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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生领悟社会支持与学校适应的关系
———情绪智力的中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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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为考察初中生学校适应状况以及领悟社会支持对学校适应的作用机制,尤其是情绪智力在其中是否

起到中介作用.采用问卷法测量了252名初中生,通过潜变量结构方程模型分析数据.结果显示,初中生中女生的

学校适应水平显著高于男生,领悟社会支持、情绪智力与初中生学校适应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领悟社会支

持与情绪智力可以显著预测学生的学校适应状况,情绪智力中介效应模型拟合指数良好,中介效应占总效应比例

为43.4%.因此,情绪智力在初中生领悟社会支持和学校适应之间起到部分中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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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学校适应对于初中生而言,是个体在学校中采

用心理调节的方式来实现学业、情感以及人际交往

等方面的适应,包括学业适应、同伴关系、师生关系、
学校态度和常规适应五个方面[1].根据以往研究,可
以将影响学校适应的因素分为两大类,一方面是内

部因素,如学生自身的情绪智力、自我概念、心理资

本等;另一方面为外部因素,主要来源于家庭、学校、
社会等[2].中学阶段是青少年生理与心理迅速发展

的一个重要时期,在这一时期他们的独立意识增强,
面临的心理冲突和压力也迅速增多,因此重视初中

生的心理健康与学校适应状况成为了老师和家长所

必须面对的一个问题.
领悟社会支持可以理解为初中生所感受到的来

自家庭、学校及社会的关心与支持,这种关心与支持

可以帮助他们满足个体需要、缓解精神紧张、维持良

好情绪以及更好地应对压力.以往研究探讨了领悟

社会支持与学校适应之间的关系.李文道等[3]研究

发现,初中生的不同社会支持水平对其学校适应质

量具有显著影响,高社会支持的学生往往具有较高

的学校适应质量,他们常常拥有较好的同伴关系、师

生关系以及对学校持有更为积极的态度.侯静[4]研

究了高中生领悟社会支持与学校适应的关系,结果

表明高中生所感受到的社会支持水平越高其学校适

应水平一般也越好,且领悟社会支持可以正向预测

其学校适应状况.由以往研究可得,学生所感知的社

会支持程度对其学校适应状况有显著影响.但是在

目前,以初中生为对象的社会支持与学校适应的关

系研究还比较少而且两者存在关系是直接作用还是

通过中介变量间接作用这还需要进一步探讨.

Mayer等[5]在1990年第一次提出情绪智力的

概念,他们认为情绪智力是个体用于识别理解自己

及他人的情绪与情感,并利用这些所得的情绪情感

信息指导自身思维与行动的能力.当前,学校教育除

注重学生智力程度的发展之外,对于学生情绪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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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发展与影响也更加关注.以往研究探讨了情绪智

力与学校适应的关系.Latorre[6]研究发现学生的情

绪智力越高,学业成绩一般也越好.Mayer等[7]研究

情绪智力对人际关系的影响,结果发现情绪智力水

平与亲社会行为的表现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情
绪智力越高与同伴、父母及教师的关系越融洽.国内

相关研究也得出类似结果,屠嘉俊等[8]研究发现,情
绪感知能力越强的大学生,在人际认知性上的表现

往往更好,从而更有助于其人际适应.桑青松等[9]研

究认为高情绪智力的中学生能够迅速地把握周围的

生活环境,并善于运用情绪去解决问题,以保证良好

的社会适应状况.
因此情绪智力理论可以为理解初中生领悟社会

支持对学校适应的作用机制提供新的理论视角,初

中生的情绪智力很可能会在领悟社会支持与学校适

应之间起着中介作用.这样假设的原因在于:首先,
研究表明,学生领悟社会支持水平与学校适应存在

显著正相关关系.其次,文雅等[10]研究了大学新生

社会支持与情绪智力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大学新

生情绪智力与社会支持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

系,大学生所领悟到的社会支持程度的增加有利于

其情绪智力的发展.第三,邹泓等[11]探讨青少年情

绪智力在父母支持与社会适应之间的关系,结果表

明在父母支持与青少年社会适应的关系中情绪智力

具有完全中介作用.因此,本研究的主要目的是探讨

领悟社会支持、情绪智力对初中生学校适应的影响,
从而可以建构影响学校适应因素的理论模型,提供

科学依据以更有针对性的解决目前初中生所面临的

学校适应问题,促进其心理健康发展.研究假设:初
中生领悟社会支持、情绪智力与学校适应之间存在

显著相关,且情绪智力会在领悟社会支持与学校适

应之间起到中介作用(见图1).

