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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中介模型探析困境儿童社会适应现状及影响机制"

杜蒋理!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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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探究困境儿童社会适应现状及影响机制%为困境儿童心理帮扶及救助提供依据&#方法$采用少年儿童社会
适应量表'青少年发展与心理弹性问卷和一般自我效能感量表对重庆市

!$!

名困境儿童进行施测%探究三者之间的关系%

并分析内在作用机制&#结果$

C

"困境儿童社会适应量表各维度在性别'是否住校'是否家庭和睦上具有统计学意义上的
差异!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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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年儿童社会适应量表'青少年发展与心理弹性问卷和一般自我效能感量表两两间具有统计学意义
上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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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自我效能感具有统计学意义上的正向预测社会适应!

"G"?#H!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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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心理韧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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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韧性具有统计学意义上的正向预测社会适应!

"G"?IIC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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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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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韧性在自我效能感影响
社会适应的过程中起中介作用%中介效应比为

##?H#$J

&#结论$自我效能感不仅直接影响社会适应%还可通过心理韧性
间接影响社会适应%可通过提升自我效能高感与心理韧性来提升困境儿童社会适应水平&为社会关注困境儿童%促进他
们健康发展提供依据和实证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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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境儿童#

8+.-9,&O.9=14.P,9-

%指因家庭贫困导致生活&就医&就学等困难的儿童$或因自身残疾导致康复&

照料&护理&社会融入等困难的儿童$或因家庭监护缺失或监护不当遭受虐待&遗弃&意外伤害&不法侵害等导致
人身安全受到威胁或侵害的儿童'

C

(

)本研究中的困境儿童以缺失父母监护的儿童为主要研究对象$如留守儿
童&流动儿童&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等$这些儿童多与父母长期分离$由单亲&隔代&亲友抚养或儿童自我管理)

孙铭慧'

!

(对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的访谈发现$他们在青春期身体发育过程中并没有得到应有的关心和照顾$被
父母入狱而带来的*羞耻感+和*自卑感+折磨着$部分儿童甚至出现了失眠&厌食&脱发等情况)长期来看$亲情
的缺失使家庭教育功能弱化$无法满足困境儿童在情感&沟通等方面的需要$困境儿童比其他儿童更容易出现心
理偏差与越轨行为)辍学&心理健康问题&性行为过早#

C(

岁以下%&缺乏家庭支持&无家可归&遭受暴力或性虐待
的风险增加'

#N(

(

)

近些年来$新冠病毒感染作为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

(不仅传播广泛影响深远$而且对弱势群体的负面影
响更大'

I

(

$具体表现为!新冠病毒感染使医疗服务的可用性受到了极大的限制$弱势群体很难获得及时的诊断和
治疗途径)不仅如此$受疫情的影响$全球经济进入倒退或缓慢增长阶段$无形中加重了困境儿童家庭的负担$

国外有研究表明由此导致部分儿童遭受虐待与忽视的风险上升'

E

(

)与此同时$受疫情影响$学校教育的中断和
活动的缺乏导致一些儿童出现身体和精神健康问题)农村困境儿童和多重困境留守儿童存在比较突出的心理
健康问题$此次疫情加剧了他们的心理困扰,经历困境越严重的农村儿童$心理健康问题越突出'

L

(

)英国教育标
准局

!"!C

年度报告'

H

(显示$在疫情封控中长大的这一代孩子$自理能力&身体运动能力&社交能力和语言能力发
展都受到了严重影响$遭受严重心理健康问题或保障问题的学习者数量增加)对于缺乏家人监护与关爱的困境
儿童来说$他们遭受的伤害远高于非困境儿童,他们即使没有感染新型冠状病毒$疫情也给他们带来了*温水煮
青蛙+式的伤害)困境儿童亟需重点关照$了解他们的生活处境及影响因素$探究对他们的救助措施具有重要的
现实意义)

社会适应是个体或群体为了达到与环境平衡的目的$在与社会环境的交互过程中不断学习或改变自身的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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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行为与生活方式的一种心理过程'

