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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摘摘摘 要要要要

在我国多民族共存、各民族平等的社会大环境下，少数民族地区青少年的社会适应

问题，一直是社会心理学关注的重点之一，而社会适应中最基本的内容就是人际适应。

多民族聚居地区的生存环境，影响着各族青少年的心理地位，即对本民族和其他民族的

基本情感态度，也影响着各族青少年人际交往能力的发展。已有研究表明，心理地位特

征可以从心理层面上影响个体的人际交往，而人际交往又是个体适应社会所必经的重要

过程。青少年时期的人际交往经历对个体的心理健全、情感发展和社会适应技能的习得

都具有十分深远的影响。

本研究针对西北民族地区中学生的社会适应性展开研究，主要包括质性研究和量化

研究两部分。质性研究通过调查西北少数民族学生在青少年阶段的人际适应经历和人际

关系变化，为后续开展对民族地区中学生社会适应问题的研究奠定基础。量化研究选取

了甘南藏族自治州、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和兰州市 7所各类民族学校的有效被试 734名，

探讨了西北民族地区中学生的心理地位、人际交往能力和社会适应性在背景变量上的差

异，以及三者之间的关系。旨在分析不同地域环境、民族分布的学校类型对中学生社会

适应方面造成的影响。综合研究结果，本研究的主要结论如下：

(1) 多民族混合学校中学生的心理地位、人际交往能力和社会适应性优于单一少数民

族学校；藏汉合校学生的心理地位、人际交往能力优于维汉合校；藏汉合校与兰州市普

通中学学生的心理地位、人际交往能力处于同一水平；兰州市中学生的社会适应性总体

上优于民族地区中学生。

(2) 在心理地位、人际交往能力和社会适应性方面，男生优于女生；城镇生源优于农

村生源；有班干部经历者优于无班干部经历者；独生子女优于非独生子女。初一、高二

的心理地位优于其他年级；初一、高一年级的人际交往能力表现相对较好。

(3) 心理地位、人际交往能力和社会适应性显著相关；心理地位能够预测人际交往能

力和社会适应性，其中，他人概念能更好地预测人际交往能力，自我概念能更好地预测

社会适应性；人际交往能力能够预测社会适应性；人际交往能力在心理地位对社会适应

性的影响中起中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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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bstractAbstractAbstract

China is a multi-ethnic country. All ethnic groups coexist harmoniously, and share social resource

equally. Based on such social environment, adapting society problem confronted by young people has

been the one of most concerned issue of social psychology. The experience of living in multi-ethnic

region and getting along with different ethnic groups affects basic emotional attitude of young people to

their own nation and other nations as well, meanwhile, such experience creates a different

psychological status. Studies have demonstrated that psychological status characteristics can affect

the individual interpersonal community in term of psychology.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 is an

essential and significant phrase in adapting society for individual. The experience of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 remarkably impacts the mental integrity, emotion development and skill of adapting

society during adolescent of individual.

This study consists of two components which are qualitative research and quantitative research.

The qualitative research is to investigate the experience of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 and change in

the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s during adolescent phrase of students of minority nations in Northwest

area of China in order to lay foundation of studying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 issues of students in

minority nation region. The quantitative research is to explore the psychological status of middle school

students in Northwest ethnic groups region. This test selected 734 valid samples of students in 7

different schools which are in Gannan Tibetan Autonomous Prefecture, Xinjiang Uygur Autonomous

Region and Lanzhou City. The purpose is to analyse the influence in skill of students’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 caused by different geographical environment, ethnic distribution of school.

Furthermore, the variance in background variables of psychological status, interpersonal skills and

social adaptation ability of middle school students will be discussed in this study. In summary, the main

conclusions of this study are as follows:

(1) In terms of psychological status,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 skills and social adaptation

ability, the middle students get higher scores in multi-ethnic school than students in single ethnic school.

Students in Tibetan and Han co-educational school get remarkable higher scores than students in Uygur

and Han nation co-educational schools. There is no significance between Tibetan and

Han co-educational school and general middle school in Lanzhou city. Generally, middle school

students in Lanzhou city get better social adaption ability than students in multi-ethnic groups’ area.

(2) In terms of mental status, social adaptability and interpersonal skills, boys get significant high

scores than girls get, urban students get significantly higher scores than rural students get, students with

class leader experience get significantly higher scores than those students without such experience.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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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ent who is only-child in family gets significant higher scores than student who is not. First year

junior students and second year senior students get significant higher score than students in other grades.

(3) There i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mental status,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

skills and social adaptability. U factor is in a dominant position in predicting of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 skill. I factor takes advantage in prediction of social adaptability.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 skill pays a full medium role between social adaptability and psychological status.

KeyKeyKeyKey words:words:words:words: Multi-ethnic mixed school； Middle school students； Life position；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 Social adaptive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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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婧：多民族混合学校中学生的心理地位、人际交往能力对社会适应性的影响

- 1 -

1.1.1.1.引言引言引言引言

我国众多民族的居住分布，总体上呈“大杂居”、“小聚居”的局面。但在我国

西北“小聚居”的民族自治区之内，又另具“交错杂居”的特点，即在少数民族自治

区的范围内又有多个民族混合居住。共同生活在杂居地区的不同民族，在语言文

化、经济生活、思维信仰等诸多方面都存在着较大差异，民族交往中存在着排他

意识和戒备心理，致使民族之间的交流和融合存在一定难度。多民族杂居地区在

地域、经济、文化上的特殊性，造就了民族地区和非民族地区不同的物质生活环

境。这种外部环境的差异，深刻影响着民族地区青少年的心理健康发展和社会适

应状况。青少年的社会适应性影响着个体对社会压力的感受和理解，也决定着青

少年采取什么样的应对策略去适应社会。因此，促进多民族地区青少年社会适应

性的健康发展，对长久增进多民族之间融洽的社会交往，保持民族地区的社会稳

定、实现民族团结和繁荣，最终维护国家的安定和统一有着实质性的意义。

社会适应的最基本内容就是人际适应。心理学研究认为，人的社会性和群居

性决定了人有与他人建立关系的亲和需要。人际关系适应行为，就是建立在亲和

这种心理需求的基础上，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人的社会适应状况。因此，要研究

多民族混合地区青少年的社会适应问题，就要关注民族地区青少年的人际交往能

力。人际交往是青少年健全人格的需要，和谐的人际环境有助于人的才智的发挥

以及信息的相互交流与沟通，良好的人际交往能满足个体交往、友谊、归属、安

全感等需要，提高个体的自信和自尊，增强自我价值感和力量感，有助于降低个

体的挫折感，缓解内心的冲突和苦闷，宣泄消极情绪，减少孤独、寂寞、空虚、

恐惧等，对个人的人格完善、心理健康，进而对个体顺利适应社会，有着极为重

要的作用。中学阶段是青少年的心理由青涩走向成熟的最关键期，不同的成长经

历会引起个体对自身、对他人不同而持久的情感体验，造就个体迥异的心理地位

特征。而心理地位这种对自我和他人的基本情感价值判断，不但会影响个体的青

少年阶段的人际交往状况，甚至会影响终身。因此，研究民族地区青少年中学阶

段的心理地位和人际交往问题对个体的社会适应性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解决好

各民族青少年的人际交往和社会适应问题，就能够为我国民族之间长期、深入的

融合打下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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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中学阶段的社会适应和心理发展，主要受到学校环境内同伴群体的直

接影响。因此，在民族地区的教育模式上，是建立只适应单一民族文化的民族特

色学校，还是建立多民族混合学校，哪种教育环境对民族地区青少年的社会适应

和综合发展更有利，值得研究和探讨。本研究中的多民族混合学校，指在西北地

区多民族杂居的生活背景下，建立的少数民族学生和汉族学生共同学习、生活的

初、高中学校。以往的同类研究中，多民族混合学校也被简称为民汉合校，即少

数民族和汉族学生共同就读的混合学校。中学阶段的心理地位状况和人际交往能

力，对青少年的社会性发展和情感发展具有独特的价值，而多民族混合学校的中

学生，除了要完成青少年成长的一般社会化任务外，还要应对与不同民族同伴相

处时，在宗教信仰、社会文化以及生活习俗方面差异的适应，学会在认同自己民

族身份的同时接纳文化的多元性。因此，相对于单一民族学校而言，多民族混合

学校的中学生在心理地位、人际交往能力和社会适应能力的发展等方面，应会呈

现出其独有的趋势和特征，值得深入研究和探讨。

2.2.2.2.文献综述文献综述文献综述文献综述

2.1.2.1.2.1.2.1.心理地位心理地位心理地位心理地位

2.1.1.2.1.1.2.1.1.2.1.1.心理地位的界定

心理地位(Life Position)是交互作用分析(Translational Analysis，TA)理论的一

个核心基础概念。TA理论首先由 Berne 提出，作为一种人格理论和一种针对个

人成长和改变的治疗方法，其很重要的理念之一就是个体与他人之间的互动和交

往既是个体发展的基础又是心理健康的条件。TA理论认为人际交往的实质是不

同个体的不同自我状态之间的交流，人际交往从心理的层面上受到个体不同的心

理地位的影响。Berne(1961)认为心理地位是一个人对自己和他人的基本信念或结

论，代表一个人从什么立场来感知自己和他人的基本价值，它支持着个体生活所

做的一切决定。Stewart 和 Joines(1987)认为心理地位代表着一个人表现出的一种

基本生活态度，这种生活态度基于个体对自己和他人基本价值的觉知。

White(1995)把心理地位定义为一个人对自己和他人价值的体验、感受或看法，以

及基于此表现出来的的相应行为。对这种价值的体验、感受或看法包括了认知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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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感的因素，在对心理地位进行分析时，想法和感受等观念因素要优先于其行为

表现。

综合以往的研究成果，本研究中心理地位的定义为：个体在人际交往中对自

身价值和他人价值的基本立场、感受和体验，以及基于此在交往中所持的态度和

相应的行为表现。它主要包括自我概念(I)和他人概念(U)两个独立的因子。

Berne 把在人际交往中可能采取的心理地位，按照个体对自己和他人分别采

取的积极或消极的看法，组合以后划分为以下四种类型：

(1)我好你好 (I+U+)：Berne 认为这种心理地位比较健康，身处这种心理地

位的个体，认为自己与他人都是有价值的，都能平等使用生命中的各种机会。

Thalnln(1972)发现他们乐意与他人建立亲密和信任的关系、社回交往活跃、自主

性强、对生活有较高的满意度，通常会表现出豁达、乐观、幽默、情绪平稳和容

易移情等特点。如果能符合实际，Berne(1962)指出这是最具建设性的心理地位。

(2)我好你不好 (I+U-)：处于这种心理地位的人比较缺乏安全感，难以信任

并轻视他人，行为上偏向摆脱他人。Hine(1982)认为这种心理地位对人际交往有

利有弊，他总结了这种心理地位具有的优缺点。缺点：对自我的过份认可，只信

任自己无法信任他人，解决问题时事必躬亲，不能很好地听取、采纳他人的观点，

如果出现必须寻求他人帮助或信任他人的情形，会引发其内心明显的排斥感。优

点：他们大多数时候能保持自信和乐观的心态，较少感到抑郁和焦虑，懂得怎样

拒绝别人，具有作为领导者操纵和控制局面的才能，乐于成为焦点去赢得别人的

关注。

(3)我不好你好 (I-U+)：处于这种心理地位的个体在面对他人时常感到自卑、

无力、担心、退缩、沮丧、抑郁、渴望被关注等，内在的情绪体验包括苦恼和内

疚，常抱有“我的生命没什么价值”的想法。Hine(1982)归纳了具有 I-U+心理地位

者在人际交往中的优缺点。缺点：对自己没没信心，不能坚持自己的观点和意见，

没有勇气和魄力承担责任，愿意屈从于别人的控制，不敢成为被他人关注的焦点，

不懂得怎样说“不”去拒绝别人。优点：善于接受来自他人的信息和建议，懂得说

“是”，能够充分信任他人，愿意虚心向他人学习，懂得如何寻求帮助，在团队中

善于协商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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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我不好你不好 (I-U-)：处于这种心理地位的人对自己或他人的价值、潜能

失去信心。Thalnln(1972)发现 I-U-心理地位的人通常缺乏爱、尊重、友谊和亲密

感，遇到挫折容易退缩，得到优待又会内疚，有怨恨和敌对感，缺乏同情心。

Swede(1978)认为持这种心理地位的人有如下特征：对生活没兴趣、对他人冷漠

和缺乏耐心、易怒多疑、不友善、拒绝亲密、不负责任、无趣退缩、叛逆抱怨、

生气妄想、是自己和生活的冷淡旁观者。这是一种没有意义的心理地位。

2.1.2.2.1.2.2.1.2.2.1.2.心理地位与人际距离

心理地位的运作方式图(参见图 1)最早由 Ernst(1971)所设计，他用一种象限

图来描述心理地位的运作过程。Ernst 指出每一种心理地位都会以其特定的互动

方式反映在成人的现实生活中，这种反映方式就体现在个人的自我状态、所采取

的心理游戏和脚本的运作当中。

Kaplan,Capace 和 Clyde(1984)提出了新的心理地位运作图(参见图 2)，他们联

系个性化、依恋的概念提出了自我壁垒和人际壁垒的概念，用壁垒清晰、混乱和

严格的不同状态，来描述不同心理地位者在与他人交往时的亲密感和距离感[1]。

Kaplan(1984)认为，I+U+者具有具有安全的依恋形态，他们拥有清晰的自我概念，

可以自由选择有利于促进自我成长的信息，同时拥有界限清晰的人际壁垒；相对

而言，I-U+者会表现出对他人的依恋，但是个性化水平相对很低，他们的自我概

念和人际壁垒都比较混乱，总容易迷失在自我与他人的关系中；I+U-者会表现出

对他人的疏离，他们的自我壁垒和人际壁垒都很严格，利用这种严格他们将他人

和外界都排除在外，从而得以维护自己的信念；I-U-者在人际关系中的表现很矛

盾，既想通过他人来建立自我概念，但又会表现出拒绝接纳他人，他们的自我壁

垒很混乱，但人际壁垒很严格。

Joines(1988)也认为，I+U+的个体明显具有更健康的心态和依恋关系；I+U-

的个体对依恋关系敬而远之，表现得很有个性；I-U+的个体害怕分离、渴求依恋

关系；I-U-的个体则比较矛盾，既不愿意独自一人，也不愿意接纳他人。

1 李晓侠.师范学院大学生心理地位对其师生关系和同伴关系的影响[D].北京:首都师范大学,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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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rtholomew 和 Horowitz(1991)根据 Bowlby 的依恋理论，从心理地位的自我

概念和他人概念两个维度提出了四分成人依恋类型(参见图 3)。关于心理地位与

依恋类型的关系，可以从 Bartholomew 对成人依恋类型的定义看到它们之间惊人

的相似性。可以看到，四分依恋类型的性质与心理地位的类型儿乎如出一辙。

Boholst 等(2004)证实了对他人的依恋类型和心理地位之间确实呈显著相关，只在

过度专注型与 I-U+之间没有发现显著的相关。

Massey(1987)认为心理地位支持特定能力形式。自主性和 I+U+心理地位有

关，它会增进和他人交往的进程。有攻击性的人可能会采取 I+U-的心理地位，

目的是摆脱他人。当双方处于暴力冲突时，那么他们的心理地位是 I-U-[2]。

Allen(1973)发现持 I+U+态度的被试报告了更好的生活满意感，人际关系质

量最高；而 I-U+者和 I+U-者则表现出生活不适应，人际关系质量居中；I-U-者

没有与生活满意度呈现显著相关，但呈现出明显的人际关系失调。

2 赵立芳.心理地位、自我状态、沟通模式和婚姻质量的关系[D].北京:首都师范大学,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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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2.2.2.2.2.人际交往能力人际交往能力人际交往能力人际交往能力

2.2.1.2.2.1.2.2.1.2.2.1.人际交往

人际交往是人类的本性和基本需求之一。美国人本主义心理学家马斯洛的五

层次需要理论认为，人际交往的需要处于第三层次，即归属和爱的需要。人们会

自然地渴望归属为某群体的一员，如果遭到他人抛弃或团体拒绝，便会感到精神

压抑、孤独无助，甚至悲伤绝望。

金盛华等(1997)认为，人际交往，也称社会交往，简称交往，指的是以共同

活动为基础，人与人之间相互接触，从而使人们在行为上相互作用，心理上相互

影响的过程，包括物质信息交换的动态层面，以及情感联系积淀的静态层面。前

苏联社会心理学家安德列耶娃认为，人际交往包括三个相互联系的方面：(1)沟

通方面，即交往过程中个体信息的互换；(2)相互作用方面，即个体之间活动的

交流；(3)知觉方面，即交往双方在人际知觉基础上的相互了解。车文博等(1988)

认为人际交往是人与人之间直接进行的信息交换，包括认知信息、情感体验和行

为影响的相互交换。张伯源等(1992)认为人际交往是个体与周围人之间心理和行

为的沟通过程，内在动力来源于人的合群倾向需要。章月萍(2003)认为人际交往

等于人际沟通，指人们在共同活动中运用语言和非语言符号系统彼此交流思想感

情、交换知识信息的过程。王晓红(2003)认为人际交往是人们互换信息思想、表

达情感需要、交流经验技能，从而促进相互间理解与合作的过程。

人际交往具有多种功能。美国社会心理学家费斯廷格认为，人际交往主要具

有信息传达和满足个体心理需要的功能。前苏联心理学家洛莫夫认为，人际交往

具有信息沟通、思想沟通和情感沟通三个功能。

本研究认为，人际交往是人与人之间最基本的交往。人际就是人与人之间，

交往就是通过人与人之间以共同活动为基础的相互接触，使人们在行为上相互作

用、心理上相互影响的过程。因此，人际交往作为人们共同活动的特殊形式，其

实质是把人的观念、情感、思想等作为信息进行交流的过程。

2.2.2.2.2.2.2.2.2.2.2.2.人际交往能力的界定

能力，指人们成功地完成某种活动所必需的个性心理特征。按照功能划分，

能力主要可分为认知、操作和人际交往能力。人际交往能力在人的各种能力中是

最重要的能力之一，对人的智力提升、情感变化、行为发展以及人格塑造都有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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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关重要的影响。一般认为，人际交往能力是指在人际交往活动时，影响人际交

往活动的效率和保证人际交往顺利进行的个性心理特征，它包括人际认知、情绪

控制、人际沟通三个互相影响、紧密联系的有机组成部分。

Mechenbaum等(1981)认为对于一个人来说，其人际交往能力包含三种成分：

(1)认知成分，是理性条件，指个体对人际关系状况的了解程度，是人际知觉的

结果；(2)情感情绪成分，是人际关系的基础，指关系双方在情感上的满意程度

和亲疏关系；(3)行为成分，是双方实际交往的外在表现和结果[3]。Buhrmester(1988)

认为，人际交往能力是一个多要素的综合体，形成满意和稳定的人际关系必须具

备至少五种能力特质：人际关系建立能力、适度拒绝能力、自我表露能力、冲突

控制能力和情感支持能力。郭晓俊等(2006)认为，人际交往能力是指对人际关系

的感受、适应、协调和处理的能力，包括人际认知、人际情绪控制和人际语言沟

通这三个层次的能力。王英春(2007)认为，人际交往能力是指在人际交往过程中，

个体具有交往意愿，主动参与交往，采取适宜行为，使自己与他人处于和谐关系

状态的能力。

本研究采用王英春的定义，认为人际交往能力是指在人际交往过程中，个体

具有交往意愿、积极主动参与交往，并且表现出有效和适宜的交往行为，从而使

自身与他人的关系处于和谐状态的能力[4]。

2.2.3.2.2.3.2.2.3.2.2.3.中学生人际交往能力

中学生人际交往能力主要包含三个方面：(1)中学生的人际认知能力。主要

包括自我认知能力、他人认知能力和交往活动的认知能力。人际认知能力是中学

生人际交往的前提和基础，决定中学生交往的对象、方式和策略，具体指中学生

在社会生活和人际交往活动中，通过对自己、对他人、对自己与他人、对他人与

他人之间关系的感知，了解彼此的态度和看法并做出评价的能力。(2)中学生的

人际情绪控制能力。在人际交往中，人际情绪控制能力对中学生的行为起着重要

的调节作用。人际情绪控制能力，指中学生根据情境的变化，随机应变地调控自

己的情绪，让对方感知到自己所要表达的情绪，产生相同情绪体验的能力。(3)