图1 领悟社会支持、情绪智力与初中生学校

适应关系的假设模型

1 研究方法

1.1 被试

根据研究目的,采用整群随机抽样的方法,抽取

初中三个年级的学生共300名发放调查问卷,其中

每个年级各100份,全部回收,得到有效问卷252
份,有效率为84%.被试中男生124人(占49.2%),
初一、初二、初三学生人数分别占29.8%、32.5%、

37.7%,被试年龄在12~14岁之间,平均年龄为

12.96岁.
1.2 工具

1.2.1 领悟社会支持量表

该量表由Zimet等[12]编制,由姜乾金[13]将其修

订为中文版.严标宾等[14]在2006年又将其进一步

修订成适合于青少年的测试量表.该量表共包括12
项问题,分7级评分,由三个维度组成,分别是家庭

支持、学校支持及其他支持,每个维度各有四个题

目.被试得分与其感受到的社会支持程度成正比.
该量表具有良好的内部一致性信度(0.88)及重测信

度(0.85).经检验,本研究的α系数为0.921.
1.2.2 情绪智力问卷

该问 卷 是 由 美 国 心 理 学 家 Schutte等[15]在

Mayer等[5]的情绪智力理论基础上编制而成,王才

康[16]在2002年将其修订成中文版.问卷采用5点

式记分共33个项目,包含情绪知觉、自我情绪管理、
他人情绪管理以及情绪利用四个维度,被试得分与

其情绪智力水平成正比.该问卷具有良好的内部一

致性信度(0.90)及重测信度(0.78).经检验,本研究

的α系数为0.916.
1.2.3 初中生学校适应问卷

选用由崔娜[1]于2008年编制的初中生学校适

应问卷.该问卷采用5级记分共27个项目,由学校

适应、学校态度和情感、同伴关系、师生关系及常规

适应五个维度组成,被试得分越高表明其学校适应

水平越 高.该 问 卷 具 有 良 好 的 内 部 一 致 性 信 度

(0.93)及重测信度(0.91).经检验,本研究的α系数

为0.937.
1.3 程序

以班级为单位统一发放调查问卷,在任课教师的

协助下在学生自习期间进行,时间控制在10~20min.
由事先经过严格培训的大学本科生担任主试,为保

证被试的合作,在施测之前主试向被试说明调查目

的及意义并说明作答注意事项,同时强调保密原则,
整个研究过程指导语统一.
1.4 数据处理

采用SPSS19.0和LISREL8.80软件对有效

问卷的数据进行输入、整理、统计和分析.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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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研究结果

2.1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对问卷所得测量数据利用Harman单因素检验

法进行共同方法偏差分析[17].结果表明,首因子的

方差贡献率为29.11%,低于40%的检验标准[18],
因此,本研究所得测验结果共同方法偏差不严重.
2.2 初中生学校适应的现状描述

采用描述性的方式对初中生学校适应现状进行

结果统计,并利用t检验、F 检验对初中生学校适应

在性别和年级上的差异进行分析,结果如表1所示.
在学校适应的各个维度上,初中生得分最高的为同

伴关系,得分最低的为学业适应,即在学校适应上,
初中生同伴关系情况最好,学业适应情况最差.在学

校适应的各维度及总体学校适应上,初中生得分均

值均高于3分,即初中生的学校适应状况总体良好.
表1 初中生学校适应的基本情况分析

变量 项目 学业适应 学校态度 同伴关系 师生关系 常规适应 总分

性别

男 3.14±0.91 3.59±0.88 3.95±0.75 3.45±0.95 3.59±0.87 3.56±0.81
女 3.27±0.81 3.60±0.94 4.29±0.80 3.57±0.97 4.01±0.75 3.76±0.69
t -1.24 -0.07 -2.94** -0.99 -4.59*** -2.15*

