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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研究探究家庭人际关系(父子关系与母子关系)与学校人际关系(师生关系和同学关系)对留守儿童社会适

应能力影响的相对贡献及心理机制.
 

来自中国西南地区的37
 

651名中小学生(其中留守儿童6
 

930名)自愿完成了

亲子关系、
 

师生关系、
 

同伴关系、
 

社会适应能力、
 

生活满意度和自尊的问卷调查.
 

结果发现:
 

①
 

非留守儿童社会适

应能力显著高于留守儿童.
 

②
 

家庭和学校人际关系对留守儿童社会适应能力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总体上看,
 

家庭

人际关系对留守儿童的影响高于学校人际关系的影响,
 

但随年级的增长,
 

到中学阶段,
 

学校人际关系的作用逐渐增

强.
 

③
 

生活满意度和自尊在留守儿童的人际关系与社会适应能力之间起链式中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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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investigates
 

the
 

relative
 

contributions
 

and
 

psychological
 

mechanisms
 

of
 

family
 

interper-

sonal
 

relationships
 

(father-child
 

and
 

mother-child
 

relationships)
 

and
 

school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s
 

(teach-

er-student
 

and
 

peer
 

relationships)
 

to
 

the
 

impact
 

of
 

left-behind
 

childrens
 

social
 

adjustment.
 

A
 

total
 

of
 

37
 

651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
 

students
 

(including
 

6
 

930
 

left-behind
 

children)
 

from
 

Southwest
 

China
 

voluntari-

ly
 

completed
 

questionnaires
 

on
 

parent-child
 

relationships,
 

teacher-student
 

relationships,
 

peer
 

relationships,
 

so-

cial
 

adaptability,
 

life
 

satisfaction,
 

and
 

self-esteem.
 

The
 

results
 

found
 

that:
 

①
 

The
 

social
 

adaptability
 

of
 

non-

left-behind
 

children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left-behind
 

children.
 

②
 

Family
 

and
 

school
 

interper-

sonal
 

relationships
 

have
 

a
 

significant
 

positive
 

effect
 

on
 

left-behind
 

childrens
 

social
 

adaptive
 

ability.
 

On
 

the
 

whole,
 

the
 

effect
 

of
 

family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s
 

on
 

left-behind
 

children
 

is
 

higher
 

than
 

that
 

of
 

school
 

inter-

personal
 

relationships,
 

but
 

the
 

role
 

of
 

school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s
 

gradually
 

increases
 

with
 

the
 

growth
 

of
 

grades
 

to
 

the
 

middle
 

school
 

stage.
 

③
 

Life
 

satisfaction
 

and
 

self-esteem
 

act
 

as
 

chain
 

mediators
 

between
 

left-be-

hind
 

childrens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s
 

and
 

social
 

adapt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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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留守儿童数量庞大,
 

尽管近年来国家和各级政府高度关注,
 

但其心理健康及行为问题仍没有得到

显著改善[1-2].
 

研究显示,
 

相较于非留守儿童,
 

留守儿童面临亲情缺失,
 

更容易出现敏感、
 

偏执和抑郁等不

良情绪以及打架等行为问题[2],
 

且易引发生活满意度、
 

心理安全和自我效能感较低等心理问题[3].
 

也就是

说,
 

留守情境对儿童情感和人格的发展均造成了明显的负面影响,
 

带来了明显的社会适应不良[4],
 

学界和

社会需要对其身心发展过程给予更多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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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
 

是个体在社会生活中的心理、
 

社会协调状态的综合反映[6].
 

而

个体是否具有良好的社会适应状态,
 

是由其社会适应能力决定的,
 

评估个体社会适应的发展状况和水平,
 

就应当评估个体的社会适应能力.
 

所谓社会适应能力是指个体与社会环境中的人、
 

事、
 

物相互作用的过程

中,
 

通过顺应或改变环境、
 

调控自我,
 

达到平衡和谐状态的过程中所需要的不同能力,
 

具体包括觉察力、
 

承

受力、
 

应对力、
 

复原力和反思力[5],
 

是反映个体心理健康水平的重要指标.
 

