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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下儿童青少年社会适应的现状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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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探究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之下儿童青少年社会适应现状及其与家庭亲密度的关系,使用儿童青少年社会适

应量表与家庭亲密度量表,对69087名中小学生进行调查,结果表明:疫情下儿童青少年社会适应整体良好;社会

适应水平的性别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女生的社会适应状况好于男生;独生子女社会适应状况好于非独生子女;城

镇儿童青少年社会适应状况好于农村儿童青少年;不同学段儿童青少年的社会适应水平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小

学生社会适应水平最佳,初中生次之,高中生最差;高适应组的儿童青少年更愿意心理求助;家庭亲密度与社会适

应总分存在显著正相关,家庭亲密度能正向预测社会适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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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oexplorethecurrentsituationofchildrenandadolescentssocialadaptationanditsrelationship
withfamilyintimacyundertheepidemicofCOVID-19,69087primaryandmiddleschoolstudentswerein-

vestigatedbyChildrensSocialAdaptationScaleandFamilyIntimacyScale.Theresultsshowthattheso-

cialadaptationstatusofchildrenandadolescentswasgenerallygood;Therearesignificantgenderdiffer-

encesinthelevelofsocialadaptation,girlsarebetterthanboys;Only-childsocialadaptationscoreswe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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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tterthannon-only-child;Thesocialadaptationofurbanchildrenandadolescentsisbetterthanthatof

ruralchildrenandadolescentsDifferencesexistinthelevelofsocialadaptationamongchildrenandadoles-

centfromdifferentphasesofstudying,Pupilshavethebestlevelofsocialadaptation,thenextisjunior

highschoolstudents,andhighschoolstudentssocialadaptationlevelisthelowest;Familyintimacywas

positivelycorrelatedwiththetotalscoreofsocialadaptation,familyintimacypositivelypredictssocialad-

ap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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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ronaVirusDisease2019,COVID-19)疫情作为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病毒传

播速度极快,患者感染范围极广,防控难度极大,与疫情前相比,疫情期间民众生活的社会环境发生了很

大变化,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受到了威胁,社会生活与社会秩序受到冲击[1].根据布朗分布伦纳的生态系统

理论[2],作为个体生活环境组成部分的微观系统、中间系统、外部系统和宏观系统层层嵌套,时间系统贯

穿始终,共同对个体的当下现状与未来发展产生重要影响,社会环境作为重要的宏观系统也会对个体的心

理状态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2].普通民众在疫情下的心理状态的变化引起了心理学研究者的重视,程丽

等[3]的研究发现,疫情期间公众恐慌、恐惧情绪问题严重;冯正直等[4]的研究结果表明,新冠肺炎疫情期

间公众焦虑、抑郁、失眠、创伤后应激障碍等适应问题的发生率高.
社会适应是一个多维概念,基于不同取向的研究者对社会适应的概念与涵盖内容界定不同,邹泓等[5]

通过对相关文献的整合,对社会适应进行了较为综合的定义:社会适应指个体在与社会环境的交互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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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适应反映个体当前的整体心理状态,且强调与外部世界的

互动过程与互动结果,基于新冠肺炎疫情这一突发重大公共卫生事件,探究公众的心理适应状态乃题中应

有之意义.现有研究多以成年人为调查对象,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儿童青少年和成年人一起经历了这一突

发事件,疫情期间生活模式发生了重大改变,儿童青少年在疫情中的适应状态理应受到关注.李少闻等[6]

的研究表明超过一半的儿童青少年认为自己离新冠肺炎很近,正处于危险之中,这样的认知可能会导致焦

虑等消极情绪出现,影响儿童青少年的社会适应水平.
社会适应是多方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个体适应状态好坏受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常见的影响因素有家