中学生的人际沟通能力。具体指中学生有目的、有意识地与他人进行互动、促进

理解和交流、疏通人际隔阂、保证交往顺利进行的能力。

3 王长飞.大学生人格特质与人际交往能力的关系[D].济南:山东师范大学,2007.
4 王英春.中学生人际交往能力的结构、发展特点及其影响因素.博士论文.北京:北京师范大学,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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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往许多研究的结论已证实，个体的人际关系状况明显受其人际交往能力的

影响，青少年若不具备相应的人际交往能力，就很难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进而

会影响其社会生活的顺利适应。

本研究将从交往动力、交往认知和交往技能三个层面对多民族混合学校中学

生人际交往能力的现状进行深入研究。

2.3.2.3.2.3.2.3.社会适应性社会适应性社会适应性社会适应性

2.3.1.2.3.1.2.3.1.2.3.1.适应

心理学领域通常从三个角度使用适应这一概念：(1)从生物学适应的角度。

主要指感官上的生理适应，包括对光线、声音、气味等刺激的适应；(2)从心理

适应的角度。这是一种相对狭义的适应概念，一般用来描述个体遭遇挫折和打击

之后采用心理防御机制来保护自己，以求减缓压力的伤害程度，尽快使心理恢复

平衡的调节过程；(3)从适应社会生活的角度。生活适应主要指个体使自己的行

为符合社会要求以求生存的适应，和不断改善环境以求获得更好发展空间的适应

(贾晓波，2001)。

2.3.2.2.3.2.2.3.2.2.3.2.社会适应

社会适应是个体在不断的学习、交往、发展与创造的过程中，逐渐成为独立

的主体去承担社会责任、应对社会环境变化和挑战的心理和行为活动。社会适应

不仅是个体社会化和个性化的过程，还是个体学习和掌握社会生活技能、应对社

会环境变化、遵循社会规范的过程，更是个体的人格形成与发展的过程。

朱智贤(1989)认为，个体社会适应(social adaptation)是指个体接受现存的社会

生活方式、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的过程。张春兴(1991)则认为，个体社会适应是

指个体接受不断地学习或修正各种的社会行为组型和生活方式，以求符合该社会

标准与规范，而与社会环境维持一种和谐的关系。社会适应的内容，从社会化的

角度看，应当包括：对社会生活环境的适应、对各种社会角色的适应以及对社会

活动的适应等。

2.3.3.2.3.3.2.3.3.2.3.3.社会适应性的界定

社会适应性，是人们适应社会所需要的心理素质；是个体在与社会环境的交

互作用中，追求与社会环境维持和谐平衡关系的过程；是人们在长期的社会适应

过程中形成的人格特征，也在人们适应社会的过程中表现出来。社会适应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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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个体对社会压力的感受和理解，也决定着个体采取什么样的应对策略以适应社

会。社会适应性的结构基本上包括心理优势感、心理能量、人际适应性和心理弹

性四个维度(陈建文，黄希庭，2004)。(1)心理优势感：来源于个体与情境的比较，

是多次比较而形成的一种人格上的心理积淀。从意志、认知、情感、行为等方面

分成自信心、控制感、和自主性三个成分。(2)心理能量：是个体所拥有的应对

压力的心理资源。从情感、意志和认知三个方面可以分成动力、能力、活力三个

成分。(3)人际适应性：就是个体在人际适应过程中所应具备的和所表现出来的

人格特征。根据是否乐于、善于、愿意、能够与人相处，它可以分为乐群性、信

任感、社会接纳性、利他倾向四个成分。(4)心理弹性：是个体持续应对压力所

需要的心理素质。根据个人对情绪的控制和管理、意志激发、认知期望等几个方

面，心理弹性可以分为自控性、挑战性、灵活性、乐观倾向四个成分。

本研究采用陈建文、黄希庭对社会适应性的定义：指个体为维持与社会环境

的和谐关系所需要具备的心理素质，也是个体在长期社会适应过程中表现出来的

人格特征。

2.3.4.2.3.4.2.3.4.2.3.4.社会适应的理论建构

社会适应是个体不断社会化、个性化的成长过程，是持续变化着的，但其中

各阶段又具有一定的质性差异，可据此将整个动态过程分解为连续的四个环节来

认识，具体包括：起始比较环节，心理发动环节，内容操作环节和适应评价环节。

通过考察和比较人们在社会适应的不同环节中所表现出来的心理特征、行为方式

的差异，就可以进一步揭示社会适应性的结构和内涵。

2.3.4.1.起始比较环节

心理优势感多由起始比较环节产生。个体适应外部情境，一般分为被动遭遇

和主动参与两种情况。最初遇到障碍时，人们总会努力尝试改变和掌控周围的生

活环境，只有认识到改变失败，才会由外转向内，开始对自我进行控制和调节。

由此可见，个体与社会情境的交互作用首先取决于个体与社会情景的比较过程。

比较社会情景的过程通常分为两级，初级评估是个体对外在环境压力的评估，次

级评估则是个体对自身资源的评估。通过两级评估，对于在此环境中自身是否具

有优势，个体才能得出结论。比较结论如果不具优势，个体就会产生无助和失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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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相反如果是有优势，个体就会产生理解与控制感。心理优势感通过自主性、

控制性和自信心三种成分体现出来。

2.3.4.2.心理发动环节

心理能量是个人社会适应行为的动力性、方向性、水平上的力量，是个体所

拥有的应对压力的心理资源。心理能量多由心理发动环节产生。从外在情境刺激

到个体应对反应，之间有两个中介调节变量，一个是起始比较环节对自身应对资

源的评估；另一个是对自身潜在应对资源的有效发动。个体自身的潜在资源需要

外在应激情境的激发和个体自身的积极调动，才能成为显在有效的应对压力的心

理能量。要使个体的心理能量得到有效发挥需要具备三个条件：具有心理优势感；

个体自身具备足够的潜在资源；潜在资源的优势与环境相拟合。心理能量主要表

现为能力、活力和动力三种成分。

2.3.4.3.内容操作环节

人际适应是社会适应的最基本内容。个体在起始比较和发动自身潜在资源

后，就进入了内容操作环节，即如何有效地采取策略应对外在压力的行动阶段。

行动策略根据不同社会情境和不同对象的复杂性而异，但根本上讲，社会适应的

过程就是个体与他人或群体建立相对平衡的互动关系，维持融洽交往的过程。

心理学研究认为，人的社会性和群居性决定了人有与他人建立关系的亲和需

要，人际关系适应行为，就是建立在亲和这种心理需求的基础上，在很大程度上

决定着人的社会适应状况。社会适应的人际适应性，是指在人际关系适应的过程

中个体积淀下来的不同行为特征和亲和力差异，这是区别个体之间社会适应性的

一个重要维度。人际适应性主要体现在信任感、乐群性、社会接纳和利他倾向四

个方面。

2.3.4.4.适应评价环节

心理弹性，指能帮助个体成功度过应激状态的心理能力。个体在社会情境适

应过程中会面临复杂的现实压力和问题，要克服困境、度过应激、恢复平衡，就

需要个体具备这种特殊的心理素质——心理弹性。

皮亚杰(1967)认为社会适应既是一种状态也是一个过程，既是个体在与社会

情境的交互作用中实现关系和谐，达到内在自我与外在环境平衡的状态，也是一

种经历由不平衡到平衡的循环发展、交互渐进的变化过程。个体的社会适应可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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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三种结果：一是通过个体的努力改变了社会情境，达到的最佳适应状态；二是

个体通过调整自身去顺应情境，从而实现了平衡的比较适应状态；三是个体既无

法调控环境又不能顺应环境，使自己与环境相互对立、排斥的不适应状态。遭遇

适应困难的问题时，具有心理弹性的个体，能够面对持续的应激情境，表现出乐

观、坚定和从容，不冲动、不颓靡、不逃避。具体而言，心理弹性主要包括自控

性、灵活性、乐观倾向和挑战性四种成分。

2.3.2.3.2.3.2.3.5555....社会适应的评价

社会适应状态的评价，应该从个体内在心理和谐的标准和外在与环境保持平

衡的标准这两个方面进行评价。

个体内在的心理成分包括认知、情感、动机、自我意识等，内在心理是否和

谐应从以下两个层面去考察：其一，各个心理成分是否和谐。包括认知上多种观

念之间是否协调，情感是否稳定情感取向是否积极，内在动机之间是否冲突，各

种自我认识成分之间是否冲突等。其二，各心理成分之间是否和谐。具体指认知、

情感、动机和自我意识等心理成分之间是否统一，整合协调个体的心理机能就相

对健全，不协调的个体就容易产生心理疾患。因此，对个体内在心理和谐的测量，

也就分为对焦虑、抑郁、自尊等单个心理成分的测量，以及对核心吸引力、主观

幸福感等心理整合程度的测量。

个人与社会环境之间的外在平衡有多种评价标准。个体成长的过程在持续改

变，生活的具体环境也在不断变迁，因此个体与外在环境的关系是一个动态变化

的过程，就不能用恒定、单一的指标进行评价和测量。首先，由于社会适应归根

到底是人际适应，个体与外在环境的关系归根到底是人际关系，所以人际关系状

况的评价就是外在平衡的最基本、最重要的评价标准，具体测量指标包括人际信

任、社交地位、人际和谐、人际交往能力等。其次，青少年生活的重心就是在学

校环境中的学习和成长，所以学习适应也是重要的评价标准之一。

2.4.2.4.2.4.2.4.多民族混合学校多民族混合学校多民族混合学校多民族混合学校

2.4.1.2.4.1.2.4.1.2.4.1.多民族混合学校的界定

在本研究中，多民族混合学校，具体指在西北多个少数民族杂居的生活背景

下，建立起来的少数民族学生和汉族学生共同学习、生活的初级中学和高级中学。



卢婧：多民族混合学校中学生的心理地位、人际交往能力对社会适应性的影响

- 13 -

以往的同类研究中，多民族混合学校常被简称为“民汉合校”，即少数民族和汉族

学生共同就读的多民族混合学校。

虽然我国各民族总体的分布特点是“大杂居、小聚居”，但在“小聚居”的少数

民族自治区内，又另具“多民族交错杂居”的特点，即在西北少数民族自治区的局

部范围内又有多个少数民族及汉族混合居住着。因此，西北民族地区的生活和文

化环境是复杂而多元的，各民族在语言、文化、经济、生活方式等诸多方面都存

在很大差异。要帮助各民族和谐相处，促进文化的包容性、缩小不同民族之间现

实存在的差距，必须依靠发展民族教育。

多民族聚居地区在地域、经济、政治、文化上的特殊性，决定了在教育发展

方面，少数民族地区与非民族地区存在很大差异。民族教育的基础问题就是文化

问题，但在实际的生活中单一民族学校正面临着巨大困境，尤其是在多民族聚居

区，即使要着重考虑民族文化的重要影响，这种文化也不是某个民族单一的民族

文化，而是由多个民族在不断交流、融合和发展中形成的一种多元民族文化。因

此，民族教育既要良好地传承少数民族的特色文化，又不能过分单一地强调文化

的因素，多民族混合学校的建立，就正好弥补了单一民族文化特色学校的问题和

不足。民族聚居区的教育发展，应该从整体上认识和把握该地区的民族分布特征，

不能过分强调某个民族的单一民族性、片面强调某个民族的特色，而应建立多民

族混合的教育环境，使民族地区的教育模式更适应该地区的经济、文化和社会的

发展需要，更好地促进该地区乃至整个社会的全面发展。

2.4.2.2.4.2.2.4.2.2.4.2.多民族混合学校相关研究

文化问题是民族教育研究的基础问题。在多民族聚居区，建立单一的民族

学校有明显的弊病，如导致教育资源浪费、脱离社会环境、不利于民族关系的

发展等。因此，在多民族聚居区，既要考虑到各民族文化的重要影响，又要兼

顾到实际生活中该地区的经济、文化、社会发展需求，民族教育就需要从整体

上结合该地区的特征，发展多元文化交融的教育模式，建立多民族混合学校。

多民族混合学校最大的特点之一是少数民族和汉族学生在同一所学校一起

学习和活动，多民族混合学校之前，民族学生和汉族学生的学习以及其它活动

都是在各自的学校里进行的，因此，各族学生当中缺乏彼此间的沟通和理解，

民族之间容易存在排他意识和戒备心理。这种局面对于青少年儿童进行民族团

结教育，增进各族学生之间的感情和友谊是不利的。在多民族混合学校中，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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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教师可以共同备课，共同探讨教学研究和教学改进。各民族教师有更多机会

相互学习语言，对教学工作中的疑难问题相互切磋、相互帮助、相互指导、相

互交流。而且，多民族混合学校有利于资源共享，不但能节省教育资源，更加

促进了教育与复杂社会环境的融合。目前多民族混合办学的形式主要有三种：

合校合班的形式、实验班的形式、合校不合班的形式。

目前系统论述民汉合校的学术成果还很少，仅有的刊物和论文也只是从国

家政策或总结办校经验的方面对民汉合校进行了大致介绍。主要包括：金鑫合

在《借民汉合校之势绽民族团结之花》中肯定了民汉合校在促进民族团结、维

护社会稳定方面做出的贡献；李晓霞《新疆民汉合校的演变及其发展前景》中

分析新疆民汉合校的演变过程，论述了在多民族杂居地区建立单一民族学校存

在着浪费教育资源、脱离社会环境、影响民族关系等弊端，指出民汉合校管理

制度方面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建议。姜英敏在《民汉合校刍论》中提到民汉

合校能够尽快提高学生的语言能力和沟通能力，但同时指出政府应采取保护少

数民族传统文化的政策和制度。黄家庆在《民汉合校是提高民族教育质量的有

效途径》中介绍了乌鲁木齐实验中学在教学和管理方面实施合校的措施及经验。

张虹在《基础教育中的民汉合校》中，从跨文化教育的角度对民汉合校进行了

分析研究，认为民汉合校有利于培养学生的跨文化适应能力。李晓燕在《双语

视野下的民汉合校研究》中对乌鲁木齐市各民汉合校进行了调查研究，总结了

该地区民汉合校的成败，提出了相应的建议。阿不力克木·木加帕尔，艾比班·

依米提在《关于民汉合校的一些思考》中介绍了民汉合校的基本特点，指出民

汉合校的核心目标，是提高少数民族地区的教育质量，促进各民族之间的共同

发展，使各民族达到文化、心理、情感上的融合。

综上所述，迄今为止关于多民族混合学校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教育政策的

探讨和描述民汉合校的现状和意义、分析民汉合校的制度问题等宏观的理论层

面，对多民族混合学校中的学生个体，特别是学生的具体心理问题关注很少，针

对多民族混合学校中学生的心理特征的量化研究，更是处于空白状态。因此，本

研究将具体探讨多民族混合学校中学生的人际交往相关的主要心理特征，展开对

现状的调查、对存在问题的分析，争取弥补此类研究的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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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2.5.2.5.2.5.青少年社会适应的相关理论青少年社会适应的相关理论青少年社会适应的相关理论青少年社会适应的相关理论

从根本上说，人是社会属性的动物，对个人而言，社会化是一个人人格形成

的过程。因此，社会交往活动是人类社会活动的基本形式之一，每个正常的人，

都有进行社会交往的需要。而社会交往具体到现实操作的层面，就是指社会中人

与人之间的交往，即人际交往。由人际交往这种动态的相互作用而产生的人与人

之间的心理关系，就是人际关系。不同的人际关系会引起不同的情感体验，这种

心理状态一般比较持久，将会影响人生的某个阶段，以致人的整个一生。

青少年正处于身心生长发育的关键时期，这一时期也是心理发生巨大转变的

时期，人际交往是青少年健全人格的需要。良好的人际关系会提高青少年认识活

动的能力，丰富他们的情感，增强自我意识，并且可以使他们对自己所扮演的社

会“角色”给予正确定位。其中，中学阶段是青少年的心理由青涩走向成熟的最关

键期，中学阶段的人际交往经验对于青少年社会性及情感发展具有独特的价值。

但中学时期主要的任务是学习，学生的主要活动范围仅仅局限于家庭和学校，因

此人际交往范围相对狭窄，人际交往群体也相对固定，主要是以家庭和学校为中

心的关系交往。在交往过程中，同学之间的交往最为普遍。同学之间的关系又称

为同伴关系，它在学生生活中，尤其是在学生的个性化发展和社会化发展中起着

某些成人无法取代的作用。良好的同伴关系有利于青少年社会价值的获得、社会

能力的发展、学业的顺利完成以及认知、情感、个性的健康发展；而不良的同伴

关系则可能导致学生的学校适应困难，甚至会对其成年以后的社会适应造成消极

影响[5]。Hansen 等研究发现，人际交往技能的缺失以及同伴的排斥，将伴随着一

系列消极后果的出现，如孤独、抑郁、适应不良、学业困难、药物滥用、性侵犯

等心理和行为问题。

本研究主要依据人类发展的生态学理论、发展情境理论和文化差异理论，对

西北地区多民族混合学校中学生的社会适应性展开进一步探索。

2.5.1.2.5.1.2.5.1.2.5.1.人类发展生态学理论

生态(Ecology)在这里是指有机体或个人正在经历着的，或者与个体直接或间

接联系的环境。从人类发展的生态观来看，个体生活的各种领域都在互相影响着，

当代发展心理学更加强调研究青少年在真实生态环境中发展的重要意义。美国心

5 卢艳梅.初中生学校生活人际境遇现状研究[D].上海:华东师范大学,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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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学家 U.Bronfenner(1979)提出了人类发展的生态模型，认为个体发展的社会生

态环境是由相互联系的四个系统组成的，即微系统、中间系统、外系统和宏系统。

其中，微系统是对个体有着直接影响的环境，主要包括家庭、朋友群体、学校以

及邻居等。Thomas(2000)认为，个体在微系统中主要通过与他人的相互作用和参

与活动这两种过程来促进其自身的发展。

张文新(2002)认为，随着个体由童年期迈入青少年期，在微系统水平，家庭、

同伴和学校依旧是青少年发展的最重要、最直接的社会背景，但这一时期这些系

统的功能以及个体与这些系统之间的相互作用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相对于每个

人前期的生命历程，家庭的影响力逐渐淡出，同伴群体和学校日益成为影响个体

青少年阶段成长和发展的最重要环境。同伴群体是相对于家庭之外的最稳定的场

所，其影响既存在着有利于青少年发展的因素，也存在着阻碍青少年发展的因素。

因此，要深刻理解青少年社会适应性的发展，就不可避免的要深入剖析其同伴关

系。其中，友谊作为重要的同伴关系内容，势必得到重视。

2.5.2.2.5.2.2.5.2.2.5.2.发展情境论

从发展情境论(Developmental Conceptualism)的观点出发，青少年的社会性发

展是受其所处的整个情境的共同影响所致，同样的环境因素对于不同的个体会有

不同的反应，而且情境之间的相互影响还会随着时间的推进而发生变化。青少年

社会适应性的发展受到来自学校、家庭、个人及文化氛围等种种因素的影响，若

要充分理解青少年社会适应性发展的特点，必须充分关注他们所生活的具体情境

以及情境之间的交互作用。

在发展情境论中，情境是一个核心的概念。Lerner(1986)认为情境主要包括

四个方面：一是物理环境，如家庭住房条件、学校的建筑物以及教室等；二是社

会环境，这是情境中最重要的一个方面，主要包括家庭成员、同伴、教师或其它

重要他人，这构成了个体生活的一部分，既影响个体又受到个体的影响；三是发

展的个体自身，发展的个体自身既是发展的目标，也构成了发展背景的一部分，

不断发展中的个体不仅受到周围物理和社会情境因素的影响，而且也会影响或改

变其周围的情境；四是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变化的情境因素，个体的长大成熟、家

庭经济条件的变化、学校设施的更新等都会对发展中的个体产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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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uuss(1996)认为发展情境论与人类发展生态学理论在某些重要观点上有相

似之处，但发展情境论在生态学理论的基础上又向前推进了一步。发展情境论关

注的是正在发展中的、不断变化的个体与其所生活的生态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

发展情境论十分强调发展中因果关系的复杂性，认为在理解个体的发展时，应考

虑具体的变量，如年龄、性别、城乡、种族以及个体与其父母、教师、同伴的适

应情况，也就是需要了解个体与情境间复杂的多水平交互作用。

2.5.3.2.5.3.2.5.3.2.5.3.文化差异理论

跨文化心理学是在近几十年内兴起和发展起来的。学者万明钢认为，比较研

究两个或多个社会或文化背景中个体或群体心理发展和变化的规律，从而找出哪

些是适用于任何社会或文化背景中人类行为的普遍法则，哪些是仅适用于特殊文

化背景中人类行为的特殊法则。近年来，人们普遍认识到文化对人的心理和行为

的重要作用。文化在心理学研究中越来越得到重视，以至部分心理学家将这称之

为“一场范式的转变……在心理学中获得了极为重要的影响和广泛的听众。”

