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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守初中生感知教师情感支持与学校适应的关系:
基本心理需要和积极情绪的链式中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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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为了探讨留守初中生感知教师情感支持对学校适应的影响以及基本心理需要和积极情绪在两者之间

的链式中介作用,采用感知教师情感支持问卷、基本心理需要量表、积极情绪量表和学校适应问卷对1371名留守

初中生进行调查.结果表明:(1)感知教师情感支持与基本心理需要、积极情绪、学校适应均两两显著正相关;(2)留
守初中生感知教师情感支持正向预测学校适应;(3)留守初中生感知教师情感支持对学校适应的间接效应包括三

条路径:感知到的教师情感支持通过基本心理需要的独立中介作用影响学校适应;感知教师情感支持通过积极情

绪的独立中介作用影响学校适应;感知教师情感支持通过基本心理需要和积极情绪的链式中介作用影响学校适

应.本研究揭示了留守初中生感知教师情感支持对学校适应的影响和作用机制,对留守初中生学校适应的提升、学
校适应不良的预防以及干预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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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留守儿童是指因父母一方或双方外出流动到其

他地区,而导致被留在户籍所在地无法与父母一起

生活、未满18岁的儿童青少年[1].在当今社会转型

期经济社会发展和人口流动的背景下,留守儿童会

普遍存在,由于父母缺位,亲子沟通和教育相对缺

失,导致其容易出现各种心理问题和学校适应问

题[2-4].特别是正处于发展过渡期的留守初中生,他
们面临着心理和生理上的冲突与矛盾,更容易出现

不良行为和学校适应问题[5-7],因而关注留守初中生

的学校适应尤为重要.研究也表明,与非留守初中生

相比,留守初中生有更严重的学校适应问题,更容易

出现适应困难[8-9].自2016年国务院颁布的《关于加

强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工作的意见》推行,针对留

守儿童关爱保护工作进行了全方位的安排与调控,

旨在能够持续地为留守儿童营造成长和发展的环

境.国家印发的《健康中国行动———儿童青少年心理

健康行动方案(2019—2022年)》也有针对性提出对

留守儿童等处境不利学生的心理健康和积极发展进

行重点关爱[10].可见,如何使得留守初中生在学校

环境中积极适应和成长是重要的议题,也是留守初

中生教育中需要解决的棘手问题.学校适应是指学

生在学校环境中愉快地参与不同的活动并最后取得

学业成功,其常用指标包含情绪行为适应、学业适

应、同伴和师生关系等[11].学校适应是学生心理健

康发展的重要指标之一,学校适应不良会导致学习

问题、学习动机不足、辍学[12],以及焦虑、抑郁等心

理健康问题,攻击、欺凌等问题行为[13],影响其健康

成长和未来发展.因此,本研究结合上述关爱、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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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度,以及关注积极发展和适应,探讨留守初中生学