庭系统、学校系统以及个体特征,此外,不同系统间的交互作用也发挥着不容忽视的作用 [7].家庭作为最

重要的微观系统,对社会适应的影响已经形成共识.家庭功能模式理论和家庭过程模式理论的观点认为家

庭系统各项功能的实现状况对个体身心健康状况有直接影响[8],处于功能运作不良家庭环境中的青少年更

容易产生诸多适应不良问题,例如情绪问题与越轨行为[9].家庭亲密度是家庭功能的重要维度,指个体觉

察到与家庭成员之间的情感联结程度,是家庭成员之间独立与联结的平衡,是反映家庭成员亲近关系及积

极家庭氛围的综合指标之一[10].已有间接证据表明家庭亲密度会影响个体的适应状态,Kawash等[11]的研

究结果表明家庭亲密度可以预测青少年早期的自尊;在Kashani等[12]针对抑郁症儿童的家庭亲密度的研究

中,通过与普通儿童的家庭氛围相比较发现二者存在显著差异,出现抑郁症状儿童的家庭亲密度得分显著

低于普通儿童的家庭亲密度得分;刘世宏等[10]研究发现家庭亲密度是学校适应问题的良好预测指标.新冠

肺炎疫情期间,中国居民经历了较长时间的居家隔离期,儿童青少年与父母相处的时间变长,受到来自家

庭的影响变大,因此我们认为家庭亲密度可能会是儿童青少年社会适应的预测指标.
新冠肺炎疫情在客观上推动了中国心理服务体系的发展,心理工作者一直活跃在抗疫全过程.寻求专

业的心理帮助有利于儿童青少年解决当前困惑,也能预防心理行为问题的反复发作[13],减轻心理危机对个

体的消极影响[14],是指向健康的行为.学校心理老师是儿童青少年容易获得的心理支持资源,复课后向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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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老师的求助意愿既可以作为儿童青少年在疫情期间心理状态良好与否的间接指标,也可以作为儿童青少

年应对方式与调节能力的间接指标,因此本研究通过一些题目对儿童青少年的心理求助意愿进行了调查.
综上所述,本研究对儿童青少年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的社会适应现状进行了调查,并对家庭亲密度与

社会适应的关系进行了探究.

1 研究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中小学复课后,本研究采用网络问卷的方式进行线上施测.样本1研究对象来自四川、贵州、重庆、福

建、山东等省(市),回收数据63626份,剔除无效数据后,得到有效数据58500份,有效率为91.94%.其

中男生28610人,占比48.9%;女生29890人,占比51.1%;小学生32385人,占比55.4%;初中生

18819人,占比32.2%;高中生7296人,占比12.5%.样本2研究对象来自四川、贵州、重庆等省(市),

回收数据11794份,剔除无效数据后,得到有效数据10587份,有效率为89.77%.其中男生5456人,占

比51.5%;女生5131人,占比48.5%;初中生5088人,占比48.1%;高中生5499人,占比51.9%.

1.2 研究工具

1.2.1 儿童青少年社会适应量表

本研究采用郭成等[15]修编的“儿童青少年社会适应量表”,该量表共34题,包含人际和谐、环境认同、

生活独立和学习自主4个维度.采用5点计分,1代表完全不符合,5代表完全符合,量表得分越高,说明

社会适应水平越好.本次施测中,验证性因素分析拟合较好,χ2=98134.58,df=432,CFI=0.90,

TLI=0.88,RMSEA=0.065,SRMR=0.044,社会适应的Cronbach’sα系数为0.953.

1.2.2 家庭亲密度量表

本研究采用Olson编制,费立鹏等修订的“家庭亲密度量表”,该量表共计16题,采用5点计分,得分

越高,家庭亲密度越好.本研究中该量表的Cronbach’sα系数为0.794.

1.2.3 心理求助意向调查

本研究中采用自编问卷对中小学生复课后的求助意向进行调查,问卷共3个题目:①疫情影响性:你

认为目前的新型肺炎疫情对你的生活的影响大吗;②整体心理求助意向:你觉得复课之后自己需要心理方

面的帮助吗;③求助方式:你希望接受什么形式的心理帮助.

1.3 施测及数据处理

采用SPSS21.0进行描述性统计、差异检验、相关分析和回归分析,采用 Mplus7.0进行验证性因素

分析.