C"NCC

(

)困境儿童社会适应是指困境儿童能够通过发展合理的人际交往技能&

设定社会角色&树立正确的价值观&理解不同群体文化观念$有效地适应社会而获得心理安全的过程)与正常儿
童社会适应不同$困境儿童的社会适应过程复杂而具有挑战性$其中由于个人心理因素&家庭环境&社会不公平
等多方面原因$通常具有复杂性)如流转&陌生的环境&来自社会或他人的排斥&疫情下反复与亲人分隔两地的
封控管理措施导致他们与亲人的沟通减少等困难降低了困境儿童的适应性与融入能力$致使他们在社会适应方
面存在障碍$具体表现为!在学习行为方面$困境儿童比正常儿童更容易受外界影响$他们更可能在学习过程中
受到负面情绪的影响$从而影响学习成果,同时$家长对困境儿童的期望通常比正常儿童更低$从而影响困境儿
童的动机和学习习惯)在人际交往方面$困境儿童的社会适应表现明显低于正常儿童$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他
们较低的自尊心和较弱的社交技巧所致)困境儿童常常有不自信的情绪$缺乏正确的表达能力$而正常儿童则
能够更好地与周围的人进行有效的交流)总之$困境儿童社会适应与正常儿童相比$有较大的不同)如果不专
门研究他们的社会适应现状并找出适当的措施进行干预$他们的社会适应问题可能会不利于社会的和谐稳定)

因此$要有效地帮助困境儿童获得良好的社会适应$应该组建专业的干预团队$为困境儿童提供全面的支持$使
他们能够更好地适应社会环境)

自我效能感是指个体对自己能否操作行为的能力预期$即一种掌控影响性事件和自己活动水平的信念'

C!

(

)

困境儿童处于学习成长的阶段$学习与人际交往是他们现当下的重要课题)良好的自我效能感能正向影响他们
的学业&人际等$为他们增加面对人生困境的勇气$促使他们更好地社会适应,不良的自我效能感带来的影响则
与之相反)有研究表明$自我效能感与社会适应关系密切$前者能正向预测后者'

C#NC(

(

)基于此$提出本研究假设
WC

!困境儿童的自我效能感能正向预测社会适应)心理韧性#即心理弹性%是指个体在压力和逆境中仍能积极适
应的能力'

C$

(

)有关心理韧性研究认为$在某些保护因素#如自我激励&正面思考&不断学习&弹性思维等%作用下$

不利环境下的儿童仍有机会保持正常的发展)农村留守儿童心理韧性与良好社会适应具有内在一致性'

CI

(

,心理
韧性对社会适应发挥着正向预测作用'

CE

(

)此外$自我效能感是心理韧性的一种内部保护因素'

CL

(

$能正向预测心
理韧性'

CHN!"

(

)基于此$提出本研究假设
W!

!在自我效能影响社会适应的过程中$心理韧性起中介作用$具体表现
为

W!&

和
W!O

两条路径#图
C

%$即自我效能感正向预测心理韧性与心理韧性正向预测社会适应)

图
!

!

中介模型
"#

$

%!

!

&'(#)*#+,-+('.

综上所述$自我效能感能预测心理韧性和社
会适应且心理韧性能预测社会适应$但前人常研
究三者两两间的关系$鲜少将三者一起研究)基
于此$本研究拟构建一个中介模型#图

C

%$探讨三
者的关系$为社会关注困境儿童$促进他们健康
发展与社会适应提供依据和参考)

/

!

研究方法
/0!

!

被试
本研究调查对象为重庆开州&巫溪&潼南等区县缺失父母监护的困境儿童$其中留守儿童占研究总数的

H$J

$辍学儿童占研究总数的
#J

$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占研究总数的
CJ

$孤儿占研究总数的
CJ

)通过各区县
学校老师联系到研究对象或他们的家长$小学六年级及以上儿童自行填写问卷$小学四年级以下学生由家长或
老师辅助填写问卷)共发放

!$!

份问卷$回收
!$!

份$有效问卷
!CC

份$问卷有效率为
L#?E#J

)儿童是指
CL

周
岁以下的任何人$本研究中被试平均年龄为

C#?E"

岁$年龄分布为
(

岁至
CE

岁)

/0/

!

