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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 探讨同伴接纳、教师接纳、学业成绩与小学生心理健康的关系。方法: 采用分层随机

抽样的方法从福州市三所小学二、四、五年级的 2200名学生中抽取 445名学生, 通过社会测量法和儿童行

为量表来测量小学生心理健康状况, 结合方差、相关等统计分析方法探讨这四者的关系。结果: 小学男生

Achebach儿童行为量表评分位于前 3位的依次为 : 攻击性 ( 81 45 ? 61 05)、多动 ( 41 82 ? 31 51)、强迫性

( 4156 ? 41 18)。小学女生评分位于前 3位的依次为: 攻击性 ( 71 79 ? 61 03)、抑郁 ( 51 05 ? 41 20 )、多动

( 4169 ? 31 67); 心理健康和同伴接纳、教师接纳、学业成绩之间呈负相关 ( r= - 01 22、 - 0126、 - 0117,

均 P ﹤ 0101); 不同同伴接纳、教师接纳和学业成绩水平小学生的心理健康存在显著的差异 ( F = 111610、

11134、61 147, P < 0101)。进一步两两比较发现: 高同伴接纳组的 Achebach儿童行为量表总分低于中等接纳

组和低接纳组 [ ( 251 3? 171 2) vs1 ( 301 7 ? 2117)、 ( 421 4? 2212), P < 01 001], 中等接纳组得分低于低接纳

组 (P < 01001); 低教师接纳组的 A chebach儿童行为量表总分高于高接纳组和中等接纳组 [ ( 461 6 ? 241 9)

vs1 ( 2517 ? 251 4)、 ( 301 7 ? 2117), P < 01001], 中等接纳组得分高于高接纳组 (P < 01 001); 高成绩组的

Achebach儿童行为量表总分低于中等成绩组和低成绩组 [ ( 251 3 ? 1719) vs1 ( 3111 ? 211 9)、 ( 381 4 ? 2210),

P < 01 001], 中等成绩组低于低成绩组 (P < 0105)。结论: 教师接纳程度低的学生心理健康水平也低。学业

成绩好的学生同伴接纳水平和教师接纳水平也高。同伴接纳、教师接纳和学业成绩对小学生的心理健康会产

生一定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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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 tive: The pape r a im s at discussing the re lationsh ip am ong peer acceptance, teacher accep-t

ance, academ ic ach ievement and pup ils' menta l health1M ethods: A ll 445 prim ary schoo l ch ildren in grade tw o, grade

four and g rade five w ere random ly samp led from the to ta l number o f 2200 schoo l ch ildren in three prim ary schoo ls in

Fuzhou1Soc ia l Relationsh ip Test M ethods and Ch ild B ehav ior Checklist ( CBCL ) w ere used to survey pup ils 'm en tal

hea lth1 The statistica l ana ly sis, such asANOVA, was app lied to exp lore the re la tionsh ips1Resu lts: The boys had som e

m enta l prob lem s, such as aggression ( 8145 ? 6105) , hyperactivity ( 4182 ? 31 51) and com pulsion ( 4156 ? 41 18);

and the g ir ls had som e m enta l problem s, such as aggression ( 71 79 ? 6103), depression ( 51 05 ? 4120) and hyperac-

tiv ity ( 41 69 ? 3167) 1 M eanwh ile, pupils 'm en tal health was negatively co rre la ted w ith peer acceptance, teacher ac-

ceptance and academ ic achievem ent ( r= - 01 22, - 01 26, - 01 17, respective ly, P < 01 01) 1 The pupils 'm en tal

hea lth ex isted sign ificant difference in d ifferen t lev els of peer acceptance, teacher acceptance and academ ic ach ieve-

m ent ( P < 01001), such as, the to ta l sco re of CBCL of the h igh peer acceptance group w as lowe r than that of m ed ium

and low peer acceptance g roup [ ( 2513 ? 171 2) vs1 ( 3017 ? 211 7), ( 4214 ? 2212), P < 01001]; the sco re o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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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edium peer acceptance group was low er than o f low peer acceptance g roup1Conc lusion: Peer acceptance, teache r ac-

ceptance and academ ic achievem ent m aybe exert great im pac t on pupils 'm ental hea lth1