2 结果

2.1 社会适应现状结果统计分析

将样本1与样本2进行整合后,对“儿童青少年社会适应量表”数据进行统计分析,结果显示,新冠肺

炎疫情下儿童青少年社会适应状况总体良好(表1).人口统计学变量上的差异检验结果表明,性别差异具

有统计学意义,女生在社会适应总分以及学习自主、生活独立、环境认同3个子维度上的得分更高,人际

和谐子维度得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独生子女社会适应总分以及学习自主、环境认同、人际和谐3个子维

度上的得分显著高于非独生子女,在生活独立子维度上,独生子女表现更差;城镇儿童青少年社会适应总

分以及学习自主、环境认同、人际和谐3个子维度上的得分均显著高于农村儿童青少年,生活独立子维度

得分低于农村儿童青少年;在社会适应总分和学习自主、环境认同、人际和谐3个子维度上,小学生的得分最

高,初中生次之,高中生最低,在生活独立子维度上,小学生的得分低于高中生和初中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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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儿童青少年社会适应得分描述统计及其在人口统计学变量上的差异分析

社会适应 人际和谐 环境认同 生活独立 学习自主

总体情况 3.97±0.63 3.88±0.73 4.17±0.63 4.07±0.77 3.88±0.75
性别 ①男 3.94±0.66 3.88±0.75 4.14±0.66 3.98±0.81 3.84±0.78

②女 4.00±0.60 3.88±0.72 4.21±0.60 4.16±0.71 3.93±0.71
t -11.34*** 0.14 -14.03 ** -31.98** -15.94***

独生与否 ①是 4.00±0.63 3.93±0.73 4.21±0.62 4.01±0.79 3.91±0.75
②否 3.96±0.63 3.86±0.73 4.16±0.63 4.09±0.76 3.87±0.75
t 7.24*** 10.97*** 9.58*** -12.65*** 5.09***

家庭居住地 ①农村 3.93±0.64 3.82±0.73 4.12±0.64 4.09±0.77 3.85±0.76
②城镇 4.00±0.62 3.93±0.73 4.21±0.62 4.05±0.76 3.91±0.74

t -15.59 *** -18.33*** -19.15*** 6.26*** -10.80***

学段 ①小学 4.07±0.62 3.99±0.72 4.28±0.60 4.05±0.81 4.02±0.73
②初中 3.92±0.63 3.83±0.74 4.12±0.64 4.09±0.74 3.80±0.75
③高中 3.83±0.61 3.73±0.70 4.00±0.63 4.08±0.69 3.69±0.72

F 813.27*** 693.25*** 1124.01*** 17.02*** 1149.29 ***

LSD ③<②<① ③<②<① ③<②<① ①<②=③ ③<②<①

  注:**:p<0.01;***:p<0.001.

2.2 心理求助意向统计分析

由于样本2未采集求助意向相关信息,故本研究只对样本1进行分析,结果表明有42749名同学报告

有求助意向,占比73.1%;此外,有32402名同学报告疫情对自身的影响很大,占比55.4%,21465名同

学报告疫情的影响一般,占比36.7%,4633名同学报告疫情对自身的影响很小,占比7.9%.
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对儿童青少年社会适应得分在求助意向上是否存在差异进行检验,结果见表2.

由t检验结果可以看出,有求助意向的儿童青少年在社会适应总分、学习自主、环境认同、生活独立、人际

和谐4个子维度上的得分均显著高于无求助意向的儿童青少年.
表2 社会适应在是否有求助意向上的差异检验

有意向

n M SD
无意向

n M SD
t

学习自主 42749 3.90 0.75 15751 3.83 0.78 9.27***

生活独立 42749 4.09 0.77 15751 4.01 0.79 11.42***

环境认同 42749 4.21 0.61 15751 4.18 0.64 4.11***

人际和谐 42749 3.92 0.71 15751 3.82 0.78 13.80***

总分 42749 4.00 0.62 15751 3.93 0.66 12.31***

  注:***:p<0.001.

将社会适应得分从低到高进行排列,前27%划为低社会适应组,后27%划为高社会适应组后,选取2
组中有求助意向的样本,根据原本高低适应组的人数比进行拟合度检验,共16435人被划入高适应组,其

中12238人报告有求助意向;15801人被划入低适应组,其中10933人报告有求助意向.拟合度检验结果

表明高社会适应组有心理求助倾向的儿童青少年更多(表3).
表3 拟合度检验

频数

实际频数 理论频数
χ2

低适应 10933 11358.4
高适应 12238 11812.6

31.26***

  注:***:p<0.001.