校适应的影响机制,有助于留守初中生学校适应的

提升、学校适应不良的预防以及干预.
感知教师情感支持是学生视角下的一类社会支

持,是指在教育互动情景中,学生感知到的老师对他

们尊重、关心、鼓励和帮助等付出,并产生积极的心

理体验[14].社会支持理论(socialsupporttheory)认
为,在重要关系中感受到的社会支持能够促进个体

的成长、发展[15].研究也表明,感知到的教师情感支

持不仅能够增强学生学业动机和学业自我效能

感[16]、提升学生的学校归属感和参与度[17],还能够

缓冲学生适应问题的消极影响[18]、减少学 业 倦

怠[16],与学生适应密切相关[19].而且在青少年阶

段,相比父母和同伴,来自教师的情感支持更能预测

学业能力与表现、学校满意度和社会技能[18,20],这
对父母缺位、亲子分离的留守初中生来说尤为重要,
感知到教师给予关爱和保护更有可能促进其积极适

应、发展[7].依据依恋理论(attachmenttheory),与
重要他人的依恋关系影响着个体的发展,教师是重

要的依恋对象,感知到的教师情感支持能作为留守

初中生亲子依恋缺失的补偿而发挥依恋功能,能够

缓解心理问题和促进积极发展与适应[21-23].据此,
本研究推测留守初中生感知教师情感支持正向预测

学校适应,并进一步探讨两者之间存在的内部机制.
基本心理需要是个体成长、适应的重要心理营

养物质,个体的基本心理需要包括关系需要、能力需

要和自主需要[24],随着积极心理学的盛行,个体的

基本心理需要被广泛关注,其重视人的内在动机和

潜能,对个体的积极发展、成长和幸福感等有重要的

作用.Ryan等[25]认为,社会支持的积极心理效应可

能源于社会支持系统满足一种或多种基本心理需求

的能力,该观点得到了实证研究的证实[26].也就是

说,感知教师情感支持的积极心理效应可能通过满

足基本心理需要来实现.自我决定理论(self-deter-
minationtheory)也认为,基本心理需要的满足状况

是由环境能否给予充足的支持性资源决定的,外部

社会环境因素通过满足基本心理需要促进个体往积

极的方向发展,促成个体适应和成长[27].反之,得不

到满足容易导致消极倾向和适应问题.在父母缺位、
亲子分离的情况下,感知到的教师情感支持提供的

支持性资源可以更好地满足留守初中生的基本心理

需要.当感知到来自重要他人的支持越多时,就会拥

有丰富的关系资源,产生胜任感、自主感,其基本心

理需要的满足程度就越高[28].依据自我决定理论,
在符合其心理需求的环境中,留守初中生会茁壮成

长和发展并受到激励,激发内生动机和潜能[29-30],
有助于积极适应,促进适应学校.实证研究也表明,
基本心理需要与学校适应密切相关,当基本心理需

要得到满足时,能够促进学生学业成功和产生积极

行为,提升其学校适应水平[31-32].据此,本研究推测

留守初中生感知教师情感支持通过基本心理需要影

响学校适应.
积极情绪是积极心理学领域的核心内容之

一[33].以往研究提出“情景—过程—结果”模型,即
感知情景因素通过影响心理过程进而影响心理行为

结果.根据“情景—过程—结果”模型,积极情绪可能

起到中介作用.一方面,留守初中生感知教师情感支

持可能会通过增加积极情绪体验.依据社会支持的

主效应模型和情绪事件理论,社会支持能够带来普

遍增益的效果,有助于增强和维持个体积极的情绪

体验[30].也就是说,留守初中生感知到的教师情感

支持能够对其学业、人际和生活等方面进行持续积

极的增益,助其产生丰富的积极情绪体验,并维持乐

观的心态.研究也表明,教师情感支持对积极情绪有

正向促进作用,当学生感知到的教师情感支持越多

时,就会体验到越多的积极情绪[17].另一方面,积极

情绪可能有助于促进留守初中生的学校适应.从相

关理论上看,积极情绪的拓展—建构理论(broaden-
and-buildtheory)认为,积极情绪能够拓展个体的

认知空间和注意力,强化思维灵活性,产生积极的态

度与行为,积极地应对逆境的适应压力,并有利于建

构持久且丰富的个人资源,涵盖生理、心理和社会资

源等,增强个体的适应能力[34-35].即留守初中生体

验到越多的积极情绪时,会有更多的积极的适应态

度和行为,同时建构丰富的个人资源,如智力资源、
体力资源、人际和社会协调性资源等[33],增强自身

适应的能力和韧性,从而有助于促进学校适应.研究

也发现,积极情绪有利于提升学生的适应能力,助其

适应学校环境[36].据此,本研究推测留守初中生感

知教师情感支持通过积极情绪影响学校适应.
基本心理需要与积极情绪也显著相关[37],通过

两者之间的中介作用积极行为和适应.留守初中生

基本心理需要可能影响积极情绪.依据自我决定理

论,当个体基本心理需要通过支持环境得到满足时,
会受到 激 励 且 获 得 自 信、幸 福 感 等 积 极 情 感 体

验[27,38],这对个体的成长和发展是增益的.研究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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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明,基本心理需要的满足可以预测个体的积极情