=Key words>  m enta l hea lth; peer acceptance; teacher acceptance; soc iom etr icm easurement; pupils

  同伴关系作为小学生社会生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

部分, 对其社会性发展、健康人格的形成与自我同一

性的获得, 以及适应学校和今后的社会生活, 都起到

十分重要的作用。同伴接纳程度的高低还直接影响小

学生心理健康水平的高低
[ 1]
。同样, 教师是小学生

学校生活的 /重要他人0, 对促进小学生自我发展与

个性的形成也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有研究发现良好

的教师接纳能促进小学生学习, 并减少问题行为, 有

利于良好思想品行的养成、健康情绪的培养、学业成

绩的提高, 以及促进其身心健康与个性的全面发

展
[ 2]
。同时, 学习作为学龄儿童的主导活动, 是个

体走向成熟, 自立于社会的必由之路, 能否胜利完成

学业是学校适应的重要指标之一。有研究显示, 学习

成就对学生的心理健康有一定的影响
[ 3]
。以往大多

研究都是孤立地探讨学业成绩与心理健康、同伴关系

与心理健康之间的关系, 并没有把三者结合起来进行

分析。实际上, 这几个变量之间也有可能存在密切关

系。此外, 俞国良等人的调查发现, 小学生的心理行

为问题主要包括学习、人际关系和社会适应能力等方

面。具体而言, 随着年级的升高, 学习不适应的学生

会逐渐增多, 小学五年级学生此方面的问题最多。学

习习惯方面的问题, 小学二年级学生最多, 三年级最

少, 四年级又开始增多。在人际关系方面, 二至五年

级小学生问题逐渐增多, 五年级最多, 六年级小学生

明显减少
[ 4]
。因此, 本研究探讨同伴接纳、教师接

纳、学业成绩这三个变量与小学二、四、五年级学生

心理健康的关系。

1 对象和方法

111对象

采用分层随机抽样的方法从福州市三所小学二、

四、五年级的 2200名学生中抽取 445名学生, 其中

二年级 145名, 四年级 138名, 五年级 162名; 男生

223名, 女生 222名; 平均年龄为 917 ? 211岁。

112工具与方法

11211同伴正向和反向提名测验  采用社会测量

法中同伴等级评定表的方法来测量每个学生的同伴接

纳程度。请被试按照最喜欢和最不喜欢的程度分别依

序写出班里 3个以内同学的名字, 没有的可以不写,

即将一个班级内每个儿童的姓名依次排列, 紧挨着每

个姓名是一个五点评定尺度 (很喜欢、喜欢、一般、

不喜欢、很不喜欢 )。儿童所得全部分数的平均值为

其最后得分, 然后再以班级为单位转换为标准分数

Z。按同伴评定标准分数 Z> 1、 - 1[ Z[ 1和 Z< - 1

将被试划分为高、中、低接纳水平组。这种评定方法

的重测信度为 0182, 大量研究表明同伴评定有较好

的同时效度
[ 5]
。

11212教师接纳程度测验  采用社会测量法。分

发给教师他所在班级学生的名单 (顺序是随机排列

的 ) , 在每个学生姓名后附有一个五级评定尺度 (很

喜欢、喜欢、一般、不喜欢、很不喜欢 ), 根据教师

自己认为该学生在班级中受欢迎的程度来选择。根据

平均数 (M = 3155) 与标准差 ( SD = 0181 ) 将教师

接纳水平划分为 3组: Z> 1为高接纳组, - 1[ Z [ 1

为中等程度接纳组, Z< - 1为低接纳组。

11213学业成绩测验  以被试期中、期末两次大

考语文、数学和英语三科成绩 (百分制 ) 和平时的

学习情况作为衡量学业成就的指标。以各班级为单位

分别将各科成绩转换为标准分数, 再予以加总处理。

根据平均数 (M = 1145) 与标准差 ( SD = 0196) 将

学业成绩划分为 3组: Z> 1为高学业成绩组, - 1[

Z[ 1为中等学业成绩组, Z< - 1为低学业成绩组。

11214心理健康测验  选用 A chebach儿童行为

量表 ( Child B ehavior Checklis,t CBCL ) (家长用用 凫镓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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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