2.3 儿童青少年社会适应与家庭亲密度的关系

对样本1中“儿童青少年社会适应量表”与“家庭亲密度量表”的数据进行相关分析,结果显示,社会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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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总分及各维度得分均与家庭亲密度存在显著正相关,进一步回归分析表明家庭亲密度能正向预测儿童青

少年的社会适应状况.相关分析结果见表4,回归分析结果见表5.
表4 社会适应及各维度与家庭亲密度相关分析结果

学习自主 生活独立 环境认同 人际和谐 适应总分 家庭亲密度

学习自主 1
生活独立 0.585** 1
环境认同 0.660** 0.545** 1
人际和谐 0.732** 0.528** 0.714** 1
社会适应 0.859** 0.692** 0.839** 0.948** 1

家庭亲密度 0.463** 0.281** 0.488** 0.528** 0.542** 1

  注:**:p<0.01.

表5 家庭亲密度对社会适应的回归

自变量 因变量 R2 β t
家庭亲密度 学习自主 0.215 0.463 126.49**

生活独立 0.079 0.281 70.72**

环境认同 0.238 0.488 135.25**

人际和谐 0.279 0.528 150.44**

社会适应 0.294 0.542 156.07**

  注:**:p<0.01.

3 讨论

3.1 新冠肺炎疫情下儿童青少年社会适应现状

3.1.1 社会适应整体现状

79%的被试报告自己的生活受到了很大的影响,但是社会适应测量结果显示疫情期间儿童青少年社会

适应状况良好.诸多针对成年人的研究结果表明疫情会损害个体的适应状态,与本研究的调查结果并不一

致.出现这种情况可能有以下两种原因:①疫情的发展有一定的阶段性,不同阶段下个体的适应状态也会

随之改变.本研究数据是在中小学复课后立即组织施测的,当时疫情已经得到有效控制,生活逐步回到正

轨,公众已经度过了最为恐慌的阶段,因此儿童青少年能展现出较为良好的社会适应状态;②创伤暴露程

度会对创伤后的心理反应有重大影响[16-17],相较于成年人,未成年人能够接触到的疫情相关信息更少,不

会在抗疫过程中承担主要责任,直接面临物资储备困难、收入减少等心理压力的可能性更低,因此能保持

比成年人更好的社会适应状态.

3.1.2 儿童青少年社会适应水平的性别差异与学段差异

以往研究中关于社会适应性别差异存在与否和具体表现并没有统一的认识.赵宝宝等[18]认为女生产生

消极适应的可能性更低.邹泓等[19]的研究认为男生在自我、行为和环境适应领域表现更好,女生在人际领

域表现更好.本研究结果表明女生社会适应状况好于男生,究其原因有:①我们所处的社会对女孩的性别

角色期待有温顺、勤劳和亲社会[20],这种期待下成长的女孩更容易习得较多的生活技能,主动完成学业任

务,与他人融洽相处,因此有着良好的社会适应状态,王登峰等[21]的研究也表明,女性化特质人群在中国

文化环境中有着更好的社会适应状况.此外,社会适应状态会受到亲子关系的影响,与男生相比,女生与父

母沟通更多,感知到的亲子冲突更少,亲子间联系更为紧密,产生消极适应的可能性更低[18,22].居家隔离

期间与父母长时间近距离相处使得父母对儿童青少年心理状态的影响较大,女生能更好地维持与父母的亲

子关系,因此能保持更好的适应状态.
随着学段的升高,社会适应状况逐渐变差,我们推测这同样与疫情期间特殊的生活模式有关.以往研

究表明随着年级升高,亲子依恋质量显著下降,感受到的父母支持减少,会产生更多的亲子冲突[23-24].本研

411 西南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http://xbbjb.swu.edu.cn    第47卷



究显示,疫情期间,随着学段升高,儿童青年少感受到的来自家庭的消极影响更大,社会适应状态更差.
本研究结果出现了明显的性别差异与学段差异,表明疫情期间被放大的家庭影响应该引起重视.

3.1.3 儿童青少年童社会适应在是否独生子女与居住地上的差异

本研究结果表明独生子女社会适应状况好于非独生子女,这一结果支持了资源稀释理论[25].与非独生

子女相比,独生子女所获得的资源并没有遭到稀释,他们能够获得父母全部的情感资源和经济资源,因此

能更多地感受到来自家庭的支持,亲子关系更好[26],这种资源优势可以正向反馈于个体的心理状态[27],因

此独生子女有着更好的社会适应状态.
与农村地区相比,城镇儿童青少年的社会适应状况更好,这一现象的出现可能与社会经济因素有关.

