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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采用父母教养方式问卷、
 

中学生心理素质量表、
 

青少年社会适应评估问卷对1
 

211名中职生进行问卷调查,
 

探讨了中职生社会适应的现状和父母教养方式对中职生社会适应的影响以及心理素质在其中的中介作用.
 

结果表

明:
 

①
 

中职生的社会适应处于一般水平,
 

整体呈“U”形发展趋势,
 

自我、
 

人际、
 

行为和环境4个适应领域的性别和

年级差异显著,
 

有班干部任职经历的学生其社会适应优于没有班干部任职经历的学生;
 

②
 

父母情感温暖教养方式

能正向预测中职生的积极适应,
 

负向预测消极适应;
 

父母拒绝教养方式能正向预测积极适应和消极适应;
 

父母过度

保护教养方式能正向预测消极适应;
 

③
 

父母情感温暖、
 

拒绝、
 

过度保护3种教养方式均通过心理素质的中介作用

对中职生的积极适应和消极适应产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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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aims
 

to
 

evaluate
 

the
 

status
 

of
 

secondary
 

vocational
 

school
 

students
 

social
 

adju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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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nt,
 

and
 

to
 

explored
 

the
 

influence
 

of
 

parenting
 

style
 

on
 

social
 

adjustment,
 

and
 

the
 

mediating
 

effects
 

of
 

psychological
 

suzhi.
 

Parenting
 

style
 

questionnaires,
 

the
 

middle
 

school
 

students
 

psychological
 

suzhi
 

ques-
tionnaires

 

(simplify
 

version)
 

and
 

adolescents
 

social
 

adjustment
 

assessment
 

questionnaires
 

wereare
 

admin-
istered

 

to
 

the
 

sample
 

consisting
 

of
 

1
 

211
 

secondary
 

vocational
 

school
 

students.
 

Findings
 

are
 

as
 

follows.
 

Firstly,
 

the
 

social
 

adjustment
 

of
 

secondary
 

vocational
 

school
 

students
 

is
 

at
 

the
 

general
 

level,
 

presenting
 

an
 

the
 

overall
 

trend
 

of
 

“U”
 

type
 

development.
 

Significantly
 

gender
 

and
 

grade
 

differences
 

are
 

found
 

in
 

all
 

do-
mains

 

of
 

social
 

adjustment:
 

self
 

adjustment,
 

behavioral
 

adjustment,
 

interpersonal
 

adjustment,
 

and
 

envi-
ronmental

 

adjustment.
 

Secondly,
 

parents
 

emotional
 

warmth
 

can
 

significantly
 

positively
 

predict
 

positive
 

adjustment,
 

negatively
 

predict
 

negative
 

adjustment.
 

Parents
 

rejection
 

can
 

significantly
 

positively
 

predict
 

positive
 

and
 

negative
 

adjustment.
 

Parents
 

over
 

protection
 

can
 

significantly
 

positively
 

predict
 

negative
 

ad-

justment.
 

Thirdly,
 

parental
 

rearing
 

style
 

can
 

influence
 

the
 

positive
 

and
 

negative
 

adjustment
 

through
 

medi-
ation

 

of
 

Psychological
 

suzh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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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中学生(简称中职生)是我国高中教育中一个比较特殊的群体,
 

他们大多数是初中毕业因学业成绩

较差而没有考上普通高中,
 

直接进入中等职业技术学校,
 

经过3年普通文化知识、
 

专业知识和职业技能的

学习后,
 

走向社会生产和生活服务第一线的技能型人才与基础性劳动者.
 

中职生作为社会发展的基础力

量,
 

其良好的社会适应不仅影响着他们自身的心理健康和未来的职业发展,
 

而且对社会安定和国家发展具

有重要影响.
社会适应是指个体在与社会环境交互作用的过程中,

 

通过顺应环境、
 

调控自我或改变环境,
 

最终达到

与社会环境保持和谐、
 

平衡的动态关系,
 

是个体在社会生活中的心理、
 

社会协调状态的综合反映[1].
 

社会

适应是个体人生历程的基本任务,
 

是个体生存与发展的核心问题,
 

是衡量个体发展和心理健康的重要指

标[2],
 

对青少年的未来发展至关重要.
 

