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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大学生适应性发展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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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采用课题组编制的青少年适应性量表对A"">名大学生进行团体施测%结果表明&!>"大学男

女生的适应性水平没有显著差异$!#"独生子女大学生的整体适应性水平高于非独生子女$!!"大学生适应性

存在家庭来源的显著差异#表现为大城市#中小城市#小城镇#农村的变化趋势$!""大学生适应性存在专业

类型之间的显著差异#表现为体艺类#理科类#文科类的变化趋势$!@"大学生适应性存在年级的显著差异#

表现为大二#大三#大一#大四的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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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大学生适应性的发展水平不仅关系到自身心

理素质的提高#而且关系到国家未来的发展前途%
因此#探讨大学生适应性发展特点#有利于加强心

理素质教育的针对性和实效性#促进大学生心理的

健康发展%
当 前 学 界 对 适 应 性 问 题 展 开 了 一 定 的 理 论

和 实 证 研 究#但 也 存 在 以 下 不 足&!>"研 究 范 围

狭 窄#以 点 带 面%如 以 大 学 新 生 适 应 性 研 究 代

替 整 个 大 学 阶 段$!#"研 究 内 容 零 散#缺 乏 系 统

性%大 多 数 研 究 都 没 能 对 大 学 生 适 应 性 发 展 进

行 系 统 的 探 讨%鉴 于 此#在 科 学 理 解 适 应 性 的

概 念’>()精 心 编 制 具 有 较 好 信 效 度 的 大 学 生 适

应 性 量 表 的 基 础 上’#(#本 研 究 试 图 系 统 考 察 大

学 生 适 应 性 在 性 别)独 生 子 女)家 庭 来 源)专 业

类 型 和 年 级 五 个 社 会 人 口 统 计 学 资 料 上 的 差

异#探 讨 当 代 大 学 生 适 应 性 的 状 况 及 其 发 展 变

化 的 特 点#以 期 为 大 学 生 适 应 性 能 力 及 综 合 素

质 的 提 高 与 培 养 提 供 依 据%

!!二、研究方法

"一#被试

本研究的调查对象为江西省)辽宁省)河 北 省

等高校的A"">名 在 校 大 学 生%其 中#一)二)三)
四年级分别为#>#$人)>!CA人)>CF@人)>>"$
人#男女生分别为!FC"人和#"@%人#独生子女与

非独生子女分别为#A$C人和!C!!人#农村来源)
小城 镇 来 源)中 小 城 市 来 源)大 城 市 来 源 分 别 为

#$>!人)>##!人)>FAC人和>>%C人#文科类)理

科类和体艺类分别为#A>%人)>FF@人和>$%%人

!实际统计 时 剔 除 了 未 填 社 会 人 口 统 计 学 资 料 的

被试"%
"二#工具

采用课题组研制的青少年适应性量表’#(#该量

表分为生理适应)情绪适应)人际适应)学习适应)
社会适应和生活适应六个维度#共#"个题项%量

表信度系 数$)C#%#各 因 素 的 内 部 一 致 性 信 度 在

$)@#AG$)%##之间#说明本量表具有良好的信度%
经多位课题组专家对本量表题项与因素的拟合性

" 收稿日期!#$$%E$"E>C
作者简介!张大均!>F@"E"#男#四川南充人#西 南 大 学 教 育 科 学 研 究 所#西 南 大 学 心 理 健 康 教 育 研 究 中 心#教 授#

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发展与教育心理学)社会心理学研究%

基金项目!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课题攻关项目*青少年心理健康素质调查研究+!$!+HI$$#F"#项 目 负 责 人&

沈德立$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 大 委 托 项 目*大 学 生 心 理 健 康 教 育 的 理 论 与 实 践 研 究+!,#$$"-#@A
号"#项目负责人&张大均%



情况考察!表明它具有较好的内容效度"本量表通

过相关分析也获得了较好的结构效度##$"
!三"程序

研究者主持每次测量!统一指导语!以 班 为 单

位进行 团 体 测 量"所 得 数 据 资 料 采 用1J66>#)$
0’-K8.=’46LM统计软件进行统计处理与分析"

!!三、结果与分析

!一"大学生适应性诸因子的性别差异

采用独立样本N检验考察大学生适应性诸因

子的性别差异"从表>可见!男生适应性水平与女

生没有显著差异!但在生理适应性%学习适应性和

社会适应性因子上!男生的得分明显高于女生"在

人际适应性因子上!女生的得分明显高于男生"
表!!大学生适应性的性别差异分析表

变!量
男!生

O&1I’