家庭收入对青少年社会适应有重要影响[28],低经济地位的个体更容易出现情绪和行为问题[29].由于严峻的

城乡二元结构,我国城乡经济水平之间的差异是客观存在的,农村家庭的社会经济地位整体而言比城市家

庭更低,因此表现出更差的社会适应.此外,家庭压力模型认为家庭经济水平会影响家长与子女间的互

动[30],经济压力大的父母更容易展现出不恰当的养育方式.疫情对我国经济造成的冲击是不容忽视的,经

济地位较低的农村家庭抵御经济风险的能力较差,更有可能面临较高的经济压力,使得家庭内部出现一些

非良性的互动,损害子女的社会适应水平.
儿童青少年在是否独生子女与居住地上的差异方面共同体现了资源对社会适应的重要性.独生子女与

非独生子女的差异、城乡儿童青少年之间的差异反映了不同人群之间调动资源能力的差异.社会经济地位

反映了个体获取现实或潜在资源的差异[31],独生子女与否反映了家庭资源的集中程度,拥有更多资源的儿

童青少年无论是物质还是情感,会表现出更好的社会适应水平[32].在后疫情时代,不同类型儿童青少年间

的资源差异会不会被进一步拉大,进而造成社会矛盾,后续可以作深入的探讨.

3.2 少年儿童社会适应与家庭亲密度的关系

家庭亲密度能正向预测儿童青少年的社会适应状况,这一结果与以往研究相一致[28,33].家庭亲密度对

社会适应的影响主要是通过促使家庭系统发挥功能来实现的,个体的社会适应与其所在家庭功能状况有密

切联系,家庭系统理论认为家庭作为整体系统,其功能发挥状况是儿童青少年发展状况的决定性因素[34],

家庭亲密度是家庭功能的核心成分之一[35].当儿童青少年处于亲密度较高的家庭环境中,成员之间关系和

谐,家庭冲突较少,互相能感受到来自家人的支持,有利于家庭系统发挥自己的积极功能———提供积极资

源.家庭是儿童青少年重要的外部资源,心理韧性动态模型表明,儿童青少年获得良好的外部资源后会促

成其内部资源的养成[36].此外,根据自我决定论,关系需求是3种基本心理需求之一,家庭亲密度展现了

温馨的家庭氛围,家庭成员之间情谊深厚、关系亲近且互相支持[37],是满足这一基本需求的重要途径.因

此,来自高亲密度家庭的儿童青少年能将家庭资源内化为心理资源[38],进而提升社会适应能力,保持良好

的社会适应状态.

3.3 复课后求助意向

本研究显示,73.1%的被试认为在复课后自己需要心理援助,表明疫情对儿童青少年心理状态的确产

生了一些冲击.t检验结果表明,认为自己需要心理援助的儿童青少年社会适应得分更高,卡方检验结果表

明高社会适应组更倾向于在复课后寻求心理帮助.以往部分研究证明了心理问题越严重的个体向外界寻求

专业帮助的意愿反而越低[39-40],这可能是由于心理求助意向与求助行为会受到一些个体因素的影响,如纪

骁纹等[41]的研究表明,自我效能感越高的个体越倾向于求助,求助意向可以作为儿童青少年应对风格和资

源利用能力的体现,高社会适应的个体原本就有着更好的心理状态和足够的心理资源,出现问题后倾向于

积极解决,向心理老师求助正是积极应对的表现.而适应问题较严重的儿童青少年,则可能会因为心理问

题污名化等因素而采取回避策略,而且,人际退缩与消极应对本来就是适应不良的表现[42],因此,这部分

儿童青少年并不倾向于向心理老师求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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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论

1)疫情期间儿童青少年社会适应整体状况良好;

2)女生社会适应状况好于男生;

3)独生子女社会适应状况好于非独生子女;

4)城镇儿童青少年社会适应状况好于农村儿童青少年;

5)学段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小学生社会适应状况最好,初中生次之,高中生最低;

6)家庭亲密度能正向预测疫情期间儿童青少年的社会适应水平;

7)高适应组的儿童青少年更愿意心理求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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