工具
/0/0!

!

少年儿童社会适应量表
少年儿童社会适应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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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0M

%由社会适应&学习自
主&环境满意&活动参与&生活独立&人际协调&人际友好&社会认同&社会活力等

L

个因素共
("

个项目构成)采用
$

级评分$即*完全不符合+*大部分不符合+*不能确定+*大部分符合+*完全符合+分别计
C

"

$

分$计算各因子得分#所
包含题目得分求和%)得分越高$代表社会适应水平越高)该量表在本研究中的内部一致性系数得分为

"?H(#

)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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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发展与心理弹性问卷
青少年发展与心理弹性问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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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条目的内部因素与外部因素组成#四级评分%$涉及到校园&家人&社区&乡村邻里间&与其他成年人#除父母或
其他代养人%的相处情况&对自身与对他人的描述)可外加其他

$

个条目的学校附加因素#五级评分%$本研究共
采用

$I

个条目)可计算总分$也可以计算平均分$分数越高$代表心理弹性越好)得分分为
#

类!高#得分大于
#

%,中#得分大于或等于
!

且小于或等于
#

%,低#得分小于或等于
!

%)该量表在本研究中的内部一致性系数得分
为

"?H(I

)

/0/01

!

一般自我效能量表
一般自我效能量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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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

%由
C"

个项目构成$采用
(

级评分$*完全不
正确+*尚算正确+*多数正确+*完全正确+分别计

C

"

(

分)得分越高$代表自我效能感越高)该量表在本研究中
的内部一致性系数得分为

"?H"(

)

/01

!

数据处理
使用

<\<<!$?"

进行数据分析)

1

!

结果
10!

!

共同方法偏差
采用

W&,6&-

单因素检验$将
<M<0M

&

XY@%

&

S<T<

这
#

个量表的所有项目做探索性因子分析$共
!E

个因
子的特征根值大于

C

$第
C

个因子解释的变异为
!E?IL(J

$小于临界值
("J

)由此可见$本研究无统计学意义的
共同方法偏差)

10/

!

困境儿童社会适应及各维度的差异比较
以

<M<0M

总分及各因子分为因变量$以性别&是否独生子女&是否住校&是否家庭和睦作为自变量$进行独
立样本

#

检验$检验分析结果见表
C

)

表
!

!

困境儿童社会适应及各维度的差异比较#平均值
2

标准差$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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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性别

男 女 #

是否独生
独生子女非独生子女 #

是否住校
住校 非住校 #

家庭是否和睦
家庭和睦家庭不和睦 #

社会
适应

C$C?LC(]

!E?$$"

C$E?"CH]

!H?LEL

Ĉ?!E#

C$(?#I(]

#"?H$#

C$#?HIE]

!E?HE!

"?"H$

C$!?#!C]

#"?"!L

C$$?L!L]

!L?C!!

"̂?LEI

CI"?!L(]

!I?EH#

C(L?$$H]

!H?HH"

!?HL!

"

学习
自主

!!?"L$]

$?!LL

!#?$#(]

$?!IE

Ĉ?H#(

!!?IEC]

$?$E!

!!?E$"]

$?CH(

"̂?C"(

!C?H!!]

$?!"$

!#?(LC]

$?#$C

!̂?C(#

"

!#?$""]

(?EEH

!!?"CL]

$?E"(

!?"#(

"

环境
满意

CH?$#I]

#?H#C

CH?#IL]

(?("C

"?!L(

CH?!#$]

(?!LE

CH?$"#]

(?"LI

"̂?($!

CL?LC#]

(?!HE

CH?HI$]

#?H$!

!̂?"!H

"

!"?#LI]

#?E#$

CL?$CL]

(?#!E

#?##H

"

活动
参与

CH?!"C]

(?I$H

CH?LL#]

$?"I$

"̂?HLI

CH?$"E]

$?"II

CH?(C(]

(?L"(

"?C##

CH?("(]

(?$!I

CH?(HC]

$?!#E

"̂?C!H

!"?(!"]

(?(IC

CL?$E#]

$?CC!