跨文化研究是一种比较性的研究。通过比较不同文化中个体心理发展的差异

来进一步考察或揭示引起这些差异的文化因素，因此，跨文化研究中首要的工作

应该是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差异比较研究。

2.5.4.2.5.4.2.5.4.2.5.4.青少年人际交往的引导机制

本研究依据的理论框架主要是青少年人际交往的引导机制。金盛华等在综合

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提出，青少年人际交往的引导机制主要包括亚社会认同机制、

角色引导机制、社会比较机制和社会学习机制四个方面。

2.5.4.1.亚社会认同机制

亚社会也称次社会，通常指相对于宏观意义上的大社会而存在的直接社会环

境，有时也指对应于较大社会背景存在的较小社会背景。在总体上说，大陆范围

内的中国人都生活在一个统一的国家、统一的大社会之中，但是，不同地域、不

同地区、不同族群之间，青少年的价值倾向、生活方式在许多方面仍具有很大差

别。这些差别形成了不同的微观社会生态环境，而它们直接导致了青少年的微观

心理发展状况有所不同。亚社会与大社会的不相一致，常常是青少年心理发展过

程产生冲突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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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4.2.社会比较机制

将自己的状态与他人的状态进行对比，以获得明确自我评价的过程，就是所

谓的社会比较。社会比较对于青少年的发展有着深刻影响。儿童进入青春期之后，

他们自我意识的水平不断提高，自我意识的广度与深度都表现出明显的增加，进

行自我选择的能力也相应提高。这种变化的一个直接效应，就是青少年进行自我

评价的需要也越来越强烈。无论从动机的出发点来说，还是从评价所涉及的内容

说，青少年的自我评价都是倾向于社会性的。

S.Milgram 和 M.Sherif(1969)在研究中发现，社会比较不仅有即时的行为效

应，而且会导致稳定的观念改变，经过社会比较过程所获得的规范概念，即便在

青少年独处时，也会继续发挥影响。

2.5.4.3.角色引导机制

从角色理论的观点看，儿童与青少年的学生角色是其自我统一性的核心。因

此，学校社会的接纳和承认是他们自我价值的核心构成部分。人们自我价值最重

要、最深刻的来源是社会的认可。对青少年来说，更看重社会接纳与社会承认，

偏离社会和被社会抛弃的焦虑与恐惧尤其强烈。这些都构成了青少年隶属和认同

于社会的社会心理动力，成了他们自觉不自觉地与社会现状或基本倾向保持一致

的心理原因。

按照符号相互作用论者 G.H.Mead(1934)的一般化他人(Generalized Others)理

论的观点，这个一般化他人的概念就是个人所意识到的社会，而个人的思维、推

理、与他人的沟通，都是以这个一般化他人为基础的，个人对社会、他人与自己

的理解，也以这个一般化他人(社会)为根据。从倾向上说，个人越是缺乏独立的、

稳定的自我价值体系，其社会判断与自我价值判断越依赖于社会既存的状况和大

多数人的选择。也正是由于这种参照作用，外部社会对于个人的影响作用直接同

人们的年龄有关。年龄越小，受到社会影响的作用也越大。

2.5.4.4.社会学习机制

班杜拉及其合作者在六、七十年代进行了大量的实验证明，个人仅仅通过对

他人行为及其后果的观察，就可以学习到各种行为、行为规则与行为方式，即恰

当的人际交往方式。他们研究发现，外部社会的力量不仅在直接作用于行为者本

身的情况下对行为者的人际交往行为产生定向作用，而且这些强化力量作用于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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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与行为者有某些共同特征的人(比如同辈)，当这种作用过程及其后果被行为者

观察到时，也会对行为者产生同样或类似的作用，这种强化方式即为替代强化作

用。

不仅如此，根据班杜拉的研究，不只是直接强化与替代强化对于人们的人际

交往行为习得过程具有定向作用，随着人们自我意识水平的不断提高和自我评价

的标准与系统逐渐形成，人们的自我强化也开始成为社会化经验中具有自我引导

性质的重要机制。

社会学习机制对于解释当代青少年人际交往行为的习得有着重要的价值。当

代青少年的很多行为、观念与行为方式不是来自于系统的教育途径，而是来自于

他们自己对生活的观察，他们认同、崇拜的对象，以及他们特定的观察经验。

2.6.2.6.2.6.2.6.心理地位、人际交往与社会适应的关系研究心理地位、人际交往与社会适应的关系研究心理地位、人际交往与社会适应的关系研究心理地位、人际交往与社会适应的关系研究

2.6.1.2.6.1.2.6.1.2.6.1.心理地位与人际交往的研究

林茂荣(2009)在心理地位与人际交往问题的研究中认为，在心理层面上，人

际交往受到心理地位的影响。良好心态是成功人际交往的基础，良好的人际交往

态度，应该是相信自我，也尊重他人。I+U+是一种双赢的心理地位，不仅能使

自己自信地去与别人交往，而且在交往中也能尊重别人。在自己积极心理地位的

感召下，对方也将采取同样的积极的态度与自己进行交往。

李晓侠(2009)在《师范学院大学生心理地位对其师生关系和同伴关系的影响

研究》中认为，不同心理地位者的师生关系和同伴关系存在显著差异。对自我概

念和他人概念评价都较高的心理地位者，更容易建立信任、支持的师生关系和亲

密、和谐的同伴关系，并且对这些关系感到满意。对自我概念和他人概念都以负

面评价为主的心理地位者，在人际交往中常表现出退缩或敌意，不容易建立起正

向的师生关系和同伴关系。

赵立芳(2008)在《心理地位、自我状态、沟通模式和婚姻质量关系》的研究

中得出如下结论：在控制了人口学变量的影响后，自我概念和他人概念对婚姻质

量具有显著预测作用，其中自我概念对婚姻关系的预测力大于他人概念；不同心

理地位组合类型的夫妻在婚姻质量上呈现显著差异，I+U+组合类型的夫妻婚姻

质量显著高于其他组合类型夫妻的婚姻质量；不同心理地位者在沟通模式上存在

显著差异，I+U+心理地位者比起其它心理地位者更多采取建设性沟通方式，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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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采取回避的沟通方式；自我概念对婚姻质量具有直接的影响作用，他人概念通

过沟通模式和自我状态来影响婚姻质量。

心理地位近几年才开始被引入对人际交往问题的研究，目前成果并不多。但

总体上看，心理地位中的自我概念和他人概念，在某种程度上确实反映了个体对

自我和他人的基本情感态度，这种态度和情感取向会潜移默化地体现在个体与他

人的人际互动中，影响人际关系。那么，心理地位除了影响人际交往的静态结果

即人际关系之外，对个体的人际交往能力特质本身是否存在影响、存在怎样的影

响，正是本研究中所要探讨的问题。

2.6.2.2.6.2.2.6.2.2.6.2.人际交往与社会适应的研究

李报娜(2008)对《高职学生的社会适应能力与心理健康关系》的研究结果认

为，具有良好、和谐的人际关系，人际交往状况良好的高职生，能用尊重、信任、

友爱、宽容的积极态度与他人相处，乐于与人交往，能悦纳他人，包容他人的缺

点和不足，具有良好的社会适应能力，能正确处理个体与群体的关系，既能在社

会交往中能保持自尊、自立、自信和自重，又能与群体步调一致、与集体融合。

张琴心(2008)在《大学生人际适应性的量表编制及群体特征的差异分析》的

研究结论认为，大学生人际适应性与个体的身心不良症状呈显著负相关，与个体

的幸福感指数和社会适应性呈显著的正相关。

王国花(2009)在《农村青少年社会适应与家庭功能、友谊质量、学业成绩的

关系》研究中有结论认为，从研究结果看来，友谊质量是青少年社会适应性的重

要预测因素。这将帮助学校和家庭能更清楚的认识到青少年与朋友交往的情况，

及时发现那些未能发展起良好友谊的青少年，与他们进行直接有效的沟通，在其

学习和生活中，帮助他们建立积极良好的同伴关系和友谊关系，帮助他们发展社

交技能，克服各种消极情绪和问题，促进青少年身心和谐发展。

综上所述，在以往对人际交往和社会适应关系屈指可数的研究中总结发现，

人际交往状况与社会适应存在显著的相关，同伴关系可以正向预测社会适应性。

因此，本研究推测个体的人际交往能力状况会影响社会适应性的发展。

目前为止，将人际交往因素纳入对社会适应性考察的研究成果还非常有限，

缺乏对其下各维度的量化分析和具体探讨，对两者之间的关系也没有明确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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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将心理地位因素与社会适应性相结合的研究基本还是空白。在本研究中，

我们将三者结合，对心理地位、人际交往能力和社会适应性之间的关系进行探讨，

建立这三个变量之间的关系模型，弥补以往研究的不足。

3.3.3.3.问题提出问题提出问题提出问题提出

3.1.3.1.3.1.3.1.现有研究的问题与启示现有研究的问题与启示现有研究的问题与启示现有研究的问题与启示

在详细、大量地研读以往研究不同民族青少年人际交往问题的文献过程中，

发现以往对少数民族青少年人际交往的很多研究认为：少数民族学生的人际交往

和社会适应能力与汉族学生相比，还存在一定差距；但同时，另外一些研究结论

却认为：少数民族学生的人际交往能力要优于汉族学生。同样是研究青少年的人

际交往问题，在民族比较中得出的结论却恰好相反，本研究认为这一矛盾之处值

得关注。

可能由于以往的研究尚集中于对问题现状的描述，只是将量化研究结论的一

般结果呈现出来，还没有机会对同类研究的结论进行比较和深层探讨，因此不同

研究结论之间的矛盾，尚未引起研究者们的关注。以下是本人摘选以往研究的部

分结论，进行了分类对比。通过比较，发现两类结论存在明显的相悖之处：

关于少数民族青少年的人际交往问题，较常见的研究结论是：少数民族学生

的人际交往能力和社会适应能力与汉族学生相比存在一定差距。具体结论示例如

下：(1)随机抽取某民族院校大学 2年级回族学生与汉族大学生进行调查，研究

结果显示：回族大学生和汉族大学生在交友困扰以及总体人际困扰方面存在显著

差异，回族大学生的人际困扰程度显著高于汉族大学生[6]。(2)从青海民族学院、

青海大学抽取的汉族学生和青海五个世居少数民族(藏、回、蒙古、撒拉、土)学

生进行人际交往的比较研究，结论认为：汉族学生比青海世居少数民族学生的人

际冲突处理能力强，交往技巧和人际现状得分高；藏族学生的人际敏感和敌对得

分显著高于汉族学生；相比之下汉族学生的人际适应能力更好[7]。(3)调查贵州民

族学院少数民族大学生的人际关系，得出结论：有 12.2%的少数民族大学生人际

6 周鹏生,卫根泉.回族大学生人际困扰及其应对方式探微[J].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2008,16(9).
7 马存芳.民族文化交融中的人际适应研究—以青海高原文化圈中的大学生为例[J].青海民族学院学报

(社会科学版),2007,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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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不良，其中部分同学有较为明显的人际关系障碍[8]。(4)在内地学习的维吾尔

族青少年在生活适应、学习适应、社会文化适应和心理适应的总体状况处于“有

点困难”和“困难程度适中”之间。维吾尔族学生的汉族好朋友数量越多，社会适

应越好[9]。(5)通过对济南西藏中学的藏族学生调研发现，他们不同程度的存在心

理承受力差、心理优势感不强、人际适应性弱等不适应性的问题，内地藏族班学

生的性格偏执倾向比例占到了 26.4%[10]。

但与此同时，也有一些研究的结论恰好相反，即在青少年群体的人际交往过

程中，少数民族学生的人际交往和社会适应能力优于汉族学生。具体结论示例如

下：(1)抽取某民族院校的大学生为被试，对人际交往问题进行问卷调查，测查

结果从平均数上比较，相对而言，汉族学生人际困扰的得分要高于少数民族学生；

同时，汉族学生的人际信任感较低，对人际关系也更为敏感[11]。(2)被试为乌鲁

木齐市中小学民汉合校的学生，分析发现维、汉两个民族的青少年在友谊特点上

存在显著差异：在友谊质量上，维族青少年均高于汉族青少年；在孤独感上，汉

族青少年显著高于维族青少年；在攻击行为水平上，汉族青少年显著高于维族青

少年[12]。(3)采用“青少年心理健康人际素质分量表”对宁夏回族自治区的中学生进

行测查，结果表明：回族青少年组在人际交往能力、人际知觉敏感性和人际沟通

表达因子上的均值显著高于汉族青少年组，回族青少年体现出更高的交往能力

[14]。(4)从内蒙古呼和浩特市随机抽取中学生的汉族被试和蒙语授课蒙古族被试

进行比较，研究结论认为：蒙古族中学生在社会相互作用、总体自信及自信总分

上均显著高于汉族中学生[15]，已有研究证明，中学生自信各维度与人际关系困扰

存在显著负相关[16]。(5)对云南省迪庆州小初高学校的学生进行调查和个别访谈，

差异比较得出结论：藏族和纳西族学生的适应能力好于汉族学生[17]。

那么，以往的研究结果为什么会显示出这样的矛盾和反差？此类民族比较的

研究背景存在什么差异？应该如何理解这种差异？本研究的分析是，少数民族这

8 程孟瑾.少数民族大学生人际关系与心理适应性研究[J].贵州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5.
9 严义娟.在内地学习的维吾尔族青少年的民族认同与社会适应[D].武汉:华中师范大学,2008.
10 徐建.内地西藏班学生学习生活适应性调查研究[J].教育研究,2009.
11 周鹏生.民族院校大学生人际关系相关心理因素的调查研究[J].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2007,15(2).
12 李景维.汉族青少年的友谊及其与孤独感、问题行为的关系[D].济南:山东师范大学,2009.
14 董耘,钟高峰,石文典.宁夏回汉青少年人际结构模型比较研究[J].宁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9,30(1).
15 蔡美兰.蒙汉初中生自信发展状况及影响因素研究[D].呼和浩特:内蒙古师范大学,2007.
16 苏华.高中生自信与人际困扰、学业成绩的关系[D].长春:东北师范大学,2009.
17 格茸拉姆.贫困民族地区学生学校适应与师生关系的相关研究[D].昆明:云南师范大学,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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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概念，是相较于汉族总体人口数量而言的，是站在国家的宏观层面上来界定的，

我们对于少数民族的理解也是建立在这一宏观印象上的。但是我国的民族分布呈

现“大杂居、小聚居”的特点，那么可以设想在少数民族聚居的亚社会文化圈里，

“少数”就不再是一个绝对性的表述。在民族聚居区内，汉族和其他民族相对而言，

谁才是真正的少数民族？值得考量。由此，在民族比较的研究中，地域和取样的

差异可能会直接左右研究结论。具体而言，当研究对象主要取样于汉族地区时，

得出的结论多为汉族学生的人际交往能力比少数民族学生要好；但当研究背景是

民族地区，研究对象是生活在本民族聚居区的少数民族学生时，往往会得到相反

的结论，即少数民族学生的人际交往能力比汉族学生要好。

关注到以往研究结论差异的存在，我们的分析和理解是否符合实际，将是本

研究需要解决的问题。将多民族混合学校作为重点引入本研究，是为了进一步比

较和验证在少数民族主体学校、汉族主体学校、多民族混合学校的不同校园民族

环境中，也就是在民族人口数量分布不均衡或相对均衡的亚社会环境下，中学生

的人际交往和社会适应状况会呈现出怎样的特点和差异。

3.23.23.23.2研究意义研究意义研究意义研究意义

3.2.1.3.2.1.3.2.1.3.2.1.现实意义

青少年时期的人际交往经历对个体的心理健全、情感发展和社会适应技能

的习得都具有深远影响，人际交往是个体社会化、适应社会所必经的重要过程。

在多民族聚居地区，青少年阶段的民族间交往经历，直接决定着个体对其他民

族的认识、情感和态度。我国多民族共存，民族间的融洽交往是社会和谐稳定

的重要前提。西北地区少数民族众多，汉、回、藏、维、东乡、裕固、蒙古、

保安、土族等共同居住，由于习俗、宗教、价值观等的差异，各民族的价值取

向和行为方式各具特色。因为认识的不同，各民族中学生对其他民族形成的印

象可能会有偏差，消极的群体刻板印象可能导致对其他民族采取相对消极的人

际态度，这会直接干扰不同民族青少年之间的交往。在西北民族地区的多民族

混合学校中，各族青少年通过与其他民族同伴的真实接触和实际交往，会有利

于修正个体对其他民族的主观片面印象，建立正确、客观的认识，增进民族间

的同伴交往。研究多民族背景下的中学生的人际交往，对促进各族青少年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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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应性的发展、维护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构建和谐的民族间关系都具有重大

的现实意义。

3.2.2.3.2.2.3.2.2.3.2.2.理论意义

亚社会认同机制认为，较大社会背景存在的较小社会背景，会形成不同的微

观社会生态环境，导致青少年微观心理的发展状况存在差异。而发展情境论所关

注的正是发展中的、变化的个体与其所生活的生态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即青少

年成长的物质环境及其接触的社会人群，直接构成了影响个体人格发展、人际交

往和社会适应的微观社会生态环境。在我国多民族共存、各民族平等的社会大环

境下，少数民族聚居地区青少年的社会适应问题，一直是社会心理学关注的重点

之一。国内现有的研究主要探讨少数民族个体的民族认同如何影响其人际关系，

对民族地区中学生的人际心理特征与社会适应性的量化研究尚未展开，特别对心

理地位与社会适应性的关系研究目前还是空白；而国外的研究成果均基于种族差

异，理论成果不能直接引用。本研究将着重研究西北地区多民族混合学校中学生

的心理地位、人际交往能力和社会适应性，将研究内容本土化，具体针对我国多

民族间的青少年社会适应问题；研究方法上，将质性研究和量化研究相结合，争

取得出全面综合、客观实际、适用于我国多民族环境的研究结论，从理论上推进

民族交往问题的研究进程。

4.4.4.4.研究构想研究构想研究构想研究构想

4.1.4.1.4.1.4.1.研究目的研究目的研究目的研究目的

(1)通过对少数民族大学生展开回溯式访谈，了解少数民族学生在成长过程

中所关注的交往问题和经历的人际适应困扰，归纳民族身份和学校民族环境对青

少年的人际交往和社会适应可能造成的影响，为进一步研究提供必要的基础。

(2)通过比较多民族混合学校、单一少数民族学校和普通学校这三种不同民

族学校类型的中学生，探讨学校亚社会生态环境的不同民族分布对中学生心理地

位、人际交往能力和社会适应性的影响。

(3)通过研究中学生的心理地位、人际交往能力与社会适应性这三者之间的

关系，探索增强民族地区中学生社会适应性的有效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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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4.2.4.2.4.2.研究假设研究假设研究假设研究假设

(1) 多民族混合学校、单一少数民族学校和普通学校中学生的心理地位、人

际交往能力和社会适应性存在显著差异；

(2) 民族地区中学生的心理地位、人际交往能力和社会适应性在生源地、班

干部经历和年级等背景变量上存在显著差异；

(3)民族地区中学生的心理地位、人际交往能力对社会适应性具有显著的预

测作用；人际交往能力在心理地位对社会适应性的影响中起中介作用。

4.3.4.3.4.3.4.3.研究流程研究流程研究流程研究流程

图 4 总体研究流程图

本研究按照研究进行的顺序和采用方法的不同，总体上分为两个部分(参见

图 4)，其中包括：研究一质性研究，研究二量化研究。

研究一，主要运用回溯式纸笔访谈与个别深度访谈相结合的研究方法，通过

调查西北地区少数民族大学生对自己青少年阶段成长经历的回忆，了解少数民族

学生在初中和高中不同的学校环境、与不同人际群体交往的过程中，人际关系和

社会适应的变化状况，以及民族身份、家庭环境因素对人际交往和社会适应的影

响。为后续展开民族地区中学生的人际交往实证研究打下充分的基础。

研究二，采用自评问卷调查法分层整群抽样，用量化的方法研究了西北民族

地区中学生的心理地位、人际交往能力和社会适应性。研究二具体分为两个步骤：

第一步是比较研究，将西北地区的多民族混合学校、单一少数民族学校和普通学

校中学生的心理地位、人际交往能力和社会适应性进行比较，归纳特征、分析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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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第二部是关系研究，通过对总体样本的数据分析，探讨民族地区中学生的心