绪,这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都得到了验证[39].本研

究认为,基本心理需要是留守初中生积极情绪的重

要影响因素.综合上述理论观点和实证研究,本研究

推测留守初中生感知教师情感支持可以通过基本心

理需要和积极情绪的链式中介作用影响学校适应.
综上所述,本研究拟用留守初中生作为研究对

象,基于理论模型基础与实证研究结果,探讨留守初

中生学校适应的影响因素以及作用机制,考察感知

教师情感支持、基本心理需要和积极情绪的影响机

制,包括感知教师情感支持的直接作用,基本心理需

要、积极情绪的独立中介作用,以及两者的链式中介

作用,以期为留守初中生学校适应水平的提升,以及

预防和改善学校适应不良问题提供依据和思路.

1 研究方法

1.1 研究对象

采用整群抽样方式,以广西壮族自治区和贵州

省3所初级中学的留守初中生为调查对象,发放

1500份问卷,共获得1371份有效问卷,问卷有效

率为91.4%.其中男生688人,女生683人,独生子

女205人,非独生子女1166人.单外出留守初中生

785人(父亲在外工作581人,母亲在外工作204
人),双外出留守初中生586人(父母均在外工作).
被试平均年龄为(13.05±0.62)岁.
1.2 研究工具

1.2.1 感知教师情感支持问卷

采用由贾娟[40]编制的中学生感知到的教师情

感支持问卷,该问卷为学生自我报告评定.该问卷共

由五个维度组成,分别从关注关心学生、理解学生、
鼓励学生、尊重学生和信任学生来测量感知的教师

情感支持.该问卷包括23个题项,采用李克特5点

计分,从1(完全不符合)到5(完全符合),分数越高

表示学生感知到的教师情感支持就越多.本研究中,
该问卷的Cronbach’sα系数为0.95.
1.2.2 基本心理需要量表

采用由Deci和Ryan编制、喻承甫等[41]修订的

基本心理需要量表.该量表共21个题项,涵盖自主

需要、能力需要和关系需要三个维度.采用李克特7
点计分,从0(完全不符合)到7(非常符合).本研究

中对反向计分项目进行了处理,分数越高表示基本

心理需要满足的程度越高.本研究中,该量表的

Cronbach’sα系数为0.80.

1.2.3 积极情绪量表

采用 Watson,Clark和 Tellegen编 制,邱 林

等[42]修订的积极—消极情绪量表,共18个情绪词,
积极和消极情绪各9个,采用李克特5点计分,从1
(几乎没有)到5(非常多),得分越高表明对应情绪

出现得越频繁.本研究只选取积极情绪分量表,其测

得的Cronbach’sα系数为0.90.
1.2.4 初中生学校适应问卷

采用由崔娜[43]编制的初中生学校适应问卷,由
五个维度组成,分别是:常规适应、学业适应、同伴关

系、师生关系、学校态度与情感,共27题,采用李克

特5点计分,从1(完全不符合)到5(完全符合),得
分越高,表示学校适应越好.本研究中,该问卷的

Cronbach’sα系数为0.92.
1.3 统计方法

本研究使用SPSS22.0软件以及PROCESS
3.5程序进行数据分析,包括共同方法偏差检验、描
述统计、皮尔逊相关分析和检验链式中介效应.

2 研究结果

2.1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本研究将研究数据进行共同方法偏差检验.根
据Harman单因素检验对数据进行因子分析[44],结
果表明特征根大于1有13个因子,而且第一个主因

子的方差占比等于21.9%(低于40%的标准),所以

说明共同方法偏差不严重.
2.2 描述统计和相关性分析

根据描述性统计和Pearson相关分析结果显

示,感知教师情感支持、基本心理需要满足、积极情

绪和学校适应之间均两两显著正相关(见表1).
表1 描述性统计和各变量的相关分析

变量 1 2 3 4
1感知教师情感支持 1   
2基本心理需要 0.408** 1
3积极情绪 0.368** 0.533** 1
4学校适应 0.386** 0.554** 0.414** 1
M 80.58 89.91 26.73 100.63
SD 19.06 16.71 8.61 19.22

  注:**P<0.01,***P<0.001,下同.

