生,
 

亲子亲合对男生的学

校适应影响更大.

3 讨 论

本研究依据“情境 过程 结果模型”和“保护因素 保护因素模型”理论,
 

揭示了亲子亲合与青少年学校

适应的关系及作用机制.
 

一方面阐释了亲子亲合“如何起作用”,
 

即通过自尊的中介作用影响学校适应;
 

另

一方面剖析了“何时作用更大”,
 

即这一中介过程的直接路径受到积极情绪的调节,
 

相对于积极情绪较低的

青少年,
 

积极情绪较高的青少年的亲子亲合对学校适应的预测作用更大.
 

本研究结果为促进青少年的学校

适应提供了实证依据.
3.1 亲子亲合与学校适应的关系

本研究结果显示,
 

亲子亲合与青少年的学校适应存在显著正相关,
 

且对学校适应具有显著的正向预

测作用,
 

这一结果与过往研究相一致[6-7].
 

依恋理论认为[32],
 

亲子关系可以直接促进个体形成良好的适

应行为,
 

说明和谐的亲子关系能够对子女的成长发展产生正向的、
 

积极的影响,
 

同时为父母的教育提供

了实证依据.
 

这启示我们,
 

在促进青少年学校适应的过程中,
 

提高个体的亲子关系是提高其适应能力的

有效方法之一.
3.2 自尊的中介作用

本研究结果显示,
 

自尊在亲子亲合与学校适应之间具有中介效应,
 

研究假设得到了支持,
 

即亲子亲合

不仅对青少年的学校适应具有直接影响,
 

也可以通过自尊对其产生间接影响.
 

该中介效应支持了Jessor[33]

的问题行为的社会心理模型,
 

即外部环境系统可以通过个体的内部自我系统对其行为系统产生影响.
 

一方

面,
 

家庭关系是个体接触的第一个人际关系,
 

和谐的家庭环境是个体形成良好品格的微系统,
 

个体会将与

父母交往模式中的经验泛化到其他人际关系中(如师生关系、
 

同学关系);
 

同时,
 

良好的亲子关系有助于提

高学业成绩[34]、
 

减少问题行为[35]、
 

维护心理健康[36],
 

进而促进个体形成更好的情感体验和社会适应[37].
 

另一方面,
 

自我决定论认为[38],
 

自尊作为个体行为的动力性成分和心理需求,
 

当需求得到满足时,
 

个体会

积极调整并控制自己的行为,
 

以更为积极的方式适应社会规范.
 

因此,
 

自尊的中介作用启示我们,
 

家庭教

育应注重子女与父母间亲子关系的培养,
 

努力提升子女的自尊水平,
 

进而促进其学校适应能力的提升.
3.3 积极情绪的调节作用

本研究进一步探讨了积极情绪在中介过程中的调节作用,
 

结果表明,
 

积极情绪调节了亲子亲合对学校

751第6期   
 

 曾练平,
 

等:
 

亲子亲合对青少年学校适应的影响:
 

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



适应影响的直接路径,
 

而在中介过程的前半路径和后半段路径未起到调节作用.
 

这一结果符合“环境 个体

交互作用模型”的基本观点,
 

即环境和个体特征的交互作用是影响个体发展与适应的重要因素.
积极情绪调节了亲子亲合预测学校适应的直接路径,

 

随着亲子亲合的提高,
 

高积极情绪的个体其学校

适应能力的提升幅度比低积极情绪的个体更强.
 

积极情绪的作用就像“催化剂”,
 

增强了亲子亲合对青少年

学校适应的促进作用;
 

高积极情绪的个体对事物更容易产生积极的敏感性,
 

以更积极的方式处理问题,
 

进

而有助于青少年与父母形成良好的亲子关系[39],
 

获得更多身体、
 

智力和社会的资源,
 

从而增强对环境的适

应能力[40].
 

相反,
 

对于积极情绪体验较低的个体,
 

由于他们的个体心理特征与情景因素得不到正确的匹

配,
 

导致其不利于社会行为的发展[41].
 