年级

初一 3.20±0.97 3.47±0.90 4.04±0.89 3.39±0.97 3.92±0.89 3.60±0.79
初二 3.17±0.84 3.68±0.87 4.10±0.91 3.57±0.94 3.74±0.97 3.64±0.80
初三 3.24±0.80 3.62±0.94 4.19±0.82 3.97±0.97 3.89±0.84 3.75±0.68
F 0.18 1.02 0.56 1.87* 0.92 0.96

  注:*P<0.05,**P<0.01,***P<0.001,下同.

  青少年学校适应的性别差异一直是研究关注的

重点,对不同性别的初中生在学校适应水平上进行检

验.结果表明,在学校适应的总分及各个维度上女生

的得分均高于男生,其中在同伴关系和常规适应两个

维度上不同性别的初中生得分差异显著(t= -2.94,

P<0.01;t=-4.59,P<0.001),女生得分显著

高于男生.此外在总体学校适应上得分差异显著

(t=-2.15,P<0.05),女生的适应水平明显高于

男生.基于年级对初中生的学校适应水平进行差异

检验,结果表明,在师生关系维度上不同年级的初中

生得分差异显著(F(2,249)=1.87,P <0.05),经事

后检验可得,初三学生在师生关系上的得分显著高

于初一学生.以性别和年级为自变量,以学校适应总

分及各维度得分为观测变量进行多元方差分析.结
果显示,在同伴关系维度,性别与年龄的交互作用显

著(F(2,246)=5.10,η2=0.04,P<0.01),对于男生

而言,初三年级同伴关系得分最高,而对于女生而

言,初二年级同伴关系得分最高,初三年级最低.
2.3 初中生领悟社会支持、情绪智力与学校适应的

相关分析

对初中生领悟社会支持、情绪智力、学校适应作

相关分析,结果如表2所示,初中生领悟社会支持与

学校适应及情绪智力均呈现正向强相关,情绪智力及

其各维度与学校适应之间同样存在正向强相关关系.
表2 初中生领悟社会支持、情绪智力与学校适应之间的相关

变  量 췍x±s 1 2 3 4 5 6 7
1 领悟社会支持 5.00±1.18 1
2 学校适应 3.66±0.75 0.663*** 1
3 情绪知觉 3.27±0.73 0.494*** 0.621*** 1
4 自我情绪管理 3.50±0.58 0.565*** 0.617*** 0.740*** 1
5 他人情绪管理 3.55±0.68 0.601*** 0.543*** 0.548*** 0.675*** 1
6 情绪利用 3.52±0.65 0.558*** 0.538*** 0.571*** 0.673*** 0.703*** 1
7 情绪智力 3.43±0.56 0.637*** 0.669*** 0.876*** 0.886*** 0.835*** 0.836***1

2.4 情绪智力的中介效应检验

在本研究中假设情绪智力会在初中生领悟社会

支持与学校适应之间起到中介作用.利用结构方程

模型对情绪智力的中介效应进行检验.根据中介效

应检验程序及相关理论[19],首先构造了无中介作用

的竞争模型,两模型的重要区别在于:初中生领悟社

会支持对学校适应的影响路径是否需要通过情绪智

力.模型与实际数据的拟合优度可通过拟合指数的

比较而得,结果如表3所示,情绪智力的中介效应模

型拟合指数要优于无中介的竞争模型,且各项指标

均超过临界值.对模型进行限定,情绪智力的中介效

应模型和无中介模型Δχ2(32)=120.70(P<0.001),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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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情绪智力的中介效应模型拟合结果较好且显著优

于无中介的模型.因此,情绪智力在领悟社会支持与

初中生的学校适应之间起到中介作用.