2.3 链式中介效应分析

使用Hayes创建的SPSSPROCESS程序中的

模型6检验基本心理需要、积极情绪在感知教师情

感支持与学校适应之间的中介作用,将性别作为控

制变量(见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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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式中介模型中各变量之间关系的回归分析表

明(见图1):留守初中生感知教师情感支持显著正

向预测学校适应(β=0.16,P<0.001);感知教师

情感支持显著正向预测基本心理需要(β=0.41,

P<0.001)和积极情绪(β=0.18,P<0.001);基
本心理需要显著正向预测积极情绪(β=0.45,

P<0.001)和学校适应(β=0.41,P<0.001);积
极情绪显著预测学校适应(β=0.14,P<0.001).

使用Bootstrap方法以及重复抽样5000次,检
验中介效应的显著性.结果表明,感知教师情感支持

与学校适应的直接作用、基本心理需要和积极情绪

的独立中介作用,以及基本心理需要和积极情绪的

链式中介效应均显著,Bootstrap95%置信区间均不

包含0(见表3).感知教师情感支持与学校适应的直

接效应为0.16,占总效应的41.03%.基本心理需要

与积极情绪的链式中介作用有三条路径,总间接效

应为0.23,占总效应的58.97%:通过感知教师情感

支持→基本心理需要→学校适应的中介效应为

0.17;通过感知教师情感支持→积极情绪→学校适

应的中介效应为0.03;通过感知教师情感支持→基

本心理需要→积极情绪→学校适应的中介效应为

0.03.
表2 链式中介模型中各变量之间关系的回归分析(n=1371)

变量
   基本心理需要       积极情绪         学校适应     

β SE t β SE t β SE t
感知教师情感支持 0.41 0.02 16.51*** 0.18 0.02 7.52*** 0.16 0.02 6.78***

基本心理需要 0.45 0.02 18.66*** 0.41 0.03 15.48***

积极情绪 0.14 0.03 5.46***

R2 0.17 0.33 0.36
F 137.36*** 219.89*** 188.47***

表3 基本心理需要和积极情绪的中介效应分析

效应 路径 效应值 BootCI下限 BootCI上限

直接效应 感知教师情感支持→学校适应 0.16 0.12 0.21
间接效应1 感知教师情感支持→基本心理需要→学校适应 0.17 0.14 0.20
间接效应2 感知教师情感支持→积极情绪→学校适应 0.03 0.01 0.04
间接效应3 感知教师情感支持→基本心理需要→积极情绪→学校适应 0.03 0.02 0.04