!?EL!

"

生活
独立

CL?ELC]

(?!##

!"?(H(]

$?!""

!̂?$#"

"

CH?IH$]

(?CE"

CH?$CH]

$?CL(

"?!$E

!"?#IH]

$?("H

CL?L#E]

(?"IE

!?###

"

!"?L""]

$?CE!

CL?(H"]

(?!"H

#?$E#

""

人际
协调

CE?E(!]

(?(H!

CH?"#L]

(?#H"

!?"$I

"

CL?I"L]

(?(L!

CL?#CE]

(?(L(

"?($E

CL?CE$]

(?(CL

CL?II$]

(?$#$

"̂?EH(

CH?!""]

(?"E"

CE?E!L]

(?E!"

!?(C(

"

人际
友好

!#?$#C]

(?HH"

!#?LHI]

$?#LH

"̂?(H(

!#?I!"]

$?H#(

!#?IIE]

(?E(!

"̂?"I#

!#?"#"]

$?((L

!(?!("]

(?HCL

Ĉ?IH$

!(?I$.]

(?(LI

!!?E(E]

$?I(L

!?IHC

"

社会
认同

C$?LH!]

!?HH#

C$?H""]

#?L!#

"̂?""I

CI?"C#]

#?$H#

C$?ELE]

#?#HE

"?($I

C$?ECL]

#?$#"

CI?"CL]

#?(C!

"̂?I!L

C$?L$C]

#?(!C

C$?LHC]

#?$!"

"̂?"L(

社会
活力

C$?"($]

#?E(H

C(?HCC]

(?ILE

"?!!C

C$?"C$]

(?(CC

C$?"C#]

(?C((

"?""$

C(?LH"]

(?CLE

C$?C#C]

(?!HE

"̂?(C!

C$?(EE]

#?L$(

C(?$HI]

(?$!H

C?$C(

!!

注!*

"

+表示项目数据在
!

#

"?"$

水平#双尾%具有统计学意义上的差异$*

""

+表示项目数据在
!

#

"?"C

水平#双尾%具有统计
学意义上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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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
C

可以得出$性别在生活独立&人际协调因子上具有统计学意义上的差异#

!

#

"?"$

%$且女生在这两因
子上的得分均高于男生,是否住校在学习自主&环境满意和生活独立上具有统计学意义上的差异#

!

#

"?"$

%$且
住校生在生活独立因子上得分高于非住校生#走读生%$在其他因子上得分均低于走读生,是否家庭和睦在总分
与除社会认同&社会活力因子外的所有因子上具有统计学意义上的差异#

!

#

"?"$

%$其中生活独立#

!

#

"?"C

%且
家庭和睦的学生在具有统计学意义上的差异的各因子上的得分均高于家庭不和睦的学生,是否为独生子女在总
分及各因子上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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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困境儿童社会适应%自我效能感%心理弹性的的描述统计与相关矩阵
描述及相关分析结果#表

!

%表明!社会适应&自我效能感&心理韧性三者两两间具有统计学意义上的正相关
关系#

!

#

"?"C

%)

表
/

!

描述统计%相关分析结果
3)4%/

!

>'=6;#4'*<';'=:.*=+8=*)*#=*#6).),(6+;;'.)*'(),).

?

=#=

项目 平均值
]

标准差 社会适应 自我效能感 心理韧性
社会适应

#?LIE]"?E!C C

自我效能感
!?EHC]"?I(!

"?I$E

""

C

心理韧性
#?IH!]"?(EL

"?I$H

""

"?$#L

""

C

!!

注!*

"

+*

""

+*

"""

+分别代表在
!

#

"?"$

&

!

#

"?"C

&

!

#

"?""C

水平#双尾%的相关性具有统计学意义)

10@

!

困境儿童心理韧性在自我效能感与社会适应关系中的中介作用分析
采用

W&

'

9:

'

!C

(编制的
<\<<

宏中的
%*P9.(

#简单的中介模型%$在控制性别&是否独生子女&是否住校的情
况下对

XY@%

在
S<T<

与
<M<0M

之间关系中的中介效应进行检验)结果表明#表
#

%$自我效能感对社会适应
的正向预测作用具有统计学意义#

"G"?EI$

$

#GC#?"#"

$

!