儿童时期的社会适应可促进身

心的健康发展,
 

能够在很大程度上提升随后的积极行为表现[4],
 

减少学业压力,
 

促进亲子关系等[7].
 

而较

弱的社会适应能力容易引发较低的人际交往能力、
 

较多的负性生活事件等[6].
 

换句话说,
 

个体一生的成长

与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社会适应能力发展的深远影响.
 

同样,
 

留守情境对其社会适应能力以及未来发展

均会产生显著影响[3].
 

因此,
 

准确把握留守儿童社会适应能力的基本状况对于促进其健康成长具有重要意

义[1],
 

这也是本研究的第一个目标.
 

以往研究表明,
 

留守儿童通常伴随了较低的家庭亲密度和消极家庭氛

围[7-9],
 

其在人际交往、
 

自尊水平、
 

适应能力和心理安全感等方面均落后于非留守儿童[2-3,
 

9].
 

因此,
 

我们提

出假设1:
 

留守儿童社会适应能力低于非留守儿童.
探究留守儿童社会适应能力的影响因素对于指导预防和制定干预措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因此,
 

本

研究的第二个目标是探究留守儿童社会适应能力的关键影响因素和核心机制.
 

生态系统理论强调,
 

环境因

素是影响个体发展的关键因素,
 

其中家庭环境和学校环境是最重要的两个微观系统.
 

作为两个微观系统的

核心,
 

良好的家庭人际关系和学校人际关系被广泛证实在促进儿童青少年的身心健康发展和社会适应等方

面发挥着积极作用[10-11].
 

同时,
 

良好的人际关系是青少年获得社会支持的直接来源,
 

来自家庭和学校的社

会支持,
 

可以使个体具有更高的应对压力和适应社会的能力[9].
 

实证研究显示,
 

良好的家庭亲密度、
 

紧密

的同伴友谊以及和谐的师生关系能够正向预测儿童的社会适应能力[4-6].
 

然而,
 

现有研究较少将家庭和学

校人际关系与留守儿童社会适应能力的关系同时进行探讨,
 

因此,
 

本研究提出假设2:
 

家庭人际关系和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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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人际关系均能显著正向预测留守儿童的社会适应能力.
然而,

 

不同环境及不同发展阶段下的人际关系对留守儿童社会适应能力的影响可能存在差异,
 

区分不

同人际关系的作用差异有助于准确把握不同情境的共同作用机制.
 

以往研究探讨了不同人际关系对儿童青

少年抑郁情绪的相对作用差异[10,
 

12],
 

本研究则关注家庭和学校人际关系对留守儿童社会适应能力的影响

以及儿童发展过程中不同人际关系影响作用的变化.
 

有研究发现,
 

家庭关系相较于师生关系和同伴关系更

能够影响儿童青少年的自我概念和生活满意度[13].
 

留守儿童与父母的联系频率能正向预测其社会适应水

平[14],
 

在儿童青少年不断发展的社会网络中,
 

家庭环境对其身心发展的作用十分突出.
 

但发展情境理论[15]

强调,
 

随着儿童发展,
 

学校环境逐渐代替家庭环境成为儿童发展的主要生活环境.
 

有研究发现,
 

师生关系

对初中阶段学生学校适应的影响大于亲子关系,
 

而亲子关系的影响又高于同伴关系[16],
 

一项国外的追踪研

究显示,
 

同伴关系比家庭关系更能够预测儿童中期的社会适应[11];
 

对高中阶段的学生,
 

师生关系对其内外

化问题的影响远高于亲子关系[12].
 

这些存在争议的实证研究结果提示我们,
 

随着儿童年龄的发展,
 

人际关

系对其社会适应能力的影响也是发展变化的,
 

需要更多研究加以明确.
 

综合上述研究结果,
 

本研究提出假

设3:
 

家庭人际关系对留守儿童社会适应能力的影响显著高于学校人际关系,
 

在儿童发展的不同年龄阶段,
 

二者具有不同的差异程度,
 

学校人际关系的作用会随着儿童年龄增长不断增大.
除明确不同人际关系对社会适应能力的直接作用的影响大小外,

 

揭示人际关系影响社会适应能力的心

理机制也有助于深刻理解两者的关系.
 