表3 情绪智力的中介效应模型拟合指数

模 型 χ2 df χ2/df NNFI IFI CFI RMSEA
M无中介 94.15 19 4.96 0.95 0.96 0.97 0.097
M中介 214.85 51 4.21 0.95 0.97 0.97 0.061

  利用潜变量结构方程建构情绪智力在初中生领

悟社会支持与学校适应之间的中介效应模型,结果

如图2所示.领悟社会支持与学校适应(γ=0.41,

P<0.001)、情绪智力与学校适应(β=0.44,P <
0.001)之间的路径系数均显著,同时领悟社会支持

还会对情绪智力产生正向的显著影响(γ=0.71,

P<0.001).因此,情绪智力在领悟社会支持与学

校适应之间起到部分中介作用,其中中介效应占总

效用的比例为effect情绪智力 =0.71×0.44/0.72=
0.434,即情绪智力的中介效应值可占到总效应值的

43.4%.

图2 情绪智力在领悟社会支持和学校适应之间的中介作用模型

3 讨论

3.1 初中生学校适应的现状分析

在本研究中,女生在学校适应及其同伴关系、常
规适应维度上得分显著高于男生,这与国内已有对

初中生学校适应研究所得结果相近[20-22].同伴关系

是指初中生与同学朋友相处过程中所建立的一种人

际关系,常规适应是指初中生对学校常规制度的适

应情况[1].出现适应情况的差别可能因为在初中阶

段女生的生理和心理往往比男生发展的更成熟,因
此女生往往更听话懂事并且在生活中更乐于与朋友

分享交流且自律能力好于男生,因而更容易与同伴

建立良好的关系并适应学校规章制度.相比之下,男
生本身相比于女生就更调皮一些,再加上处于青春

期性格更为叛逆[23],因而在同伴关系、常规适应及

总体学校适应上女生得分显著高于男生.不同年级

的初中生仅在师生关系维度得分差异显著,初三年

级学生得分显著高于初一年级.这与已有研究结果

稍有出入[3,24].出现不同的原因可能在于本研究测

量时间正是初三学生临近中考阶段,在这一阶段老

师会给予学生更多的关心与爱护,学生也对老师更

添不舍之情,因而师生关系相较于初一年级得分更

高.此外,在同伴关系维度,性别与年龄的交互作用

显著,对于男生而言,初三年级同伴关系得分最高,
而对于女生而言,初三年级得分最低,这与已有研究

结果相近[23].这可能与男女生性格有关,女生性格

较男生更敏感细腻,随着时间增长在同伴关系方面

可能会出现大大小小的摩擦.
3.2 领悟社会支持、情绪智力与学校适应的关系分析

在本研究中,初中生领悟社会支持、情绪智力与

学校适应三者之间彼此存在显著的正向相关关系,
这与以往研究结果相同[25-27].首先,初中生领悟社

会支持对学校适应的影响,以往研究发现,初中生感

知到的社会支持程度越高对其学业成绩、同伴评价

越有积极作用[20].社会支持可以为个体提供关心与

保护,使个体感受到尊重与被爱,这能够激发个体在

遇到困难和挫折时以更积极的态度和行为调整自身

状态从而适应学校生活.其次,对于初中生领悟社会

支持与情绪智力之间的关系,国内曾在研究中指出,
为个体提供情感支持可以使其心情愉悦,帮助个体

克服焦虑消极情绪,维持积极的情绪体验[28].此外,
蒋雪梅等[29]研究也曾得出相似结论,对社会支持感

知越高,越有助于降低藏区中学生的负性情绪和孤

独感,增强他们的正性情绪体验.再次,初中生情绪

智力对学校适应的影响在以往研究中也得到证实.
张文君等[30]曾指出,中学生情绪智力越高,其同伴

关系、师生关系往往也越好.这可能是因为相比于情

绪智力得分低的学生,情绪智力得分高的学生能够

更好的觉察和了解自身与他人的情绪变化,更好地

控制自身的情绪,从而可以更好的处理好与老师与

同伴的关系.总之,在个体能够清楚的感受到生活中

家人朋友及其它重要他人对自己的关心与支持时,
个体就会以更加积极主动的状态去了解自身及他人的

情绪,并利用自己所获得的情绪信息促进思维和智力

的发展,从而在学习生活中更倾向于以积极乐观的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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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解决问题,也更容易理解接纳学校的规章制度.
3.3 情绪智力在领悟社会支持与学校适应间的中