因此,
 

考察中职生这一特殊群体的社会适应状况,
 

揭示其影响机制,
 

对促进中等职业技术教育的发展,
 

培养具有良好社会适应的中职生具有重要意义.
父母教养方式是指父母在养育子女的过程中体现出来的观念、

 

态度、
 

情感及其他一切言行举止的集合

体[3].
 

生态系统理论认为个体发展来自于个体与环境之间的互动,
 

家庭作为青少年最重要的微观系统之

一,
 

对个体有着最直接的影响[4].
 

父母教养方式作为家庭系统中亲子互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影响青少年

社会适应的重要因素.
 

研究发现父母理解、
 

情感温暖等积极教养方式能正向预测学校适应[5]、
 

学业成就[6]、
 

学习投入[7]等积极社会适应,
 

而父母拒绝否认、
 

过度保护等消极教养方式能正向预测学校回避[8]、
 

攻击行

为[9]、
 

学业倦怠[10]等消极社会适应.
 

侵犯行为的威压理论认为儿童的适应不良与父母无效的教养方式有

关[11].
 

元分析发现积极教养方式(温暖、
 

权威)与外化行为问题负相关,
 

消极教养方式(专制、
 

忽视)与高水

平的外化问题相关[12].
心理素质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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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从心理素质的内容要

素—功能价值的统一性意义上看,
 

社会适应是心理素质的一个功能层面[14],
 

心理素质可以显著预测个体的

社会适应[15].
 

此外,
 

生态系统理论认为,
 

随着时间的变化,
 

儿童的特征将与近端过程及环境交互作用,
 

共

同影响儿童的社会适应能力[16].
 

心理素质作为个体内在的基本特质和品质[17]会持续影响个体的社会适应.
 

研究发现,
 

心理素质对青少年的社交焦虑[18]、
 

问题行为[19]、
 

同伴关系[20]等适应问题都有显著影响.
 

从心理

素质形成的机制来看,
 

张大均等认为社会生活中的人际互动和共同体的实践活动是个体心理素质形成的源

泉[21].
 

父母教养方式作为亲子间互动的重要形式,
 

也会对心理素质产生影响.
 

研究发现父母亲情感温暖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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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正向预测中学生心理素质,
 

母亲拒绝、
 

父亲过度保护显著负向预测中学生心理素质[22-23].
 

此外,
 

实证研

究表明心理素质作为个体积极的心理品质,
 

在家庭微系统与个体社会适应的关系中起中介作用.
 

心理素质

是父母教养方式与同伴接纳[24]、
 

父母依恋与抑郁[25]等关系的中介变量.
 

因此,
 

本研究假设心理素质在父母

教养方式对社会适应的影响中起中介作用.
父母教养方式对子女社会适应的预测作用已得到大量研究的支持,

 

但已有研究存在两方面的局限:
 

首

先,
 

多数研究将父亲与母亲教养方式作为一个整体来考察不同教养行为或教养类型对社会适应的影响,
 

但

有研究发现父亲教养方式和母亲教养方式对子女心理和行为有不同的影响作用[26].
 

其次,
 

较多研究关注教

养方式对社会适应某一个或几个具体指标的影响,
 

且多集中在消极适应方面.
 

格式塔心理学认为整体不等

于且大于部分之和,
 

应以整体动力结构观来研究心理现象.
 

另外,
 

积极心理学认为积极功能并不只是消极

功能的反面[27],
 

良好适应行为和不良适应行为同时存在于个体身上[2],
 

良好的社会适应状况是高水平的积

极适应和低水平的消极适应[1].
 

因此,
 

现有研究还不能全面客观地反映父母教养方式对子女社会适应的作

用机制.
 

邹泓等提出的社会适应状况评估的“领域-功能”模型,
 

能从积极和消极两种功能状态整体评估个

体在自我、
 

人际、
 

行为、
 

环境4个领域的适应状况[1].
 