理地位、人际交往能力和社会适应性三者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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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5.5.研究一：质性研究研究一：质性研究研究一：质性研究研究一：质性研究

5.1.5.1.5.1.5.1.研究目的研究目的研究目的研究目的

质性研究通过对西北少数民族大学生的回溯式访谈，调查他们对自己青少年

阶段人际交往经历的记忆和理解，根据对访谈结果的调查和分析，初步了解民族

地区中学生在人际交往过程中存在的特征和差异以及少数民族学生中学阶段的

人际适应状况，为进一步展开西北民族地区中学生社会适应性的实证研究提供启

发和思路，为后续量化研究奠定基础。

5.2.5.2.5.2.5.2.研究方法研究方法研究方法研究方法

5.2.1.5.2.1.5.2.1.5.2.1.研究对象

少数民族学生在我国内地接受高等教育的模式主要包括三类：民族院校、普

通高校民族班、普通高校的一般班级。本研究有代表性地选取了民族院校和普通

高校民族班的学生进行访谈，样本取自兰州市的西北民族大学(本科二年级)和西

北师范大学(本科三年级)2个年级 4个班的 223人作为样本总体。仅选取大学二

年级和三年级的被试是因为考虑到大一新生处在对新环境的调整和适应阶段，而

大四毕业生又面临着毕业后更多的生存压力，比较而言，二、三年级被试群体的

生活状态相对稳定，情绪心态平稳的样本应该更具代表性。

发放纸笔访谈材料 223份，有效回收 198份，有效回收率为 88.79%，其中

男生 109人，女生 89人。样本的民族分布主要集中于藏族、回族和蒙古族，回

族略多，基本可以代表西北地区主要的少数民族群体。

5.2.2.5.2.2.5.2.2.5.2.2.研究工具

根据访谈目的，本回溯式访谈提纲包括两个方面，共 6道问题。首先，是对

自我人际状况的总体评价。如评价自我的交往能力、影响交往的主要因素、经历

过的人际困扰，以及民族地域、宗教文化等生活环境对自身成长和社会适应的影

响。其次，是对中学阶段人际交往经历的回顾。调查被试在初中和高中不同的成

长阶段，人际交往的特点、遇到的问题以及思考。设想运用上述的开放式问题，

通过少数民族大学生的自我回顾，强调动态的交往过程，了解民族学生的人际交

往和社会适应性的发展，从中归纳少数民族地区中学生人际交往和社会适应的一

般特征。访谈提纲的具体内容参见附录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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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3.5.2.3.5.2.3.5.2.3.施测方式

根据课程时间安排，2所院校 4个班级被试的调查共分三次进行。每个班级

的调查由 3名主试负责，每位主试均为心理学专业硕士。调查采用纸笔自陈式访

谈，采取匿名的方法，以个人填写为主，之后的个别深度访谈为辅。调查采用统

一的指导语，时间大约 45分钟，最长不限，填答完毕当场收回。

5.3.5.3.5.3.5.3.结果分析与讨论结果分析与讨论结果分析与讨论结果分析与讨论

结果统计主要采用“主位研究法”对访谈的质性资料进行分析和利用，通过引

用受访者的原话，来了解他们对一件事情或者一个问题的真实感受和想法。

回溯式访谈的质性资料整理如下：

材料一：生活在民族地区，跟汉族杂居，属于农村。从小我们各族学生都在

一起学习和生活，也许是因为我们居住的地区汉化比较严重，使得我们与汉族人

交往并无多大分歧，同时也较容易接受不同民族文化的人。在这样的环境下，让

我学会了更好地与不同民族的人交往。明白了朴实、善良、能体谅人的人，在与

别人的交往中，更容易被接纳。初中由于当班长，人际交往范围比较广，跟大家

接触较多，关系也就自然而然好，使我的人际交往能力得到了锻炼。(回族，女)

材料二：我生活在甘肃省甘南州舟曲县，一个民族聚居区。这样的环境下，

让我以后在为人处世时会变得更严谨一些。我们那里除了有藏族以外，还有回族，

各民族的同学在一个学校上学，我们的生活习惯会有一些不同，比如说在处理与

回族同学的关系时，我会很尊重他们的宗教信仰。印象深刻的例子，就是小时候

有一次我们大家一起玩，中间有一个回族同学，当我们互相玩笑说对方是猪的时

候，那个回族同学就很不高兴。因此，在以后的人际交往中我会很注意避免类似

的错误，学会理解和尊重民族的不同，因此与民族生也很合得来。(汉族，女)

材料三：我从小生活在农村，杂居区(回族和汉族居多)。这种生活环境有助

于我与不同民族的人共同生活。虽然我是个回族，有自己的宗教信仰，有所忌讳

的东西，但是，跟汉族的人长期生活在同一个地方，跟各族同学在一起学习和生

活，彼此很多地方都可以包容、理解、和谐相处。比如有些同学无意中说了我们

忌讳的东西之类的话，我也比较理解，不会显得很生气。(回族，男)

材料四：我出身在偏僻的农村，交通闭塞，所以我的见识比较浅薄，与别人

接触的机会较少，所以在以后的人际交往中，我往往没有自信，不敢在人多的场



卢婧：多民族混合学校中学生的心理地位、人际交往能力对社会适应性的影响

- 29 -

合说话。上初中刚开始的时候，因为有那么多不同地方的陌生同学，感觉很怕，

这种恐惧心理左右了我一个学期，以致和大多数同学都很陌生。后来在共同的学

习生活中慢慢熟悉起来，逐渐找到了自信，敢和其他同学交往了。后来因为我的

成绩不错，还担任了学习委员，人际交往能力得到了充分锻炼，能够恰当的处理

人际关系，与人协同能力较强。(土家族，男)

材料五：我生活的环境有很大的变动性，我出生在农村，但是长大后在城里

念书，所以我总是要接触不同的人，学会与不同的人交往，因此我比较善解人意，

会在别人有困难时主动去帮助他们。初中阶段……觉得我自己变得更加懂事了，

学会了从他人的角度想问题，学会了委婉地表达自己的意思。在高中阶段，我是

住校的，宿舍里共有 5个室友，我们都来自不同的地方，但一下子就熟起来了，

虽然矛盾也会发生，但我逐渐地学会了很好地处理矛盾。高中时，我遇到了一位

很知心的朋友，她是回民，但是人很朴实，对人也特别好。有一次我感冒很厉害，

她陪着我打吊瓶而且给我说笑话，这事给我的感触很大。(汉族，女)

材料六：生活在农村，但相对不是太闭塞，人口流动频繁。对我来说，平时

主要跟村里人交往，有时也有机会跟外面的人交往，但视野相对比较狭窄。初中

换了一个新的环境，到汉区的县城读书，班级里老是觉得自己不能很好融入，小

学的优秀表现，使自己习惯了被另眼高看，享受“特权”，而与新班级的同学相比

表现一般，使自己压力很大。高中阶段，住上了宿舍，基本适应了汉区的学校环

境，学习成绩优秀，担任班干部，锻炼了自己的社会交往能力，老师关心、同学

肯定，在班级说话有分量，有了自信，找到了小学的感觉。通过和不同地方、不

同民族的同学打交道，学会了对一些问题做细致的思考，也懂得了换位思考，凡

事皆为别人和自己考虑周到。(回族，男)

材料七：我生活在一个偏远乡村，这样的环境让我从小就有许多同龄玩伴，

小时候接触的同学在家庭条件上差异不大，所以以前的朋友在客观条件上平等，

那样的交往更多的是情感上的支持和帮助，少了物质条件上的攀比，不存在谁看

不起谁。但也正因为这样的环境，让我眼界狭隘，对外面的新鲜事物知之甚少，

导致我在与汉族城里的孩子交往时有自卑情结，同时也变得很敏感。比如说，当

我要与城里长大的孩子借东西或请他们帮忙时，若被拒绝就觉得自尊心特别受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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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所以我很少请人帮忙，除非是逼不得已。而且在与别人交往时，不由得顺从

和迁就别人，在朋友面前很没有安全感。(藏族，女)

材料八：居住在民族聚居区，交际圈比较小，从小学到初中，伙伴基本上都

是同一个村或是同一个队里的人，大家基本上都是从小一起玩到大的，而且大家

的情况基本相同。小学阶段，当时是班长，也是一群小孩的头儿，交往状况良好。

初中不在本地上学了，朋友局限于同一个地方的，朋友圈子固定不变，其他人很

难再融入。高中还是维持初中的朋友范围，很难再与他人建立深厚的友谊……好

像周围的同学都是一起玩大的，而自己则被排除在外，处于边缘化的地位。(蒙

古族，男)

材料九：我生活在民族聚居区，打小生活在农村，只有在上高中时，才寄宿

到我们那儿的县城中学。所以在上高中以前，我从未离开过农村。农村人，在我

的印象中来说，朴实、善良、勤劳，能与人和谐相处，诚实地对待周围的人，这

些都在我的人际交往中有很大的影响作用。但毕竟来自农村，经济条件永远都一

个不可忽略的问题，这对我的人际交往有很大的负面影响。小学和初中阶段，我

的人际交往还算可以，那时候我们不会关注大家的经济条件，毕竟大多数都是一

个地方的农村学生，所以大家相处时玩的很尽兴，学习上会帮助彼此，没有优差

之分，班级氛围比较和谐。初中是寄宿制了，家庭的影响逐渐减少了，同学们之

间的相互影响就很明显。高中阶段，我的人际交往不是很好，因为高中是在县城

的一所中学，县城学生和农村学生的经济条件差别很明显，因为这个原因，我很

少接触家在县城的学生，以免自己被瞧不起。(东乡族，女)

材料十：生活在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是一个少数民族聚居区，这些地区

思想保守、贫困，所以不自信，我也不愿意广交朋友。我对一般的外乡人持有长

期的戒备心理，会不断地体会他的为人和性格，确实感觉可交、合得来，我才能

去交往。高中从农村到城里，环境变动太大、自卑。班级里的分化较明显，交往

时有了明显的圈子划分，一般我们很少跳出自己的圈子跟别的圈子的人交往，而

且家庭条件的差距也成为一个交友的重要因素，我一般不会结交富一点的同学，

因为很有压力。(黎族，男)

通过对上述访谈资料的整理和分析，结合青少年人际交往的相关理论，我们

可以总结出民族地区中学生在人际交往中的一些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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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根据人类发展的生态学理论可知，学校微系统是对中学生个体有着直接

影响的环境，民族地区的不同学校环境对中学生的人际交往，进而对其社会适应

存在着明显影响。封闭环境下成长的学生，社会适应能力较弱，容易自卑；而越

早在开放环境中生活，有机会与不同地方、不同民族的同伴共同学习和成长的学

生，其社会适应越顺利。

(2)文化差异理论认为，通过比较不同文化中个体心理发展的差异，可以进

一步考察或揭示引起这些差异的文化因素。少数民族青少年的民族意识对于同辈

群体交往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和同学交往中的矛盾冲突方面，冲突解决得好，可

能就不会把事情放在心上。少数民族青少年在与同辈群体的交往中，同伴对他的

民族规范是否尊重，是影响他们同伴关系的一个重要因素。

(3)根据青少年人际交往理论中的社会比较机制，我们知道社会比较就是将

自己的状态与他人的状态进行对比，以获得明确自我评价的过程。青少年的自我

评价倾向于社会性，因此社会比较对青少年的发展有着深刻影响。根据访谈发现，

不同学校环境的中学生通过社会比较，所形成的对自我和他人的基本认识和情感

评价，即心理地位，存在着差异和变化。其中，城乡生活环境的差别对中学生的

心理地影响较为明显。中学生心理地位的差异和变化，对其人际交往和社会适应

状况存在影响。

(4)从角色引导机制的观点来看，人们自我价值最重要、最深刻的来源是社

会的认可。学校社会的接纳和承认是青少年学生自我价值的核心构成部分，因此

对于青少年来说，会更看重学校社会中的接纳与承认。本研究的访谈结果也表明，

青少年的成长经历影响着民族地区中学生的人际交往状况，其中担任班干部经历

的影响比较突出，担任班干部可以使青少年体会到学校社会的充分接纳，同时在

参与管理的实践活动中完成对自我价值的肯定。

基于以上质性研究的分析结果，本研究选择了心理地位、人际交往能力和社

会适应性三个变量作为切入点展开进一步的量化研究，以求用更加客观、严谨、

规范的方式开展研究，通过对样本数据的统计分析，取得更具外部效度的研究结

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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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6.6.研究二：量化研究研究二：量化研究研究二：量化研究研究二：量化研究

6.1.6.1.6.1.6.1.研究目的研究目的研究目的研究目的

研究西北民族地区的多民族混合学校、单一民族学校、普通汉族学校的中学

生，在心理地位、人际交往能力以及社会适应性方面的特征和差异，从量化的实

证研究的角度，分析民族地区不同学校类型对中学生的人际交往和社会适应可能

存在的影响，为民族地区的教育模式调整提供客观的理论依据。同时，将中学生

的心理地位、人际交往能力和社会适应性这三种心理特质相结合进行研究，探讨

它们之间的联系和作用，争取建立三个变量间的关系模型，填补以往此类研究的

空白。

6.2.6.2.6.2.6.2.研究方法研究方法研究方法研究方法

6.2.1.6.2.1.6.2.1.6.2.1.研究对象

本研究采取分层整群抽样的方法，从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抽取了多民族混

合学校 1所，单一民族学校(藏族中学)1所；从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抽取多民族

混合学校 3所；从甘肃省兰州市抽取多民族混合学校 1所，汉族普通中学 1所。

考虑到初三年级和高三年级面临升学考试压力的特殊心境，本研究选取了初一、

初二和高一、高二这 4个年级的学生作为被试，共发放问卷 801份，剔除了无效

问卷(包括作答明显不认真，胡乱填答或规律性作答；大部分题目未完成、只完

成了部分问卷等)67份，最后有效的被试为 734人，有效问卷回收率为 91.6%。

被试的具体构成如表 1所示：

表 1 量化研究的被试构成(n =734)

分类 被试人数 百分比 分类 被试人数 百分比

地域 甘南 406 55.3% 性别 男 377 51.4%

新疆 160 21.8% 女 357 48.6%

兰州 168 22.9% 年级 初一 205 27.9%

学校类型 藏族中学 220 30.0% 初二 219 29.8%

藏汉合校 186 25.3% 高一 117 15.9%

维汉合校 160 21.8% 高二 193 26.3%

兰州回中 89 12.1% 出生次序 独生子女 185 25.2%

普通中学 79 10.8% 排行老大 224 30.5%

生源地 农村 334 45.5% 排行中间 115 15.7%

城镇 400 54.5% 排行老小 210 2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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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2.6.2.2.6.2.2.6.2.2.研究工具

考虑到甘南地区纯藏族中学的藏族学生，对汉语量表题项的语言识读和理解

存在困难，在正式施测前，课题组专程委托西藏大学的藏语文专业教师对相关问

卷进行了藏语和汉语的对照互译。从测量工具的角度尽力避免语言表述造成的测

量误差，从而保证研究工具在对藏族被试施测时的客观性和有效性。

(1)(1)(1)(1)心理地位的测量

采用 Boholst(2002)编制的《心理地位量表•BLPS》[17]。心理地位量表包含了

自我概念(I)和他人概念(U)两个因子，共 20个题项，采用 5级评分，从 l 到 5分

别代表了“从未如此”、“偶尔如此”、“有时如此”、“经常如此”和“总是如此”。I

因子代表了个体对自己的态度，U因子代表了个体对他人的态度，每个因子具有

对立的因素负荷，分别代表“好”与“不好”。I 和 U 维度的得分可以根据“好”与“不

好”对个体心理地位进行分类，同时也可以作为连续变量进行回归分析研究

(Boholst，2002)。国外研究者 Wiesner(2006)通过《自尊量表》(Hudson，1992)

和《喜爱他人量表》(Filsinger，1981)验证了 BLPS问卷的聚合效度，Y值分别为

0.765和 0.617，扩展了 BLPS的效度。量表的具体内容参见附录 2。

(2)(2)(2)(2)人际交往能力的测量

采用邹泓、王英春(2007)编制的《中学生人际交往能力问卷》[18]，总共 62

个题项，包括交往动力、交往认知和交往技能 3个分问卷。交往动力分问卷包括

交往欲望和主动性 2个维度，共 11个题项，克伦巴赫α系数分别为 0.67和 0.78；

交往认知分问卷共 16个题项，包括交往重要性认识、交往原则认识和交往知识

认识 3个维度，克伦巴赫α系数在 0.65-0.85之间；交往技能分问卷共 35个题项，

包括沟通能力、提供支持能力、影响能力、情绪能力和适应能力 5个维度，克伦

巴赫α系数在 0.52-0.88之间。三个分问卷均为 5点记分，从“完全不符合”到“完

全符合”分别记做“1-5”分。计算各维度的平均分，分数越高，表明个体的人际交

往能力水平越高。问卷的具体内容参见附录 3。

(3)(3)(3)(3)社会适应性的测量

本研究使用的测量工具《中学生社会适应性量表》，是陈建文教授(2004)在

理论分析与实证调查相结合的基础上，编制的测量中学生社会适应性的量表。该

17 李晓侠.师范学院大学生心理地位对其师生关系和同伴关系的影响[D].北京:首都师范大学,2009.
18 特别感谢邹泓、王英春老师为本次研究提供了《中学生人际交往能力问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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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表共有 70个题项，分别由心理优势感(15个题项)、心理能量(17个题项)、人

际适应性(18个题项)和心理弹性(20个题项)四个维度的分量表构成。中学生社会

适应性量表基于我国的中学生，每个因子的内部一致性都较为满意，稳定性系数

和克伦巴赫α系数均在 0.60以上。量表采用 5点计分法：l=从未如此，2=偶尔如

此，3=有时如此，4=常常如此，5=总是如此。得分越高，表示社会适应性越好。

量表的具体内容参见附录 4。

6.2.3.6.2.3.6.2.3.6.2.3.施测与数据处理

采用分层整群抽样的方法选取被试，对被试按照自然班级进行集体施测，每

个受测班级的人数约 50至 70人不等。测试总时间为 30分钟左右。主试由心理

学专业研究生担任。施测前由主试发放问卷，被试认真阅读各问卷指导语后，按

要求作答。在施测过程中被试若有疑问，可随时向主试提问。问卷填答完毕，当

场收回。

本研究的数据处理和统计分析采用软件 SPSS18.0和 AMOS17.0。

6.3.6.3.6.3.6.3.结果与分析结果与分析结果与分析结果与分析

6.3.1.6.3.1.6.3.1.6.3.1.研究工具的信效度检验

本研究所采用的研究工具，在以往研究中皆具有良好的信度和效度。但是，

由于本次研究的被试群体与以往相异，不是普通汉族地区的中学生，而是来自少

数民族聚居区的多民族混合学校和单一民族学校的中学生。为了验证研究工具在

异质群体研究中的可靠性与有效性，本研究首先对量表工具的信效度进行检验。

6.3.1.1.6.3.1.1.6.3.1.1.6.3.1.1.心理地位量表的信效度检验

本研究对心理地位量表作了进一步信效度分析，采用 Cronbach α系数检验量

表的内部一致性程度，一个量表的信度越高，说明量表越稳定，一般认为内部信

度系数在 0.80以上，表明量表具有高的信度。结果表明，心理地位量表各个因

素上的内部一致性系数在 0.616-0.744之间，我好(I+)、你好(U+)、我不好(I-)、

你不好(U-)四个因素的α系数分别为：0.713、0.616、0.744、0.682。其中，自我

概念分量表的α系数为 0.765，他人概念分量表的α系数为 0.679。总量表的α系数

为 0.808。由此表明，心理地位量表在用于西北民族地区青少年的测试中具有较

高的信度。此外该量表各项目的鉴别力良好，各项目与其他因素之间的相关系数

在 0.004-0.492之间，普遍呈现低度相关。各项目与自我概念、他人概念总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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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的相关系数在 0. 422-0.649(p<0.01)之间，各因素与自我概念、他人概念总分之