#

"?""C

%$放入中介变量之后$直接预测作用依旧具有
统计学意义#

"G"?$"$

$

#GL?#IL

$

!

#

"?""C

%)自我效能感对心理韧性的正向预测作用具有统计学意义#

"G

"?#H!

$

#GL?HI$

$

!

#

"?""C

%)心理韧性对社会适应的正向预测作用具有统计学意义#

"G"?IIC

$

#GL?"HL

$

!

#

"?""C

%)此外$直接效应及中介效应的
K**;:;,*

U

H$J

置信区间的上下限均不包含
"

#表
(

%$表明自我效能感不
仅能直接预测社会适应$而且能够通过心理韧性的中介作用预测社会适应)直接效应#

"?$"$

%和中介效应
#

"?!I"

%分别占总效应#

"?EI$

%的
II?"I$J

和
##?H#$J

)最终得到心理韧性中介作用模型见图
!

)

表
1

!

心理韧性的中介模型检验
3)4%1

!

&'(#)*#+,-+('.*'=*+8

7

=

?

6<+.+

$

#6).;'=#.#',6'

回归方程#

$G!C"

% 拟合指标 系数显著性
结果变量 预测变量

%

%

!

& P/C P/! " #

心理韧性

性别
是否独生
是否住校
自我效能感

"?$$L "?#CC !#?CEC ( !"$

"?"$L

"?"CC

"?C!E

"?#H!

C?"C"

!

"?CH"

!?!EC

"

L?HI$

"""

社会适应

性别
是否独生
是否住校
自我效能感
心理韧性

"?EIL "?$LH $L?I"C $ !"(

"?CHH

"?"CL

"̂?C$C

"?$"$

"?IIC

!?H#L

""

!

"?!I!

!̂?!EL

L?#IL

"""

L?"HL

"""

社会适应

性别
是否独生
是否住校
自我效能感

"?IEE "?($L (#?!( ( !"$

"?!#E

#?"IE

""

!

"?"!$ "?#!#

"̂?"IE "̂?LHC

"?EI$

C#?"#"

"""

!!

注!表中回归系数均为非标准化系数$*

"

+*

""

+*

"""

+分别代表在
!

#

"?"$

&

!

#

"?"C

&

!

#

"?""C

水平#双尾%的统计结果有统计
学意义)

EIC

第
#

期
!!!!!!!!!!

杜蒋理%等)基于中介模型探析困境儿童社会适应现状及影响机制



表
@

!

总效应%直接效应及中介效应分解表
3)4%@

!

3)4.'+8*+*).'88'6*=

$

(#;'6*'88'6*=

$

),(-'(#)*#,

$

'88'6*=

效应值
K**;<T H$J__0B H$J7_0B

效应占比
总效应

"?EI$ "?"$E "?I(H "?LL"

直接效应
"?$"$ "?"E" "?#IH "?I(! II?"I$J

心理韧性的中介效应
"?!I" "?"$H "?!$$ "?(LE ##?H#$J

注!*

"""

+代表在
!

#

"?""C

水平#双尾%的统计结果有统计学意义)

图
/

!

心理韧性中介作用模型
"#

$

%/

!

3<'-+('.(#)

$

;)-+8

7

=

?

6<+.+

$

#6).;'=#.#',6'-'(#)*#,

$

'88'6*

@

!

讨论
@0!

!

困境儿童社会适应的性别%是否独生子女%是否住校%是否家庭和睦差异分析
本研究发现在性别因素的差异检验中$女生在生活独立及人际协调因子上得分高于男生$女生的社会适应

优于男生)该结果可以用中学女生的宜人性在统计学意义上优于男生'

!!