小学男生 A chebach儿童行为量表评分位于前 3

位的依次为: 攻击性、多动、强迫性。小学女生评分

位于前 3位的依次为: 攻击性、抑郁、多动 (见表

1)。

212小学生同伴接纳、教师接纳、学业成绩与心

理健康的相关性

相关分析发现, 心理健康和同伴接纳、教师接

纳、学业成绩之间呈负相关 ( r= - 0122、 - 0126、

- 0117, 均 P < 0101)。

对同伴接纳与小学男生心理健康各因子之间进行

相关分析, 发现男生同伴接纳与其社交退缩、多动、

攻击性、违纪呈负相关 ( r = - 0121、 - 0134、 -

0119、 - 0130, 均 P < 0101); 对教师接纳与小学男

生心理健康各因子之间进行相关分析, 发现男生教师

接纳与其分裂样、抑郁、社交退缩、多动、攻击性、

违纪、交往不良、强迫性呈负相关 ( r= - 0114、 -

0118、 - 0118、 - 0140、 - 0126、 - 0136、 - 0120、

- 0118, 均 P < 0105); 对学业成绩与小学男生心理

健康各因子之间进行相关分析, 发现男生学业成绩与

其社交退缩、多动、违纪呈负相关 ( r = - 0115、 -

0130、 - 0121, 均 P < 0105) (见表 2)。

表 1 男、女小学生 A chebach儿童行为量表评分情

况 ( x ? s)

因子 男 (N = 223) 女 (N = 222 )

攻击性 8145 ? 6105 7179 ? 6103

体诉 1175 ? 2120 2163 ? 2178

社交退缩 1197 ? 2108 3115 ? 2178

抑郁 3129 ? 3141 5105 ? 4120

多动 4182 ? 3151 4169 ? 3167

违纪 2115 ? 2105 3184 ? 5195

分裂样 2140 ? 1197 1116 ? 1168

残忍 (女 ) - 0178 ? 1126

性问题 (女 ) - 1151 ? 1142

交往不良 (男 ) 2137 ? 2122 -

强迫性 (男 ) 4156 ? 4118 -

表 2 同伴接纳、教师接纳、学业成绩与小学男生 A chebach儿童行为量表各因子之间的相关性 ( r)

项目 分裂样 抑郁 体诉 社交退缩 多动 攻击性 违纪 交往不良 强迫性

同伴接纳 - 0103 - 0105 - 0100 - 0121* * - 0134* * - 0119* * - 0130* * - 0109 - 0110

教师接纳 - 0114* - 0118* * - 0107 - 0118* * - 0140* * - 0126* * - 0136* * - 0120* * - 0118* *

学业成绩 - 0102  0101 - 0103 - 0115* - 0130* * - 0110 - 0121* * - 0109 - 0104

* P < 0105, * * P < 0101

  对同伴接纳与小学女生心理健康各因子之间进行

相关分析, 发现女生的同伴接纳与抑郁、社交退缩、

多动、攻击性、违纪、性问题呈负相关 ( r= - 0114、

- 0124、 - 0124、 - 0126、 - 0121、 - 0114, P <

0105); 对教师接纳与小学女生心理健康各因子之间

进行相关分析, 发现女生教师接纳与其抑郁、社交退

缩、多动、攻击性、违纪呈负相关 ( r= - 0115、 -

0118、 - 0123、 - 0120、 - 0114, 均 P < 0105); 对

学业成绩与小学女生心理健康各因子之间进行相关分

析, 发现女生学业成绩与其社交退缩、多动、攻击

性、违纪、残忍呈负相关 ( r= - 0124、 - 0121、 -

0116、 - 0117、 - 0115, 均 P < 0105) (见表 3)。

表 3 同伴接纳、教师接纳、学业成绩与小学女生 A chebach儿童行为量表各因子之间的相关 ( r)