女!生

O&1I’
!值

生理适应性 !)$F&$)A!’ #)F%&$)@F’ %)@C$$

情绪适应性 !)$"&$)"F’ !)$!&$)"A’ $)FC
人际适应性 F)>#&>)%%’ F)@>&>)A%’ F)$A$$

学习适应性 F)%>&>)%%’ F)@"&>)A%’ ")>"$$

社会适应性 %)$"&>)!!’ A)C%&>)#@’ @)#%$$

生活适应性 A)""&>)">’ A)""&>)!A’ $)>%
总!分 A)">&$)CA’ A)!F&$)C>’ $)%!

!!注()$*表示"%$)$@!)$$*表示"%$)$>"&下同’

!二"大学生适应性诸因子的独生子女差异

采用独立样本N检验考察大学生适应性诸因

子的独生子女差异"由表#可知!整体适应性存在

显著差异!独生子女的适应性水平显著高于非独生

子女!主要表现在生理适应性维度%情绪适应性维

度%人际适应性维度和社会适应性维度上"而非独

生子女在学习适应性维度上显著高于独生子女!生
活适应性维度上与独生子女差异不显著"

表"!大学生适应性的独生子女差异分析表

变!量
独生子女

O&1I’

非独生子女

O&1I’
!值

生理适应性 !)>#&$)@F’ #)FA&$)A>’ F)CA$$

情绪适应性 !)$@&$)"C’ !)$#&$)"%’ #)"%$

人际适应性 F)@!&>)%#’ F)#$&>)%#’ %)!!$$

学习适应性 F)"F&>)%%’ F)%>&>)AF’ @)>C$$

社会适应性 %)$#&>)#C’ A)F$&>)#F’ !)""$$

生活适应性 A)"!&>)"$’ A)"@&>)!%’ $)!A
总!分 A)""&$)C"’ A)!C&$)C!’ #)F@$$

!!!三"大学生适应性诸因子的家庭来源差异

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考察大学生适应性诸因

子的家庭来源差异!并 用P1I对 四 个 来 源 之 间 的

差异 进 行 多 重 比 较"从 表!中 可 以 看 出!在 整 体

上!四个家庭来源之间存在显著差异!表现为大城

市#中小城市#小城镇#农村的变化趋势!多重比

较表明!大城市来源与农村来源有显著差异"除情

绪适应性维度和生活适应性维度的家庭来源差异

不明显外!其余各适应性维度的家庭来源差异都极

其显著"

表#!大学生适应性的家庭来源差异分析表!Q值"

变!量
大城市&/’

O&1I’

中小城市&R’

O&1I’

小城镇&;’

O&1I’

农村&=’

O&1I’
Q值&=0S!’ M’62T’;

生理适应性
!)>>&$)A>’ !)$@&$)A$’ !)$$&$)A>’ #)F%&$)A>’ >")"C$$

!)$@&$)"F’ !)$#&$)"%’ !)$!&$)"C’ !)$"&$)"A’ >)!A
/#;$$!/#=$$!R#=$$

情绪适应性
F)@C&>)%%’ F)"A&>)AF’ F)!!&>)%@’ F)$F&>)AC’ #@)>A$$

F)@A&>)%F’ F)@A&>)%>’ F)A#&>)%>’ F)%!&>)%C’ !)C%$$
/#;$$!/#=$$!R#=$$!;#=$$

R%=$

人际适应性
%)$F&>)!$’ A)F%&>)!$’ A)F!&>)#@’ A)C%&>)#C’ #@)$A$$

A)"%&>)""’ A)"C&>)!C’ A)!F&>)"$’ A)"!&>)!!’ >)#%
/#;$!/#=$$

学习适应性 A)"C&$)C"’ A)"#&$)C#’ A)!C&$)C"’ A)!@&$)C#’ A)$#$$ /#=$$

社会适应性

生活适应性

总!分

!!!三"大学生适应性诸因子的专业类型差异

采用单因素方 差 分 析 考 察 大 学 生 适 应 性 诸 因

子的专业类型 差 异!并 用P1I对 三 种 类 型 之 间 的

差异进行多重比较"表"数据表明!在整体适应性

及其主要维度上!三个专业类型之间均存在显著差

异!表现为体艺类#理科 类#文 科 类 的 变 化 趋 势!
多重比较表明!文科类与 理 科 类%体 艺 类 有 显 著 差

异!理科类与体艺类有显著差异"各个因子的变化

基本一致"