间的相关系数在 0.778-0.836(p<0.01)之间。对量表数据采用方差极大正交旋转法

进行主成分分析，KMO检验值为 0.835，Bartlett 球形检验统计量为 2670.388，

p<0.001，说明数据适合进行因素分析，结合碎石图陡阶检验原则，碎石图显示

在 4个主要的因子以下发展平缓，探索性因素分析表明量表提取 4个因子比较合

理，4个因子对方差总变异的累积贡献率为 49.56%，证明量表的结构效度良好。

采用 AMOS17.0 对心理地位量表的数据进行验证性因素分析(CFA)，模型的拟合

优度指数见表 2。结果表明，各项目的因素载荷均在 0.40以上，模型具有较高的

拟合优度，问卷具有较好的结构效度和项目信度。

表 2 心理地位量表的验证性因素分析(CFA)

xxxx²²²² dfdfdfdf xxxx²²²²/df/df/df/df GFIGFIGFIGFI AGFIAGFIAGFIAGFI NFINFINFINFI CFICFICFICFI IFIIFIIFIIFI RMSEARMSEARMSEARMSEA

511.02 164 3.116 0.923 0.897 0.904 0.932 0.932 0.062

6.3.1.2.6.3.1.2.6.3.1.2.6.3.1.2.中学生人际交往能力问卷的信效度检验

检验结果表明，中学生人际交往能力问卷各个因素上的 Cronbach α内部一致

性系数在 0.514-0.861之间，交往欲望、交往主动性、交往重要性认识、交往原

则认识、交往知识认识、沟通能力、提供支持能力、影响能力、情绪能力、适应

能力这十个因素的α系数分别为：0.514、0.672、0.656、0.861、0.611、0.809、0.790、

0.750、0.713、0.804。其中，交往动力分量表的α系数为 0.756，交往认知分量表

的α系数为 0.877，交往技能分量表的α系数为 0.929。总量表的α系数为 0.947。证

明中学生人际交往能力问卷在用于西北民族地区青少年的测试中，具有较高的信

度。采用方差极大正交旋转法对量表数据进行主成分分析，KMO检验值为 0.941，

Bartlett 球形检验统计量为 13685.313，p<0.001，碎石图显示在 10个主要的因子

以下发展平缓，10个因子对方差总变异的累积贡献率为 51.56%，证明量表的结

构效度良好。

表 3 中学生人际交往能力问卷的验证性因素分析(CFA)

xxxx²²²² dfdfdfdf xxxx²²²²/df/df/df/df GFIGFIGFIGFI AGFIAGFIAGFIAGFI NFINFINFINFI CFICFICFICFI IFIIFIIFIIFI RMSEARMSEARMSEARMSEA

4127.07 1784 2.313 0.877 0.898 0.942 0.971 0.971 0.048



卢婧：多民族混合学校中学生的心理地位、人际交往能力对社会适应性的影响

- 36 -

采用 AMOS17.0对中学生人际交往能力问卷的数据进行验证性因素分析

(CFA)，模型的拟合优度指数见表 3。验证的结果表明，各项目的因素载荷均在 0.52

以上，模型拟合指数基本达到统计学标准，研究的结果符合理论要求，说明问卷

具有良好的结构效度和项目信度。

6.3.1.3.6.3.1.3.6.3.1.3.6.3.1.3.中学生社会适应性量表的信效度检验

检验结果表明，中学生社会适应性量表各个因素上的内部一致性系数在

0.567-0.735之间，心理优势感、心理能量、人际适应性、心理弹性四个因素的α

系数分别为：0.567、0.704、0.624、0.735。总量表的α系数为 0.882。由此表明，

中学生社会适应性量表在用于西北民族地区青少年的测试中具有较高的信度。对

量表数据采用方差极大正交旋转法进行主成分分析，KMO的检验值为 0.913，

Bartlett 球形检验的统计量为 17288.616，p<0.001，说明数据适合进行因素分析，

结合碎石图陡阶检验原则，碎石图显示在 4个主要的因子以下发展平缓，探索性

因素分析表明量表提取 4个因子比较合理，4个因子对方差总变异的累积贡献率

为 42.16%，证明量表的结构效度比较好。采用 AMOS17.0 对心理地位量表的数

据进行验证性因素分析(CFA)，模型的拟合优度指数见表 4。结果表明，各项目

的因素载荷均在 0.45以上，模型具有较高的拟合优度，问卷具有较好的结构效

度和项目信度。

表 4 中学生社会适应性量表的验证性因素分析(CFA)

xxxx²²²² dfdfdfdf xxxx²²²²/df/df/df/df GFIGFIGFIGFI AGFIAGFIAGFIAGFI NFINFINFINFI CFICFICFICFI IFIIFIIFIIFI RMSEARMSEARMSEARMSEA

1409.41 234 6.023 0.944 0.848 0.946 0.945 0.945 0.093

6.3.2.6.3.2.6.3.2.6.3.2.背景变量上的比较研究

6.3.2.1.6.3.2.1.6.3.2.1.6.3.2.1.学校类型之间的比较

本研究以探讨西北民族地区多民族混合学校中学生在社会适应过程中的人

际心理问题为中心，同时调查了西北地区其他民族学校类型，以便更充分地比较

和分析多民族混合学校的环境对中学生社会交往和人际心理的影响。研究中对 5

种学校类型的划分，主要考虑了学校内环境的民族构成和学校外环境的民族分布

等不同情况：1=藏族中学，即位于藏族自治区的纯藏族中学；2=藏汉合校，即位

于藏族自治区的以藏族和汉族学生为主体的多民族混合学校；3=维汉合校，即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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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维吾尔族自治区的以维族和汉族为主体的多民族混合学校；4=兰州回中，即位

于普通汉族地区的以回族和汉族学生为主体的多民族混合学校；5=普通中学，即

位于汉族地区(兰州市)的普通汉族学校。以上分类基本囊括了西北民族地区中学

生所就读的学校类型，分析和探讨不同学校类型之间存在的差异，可以为提高民

族地区中学生的社会适应能力和综合人际素质，推进西北民族地区教育办学的模

式改革提供思路。

6.3.2.1.1.心理地位的学校类型差异

表 5-1 心理地位的学校类型描述统计(n =734)

学校类型 （M±SD）

1111藏族中学

（220）

2222藏汉合校

（186）

3333维汉合校

（160）

4444兰州回中

（89）

5555普通中学

（79）

我好 15.85±3.80 18.03±4.05 16.48±3.85 18.16±4.05 18.55±4.61

你好 15.18±2.88 17.19±3.58 15.47±3.55 17.28±3.39 18.29±4.06

我不好 11.05±3.66 9.95±3.54 11.35±3.71 12.35±4.19 11.44±3.95

你不好 10.35±3.09 8.98±3.21 11.13±3.34 10.94±3.28 10.63±4.28

自我概念 34.80±5.83 38.08±6.37 35.12±6.26 35.80±6.98 37.11±7.45

他人概念 34.82±4.24 38.21±5.36 34.33±5.62 36.33±5.55 37.65±6.66

心理地位总 69.63±8.14 76.30±10.52 69.46±10.07 72.14±11.42 74.77±13.03

表 5-2 心理地位的学校类型方差分析(n =734)

变异来源

学校类型

因变量 df MS F P 多重比较(LSD)

我好 4 208.161 12.998*** 0.000 2>1,4>1,5>1,2>3,4>3,5>3

你好 4 232.889 19.940*** 0.000 5>2>1,4>1,2>3,4>3,5>3

我不好 4 101.039 7.200*** 0.000 4>1>2,4>3>2,5>2

你不好 4 120.138 10.302*** 0.000 3>1>2,4>2,5>2

自我概念 4 335.185 8.191*** 0.000 2>1,2>3,2>4,5>1,5>3

他人概念 4 470.986 16.769*** 0.000 2>4>1,2>4>3,5>1,5>3

心理地位总 4 1574.722 15.125*** 0.000 2>1,2>4>3,5>1,5>3

从表 5的单因素方差分析(ANOVA)的结果可以看出，西北地区不同类型学校

中学生的心理地位特征存在显著差异。表 5-2 中进一步的事后检验(LSD)表明，

普通中学和藏汉合校学生的心理地位状况最好，在我好(I+)、你好(U+)、自我概

念、他人概念和心理地位总分上得分显著高于其他三种类型的学校。在剩下的三

类学校中，兰州回中学生的得分又显著高于藏族中学和维汉合校。在我不好(I-)

和你不好(U-)的负向情感维度上，汉族地区学校学生的得分显著高于藏族地区。

民族地区学校在你不好(U-)维度上，维汉合校学生的得分最高，藏族中学其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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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汉混合学校的学生得分最低。研究结果表明，西北地区的不同民族学校类型对

中学生的心理地位状况影响显著。

6.3.2.1.2.人际交往能力的学校类型差异

表 6的 ANOVA分析显示，民族地区不同类型学校中学生的人际交往能力发

展水平存在显著差异。采用事后检验(LSD)进一步比较(参见表 6-2)，在人际交往

能力总分以及交往动力、交往认知和交往技能三个方面，藏汉合校和普通中学在

同一水平，其得分显著高于藏族中学、维汉合校和兰州回中；其次，在藏族中学、

维汉合校和兰州回中三类民族学校当中，得分较高的是位于汉族地区的民族中学

——兰州回中；藏族中学和维汉合校的相对得分最低，显著低于前面的三种学校

类型；藏族中学和维汉合校之间不存在显著差异。

表 6-1 人际交往能力的学校类型描述统计(n =734)

学校类型 （M±SD）

1111藏族中学

（220）

2222藏汉合校

（186）

3333维汉合校

（160）

4444兰州回中

（89）

5555普通中学

（79）

交往动力 35.57±5.78 39.81±6.95 36.42±6.99 38.20±5.60 41.02±7.46

交往认知 62.23±10.29 67.24±9.00 62.61±11.16 64.39±6.76 70.00±7.75

交往技能 112.62±17.58 126.45±21.20 114.95±18.22 123.94±20.86 130.08±21.07

交往能力总 210.42±28.08 233.51±32.56 214.00±31.00 226.53±28.02 241.11±31.37

表 6-2 人际交往能力的学校类型方差分析(n =734)

变异来源

学校类型

因变量 df MS F P 多重比较(LSD)

交往动力 4 745.029 17.429*** 0.000 2>1,2>3,5>4>1,5>4>3

交往认知 4 1366.880 14.928*** 0.000 5>2>1,5>2>3,5>2>4

交往技能 4 8300.324 21.869*** 0.000 2>1,2>3,5>4>1,5>4>3

交往能力总 4 23743.288 25.922*** 0.000 2>1,2>3,5>4>1,5>4>3

6.3.2.1.3.社会适应性的学校类型差异

单因素 ANOVA的结果表 7证明，西北地区不同类型学校中学生的社会适应

性存在显著差异。表 7-2 的事后检验(LSD)表明，位于汉族地区的学校，即兰州

回中和普通中学学生在心理优势感维度上的得分，显著高于位于少数民族地区的

三类学校的学生。汉族地区学校学生的心理能量得分显著高于藏族中学和维汉合

校的学生，而藏汉合校学生的得分总体水平较高，与普通中学基本在同一水平上。

人际适应维度和人际交往能力总分上，汉族地区的兰州回中和普通中学学生的得

分，均显著高于民族地区的藏族中学、藏汉合校和维汉合校学生的得分；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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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汉合校和维汉合校这两类多民族混合学校学生的得分，又显著高于单一民族学

校的藏族中学学生。研究表明，西北地区的不同民族学校类型对中学生社会适应

性的影响很显著。

表 7-1 社会适应性的学校类型描述统计(n =734)

学校类型 （M±SD）

1111藏族中学

（220）

2222藏汉合校

（186）

3333维汉合校

（160）

4444兰州回中

（89）

5555普通中学

（79）

心理优势感 43.62±5.99 47.18±5.68 46.53±6.05 48.26±7.12 48.84±7.81

心理能量 51.21±7.64 53.39±7.39 52.69±8.25 55.12±8.43 55.30±9.62

人际适应性 55.84±7.45 56.34±6.97 57.34±7.10 59.37±7.55 58.89±10.21

心理弹性 62.11±8.07 65.31±8.77 65.06±8.71 67.95±9.72 68.27±11.85

社会适应性总 212.80±25.41 222.24±22.47 221.63±25.08 230.71±27.63 231.32±35.05

表 7-2 社会适应性的学校类型方差分析(n =734)

变异来源

学校类型

因变量 df MS F P 多重比较(LSD)

心理优势感 4 645.787 16.283*** 0.000 4>1,4>3,5>2>1,5>3>1

心理能量 4 391.782 6.067*** 0.000 2>1,4>1,4>3,5>1,5>3

人际适应性 4 293.408 5.050*** 0.001 4>1,4>2,4>3,5>1,5>2

心理弹性 4 868.775 10.186*** 0.000 4>2>1,4>3>1,5>2>1,5>3>1

社会适应性总 4 7979.878 11.680*** 0.000 4>2>1,4>3>1,5>2>1,5>3>1

6.3.2.1.4.学校类型差异的总体变化趋势

图 5 心理地位、社会适应性与人际交往能力的学校类型差异

本研究通过对 5种学校类型的比较分析发现，西北地区中学生的心理地位、

人际交往能力和社会适应性都存在十分显著的民族学校类型差异。藏汉合校和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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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中学的学生，在这三个变量上得分的总体水平最高。心理地位、人际交往能力

和社会适应性在民族学校类型上的总体变化趋势如图 5所示。图 5中的柱状图代

表人际交往能力(M)均值水平，实线折线代表心理地位(M)均值水平，虚线折线代

表社会适应性(M)均值水平。

6.3.2.2.6.3.2.2.6.3.2.2.6.3.2.2.年级之间的纵向比较

6.3.2.2.1.心理地位的年级差异

表 8 心理地位的年级差异分析(n =734)

年级（M±SD）

1111初一

（205）

2222初二

（219）

3333高一

（117）

4444高二

（193）
F 多重比较(LSD)

我好 18.10±3.74 16.74±3.96 14.35±4.09 16.83±3.84 12.518*** 1>2>3,1>4>3

你好 16.96±3.42 15.76±3.70 15.46±3.62 15.54±2.96 5.174** 1>2,1>3,1>4

我不好 9.22±3.05 11.49±3.52 10.75±3.76 11.08±3.90 10.919*** 2>1,3>1,4>1

自我概念 38.88±5.69 34.97±5.66 33.60±6.93 35.75±6.48 14.167*** 1>2,1>4>3

他人概念 38.74±4.92 34.49±5.68 35.87±5.08 35.15±4.47 19.500*** 1>2,1>3,1>4

心理地位总 77.62±9.25 69.46±10.00 69.48±9.59 70.90±9.19 21.181*** 1>2,1>3,1>4

表 8的单因素方差分析(ANOVA)结果显示，民族地区中学生的心理地位存在

显著的年级差异。采用事后检验(LSD)进一步比较，在我好(I+)维度上，初一的得

分显著高于其他年级，而高一的得分显著低于其他年级；在你好(U+)维度上，初

一的得分显著高于其他三个年级；在我不好(I-)维度上，初一的得分显著低于其

他年级；在你不好(U-)维度上，初二的得分显著高于其他年级，初一的得分显著

低于其他年级；在自我概念上，初一的得分显著高于其他年级，其中高二的得分

又显著高于高一；在他人概念上，初一的得分显著高于初二、高一和高二年级；

在心理地位总分上，初一的得分也显著高于其他三个年级。

6.3.2.2.2.人际交往能力的年级差异

表 9 人际交往能力的年级差异分析(n =734)

年级（M±SD）

1111初一

（205）

2222初二

（219）

3333高一

（117）

4444高二

（193）
F 多重比较(LSD)

交往动力 40.19±6.69 36.43±6.82 37.71±6.06 35.87±6.43 12.225*** 1>2,1>3,1>4

交往认知 69.00±7.58 59.05±11.92 68.57±6.28 64.26±9.00 32.518*** 1>2,1>4,3>4>2

交往技能 126.57±21.06 116.41±20.75 114.96±16.35 114.34±17.68 11.320*** 1>2,1>3,1>4

交往能力总 235.76±30.82 211.90±35.10 221.25±23.79 214.48±27.74 17.350*** 1>3>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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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表 9的 ANOVA 分析结果，说明民族地区中学生的人际交往能力存在显

著的年级差异。通过事后检验(LSD)进一步比较年级之间的具体差异发现，在交

往动力方面，初一年级的得分显著高于其他年级；在交往认知方面，初一和高一

年级的得分最高，显著高于其他两个年级；在交往技能方面，也是初一年级显著

高于其他年级；在人际交往能力总分上，初一年级的得分显著高于其他年级，其

中高一年级的得分又显著高于初二。

6.3.2.2.3.社会适应性的年级差异

表 10 社会适应性的年级差异分析(n =734)

年级（M±SD）

1111初一

（205）

2222初二

（219）

3333高一

（117）

4444高二

（193）
F 多重比较(LSD)

心理优势感 47.69±5.31 44.87±6.10 45.53±5.73 45.02±6.45 6.567*** 1>2,1>3,1>4,

根据表 10的 ANOVA 分析结果，民族地区中学生在社会适应性方面，只有

心理优势感这一维度存在显著的年级差异，其余三个维度以及社会适应性总分都

不存在年级差异。针对心理优势感的年级差异，进一步采用事后检验(LSD)两两

比较，结果发现只有初一年级的得分显著高于其他三个年级，其他年级之间均不

存在显著差异。

6.3.2.2.4.年级差异的总体变化趋势

图 6 心理地位与人际交往能力的年级差异

本研究对年级之间差异比较的综合结果是，心理地位和人际交往能力存在十

分显著的年级差异，社会适应性总体上不存在显著的年级差异。心理地位和人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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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往能力在年级背景变量上的总体变化趋势如图 6所示，其中，柱状图代表心理

地位(M)均值水平，折线代表人际交往能力(M)均值水平。

6.3.2.3.6.3.2.3.6.3.2.3.6.3.2.3.心理地位的现状分析

6.3.2.3.1.心理地位的性别、生源地差异

独立样本 T检验分析显示，在民族地区中学生的心理地位方面，不存在显著

的男女性别差异，但存在显著的城乡生源地差异。

表 11 心理地位的性别、生源地差异分析(n =734)

性别（M±SD） 生源地（M±SD）

男生（377） 女生（357） t 农村（334） 城镇（400） t
我好 17.33±4.27 16.90±3.67 1.410 16.33±3.98 17.78±4.15 -4.792***

你好 16.55±3.68 16.12±3.48 1.617 15.49±3.25 17.06±3.71 -6.015***

我不好 11.00±3.95 11.07±3.66 -0.269 11.11±3.56 10.98±4.01 0.444

你不好 10.44±3.57 10.12±3.42 1.228 10.25±3.16 10.31±3.77 -0.206

自我概念 36.32±6.74 35.82±6.28 1.050 35.22±6.23 36.79±6.68 -3.272***

他人概念 36.12±5.66 36.01±5.38 0.272 35.24±5.06 36.75±5.08 -3.721***

心理地位总 72.44±11.03 71.83±10.10 0.788 70.46±9.64 73.55±11.14 -3.964***

注：*表示 P<0.05，**表示 P<0.01，***表示 P<0.001，下同。

从表 11可以看出，来源于城镇的中学生在我好(I+)、你好(U+)这两个维度上

的得分显著高于农村学生；在自我概念、他人概念以及心理地位总分上的得分也

显著高于农村学生。以上结果表明，城市中学生对自我和他人的正向情感态度显

著高于农村中学生，生源地因素会影响民族地区中学生的心理地位。

6.3.2.3.2心理地位的班干部经历、出生次序差异

在这部分比较研究中，关于问卷中的“出生次序”背景变量，为何在数据的分

析探讨中具体体现为“是否独生子女”这一变量，在此特别加以说明。最初在题目

的设置中，出生次序一栏的填选内容包括：独生子女、家中排行老大、排行中间

和排行老小等 4个选项。在处理数据时，单因子方差分析以及事后检验的结果表

明，民族地区中学生的家中排行情况对其心理地位、人际交往能力和社会适应性

的各项指标均不存在显著影响，但将其合并后作为多子女家庭的被试总体与独生

子女进行比较时，存在显著差异。因此，在本研究的结果分析中，将选择家中排

行老大、排行中间、排行老小这 3个选项的被试合并成了非独生子女。合并后发

现，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的群体比较，在大多数变量上存在显著差异，具有研

究的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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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样本 T 检验分析显示，民族地区中学生在班级中从事过管理工作、任过

学生干部的经历会对其心理地位造成影响；独生子女家庭学生的心理地位中，对

他人的基本情感态度比非独生子女学生的更为积极。

表 12 心理地位的班干部经历和出生次序差异分析(n =734)

担任班干部（M±SD） 独生子女（M±SD）

是（181） 否（553） t 是（185） 否（549） t
我好 18.44±4.23 16.68±4.01 5.053*** 18.22±4.41 16.75±3.97 4.254***