鉴于此,
 

本研究采用社会适应的“领域-功能”模型,
 

拟从整合的角度来评估中职生的社会适应状况,
 

以全面考察父亲/母亲教养方式对其积极适应和消极适应

的影响机制,
 

以期为有效干预和促进中职生的社会适应提供实证参考.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采用整群取样法抽取重庆市三所职业中学高一到高三1249名在校学生作为研究对象,
 

剔除38名未完

成问卷的被试,
 

有效被试1
 

211人,
 

其中男生469人,
 

女生742人;
 

高一582人,
 

高二217人,
 

高三412人;
 

担任过学生干部的650人,
 

未担任过学生干部的561人.

1.2 工具

1.2.1 社会适应状况

采用邹泓等[1]编制、
 

修订的
 

“青少年社会适应评估问卷”,
 

共50题,
 

分为自我适应
 

(自我肯定、
 

自我烦

扰)、
 

人际适应
 

(亲社会性、
 

人际疏离)、
 

行为适应(行事效率、
 

违规行为)、
 

环境适应
 

(积极应对、
 

消极退缩)

4个领域8个维度.
 

每个领域中的2个维度分别测量个体的积极适应和消极适应状况,
 

可以提取出二阶因

子积极适应和消极适应.
 

5点计分,
 

从“完全不符合”到“完全符合”计为
 

1~5分.
 

本研究中各维度的

Cronbachs
 

α系数在0.83~0.91之间.

1.2.2 父母教养方式

采用蒋奖等[28]翻译并修订的简式中文版“父母教养方式问卷”(S-EMBU-C),
 

共42题,
 

分为父亲版和

母亲版两部分,
 

每部分21题,
 

题目一致且有3个维度:
 

拒绝、
 

情感温暖和过度保护.
 

采用4点计分,
 

从“从

不”到“总是”计为
 

1~4分.
 

本研究中各维度的Cronbachs
 

α系数在0.80~0.91之间.

1.2.3 中学生心理素质

采用胡天强等[29]修订的“中学生心理素质量表”(简化版),
 

该量表包含认知特性、
 

个性品质和适应能力

3个维度,
 

每个维度各8道题,
 

共24题.
 

采用5点计分,
 

从“非常不符合”到“非常符合”计为
 

1~5分,
 

所得

分数越高,
 

则个体心理素质水平越高.
 

本研究中各维度的Cronbachs
 

α系数在0.80~0.85之间.

1.3 步骤

以班级为单位采用集体施测,
 

剔除数据缺失为10%以上的被试,
 

采用SPSS
 

25.0和 Mplus
 

8.0进行

统计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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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采用Harman单因素检验法对共同方法偏差进行检验,
 

结果显示特征值大于1的因子共27个,
 

解释了

69.70%的变异,
 

且第一个因子解释的变异量为15.76%,
 

远低于40%的临界值,
 

说明本研究不存在严重的

共同方法偏差.

2 结果分析

2.1 中职生社会适应的现状分析

描述统计表明,
 

中职生的积极适应维度和4个分维度得分范围为3.13~3.61,
 

均显著高于中值3分,
 

消极适应维度和4个分维度得分范围为1.50~2.69,
 

均显著低于中值3分,
 

表明中职生社会适应总体处于

一般水平(表1).
 

采用重复测量方差分析对8个分维度进行差异显著性检验,
 

发现各维度得分差异极显著

(F(7,8
 

470)=1
 

008.09,
 

p<0.001).
 

进一步成对比较发现,
 

除行事效率与积极应对两维度得分差异不显著

外,
 

其余维度得分两两间差异显著,
 

具体顺序为亲社会性>自我肯定>行事效率、
 

积极应对>人际疏离>
消极退缩>自我烦扰>违规行为.

以社会适应2种功能状态和8个维度为因变量,
 

以性别、
 

年级、
 

是否学生干部为自变量进行多元方差

分析,
 

结果发现交互作用均不显著,
 

性别、
 

年级、
 

是否学生干部在部分维度主效应显著.
 