表$!大学生适应性的专业类型差异分析表!%值"

变!量
文科类!/"

O!1I"

理科类!R"

O!1I"

体艺类!;"

O!1I"
Q值!=0S!" M’62T’;

生理适应性 !)$$!$)A>" !)$"!$)@C" !)>A!$)@C" #C)$F$$ /%R$$#/%;$$#R%;$$

情绪适应性 !)$>!$)"C" !)$A!$)"A" !)$A!$)"@" @)F#$$ /%R$$#/%;$

人际适应性 F)#!!>)%>" F)#%!>)%!" F)@@!>)A>" >")>>$$ /%;$$

学习适应性 F)@$!>)%>" F)%#!>)AF" F)@$!>)%#" >$)"%$$ /%R$$#R#;$$

社会适应性 A)CC!>)#@" A)F#!>)#%" %)$F!>)#!" >$)"#$$ /%;$$#R%;$$

生活适应性 A)!!!>)!A" A)"#!>)!F" A)@@!>)!C" F)#%$$ /%R$#/%;$$#R%;$

总!分 A)!!!$)C#" A)">!$)C"" A)"C!$)%F" >")FC$$ /%R$$#/%;$$#R%;$

!!!四"大学生适应性诸因子的年级差异

采用单因素方 差 分 析 考 察 大 学 生 适 应 性 诸 因

子的年级差异#并 用P1I对 四 个 年 级 之 间 的 差 异

进行多重比较$从 表@可 见#在 整 体 上#大 学 生 适

应性存在显著的年级差异#表现为大二#大三#大

一#大四的变化趋势#多 重 比 较 表 明#大 一 与 大 二

有显著差异#大 二 与 大 三%大 四 有 显 著 差 异$就 适

应性总分来看#二%三年级 学 生 的 适 应 性 总 水 平 明

显高于一%四年级#呈现出倒&7’型曲线#除情绪适

应性维度%人际适应性维度和学习适应性维度的年

级差异不明显之外#生理 适 应 性 维 度%社 会 适 应 性

维度和生活适应性维度的年级差异都非常显著$
表&!大学生适应性的年级差异分析表!%值"

变!量
大一!>"

O!1I"

大二!#"

O!1I"

大三!!"

O!1I"

大四!""

O!1I"
Q值!=0S!" M’62T’;

生理适应性 #)FC!$)A$" !)$%!$)A!" !)$"!$)@F" !)$A!$)@F" @)C#$$ >%#$#>%!$$

情绪适应性 !)$A!$)"A" !)$@!$)"C" !)$#!$)"A" #)F%!$)"!" !)$$
人际适应性 F)!!!>)%#" F)@!!>)%>" F)!@!>)AA" F)!>!>)"C" >)@A
学习适应性 F)A!!>)AF" F)C"!>)%"" F)%#!>)A%" F)!@!>)AC" !)!"