项目 分裂样 抑郁 体诉 社交退缩 多动 攻击性 违纪 性问题 残忍

同伴接纳 - 0107 - 0114* - 0103 - 0124* * - 0124* * - 0126* * - 0121* * - 0114* - 0110

教师接纳 - 0107 - 0115* - 0106 - 0118* * - 0123* * - 0120* * - 0114* - 0106 - 0113

学业成绩 - 0112 - 0112 - 0112 - 0124* * - 0121* * - 0116* - 0117* - 0107 - 0115*

* P < 0105, * * P < 0101

  213不同水平的同伴接纳、教师接纳和学业成绩

小学生的心理健康状况比较

方差分析结果表明, 三组不同同伴接纳水平学生

的心理健康存在显著差异 ( F = 111610, P < 01001 )。

进一步作 LSD多重比较后发现, 高接纳组 (N = 83)

A chebach儿童行为量表总分低于中等接纳组 (N =

312) 和低接纳组 (N = 60) ( 2513 ? 1712 /3017 ?

2117、4214 ? 2212, P < 01001), 中等接纳组得分低

于低接纳组 (P< 01001); 三组不同教师接纳水平学

生的心理健康存在显著的差异 ( F = 11134, P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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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001)。进一步作 LSD多重比较后发现, 低接纳组

(N = 38) Achebach儿童行为量表总分高于高接纳组

(N = 43) 和中等接纳组 (N = 376) ( 4616 ? 2419 /

2517 ? 2514、3017 ? 2117, P < 01001), 中等接纳组

得分高于高接纳组 (P < 01001); 三组不同学业成绩

水平儿童的心理健康存在显著差异 ( F = 61147, P <

0101)。进一步作 LSD多重比较后发现, 高成绩组

(N = 71) Achebach儿童行为量表总分低于中等成绩

组 (N = 321) 和低成绩组 (N = 63) ( 2513 ? 1719 /

3111 ? 2119、3814 ? 2210, P < 01001 ), 中等成绩组

低于低成绩组 (P < 0105), 这三组之间不存在交互

作用。

214学业成绩、教师接纳、同伴接纳与心理健康

的路径分析

图 1 学业成绩、教师接纳、同伴接纳与心理健康的路

径分析图

* * P < 01 01

对学业成绩、教师接纳、同伴接纳与心理健康总

因子分进行路径分析。由图 1可知, 教师接纳 ( B=

- 0118, P < 01001) 对心理健康有显著的影响, 即

教师接纳程度低的学生心理健康水平也低。学业成绩

对同伴接纳 (B= 0124, P < 01001) 和教师接纳 ( B

= 0142, P < 01001) 也有显著的影响, 即学业成绩

好的学生, 比较受同伴和老师的喜欢, 同伴接纳水平

和教师接纳水平也高。教师接纳对同伴接纳 ( B=

0139, P < 01001) 有显著的影响, 即被教师喜欢的

学生也更容易受同伴的拥护, 其同伴接纳水平也高。

同时, 同伴接纳对教师接纳 (B= 0140, P < 01001)