为进一步了解中职

生社会适应的个体差异,
 

以性别、
 

是否学生干部为自变量,
 

进行独立样本t检验;
 

以年级为自变量进行

One-Way
 

ANOVA检验,
 

结果见表1.
表1 不同性别、

 

任班干部情况、
 

年级中职生社会适应各维度均分差异比较(n=1
 

211)

积极适应 自我肯定 亲社会性 行事效率 积极应对 消极适应 自我烦扰 人际疏离 违规行为 消极退缩

总体 3.34±0.63 3.40±0.80 3.61±0.77 3.13±0.77 3.14±0.75 2.31±0.59 2.40±0.93 2.69±0.52 1.50±0.75 2.57±0.85

男生(469) 3.30±0.61 3.48±0.77 3.47±0.76 3.06±0.77 3.11±0.70 2.30±0.62 2.34±0.93 2.72±0.52 1.66±0.78 2.48±0.89

女生(742) 3.36±0.65 3.34±0.81 3.70±0.75 3.17±0.78 3.16±0.79 2.31±0.57 2.44±0.94 2.67±0.52 1.41±0.70 2.63±0.82

t -1.48 3.00** -5.28*** -2.36* -1.15 -0.1 -1.85 1.48 5.71*** -3.07**

班干部(650) 3.45±0.64 3.51±0.80 3.76±0.73 3.21±0.77 3.24±0.78 2.24±0.57 2.36±0.93 2.59±0.53 1.42±0.65 2.53±0.84

非干部(561) 3.21±0.60 3.26±0.78 3.44±0.77 3.04±0.78 3.02±0.70 2.38±0.60 2.45±0.94 2.81±0.49 1.61±0.83 2.62±0.86

t 6.85*** 5.50*** 7.36*** 3.77*** 5.34*** -4.01*** -1.54 -7.53*** -4.18*** -1.81

高一(582) 3.32±0.62 3.42±0.79 3.53±0.78 3.15±0.77 3.12±0.76 2.34±0.60 2.39±0.92 2.67±0.51 1.64±0.83 2.63±0.85

高二(217) 3.09±0.55 3.10±0.74 3.47±0.69 2.86±0.74 2.89±0.64 2.41±0.57 2.56±0.98 2.80±0.56 1.49±0.75 2.68±0.75

高三(412) 3.48±0.65 3.53±0.81 3.79±0.75 3.25±0.77 3.30±0.76 2.21±0.58 2.33±0.93 2.66±0.52 1.33±0.56 2.45±0.89

F 28.41*** 21.46*** 19.09*** 19.13*** 21.85*** 9.91*** 4.62* 6.31** 20.40*** 7.29**

  注:
 

*表示p<0.05,
 

**表示p<0.01,
 

***表示p<0.001,
 

下同.

从表1可以看出,
 

中职生在积极适应和消极适应两方面的性别差异不显著,
 

但在自我肯定、
 

亲社会性、
 

行事效率、
 

违规行为、
 

消极退缩5个维度上存在显著性别差异,
 

具体表现为:
 

在自我和环境适应领域男生

优于女生,
 

而在人际和行为适应领域女生优于男生.
 

担任过干部的学生在积极适应总分及4个维度上得分

均显著高于未担任过干部的学生,
 

在消极适应总分及人际疏离、
 

违规行为维度上得分均显著低于未担任过

干部的学生.
 

中职生的社会适应在2个功能层面和8个内容维度上均存在显著的年级差异.
 

事后多重比较

表明,
 

在积极适应及自我肯定、
 

行事效率、
 

积极应对3个维度得分上由高到低依次为高三、
 

高一、
 

高二,
 

在

亲社会性维度得分上高三高于高一、
 

高二;
 

在消极适应及消极退缩维度得分上高三低于高一、
 

高二,
 

在自

我烦扰、
 

人际疏离维度得分上高三、
 

高一低于高二,
 

在违规行为维度得分上由高到低依次为高一、
 

高二、
 

高

三.
 

根据良好的适应是高的积极适应和低的消极适应,
 

可以看出中职生社会适应的整体发展状况为高三最

好,
 

其次是高一,
 

高二最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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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心理素质在父母教养方式与社会适应间的中介效应检验

表2给出了父母教养方式3个维度、
 

心理素质、
 

积极适应、
 

消极适应的平均值、
 

标准差以及各变量间的

皮尔逊相关系数.
 