社会适应性 %)$$!>)#%" %)>$!>)!@" A)CF!>)#@" A)A#!>)#$" A)A%$$
>#!$$#>#"$$###!$$#

##"$$#!#"$

生活适应性 A)">!>)!A" A)%>!>)!@" A)"%!>)!C" A)!#!>)#"" @)A#$$ >%#$$###!$$###"$$

总!分 A)"$!$)C#" A)@@!$)C#" A)"#!$)C>" A)#%!$)A@" ")C$$$ >%#$$###!$$###"$$

!!四、讨!论

!一"大学生适应性的性别差异

本研究表明#男女大学生适应性总体水平差异

不显著#但在生理适应性%学 习 适 应 性 和 社 会 适 应

性因子上#男生的得分明显高于女生$在人际适应

性因子上#女生的得分明显高于男生$这与国内的

一些研究结果相一致$如赵富才研究发现(女生比

男生存在的适 应 问 题 多#但 差 异 不 显 著)!*+马 莹 和

穆奎的研究表明#男女生 的 适 应 性 能 力 相 当#其 高

低不 存 在 性 别 差 异)"G@*+冯 廷 勇 等 研 究 表 明#男 生

的学习适应 性 显 著 好 于 女 生)A*+李 志 的 研 究 显 示#

女生比男生的人际适应性强#差异显著)%*$但该研

究结果同时与相关研究 结 论 有 出 入$如 杨 青 通 过

研究表明#大 学 生 适 应 性 水 平 存 在 显 著 的 性 别 差

异#男生高于女生)C*+陈青萍的研究发现#女生的生

活适应能力要强于男生)F*$因此#这个颇有争议的

问题还值得我们去深入研究$
对适应性性别差异不显著产生的原因#主要有

以下两点(一是学生身心的成熟$大学生随着生理

的成熟和心理的发展#已 经 具 备 独 立 学 习%生 活 和

交往的能力#在社会化过 程 中#男 女 生 在 适 应 过 程

中的自信和成功得到积极的强化#尽管二者在某些

适应品质方面有强弱之 分#如 男 生 在 生 理 适 应 性%
学习适应性和生活适应性方面占优势#而女生在人

际适应性方面比男生强#但都能顺利地适应大学生

活$二是大学的 教 育 氛 围$高 校 教 育 模 式 及 其 环

境氛围尊重了受教育者的性别同等地位#主导着男

女生适应性的形成与发展#成为两性差异不显著的

重要原因$由此可见#我们关于适应性性别差异的

研究结果比较符合当代大学生的实际情况$
!二"大学生适应性的独生子女差异

本研究显示#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在整体适

应性及其生理适应性%情绪适应性%学习适应性%人
际适应性和社会适应性 维 度 上#均 存 在 显 著 差 异$
就整体适 应 性 而 言#独 生 子 女 显 著 高 于 非 独 生 子