这一调节作用启示我们,
 

对于具有高消极情绪特质的个体而言,
 

如

果要想获得良好的发展,
 

拥有积极的教养方式、
 

避免不良的教养方式是非常必要的.
此外,

 

积极情绪在中介路径的前半路径和后半路径没有起到调节作用,
 

可能是因为自尊属于人格系

统的组成因素之一[42],
 

而人格作为个体的核心组成部分[43],
 

具有独特和稳定的特点[44],
 

因此不易受到

其他因素的影响而发生改变.
 

当然,
 

仅以本研究的结果不足以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
 

有待今后对此做进

一步的研究.
3.4 模型的性别和年级差异

多群组分析发现,
 

模型在年级上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在性别上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进一步分析表明,
 

性别仅在亲子亲合到学校适应这一路径上存在调节作用,
 

相较于女生,
 

亲子亲合对男生学校适应的影响作

用更大.
 

过往研究显示[45],
 

处于青春期的男生比女生更容易受亲子关系变化的影响,
 

受中国家庭文化影

响,
 

女生社会化更多地体现在其家庭角色和情感联系上,
 

女生与家人保持着紧密联系,
 

家庭关系通常比男

生更稳定,
 

因此女生在社会适应过程中较少受亲子关系的影响.
 

此外,
 

根据社会角色理论[46],
 

男生与女生

在社会中扮演的角色不同,
 

不同角色的承担者可根据自己对角色的理解和社会对角色的期望从事社会活

动.
 

在中国文化背景下,
 

男生一般要比女生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
 

在这种社会角色期望下,
 

男生会表现出

更高水平的社交能力,
 

进而成功扮演男性角色.
 

于是,
 

在相同亲子亲合水平的群体中,
 

男生受到社会期望

和规范的制约,
 

会促使其在社会交际活动中更为活跃以增强社会适应能力,
 

因此他们在亲子亲合对学校适

应的作用路径中表现力较女生更为突出,
 

性别在此发挥调节作用.
就年级方面而言,

 

以往研究发现,
 

在中国文化背景下,
 

由于初中生和高中生多寄宿在学校[47],
 

相较于

儿童时期,
 

其对家庭亲密的主观体验在青少年期有所下降[48].
 

可能原因在于:
 

①
 

随着青少年认知能力的提

高,
 

对很多事物有了自己的观点,
 

而这种观点常与父母的意见不一致,
 

这使得青少年认为父母不理解自己,
 

从而不愿与父母沟通;
 

②
 

随着青少年生活范围的扩大,
 

一些理想的成人形象进入他们心中,
 

同时他们也发

现父母存在的种种缺点,
 

父母的榜样作用削弱;
 

③
 

他们更多地把精力投人到学习和友谊上,
 

在情感上有了

其他的依恋对象,
 

与父母的关系便不如儿时亲密[49].
 

综上,
 

由于初中生和高中生在青春期都具有相同且重

要的影响因素,
 

即亲子依恋的程度降低以及寄宿制的存在,
 

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初中生和高中生亲子亲合

与学校适应的关系模型在年级方面的差异.

4 结 语

本研究探讨了青少年的亲子亲合与其学校适应的关系,
 

该研究结果有助于进一步深入了解亲子关系

的功能作用;
 

同时,
 

本研究还从个人特质和情绪体验的角度探讨了亲子亲合“如何起作用”以及“何时作

用更大”,
 

即自尊的中介作用和积极情绪的调节作用,
 

为我们了解学校适应的影响因素提供了实证依据.
 