图1 基本心理需要和积极情绪的中介效应

3 讨论

本研究在理论模型和实证研究的基础上,以留

守初中生为研究对象,构建了一个链式中介模型.研
究发现,感知教师情感支持不仅可以直接影响学校

适应,还可以通过基本心理需要和积极情绪的间接

作用来影响学校适应.
3.1 感知教师情感支持对留守初中生学校适应的

直接影响机制

本研究发现,感知到的教师情感支持正向预测

留守初 中 生 的 学 校 适 应,与 以 往 的 研 究 结 果 一

致[19].说明教师情感支持是留守初中生学校适应的

重要保护因素.感知到的教师情感支持越多,越能够

促进学生的学习热情、学业效能感,以及更好地发展

社交技能和学业能力[16,20],提升适应学校的能力.
而且依据社会支持的缓冲理论,社会支持能够缓冲

负性压力事件的消极作用[45],感知到的教师情感支

持能够缓冲来自学业、生活压力事件的消极影响,有
助于更好地适应学校.此外,在教师情感支持很强的

氛围下,父母缺位的留守初中生更容易体验到被关

爱、被重视,就有积极的希望感[21],以及较强的适应

动机,从而辐射到学校学习、生活的各方面.
3.2 基本心理需要和积极情绪在感知教师情感支

持与留守初中生学校适应之间的中介作用机制

中介效应分析表明,留守初中生感知教师情感

支持不仅可以通过基本心理需要和积极情绪的独立

中介作用,还可以通过两者的链式中介作用对学校

适应产生影响,均验证了本研究的推测.
本研究发现,感知教师情感支持可以通过满足

基本心理需要促进留守初中生的学校适应,符合自

我决定理论观点,也验证了Ryan等[25]提出的观点,
即感知教师情感支持对学校适应的积极效应可以通

过满足基本心理需要实现.感知教师情感支持越多,
基本心理需要满足程度越高,越有助于促进其积极

·82·



第10期 黄良荣 ,等:留守初中生感知教师情感支持与学校适应的关系:基本心理需要和积极情绪的链式中介作用

发展和学校适应.一方面,感知教师情感支持能正向

预测留守初中生的基本心理需要.依据自我决定理

论,基本心理需要的满足取决于是否有充足的支持

性资源.当感知到教师情感支持时,有助于塑造个体

对自己有能力和自主性的看法,产生更强的胜任感

和自主感,增强与他人的关联感[46],促进基本心理

需要的满足.另一方面,基本心理需要是个体适应的

重要心理营养物质,满足基本心理需要能够激发个

体的内生动机和潜能,提升自我效能感和学习动机,
促进适应学校的投入与参与,并产生更多积极学业

情绪,促进其心理行为适应、学业适应和学校满意度

等[47-49],进而促成个体良好适应学校.反之,当缺乏

能够满足基本心理需要的支持性心理环境时,个体

就容易采用消极的倾向和非适应行为来满足心理需

要[29,50],这提示要关注留守初中生的基本心理需要

的满足,可以营造积极的教师情感支持系统,有利于

避免或消除其学校适应不良问题.
本研究还发现,感知教师情感支持还可以通过

积极情绪促进留守初中生的学校适应,符合以往研

究提出的“情景—过程—结果”模型,即感知情景因

素通过影响心理过程进而影响心理行为结果(成就、
适应)[51].依据社会支持主效应理论和情绪事件理

论[52-54],当留守初中生感知到的情感支持越多时,
对学校中的学习、人际和生活均有增益效果,产生丰

富的积极情绪体验.而且对于缺乏安全亲子依恋的

留守初中生,感知到的教师情感支持能在一定程度

上缓解消极情绪的影响,受到激励而增强其自信心,
维持积极情绪,为留守初中生营造影响心理因素的

积极心理环境.另一方面,根据积极情绪的拓展—建

构理论[34],积极情绪能够拓展个体的认知空间和注

意力,增强思维灵活性,有助于建构稳定的个人资

源,使其拥有智力资源、人际资源、体力资源和心理

弹性资源等[55],增强学校适应能力,并采取积极的

行为和态度[53],促进其提升学业成绩、自我效能感、
人际参与和学校满意度,进而促成学校适应.此外,
积极情绪能够培养积极人格特质,能够持续影响个

体的积 极 发 展 和 健 康,使 个 体 更 容 易 成 功 和 适

应[33,56-57].
最后,本研究发现,感知教师情感支持可以通过

基本心理需要和积极情绪的链式中介作用影响留守

初中生的学校适应.即留守初中生感知教师情感支

持越多,其基本心理需要满足程度就越高,积极情绪

就越多,越有助于促进学校适应.该结果符合自我决

定理论,即支持性资源(感知教师情感支持)可以满

足基本心理需要,产生积极情绪体验,同时产生内生

动机和激发潜能,促进积极发展和健康成长,助其适

应学校[28-29].