个体 情境交互理论[17]指出,
 

个体因素会与环境因素共同作用,
 

从

而影响个体发展.
 

自尊和生活满意度是两个非常重要的个体因素,
 

个体的自尊和生活满意度水平在很大程

度上受家庭和学校人际关系的共同塑造,
 

进而作为近端因素影响个体社会适应、
 

心理健康等结果变量.
 

因

此,
 

基于个体 情境交互理论,
 

本研究提出自尊和生活满意度是家庭和学校人际关系影响留守儿童社会适

应能力的关键心理机制.
首先,

 

自尊是自我系统的核心成分,
 

是个体对自我和自我价值的整体态度、
 

评价和信念[18].
 

高自尊

对于个体的身心健康、
 

学习工作、
 

人际关系都具有积极意义[10,
 

19-20],
 

而低自尊往往伴随个体的较高攻击

性、
 

较低亲社会行为以及较少的社会联结等[21-22].
 

自尊的社会计量器理论
 

(sociometer
 

theory)[23]则明确

提出自尊是个体的人际关系是否得到满足的内在表现,
 

良好的人际关系通过满足留守儿童积极的社会

认同需求,
 

为其提供情感支持,
 

有助于其高自尊水平的建立[10].
 

来自老师和同伴的积极支持,
 

可以提高

个体自尊水平[12],
 

塑造青少年的自我价值感和自我概念.
 

而缺乏家庭支持可能导致留守儿童产生孤独

和不安全感,
 

从而影响他们建立积极的自我认同和自尊.
 

自尊与社会适应能力也存在密切的相关性,
 

有

研究指出,
 

培养留守儿童的积极心理品质,
 

如高自尊等,
 

能够有效改善留守儿童的社会适应[12,
 

24-25].
 

高

自尊[26]是社会适应的保护因素之一[20],
 

高自尊个体有更多的心理资源,
 

更倾向于积极的情感体验和自

我认知,
 

能够为其建立更强大的社会适应能力提供有利条件.
 

此外,
 

自尊被广泛证明在心理素质和社会

支持[26-27]等因素对学生社会适应能力的影响中起到中介作用.
 

自尊与人际关系也被证实能够交互影响

儿童青少年的心理和行为[10].
 

基于上述理论和实证经验证据,
 

本研究提出假设4:
 

自尊能够中介家庭和

学校人际关系对留守儿童社会适应能力的影响.
其次,

 

生活满意度被定义为个体对其生活质量的整体评价,
 

是儿童主观幸福感的重要组成部

分[19,
 

28],
 

与个体的人际关系、
 

心理健康状况等密切相关[29].
 

支持性的社会网络和积极的家庭环境与

生活满意度呈正相关[13],
 

父母与青少年的积极联结有助于减轻其社会心理压力[4,13,26],
 

并能对其生

活满意度产生积极作用.
 

良好的学校氛围和较高水平的学校联结与青少年主观幸福感之间也存在显

著正向关联[31].
 

同时,
 

张玉青等[28]研究表明,
 

较低应答率的同伴关系和师生关系会导致较差的生活

满意度,
 

从而造成中学生学校适应不良.
 

因此在留守儿童人际关系对其社会适应能力的作用过程中,
 

我们不能忽视生活满意度的中介作用.
 

本文提出假设5:
 

生活满意度能够中介家庭和学校人际关系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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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守儿童社会适应能力的影响.
此外,

 

自尊作为青少年主要的心理资源,
 

是生活满意度最重要的预测指标之一[26,29],
 

高自尊能有效预

测个体主观幸福感,
 

是促进儿童积极情绪发展的保护性因素[24].
 

一方面,
 

横断研究和追踪研究均发现高自

尊能显著正向预测儿童青少年的生活满意度.
 

例如,
 

李白璐等[25]研究发现自尊在初中三年均对青少年生活

满意度的发展起促进作用.
 

另一方面,
 

自尊还能调节抑郁和自我怀疑对生活满意度的影响[19].
 

此外,
 

张林

等[32]发现自尊会中介社会支持对生活满意度的影响.
 