也有显著影响, 即在同学中有较高威望的学生, 也比

较受教师的喜欢。

3 讨 论

311小学生心理健康的总体特点

本研究发现小学生心理健康存在几个突出的问

题, 主要是攻击性行为较多, 男生常捉弄、欺负其他

弱小儿童, 女生则常用言语讥讽、挖苦其他儿童; 自

控能力差, 小动作较多, 注意力不能集中; 情绪比较

激动, 紧张, 易激惹, 爱哭闹。有些男生还存在强迫

观念与行为; 有些女生则表现出对父母过分依赖, 厌

学, 孤独, 不合群。在与同伴的交往中, 他们处处以

/我0 为中心, 但又缺乏一定的社交技巧, 不能容忍

其他的儿童的缺点和过失, 不愿站在对方的角度看问

题, 因此不受同伴的喜欢, 此时, 这些小学生就觉得

自尊受挫, 欺负行为也随之增多。

312小学生同伴接纳、教师接纳、学业成绩与心

理健康的关系

以往的研究都指出同伴接纳程度的高低与心理健

康水平有显著联系。 Sh ields等的研究发现, 被拒绝

的儿童比较其他儿童 (受欢迎的、一般的、被忽视

的、矛盾的 ) 报告了较为强烈的孤独感。同时, 被

拒绝儿童也容易出现抑郁
[ 7]
。本研究发现, 高中低

三类同伴接纳水平的儿童心理健康存在非常显著的差

异, 即低同伴接纳组的学生心理健康问题较多, 而

中、高同伴接纳组的儿童心理健康水平较高。相关分

析还发现, 男女生同伴接纳与社交退缩、多动、攻击

性、违纪存在负相关, 这与以往的研究结果一致
[ 8]
。

可能原因是在同伴的眼中, 那些爱欺负人、不遵守纪

律的儿童并不是好学生, 而胆小、害羞、怯懦的儿童

更不会受到同伴的喜欢。

本研究发现, 教师接纳与儿童的抑郁、社交退

缩、多动、违纪、攻击性等心理健康因子存在负相

关, 进一步做方差分析表明, 不同教师接纳水平的儿

童心理健康存在显著差异。王耘等研究发现, 被教师

忽视、师生关系紧张都会导致儿童学习不良, 自暴自

弃, 以及攻击性、退缩性行为和孤独感等一系列心理

障碍
[ 9]

, 与本研究结果一致。小学生与教师关系是

其人际交往中的重要关系, 那些受到老师关爱、照顾

的儿童会努力表现得最好, 这些学生的问题行为相对

较少。而对于那些常常不被老师理睬或根本不喜欢的

儿童, 则违纪、欺负等问题行为也会增多。

俞国良等人的研究发现, 学习不良儿童缺乏社会

能力, 不被同伴接纳, 存在侵犯、退缩等不良社会行

为, 且比一般儿童更孤独
[ 10]
。还有研究表明, 学习

不良儿童比非学习不良儿童更具敌对性, 在人际交往

中更具有自卑感, 强迫意念和强迫行为
[ 11]
。本研究

也发现, 学业成绩与儿童心理健康某些因子呈负相
(下转至第 754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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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 成就感强; 与其相反, 三年级研究生要面对许多现实问

题, 如毕业, 就业, 婚恋等问题。

国外知名学者 D iene r等人研究发现, 在个体水平上, 自

尊和主观幸福感有高度相关, 在集体主义文化背景下两者的

相关程度较低 [ 7]。在本研究中发现自尊与主观幸福感高度相

关, 这可能是与被试的取样有关。本研究中的被试为在读研

究生, 他们大都是 80后出生的一代, 在思想上, 深受西方国

家的影响, 出现这种结果也在预料之中。

另外, 访谈结果表明研究生对 /幸福0 的认识深刻, 若

提升研究生的幸福感, 相关人员应重点对研究生的学习、人

际关系、爱情等方面进行心理辅导。本研究对此问题的研究

比较粗略, 今后需进一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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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 进一步做方差分析表明, 不同学业成绩水平儿童

的心理健康存在显著差异, 即学业成绩好的儿童心理

问题要少于学习中等与学习困难的儿童。

313学业成绩、同伴接纳、教师接纳对小学生心

理健康的影响

本研究发现, 学业成绩对心理健康虽然没有产生

直接的影响, 但是学业成绩对教师接纳有显著的影

响, 而教师接纳又对心理健康产生显著的影响, 因此

学业成绩在另一方面通过教师接纳间接地影响心理健

康; 同时, 学业成绩还影响了同伴接纳的水平。小学

生的学业成绩是教师评价学生的标准, 也是学生评价

自己与同学的重要指标, 而且教师是小学生学校生活

的 /重要他人0, 教师的关注、情绪反应与行为表现
都会给他们造成影响, 同伴更能为小学生提供安全基

地与情感支持。学业成绩优秀的学生会得到教师的重

视和同伴尊重, 因此问题行为就相对较少, 自我感觉

良好, 心理健康水平也高。而调皮、爱捣乱、不爱学

习的学生常被教师当作 /差生 0 而冷落, 在同伴中

地位较低, 常感到自卑和无助, 心理健康水平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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