4 启示

给予更多的教师情感支持是促进留守初中生学

校适应的关键前提.首先,教师不单只是“传道解惑”
者,更要关注学生特别是留守初中生的身心健康和

适应问题.“事师之犹事父也”,教师是留守初中生亲

子依恋缺失的重要补偿,应给予更多的情感支持和

关怀.其次,良好的师生关系促进学生对教师情感支

持的感知,教师要注意师生关系的培养和维持.最
后,要注意落实到实践中,可以开展教师帮扶工作,
对留守初中生进行帮扶并做好帮扶计划、总结;还可

以实行教师谈心机制,定期找留守初中生进行谈心.
满足留守初中生的基本心理需要是促进留守初

中生学校适应的重要条件.基本心理需要满足程度

越高,越能促进内在动机的产生以及激发潜能,有助

于产生积极的态度和行为,促进适应;反之则容易出

现消极倾向和非适应性行为.其一,培养留守初中生

的自主、独立意识,满足其自主需要,可以开展一些

工作和调查让留守初中生主动总结学习、生活等方

面并从中找出优缺点,鼓励其自主学习并积极尝试

解决问题.其二,营造良好班级氛围,提倡互相帮助,
可以多组织活动和课堂互动,促进同学和朋友间的

关系,满足留守初中生的关系需要,活动的开展和组

织可以适当地安排留守初中生来负责,增强其胜

任感.
营造积极的情绪氛围是促进留守初中生学校适

应的重要路径.第一,开展培养其积极乐观心态、自
信心的讲座或者班会,引导留守初中生树立积极心

态,保持积极向上的信念.第二,定期组织有关积极

情绪的心理拓展活动、趣味活动,激发和维持积极情

绪体验.第三,讲授和教会留守初中生调节情绪的方

法,如积极暗示法、注意力转移法等,并让他们能够

熟练掌握,能够对情绪进行有效调节.

5 结论

(1)留守初中生感知教师情感支持正向预测学

校适应.
(2)留守初中生感知教师情感支持可以通过基

本心理需要的独立中介作用影响学校适应;留守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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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生感知教师情感支持也可以通过积极情绪的独立

中介作用影响学校适应;基本心理需要与积极情绪

在留守初中生感知教师情感支持与学校适应之间起

链式中介作用.

参考文献:
[1]凌宇,胡惠南,陆娟芝,等.家庭支持对留守儿童生活满

意度的影响:希望感与感恩的链式中介作用 [J].中国

临床心理学杂志,2020,28(5):1021-1024.
[2]戴斌荣,陆芳,付淑英.立足健康中国关注农村留守儿童

心理健康:农村留守儿童心理发展特点研究 [J].中国

特殊教育,2022(3):3-8.
[3]宁宁,周正.家庭亲密度与适应性对农村留守儿童学校

适应的影响研究 [J].中国特殊教育,2022(2):66-72.
[4]赵磊磊,王依杉.农村留守儿童学校适应的问题分析及

治理对策 [J].当代教育科学,2018(1):81-84.
[5]石雷山,姜冬梅,高峰强.初中留守儿童的学业自我效能

与学校适应:潜变量增长模型分析 [J].应用心理学,

2017,23(2):119-127.
[6]陈英敏,李迎丽,肖胜,等.初中生人际关系与学校适应

的关系:多重中介模型检验 [J].中国特殊教育,2019
(4):83-89.

[7]崔伟,徐夫真,陈佩佩,等.留守初中生教师支持与学业适

应:人格的调节作用 [J].中国特殊教育,2017(2):54-58.
[8]余明洋.留守初中生同伴关系、心理韧性与学校适应的

关系及干预研究 [D].昆明:云南师范大学,2022.
[9]雷万鹏,李贞义.教师支持对农村留守儿童非认知能力

的影响:基于CEPS数据的实证分析 [J].华中师范大

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0,59(6):160-168.
[10]国家卫健委疾病预防控制局.关于印发健康中国行动:

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行动方案 (2019—2022年)的通

知 [EB/OL].(2019-12-26)[2023-3-10].http://www.
nhc.gov.cn/jkj/tggg1/201912/6c810a8141374adfb3a16
a6d919c0dd7.shtml?scene=2&clicktime=1577357134&
enterid=1577357134.

[11]LADDG W,KOCHENDERFERBJ,COLEMANC
C.Classroompeeracceptance,friendship,andvictimi-
zation:distinctrelationalsystemsthatcontributeu-
niquelytochildren’sschooladjustment? [J].Child
Development,1997,168(6):1181-1197.