综上所述,
 

家庭和学校人际关系影响留守儿童的生活

满意度,
 

进而影响其社会适应能力,
 

自尊和生活满意度在留守儿童社会适应能力的发展和维持过程中发挥

重要作用.
 

因此,
 

本研究提出假设6:
 

自尊和生活满意度在留守儿童家庭和学校人际关系与社会适应能力

中起到链式中介作用.
综上所述,

 

本研究在生态系统理论和个体 情境交互理论相整合的理论框架指导下进行.
 

第一个目的

是比较留守与非留守儿童青少年社会适应能力的差异.
 

第二个目的是通过嵌套模型比较,
 

考察家庭和学校

人际关系对留守儿童社会适应能力的直接影响及相对作用大小.
 

第三个目的是构建一个链式中介模型,
 

考

察自尊与生活满意度在家庭和学校人际关系与留守儿童社会适应能力间的中介作用.
 

本研究从人际关系、
 

自尊和生活满意度三个关键层面揭示留守儿童社会适应能力的影响因素以及联动过程,
 

帮助留守儿童建立

积极的人际关系,
 

培养积极的心理素质,
 

为其全面发展和心理健康提供指导.

1 研究方法

1.1 被试

采用方便取样法于2022年5月对重庆市两个区县3至6年级的20
 

431名小学生,
 

以及7至12年级

的18
 

371名中学生,
 

共38
 

802名学生进行在线问卷调查,
 

根据真实性筛查剔除无效被试,
 

最终获得有

效问卷共计37
 

651份,
 

问卷有效回收率为97.03%.
 

其中,
 

男生19
 

176人(50.93%),
 

女生18
 

475人

(49.07%);
 

独生 子 女15
 

345人(40.80%),
 

非 独 生 子 女22
 

306人(59.20%);
 

农 村 人 口5
 

736人

(15.23%),
 

城市人口31
 

915人(84.77%).
 

被试的年龄在6~19岁(M=12.43,
 

SD=2.89).
 

所有被试

中,
 

6
 

930名学生为留守儿童,
 

占总人数的18.41%.
 

其中,
 

男生3
 

618人(52.21%),
 

女生3
 

312人

(47.79%);
 

独 生 子 女2
 

720人(39.25%),
 

非 独 生 子 女4
 

210人(60.75%);
 

农 村 人 口2
 

046人

(29.52%),
 

城市人口4
 

884人(70.48%).
 

留守儿童被试年龄在6~19岁(M=13.75,
 

SD=2.93);
 

3
至6年级1

 

734人(25.02%),
 

7至12年级5
 

196人(74.78%).

1.2 研究工具

1.2.1 人口学特征

测量了性别、
 

年龄、
 

年级、
 

独生与否和家庭居住地5项人口学特征.

1.2.2 家庭人际关系(父子关系、
 

母子关系)

采用张文新等[33]根据Olson编制的家庭适应和亲子亲合评价量表修订的亲子亲合量表中文版,
 

包括

父子亲合与母子亲合两个分问卷,
 

各有10个项目(例如“我与父亲/母亲彼此感觉非常亲近”),
 

采用Likert-

5
 

点计分,
 

1表示“几乎从不”,
 

5表示“几乎总是”.
 

计算所有项目的平均分,
 

分值越高代表被试的亲子关系

水平越高.
 

本研究中该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83,
 

其中父子关系和母子关系分量表的Cronbachs
 

α
系数分别为0.78和0.79.

1.2.3 学校人际关系(师生关系、
 

生生关系)

采用Bear编制的特拉华学校氛围量表中文版[34]中师生关系和同学关系分量表,
 

师生关系(“老师们

喜欢他们的学生”)和同学关系(“学生们彼此相互尊重”)分量表均包括5个项目,
 

采用Likert-4点计分,
 

1表示“非常不同意”,
 

4表示“非常同意”.
 

计算各题项的平均分,
 

得分越高,
 

表明个体感知到的师生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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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同学关系越好.
 

本研究中该量表的 Cronbachs
 

α 系数为0.96,
 

其中师生关系和同学关系分量表的

Cronbachs
 

α系数分别为0.95和0.97.