结果表明,
 

父母情感温暖、
 

心理素质和积极适应两两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
 

父母情感温

暖、
 

心理素质与消极适应呈显著负相关;
 

母亲拒绝、
 

母亲过度保护与心理素质、
 

积极适应呈显著负相关,
 

与

消极适应呈显著正相关;
 

父亲拒绝、
 

父亲过度保护与心理素质呈显著负相关,
 

与消极适应呈显著正相关,
 

与积极适应相关不显著.
表2 父母教养方式、

 

心理素质与社会适应各维度的相关(n=1
 

211)

1 2 3 4 5 6 7 8 9

1.父亲拒绝 1

2.父亲情感温暖 -0.16*** 1

3.父亲过度保护 0.51*** 0.13*** 1

4.母亲拒绝 0.73*** -0.21*** 0.37*** 1

5.母亲情感温暖 -0.13*** 0.83*** 0.08** -0.22*** 1

6.母亲过度保护 0.40*** 0.08** 0.73*** 0.47*** 0.11*** 1

7.心理素质 -0.08** 0.40*** -0.08** -0.11*** 0.44*** -0.15*** 1

8.积极适应 -0.03 0.47*** -0.00 -0.08** 0.47*** -0.07** 0.56*** 1

9.消极适应 0.24*** -0.27*** 0.20*** 0.25*** -0.27*** 0.19*** -0.38*** -0.26*** 1

M 1.57 2.45 2.06 1.67 2.50 2.16 3.56 3.33 2.31

SD 0.52 0.63 0.44 0.53 0.64 0.48 0.50 0.63 0.59

  为了考察心理素质在父母教养方式与中职生社会适应之间的中介作用,
 

本研究进一步采用 Mplus构建

结构方程模型分别对比分析了心理素质在父母教养方式与社会适应之间的中介效应.
 

由表3可知,
 

各模型

拟合指数良好.
 

模型估计的路径系数见图1-图4,
 

为简化模型,
 

各图均省略了潜变量心理素质与其3个维

度指标间的载荷系数和所有变量的残差和误差.
表3 父母教养方式、

 

心理素质与中职生社会适应的模型拟合指数

MODEL χ2 df CFI TLI RMSEA SRMR

模型1 50.341 10 0.985 0.962 0.058 0.018

模型2 60.861 10 0.981 0.954 0.065 0.019

  注:
 

模型1:
 

心理素质在中职生父亲教养方式与社会适应之间的中介模型;
 

模型2:
 

心理素质在中职生母亲教养方式与

社会适应之间的中介模型.

图1 父亲教养方式、
 

心理素质

与积极适应的模型

图2 父亲教养方式、
 

心理素质

与消极适应的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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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母亲教养方式、
 

心理素质

与积极适应的模型

图4 母亲教养方式、
 

心理素质

与消极适应的模型

  图1、
 

图2为模型1的拆分图,
 

图3、
 

图4为模型2拆分图.
两个模型均表明,

 

父母教养方式对中职生社会适应的影响模式相同,
 

3种父母教养方式对中职生的心

理素质均具有显著预测作用,
 

心理素质分别正向和负向预测中职生的积极适应和消极适应.
 

心理素质中介

效应检验如表4所示.
 

心理素质在3种父母教养方式与积极适应、
 

消极适应间均存在显著中介效应,
 

但不

同教养方式对积极适应和消极适应的预测作用有所差异,
 

具体表现为:
 

父母情感温暖教养方式通过心理素

质的部分中介作用分别间接正向和负向预测积极适应和消极适应;
 

父母过度保护教养方式通过心理素质的

完全中介作用负向预测积极适应,
 

部分中介作用间接正向预测消极适应.
 