(

&女孩在移情与亲社会行为表现上优于
男孩'

!#

(进行解释)女生的某些人格特征可能更有利于人际协调$人际协调主要指协调同学间矛盾的能力'

!(

(

)

女生有利于社会适应的人格优势$这可能是由社会对两性的要求不同而引起的)可以从差异心理学以及社会对
性别角色期待等方面解释本研究结果$即女生心理&生理成熟早于男生$各项生活能力高于男生且具有较好的同
理心和包容性$所以生活独立&人际协调能力在统计学意义上高于男生)该结果提示$在生活中要正确认识困境
儿童男生比女生出现更多社会适应问题的现象$从对男女生的观念差异上找男女生社会适应差异的原因$从而
正确有效加强男生的社会适应技能辅导$以期能正确对待和解决问题)

是否住校在学习自主&环境满意和生活独立上具有统计学意义上的差异$且住校生在学习自主&环境满意因
子上得分低于非住校生$而在生活独立因子上得分高于非住校生)由于亲子关系的缺失$父母对留守子女教育
不足$使得留守儿童的学习状况存在很多问题'

!$

(

$如困境儿童比正常儿童更容易受外界影响$他们更可能在学习
过程中受到负面情绪的影响$从而影响学习效果)加之$困境儿童的家长期望通常低于正常儿童$从而影响困境
儿童的动机和学习习惯$可以解释本研究结果)相对成年人来说$儿童心理承受能力差$需要更多的保护和爱)

住校学生和亲属在一起的时间较少$能感受到爱与关怀也相对较少$缺少家属的陪伴与督促$同时又接受了很多
来自学校其他层面的限制$比如统一的作息时间&不合心意的食堂饭菜等$这些因素使得他们学习自主与环境满
意得分低于非住校生)与此同时$住校生很多事情需要自己安排&自己做决定$所以在思想和行为上更加独立$

使得他们的生活独立能力高于非住校生)

是否家庭和睦在总分及多项因子上具有统计学意义上的差异$且家庭和睦的学生在具有统计学意义上的差
异的因子上得分均高于家庭不和睦的学生)结果表明$家庭和睦程度越高$困境儿童的社会适应水平就越高)

这与许多研究结果一致)不同家庭氛围下的儿童的个性有很大不同$与双亲不全相比较$双亲不和对儿童的不
利影响更大'

!I

(

$父母的言行都将对孩子产生影响,孩子的适应行为受到父母教育方式的影响$而父母在对孩子进
行正确的教育后$孩子适应行为的发展将会更加良好'

!E

(

)这一研究结果提示$可以从帮助家庭创造良好的家庭
氛围着手$帮助提升困境少年儿童的社会适应水平)

是否为独生子女在社会适应总分及各因子上无在统计学意义上差异$即困境儿童独生子女与否对社会适应
的影响无统计学意义上的差异)这一结果与国内许多对一般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的研究结果一致$如独生子
女与同龄非独生子女的社会化状况基本一致'

!L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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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境儿童自我效能感%社会适应%心理韧性的关系分析
本研究发现$困境儿童自我效能感&社会适应&心理韧性三者两两间具有统计学意义上的正相关)

自我效能感能在统计学意义上正向预测社会适应$本研究假设
WC

得到验证)高自我效能感意味着高自信
心$即对自己各方面的评价较高$相信自己有足够的能力来应付各类挑战并积极完成任务)困境儿童因为亲子
关系的缺失$生活中会面对比正常儿童更多的挑战$而较高的自我效能感能为儿童的心理素质提供积极的影响$

帮助他们克服困难&抵御不利影响$帮助他们完成任务&实现目标)对自身能力的信念会使个体有较少的自卑和
焦虑困扰'

!H

(

$高自我效能感会使困境儿童消极情绪体检较少&积极情绪体验较多)正向的情绪体验又能增强他
们的自信心$提升他们的自我效能感$使他们积极发挥主观能动性$实现自我的主动性和自控能力$对外表现为!