1.2.4 社会适应能力

采用刘丽等[5]编制的社会适应能力问卷,
 

该问卷共30个条目(如“我会反思自己对于困难的承受能

力”),
 

包含觉察力、
 

承受力、
 

应对力、
 

复原力和反思力5个维度.
 

采用Likert-5级评分,
 

1表示“完全不符

合”,
 

5表示“完全符合”,
 

计算所有题项的平均分,
 

得分越高,
 

表示社会适应能力越强.
 

本研究中该问卷

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97.

1.2.5 自尊

采用王萍等[35]修订的Rosenberg自尊量表(Rosenberg
 

Self-Esteem
 

Scale,
 

RSES)中文版,
 

共10个项

目(如“我感到我有许多好的品质”),
 

采用Likert-4级评分法,
 

1表示“非常不符合”,
 

4表示“非常符

合”.
 

计算所有题项的平均分,
 

得分越高,
 

表示被试的自尊水平越高.
 

本研究中该量表的Cronbachs
 

α
系数为0.85.

1.2.6 生活满意度

采用生活满意度问卷(Satisfaction
 

With
 

Life
 

Scale,
 

SWLS)中文版[36],
 

共5个项目(如“我的生活在

大多数方面都接近于我的理想”),
 

采用Likert-7级评分法,
 

1表示“完全不符合”,
 

7表示“完全符合”.
 

计算所有题项的平均分,
 

得分越高代表被试的生活满意度越高.
 

本研究中该问卷的Cronbachs
 

α系数

为0.86.

1.3 施测程序与数据分析

所有数据通过问卷星在线收集.
 

在学校主管部门和被试家长知情同意的情况下,
 

所有被试自愿完成在

线问卷测试.
 

采用SPSS
 

26.0对调研数据进行Pearson相关分析,
 

采用 Harman单因子法检验共同方法偏

差,
 

共析出24个特征根大于1的因子,
 

其中首因子的解释率为32.51%,
 

小于临界值40%.
 

因此,
 

本研究

不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
 

采用 Mplus
 

8.0进行直接效应、
 

嵌套模型和链式中介效应分析.

2 结果

2.1 社会适应能力的描述统计及相关分析

首先,
 

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比较留守儿童与非留守儿童的社会适应能力是否存在差异.
 

结果如表1所

示,
 

留守儿童社会适应能力总分和各维度分均显著低于非留守儿童.
表1 留守儿童与非留守儿童社会适应能力的差异

维度
非留守儿童(N=30

 

721)

M SD
留守儿童(N=6

 

930)

M SD
t

社会适应能力 4.164 0.598 3.989 0.629 21.096***

承受力 4.023 0.744 3.821 0.789 19.533***

反思力 4.177 0.681 4.022 0.720 16.958***

复原力 4.248 0.699 3.983 0.788 25.810***

觉察力 4.227 0.607 4.111 0.630 14.279***

应对力 4.111 0.655 3.937 0.686 19.711***

  注:
 

***
 

p<0.001.

基于6
 

930名留守儿童的数据,
 

采用描述统计和Pearson相关分析来检验所关注变量的基本情况和相

关系数.
 

分析结果如表2所示,
 

留守儿童的家庭和学校人际关系与自尊、
 

生活满意度和社会适应能力显著

正相关,
 

自尊与生活满意度和社会适应能力显著正相关,
 

生活满意度和社会适应能力显著正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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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各变量描述性统计结果与变量间的相关

M SD 1 2 3 4 5

1.
 

家庭人际关系 3.405 0.640 1

2.学校人际关系 3.343 0.585 0.381*** 1

3.
 

自尊 2.969 0.504 0.460*** 0.372*** 1

4.生活满意度 4.848 1.240 0.433*** 0.373*** 0.460*** 1

5.
 

社会适应能力 3.990 0.629 0.437*** 0.445*** 0.589*** 0.582*** 1

  注:
 

***
 

p<0.001.

2.2 家庭与学校人际关系对留守儿童社会适应能力的直接效应检验及比较

基于6
 

930名留守儿童的数据,
 

使用 Mplus
 

8.0通过结构方程模型检验家庭和学校人际关系对留守儿

童社会适应能力的直接效应及相对大小.
 