父母拒绝教养方式通过心理素质

的部分中介作用间接正向预测积极适应,
 

心理素质在拒绝教养方式与消极适应之间具有“遮掩效应”,
 

其大

小为-0.029,-0.043,
 

占直接效应的百分比分别为20.30%,25.80%.
表4 心理素质在父母教养方式与社会适应之间的中介效应分析(n=1

 

211)

间接效应值 间接效应值 Bootstrap
 

SE Bootstrap
 

95%CI 相对中介效应

父亲温暖→心理素质→积极适应 0.238 0.025 [0.191,
 

0.285] 47.70

父亲拒绝→心理素质→积极适应 0.041 0.020 [0.004,
 

0.081] 37.27

父亲过度保护→心理素质→积极适应 -0.093 0.019 [-0.131,
 

-0.057] 78.81

父亲温暖→心理素质→消极适应 -0.165 0.020 [-0.204,
 

-0.129] 60.00

父亲拒绝→心理素质→消极适应 -0.029 0.015 [-0.060,
 

-0.003] 25.89

父亲过度保护→心理素质→消极适应 0.065 0.014 [0.040,
 

0.096] 37.14

母亲温暖→心理素质→积极适应 0.260 0.028 [0.208,
 

0.313] 50.19

母亲拒绝→心理素质→积极适应 0.060 0.018 [0.027,
 

0.095] 48.39

母亲过度保护→心理素质→积极适应 -0.134 0.018 [-0.173,
 

-0.102] 72.43

母亲温暖→心理素质→消极适应 -0.187 0.023 [-0.236,
 

-0.143] 71.10

母亲拒绝→心理素质→消极适应 -0.043 0.014 [-0.076,
 

-0.019] 34.96

母亲过度保护→心理素质→消极适应 0.096 0.014 [0.071,
 

0.127] 61.54

3 讨论

3.1 中职生社会适应的发展现状

本研究采用社会适应“领域—功能”模型,
 

从积极适应和消极适应两个功能层面全面考察了中职生在自

我、
 

人际、
 

行为、
 

环境4个领域的适应状况.
 

结果显示,
 

中职生社会适应总体处于一般水平,
 

与已有研究一

致[30-31],
 

但与已有普通中学生研究结果相比[32],
 

中职生社会适应水平低于普通中学生.
 

职业教育以培养实

践技能和实际工作能力为主,
 

辅以文化课的学习,
 

学生学习方式、
 

学校班级管理与基础教育差异较大;
 

同

时,
 

与升入普通中学的学生相比,
 

中职生在基础教育阶段一般都存在学习目标不明确、
 

主动性差、
 

基础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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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
 

行为习惯较差等问题,
 

导致其在新环境中出现一定的适应困难.
 

另外,
 

社会包括父母对中职教育和中

职生的负面评价也可能导致中职生的自我否定,
 

出现消极适应.
中职生在积极适应和消极适应两个功能层面上性别差异不显著,

 

但在适应领域方面存在显著的性别差

异,
 

男生在自我和环境适应领域显著优于女生,
 

而女生在人际和行为适应领域优于男生,
 

这与已有研究一

致[32].
 

中国文化背景下,
 

社会期望男性具有自信、
 

自主、
 

进取、
 

有责任心等侧重成功和成就取向的特质,
 

女

性具有顺从、
 

感性、
 

语言沟通、
 

人际敏感等侧重情感和人际关系取向的特质.
 

根据社会角色理论,
 

性别可以

通过影响社会对个体的角色期望和个体自身的信念或技能,
 

从而导致社会行为的差异[33].
 

担任过学生干部

的中职生社会适应显著优于未担任过学生干部的学生,
 

这与普通中学生情况一致[34].
 

班干部在协助班主任

管理班级事务和为同学服务的过程中习得和锻炼了人际交往、
 

问题解决、
 

自我管理等知识与能力,
 

获得了

成就感和积极的自我概念,
 

培养了责任感、
 

团队意识和服务意识等精神品质,
 

为其社会适应奠定了良好的

心理和行为基础.
中职生的社会适应在2个功能层面和8个内容维度上均存在显著的年级差异,

 

整体呈“U”形发展,
 

高

三适应最好,
 

其次是高一,
 

高二最差,
 

这与已有研究不一致[30-31].
 

这可能跟本研究被试多来自边远农村有

关.
 