自我效能感越高$就越有活力和动力来应对学习&生活中的困难$加大完成各项任务的努力程度$得当处理自己
面对的困难与挑战后就更容易得到同伴的信任$如果能够主动帮助有困难的同伴$就会增强自己人际交往方面
的适应性)

谢玲平'

!H

(指出$一般自我效能感是心理韧性的内在驱动力$前者越高$后者也越好)心理韧性与社会适应具
有内在一致性'

CI

(

$前者能在统计学意义上正向预测后者$与本研究结果一致)*心理韧性是在遭受逆境时$有助
于个体良好适应的保护性因素)个体自身因素#个人力%以及个体外部因素#支持力%是保护性因素的两个重要
组成部分+

'

#"

(

)良好的社会适应包含心理韧性的重要特质)个体自身保护性因素包括积极正向的自我意识&归
因方式&自我监控以及自我评估$个体外部保护性因素包括良性的家庭环境&人际关系以及切实有效的社会交往
和积极主动地寻求自我与环境的平衡)个体自身因素与外部因素共同作用于个体的成长$当个体得到了健康&

和谐的发展$就能积极有效地适应社会)因此$不断探索困境儿童心理韧性保护性因素$进而提升他们的保护性
水平有助于增强困境儿童社会适应能力&促进他们不断地适应社会发展)

@01

!

心理韧性在自我效能感与社会适应之间的中介效应分析
许多研究证实了在心理韧性动态模型中$自我效能感作为个体的内部资源可以促进个体心理韧性的发展这

一观点$在不同对象中表现也是如此'

#C

(

)在验证了假设
WC

之后$引入中介变量探讨具体影响过程$发现困境儿
童心理韧性在自我效能感与社会适应之间起着部分中介作用)中介结果表明$一方面$自我效能感可以直接影
响社会适应$说明困境儿童可以通过提高自我效能感$增强自信$选择积极的应对方式解决问题&克服困难$进而
提升自己的社会适应水平)另一方面$自我效能感还可以通过心理韧性间接影响社会适应$心理韧性起到中介
作用$由此假设

W!

得证)提升自我效能感不仅能直接提升困境儿童社会适应水平$还能通过提升心理韧性进而
提升社会适应水平$可通过练习正念等提升心理韧性$也可培养儿童应对复杂情况的能力$帮助他们明确自身价
值$树立信心$增强自己的适应和承受能力)

@0@

!

本研究价值与展望
本研究立足于中国困境儿童的社会适应现状$丰富了帮助提升困境儿童社会适应的策略研究$结合中国困

境儿童群体客观存在的现实困难$为困境儿童心理帮扶及救助提供了依据$并为提升困境儿童社会适应水平提
供了建议)例如$正确认识困境少年儿童男生比女生出现更多的社会适应问题的现象$从对男女生的观念差异
上找男女生社会适应差异的原因$从而有效加强男生的社会适应技能辅导$以期能正确对待和解决问题,从帮助
家庭创造良好的家庭氛围着手$帮助提升困境少年儿童的社会适应水平$如家庭成员应该有强烈的意志$给予孩
子很多关爱&支持和帮助$给予孩子提供稳定的心理环境$增强孩子的意志$使孩子能够排除不利影响$保持正常
发展,可通过提升困境儿童自我效能感&不断探索心理韧性保护性因素$进而提升保护性水平从而增强困境儿童
社会适应能力$促进他们不断地适应社会发展)此外$本研究也存在需要改进之处)就研究方法而言$只采用了
横断研究$未能揭示变量间的因果关系)后续研究可以采用纵向追踪法进行补充$以验证因果关系)就研究内
容而言$收集数据时正处于疫情期间$没有疫情前后困境儿童的数量变化以及他们现状的对比来说明困境儿童
受疫情的影响$后续研究可做对比分析)就作用机制而言$未来研究可以一步考察困境儿童问题解决'

!H

(

&应对方
式'

#!

(等因素如何协同作用对困境儿童社会适应产生影响$丰富改善困境儿童社会适应现状的作用机制研究)

A

!

结论
困境儿童社会适应在性别&是否住校&是否家庭和睦上具有统计学意义上的差异$可以从转变对男女生的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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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差异&培养孩子的独立性&帮助家庭创造良好的家庭氛围着手$帮助提升困境少年儿童的社会适应水平)

心理韧性在自我效能感影响社会适应的过程中起部分中介作用$可通过选择积极的应对方式提升自我效能
高感&通过练习正念提升心理韧性从而提升困境儿童社会适应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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