结构方程模型结果表明,
 

在控制了协变量后(性别、
 

年龄、
 

家庭居

住地和独生与否),
 

直接效应模型的拟合良好(χ2=2126.302,
 

df=56,
 

CFI=0.948,
 

TLI=0.933,
 

RM-

SEA=0.073,
 

SRMR=0.047),
 

其中,
 

家庭人际关系(β=0.473,
 

p<0.001)和学校人际关系(β=0.232,
 

p<0.001)对留守儿童社会适应能力具有显著正向预测作用.
 

采用嵌套模型比较的方法,
 

限定家庭和学校

人际关系对儿童社会适应能力预测系数相等,
 

得到竞争模型 M2,
 

M2与直接效应模型 M1相比的变化量为

Δχ2(1)=53.853,
 

p<0.001,
 

说明家庭和学校人际关系对儿童社会适应能力的预测作用差异显著,
 

家庭人

际关系对留守儿童社会适应能力的影响高于学校人际关系.
此外,

 

分别对不同学段留守儿童进行分析后发现,
 

小学阶段的家庭人际关系作用显著(β=0.374,
 

p<

0.001),
 

而学校人际关系作用不显著(β=0.110,
 

p>0.05),
 

两者差异显著(Δχ2(1)=67.275,
 

p<0.001);
 

初中阶段的家庭(β=0.447,
 

p<0.001)和学校(β=0.264,
 

p<0.001)人际关系作用均显著,
 

两者差异仍显

著(Δχ2(1)=6.160,
 

p<0.05);
 

高中阶段的家庭(β=0.370,
 

p<0.001)和学校(β=0.285,
 

p<0.001)人际

关系作用仍均显著,
 

但两者差异不显著(Δχ2(1)=3.390,
 

p>0.05),
 

详见图1.
 

这一结果似乎表明,
 

留守儿

童早期阶段,
 

家庭人际关系是社会适应能力的主要预测因素,
 

随着年龄的增长,
 

学校人际关系的作用逐渐

凸显,
 

直至与家庭人际关系同等重要.

***
 

p<0.001,
 

数据均为标准化路径系数,
 

上方粗体为总体,
 

下方括号外为小学阶段,
 

()为初中阶段,
 

[]为高中阶段.

图1 留守儿童家庭和学校人际关系与社会适应能力的直接效应

2.3 自尊与生活满意度的链式中介作用效应检验

本研究使用 Mplus
 

8.0通过结构方程模型对链式中介效应进行检验.
 

结构方程模型结果表明,
 

在

控制了协变量后,
 

链式中介模型 M3拟合良好(χ2=2823.509,
 

df=76,
 

CFI=0.942,
 

TLI=0.924,
 

RMSEA=0.072,
 

SRMR=0.051).
 

采用偏差校正非参数百分Bootstrap检验,
 

重复取样5
 

000次,
 

进

行中介效应检验及置信区间估计,
 

若95%置信区间不包括0,
 

则表明间接效应显著.

Bootstrap结果如表3所示,
 

留守儿童家庭人际关系对社会适应能力的总间接效应为0.324(p<
0.001,

 

95%
 

CI[0.300,
 

0.347]),
 

间接效应占总效应的67.78%.
 

留守儿童学校人际关系对社会适应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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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总间接效应为0.075(p<0.001,
 

95%
 

CI[0.054,
 

0.093]),
 

间接效应占总效应的32.33%,
 

具体效应分

解见表3.
由图2可见,

 

自尊和生活满意度不仅单独在留守儿童的家庭和学校人际关系与社会适应能力间起中介

作用,
 

而且二者还在留守儿童家庭和学校人际关系与社会适应能力间起着链式中介作用.
表3 中介效应的Bootstrap检验结果及效应分解

自变量 路径 β Boot
 

SE
Bootstrap

 