女$就各分维度 来 看#独 生 子 女 在 在 生 理 适 应 性%
情绪适应性%人际适应性和社会适应性方面也不同

程度地高于非独生子女#而非独生子女在学习适应

性维度上显著高于独生 子 女$该 研 究 结 果 与 苏 颂



兴的调 查 结 果 基 本 一 致!>$"#与 有 关 研 究 有 些 出

入!>>G>#"$但是#我们应清醒地认识到#中国独生子

女产生的社会背景及其所特有的 文 化 传 统 和 价 值

取向#与西方社会有着巨 大 差 别#西 方 学 者 的 研 究

结果不能直接应用到中国独生子女身上#因而不能

将此作为否定本研究的依据$此外#本研究所揭示

的发展特点令我们深思$比如#原来我们认为独生

子女具备优越的条件#他们在认知和情感发展上比

非独生子 女 占 优 势#在 人 格 发 展 上 常 存 在 诸 多 问

题#适应大学生活也困难#但 该 研 究 并 没 有 印 证 这

样的结论$我们认为#这主要是因为独生子女多来

源于大城市#而大城市学生的适应性较农村学生更

容易#这已为前面适应性家庭来源差异的研究所证

实$随着时间的流逝#非独生子女对大学生活就逐

步适应#这种情形可能会有所改变$
!二"大学生适应性的家庭来源差异

在整体适应 性 及 其 生 理 适 应 性%人 际 适 应 性%
学习适应性及其社会适应性层面#均存在显著的家

庭来源差异$目前有关大 学 生 心 理 健 康 调 查 研 究

表明#农村来源大学生在整体水平上不如城市来源

大学生!>#"$鉴 于 适 应 性 与 心 理 健 康 的 密 切 关 系#
该结论与我们对大学生适应性的 家 庭 来 源 差 异 的

研究结果相一致$原因也 许 是 大 学 生 适 应 性 的 发

展受过去成长环境的影 响$因 为 农 村 学 生 无 论 是

学校教育 环 境#还 是 社 会 文 化 环 境 和 家 庭 教 养 环

境#在某种程度上都不如城市学生$城市学生较农

村学生见识广#对都市文明比较习惯#经济条件好#
通讯手段多#与家人有较 多 的 感 情 沟 通#进 而 外 显

出城市来源适应性总体水平好于农村来源的现象$
因此#这种适应性整体的 城 乡 差 异 完 全 可 以 理 解$
此外#消极的自我强化也是造成农村来源大学生显

著低于城市来源大学生 的 重 要 理 由$农 村 学 生 进

入人才济济的大学#看到周围的人都很出色%优异#
容易形成自卑的心理#很 难 进 行 积 极 的 自 我 强 化#
对自己的实际能力估计偏低#这极不利于适应性的

健康发展#亦充分说明提 高 大 学 生 适 应 性%特 别 是

加强农村大学生适应性品质和应 对 策 略 的 培 养 与

训练势在必行$
!三"大学生适应性的专业类型差异

本研究发现#大学生适应性在专业类型之间存

在显著差异#体艺类学生 适 应 性 最 好#理 科 类 学 生

好于文科类学生$这与赵富才的研究结果一致!!"$
可能原因在于&一方面#从就业前景上看#是大学生

对专业发展前景的期望投射到日 常 的 心 理 和 行 为

状态之中#并最终影响到适应性水平$现实情况表

明#体艺类’如音乐%美术%体育等(与文理科类相比

有更广阔的就业空间#而 理 科 类’如 数 学%地 理%化

学等(要好于文科类$另一方面#从学科性质上看#
文科专业相对更强调理论知识的学习#而体艺专业

注重更多的社会实践活动#而理科专业介于两者之

间$因此#在适应 性 方 面#文 科 类 大 学 生 比 理 科 类

大学生差#理科类大学生比体艺类大学生差$
!四"大学生适应性的年级差异

本研究表明#不同年级的大学生在整体适应性

及其生理 适 应 性%社 会 适 应 性 和 生 活 适 应 性 维 度

上#存在显 著 差 异$这 与 马 莹%陶 沙 和1254/-2的

研究结 果 不 一 致!""!>!"!>""$具 体 而 言#大 学 生 适 应

性的年级差异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从 整 体 适

应性发展的结果来看#表现为大二#大三#大一#
大四的变化趋 势#呈 倒)7*型$究 其 原 因#可 能 是

大学生特定时期的成长经历和生 活 环 境 对 其 适 应

性产生了很大影响$大学 生 入 学 第 一 学 期 是 衔 接

中学和大学的一个特殊阶段#他们对新的生活环境

和学习任务有一个适应 的 过 程#其 环 境 条 件%发 展

目标%社会地位及角色期待等对其心理适应产生了

作用#期 间 遇 到 困 惑 自 然 会 产 生 不 适 应 行 为$因

此#应在大学一年级配备 工 作 经 验 丰 富%水 平 高 和

能力强的教师担任班主任和辅导员#采取积极有效

的措施提高新生适应性能力#为整个大学阶段的教

育工作打 下 良 好 的 基 础!>@"+大 二 学 生 已 熟 悉 了 生

活环境#也适应了特定的 专 业 学 习 和 生 活 节 奏#因

而适应性水平处于最佳状态+大三学生开始考虑自

己的职业走向和发展前途#于是渐渐进入新的困惑

期+大四学生的就业压力 成 为 迫 切 的 现 实 问 题#竞

争愈发激烈的人才市场和社会环 境 对 其 心 理 产 生

巨大冲击#造成一定的适 应 性 障 碍#因 而 出 现 了 四

年级明显低于其他年级的)低谷*$’#(从各维度来

看#在情绪适应性%人际适 应 性 和 学 习 适 应 性 维 度

上#年级差异不明显#这说 明 该 层 面 的 适 应 性 已 进

入相对稳定的时期$在生理适应性%社会适应性和

生活适应性维 度 上#年 级 差 异 显 著$究 其 原 因#大

学生正处于生理变化的高峰期和 自 我 意 识 发 展 的

新时期!>A"#大 一 的 新 生 活 和 学 习 环 境 的 适 应 性 问

题与大四的就业压力和职业抉择 问 题 都 会 暂 时 使

他们适应相对困难$由此可见#不同年级段的大学

生适应性状况更有可能受到生活 经 历 和 社 会 环 境

的影响#为我们进行大学生适应性训练提供了理论

依据$

!!五、结!论

’>(男 女 大 学 生 在 适 应 性 总 水 平 上 差 异 不 显



著!但在生理适应性"学习 适 应 性 和 生 活 适 应 性 因

子上!男生的得分明显高于女生#在人际适应性因

子上!女生的得分明显高于男生#
$#%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大学生在整体适应

性及其生理适应性"情绪 适 应 性"人 际 适 应 性 及 其

社会适应性维度上!存在 显 著 差 异!独 生 子 女 显 著

高于非独生子女#而在学习适应性维度上!非独生

子女显著高于独生子女#
$!%不同家庭来源的大学生在整体适应性及其

生理适应性"人际适应性"学 习 适 应 性 和 社 会 适 应

性维度上!存在显著差异!大 城 市 来 源 显 著 高 于 农

村来源#
$"%不同专业类型的大学生在整体适应性及其

主要维度上!均存在显著差异#体艺类专业显著高

于理科类专业"文科类专业!文科类专业最低#
$@%不同年级的大学生在整体适应性及其生理

适应性"社会适应性和生 活 适 应 性 维 度 上!存 在 显

著差异#二"三年级显著高于一"四年级!四年级适

应性水平 明 显 低 于 其 他 年 级!出 现 了 倒&7’型 曲

线!是大学生适应性发展的转折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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