你好 17.23±3.98 16.06±3.41 3.862*** 17.63±3.87 15.91±3.39 5.733***

我不好 10.26±3.31 11.29±3.93 -3.484*** 10.85±3.86 10.10±3.79 -0.788

你不好 9.92±3.37 10.40±3.54 -1.611 9.89±3.60 10.41±3.46 -1.749

自我概念 38.18±6.37 35.39±6.43 5.087*** 37.37±6.93 35.64±6.32 3.143**

他人概念 37.31±6.24 35.66±5.21 3.534*** 37.74±5.96 35.50±5.25 4.826***

心理地位总 75.50±11.30 71.05±10.12 4.989*** 75.11±11.60 71.14±10.04 4.460***

根据表 12的分析结果可以看出，有班干部经历的民族地区中学生在心理地

位量表的我好(I+)、你好(U+)、自我概念、他人概念维度以及心理地位总分上的

得分，均显著高于没有担任过班干部的学生；在我不好(I-)维度上，得分显著低

于没有班干部经历的学生。独生子女家庭的中学生在心理地位量表的我好(I+)、

你好(U+)、自我概念、他人概念和心理地位总分上，得分均显著高于非独生子女

家庭的学生；其中，在你好(U+)和他人概念维度上的得分差异尤其显著；在负面

情感评价的我不好(I-)和你不好(U-)方面，是否独生子女这一因素不存在显著差

异。以上结果表明，担任班干部的经历和是否独生子女家庭的因素，显著影响着

民族地区中学生的心理地位状况。

6.3.2.4.6.3.2.4.6.3.2.4.6.3.2.4.人际交往能力的现状分析

6.3.2.4.1.人际交往能力的性别、生源地差异

表 13 人际交往能力的性别、生源地差异分析(n =734)

性别（M±SD） 生源地（M±SD）

男生（377） 女生（357） t 农村（334） 城镇（400） t
交往动力 38.66±6.78 36.77±6.74 3.785*** 36.15±6.24 39.07±7.01 -5.906***

交往认知 64.69±10.07 64.68±9.78 0.012 63.04±10.16 66.06±9.52 -4.136***

交往技能 121.82±20.82 117.85±20.11 2.629** 115.80±18.27 123.30±21.73 -5.003***

交往能力总 225.17±32.87 219.29±31.36 2.475* 214.99±29.61 228.43±33.13 -5.740***

根据表 13的独立样本 T检验分析显示，民族地区中学生的人际交往能力存

在显著的性别差异，同时，人际交往能力在生源地背景变量上的城乡差异极其显

著。在男生和女生的得分比较上，除交往认知维度不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外，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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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往动力、交往技能和人际交往能力总分上男生的得分均显著高于女生，其中交

往动力维度的差异尤其明显。生源地比较上，城镇生源中学生在交往动力、交往

认知、交往技能各维度的得分以及交往能力的总分，均极其显著地高于农村生源

学生。结果表明男女性别因素和城乡生源因素对民族地区中学生的人际交往能力

存在显著影响。

6.3.2.4.2.人际交往能力的班干部经历、出生次序差异

表 14 人际交往能力的班干部经历和出生次序差异分析(n =734)

担任班干部（M±SD） 独生子女（M±SD）

是（181） 否（553） t 是（185） 否（549） t
交往动力 39.45±6.99 37.18±6.68 3.932*** 40.79±7.15 36.71±6.40 7.275***

交往认知 66.94±9.39 63.96±9.99 3.556*** 67.62±8.80 63.70±10.10 4.720***

交往技能 126.78±20.46 117.63±20.11 5.289*** 128.09±21.13 117.12±19.63 6.446***

交往能力总 233.18±31.42 218.76±31.75 5.317*** 236.50±32.17 217.53±30.88 7.151***

从表 14的数据分析可以看出，担任班干部的经历和是否来自独生子女家庭

会造成民族地区中学生人际交往能力的差异。独立样本 T检验分析显示，有班干

部经历的学生在交往动力、交往认知、交往技能和人际交往能力总分上得分都显

著高于没有担任班干部经历的学生。出生次序方面，独生子女家庭学生的得分在

人际交往能力的各维度及总分上都显著高于非独生子女家庭的学生。研究表明担

任班干部的经历和是否独生子女家庭的因素会显著影响民族地区中学生人际交

往能力的发展状况。

6.3.2.5.6.3.2.5.6.3.2.5.6.3.2.5.社会适应性的现状分析

6.3.2.5.1.社会适应性的性别、生源地差异

表 15 社会适应性的性别、生源地差异分析(n =734)

性别（M±SD） 生源地（M±SD）

男生（377） 女生（357） t 农村（334） 城镇（400） t
心理优势感 46.73±6.83 45.82±6.32 1.886 45.43±6.25 47.00±6.72 -3.283***

心理能量 53.98±8.52 51.97±7.61 3.373*** 52.34±7.54 53.56±8.59 -2.028*

人际适应性 57.40±8.14 56.69±7.21 1.255 56.74±7.04 57.32±8.22 -1.016

心理弹性 65.68±9.59 64.15±9.27 2.199* 64.94±8.95 65.77±9.80 -2.623**

社会适应性总 223.80±27.99 218.62±25.44 2.616** 218.45±24.72 223.66±28.39 -2.624**

独立样本 T检验分析显示，民族地区中学生在社会适应性方面，既存在显著

的男女性别差异，又存在显著的城乡生源地差异。具体从表 15的数据分析来看，

在男女生性别比较上，男生在心理能量、心理弹性和社会适应性总分项上的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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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显著高于女生，心理能量的差异尤其显著。在城乡生源比较上，除人际适应性

不存在显著差异以外，城镇生源的中学生在心理优势感、心理能量、心理弹性和

社会适应性总分上的得分均显著高于农村生源学生，其中心理优势感的差异最为

显著。以上结果表明，性别因素和生源地因素对民族地区中学生的社会适应性存

在显著影响。

6.3.2.5.2.社会适应性的班干部经历、出生次序差异

独立样本 T检验分析显示，担任学生干部的经历和是否独生子女家庭这两个

因素，对民族地区中学生的社会适应性影响十分显著。

表 16 社会适应性的班干部经历和出生次序差异分析(n =734)

担任班干部（M±SD） 独生子女（M±SD）

是（181） 否（553） t 是（185） 否（549） t
心理优势感 48.87±6.32 45.77±6.55 3.773*** 48.35±6.58 45.59±6.40 5.037***

心理能量 55.07±7.81 52.33±8.15 3.963*** 55.00±8.36 52.33±7.97 3.890***

人际适应性 58.31±6.84 56.65±7.93 2.530** 58.50±8.41 56.57±7.40 2.968**

心理弹性 67.97±9.31 63.95±9.31 5.041*** 67.65±10.15 64.03±9.05 4.564***

社会适应性总 229.21±25.57 218.69±26.83 4.632*** 229.50±27.89 218.52±25.99 4.881***

具体从表 16的数据分析来看，在是否拥有班干部经历的比较上，担任过班

干部的中学生在社会适应性的 4个维度及总分方面，得分均显著高于没有担任过

班干部的学生，其中，心理弹性的差异最为显著。在出生次序比较上，独生子女

家庭的中学生的社会适应性 4个分维度的得分以及总分，均显著高于非独生子女

家庭的学生，其中心理优势感的差异最为显著。以上结果表明，担任班干部的经

历和是否独生子女的家庭结构显著影响着民族地区中学生的社会适应性。

6.3.3.6.3.3.6.3.3.6.3.3.心理地位、人际交往能力与社会适应性的关系研究

6.3.3.1.6.3.3.1.6.3.3.1.6.3.3.1.心理地位与社会适应性

6.3.3.1.1.心理地位和社会适应性的相关

通过数据分析，检验民族地区中学生的 4种心理地位与其社会适应性之间是

否存在显著相关。数据分析的结果表明(参见表 17)，我好你好(I+U+)的心理地位

与社会适应性的各维度及总分呈显著正相关，我好你不好(I+U-)的心理地位与心

理优势感、心理能量、心理弹性和社会适应总分呈比较显著的正相关，我不好你

不好(I-U-)的心理地位与社会适应性的各维度及总分呈显著负相关，而我不好你

好(I-U+)这种心理地位与社会适应性的相关均不显著。自我概念(I)、他人概念(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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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因子和心理地位总分与社会适应性的各维度及总分均呈现非常显著的正相

关，可以更进一步进行分析。

表 17 心理地位与社会适应性的相关分析(n =734)

I+U+ I+U- I-U+ I-U- 自我概念 他人概念 心理地位总

心理优势感 0.209** 0.091* -0.051 -0.187** 0.255** 0.175** 0.248**

心理能量 0.282** 0.139** -0.024 -0.205** 0.309** 0.221** 0.305**

人际适应性 0.123** 0.015 0.055 -0.174* 0.085* 0.137** 0.124**

心理弹性 0.268** 0.130** -0.023 -0.197** 0.294** 0.212** 0.291**

社会适应性总 0.266** 0.114** -0.012 -0.198** 0.283** 0.223** 0.291**

6.3.3.1.2.心理地位对社会适应性的分层回归分析

在 5.2.的比较研究中发现，与民族地区中学生的社会适应性显著相关的人口

学变量包括 5个方面：性别、生源地、担任班干部、是否独生子女和学校类型，

把它们放入回归方程的第一层(Enter)，然后将心理地位的自我概念(I)因子和他人

概念(U)因子放入回归方程的第二层(Enter)，根据分层回归的分析结果考察民族

地区中学生的心理地位，具体包括自我概念和他人概念两部分，是否对中学生社

会适应性的各维度及总分具有显著的预测作用(参见表 18)。

据表 18分层回归分析的结果显示，人口学变量的 5个因素对心理优势感维

度的解释率为 8.8%，在这些基本变量上，心理地位的自我概念(I)因子增加了 4.6%

的解释率；同样，人口学变量的 5个因素对心理能量维度的解释率为 6.2%，心

理地位的自我概念(I)因子增加了 7.7%的解释率；人口学变量的 5个因素对人际

适应性维度的解释率为 3.5%，心理地位的他人概念(U)因子增加了 1.2%的解释

率；人口学变量的 5个因素对心理弹性维度的解释率为 8.5%，心理地位的自我

概念(I)因子增加了 6.3%的解释率；人口学变量的 5个因素对社会适应性总分的

解释率为 9.0%，心理地位的自我概念(I)因子增加了 6.1%的解释率。

两次分层回归的⊿F值均极其显著，研究结果显示，民族地区中学生心理地

位的自我概念(I)因子对社会适应性的心理优势感维度、心理能量维度、心理弹性

维度和总分具有十分显著的预测作用，心理地位的他人概念(U)因子对社会适应

性的人际适应性维度具有一定的预测作用，另外，在回归方程中加入心理地位因

子之后，学校类型这一基本变量的回归系数显著上升，提示在心理地位对社会适

应性的预测中，与学校类型紧密相关的人际交往能力变量可能存在中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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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结果表明，民族地区中学生的心理地位与社会适应性之间存在十分显著

的相关，心理地位的特征，特别是自我概念(I)因子能够有效地正向预测中学生社

会适应性的发展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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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3.2.6.3.3.2.6.3.3.2.6.3.3.2.心理地位与人际交往能力

6.3.3.2.1.心理地位和人际交往能力的相关

表 19 心理地位与人际交往能力的相关分析(n =734)

I+U+ I+U- I-U+ I-U- 自我概念 他人概念 心理地位总

交往动力 0.368** 0.066 0.065 -0.280** 0.329** 0.390** 0.406**

交往认知 0.324** -0.020 0.053 -0.310** 0.294** 0.413** 0.396**

交往技能 0.415** 0.122 0.050 -0.300** 0.390** 0.398** 0.448**

交往能力总 0.442** 0.085 0.062 -0.346** 0.409** 0.463** 0.494**

注：*表示在.05 水平(双侧)上显著相关，**表示在.01 水平(双侧)上显著相关，下同。

首先，检验民族地区中学生的 4种心理地位是否与其人际交往能力存在显著

相关，数据分析见表 19。结果表明，我好你好(I+U+)的心理地位与人际交往能力

各维度及总分呈显著正相关，我不好你不好(I-U-)的心理地位与人际交往能力各

维度及总分呈显著负相关，我好你不好(I+U-)和我不好你好(I-U+)这两种心理地

位与人际交往能力的相关不显著。自我概念(I)、他人概念(U)两个因子和心理地

位总分与人际交往能力的各维度及总分均呈现十分显著的正相关，可以做进一步

分析。

6.3.3.2.2.心理地位对人际交往能力的分层回归分析和预测力优势分析

根据 6.3.2.比较研究中对人口学诸变量与人际交往能力的关系分析结果，把

与民族地区中学生人际交往能力显著相关的人口学变量，具体包括：性别、生源

地、担任班干部、是否独生子女、年级，以及民族学校的学校类型等 6个方面，

将其放入回归方程的第一层(Enter)，然后将心理地位的自我概念(I)因子和他人概

念(U)因子放入回归方程的第二层(Enter)，根据分层回归的分析结果考察民族地

区中学生的心理地位，具体包括自我概念和他人概念两部分，是否对其人际交往

能力的各维度及总分具有显著的预测作用[19](参见表 20)。

据表 20的分析结果显示，人口学变量的 6个因素对交往动力维度的解释率

为 12.9%，在这些基本变量上，心理地位的 I和 U因子增加了 11.3%的解释率；

同样，人口学变量的 6个因素对交往认知维度的解释率为 6.2%，心理地位的 I

和 U 因子增加了 14.6%的解释率；人口学变量的 6个因素对交往技能维度的解释

率为 13.2%，心理地位的 I和 U因子增加了 13.5%的解释率；人口学变量的 6个

因素对人际交往能力总分的解释率为 18.3%，心理地位的 I和U因子增加了 17.5%

19 赵立芳.心理地位、自我状态、沟通模式和婚姻质量的关系[D].北京:首都师范大学,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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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解释率。两次分层回归的⊿F值均极其显著，由此可证，民族地区中学生的心

理地位对其人际交往能力具有显著的预测作用。

表 20 心理地位和人口学变量对人际交往能力的分层回归分析(n =734)

变量 交往动力(β) 交往认知(β) 交往技能(β) 交往能力总分(β)

第一步 第二步 第一步 第二步 第一步 第二步 第一步 第二步

第一步第一步第一步第一步 人口学变量人口学变量人口学变量人口学变量

性别 -0.107*** -0.107** 0.024 0.022 -0.070* -0.068* -0.060 -0.060*

生源地 0.106** 0.082* 0.114** 0.089* 0.058 0.031 0.094* 0.064

任班干部 -0.140*** -0.077* -0.115** -0.050 -0.185*** -0.112*** -0.183*** -0.103**

独生子女 -0.187*** -0.135*** -0.125** -0.065 -0.161*** -0.107** -0.180*** -0.117***

年级 -0.109** -0.061 0.047* 0.102 -0.156*** -0.103** -0.108** -0.047

学校类型 0.012 0.038 0.075* 0.102 0.036 0.066 0.049* 0.082

第二步第二步第二步第二步 心理地位心理地位心理地位心理地位

自我概念 I 0.136*** 0.089* 0.214*** 0.193***

他人概念 U 0.257*** 0.342*** 0.223*** 0.302***

⊿F 17.946*** 28.884*** 8.065*** 23.853*** 18.405*** 32.945*** 19.394*** 41.351***

R² 0.129 0.242 0.062 0.208 0.132 0.267 0.183 0.313

⊿R² 0.113*** 0.146*** 0.135*** 0.175***

为了进一步考察和明确心理地位的自我概念、他人概念两个因子在预测人际

交往能力时的相对重要性，本研究采用优势分析（dominance analysis）的方法[20]，

计算 I和 U因子各自对人际交往能力各指标的直接效应，得到对已预测方差的相

对贡献值，即总体效应和部分效应的平均值(参见表 21)。据已有研究结论显示，

优势分析所产生的各预测指标已预测方差百分比，不会受多元回归分析中不同预

测指标进入时对模型变化的影响，具有模型独立性的特征。

表 21 自我概念和他人概念对人际交往能力预测力的优势分析(n =734)

交往动力 交往认知 交往技能 交往能力总分

方程中已经包

含的变量
R² I U R² I U R² I U R² I U

—— —— 0.108 0.152 —— 0.087 0.170 —— 0.152 0.159 —— 0.167 0.215

I(自我概念) 0.108 —— 0.063 0.087 —— 0.090 0.152 —— 0.050 0.167 —— 0.083

U(他人概念) 0.152 0.019 —— 0.170 0.007 —— 0.159 0.043 —— 0.215 0.035 ——

I U 0.171 —— —— 0.195 —— —— 0.202 —— —— 0.250 —— ——

R²分解 0.063 0.108 0.047 0.130 0.097 0.105 0.101 0.149

预测量百分比 37% 63% 27% 73% 48% 52% 40% 60%

据预测力优势分析表 21的结果显示，对于心理地位预测交往动力维度的回

归方程来说，在已解释的方差部分中，I 和 U 因子的贡献率分别为 37%和 63%，

20 谢保国,龙立荣.优势分析方法及其应用[J].心理科学,2006,29(4):922～9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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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在预测交往动力时他人概念比自我概念的贡献大；对于心理地位预测交往认

知维度的回归方程来说，在已解释的方差部分中，I和U因子的贡献率分别为 27%

和 73%，表示在预测交往认知时他人概念的贡献率远远大于自我概念；对于心理

地位预测交往技能维度的回归方程来说，在已解释的方差部分中，I 和 U因子的

贡献率分别为 48%和 52%，表示在预测交往技能时他人概念与自我概念的贡献

率大致相同，其中他人概念的贡献稍大一些；对于心理地位预测人际交往能力总

分的回归方程来说，在已解释的方差部分中，I和 U因子的贡献率分别为 40%和

60%，即表示他人概念在预测人际交往能力时的贡献率明显优于自我概念。总之，

在预测人际交往能力的各维度及总分方面，他人概念的预测力总体上比自我概念

有优势。

综上所述，本研究结果表明，民族地区中学生的心理地位与人际交往能力之

间存在较高的相关，心理地位的特征能够有效预测中学生人际交往能力的发展状

况，其中，他人概念对人际交往能力的预测力更具有优势。

6.3.3.3.6.3.3.3.6.3.3.3.6.3.3.3.人际交往能力与社会适应性

6.3.3.3.1.人际交往能力和社会适应性的相关

通过数据分析，首先检验民族地区中学生的人际交往能力与社会适应性之间

是否存在显著的相关，结果见表 22。

表 22 人际交往能力与社会适应性的相关分析(n =734)

心理优势感 心理能量 人际适应性 心理弹性 社会适应性总

交往动力 0.290** 0.302** 0.225** 0.333** 0.344**

交往认知 0.238** 0.234** 0.108** 0.267** 0.274**

交往技能 0.358** 0.429** 0.308** 0.424** 0.455**

交往能力总 0.363** 0.409** 0.299** 0.423** 0.447**

表 22的数据分析结果表明，交往动力、交往认知、交往技能、人际交往能

力总分与心理优势感、心理能量、人际适应性、心理弹性、社会适应性总分的两

两维度之间均呈十分显著的正相关，可以进一步具体分析。

6.3.3.3.2.人际交往能力对社会适应性的逐步回归分析

分别以心理优势感、心理能量、人际适应性、心理弹性和社会适应性总分为

因变量，以交往动力、交往认知和交往技能为预测变量即自变量进行逐步回归，

考察人际交往能力的这些变量对社会适应性的预测作用(参见表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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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 人际交往能力对社会适应性的逐步回归分析(n =734)