95%
 

CI
下限 上限

效应占比/

%
家庭人际关系 家庭人际关系→自尊→社会适应能力 0.164 0.009 0.150 0.180 34.31

家庭人际关系→生活满意度→社会适应能力 0.130 0.010 0.115 0.146 27.20

家庭人际关系→自尊→生活满意度→社会适应能力 0.029 0.004 0.023 0.035 6.07

总间接效应 0.324 0.014 0.300 0.347 67.78

直接效应 0.154 0.022 0.118 0.192 32.22

学校人际关系 学校人际关系→自尊→社会适应能力 0.031 0.006 0.020 0.041 13.36

学校人际关系→生活满意度→社会适应能力 0.038 0.007 0.027 0.049 16.38

学校人际关系→自尊→生活满意度→社会适应能力 0.005 0.001 0.003 0.008 2.16

总间接效应 0.075 0.012 0.054 0.093 32.33

直接效应 0.157 0.016 0.131 0.183 67.67

图2 自尊与生活满意度在家庭和学校人际关系与社会适应能力之间的链式中介模型

3 讨论

本研究采用横断研究设计深入考察了留守儿童的家庭与学校人际关系对其社会适应能力的影响及内在

机制.
 

首先,
 

本研究发现,
 

留守儿童的社会适应能力显著低于非留守儿童,
 

这与假设1相符,
 

同时也与诸多

实证研究相一致[3,
 

9,
 

24].
 

来自家庭及学校人际关系的关怀和支持,
 

构成了留守儿童的主要社会支持系统,
 

社会支持与心理健康之间呈现显著正向相关[13,26].
 

良好的家庭和学校人际关系使得留守儿童有足够的心理

资源,
 

因而能促进其社会适应能力的发展.
 

然而,
 

相较于非留守儿童,
 

留守儿童父母的缺席会导致其在日

常生活中缺乏正面的榜样和指导,
 

没有适当的情感交流和互动,
 

因此,
 

他们相对缺乏情感支持和心理安全

感[2-4],
 

难以与他人建立牢固的情感联系,
 

在表达自我和理解他人等社会适应方面存在困难.

自我决定理论(self-determination
 

theory)[38]强调,
 

在社会环境满足个体关联性心理需求时,
 

个体将建

立并发展起对自我及他人的安全感,
 

积极的人际关系能够满足儿童根本的心理需求,
 

由此促进其个人成长

并逐渐提升幸福感,
 

进而有效增强其社会适应能力.
 

众多研究表明,
 

家庭(父子和母子关系)和学校(师生和

同学关系)人际关系都能显著正向预测留守儿童的社会适应能力[6,8,12],
 

这也与本文的假设2相一致.
 

这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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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可以归因于那些在家庭和学校中建立了良好人际关系的留守儿童,
 

当他们面对社会的挑战时,
 

能够有

效、
 

及时地获取社会支持和反馈,
 

从而更加顺利地适应社会环境.
同时,

 

研究结果显示,
 

总体来看,
 

家庭人际关系对留守儿童社会适应能力的影响显著高于学校人际关

系,
 

而随着学段的增加,
 

学校人际关系的影响由不显著逐渐变得显著,
 

并发展至与家庭人际关系同等重要

的程度.
 

这验证了本文的假设3.
 

这一结果表明,
 

无论是一般青少年还是留守儿童,
 

亲子关系在个体发展中

占据核心地位.
 

个体其他人际关系的形成及对这些关系的反应往往源自最初的亲子关系[8,39].
 

因此,
 

总体

来看,
 

家庭关系的作用更大,
 

这也与Bowlby依恋理论的观点相符[30].
 

然而,
 

长期的父母缺位,
 

可能会使留

守儿童与父母之间的沟通和关系质量在其初高中阶段降至较低水平,
 

亲子关系在留守儿童社会适应和身心

成长中所发挥的作用受到限制[39].
 

此类情况下,
 

师生关系和同伴关系在引导和陪伴儿童成长过程中显现出

重要的影响力,
 

涵盖了心理健康、
 

学校和社会适应等多个关键领域[4,
 

11,
 

16],
 

因此,
 

学校人际关系的作用不

断增加.
 

这一发现对于理解家庭和校园环境对儿童青少年的影响及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理论见解,
 

加深了发

展情境理论对不同微观环境系统作用变化的内涵.
为了进一步探究人际关系对留守儿童社会适应能力影响的内在机制,

 

我们首先探究了自尊的中介作

用.
 

结果显示,
 

留守儿童的自尊在人际关系与社会适应能力之间起显著中介作用,
 

假设4得到支持.
 