本研究提示我们既要重视亲子关系对青少年学校适应的影响,
 

同时也要重视对自尊和良好情绪体验的

培养与提升.
尽管本研究探讨了亲子亲合、

 

自尊对学校适应的影响机制,
 

扩展并深化了青少年学校适应的研究,
 

但

本研究也存在一些不足:
 

第一,
 

研究方法方面,
 

本研究采取横断研究设计,
 

虽然建立在一定的理论基础之

上,
 

但依然不能确定各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
 

未来的研究可以考虑采用追踪研究或实验设计对本研究的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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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做进一步检验;
 

第二,
 

在数据报告方面,
 

本研究的数据均采用青少年自我报告的方式进行收集,
 

可能存

在受其他因素(如社会期望、
 

人格特质、
 

情景因素等)的影响而与实际情况不相符,
 

在今后的研究中可尝试

采用自评与他评相结合等多种渠道收集数据,
 

以便进行更准确、
 

全面的测量;
 

第三,
 

由于受客观条件的限

制,
 

本研究只选取了贵州省6所中学(3所初中,
 

3所高中)的中学生进行调查,
 

未来的研究可在多省份、
 

多

地域选择研究对象,
 

以增强样本的代表性;
 

最后,
 

本研究探讨的是积极情绪的调节作用,
 

后续研究可以考

虑消极情绪的作用,
 

以进一步揭示情绪的整体功能对学校适应的影响.

5 结 论

1)
 

亲子亲合对青少年的学校适应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

2)
 

自尊在亲子亲合与学校适应的关系中起中介作用;

3)
 

积极情绪在亲子亲合与学校适应的关系间起调节作用;

4)
 

有调节的中介模型在性别差异上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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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arent-Child
 

Cohesion
 

and
 

Adolescent
 

School
 

Adaptation:
 

A
 

Moderated
 

Mediation
 

Model

ZENG
 

Lian-ping1, YAO
 

Liang-sha1, CHEN
 

Si-jie1,
SHE Ai1,2, LAN

 

Wen-jie1, ZHAO
 

Shou-ying1
1.

 

School
 

of
 

Psychology,
 

Guizhou
 

Normal
 

University,
 

Guiyang
 

550001,
 

China;

2.
 

Renhuai
 

First
 

Middle
 

School,
 

Renhuai
 

Guizhou
 

564500,
 

China

Abstract:
 

In
 

order
 

to
 

explore
 

the
 

influence
 

of
 

parent-child
 

cohesion
 

on
 

the
 

school
 

adaptation
 

of
 

adolescents
 

and
 

the
 

role
 

of
 

their
 

self-esteem
 

and
 

positive
 

emotions
 

in
 

it,
 

1,
 

012
 

middle
 

school
 

students
 

were
 

asked
 

to
 

complete
 

parent-child
 

cohesion
 

scale,
 

school
 

adaptation
 

questionnaire,
 

self-esteem
 

scale
 

and
 

positive
 

emo-
tions

 

scale.
 

The
 

results
 

were
 

as
 

follows.
 

There
 

were
 

significant
 

positive
 

correlations
 

between
 

any
 

pair
 

of
 

the
 

four
 

variables.
 

Self-esteem
 

played
 

a
 

partly
 

mediating
 

role
 

between
 

parent-child
 

cohesion
 

and
 

school
 

ad-
aptation.

 

Positive
 

emotions
 

moderated
 

the
 

direct
 

effect
 

of
 

the
 

mediation
 

model,
 

in
 

other
 

words,
 

with
 

more
 

positive
 

emotions,
 

parent-child
 

cohesion
 

would
 

have
 

greater
 

positive
 

prediction
 

of
 

school
 

adaptation.
 

Multi-sample/group
 

analysis
 

showed
 

that
 

the
 

moderated
 

mediation
 

model
 

was
 

characterized
 

by
 

a
 

statisti-
cally

 

significant
 

gender
 

difference:
 

parent-child
 

cohesion
 

had
 

a
 

greater
 

impact
 

on
 

the
 

school
 

adaptation
 

of
 

boys
 

than
 

on
 

that
 

of
 

girls.
Key

 

words:
 

adolescent;
 

parent-child
 

cohesion;
 

school
 

adaptation;
 

self-esteem;
 

positive
 

emotion;
 

multi-
sample/group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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