因变量 模型 自变量 Beta T R R² F

心理优势感 Ⅰ 交往技能 0.358 10.377*** 0.358 0.128 107.692***

Ⅱ
交往技能 0.292 6.520***

0.367 0.135 56.849***
交往动力 0.104 2.316*

心理能量 交往技能 0.429 12.843*** 0.429 0.184 164.944***

人际适应性 交往技能 0.308 8.766*** 0.308 0.095 76.837***

心理弹性 Ⅰ 交往技能 0.424 12.678*** 0.424 0.180 160.739***

Ⅱ
交往技能 0.358 8.251***

0.432 0.186 83.732***
交往动力 0.104 2.386*

社会适应性总 Ⅰ 交往技能 0.455 13.820*** 0.455 0.207 191.006***

Ⅱ
交往技能 0.398 9.311***

0.460 0.212 98.128***
交往动力 0.089 2.091*

分析结果可以看出，交往认知维度始终没有进入社会适应性的回归方程，说

明交往认知这一维度不能预测民族地区中学生的社会适应性发展状况。首先，将

心理优势感作为因变量，先进入回归方程的是交往技能，之后是交往动力，二者

对心理优势感构成了显著的回归效应，都有正向的预测作用；其次，将心理能量

作为因变量，只有交往技能进入回归方程，交往技能对心理能量构成了显著的回

归效应，有正向预测作用；再次，将人际适应性作为因变量，也只有交往技能进

入了回归方程，交往技能对人际适应性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构成显著的回归

效应；然后，再将心理弹性作为因变量，先进入回归方程的是交往技能，之后是

交往动力，二者对心理弹性构成了显著的回归效应，都有正向的预测作用；最后，

将社会适应性总分作为因变量，先进入回归方程的仍是交往技能，之后还是交往

动力，二者对心理弹性有正向预测作用，构成了显著回归效应。

检验多重共线性问题，一般采用容忍度和方差膨胀因子这两个指标。容忍度

(Tolerance)由 Norusis 提出，即每个变量作为因变量对其他自变量进行回归分析

时得到的残差比例，大小用 1减决定系数来表示，该指标越小，说明共线性可能

越严重；陈希孺等根据经验得出：如果某个自变量的容忍度小于 0.1，则可能存

在共线性问题。而 1960年由 Marquardt提出的方差膨胀因子（Variance Inflation

Factor,VIF）实质上就是容忍度的倒数。本研究中分析发现，交往动力、交往认

知和交往技能的容忍度(Tolerance))))分别为 0.591、0.712、1.000，方差膨胀因子(VIF)

分别为 1.692、1.405、1.000，根据容忍度和方差膨胀因子的指标可以判断出回归

结果基本可靠，回归并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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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结果表明，民族地区中学生的人际交往能力与社会适应性的各维度与总

分的两两变量之间都存在十分显著的相关，人际交往能力对社会适应性具有显著

的正向预测作用，其中，交往技能维度的预测力最佳，其次是交往动力维度。

6.3.3.4.6.3.3.4.6.3.3.4.6.3.3.4.心理地位、人际交往能力与社会适应性的关系

6.3.3.4.1.心理地位、人际交往能力对社会适应性的路径分析

本研究进行了三个复回归分析来探讨心理地位、人际交往能力对社会适应性

的影响。第一个复回归分析以社会适应性为因变量，心理地位为预测变量，结果

见表 24，心理地位的标准回归系数十分显著，对社会适应性的解释量为 8.5%。

第二个复回归分析以人际交往能力为因变量，心理地位为预测变量，结果见表

25，心理地位的标准回归系数十分显著。第三个复回归分析以社会适应性为因变

量，心理地位、人际交往能力为预测变量，结果见表 26，心理地位和人际交往

能力的标准回归系数均显著，对社会适应性的解释量为 20.6%。从这三个复回归

分析中可以看到，心理地位的标准回归系数β由第一个复回归中的 0.291(p<0.001)

下降到了第三个复回归中的 0.093(p<0.05)，说明人际交往能力在心理地位对社会

适应性的影响中具有中介作用。

表 24 心理地位对社会适应性的复回归分析

非标准回归系数 SE 标准回归系数 t值

心理地位 0.739 0.090 0.291 8.230***

表 25 心理地位对人际交往能力的复回归分析

非标准回归系数 SE 标准回归系数 t值

心理地位 1.503 0.098 0.494 15.354***

表 26 心理地位、人际交往能力对社会适应性的复回归分析

非标准回归系数 SE 标准回归系数 t值

心理地位 0.236 0.096 0.093 2.455*

人际交往能力 0.334 0.032 0.401 10.591***

根据温忠麟等提出的中介检验程序[21]对人际交往能力进行中介效应的检验。

根据本研究 6.3.3.关系研究的结果，第一步 6.3.3.1.心理地位与社会适应性关系的

检验结果表明，自变量(心理地位)对因变量(社会适应性)具有明显的影响作用，

21 温忠麟,张雷,侯杰泰等.中介效应检验程序及其应用[J].心理学报,2004,36(5):614-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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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足建立中介效应的第一个基本条件；第二步 6.3.3.2.心理地位与人际交往能力

关系的检验结果表明，自变量(心理地位)对中介变量(人际交往能力)存在十分显

著的预测作用，满足建立中介效应的第二个基本条件；第三步 6.3.3.3.人际交往

能力与社会适应性关系的检验结果表明，中介变量(人际交往能力)对因变量(社会

适应性)亦存在明显的作用关系。根据理论假设，采用 AMOS17.0 软件建立心理

地位、人际交往能力和社会适应性三个变量之间的关系模型(参见图 7)，发现当

中介变量(人际交往能力)介入之后，自变量(心理地位)对因变量(社会适应性)原本

显著的影响作用就消失了，β值降为 0.09*，这满足中介效应的第三个基本条件。

6.3.3.4.2.心理地位、人际交往能力与社会适应性的模型建构

图 7-1 模型Ⅰ：心理地位、人际交往能力和社会适应性的路径分析图

本研究首先分析心理地位、人际交往能力和社会适应性三者之间及各维度之

间的相关，发现各相关都十分显著。其次以心理地位的各维度为自变量，以社会

适应性和人际交往能力为因变量进行分层回归分析，发现自我概念因子可以有效

地预测中学生的社会适应性，他人概念因子可以有效地预测中学生的人际交往能

力；然后在以人际交往能力的各维度为自变量，以社会适应性为因变量进行逐步

回归分析，发现交往技能和交往动力能够较好地预测中学生的社会适应性。最后

采用复回归分析的方法，对心理地位、人际交往能力和社会适应性三个变量之间

的关系进行了路径分析。依据 6.3.3.4.1.对三个变量的路径分析，建立三者之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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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径图(参见图 7-1)，我们可以更清楚的看到心理地位、人际交往能力与社会适

应性的关系。

对理论模型进行路径分析，设定模型修正指数为 15，各项拟合指标见表 28

中的模型Ⅰ。从拟合指标来看，卡方自由度比 x²/df和 RMSEA这两个指标较大。

模型的指数修正提示对部分参数进行调整后可以减少卡方值。模型的修正指标见

表 27。

表 27 心理地位、人际交往能力和社会适应性模型的修正指标

共变关系 M.I.M.I.M.I.M.I. ParParParPar ChangeChangeChangeChange

e2<—>e8 15.659 5.080

e4<—>e3 36.783 5.750

e5<—>f1 16.271 -4.154

e5<—>e1 31.881 -6.371

e5<—>e4 18.998 -4.831

e6<—>e3 23.689 -5.107

e6<—>e5 39.627 7.719

图 7-2 模型Ⅱ：心理地位、人际交往能力和社会适应性路径分析图的修正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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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表 27中没有违反经验法则和 SEM假定的修正指标进行修订，可以增列这

些变量误差为共变关系，表明这些题项之间有内在的相关性。增列变量误差为共

变关系后，可以减少部分卡方值，变量的参数也会发生变化。如增列变量误差

e6和 e5 为共变关系后，能够减少 39.627的卡方值，相应的参数变化 7.719。对

心理地位、人际交往能力和社会适应性的模型按照上述指标，逐条从最大值起进

行修正，先后依次增列了变量误差 e6 和 e5、e4 和 e3以及 e5 和 e1 为共变关系

后，模型提示没有其他指标需要修正。修正后的模型见图 7-2，修正后模型的拟

合指数见表 28的模型Ⅱ。

表 28 修正前后的关系模型拟合指数

模型 xxxx²²²² dfdfdfdf xxxx²²²²/df/df/df/df GFIGFIGFIGFI AGFIAGFIAGFIAGFI NFINFINFINFI IFIIFIIFIIFI TLITLITLITLI CFICFICFICFI RMSEARMSEARMSEARMSEA

Ⅰ 184.615 24 7.692 0.947 0.901 0.935 0.943 0.915 0.943 0.096

Ⅱ 75.159 21 3.579 0.977 0.950 0.974 0.981 0.967 0.981 0.059

具体来看，根据表 28修正前后的模型Ⅰ和模型Ⅱ的拟合指数比较发现，模

型Ⅱ的各项拟合指标均优于模型Ⅰ，x²/df值为 3.579小于 5，GFI、AGFI、NFI、

IFI、TLI、CFI的值都达到了 0.9以上，RMSEA的值为 0.059小于 0.08，主要拟

合指标都符合结构方程模型的心理测量学标准，模型拟合优度良好。综合以上数

据分析的结果，本研究认为人际交往能力在心理地位对社会适应性的影响中起中

介作用。

6.4.6.4.6.4.6.4.讨论讨论讨论讨论

6.4.16.4.16.4.16.4.1学校类型差异讨论

根据人类发展的生态学理论[22]和亚社会认同机制可知，学校环境是对中学生

个体有着直接影响的微系统，也是相对于宏观大社会而存在的亚社会。微系统与

宏系统、亚社会与大社会的差别，对青少年微观心理的发展存在着重要的影响。

本研究针对少数民族地区中学生的社会适应问题，对西北地区具有代表性的民族

学校类型进行了比较研究，探讨西北地区不同的民族学校微观环境给中学生社会

适应性和人际交往能力带来的影响。研究的民族学校类型主要包括：单一少数民

族学校(以藏族中学为例)、西北少数民族聚居区的多民族混合学校(以藏汉合校和

22 金盛华.人际空间与人际交往——社会生态学导引[J].社会学研究,199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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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汉合校为例)、西北汉族地区的少数民族学校(以兰州回中为例)；为了进行更全

面的比较，还选取了西北汉族地区的部分普通中学被试(以兰飞中学为例)。经过

比较发现，西北地区不同类型学校中学生的心理地位、人际交往能力和社会适应

性均存在显著差异。

在此类研究中，原本应该排除地域的差异，首先对藏族地区的纯民族学校与

多民族混合学校进行比较，然后对维族地区的纯民族学校与多民族混合学校进行

比较，最后再与汉族地区的民族学校和普通学校进行比较。但在实际研究中，由

于在新疆地区抽样比较困难，本研究未能取得纯维吾尔族中学的样本数据，因此

无法对地处新疆维族地区的纯民族学校与多民族混合学校进行比较。在相同地域

和民族背景的学校类型比较中，本研究重点讨论了地处藏族自治州同一城市的纯

藏族中学和藏汉混合学校之间所存在的差异。另外，已有的很多研究已经证明，

经济和文化的繁荣程度会对青少年的心理成长造成直接影响，经济发达地区的青

少年由于占有资源和环境等优势，在成长阶段，其心理素质和综合能力相对发展

得更快。据此，由于本研究所选取的汉族地区学校被试均来自经济、文化相对发

达的甘肃省会兰州市，而且在三个变量所有测量维度中兰州市普通中学学生的得

分均普遍偏高，所以本研究中以兰州市普通中学为学校类型比较讨论的较高基

准。由于本研究采用的施测工具进行了藏汉语的翻译处理，从语言表述上，保证

了藏语地区与汉语地区研究结果的同质性，可以进行横向比较；但没有能够对测

量工具进行维汉语翻译的处理，所以对维汉合校的数据分析结果可能会受到被试

对测量工具识读和理解的影响。

在心理地位方面，首先藏汉混合学校和兰州普通中学学生的心理地位得分显

著高于其他三类学校，藏汉混合学校和兰州普通中学之间不存在显著差异；其次

兰州回中学生的得分显著高于藏族中学和维汉合校；藏族中学和维汉合校学生的

心理地位得分最低，二者之间不存在显著差异。在人际交往能力方面，首先藏汉

合校和兰州普通中学是同一水平，得分显著高于藏族中学、维汉合校和兰州回中；

其次在剩余的三者之中，兰州回中的得分又显著高于藏族中学和维汉合校；藏族

中学和维汉合校得分最低，二者之间不存在显著差异。在社会适应性方面，位于

汉族地区的学校即兰州普通中学和兰州回中学生的得分最高，显著高于位于民族

地区的学校类型；其次是藏汉合校和维汉合校，纯藏族中学学生的得分相对最低。



卢婧：多民族混合学校中学生的心理地位、人际交往能力对社会适应性的影响

- 57 -

在本研究中，尽管藏族中学和藏汉合校的中学生生活在同一藏族地区相同的

生活环境和文化氛围下，但藏汉混合学校学生在心理地位、人际交往能力和社会

适应性方面，得分均十分显著地高于纯藏族中学的学生。尤其需要指出的是，藏

汉合校中学生的心理地位和人际交往能力的得分水平与兰州市普通中学不存在

显著差异，均显著高于其他学校类型。此结论证明，在少数民族地区采用多民族

混合办学的教育模式，不但可以整合利用教学资源，而且能促进不同民族文化的

融合，帮助民族地区的青少年形成“各民族都有优点，应该相互学习”的正确认识，

培养和促进民族地区青少年的人际交往能力和社会适应性的良好发展，努力使其

达到与核心城市青少年基本相同的发展水平。多民族混合学校的教育环境，可以

帮助民族地区青少年的通过与不同民族同伴的长期相处，消除民族间的陌生感和

刻板印象，增强中学生对不同宗教信仰、民族文化、生活习俗的理解、适应和接

纳，从而促进其人际交往能力和社会适应性的良好发展。

虽然通过对藏族地区藏汉合校与藏族中学的比较，得出了多民族混合学校更

有利于中学生社会适应性发展的结论。但是，维汉合校与藏汉合校都作为少数民

族聚居区的多民族混合学校，却表现出了明显的差距，除了施测工具的语言差异

以外，本研究认为不同民族和地域的因素也十分关键。甘南地区的藏族与汉族共

同杂居的历史悠久，藏族和汉族对佛教信仰的理解有互通性，因此民族融合较为

深入。而新疆地区的汉族主要分布在北疆及南疆的城镇，与新疆的少数民族，特

别是南疆地区的维吾尔族交往较少，需要进一步加深维汉这两个新疆最大民族之

间的友好关系。从新疆地区民族融合的历史来看，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维吾

尔族占新疆地区总人口的 75.95%，新中国成立以后各族迁入，至 2000年维族所

占的人口比例下降到了 47%左右，仍居首位；汉族 1949年仅占新疆地区总人口

的 6.72%，至 2000年上升到了 40.57%，位居第二[23]。近几十年来汉族移民的大

量迁入，造成新疆地区人口比例的剧烈变化，随之而来的资源再分配、经济发展

不平衡、语言文化相异、宗教信仰不同等诸多因素，给维汉的民族融合造成了许

多困难。综上所述，可能受到甘南地区藏族与汉族的融合比新疆地区更加深入等

历史、文化因素的影响，藏汉合校学生的心理地位和人际交往能力状况要显著优

于维汉合校的学生。

23 李静.民族交往心理的跨文化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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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类型差异分析的研究结果，间接地回答了本研究问题提出中的疑问：少

数民族学生与汉族学生的人际交往能力发展孰强孰弱？其比较不能简单的一概

而论，因为民族身份并不是绝对的造成差异的划分标准。尽管民族地区在物质文

化上表现出越来越高的融合度，但在心理文化却保持着相对的独立性。无论是身

处经济相对发达的核心城市，还是身处经济欠发达的民族地区，各族青少年人际

交往能力和社会适应性的发展，主要还是受到直接生存的周边环境文化丰富性的

影响。多民族混合学校的教育环境，在民族地区现有的经济、文化条件下，可以

相对弥补物质环境的贫乏对青少年心理发展造成的欠缺，较好地培养和促进民族

地区青少年人际交往能力和社会适应性的健康发展，帮助他们更加顺利地完成适

应社会的进程。

6.4.2.6.4.2.6.4.2.6.4.2.纵向年级差异讨论

本研究表明，在年级差异的比较上，民族地区中学生的社会适应性除心理优

势感外，不存在显著差异；心理地位和人际交往能力存在显著差异，心理地位和

人际交往能力的变化趋势基本一致。

初一学生的心理优势感显著高于其他年级，自我和他人概念最积极，初二和

高一的自我和他人概念偏向消极，高二年级有所回升。从发展心理学的角度看，

青春期是个人对自我评价和对他人评价变化最剧烈的阶段，初一年级处于探索前

的期待，对自我和他人的评价普遍很高；而高二年级则属于动荡后的沉淀，日趋

成熟的价值观纠正了偏颇的负面印象，使之能够重新客观、理智地看待自己和他

人。

人际交往能力方面，初一的学生最好，其次是高一年级。原因可能是初一学

生刚进入中学，面临着与小学阶段完全不同的学习生活和同伴关系，复杂新环境

的适应压力，会激发他们寻求社会支持的强烈愿望，主动去建立与他人的情感联

系。高一学生刚升入高中也面临与初一相同的转换情境，所以人际交往方面会类

似特征出现，但高一学生的心理更加成熟，人格也相对独立性，寻求社会支持的

交往主动性不像初一学生那么明显。

6.4.3.6.4.3.6.4.3.6.4.3.心理地位、人际交往能力、社会适应性的现状讨论

首先，本研究的分析结果表明，民族地区中学生的心理地位特征不存在显著

的性别差异，存在显著的生源地差异。城镇学生对自我的积极评价(I+)和他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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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评价(U+)显著高于农村学生，即城镇中学生对自我和他人的正向情感态度显

著高于农村中学生。有担任班干部经历中学生的心理地位得分均显著高于没有班

干部经历的学生。独生子女在心理地位的自我概念和他人概念上，得分均显著高

于非独生子女。这一结果说明，家庭来源、担任班干部经历和是否独生子女的因

素显著影响着民族地区中学生的心理地位状况。

其次，民族地区中学生的人际交往能力既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也存在显著

的生源地差异。男生在交往动力、交往技能和总体人际交往能力的发展方面都优

于女生，交往动力方面男生的优势尤其明显。生源地比较上，城镇生源中学生的

交往动力、交往认知、交往技能和总体人际交往能力的发展水平都显著高于农村

生源学生。有担任班干部经历的中学生在人际交往能力的绝大多数维度上得分均

显著高于没有班干部经历的学生。在出生次序方面，独生子女在人际交往能力的

各维度上，得分均显著高于非独生子女。结果表明，性别差异、生源地差异、担

任班干部经历和是否独生子女的因素对民族地区中学生的人际交往能力存在显

著的影响。

再次，对社会适应性的研究结果表明，民族地区中学生的社会适应性既存在

部分维度的性别差异，又存在显著的生源地差异。在男女生性别比较上，中学阶

段的男生在心理能量、心理弹性和总的社会适应性方面比女生发展的要好，心理

能量尤其比女生充足。城镇生源中学生的心理优势感、心理能量、心理弹性和总

体社会适应性方面比农村生源学生发展得快一些，城乡学生的心理优势感差异最

为明显。有担任班干部经历的中学生在社会适应性的绝大多数维度上得分均显著

高于没有班干部经历的中学生。在出生次序方面，独生子女在社会适应性的各维

度上，得分均显著高于非独生子女。这一结果说明，性别因素、生源地因素、担

任班干部经历和是否独生子女因素均显著影响着民族地区中学生的社会适应性

发展。

本研究有关性别差异的结论与国内相关研究[24]有不一致的地方，以往对汉族

地区的研究发现在人际交往能力方面青少年阶段的女生显著高于男生。但是本研

究在对西北少数民族地区中学生的调查中发现，男生在社会适应性方面心理能量

和心理弹性都比女生发展的更好，心理能量方面的优势尤其明显。在人际交往能

24 王英春,邹泓.青少年人际交往能力的发展特点[J].心理科学,2009,32(5):1078～1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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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方面，男女生除了在交往认知方面不存在显著差异以外，男生在交往动力和交