与自

尊社会计量器理论相一致,
 

自尊与行为适应密切相关,
 

高自尊能让留守儿童体会到个人价值感以及群体接

受感,
 

使其更容易获得群体认同[24],
 

进而强化其社会适应能力.
 

自尊水平高的留守儿童通过对自己的积极

评价,
 

能更从容、
 

自信地参与社会活动并面对社会挑战.
 

其次,
 

本研究还发现生活满意度在人际关系与社

会适应能力之间的中介作用,
 

假设5得到验证.
 

与父母、
 

师生和同学的关系越紧密,
 

留守儿童越能从中获

取更多的社会支持,
 

良好的社会支持有助于缓解留守儿童在留守情境中由于与父母长期分离所带来的社会

压力,
 

缓解其孤独感,
 

弥补其情感缺失并提供情感满足感[27],
 

从而有效地提高其生活满意度[22].
 

良好的人

际关系和家庭、
 

学校环境作为留守儿童的重要环境因素,
 

有助于留守儿童产生更多的正向情感和积极情绪

体验[3,
 

13],
 

满足其基本心理需求,
 

进而持续增强其社会适应能力.
最后,

 

我们还发现自尊和生活满意度在人际关系对留守儿童社会适应能力之间起显著链式中介作用,
 

本研究的假设6得到支持.
 

与个体 情境交互理论相一致,
 

自尊和生活满意度作为个体自身因素,
 

在家庭和

学校环境的共同作用下发展而来,
 

进而影响留守儿童的社会适应能力发展.
 

自尊的高低作为重要的个体内

在因素直接影响着留守儿童对自己的信心和积极态度[19,
 

25],
 

在良好的家庭和学校人际关系下发展出高自

尊的留守儿童更可能体验到愉悦和满足,
 

在面对留守环境和生活的挑战时保持乐观和坚韧,
 

从而使其生活

满意度得到提升,
 

适应能力[3,24,27]得到增强.
本研究拓展了人际关系对留守儿童个体发展影响的研究成果,

 

在探讨家庭和学校人际关系与留守儿童

社会适应能力之间的作用机制上做出了独特贡献,
 

有助于从情境因素和心理资源两方面理解留守儿童的发

展情况.
 

留守儿童鲜明的亲子关系缺失状态造成其社会支持网络不足,
 

亲子沟通、
 

家庭支持都可能影响留

守儿童的自尊和生活满意度,
 

留守儿童与父母交流较少,
 

导致其在向父母寻求关联性的心理需求时无法得

到满足,
 

对其社会适应能力的发展产生直观的不利影响.
 

同时,
 

校际人际关系并不足以全面取代留守儿童

成长过程中家庭人际关系发挥的多重功能,
 

亲子关系仍占据主要地位.
 

研究结果启示我们,
 

绝不应忽视家

庭人际关系在塑造留守儿童心理与行为发展中发挥的重要作用,
 

留守儿童父母应保持与留守儿童的情感联

系,
 

传达关爱和支持;
 

此外,
 

学校、
 

家庭以及教育者应积极关注孩子的内在情感需求,
 

提高其自尊水平;
 

同

时通过增强人际关系、
 

改善教育环境等提升留守儿童生活满意度,
 

从而提升其社会适应能力.
但本研究还存在一些不足,

 

和其他研究一样,
 

一方面,
 

我们基于坚实的理论基础进行了研究,
 

但横向

设计仍然存在着推断变量之间因果关系的困难,
 

未来需要通过纵向研究进一步检验;
 

另一方面,
 

自我报告

法存在社会赞许效应等偏差,
 

未来研究可以采用多主体报告等方式进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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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论

(1)
 

留守儿童的社会适应能力低于非留守儿童.
(2)

 

留守儿童家庭和学校人际关系对其社会适应能力具有正向预测作用,
 

且家庭人际关系的总体作用

大于学校人际关系;
 

但随着年龄的发展,
 

学校人际关系的作用逐渐提升.
(3)

 

自尊与生活满意度在留守儿童人际关系与社会适应能力的关系中起单独中介作用.
(4)

 

自尊与生活满意度在留守儿童人际关系与社会适应能力的关系中起链式中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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