介作用分析

本研究结果显示,情绪智力在领悟社会支持与

学校适应之间的中介作用也是显著的,即领悟社会

支持可以以情绪智力为中介变量对初中生学校适应

进行正向预测,这也证实了先前的研究假设.情绪智

力作为可以直接影响人的心理健康,决定人能否成

功的重要因素[31],在以往研究中可以作为中介变量

在诸多关系之间起重要作用,如父母心理控制与人

际适应之间[32]、母亲教养方式与社会适应能力之

间[33].研究发现,领悟社会支持在焦虑、抑郁负性情

绪的关系中具有重要作用,领悟社会支持能够在一

定程度上减少不良的情绪体验,提高个体心理健康

水平[34].特别是初中生正处于青春期,叛逆心理比

较强,当其感受到的社会支持程度比较低的时候,更
容易产生情绪问题,从而影响与老师和同伴的关系,
阻碍其学校适应.
3.4 教育启示

本研究探讨了初中生领悟社会支持与学校适应

的关系,并分析了情绪智力在两者之间的中介作用.
研究结果证明了初中生所感受到的支持程度会影响

其学校适应,而且可以通过个体自身的情绪智力间

接作用,这对促进当前中学生的心理健康与学校适

应状况带来一定启示.首先,对于初中生个体而言,
一方面要了解身边的重要他人对自己的关心与爱

护,与同学、老师及家长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学会

积极的利用已有社会支持帮助自己解决生活学习中

的困难,从而更好地适应学校生活;另一方面,初中

生要积极关注了解自身及他人的情绪状态,学会调

节自己的情绪,并利用所获得的情绪信息为自身服

务,积极利用已有社会支持培养自身情绪智力.其
次,对初中生父母而言,要建立正确的家庭教养方

式,营造和谐温暖的家庭氛围,让孩子感受到爱与尊

重、感受到积极的家庭支持.此外,在生活中要注重

体察孩子的情绪变化,与孩子多沟通多交流,帮助孩

子维持良好的情绪状态克服消极情绪问题,引导青

少年健康成长.最后,对学校及老师而言,一方面教

师在日常的工作中要多尊重关心学生,与学生多沟

通交流,使学生感受到积极的学校支持;另一方面,
学校要注重提供和谐温暖的学习氛围,改正不适用

于学生的规章制度,并积极开展多种多样的心理学

课程,帮助学生培养其情绪智力,促进青少年心理健

康发展.

4 结论

(1)初中生社会支持、情绪智力与学校适应总体

状况良好,且存在显著的性别与年级差异.(2)初中

生社会支持、情绪智力与学校适应存在密切正相关

关系,情绪智力在初中生社会支持与学校适应之间

起中介作用,即初中生社会支持不仅可以直接影响

其学校适应,而且可以通过影响其情绪智力发展水

平间接影响其学校适应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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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RelationBetweenPerceivedSocialSupportandSchoolAdaptationof
JuniorHighSchoolStudents:TheMediatingEffect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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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Inordertoinvestigatetheschooladaptationofjuniorhighschoolstudentsandunderstandthemechanismof
perceivedsocialsupportonschooladaptation,especiallywhetheremotionalintelligenceplaysanintermediaryrole.252junior
highschoolstudentsweremeasuredbyquestionnaire,andthedatawereanalyzedbylatentvariablestructuralequationmodel.
Theresultsshowthatgirls’schooladaptationlevelissignificantlyhigherthanboys’injuniorhighschool,andthereisasignif-
icantpositivecorrelationbetweenperceivedsocialsupport,emotionalintelligenceandschooladaptationofjuniorhighschool
students.Perceivedsocialsupportandemotionalintelligencecansignificantlypredicttheschooladaptationofstudents.The
modelofemotionalintelligencemediationeffectfitstheindexwell,andthemediationeffectaccountsfor43.4%ofthetotal
effect.Therefore,emotionalintelligenceplaysapartialintermediaryrolebetweenjuniorhighschoolstudentsperceivedsocial
supportandschooladap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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