[12]KIURUN,PAKARINENE,VASALAMPIK,etal.
Task-focusedbehavior mediatestheassociationsbe-
tween supportive interpersonal environments and
students’academicperformance [J].Psychological
Science,2014,25(4):1018-1024.

[13]MANCEVSKAS,BOZINOVSKAL,TECCEJ,et
al.Depression,anxietyandsubstanceuseinmedical
studentsintheRepublicofMacedonia [J].Bratis-
lavskeLekarskeListy,2008,109(12):568-572.

[14]YEUNGR,LEADBEATERB.Adultsmakeadiffer-

ence:theprotectiveeffectsofparentandteacheremo-
tionalsupportonemotionalandbehavioralproblemsof
peer-victimizedadolescents[J].JournalofCommunity
Psychology,2010,38(1):80-98.

[15]BERKMANLF,SYMESL.Socialnetworks,host
resistance,andmortality:anine-yearfollow-upstudy
ofAlamedaCountyresidents[J].AmericanJournalof
Epidemiology,1979,109(2):186-204.

[16]李晓玉,乔红晓,刘云,等.中学生领悟教师情感支持对

学习倦怠的影响:有中介的调节效应 [J].中国临床心

理学杂志,2019,27(2):414-417.
[17]吴春琼.教师支持方式对15岁学生积极情绪的影响:

学校归属感的中介作用 [J].上海教育科研,2020(7):

28-33.
[18]RICHMANJM,ROSENFELDLB,BOWENGL.

Socialsupportforadolescentsatriskofschoolfailure
[J].SocialWork,1998,43(4):309-323

[19]汤彩云.教师情绪劳动、感知教师情感支持影响初一学

生学校适应的跨层和追踪研究 [D].贵阳:贵州师范大

学,2022.
[20]MALECKICK,DEMARAYMK.Whattypeofsup-

portdotheyneed?Investigatingstudentadjustmentas
relatedtoemotional,informational,appraisal,andin-
strumentalsupport[J].SchoolPsychologyQuarterly,

2003,18(3):231-252.
[21]张萍,孟凡闫.留守儿童领悟教师情感支持对学习投入

的影响:日常性学业弹性和希望感的链式中介模型

[J].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2023,31(5):710-716.
[22]VERSCHUEREN K,KOOMEN H.Dependencyin

teacher-childrelationships:deepeningourunderstand-
ingoftheconstruct[J].Attachment& HumanDe-
velopment,2021,23(5):481-489.

[23]李卉,王思源,喻昊雪.教师支持对农村留守初中生心

理健康的影响: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 [J].教育学术

月刊,2022(7):84-89.
[24]RYANRM.Psychologicalneedsandthefacilitationof

integrativeprocesses [J].Journalof Personality,

1995,63(3):397-427.
[25]RYANRM,SOLKYJA.Whatissupportiveabout

socialsupport? Handbookofsocialsupportandthe
family[M].Boston:Springer,1996.

[26]TIANL,TIAN Q,HUEBNERES.School-related
socialsupportandadolescents’school-relatedsubjec-
tivewell-being:themediatingroleofbasicpsychologi-
calneedssatisfactionatschool[J].SocialIndicators
Research,2016,128(1):105-129.

[27]DECIEL,RYANR M.The“what”and“why”of
goalpursuits:humanneedsandtheself-determination
ofbehavior[J].PsychologicalInquiry,2000,11(4):

227-268.

·03·



第10期 黄良荣 ,等:留守初中生感知教师情感支持与学校适应的关系:基本心理需要和积极情绪的链式中介作用

[28]REEVEJ.Aself-determinationtheoryperspectiveon
studentengagement.Handbookofresearchonstudent
engagement[M].Boston:Springer,2012.

[29]RYANRM,DECIEL.Self-determinationtheoryand
thefacilitationofintrinsicmotivation,socialdevelop-
ment,and well-being [J].AmericanPsychologist,

2000,55(1):68-70.
[30]刘晓,黄希庭.社会支持及其对心理健康的作用机制

[J].心理研究,2010,3(1):3-8.