往技能方面的得分都显著高于女生。有研究表明男女生的很多社会行为差异并非

遗传所致，而是由于家庭环境、早期教育、文化氛围和社会角色期望所造成，所

以本研究中的这种差异可能是由少数民族对性别角色的定位和期望与汉族不同

所导致。在西北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文化氛围中，对女性在家庭角色的期望值大

大地高于对她们社会角色的期望值，“重男轻女”、“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家庭性

别模式仍占主导地位[25]，这种文化倾向在相当程度上限制了少数民族地区女性的

人际交往能力和社会适应性的发展。少数民族的文化明显受其宗教信仰的影响，

信仰藏传佛教的藏族和信仰伊斯兰教的民族，对女性思想、行为方式的教育和要

求比汉族地区更为传统，不提倡女性与异性群体的过多接触，因此女生在交往主

动性上明显不如男生。尽管女生思想上对人际交往的认知与男生区别不大，但交

往技能和社会适应能力需要在与他人的实际互动中不断提升，心理能量需要在应

对外界压力环境的具体经历中不断积累，所以少数民族男生在心理能量、心理弹

性、社会适应性、交往技能和总体人际交往能力方面的表现都比女生更为积极。

关于生源地的差异，发展情境理论认为，青少年的社会性发展是受其所处的

整个情境的共同影响所致，青少年成长的家庭环境和所处的文化氛围等多因素都

会影响其社会适应性的发展。因此，要充分理解青少年社会适应性的发展特点，

就必须充分关注他们所生活的具体情境以及情境之间的交互作用。因为农牧区的

生活条件、社会文化环境和家庭养育环境都不如城镇，这些外在的物质文化因素

差异必然会辐射到青少年的心理地位方面。西北地区的少数民族承袭传统，生活

多为游牧方式，农牧区居民的居住地十分零散，导致子女入学困难，为方便农牧

区子女入学和管理，民族地区中小学校大多设在县级以上的市镇，本研究抽取的

被试就是这种情况。农村学生在城镇就学的过程中，通过和城镇学生之间有意无

意的比较，容易感觉到差距，形成不如别人的自卑心理，同时，反过来会表现为

自尊心更敏感，对他人的态度更加审慎和在意，难以充分信任他人，容易怀疑和

误解他人，在心理地位上较容易形成对自己和他人的负面情感评价。缺乏积极的

自我概念，就很难具有良好的心理优势感、心理能量和心理弹性等善于适应社会

的基本心理素质，加之中学阶段青少年的情感心理处于人生的敏感期，对自我的

25 李静.民族交往心理的跨文化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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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主要有赖于社会比较和他人评价，因此在社会适应性方面，农村生源的中学

生会表现出与城镇中学生较为明显的差距。这些心理特征具体表现在人际交往方

面，就是农村生源学生可能会采取回避的态度和避免被他人接近的方式来保护自

我，所以人际交往能力的发展水平会相对滞后于城镇学生。

关于是否担任过班干部的差异，从青少年人际交往的社会比较机制和角色引

导机制[26]来看，青少年需要通过社会比较，即将自己的状态与他人的状态进行对

比，来获得明确自我评价。青少年阶段的主要社会角色就是学生，所以学校社会

的接纳和承认是青少年自我价值的核心构成部分。本研究发现，在成长过程中，

担任班干部的经历能够帮助青少年肯定自我的能力和价值、确立自信，更好地完

成自我认同，使其能够以相对开放、平和的态度友好地接纳他人，与他人建立和

保持较为亲密的关系；同时，在参与管理和协调班级事务过程中需要与他人积极

互动，需要面对和处理各种复杂的压力情境，调动和组织班级成员参与和服从集

体行动，协调工作职能与朋友角色之间的平衡关系等等，因此，担任过班干部的

学生就有更多机会去锻炼人际交往技能和社会适应能力，心理更趋成熟，更容易

适应与他人交往中的各种变化。

关于出生次序方面的差异，按照是否独生子女这一标准来划分，本研究的总

体样本分布并不均匀，非独生子女的人口比例占 74.8%，独生子女只占 25.2%，

所以数据分析结果的客观性可能会受到样本分布的影响。本研究发现独生子女学

生比多子女家庭学生在心理地位的自我概念和他人概念方面评价更为积极。这可

能与不同家庭环境下个人的成长经历有关，精神分析理论表明，童年经历对个人

的人格形成具有决定性作用。一般来说，童年生活幸福的人会对自己抱有更多肯

定和积极的情绪，对他人较少戒备和攻击性，更容易接纳自己和信任他人。独生

子女家庭的孩子从小就能获得父母全部的爱和关注，情感需要没有太多缺失，幸

福感积淀比较充分。而多子女家庭中的孩子可能会较早地意识到要获得父母更多

的关注和爱，就要与兄弟姐妹比较和竞争，在这种无形的比较和竞争中如果自己

在外貌、性格或者学业方面不能体现出优势就很难形成积极的自我概念，也不容

易积淀充分的心理优势感、心理能量和抗拒挫折的心理弹性，当他人的存在或多

或少影响到自己的利益和情感需要时，对他人的基本情感印象就会倾向消极。这

26 金盛华,宋振韶.当代青少年同辈交往的影响机制及其引导[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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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的心理特征投射到具体行为上，就是在人际交往中，非独生子女与他人主动交

往的动力不足，人际适应性一般。而独生子女由于成长过程比较孤独，更渴望与

他人建立亲密的友谊，会更倾向于主动接近他人，与他人发起交往。

6.4.4.6.4.4.6.4.4.6.4.4.心理地位、人际交往能力与社会适应性的关系讨论

民族地区中学生的心理地位特征能预测社会适应性和人际交往能力的发展

状况；人际交往能力能显著预测社会适应性的发展；心理地位通过人际交往能力

影响着民族地区中学生的社会适应性发展。

心理地位对社会适应性：心理地位的自我概念(I)因子对社会适应性具有十分

显著的预测作用，他人概念(U)因子只对社会适应的人际适应性这一维度具有一

定的预测作用。具体而言我好你好(I+U+)的心理地位对社会适应性具有显著的正

向预测作用，我不好你不好(I-U-)的心理地位对社会适应性具有显著的负向预测

作用，我好你不好(I+U-)的心理地位因为对自我的评价比对他人的更积极，所以

与心理优势感、心理能量存在一定程度的正相关。

心理地位对人际交往能力：心理地位的 I 因子和 U因子对人际交往能力的三

个维度及总分都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在预测力上，他人概念比自我概念有优

势。具体而言，我好你也好(I+U+)类型对人际交往能力具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

我不好你不好(I-U-)类型对人际交往能力具有显著的负向预测作用。其中，他人

概念比自我概念对人际交往能力更具影响力。

人际交往能力对社会适应性：人际交往能力的交往技能维度，对社会适应性、

心理优势感、心理能量、人际适应性和心理弹性均存在极其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

交往动力维度对社会适应性、心理优势感和心理弹性具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

总体而言，民族地区中学生的人际交往能力能较好地预测其社会适应性的发展。

我好你好本质上是更具有建设性的心理地位特征，处于这种心理地位的人对

自我和他人都有积极认可和较高评价，更愿意合作，倾向于采用建设性的问题解

决方式，表现出对他人的接纳，认为生活有价值，情绪稳定、富有同情心，能够

信任他人，并乐于与他人建立和保持较为亲密的关系，人际交往的总体态度更加

积极。而采取我不好你不好心理地位的人，多表现为对自己和他人都丧失信心，

表现出漠视自我和回避他人的态度，用满不在乎、闷闷不乐或小心翼翼的方式避

免他人接近，对他人冷淡，缺少或夸大自尊，缺乏友情、关爱和亲密感，人际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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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往往徘徊不前、毫无进展。消极的心理地位会阻碍青少年人际交往能力的健康

发展，而不具备良好的与人交往的能力，就无法从自然人顺利成长为社会人，无

法顺利地完成社会适应的进程。因为社会适应归根结底还是对周围人际环境的沟

通和适应。

综上所述，民族地区中学生的心理地位、人际交往能力、社会适应性三者之

间呈显著相关，人际交往能力在心理地位对社会适应性的影响中起中介作用。心

理地位的特征能够有效预测中学生人际交往能力的发展水平，而且心理地位通过

人际交往能力的中介作用间接影响着中学生社会适应性的发展。

7.7.7.7.研究结论与展望研究结论与展望研究结论与展望研究结论与展望

7.1.7.1.7.1.7.1.研究结论研究结论研究结论研究结论

(1) 西北地区多民族混合学校与单一少数民族学校之间，不同民族地区的多

民族混合学校之间，民族学校与普通学校之间，中学生的心理地位、人际交往能

力和社会适应性存在显著差异。多民族混合学校中学生的心理地位、人际交往能

力和社会适应性显著好于单一少数民族学校的学生；多民族混合学校之间又存在

着地域和民族的显著差异，藏汉合校学生的心理地位和人际交往能力显著好于维

汉合校；藏汉合校学生的心理地位和人际交往能力达到了与兰州市普通中学学生

相同的发展水平；兰州市中学生的社会适应性，总体上好于西北少数民族地区的

中学生。本研究证明，多民族混合学校的亚社会民族环境，有利于促进中学生的

社会适应。

(2) 西北民族地区中学生的心理地位、人际交往能力和社会适应性在性别、

生源地、班干部经历、出生次序和年级等背景变量上存在显著差异。男生在心理

地位、人际交往能力和社会适应性的大多数维度上发展水平显著优于女生；城镇

生源中学生的心理地位、人际交往能力和社会适应性发展状况显著优于农村生源

学生；有担任班干部经历的中学生在心理地位、人际交往能力和社会适应性方面

均显著优于没有班干部经历的学生；独生子女学生的心理地位、人际交往能力和

社会适应性的总体发展状况好于非独生子女学生；初一年级和高二年级的心理地

位显著好于其他年级，初一年级和高一年级的人际交往表现相对积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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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西北民族地区中学生的心理地位、人际交往能力和社会适应性之间均呈

显著的正相关；心理地位对人际交往能力和社会适应性具有显著的预测作用，在

预测人际交往能力时他人概念因子更具优势，在预测社会适应性时自我概念因子

更具优势；心理地位的 I+U+类型对人际交往能力和社会适应性具有显著的正向

预测作用，而 I-U-类型对人际交往能力和社会适应性具有显著的负向预测作用；

人际交往能力在心理地位对社会适应性的预测上起中介作用。

7.2.7.2.7.2.7.2.本研究的创新之处本研究的创新之处本研究的创新之处本研究的创新之处

(1) 本研究着重比较了西北地区的不同民族学校类型，包括民族地区的多民

族混合学校、单一少数民族学校和汉族地区的民族学校、普通学校等的中学生在

社会适应方面的差异。重点探讨了多民族混合学校的教育环境对青少年人际交往

能力和社会适应性发展的影响，填补了以往对多民族混合学校中学生的个体心理

问题缺乏量化研究的空白。

(2) 国内以往关于青少年人际交往的研究多在汉族地区开展，本研究不但对

以往的研究结论和研究工具是否适用于西北少数民族地区进行了验证，而且进一

步对西北民族地区和汉族地区青少年的人际交往状况进行了横向的比较和现状

分析。

(3)目前为止，将人际交往能力纳入对社会适应性考察的研究成果非常有限，

将心理地位与社会适应性相结合的研究更难见到，对两者之间的关系也没有明确

论证。本研究将心理地位、人际交往能力和社会适应性相结合，分析了三者之间

的关系，建立了三个变量之间的关系模型。

7.3.7.3.7.3.7.3.研究不足与展望研究不足与展望研究不足与展望研究不足与展望

(1) 在学校类型差异的比较方面，由于未能取得纯维吾尔族中学的样本数

据，因此无法对地处新疆维族地区的单一少数民族学校与多民族混合学校进行对

比，使这部分研究结论的数据支持相对单薄。在后续的研究中，需要补充与现有

维汉合校样本数量相当的新疆地区纯维族学校的样本数据，为本研究结论提供更

可靠、更全面的数据支持。

(2) 在出生次序的差异比较方面，由于独生子女群体的样本量偏小，所以形

成研究结论的外部效度还需要进一步考察。在后续的研究中，还需要增加独生子

女群体的样本量，以形成更全面的研究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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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本研究中，研究方法主要采用了传统的访谈法和问卷法，在方法上没有

新的突破。未来进一步的研究中，可以引入社交测量法、参照测量法、社会距离

尺度法等多种人际交往的测量方法，从不同渠道验证研究结论，丰富研究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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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附录附录附录 1111

回溯式访谈提纲

从小到大我们都在与他人交往，请回顾自己的交往情况，完成以下问题：

一、总体评价

1．总体而言，你觉得你是人际交往能力怎么样？

2．总体而言，你觉得自己目前的人际交往状况受谁的影响最大？

3．总体而言，你觉得影响自己人际交往的最大障碍是什么？

4．请描述你的生活环境（你生活在什么地方，请描述你的生活环境）（注：民

族积聚区、杂居区、城乡等），及对你人际交往的影响。你是否能够举出一些影

响深刻的例子。

二、中学经历回溯

1．在初中阶段，你的人际交往状况怎样？与小学相比有什么不同？你的学习成

绩怎样？你与老师的关系怎样？你所在的班级氛围如何？在人际交往方面有没

有什么记忆深刻的事情？

2．在高中阶段，你的人际交往状况怎样？与初中相比有什么不同？你的学习成

绩怎样？你与老师的关系怎样？你所在的班级氛围如何？在人际交往方面有没

有什么记忆深刻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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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附录附录附录 2222

心理地位量表••••BLPSBLPSBLPSBLPS ((((部分))))

阅读下表项目栏的陈述，请在最符合你自己对此项陈述的想法和感受的一栏

内划““““√””””。对于每一个问题你只能作一种回答，并且每一个问题都必须回答。

项 目 总 是 经 常 不一定 偶 尔 从来不

1．我喜欢我自己。

4．别人基本上都不错。

5．我觉得自己不好。

6．我觉得我自己无法实现梦想。

7．某些人应该死掉。

8．其他人让我很生气。

11．大多数人是值得信赖的。

12．别人会做好事。

15．别人不值得我信任。

16．别人的错误让我失去耐心。

19．我认为别人不喜欢我。

20．他人的企图使我有所怀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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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语版心理地位量表((((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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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附录附录附录 3333

中学生人际交往能力问卷（部分）

以下句子描述了人们对人际交往的看法，请根据真实情况在相应数字上画

圈。1111表示““““完全不符合””””，2222表示““““比较不符合””””，3333表示““““一般符合””””，4444表示““““比

较符合””””，5555表示““““完全符合””””。

例：如果以下描述比较符合你的情况，则在相应数字例：如果以下描述比较符合你的情况，则在相应数字例：如果以下描述比较符合你的情况，则在相应数字例：如果以下描述比较符合你的情况，则在相应数字““““4444””””上画圈。上画圈。上画圈。上画圈。

我觉得好朋友应该互相帮助我觉得好朋友应该互相帮助我觉得好朋友应该互相帮助我觉得好朋友应该互相帮助 1111 2222 3333 ④ 5555

1我喜欢与他人的交往 1 2 3 4 5

2我会积极主动与别人的交往 1 2 3 4 5

3我觉得我们的生活离不开人际交往 1 2 3 4 5

4人际交往中人们应该坦诚相待 1 2 3 4 5

5如果一个人懂得比较多，那他与别人有更多共同话题 1 2 3 4 5

6 每逢周末或假期，我喜欢与他人一起度过 1 2 3 4 5

7我很少主动与别人联系 1 2 3 4 5

8我觉得和他人的交往没有什么意义 1 2 3 4 5

9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优缺点，人际交往中应该相互包容 1 2 3 4 5

10懂得一些交往策略会促进我们的人际交往 1 2 3 4 5

11我喜欢和各种各样的人打交道 1 2 3 4 5

12我比较内向，不会主动与人交往 1 2 3 4 5

13与人交往可以让我们避免孤独 1 2 3 4 5

14与人交往时，应该能站在他人的角度考虑问题 1 2 3 4 5

15人际交往中，适当的使用交往策略可以促进人际交往 1 2 3 4 5

16我喜欢认识性格不同的人 1 2 3 4 5

17我会主动与刚刚认识的人进行交谈 1 2 3 4 5

18如果有可能，人们都会尽量避免与他人的交往 1 2 3 4 5

19人际交往中，若有人需要帮助，我们应伸出援助之手 1 2 3 4 5

20我经常主动给好朋友打电话，邀请去做某件事情 1 2 3 4 5

21我觉得与人交往是一件快乐的事情 1 2 3 4 5

22与人交往时应该宽容大度 1 2 3 4 5

23我经常对不熟悉的人充满好奇，主动与他交往 1 2 3 4 5

24人际交往中，人们应该信守诺言，遵守承诺 1 2 3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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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语版中学生人际交往能力问卷（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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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附录附录附录 4444

中学生社会适应性量表（部分）

以下是一些关于人性格方面的句子，请你先理解每个句子，考虑每个句子在

多大程度上符合你自己的实际情况，然后在 5555个方格中选择一格，划一个““““√””””。

1=1=1=1=非常不符合；2=2=2=2=比较不符合；3=3=3=3=不能确定；4=4=4=4=比较符合；5-5-5-5-非常符合。

请注意：一般情况下不要选择““““不能确定””””。

1．我觉得自己没有什么值得自豪的地方。 1 2 3 4 5

2．我觉得自己有许多优点。 1 2 3 4 5

3．总的说来，我倾向于认为自己是一个失败者。 1 2 3 4 5

4．我感到自己很有魅力。 1 2 3 4 5

5．在集体活动中，我不担心会被看作笨蛋。 1 2 3 4 5

11．遇到难题时，我总会找到一些小窍门。 1 2 3 4 5

12．我常常独自作出决定。 1 2 3 4 5

13．我觉得比别人有意志力。 1 2 3 4 5

15．我坚信自己能够独立地克服生活中的困难。 1 2 3 4 5

16．认为自己是一个勤奋的人。 1 2 3 4 5

18．同学们都认为我学习刻苦。 1 2 3 4 5

19．我通常由于玩耍而忘记学习。 1 2 3 4 5

20．我是一个积极向上的人。 1 2 3 4 5

22．我是一个竞争意识很强的人。 1 2 3 4 5

23．我坚持追求我的目标，直到实现。 1 2 3 4 5

24．我的思维能力比较好。 1 2 3 4 5

25．我的理解能力比较强。 1 2 3 4 5

26．我的记忆力比较好。 1 2 3 4 5

27．我口齿伶俐，能说会道。 1 2 3 4 5

28．同学们都认为我是一个很有办法的人。 1 2 3 4 5

29．我常常感到身心疲惫，不想做事。 1 2 3 4 5

30．别人都把我看作很有生气的人。 1 2 3 4 5

31．我常常精力充沛。 1 2 3 4 5

32．一般说来，我作事情比较主动。 1 2 3 4 5

33．我喜欢与人交谈。 1 2 3 4 5

34．我喜欢跟很多人交往。 1 2 3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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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语版中学生社会适应性量表（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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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后记后记后记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在书香悠远、绿树成荫的西北师范大学校园里，三年

硕士的学习即将走向尾声，弥足珍贵的校园生活留给我太多的收获与回忆。回想

起在教育学院心理系求学的三载春秋，充实、快乐的记忆历历在目，有太多的感

激、太多的谢意，远非此刻的只言片语可以表达。

首先，要衷心感谢的是我的恩师杨玲教授。论文是在杨老师的悉心指导下完

成的，每次讨论杨老师都会提出许多宝贵意见，帮助我的论文思路渐渐得以成形。

杨老师虽然繁忙，却尽力为我们的研究提供最大的帮助，从论文的选题、设计、

具体的研究实施到论文的撰写和成稿，都倾注了杨老师的大量心血。杨老师言谈

举止间透出的正直与慈爱、严谨与细致都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导师的学品和人

品，值得我一生学习。师恩似海，永生难忘！

其次，感谢西北师大教育学院的各位老师三年来的教育和培养，张海钟老师

的大气深邃，万明钢老师的儒雅广博，王光荣老师谦和严谨，周爱保老师的渊深

敏锐，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影响着我今后的治学态度。感谢孙继民老师、

王建新老师、赵国军老师、康廷虎老师、刘海健老师等诸位恩师的授业解惑，使

我在心理学专业视野和方法素养上都有了长足进步。尤其感谢李建升老师在论文

写作后期给予的指导意见，让我的论文逻辑更加严谨。感谢敬爱的老师们，你们

矜矜业业的园丁精神将激励我不断向前。

感谢北京师范大学的邹泓老师和王英春老师，慷慨提供了最新研究工具《中

学生人际交往能力问卷》，使我们的系列研究得以顺利完成；感谢参与本研究的

西北民族地区全体中学生被试，谢谢你们的认真填答。

感谢同门师兄师姐、师弟师妹和同年级的同学在讨论中提供的建议；特别感

谢同窗安花花、曹莉莉在论文写作中给予的无私帮助，感谢同窗谢远俊、王含涛、

陈福三年来的支持和友谊；感谢师弟师妹张永军、张红红、袁彦、张云霞等在调

查和数据录入中提供的热情帮助；有你们的支持才使我的论文得以顺利完成。

最后，衷心感谢我的父母亲，你们无私的关怀和奉献支持我走到今天；特别

感谢我远在异国的男友柴枫，在论文写作过程中给予的具体帮助和全力支持；你

们是我最坚强的精神后盾和心灵支柱！谢谢！

卢 婧

2011 年 5 月 13 日于西北师范大学研究生公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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