对高一学生来说,
 

比起毕业就外出打工或在家务农的同学,
 

能进入县城职校学习“本事”是很幸运的事,
 

他们对未来充满期待,
 

对自己充满信心,
 

积极参与学校各项活动以确定自己在新学校的地位和学习“本
领”,

 

但由于自身知识与经历有限,
 

在遇到某些诱惑或问题时还是会表现出一定的违规、
 

退缩行为;
 

进入高

二,
 

发现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差距,
 

心理落差增大,
 

内心迷茫,
 

进而产生自我怀疑、
 

自我放弃等不良适应;
 

到

了高三,
 

随着心理的成熟、
 

社会阅历的增加以及专业知识和职业技能的掌握,
 

对自己能力和未来有了更客观清

晰的认识,
 

对即将步入工作岗位,
 

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充满期待和渴望,
 

从而变得更积极主动与自信.

3.2 父母教养方式对中职生社会适应的预测作用

本研究发现:
 

父母情感温暖教养方式直接正向预测中职生的积极适应,
 

负向预测消极适应,
 

父母过度

保护正向预测消极适应,
 

这与已有研究一致[22-24].
 

自我决定理论认为,
 

个体具有自主需要、
 

关系需要、
 

胜任

需要3种基本心理需要,
 

当个体基本心理需要得到满足后,
 

将表现出更好的社会适应[35].
 

采用情感温暖教

养方式的父母会充分给予子女自主权,
 

鼓励其广泛参与各种活动,
 

并提供适当的帮助和情感支持,
 

对正确

行为给予肯定和表扬,
 

对不当行为进行监督和积极引导,
 

努力与子女建立一种积极的情感联系,
 

使其基本

心理需要得到满足,
 

变得独立自信、
 

乐观开朗、
 

富有挑战性,
 

从而促进其社会适应;
 

而采用过度保护教养方

式的父母会出于担心而过度干涉和限制子女的活动,
 

严重干预其自由发展,
 

使其基本心理需要难以得到有

效满足,
 

产生对父母高度的依赖感、
 

自我无能感以及对陌生环境的恐惧感,
 

从而导致其消极的社会适应.
 

另外,
 

根据家庭社会化理论,
 

子女会将家庭中与父母的积极情感联结迁移到与周围环境的互动模式中,
 

促

进其社会化能力发展,
 

增强社会适应性;
 

将消极的情感联结迁移到社会中,
 

表现出糟糕的人际关系和问题

行为,
 

出现消极的社会适应[36].

3.3 心理素质在父母教养方式和社会适应间的中介作用

本研究发现,
 

心理素质在不同教养方式预测中职生社会适应中发挥作用不同,
 

具体为:
 

情感温暖教养

方式通过心理素质的部分中介作用分别间接正向和负向预测中职生积极和消极适应;
 

拒绝教养方式通过心

理素质的部分中介作用间接正向预测中职生积极适应;
 

过度保护教养方式通过心理素质的完全中介作用间

接负向预测积极适应,
 

部分中介作用间接正向预测消极适应.
 

这表明情感温暖和拒绝的教养方式更有利于

促进中职生心理素质的发展,
 

使之具有较高的认知能力和独立自信的个性品质,
 

从而更好地适应环境;
 

而

过度保护的教养方式在将子女隔离于外界风险的同时,
 

也限制了其通过活动尤其是社会交往活动获得行为

经验、
 

提升社会能力的机会,
 

阻碍了中职生心理素质的发展,
 

从而导致消极适应.
 

从本质上看,
 

心理素质是

个体心理内容的一种基本特质,
 

参与心理活动的各个方面,
 

对个体的行为习惯和社会适应均有重要影

响[17].
 

如前所述,
 

心理素质的形成源于亲子互动和共同体的实践活动[21].
 

研究表明,
 

父母教养方式作为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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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互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对个体的人格、
 

认知方式、
 

行为结果等均有重要影响[37-38].
 

父母教养方式不仅影

响子女的社会适应状况[39-40],
 

还影响其心理素质这一包含认知、
 

个性和适应性三成分的自组织系统,
 

即情

感温暖教养方式正向预测心理素质,
 

过度保护教养方式负向预测心理素质[22-24].
 

已有研究显示个体心理素

质在家庭微系统与个体社会适应间发挥中介作用[24-25].
 

因此,
 

心理素质在父母教养方式与中职生社会适应

间发挥中介作用.
中介效应检验结果显示,

 

心理素质在父亲、
 

母亲教养方式与中职生社会适应间中介作用模式相同,
 

这

与研究假设不一致.
 