[31]RAIŽIEN췍S,GABRIALAVǏCIU-T췍I,GARCKIJ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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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hooladjustmentofleft-behindjuniorhighstudents:thechain
mediatingrolesofbasicpsychologicalneedsandpositiveemotions

HUANGLiangrong1,WUWenfeng1*,TANGCaiyun2
(1.SchoolofPsychology,GuizhouNormalUniversity,Guiyang,Guizhou550025,China;

2.NanningTiantaoExperimentalSchoolEducationGroup,Nanning,Guangxi530015,China)

  Abstract:Inordertoexploretheeffectofleft-behindchildren’sperceivedteacheremotionalsupportonschooladjust-
ment,andthemediatingroleofbasicpsychologicalneedsandpositiveemotionsinbetween,1371left-behindchildrenwerein-
vestigatedusingMiddleSchoolStudents’PerceivedTeacherEmotionalSupportScale,SchoolAdjustmentScale,BasicPsycho-
logicalNeedsScale,PositiveEmotionsScale.Theresultsshowedthat:1)perceivedteacheremotionalsupportwaspositively
relatedtobasicpsychologicalneeds,positiveemotionsandschooladjustment;2)perceivedteacheremotionalsupportcanposi-
tivelypredictschooladjustment;3)perceivedteacheremotionalsupportaffectsschooladjustmentindirectlythroughthree
paths:throughtheindependentmediatingrolesofbasicpsychologicalneeds;throughtheindependentmediatingrolesofposi-
tiveemotions,andthroughthechainmediationofbasicpsychologicalneedsandpositiveemotions.Thestudyrevealstheeffect
andactionmechanismoftheleft-behindjuniorhighstudents’perceivedteacheremotionalsupportonschooladjustment,which
isofsomerealisticvalueinpromotingstudents’schooladjustmentandpreventingtheemergenceofmaladjustmentinschools.

  Keywords:leftbehindchildren;perceivedteacheremotionalsupport;basicpsychologicalneeds;positiveemotions;
schooladjust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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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relationshipbetweenaweandschoolbullyingofmiddleschool
students:mediatingeffectofself-perceptionsize

ZHANGZihang1,ZHOUTianmei1*,LUOli2,LUOYuanshu3,WEIYu4
(1.CollegeofPsychology,SichuanNormalUniversity,Chengdu,Sichuan610066,China;

2.CollegeofEducationScience,NeijiangNormalUniversity,Neijiang,Sichuan641100,China;

3.ChengduMontpellierPrimarySchool,Chengdu,Sichuan610095,China;

4.BeisenCareer(Beijing)EducationTechnologyCo.LTD,Beijing100085,China)

  Abstract:Toexploretherelationshipbetweenaweandschoolbullying,andtheroleofself-perceptionsizeintheaction
mechanism,soastoprovidereferenceforschoolinterventionmeasurestoreduceschoolbullying,meansliketheawescale,

self-sizeperceptionscaleandschoolbullyingscalewereusedtoinvestigate940middleschoolstudentsinkeyschools,ordinary
schoolsandvocationalschoolsinChengdu,DeyangandLuzhou.Itisfound:(1)thereweresignificantstatisticaldifferencesin
termsofgender,schooltype,grade,urbanorruralareas,andparents’educationallevel.(2)awe,self-perceptionsizeand
bullyingbehaviorweresignificantlycorrelatedbetweenoneanother;Lifeawe,legalaweandself-perceptionsizecouldsignifi-
cantlyandnegativelypredictschoolbullying.(3)Self-perceptionsizeplaysaroleinmediatingtherelationshipbetweenaweand
schoolbullying.Conclusion:AWEcannotonlyinhibitbullyingdirectly,butalsoreducebullyingindirectlythroughthemedia-
tingeffectofself-perceptionsize.

  Keywords:awe;middleschoolstudents;schoolbullying;self-perceptionsiz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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