社会角色理论认为,
 

父亲和母亲在家庭中扮演不同的角色,
 

对子女心理发展发挥着不

同作用.
 

我国传统文化中“男主外,
 

女主内”的思想也对父母在家庭中的角色进行了明确的分工.
 

但是,
 

随

着我国女性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和对社会事务参与度的扩大,
 

以及“男女平等”观念的深入人心,
 

这种家庭角

色分工变得日益模糊,
 

父亲和母亲平等地参与子女的教养,
 

为子女提供相似的东西(爱、
 

注意、
 

指导),
 

双方

抚养教育也日趋一致,
 

从而导致双方教养方式对子女心理与行为的影响比较相似.
值得一提的是,

 

本研究发现拒绝教养方式既正向预测消极适应,
 

也正向预测积极适应和心理素质,
 

但

对消极适应的预测力更高,
 

这与已有研究不完全一致,
 

已有研究多发现拒绝教养方式正向预测消极适应,
 

负向预测心理素质和积极适应[22-23,
 

39].
 

可能是因为适度的否定、
 

拒绝和惩罚是健康心理品格和良好行为习

惯形成的必要条件[41].
 

拒绝教养方式虽然父母情感投入和提供支持较少,
 

但强加干涉和消极控制也较少,
 

在某种程度上给予子女一定自主发展的空间,
 

迫使他们必须靠主动提升自己能力或寻求他人帮助来应对问

题,
 

表现出积极适应;
 

另一方面也可能会让处于青春敏感期的中职生感受到更多的父母忽视而产生自我否

定,
 

感受到较少的社会支持而畏惧退缩,
 

表现出消极适应.

3.4 研究意义与不足

随着我国教育结构的优化,
 

职业教育在高中阶段教育中比重的增加,
 

中职生的社会适应问题受到越来

越多的关注.
 

本研究从实证角度,
 

证实了父母教养方式与中职生心理素质对其社会适应的影响,
 

对提高中

职生社会适应具有一定的教育指导意义.
 

一方面,
 

在家庭教育中父母应多采用情感温暖的教养方式,
 

适度

使用拒绝,
 

尽量避免使用过度保护的教养方式,
 

以促进子女的社会适应;
 

另一方面,
 

学校可以通过加强心

理健康教育,
 

提升中职生心理素质,
 

以弥补家庭教育的不足,
 

从而提高其社会适应;
 

同时,
 

改革班级管理中

“精英化”干部制度,
 

实施“班干部轮岗制”,
 

为每个学生创造体验当班干部的机会,
 

使其通过班干部工作获

得社交知识和技能,
 

形成积极的自我概念和正确面对问题的态度,
 

从而提高其社会适应.
本研究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

 

首先,
 

本研究属于横断研究,
 

无法根据研究结果得出因果结论,
 

还需结

合实验和纵向研究进一步验证变量间的因果关系,
 

以深入揭示变量间的作用机制.
 

其次,
 

有研究指出心理

素质不同维度对个体心理和行为有不同的影响作用[42],
 

本研究仅从整体角度考察了心理素质在父母教养

方式与社会适应间的作用机制,
 

后续研究可对认知、
 

个性、
 

适应性三维度进行比较研究,
 

分别考察其对中

职生社会适应的影响机制,
 

从而为采取有针对性的干预提供更全面具体的实证参考.

4 结论

综上所述,
 

研究发现:

1)
 

中职生社会适应处于一般水平,
 

整体呈“U”形发展趋势,
 

自我、
 

人际、
 

行为和环境4个适应领域的

性别和年级差异显著,
 

有班干部任职经历的学生社会适应优于没有班干部任职经历的学生;

2)
 

父母情感温暖教养方式正向预测中职生的积极适应,
 

负向预测消极适应,
 

父母拒绝教养方式正向预

测积极适应和消极适应,
 

父母过度保护教养方式能正向预测消极适应;

3)
 

父母情感温暖、
 

拒绝、
 

过度保护3种教养方式均通过心理素质的中介作用对中职生的积极适应和消

极适应产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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